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17.160
J04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33521.1—2017/ISO14837-1:2005

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地面诱导
结构噪声和地传振动 第1部分:总则

Mechanicalvibration—Ground-bornenoiseandvibrationarisingfromrail
systems—Part1:Generalguidance

(ISO14837-1:2005,IDT)

2017-02-28发布 2017-09-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前  言

  本部分为 GB/T33521《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和地传振动》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4837-1:2005《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和

地传振动 第1部分:总则》(英文版)。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298—2010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ISO2041:2009,IDT)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标准计量研究

所、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清华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成龙、李晏良、曹玉、范荣华、邵斌、林建辉、王宗纲、伍向阳、吕冬梅、马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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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并不是所有的地面交通系统都能引起地传振动和(或)地面诱导结构噪声。轨道交通系统振动是由

于钢轮在钢轨上运行所产生的,是目前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振动源。
所有类型的轨道交通系统都产生地传振动和(或)地面诱导结构噪声(尤其是在城市区域),且对环

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需要评估距振动源不同距离处的地传振动和建筑物响应。当有以下需求时,
本部分可用于指导相关规划。

新建或改扩建铁路,新建或改建建筑物;
轨道动态性能发生改变或列车的动态特性发生改变;
列车运营条件发生改变(如列车总长度、列车速度或运营模式发生变化);
振动减缓措施评估。
对地传振动和(或)地面诱导结构噪声进行正确预测是评估的首要部分,包括对新建或改建轨道系

统对既有建筑物的振动影响评估,或对紧邻既有轨道交通系统的新建建筑物的振动影响评估。建筑物

受体内的地传振动和(或)地面诱导结构噪声的标准[和(或)限值]是评估的第二部分。但是标准和限值

一般由各国国家标准和其他国际标准规定。
轨道交通系统引起的地传振动和(或)地面诱导结构噪声的预测是一复杂并发展着的技术领域。本

部分规定了预测模型的基本思想指南,以确保其对目标任务的适用性及其方法的一致性。
指南用于校正、确认模型并验证其可行性,这些是量化和提高模型精度的重要步骤。
表1给出了各阶段的框架,用于新建或改建轨道交通系统,或轨道交通系统沿线改建建筑物。本部

分给出了通用的推介和指南。更详细的部分将在后续的标准中给出,其标题名已在前言里列出。

表1 各阶段框架及对应的标准

1 方法取决于

新建,整修(翻新)或邻近开发(第1部分)

设计阶段(概念设计、初步设计、详细设计)(第1部分)

2 评价标准

采用各国国家标准和(或)第4部分

规定评估场所和度量

3 影响参数

识别相关影响参数(第1部分的检查单)

收集参数数据

4 测量

采用标准定义的度量获取现场具体的信息(第3部分和第4部分)

模型参数的评估

建立和(或)确认预测模型

评估减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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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5 预测

采用标准定义的度量(第4部分)

在设计阶段采用合适的模型(第1部分和第2部分)

确保有效和定义准确(第1部分)

6 评估

预测值和标准值进行比较

找出超过标准的原因

7 减缓措施

确认减缓措施的内容(第1、第5和第6部分)

评估选择的措施是否可行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8 解决方案

详细设计开发

解决实施

9 资产管理

通过启动一项状态监测与维护程序,以观察是否达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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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 轨道系统产生的地面诱导
结构噪声和地传振动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GB/T33521的本部分规定了轨道系统运行产生的地传振动和由此引起的建筑物内地面诱导结构

噪声的一般要求。
本部分列出了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参数,给出了适用于不同环境状况的预测方法指南(例如,除了用

于对建筑物内的室内人员和敏感设备的影响评估外,还可用于对建筑物结构损伤的风险评估)。
本部分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振源特性:发射(如列车,车轮,钢轨,轨道,轨下支承结构);
———传播路径:传播(如大地条件,距离);
———受振建筑物:传入(如基础,建筑结构形式)。
本部分涵盖了从轻轨列车到高速列车和货物列车等所有轮轨系统。本部分给出了地面线路、高架

结构和隧道等轨道系统的指南。
本部分不涉及轨道系统的建造和维修引起的振动,不涉及空气噪声,也不涉及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的

由高架结构引起的结构辐射噪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2041 机械振动、冲击和状态监测 词汇(Mechanicalvibration,shockandconditionmonito-
ring—Vocabulary)

3 术语和定义

ISO20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传振动 ground-bornevibration
轨道上运行的车辆产生的振动,通过大地或者建筑结构传播到受振建筑物内。

3.2 
地面诱导结构噪声 ground-bornenoise
车辆在轨道上运行产生的地传振动引发的建筑物内的噪声。
注1:地面诱导结构噪声有时也被称作二次辐射噪声、结构辐射噪声和固体噪声。

注2:地面诱导结构噪声不包括直接空气噪声。

3.3 
模型参数 modelparameter
数学模型中描述机械单元的物理性质(特性)的因子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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