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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 B /丁 1 1 20 0 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JG /T  3 05 5 199姓基桩动侧仪》 与 JG /T  30 5 5 1 999 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基桩动侧仪的分类

删除了遮度澍量子系统的性能要求

增加了限制加速度传感器附加质量的要求

删除了动态力测量子系统的性能要求

增加了低应变川击力洲量子系统的性能要求

删除了电磁兼容性及电磁兼容性试验的要求

刷除了可靠性及可靠性试验要求

M 除了抽样规则有关抽样数量的要求 1

M 除了原附录 八 关联故障和非关联故障 增加了附录 应变测量子系统的零点》出 线性度
和重复性的试验方法 (见附录 A ) I

增加了附录 动侧仪的输出噪声 动态范围和通道 致性误差的试验方法 (见附录 B )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地基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智博联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

岩海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研地基基础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中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大地仪器设备
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锐欣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陈凡 蔡晨光 管钧 王 雪峰 刘艳玲 吴涛 李侠 张林海 杨绍端 王 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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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桩 动 测 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桩动测仪(简称动词仪 )的分类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 包装 运 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低应变或高应变基桩检测方法 对工 程基桩的竖向 (斜桩时为轴 向 )抗压 承戴力
和桩身完整性进行动力检测的测量分析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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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  1 9 1 包装储运 图示标志

G B  4 7 9 3 1 测量 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
G B /T  6 5 8 7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G B /T  ı3 8 2 3 2 o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加速度计谐振测试 通用方法
G B /T  2 0 4 85 2 1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 2 1 部分 振动比较法校准
G B /T  2 0 4 8 5 2 2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 2 2 部分 冲击 比较法校准
JC J 10 6 建筑基粧检测技术规范

JJG  6 2 3 电阻应变仪

3 术语和定义

JG J 10 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基桩动司仪 pıı d yımlc t t

种动力荷载作用下 检测工 程基桩的竖向抗压承載力和桩身完整性的测试分析仪= 也可用于預
制桩和钢桩的打桩过程监控

3 2

基被动司仪测量系统 l g  w ı f p u d p l t 妞

由传感器 电缆 信号处理 器 数据采集器 存储显示 器等组成 测量系境可根据被侧物理量 的不
同 分为加遭度 应变和 冲击力三种子系统

3 3

基被动羽仪分析 系號 ıy ıw  ys t t p u d 声 沁 妞曲ぽ

由计算机 动态信号分析仪或具有运算分析功能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以及根据动力试粧方法原理篇
制的应用软件组成 可对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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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和型号

4 1 分类

4 1 1 按使用功能分类

动刑仪按使用功能分为三类

) 低应变动测仪 用 D 表示

C )

5 要求

5 1 般要求

5 1 1 分级要求

本标准按动侧仪主要技术性能和环境性能将动测仪分为三 级 生产厂家应明确指明动测仪所属级
别 动测仪的性能指标至少应满足最低级别(ı级 )的要求 部分性能指标宜向更高 级选取 但应以
最低性能指标所在级别作为演动测仪的级别

5 1 2 硬件要求

5 1 2 1 动侧仪应进行可靠性与可维修性设计 对于 系列化动测仪 应遵循系列化 标准化的原则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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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自检功能

5 1 2 2 动测仪电气和机械的零件 部件 整件的装配设计应符合 G B /T  4 7 9 3 1 的规定
5 1 2 3 动测仪机壳 机架结构应紧凑 坚固 防尘 防潮 抗振动冲击设计应符合 G B /T  65 8 7 的规定
5 1 2 4 动测仪 A / D 转换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 分辨率 1 级动测仪应不低于 1Z  bit 2 级和 3 级动测仪应不低于 ı6 b山
b ) 低应变动测仪单通道采样频率 1 级和 卫级动测仪应不低于 25 k H 3 级动侧仪应不低于 50  óH

) 高应变动测仪单通道采样频率 l 级 和 2 级动词仪应不低于 10 k H 3 级动测仪应不 低于

20  k H

5 1 2 5 动测仪与时间轴同向的屏幕分辨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级动测仪应不低于 2 o a 点

b ) 2 缓和 3 级动测仪应不低于 64 0 点

5 1 3 软件要求

编制测试分析软件采用的分析计算方法软件应与硬件资源相适应并符合 JG J 10 6 的规定 除系统

应用软件外 还应配备完善的诊断软件或检查程序 对于同 系列动测仪的软件应遵循系列化 标准化

模块化的原则

5 2 外观

5 2 1 动侧仪产品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 划伤 裂缝 变形和污染等 表面涂镀层应均匀 不应起泡

龟裂 脱落和磨损 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及其他机械损伤

5 2 2 动测仪产品的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 键盘 开关 按钮和其他控制部件的控制应灵活可靠

5 2 3 动词仪说明功能的文字 符号 标志应清晰端正 并应符合 G B /T  4 7 9 3 1 的规定

5 3 主要性能

动词仪的主要性能应符合表 ı的要求

表 1 į 要性能

级 别
项 目 招 标

Į
M 响误差く į 10 % 时的工作频率范围/" 1 3 3国田园ı Z 5 0 0 0  1 1 8 00 口

传感器量程く 50 0 / 时 振动幅直线性度 くS %

传感器量程〉 50 0 / 时 冲击幅值线性度 く 10 % 6 5 %
加 速 度 侧

高应变传感器冲击零四 く 2 % くı% く o 5爿
量子系统

低应变传感器安装i皆振圳眇 /k H み5 2 10

低应变传感器附加质量 /g く ZO 且不大于传出目自身建量的 1 2 1皆

低应变传感器总质量. /g く4 0

1 线性度 重复性 くO S爿F S

零点输出 . " 個副 词 M p "

静态性能
应 变 测 量 短期培定厦 く士 1跖四国
子系统

环式应变到 曲向应变平衝范国 加上2 0 00 卢 l》 į a o oo p l

应变仪动态性能
频响误差く į s % 时的敲响范

み 1 0 00 〉 so o  n ˜
◆上限/ H



-

表

续

机
械
环
境
适
应
性
应
符
合
表

要
求

对
于
便
携
式
动
测

仪

应
符
合
表

的
要
求

表

振
动
适
应
性状

作
状

国

共

 
 

 
 

 
 

-

。

 
a

-

循

 
 

国
团
旧

幅

-

程

在

表

冲
击
适
应
性

园
ı

级

 
 

ト
严

一
面

各
做

鸾
囂

.
二

有

む
器

'

"

贴

液

半
正

正

非

状

作
状

非
工

或

同

工
作

跌

工

状

共

动
测
仪
的

流
通
条
件
恶
劣
并
达
到

规
定
的

级
流
通
条
件
时

应
在
小
舒
标
准

规
定
动
测

仪
运
输
包
装
件

跌
落
适
应
性
要
求

安
全
要
求

一
般
要
求

动
测

仪
的
一

般
安
全
要
求
应
符
合

的
规
定

对
地
泄
漏
电
流

动
测
仪

对
地
泄
漏
电
流
应
符
合

的
规
定

介
电
强
度

动
测
仪
的
介
电
强
度
应
符
合

的
规
定





-显
变
化
时

应
对
受
试

测
仪
进
行
修
整

重
新
进
行
该
项
试
验

试
验
结
束
后

进
行
最
后
检
测

其
是

击
试
验

应
符
合

下
要
求

击
试
验
应
按

进
行

受
试
动
测
仪
在
试
验
前
先
进
行
初
始
检
测

按
表

要
求

在
非

工
作
状
态
下
进
行

击
试
验

在
工
作
状
态
下
进
行
倾
斜
跌
落
试
验

试
验
后
进
行
最
后
检
测

运
输
包
装
件
跌
落
试
验

受
试
动
测
仪
及
附
件
在
完
整
满
包
装
条
件
下

按

进
行
跌
落
试
验

试
验
后
检
查
包
装
损
坏

程

度
并
开
箱
检
查

外
观
应
符
合

要
求

然
后
加

工
作
应
正
常

安
全
试
验

般

全
试
验

按

规
定
进
行
试
验

对
地
泄
漏

流
试
验

按

规
定
进
行
试
验

介

强
度
试
验

按

规
定
进
行
试
验

适
应
性
试
验

流

适
应
能

试
验

按

规
定
进
行
试
验

直
流

适
应
能

试
验

分
别
调
节
直
流

源

压

使
其
偏
离
标
称
值

检
查
仪
器
功
能
和
运
行
程
序
一

遍

受
试
动
测

仪
工
作

应
正
常

缆

接
插
件
连
接
性
能
试
验

用

视

推
拉
试
验
检
查

将

缆
尽
可
能
地

接
插
件
人

推

沿
最
不
利
方

施
加
按
表

给
定
的
拉
力

值

使
接
头
承
受

次

稳
定
拉

每

施
加

然
后
立

承
受
表

给
定
的
扭
矩

试
验
后

缆
应

蠶
震
缆

'
"

'
"

'

'

"
.
.
.
.

缆
卡
紧
处
不
应
有
变
形
的
迹
象

然
后
加

检
验
规
则

检
验
分
类

基
桩
动

仪
检
验
分
为

厂
检
验
和

式
检
验

厂
检
验

厂
检
验
项

应
符
合
表

的
规
定

动
测
仪

厂
时
应
逐

检
验

并

具
检
验
合
格
证
书

对

备

证

厂
检
验

现
任
一

故
障

应
停
止
检
验

做

标
记

查

故
障
原

排
除
故
障
后

重
新
进
行

厂
检

验

若
仍

现
故
障
或
某
项
不
合
格

应
判
该
批
动
测
仪
不
合
格

型
式
检
验

召
怬
自

如
国
曲
目
ぴ

 

 
 

在

应

型
式
检
验

现
故
障

或
某
项

通
不
过

应
停
止
检
验

查

故
障
原

排
除
故
障

再
进
行
该
项

检
验

若
在

后

试
验

再
次

现
故
障
或
某
项
通
不
过
时

在
查

故
障
原

排
除
故
障
后

重
新
进
行
型
式

检
验

在
复
检

再
次

现
故
障
或
某
项
不
合
格

则
到
该
动
词
仪
通
不
过
型
式
检
验

-



-

标
志

包
装

运
输
和
贮
存

标
志标

志
应
包
括
生
产
厂
家
名
称

地
址

动
测
仪
型
号

厂
编
号

等
级

制
造
年

刑
仪
包
装
箱
外
壳
印
刷
或
粘
贴
的
包
装
储
运
标
志
应
符
合

规
定

包
装动

网
仪
包
装
箱
应
有
一

定
的
强
度
和
刚
度

符
合
防
潮

防
尘

防
振
的
要
求

包
装
时

应
保
证
动
侧
仪
的
完
好
性
和
成
套
性

包
装
箱

应
有
装
箱
清
单

附
件

备
件

使
用
说
明
书

及

有
关
随
机
文
件

并
应
载

下
列

容

仪
器
功
耗

仪
器
整
机
的
质
量

仪
器
的
外
形
尺
寸

传
感
器
的
型
号

规
格

精
度

测
量
额
定
输

与
极
限
值

环
境
性
能
指
标
典
型
值
和
检
定
证
书

模
拟
滤
波
器
的
特
性
参
数

传
感

连
接
和
安
装
方
式

连
接
电
缆
和
安
装
夹
具

技
术
要
求

电
池
供
电

动
测
仪
应
标

电
池
的
规
格
和
使
用
时
同

对
于
可
充
电
电

池

应
标
明

充
电

电

压

电
流

再
充

时

和
充

器
使
用
方
法

运
输

生
产
厂
家
应
规
定
动
侧
仪
的
运
输
要
求

包
装
后
的
动
测
仪
应
能
以
任
何
交
通
工
具
运
输

长
途
运
输
时
不
应

装
在
敞
篷
的
车
厢

船
舱

途
转
运
时
不
应
存
放
在
露
天
仓
库

运
输
过
程
中

不
允
许
和
易

燃

易

爆

易

腐
恤

泄
漏
的
物
品

车
装
运

并
且
动
侧
仪
不
允
许
雨
雪
或
液
体
浸
淋

强
烈
阳
光
曝
晒
和
机
械
损
伤

贮
存

动
侧
仪
存
放
环
境
条
件
应
符
合
表

的
规
定

仓
库

不
允
许
有
各
种
有
害
气
体

易
燃

易
爆
的
物
品

及
有
腐

蚀
性
的
化
学

并
且
应
无
强
烈

机
械
振
动

冲
击
和
强
磁
场
作
用

包
装
箱
应
垫
离
地
面
至
少

m

距
离
墙

壁

热
源

冷
源

窗

或
空
气
人

至
少

本
条
规
定
条
件
下
的
贮
存
期

无
其
他
规
定
时

一
般
应
为

个

超
过
贮
存
期
时

应
重
新
进
行

厂
检
验

有
特
殊
贮
存
要
求

动
词
仪

生
产
厂
家
应
予

规
定

测
量
装
置

 

试

应
变
澍
量
子
系
统
的
零
点
输

线
性
度
和
重
复
性
的
测
试
应
按
下
列
步
骤
进
行

用
螺
栓
将
环
式
应
变
计
固
定
在
标
定

上
并
用
位
移
測
量
器
具
测
量
初
始
标
距

将
环
式
应
变
计
与
动
羽

仪
的
应
变
数
据
采
集
器
输
人
端
连
接

在
环
式
应
变
计

˜

量
程
的
范
围
内
均
匀
地
划
分

级
位
移
增
量

读
取
动
测
仪
的
应
变
数
据
采
集
器
的
初
值
作
为
零
点
输

按
位
移
增
量

低
到
高
逐
级
依
次
改
变
标
定

的
标
距

达
到
每
级
位
移
增
*
值
并
稳
定
后

填
表

记
录
动
司
仪
应
变
数
据
采
集
器
的
输

和
位
移
流
量
仪
表
的
输

-

附

录

规
范
性
附
录

应
变
测
量
子

统
的
零
点
输

线
性
度
和
重
复
性

试
验
方
法



JG /T  5 18 20 17

表 A 1 测试记录表

按位移测量仪
位移增 应变采集器 位移测量仪

按位移测量仪

二二 二二二二二 表输出计算的
量级數 输出 x / v 表》出/

我 看 川 ï 「昇 9

量级数 输出 X / v 表》出/
应变值 Y 八 应变值 Y ノド

四■
园國 L 目区国国!!!! Į

园四四国ıııı I

l 
l

卫

A 3 结果计算

九 3 1 线性慶

A 3 2 重复性

在第五级位移增量 对应 的测试点 反复进 i

(A 计算

� X  10 0 %

式中

ら 系统重复性 %

S 五次应变测量的标准馏差 严

五次应变测量 的平均值 p

按图 2 以动涮仪应变数据采集器输出的电压值作为 X 位移流量仪表读数除以环式应变计标距得

到的应变值作为 Y 进行最小二 乘法拟合 拟合直线方程的斜率为环式应变计的系统灵敏度 Z 应变

侧量子系统的线性度 占应按式 (A 1 )计算

式中

线性度 %

ムY 实测曲线与拟合直线间的最大偏差 p

Y 动词仪应变数据采集器的满量程输出 p

■ 2 实训曲a 与撮合直线阈最大佣差示童园

J G /T  5 18 2 0 li

涮量子 系统的重 复性 应 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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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耐景)

动刑仪的·出阳声 动击范围和通道 致性误差的试验方法

B I 测量験置

动羽仪的输出噤声 动态范围和通道 致性误差的测量装置由示波器和数字电压表组成

B 2 测试及结果计算

动涮仪的输出噪声 动态范围和通道 致性误差测试及结果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将动侧仪信号输入端对信号输入地短路 用数字电压表测量动测仪输出端噪声电压有效

值 U

将传感器连接到动侧仪特人端 用數宇电压表测量动侧仪输出端噤声电压有效值 ぴ

) 动态范围按式 (B ı)计算

D Z0 l g

式中

D 动侧仪动态范围 单位为分贝(d B )

リ 动侧仪满量程输出值 单位为毫伏 ( v )

リ 动侧仪输出端噪声电压有效值 单位为毫伏 ( v )
d ) 由信号发生器给出参考频率和参考电压 将相同参考频率和电压 的信号输入 动侧仪各测量j匿

道 分别用數宇多用表和示波器测量任意两通道间的幅值误差和延时误差即为任意两通道
同的通道 致性误差

Ċ !  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