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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Z41305《环境条件 电子设备振动和冲击》的第7部分。GB/Z41305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动力学数据的验证过程;
———第2部分:设备的贮存和搬运;
———第7部分:利用旋翼飞机运输。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TR62131-7:2020《环境条件 电子设备振动和冲击 第7部分:利用旋翼飞

机运输》,文件类型由IEC的技术报告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芜湖赛宝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

州五所环境仪器有限公司、芜湖赛宝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强度环境

研究所、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剑锋、蔡茗茜、吴和龙、汪凯蔚、解禾、孙立军、王远航、刘文威、方植彬、吴飒、

韦冰峰、孙建勇、陈勃琛、纪春阳、郭广廓、郑昆、杨化彬、唐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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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Z41305《环境条件 电子设备振动和冲击》首先建立了动力学数据验证过程的三个阶段和准

则,然后应用到固定翼喷气式飞机、轨道车辆、公路车辆、搬运等条件下的动力学数据审阅,并形成环境

条件,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本系列标准拟由8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动力学数据的验证过程。目的在于建立动力学数据验证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准则。
———第2部分:设备的贮存和搬运。目的在于审阅电子设备搬运过程中可获得的动力学数据,形成

环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第3部分:利用轨道车辆运输。目的在于审阅轨道车辆运输条件下可获得的电子设备动力学

数据,形成环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第4部分:利用公路车辆运输。目的在于审阅公路车辆运输条件下可获得的电子设备动力学

数据,形成环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第5部分:利用固定翼喷气式飞机运输。目的在于审阅固定翼喷气式飞机运输条件下可获得

的电子设备动力学数据,形成环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第6部分:利用螺旋桨式飞机运输。目的在于审阅螺旋桨式飞机运输条件下可获得的电子设

备动力学数据,形成环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第7部分:利用旋翼飞机运输。目的在于审阅旋翼飞机运输条件下可获得的电子设备动力学

数据,形成环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第8部分:利用船舶运输。目的在于审阅船舶运输条件下获得的电子设备动力学数据,形成环

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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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 电子设备振动和冲击
第7部分:利用旋翼飞机运输

1 范围

本文件评估了由旋翼飞机(直升机)运输电子设备时获得的动力学数据,其目的是从所有可用数据

中生成环境描述,并与IEC60721(所有部分)进行比较[5]1)。
对于每个识别的数据源,数据质量都已经进行了评估,并且检查了其自洽性。数据质量检查和各种

数据源分类按照IECTR62131-1中规定执行[9]。
本文件主要列出了从多个不同来源提取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质量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

文件还给出了一些实际无法验证质量和有效性的数据。给出这些数据是为了验证其他来源的数据,后
面章节中使用此类数据时均进行了明确的标注。

本文件涉及一系列数据采集工作中的数据,这些采集的数据数量和质量随着所覆盖的条件范围变

化大。
并非所有验证的数据都以电子化形式提供,为了进行比较,在本文件中对许多原始(非电子)数据进

行手动数字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数据源和质量

4.1 波音CH-47直升机的振动

波音CH-472)直升机的大量振动数据测量工作已经完成,参考文献[14]和参考文献[15]给出了典

型的测量结果。许多测量工作的关注点集中在机载货物、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振动响应上。然而,参考文

献[14]和参考文献[15]的测量是专门为表征旋翼飞机货舱地板有效负载区域内的振动响应而展开的。

1) 方括号内的数字为参考文献。

2) 波音CH-47直升机是波音公司产品的商品名称。提供此信息是为了方便本文档的用户,并不代表IEC对该产

品的认可。

波音CH-47直升机于1961年首次投入使用,是一种双旋翼、双引擎的重载直升机。虽然它是作为

军用飞机而设计的,但存在许多商用型号。这些型号广泛用于大型或重载设备的运输,及用于将货物运

输到其他交通方式难以送达的地方。波音CH-47直升机有许多不同的型号,包括支奴干、波音234型、
波音414型等。当然,不同名称的出现表示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型。测量工作中使用的特定旋翼飞

机大多数是波音CH-47直升机的改进型号,这些飞机的两个旋翼均由三片桨叶组成,旋翼的转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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