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55.020
CCSA8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4857.23—2021

代替GB/T4857.23—2012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垂直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Packaging—Basictestsfortransportpackages—
Part23:Verticalrandomvibrationtestmethod

(ISO13355:2016,Packaging—Complete,filledtransportpackagesandunitloads—
Verticalrandomvibrationtest,MOD)

2021-10-11发布 2022-05-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Ⅲ…………………………………………………………………………………………………………

引言 Ⅵ…………………………………………………………………………………………………………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试验原理 1…………………………………………………………………………………………………

5 试验设备 2…………………………………………………………………………………………………

 5.1 振动台 2………………………………………………………………………………………………

 5.2 振动测量控制系统 2…………………………………………………………………………………

6 试验程序 2…………………………………………………………………………………………………

 6.1 试验样品的准备 2……………………………………………………………………………………

 6.2 试验样品各部位的编号 2……………………………………………………………………………

 6.3 试验样品的预处理 2…………………………………………………………………………………

 6.4 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 2………………………………………………………………………………

 6.5 试验步骤 2……………………………………………………………………………………………

7 试验报告 3…………………………………………………………………………………………………

附录A(资料性) 通用运输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4…………………………………………

附录B(资料性) 实际采集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5…………………………………………

附录C(资料性) 国际相关随机振动中试验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8………………………………

附录D(资料性) 中国公路运输和京沪铁路运输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10…………………

参考文献 13……………………………………………………………………………………………………

Ⅰ

GB/T4857.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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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57的第23部分。GB/T485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部分:温湿度调节处理;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3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4部分:采用压力试验机进行的抗压和堆码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滚动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7部分: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9部分:喷淋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0部分: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1部分: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浸水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3部分:低气压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倾翻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5部分:可控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7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通用规则;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流通试验信息记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碰撞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垂直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本文件代替GB/T4857.23—2012《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与GB/T4857.23—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将随机振动改为垂直随机振动(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中的均衡、σ驱动信号削波和闭环(2012年版的3.1、3.3、3.4);

c) 增加了振动台限制试验样品状态可配备的3种装置(见5.1);

d) 更改了频率分辨率,由2Hz改为1Hz(见5.1,2012年版的5.2.3);

e) 删除了闭环控制系统(见2012年版的5.2.1、5.2.2);

f) 更改了统计自由度[见5.2c),2012年版的5.2.3];

g) 删除了试验强度的选择(见2012年版的6.5);

h) 删除了设备校准(见2012年版的6.6);

i) 增加了水平振动分量的限制(见6.5.3);

j) 增加了采集功率谱密度进行试验的要求(见6.5.7);

k) 增加了加速度均方根值和功率谱密度偏差的要求(见6.5.8);

l) 删除了样品在振动台上不固定方式放置和固定方式放置的要求(见2012年版的6.7.4和6.7.5);

m) 删除了试验样品出现预定损伤时停止试验的要求(见2012年版的6.7.7);

n) 删除了增加试验强度来缩短试验时间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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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3355:2016《包装 完整、满装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 垂

直随机振动试验》。
本文件与ISO13355:2016相比存在结构变化。

a) 增加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

b) 将ISO13355:2016第3章调整为本文件第4章。

c) 将ISO13355:2016第4章调整为本文件第5章,将ISO13355:2016,4.1调整为本文件5.1,

4.2调整为5.2。

d) 将ISO13355:2016,第4章中“试验样品在振动台面的安装应遵守GB/T4857.17—2017中

9.1.3.5的规定。”调整为6.5.2。

e) 将ISO13355:2016,5.1调整为本文件6.1,将ISO13355:2016,5.2调整为本文件6.3,将

ISO13355:2016,第6章调整为本文件6.5。

f) 增加了附录C和附录D。
本文件与ISO13355:2016的技术性差异及原因如下:

a)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增加引用了GB/T4122.5(见第3章);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857.1代替了ISO2006(见6.2);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857.2代替了ISO2233(见6.3);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4857.3代替了ISO2234(见6.5.2);
● 增加引用了GB/T4857.17—2017(见6.5.2,6.1);

b) 增加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对PSD和grms给出了具体定义;

c) 删除了ISO13355:2016,4.1“频率范围应为2Hz~200Hz”的规定,改为振动频率应符合试验

所需频率范围的要求,试验频率范围根据实际需求自行制定,不做强制要求;增加了5.1c)“用
以模拟运输中包装件的固定的装置”,运输包装件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固定的情况;

d) 更改了ISO13355:2016,第6章其他情况下在接近预处理温湿度的条件下进行振动试验的要

求,改为本文件6.4“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如果达不到预处理条件,则应在试验样品离开预处

理条件5min之内开始试验。这是因为一般实验室的环境很难满足满足GB/T4857.2规定的

温湿度条件;

e) 增加了6.5.4有关试验安全方面的说明。有助于试验人员在试验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以及保护

试验设备和试验样品的安全;

f) 增加了试验样品的尺寸[见第7章k)],尺寸和质量是描述试验样品的基本要素。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更改了ISO13355:2016标准名称,为配合分部分标准的标准命名方式,将《包装 完整、满装

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 垂直随机振动试验》改为《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
垂直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b) 删除了ISO13355:2016第1章注的内容,试验样品的规定在6.1~6.3中做出要求;

c) 删除了ISO13355:2016第3章注的内容,与6.5.2的要求重复;

d) 更改了ISO13355:2016第4章的名称,改为“试验设备”;

e) 更改了ISO13355:2016,4.2的名称,改为“振动测量控制系统”;

f) 删除了ISO13355:2016附录表A.1加速度谱密度和斜率数据、删除了表B.1的加速度谱密度

数据,删除了表B.3的加速度谱密度数据,仅保留了各表中的频率和功率谱密度的数据。运输

包装件的随机振动试验都是使用功率谱密度,不使用加速度谱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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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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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中包包装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山东交通学院、安徽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中包包装研究院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振强、陶良毅、俞军、杨林、王君、陈利科、张卫红、高艳飞、李杨、李彭、徐守志、

陈建岭。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3年首次发布为GB/T4857.23—2003,2012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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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4857系列是我国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方法标准,该系列标准主要以对应的ISO/IEC标准化

文件为基础起草。GB/T4857.23是该系列标准的第23部分。各试验方法既可以独立存在,对包装件

进行单项试验评价,亦可以选定若干试验对包装件进行专项试验评价,也可根据实际流通环境将不同的

试验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对包装件进行综合评价。该系列标准既相互独立,彼此之间也存在关

联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标准。

GB/T4857系列由以下19部分组成: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目的在于规范包装件各

部位的标示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部分:温湿度调节处理。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元

货物的温湿度调节处理的条件、设备、程序等内容。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3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

单元货物进行静态堆码试验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4部分:采用压力试验机进行的抗压和堆码试验方法。目的

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的抗压和堆码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耐垂直冲击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滚动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耐滚动冲击时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7部分: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

耐正弦定频振动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9部分:喷淋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

物进行喷淋试验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0部分: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

耐正弦变频振动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1部分:水平冲击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

元货物进行水平冲击试验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浸水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进行浸水试验的试

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3部分:低气压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元

货物进行低气压试验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倾翻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进行倾翻试验的试

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5部分:可控水平冲击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

和单元货物进行可控水平冲击试验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7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通用规则。目的在于规范运输

包装件性能试验大纲的编制通用规则。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流通试验信息记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进行流通试验时的信息记

录情况。
———包装 运输包装件 碰撞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进行碰撞试验的试

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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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运输包装件 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进行单

元货物稳定性试验的试验方法。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垂直随机振动试验方法。目的在于规范运输包装件

和单元货物进行垂直随机振动试验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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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3部分:垂直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运输包装件垂直随机振动试验原理、试验设备、试验程序及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运输包装件或单元货物的垂直随机振动试验。用于评定垂直振动时包装的强度及包

装对内装物的保护能力。既可以作为单项试验,也可以作为系列试验的组成部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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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4122.5 包装术语 第5部分:检验与试验

GB/T4857.1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GB/T4857.1—

2019,ISO2206:1987,MOD)

GB/T4857.2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2部分:温湿度调节处理(GB/T4857.2—2005,

ISO2233:2000,MOD)

GB/T4857.3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3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GB/T4857.3—

2008,ISO2234:2000,IDT)

GB/T4857.17—2017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17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通用规则

(ISO4180:2009,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4122.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功率谱密度 powerspectraldensity;PSD
单位频率下随机振动的加速度信号的方均值。

3.2
加速度均方根值 accelerationmeansquarerootvalue
在全部频率范围内PSD积分值的平方根值。

4 试验原理

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按预定的方向和固定方式,将试验样品放置在振动台上,在一定频率范围内,
按预定试验强度进行一定时间的垂直方向随机振动试验。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试验持续时间、功率谱

密度、试验样品放置状态及安装方法皆为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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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设备

5.1 振动台

振动台应有充分大的尺寸、足够的强度、刚度和承载能力。该结构应能保证振动台台面在振动时保

持水平状态,其最低共振频率应高于最高试验频率。振动频率应符合试验所需频率范围的要求,频率分

辨率不低于1Hz。
振动台可配备以下辅助装置:

a) 用以防止试验样品在试验中向两端和两侧移动的低围框;

b) 用以防止加在试验样品上的载荷振动时移位的高围框或其他装置;

c) 用以模拟运输中包装件的固定的装置。
此外,设备还应符合第6章中的规定。

5.2 振动测量控制系统

振动测量控制系统由加速度传感器、信号处理器和计算机组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根据设定的PSD产生预定强度的随机振动;

b) 应通过振动台面加速度传感器的反馈信号控制振动台的动作;

c) 实时数字分析提供的统计自由度应不小于120;

d) 测试系统的响应精确至试验规定的频率范围的5%。

6 试验程序

6.1 试验样品的准备

准备试验样品应遵守GB/T4857.17—2017的规定。

6.2 试验样品各部位的编号

试验样品各部位的编号应遵守GB/T4857.1的规定。

6.3 试验样品的预处理

按GB/T4857.2的规定,选定一种条件对试验样品进行温湿度预处理。

6.4 试验时的温湿度条件

试验应在与预处理相同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如果达不到预处理条件,则应在试验样品离开预处理

条件5min之内开始试验。

6.5 试验步骤

6.5.1 记录试验场所的温湿度。

6.5.2 试验样品在振动台面的安装应遵守GB/T4857.17—2017中9.1.3.5的规定。将试验样品按预

定的状态放置在振动台上,试验样品重心点的垂直位置应尽可能地接近振动台台面的几何中心。必要

时可在试验样品上添加载荷,其加载程序应符合GB/T4857.3的规定。

6.5.3 如需测量振动系统的加速度时,宜将加速度传感器尽可能安装到靠近包装件的振动台面上。当

存在水平振动分量时,由此分量引起的加速度峰值应不大于垂直分量的20%。
2

GB/T4857.23—2021



6.5.4 试验开始前,确定紧固部件牢固可靠。试验开始后定期检查紧固部件是否牢固可靠。在试验过

程中试验样品可能产生强烈的机械响应。因此围框、其他装置等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安全性。在操作时

要始终警惕潜在的危险并事先采取安全措施。如有危险发生应立即停止试验。
应以低于预定PSD6dB的振动开始试验,使控制系统在较低的试验强度下完成均衡,然后分一步

或几步增加试验强度,直至达到预定值并完成预定时间的随机振动。振动强度调节时间不计入试验

时间。

6.5.5 缺乏再现运输影响的试验数据的情况下,试验持续时间和振动台功率谱密度曲线宜选择附

录A。

6.5.6 已了解部分运输环境和振动强度,试验持续时间和功率谱密度曲线可选择附录B、附录C或

附录D。 
6.5.7 振动功率谱密度与选择的路况或车辆类型有关,应采用特定运输条件下采集的功率谱密度进行

随机振动试验。

6.5.8 加速度均方根值应不超过规定值的15%。试验控制信号的功率谱密度的偏差应不超过全部试

验频率范围±3dB。

6.5.9 包装件需要进行外观检查或有其他目的,可随时暂停试验。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说明试验按本文件执行的情况;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及用户的名称和地址;

c) 试验报告的唯一性标识;

d) 试验样品接收日期和试验日期;

e) 授权签字人签名;

f) 声明:试验结果只对来样负责;

g) 声明:未经实验室的书面同意,复印部分报告无效;

h) 试验样品数量;

i) 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等形式记录试验样品,包括尺寸、质量、结构和材料规格,以及内部填充、缓
冲、垫块、封合和增强物;

j) 对内装产品的说明,是否使用替代物或模拟物;

k) 试验样品的尺寸和质量;

l) 记录温湿度预处理的温度、湿度和时间,同时记录试验时试验区域的温度和湿度,注意温湿度

数据是否符合GB/T4857.2的要求;

m) 记录试验时间、频率范围、使用的功率谱密度和加速度均方根值;

n) 是否使用堆码载荷,如果使用了堆码载荷,记录以千克为单位的堆码载荷质量和试验时间;

o) 试验样品辅助装置,记录试验样品使用低围框、高围框还是固定在振动台面;

p) 说明试验方法与本文件存在的差异;

q) 记录试验结果和任何有助于正确解释实验结果的现象;

r) 按照GB/T4857.1的规定记录试验时包装件的姿态;

s) 试验设备列表和对应的序列号(如有必要,包括校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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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通用运输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A.1 图A.1是通用运输(主要指公路)随机振动PSD曲线。图A.1曲线的数据列见表A.1。

图 A.1 通用运输随机振动PSD曲线

表 A.1 图A.1的数据表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2 0.0005

4 0.012

18 0.012

40 0.001

200 0.0005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604

A.2 本附录未涉及供运输距离与测试振动时间的相关性,试验样品在每个运输轴向的持续振动时间宜

不少于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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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实际采集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B.1 图B.1是欧洲12h公路运输实际采集的PSD。图B.1中曲线的数据见表B.1。基于12h运输试

验数据,缩短试验时间和提高试验等级放大倍数的关系见表B.2。推荐试验样品每个运输轴向至少振

动30min。

图B.1 欧洲实际采集随机振动PSD曲线

表B.1 图B.1的数据表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3 0.00192 0.00378 0.006

5 0.0032 0.0063 0.01

11 — — 0.01

24 0.0005 0.00096 —

38 0.000052 0.0001 —

48 — — 0.0003

61 0.000044 0.000087 —

71 — — 0.0003

80 — — 0.00015

98 0.000014 0.000028 —

200 0.000014 0.000028 0.00015

试验时间(时:分:秒) 07:12:00 03:36:00 01:12:00

试验时间比例 6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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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图B.1的数据表 (续)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3Hz~200Hz的加速度均方根(grms) 0.181 0.253 0.415

5Hz~200Hz的加速度均方根(grms) 0.167 0.233 0.395

  注1:低频率进行试验时,位移峰峰值可能超过25.4mm。

注2:5Hz~200Hz适用于小型试验样品的振动试验。

表B.2 试验时间与PSD放大倍数

试验时间

h:min
PSD等级放大倍数

0:30 1.89

1:00 1.64

2:00 1.43

3:00 1.32

4:00 1.25

6:00 1.15

9:00 1.06

12:00 1.00

B.2 图B.2是日本20t、半载、弹簧减震汽车实际采集的PSD,试验时间基于路程的长度。图B.2中曲

线的数据见表B.3。试验时间与模拟的运输距离有关,随机振动时间见表B.4。

图B.2 日本实际采集随机振动PSD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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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图B.2的数据表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2 0.004

3 0.01

16 0.01

200 0.00001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181

表B.4 随机振动试验时间

距离(L)

km

时间

h:min

L≤200 0:15

200<L≤500 0:30

500<L≤1000 1:00

1000<L≤1500 1:30

1500<L≤2000 2:00

2000<L≤2500 2:30

2500<L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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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国际相关随机振动中试验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C.1 图C.1列举了ISTA3A-2018车辆随机振动的加速度功率谱密度曲线。图C.1中曲线的数据见

表C.1。 

图 C.1 ISTA3A车辆随机振动PSD曲线

表 C.1 图C.1的数据表

ISTA3A-公路拖车频谱 ISTA3A-车辆配送频谱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1 0.0007 1 0.001

3 0.02 3 0.035

5 0.02 4 0.035

7 0.001 7 0.0003

12 0.001 13 0.0003

15 0.004 15 0.001

24 0.004 24 0.001

28 0.001 29 0.0001

36 0.001 50 0.0001

42 0.003 70 0.002

75 0.003 100 0.002

200 0.000004 200 0.00005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53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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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图C.2列举了ASTMD4169-16卡车随机振动不同严酷水平的加速度功率谱密度曲线。图C.2
中曲线的数据见表C.2。

图 C.2 ASTMD4169-16车辆随机振动PSD曲线

表 C.2 图C.2的数据表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1 0.00072 0.00072 0.0004

3 0.03 0.018 0.01

4 0.03 0.018 0.01

6 0.0012 0.00072 0.0004

12 0.0012 0.00072 0.0004

16 0.006 0.0036 0.002

25 0.006 0.0036 0.002

30 0.0012 0.00072 0.0004

40 0.006 0.0036 0.002

80 0.006 0.0036 0.002

100 0.0006 0.00036 0.0002

200 0.00003 0.000018 0.00001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70 0.54 0.40

9

GB/T4857.23—2021



附 录 D
(资料性)

中国公路运输和京沪铁路运输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D.1 中国公路运输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D.1.1 图D.1列举了钢簧减振卡车在中国部分地区公路上不同运输方式的几种不同严酷水平的振动

强度的功率谱密度曲线。图D.1中的振动强度是不同道路等级、不同载重、不同行驶速度等条件下所采

集的数据,经过综合分析并经加速试验后处理后得到的结果。不代表某一特定的运输环境。如果需要

具体准确的信息,由使用者自己实际采集。

D.1.2 图D.1没有反映出地面坑洼、轨道接口、运输工具制动、启动引起等异常情况下产生的振动数

据。图D.1中曲线的PSD数据见表D.1。

图 D.1 公路运输不同严酷水平随机振动PSD曲线

表 D.1 图D.1的数据表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1 0.000036 0.000018 0.000009

3 0.06 0.03 0.015

4 0.06 0.03 0.015

8 0.007 0.0035 0.00175

12 0.016 0.008 0.004

30 0.006 0.003 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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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图D.1的数据表 (续)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40 0.015 0.0075 0.00375

60 0.0014 0.0007 0.00035

100 0.001 0.0005 0.00025

200 0.00005 0.000025 0.0000125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82 0.58 0.41

D.1.3 宜根据产品的价值,预期能够承受危害的程度、货运单元的数量、运输环境的相关信息或其他准

则确定试验强度严酷水平,严酷水平Ⅰ为强度最大,严酷水平Ⅲ为强度最小,严酷水平Ⅱ为一般水平,通
常推荐严酷水平Ⅱ。

D.1.4 运输距离不明的情况下,试验时间宜为180min。

D.1.5 如果已知包装件的运输总距离,也可按照以下经验公式推算试验时间:

t=S/K
  式中:

t ———试验时间,单位为分(min);

S ———运输总距离,单位为千米(km);

K ———试验时间估算常数,K 取6,单位为千米每分(km/min)

D.2 京沪铁路运输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曲线及数据

图D.2是对京沪铁路上铁路行李车进行实际振动数据采集,得到垂直轴向的振动强度曲线。图D.2
中的PSD数据见表D.2。

图 D.2 京沪铁路运输垂直轴向随机振动PSD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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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图D.2的数据表

频率

Hz

功率谱密度

(m/s2)2/Hz

1 0.000003

2 0.0003

5 0.0002

8 0.0001

10 0.0003

12 0.000065

15 0.00006

20 0.00002

25 0.00006

30 0.00003

45 0.00012

60 0.00004

90 0.000025

200 0.000001

加速度均方根(grms) 0.08

21

GB/T4857.23—2021



参 考 文 献

  [1] ASTMD4169-16 StandardPracticeforPerformanceTestingofShippingContainersand
Systems 

[2] ASTMD4728-17 StandardTestMethodforRandomVibrationTestingofShippingCon-
tainers

[3] ISTA3A-2018 Packaged-ProductsforParcelDeliverySystemShipment70kg(150lb)

orLess

GB/T4857.23—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