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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年，是中国的奥运之年、崛起之年；2008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汶川
八级大地震”，地震后的抢险救援行动凝聚了全球华人和世界人民的爱心；2008年也是中国虚拟仪器
之父——北京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简称东方所)创建25周年，是值得中国人和振动噪声界回忆
和纪念之年。
1983年1月东方所的前身——中国科协咨询中心振动技术咨询部开始筹建，至今历时25年，许多重要事
件值得我们回忆。
1983年5月《波形分析和频谱分析与随机数据处理》一书出版，提出了“虚拟仪器”的核心——用软件
创造仪器的框图；1984年6月中国科协振动技术咨询部获得批准，同年10月由杜庆华院士、应怀樵教授
主持的第一届全国振动技术交流(咨询培训)会在北京召开；1985年lO月东方所正式成立；1986年10月中
国振动工程学会获得批准，1987年5月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在南京成立，同年8月振动与噪声控制分会成
立；1988年9月17日(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开幕日)，中国虚拟仪器PC卡泰101在杭州钱塘江大桥火箭
激振模态试验中获得圆满成功；1993年中国虚拟仪器INV306赴加拿大多伦多展出，获得高度评价；在
航空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9月《现代振动和噪声技术》第l卷出版，尔后第2～5卷分别
于2000年1月、2002年9月、2005年10月和2007年10月出版。
文集质量高、代表性强、效果好，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力，对促进我国振动与噪声控制学科的发展与
学术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第二十一届全国振动与噪声高技术及应用会议在合肥工业大学召开。
会议由中国振动工程学会振动与噪声控制专业委员会，安徽省振动工程学会，全国振动与噪声高技术
及应用会议组委会，合肥工业大学和北京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陈心昭教授与
应怀樵教授任会议主席。
同时出版《现代振动与噪声技术》第6卷。
　　在本书出版之际，恰逢本书高级顾问、国际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名
誉理事长、东方所名誉所长胡海昌先生80寿辰，为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创新精神和学术风范，彰显他
在力学、航天和教育领域的突出成就和杰出贡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宇航出版社编辑出版了
《胡海昌院士文集》。
该文集的出版是我们力学界和振动工程学界的一件大事，值得拜读和祝贺!我们怀着对胡海昌院士十分
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在《现代振动与噪声技术》第6卷一书的附录中摘录了《胡海昌院士文集》中的
“序”和“后记”以及胡海昌院士的简历，以学习他的科学精神和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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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振动与噪声技术》第6卷为第二十一届全国振动与噪声高技术及应用学术会议论文集。
收录多位著名专家教授的专题报告和学术论文100篇，主要内容包括：专题报告，振动、噪声理论及应
用，减振降噪控制，模态试验与分析，分析方法与试验技术，仪器设备与测试系统等六大部分。
书中介绍的“论振动全息测量”、“汶川八级大地震震级研讨和新震级公式的建议”、“变幅基多
核24位A／D通过FPGA实现高精度、超量程模数转换及数采仪”、“自适应主动隔振的试验研究”以
及“基于AMEsim的整车建模与仿真”等专题报告和许多优秀学术论文从学科理论、方法技术和仪器
设备等方面反映了我国振动、噪声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对我国开展振动、噪声控制，信号信息处理，
数采测试分析和工程检测工作有很好的参考作用和实用价值。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学术先进，实用性强，反映了我国当前在振动噪声研究与应用、减振降
噪技术、模态试验分析、数据采集和信号处理、数采仪器设备及其应用等方面的最新学术成果、应用
现状和技术水平，特别是书中收录的振动噪声技术在我国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及许多民用科研和工程
领域的广泛应用，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展示了本学科领域在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国防军工、航天航空、船舶、机械、铁路、桥梁、土木、建筑、交通、地震、
勘测、计量、石油、石化等行业和单位以及从事振动噪声研究与控制、数采测试与测控、信号信息处
理和工程检测等方面的科研设计人员、高等院校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各行业有关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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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限振动试验力限幅控制条件研究  硬泡沫芯材动力学特性测试研究  四杆撞击运动分析  反射波法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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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动盘频率阻尼检测系统研发设计  数字式随机控制软件的研发  数字式正弦扫频控制软件的研发  虚
拟扩展通道采样技术  航空发动机振动监测与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基于LabVIEW的变速箱疲劳试验
监测系统设计  建筑幕墙松动损伤测定及其动态检测系统的建立  跌落试验中冲击加速度存储测试系统
研制  汽车平顺性测试分析及数据后处理软件开发  大型回转支承运行状态评估  网络分布式同步采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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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刊2008.6总第88期附录五  北京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企业文化思维理念、做人处事、工作学
习和科研管理18条成功法则附录六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名单附录七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振
动与噪声控制分会第五届理事会名单附录八  全国振动与噪声高技术及应用会议组织委员会名单附录
九  全国振动与噪声高技术及应用会议组织委员会发起单位代表(委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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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程结构的振动疲劳问题1.2 振动疲劳问题的特点及其与静态疲劳问题的区别(1)由于结构共振是动态
外载作用下，外力与结构惯性力、弹性力及阻尼力的综合平衡现象，其特点是结构中发生了模态惯性
力和阻尼力，其中阻尼力分布是决定结构共振响应大小的重要因素，结构共振破坏将直接决定于结构
优势共振响应模态的应变模态分布特征，或者说取决于起主要贡献作用的应变模态分布特征。
这是静态疲劳分析所难以考虑的，因为它既不考虑阻尼，也不考虑模态响应。
(2)工程中常将结构共振分为整体共振、部件共振和局部共振，共振疲劳更多地与部件共振或局部共振
有关，一些动态载荷激励常常引起局部模态与载荷的振动耦合作用，而破坏的部位往往是局部共振中
应变大且有缺陷或应力集中的部位。
破坏起因于局部共振与应力集中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也是只考虑应力集中一项因素的静态疲劳分
析所难以考虑的。
(3)结构声疲劳(本质上是分布声载荷作用下的随机振动疲劳，所以应当称为声振疲劳)的大量试验数据
和我们关于振动疲劳的部分试验数据表明，结构振动疲劳S-N曲线(或O-N曲线)与同一结构的静态疲
劳S-N曲线是不同的，前者要求在一定应力下跟踪共振频率发生共振破坏来进行试验，后者要求按一
定应力，用非共振频率进行试验。
显然，两者一般不会给出相同的s-N曲线。
仅仅就这一点来看，已不能再完全沿用过去的静态疲劳方法分析振动疲劳问题。
(4)可以认为，振动疲劳的裂纹扩展特性也会与静态疲劳不同，例如，趋向共振和离开共振的裂纹扩展
必然具有不同的速率。
再如，如果裂纹扩展使结构共振频率超出了载荷频率范围，则这一扩展将会是收敛的，否则将是发散
的，由此可见还应当开展动态断裂力学和损伤容限技术研究。
(5)更重要的是，从工程应用方面考虑，两者的抗疲劳设计和维修方法具有很大差别，防止振动疲劳的
着眼点主要是降低结构振动水平特别是局部振动水平，主要方法是进行结构动力学设计、附加阻尼处
理和其他一些振动控制设计技术，当然，同时也要考虑材料、构造形式、工艺以及消除缺陷和降低应
力集中等问题，而静态疲劳一般只考虑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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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振动与噪声技术(第6卷)》由应怀樵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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