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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系列标准GB/T 11348的第5部分。它等同采用国

际标准ISO 7919-5:1997《非往复式机器的机械振动 旋转轴的测量和评定准则 第5部分:水力发电

厂和泵站机组 》。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和ISO 7919-5:1997相同，除了将ISO 7919-5:1997标准中的附录C参考标

准移到了第2章外，编写方法完全对应。

    本标准建立了我国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准则，振动限值的规定和

ISO 7919-5:1997的推荐值完全一致。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B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机械振动与冲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负责起草，郑州机械研究所、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湖北省电力试验研

究院、葛洲坝水力发电厂、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大坤、韩国明、胡建文、曹剑绵、王柏仁、刘庚辛、饶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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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ISO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会。制定国际标准

的工作通常由ISO的技术委员会完成，各成员团体若对某技术委员会已确立的标准项目感兴趣，均有

权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与ISO保持联系的各国际组织(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也可参加有关的工作 在

电工技术标准化方面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由技术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在被ISO理事会批准为国际标准之前，提交各成员团体表

决。根据IS()程序，国际标准需取得至少75%参加表决的成员团体的同意才能正式通过

    国际标准ISO 7919-5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 108机械振动与冲击技术委员会第2分技术委

员会(SC2) (应用于机器、车辆和结构的机械振动与冲击的测量与评定)制定。
    ISO 7919总题目为《非往复式机器的机械振动 旋转轴的测量和评定准则》，它包括以下几部分:

    — 第1部分 总则

    一 第2部分:陆地安装的大型汽轮发电机组

    — 第3部分:藕合的工业机器

      一 第4部分:燃气轮机组

    — 第5部分: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附录B和附录C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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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力发 电厂和泵站 机组转 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正常工况下在轴承或靠近轴承处转轴振动的测量和评定。

    本标准对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稳态运行的振动值，二是稳态

运行时可能出现的振幅变化.所规定的数值不作为振动评价的唯一依据，因为评价机器的振动状态通常

要考虑转轴振动和轴承座振动两个方面(见GB/T 11348. 1).

    本标准适用于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其额定转速为60̂-1 800 r/min，轴瓦类型为筒式或分块瓦

轴承，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1 MW。轴线的位置可以是垂直、水平或与这两个方向成任意角度。

    本标准适用的机组有以下组合:

    a)水轮机与水轮发电机;

    b)泵与作电动机运行的电机;

    c)水 泵一水轮机和 电动机一发 电机 ;

    包括辅助设备(如轴线上的启动水轮机或励磁机)。

    本标准也适用于通过齿轮或径向弹性联轴器与发电机或电动机连接的水轮机或泵。但是，转速在

1 000̂-1 800 r/min之间的电机按照GB/T 11348.3规定的标准来评定。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下机器

    a)热电厂或工业设备上的泵(见GB/T 11348.3);

    b)用水润滑轴承的水力机器;

    c)少月滚动轴承的水力机器。

    水力发电厂和泵站机组转轴振动确定的目的与GB/T 11348.1一致，即:

    a)任务A:振动特性的变化;

    b)任务B:过大的动载荷;

    c)任务 C:径 向间隙 的监测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最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2002-05-20批准 2002-12-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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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075. 1-1999(idt ISO 10816-1:1995)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和评价机器的机械振动 第I
                                          部分:总则

GB/T 11348.1-1999(idt ISO 7919-1:1996)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 第1部分:
                                              总则

GB/T 11348. 3-1999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与评定 第3部分:祸合的工业机器
GB/T 17189-1997 水力机械振动和脉动现场测试规程

ISO 10817-1:1989 旋转轴振动测量系统 第1部分:转轴径向振动的相对和绝对信号的检测

3 测t方 法

    测量的步骤方法和使用的仪器应如GB/T 11348. 1和GB/T 17189中所规定的。

3.1 测量类型

    水力机组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采用非接触位移传感器。

    对于相对振动测量，传感器最好直接安装在轴瓦上。如果传感器安装在轴承支撑结构或轴承座上

(对于立式机组通常如此)，必须注意:轴瓦和传感器之间的相对运动应比轴的运动小得多。否则，测量的

信号不能代表轴和轴瓦间的相对运动。

    对于绝对振动测量，非接触位移传感器必须安装在刚性结构上，并固定到发电机或水轮机的机坑壁

上。只有当支撑结构本身在传感器固定点处的绝对振动小于测量的峰一峰值的1o%，并且不超过25 Km
时，由传感器获取的信号才能代表转轴的绝对振动。

    对于传感器支撑结构，要求其最低固有频率，特别是在与位移传感器同方向上能产生明显振动的最

低固有频率应大于转速频率的7倍以上，并且不能是转速频率的整数倍。

    支撑结构的绝对振动通常应使用惯性传感器测量，其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位移传感器并与它同

方向，从惯性传感器得到的读数换算成位移来评估转轴的绝对位移。

    注:除了转轴的振动以外，轴承座的振动也要时常监视。然而，可能会对立式机组下导轴承处测量的振动产生误解

        在轴承和刚性固定在厂房中的轴承座上测得的振动，有时是水力产生的，是水力机械经过基础直接传来的，而

        不是转轴的径向振动引起的。

3.2 测量平面

    对于确定振动特性的变化和过大的动载荷，要求在机组的所有主轴承处进行测试，要尽可能把不同

位置上的传感器安装在同一直线上。对于立式机组，推荐的测量方位是上游和沿旋转方向转900处。对

于卧式机组，测量方向常选在与铅垂方向成士450处。

    如果只是出于监测的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对于有4个以上轴承的机组，测量平面可减少至

最重要的几个。测量平面的选择以振动特性分析为基础，模拟所有类型的事故和扰动，最佳的测量平面

应是当干扰事件发生时转轴能产生明显振幅的地方。

    对于径向间隙的监测，要求传感器安装在水机密封、迷宫内或其附近，或装在对于所有相关的振型

都能再现轴线弯曲的位置上。特殊情况下，恰当的测量应在机组的相关部分，它们可以得出不同溅量平

面的传递函数。

    注:在判断整个机器性能时，为了得到沿整个轴线的振幅分布信息，在离轴承一段距离(例如法兰)处也进行测量是

        重要的。如果轴承面离振动节点很近，振动特性和轴线的真实的变形会被低估

3.3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性能应符合ISO 10817-1和GB/T 17189的要求。

    测量仪器的频率范围必须适合水力机械转轴振动较宽的激振频谱。它应该从机器额定转速频率的

1/4到水斗或叶片过流频率的2倍。

    测量系统的幅值范围至少应该是区域C和区域D间界限值的2倍〔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的

A2)，以便能精确监测瞬态运行工况下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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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定准则

41 水轮机运行工况

    在水轮机运行工况下，机组的振动幅值和振动幅值变化的评定准则列于附录A。它们符合

GB/T 11348.1中给出的一般指南。

    鉴于立式水轮机转轴振动轨迹的特殊性，推荐的测量值是相对振动位移的最大值Sm,.。由于大多数
测量系统以测量方向上的振动位移峰一峰值So.p显示(见GB/T 11348.1),所以位移幅值评定准则由两

种测量值确定。这些准则适用于额定转速在60̂-1 800 r/min的机组，在合同许可的稳态负荷工况内运

行。如果机组已经适应某些特殊工况，那么对这些特殊负荷工况本准则也适用。

    除了第 1章作出的限制外，本准则适用于各种水轮机带动的机组，不论何种类型，什么水头及多大

功率。对于运转平稳的水轮机(如水斗式水轮机)，转轴振动幅值将会更低。

    对于水泵水轮机，由于转轮设计兼顾了水轮机和水泵转轮的最优设计，因此转轴振动幅值可以比区

域A通常规定的值更高一些。

4.2 泵的运行工况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可用来制定机组在泵运行工况下的准则，本标准修订时再作增补。

4.3 特殊运行工况

    必须注意下列运行工况:

    a)低负荷和超负荷的稳态运行工况，以及频繁的开机和停机过程中的瞬态运行工况;

    b)稀少的运行工况，例如紧急停机工况、甩负荷、泵和水泵一水轮机在投人机械制动时的运行。

    这些运行过程的评价比在指定的负荷范围内运行评价困难得多。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和经验来

建立这些特殊的运行工况的限制曲线。越低于额定工况，水力机械内的水流受到的扰动越大。象脱流和

涡动那样的扰动会产生强烈的随机激振。由于水的密度大，水轮机随机激振力要比汽轮机大得多。

    在指定的负荷范围以外区域运行时，通常质量不平衡产生的转轴振动完全被随机振动分量掩盖。由

于特殊运行工况下，存在这些巨大的随机分量，所以，应该较少地依赖于瞬时值，而更多地依赖平均值，

此平均值至少是转轴10圈以上所采数据的平均值

    注:总体来说，机器振动状态的总体评价是基于上面定义的转轴的相对振动和非转动部件上的振动测量两个方面

        (见GB/T 6075.1)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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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在规定运行工况下水力机组转轴的相对振动的评定准则

A1 引言

    在水力机组轴承或靠近轴承处测量的转轴的相对振动，应以下面两项准则为基础进行评定。

    a)准则 工

    正常运行工况时，机器可靠安全的运行要求振动幅值应该控制在一定限值之下，此限值是与可接受

的动载荷和机器有足够裕度的径向间隙相适应的。对于那些尚未满意地了解其运行性能的机器(如新机

型)，这个准则将作为评价机器的基础;

    b)准则兀

    即使没有超出规定的限值，振动幅值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初始损坏或某些其他异常情况。因此这种相

对于基线值的改变量不允许超出一定的限值。

A2 准则I:稳态运行工况下额定转速时的振动幅值

    图A1中给出了在测量平面上相对位移最大值S。的推荐值 图A2中给出了在测量平面上相对位

移峰一峰值凡P的推荐值。这两个值是最大工作转速的函数。它们是按照4.1定义，稳态运行工况下额定

转速时在主要承载轴承处或靠近该轴承处，沿径向方向测得的转轴的振动值。在其他的测量点和附录B

(提示的附录)描述的工况下，允许出现更大的振动值。

    注:在图A1和图n2中的值是基于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各种形式、转速和功率的900多台机器的振动数据的统计分

        析得来的 测量是在机器运转时进行的 这些机器长期正常运行没有故障，因而，被用来建立区域B和区域C的

          分界线

    图Al中和图A2中给出的振动值对应下面定义的4个区域:

    区域A:新交付使用的机器的振动通常应在此区域内;

    区域B:通常认为振动在此区域内的机器可以无限制地长期运行;

    区域C:通常认为振动在此区域内的机器不宜长期持续运行。一般来说，在有适当机会采取补救措

施之前，机器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运行有限的一段时间;

    区域D:通常认为在此区域内的振动已经非常严重，足以导致机器损坏。

    区域界限规定的数值不准备作为验收规范。验收规范由机器制造厂和用户商定。但是，区域的界限

值提供的准则可确保避免严重的缺陷和不现实的要求。另外，对于特殊机器，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界限

值(较高或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制造厂有责任解释其理由，尤其要确保机器以较高的振动运行时

的安 全。

    注:对于增加出力后重新投运的机组，通常要标明“超额定出力”记号，其振动值可以位于区域 n或区域B内。而选

        择区域A或区域B依赖于新激振力与新部件及留用部件经受长期动载荷的能力之间的关系

A2.， 运行限值

    为了长期运行，通常的做法是确定振动限值，这些限值的形式如下:

    报警值:警示振动已经达到规定值，或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可能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出现报警

后，机组还可以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以便查明振动改变的原因并确定补救措施。

    停机值:超过这个规定振动值继续运行会导致机器损坏。如果振动超过停机值，应该立刻采取措施

以降低振动或者立刻停机。

    考虑到支撑刚度和动载荷的差别，对不同的测量位置和方向可以规定不同的运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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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报警值的设定

    对于不同的机器，报警值可以有很大的变化。通常是相对于基线值来设定报警值。此基线值是根据
特定机器侧量的经验而确定的。

    推荐设置的报警值应该比基线值高某一数值，此数值相当于区域B上限值的25 %，如果基线值较

低，报警值可能在区域c以下

    在没有基线值的情况，例如新机组，初始报警值的设置应根据同类机器的经验或者商定的验收值。

运行一段时间后，建立起稳定状态下的基线值后，再相应地调整报警值。

    不论何种情况，报警值不能超出区域B上限的1. 25倍。

    如果稳态的基线值改变了(如大修后)，报警值设定需要相应的修改。

    对于同一台机器，考虑到支撑刚度和动载荷的不同，在不同的测量位置和方向可以规定不同的报

警值。

A2.3 停机值的设定

    停机值与机器的机械完整性有关，并且取决于某些特定的设计性能，这个性能指机器能够经受非常

规动载荷的能力。所以，对于类似设计的所有机器，这个值一般是相同的，而且通常与用来设定报警值的

稳定状态下的基线值无关。

    然而，对于不同设计的机器，停机值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可能给出设定绝对停机值的确切准则。一般

来说，停机值将落在区域c或区域n内，但是它不能超出区域c上限的1.25倍
A2.4 特殊运行工况

    当机器在正常负荷范围以外运行和在瞬态工况运行时，报警和停机功能必须被解除。如果在这些工

况运行期间机器也要监测，必须按腮机器试运转时可接受的最大振动值选择第二组报警值和停机值。

A3 准则Y:振动幅值变化

    有时振动幅值发生较大的变化(即变化比较快)，即使没有超出A2章中规定的限值也要采取措施，

因为它表明某个部件可能有移动或事故，也可能是一个严重事故的预兆 因此，本标准以稳态和可重复

运行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总的振动幅值的变化为基础，规定了振动幅值的变化的准则，但它不适用于预期

的变化和由于运行工况改变而发生的变化

    振动幅值变化的准则是:如果转轴振动幅值的变化大于区域B上限的25 ，那么不管振动幅值是

增大或减小，都应该采取措施查明振动改变的原因。如有必要，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应考虑到振动

的最大值和确定机组是否在新的条件下已稳定下来，然后再作出关机的决定。

    必须注意到此准则有使用限制，因为个别频率分量可能在幅值和比率上有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的

重要性在总振动信号中并没有反应出来。虽然监测总的振动改变值给出了一些潜在问题的指示，但是需

要用比正常监测仪器更复杂的测量仪和分析仪作进一步分析，这些仪器能够确定振动信号中个别频率

分量发生矢量改变的趋向。特别重要的是监测转速频率和2倍转速频率矢量。应用这些仪器通常需要

专门的知识，这类测量准则的制定已超出本标准的范围(见GB/T 11348. 1和GB/T 17189)0



GB/T 11348.5- 2002

巴
是
断
诸
招
杖
暇
静
举
何
辍
韧
母
寨
您

00

叨

80

70

，

且

1000

最大工作转速/(r/min)

图A1 水力机器或机组转轴相对振动位移最大值推荐评价区域

        (适用于合同许可的稳态负荷下的水轮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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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水力机器或机组转轴相对振动位移峰一峰值推荐评价区域

        (适用于合同许可的稳态负荷下的水轮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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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提示 的附录)

水力机组转轴振动特性

B1 引言

    转轴振动的机械原理已在GB/T 11348.1中作了解释，它们主要以宽频振动理论和对卧式机器的

试验研究为根据。至今对立式机器的研究并不多，而水力机组多数却是立式的。对于水力机组，转轴振

动可以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发生。可能引起振动的原因讨论如下。

B2 机械原因

    原因有轴线不对中、轴承各向性能不同、油膜不稳定、摩擦力、转轮和发电机或者励磁机转子的残余

不平衡。可能出现的频率为转速频率及其谐振频率。

    注:由于安装缺陷或者轴承变形而产生的较大轴承静载荷，不能通过测量轴承内转轴的运动来检查

B3 电气原因

    原因为电机转子的不平衡磁拉力。可能出现的频率为转速频率及其谐振频率。

B4 水力原因

    a)通过流道的水流(水力不平衡)。可能出现的频率为转速频率、叶片和水斗的过流频率(叶片数或

导叶数与转速频率的乘积)以及这些频率的各种组合。

    b)尾水管压力脉动(水流不稳定)。对于混流式水轮机，在最佳出力范围外，即使在稳态运行工况也

会产生尾水管压力脉动。可能出现的频率低于转速频率，通常低至转速频率的1/3-1/4。它可能激起水

力结构(管道)或者导叶的共振，从而加剧压力脉动。

    c)汽蚀。由于转轮或转轮叶片周围不合理的流态引起，通常发生在较高负荷区。可能出现的频率通

常为高频，像爆裂时的频率。

    d)流体弹性振动。由于水流经过的部件(如叶片、导叶、固定导叶等)出水边的形状不当造成的。可

能出现的频率从几十赫兹至数千赫兹(取决于断面尺寸和流速)，通常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拍的特征

    e)自激振动。发生在有些机械部件(如密封、迷宫、气隙)的移动能够影响流经它的水流时，可能出

现的频率略高于转速频率，常与转动系统的弯曲固有频率一致

B5 附加激励

    在开机和关机这些常规的瞬态运行工况下，附加激振力与转轮相互作用，导致较宽的频谱和较高的

振幅 在甩负荷过程中，即使是轴流式水轮机也要承受尾水管压力脉动「如Bob)口产生很大的次同步轴

心轨迹振动 在相似的条件下(特别是只装有两个径向轴承的转轴)，减速到某一转速时会出现类似共振

现象，轴心轨迹中包含一个或几个与瞬时速度对应的转子的固有频率。

    在频繁的瞬态运行工况(例如开机和关机)，宽带频谱的随机激振占优势 在极端瞬态运行工况如事

故紧急关机时，这种宽带频谱的激振强度甚至会增加更多。

    水力机组的各种激振产生的轴心轨迹曲线通常是不封闭的。甚至在稳态运行工况，连续出现的径向

水推力可以导致螺旋形或多边形轨迹，其形状和大小在一定限值内以统计规律变化。与热力涡轮机不

同，不能由此得出产生了轴承油膜失稳或产生了由于密封气流或类似原因的自激振动。在水力机器非正

常负荷工况运行时，尤其是瞬态工况运行时，由于径向力显著增加，从而导致转轴运动增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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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热力机器不同，水力机组可以经常启停机，功率可以迅速频繁地改变。所以，水力机组常用来调

峰、调频和控制功率。由于这些运行也包含频繁启停机并且常常从一个工况快速变化到另一个工况，此

时机组的振动和应力会增大。对于调峰或抽水蓄能机组，瞬态运行工况出现得更频繁 以至于转轴振动

增大的运行时间之和大于整个运行时间的。.1%。因此有必要对机组轴承和其他有关部件的附加应力

和疲劳问题进行评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