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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nvironmental testing procedures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Test Ee! Bounce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弹跳试验方法与弹跳试验机的特性，用于模拟电工电子产品在公路车辆运输中所遇

到的随机冲击和碰撞等环境。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准备运输的设备型产品和包装件，并且其运输箱或运输框架可以看作产品本身

的 一部分。

结构完好性

并以此来确定经受到由于运输中的随机冲击所引起的动态应力的适应性和(或)评价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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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规定

3.1.1

弹跳试验机的特性

  试验机的组成

    弹跳试验机由台体(工作台、围栏)、两对偏心机构、传动装置及安装座组成，见图A2,

    工作台面由25士1 mm厚的层压板制成。围栏由50 mm厚的松木板或类似于松木板弹性的材料组

成。

3.1.2 试验机工作台位移的幅值

    偏心机构的运动应使工作台产生垂直位移，在驱动轴之间的区域，其峰一峰值为25士1 mm,

    两偏心机构的安装应使工作台面纵横轴的水平精确度在0.5。内〔不包括轴承和机构间隙)。然而，

对方法B(见5. 2条)带偏心机构的工作台在最低点时，应在长轴方向向从动轴倾斜10'-30'的角度。

3.1.3 围栏

    围栏用来限制样品的水平运动。对方法B(见5. 2条)，围栏高度应比样品低50士25 mm。对方法A

(见5. 1条)，至少应为样品高度。除此以外，无论对方法A或方法B，从工作台面算起的围栏高度都不应

超过600 mm,

3.1.4 台面加速度

    工作台面所产生的加速度大小是通过减速机构输出的转速来控制的。样品实际经受到的加速度值

不需要进行测量。

3. 1.5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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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达到木试验的目的，带或不带运输箱或框架准备运输的样品，在条件试验期间应自由地(不加

固定)放置在台面中心。

4 严酷等级

    弹跳试验的严酷等级由试验的持续时间来确定，并从下列诸值中选择:5,15,60,180 min
    上述时间是试验的总持续时间，应在每一规定的试验位置上平均分配。

    附录A给出了与典型应用有关的试验严酷等级的选择方法
    注:对两个较低的等级，通常用于运输中有特定安放要求的样品

5 试验方法

5. 1 方法A— 同步圆周运动

    作同步圆周运动时，工作台面始终处于水平位置，并且台面上的每一点应在垂直平面内作直径为

25士1 mm的圆周运动。

    工作台面的加速度是直接通过285士3 r/min的平均转速来达到，不需测量。

    样品的水平运动的最大值为50士5 mm。该值是通过围栏来保证的，即当样品以其正常位置放置在

工作台面中心时，样品四周与围栏之间应有标称值为25 mm的自由运动间距。

5. 2方法B— 非同步运动

    作非同步运动时，工作台的运动由二个相距最小为600 mm,最大为1 700 mm的标称驱动器产生

(见图Al)，并且在线性垂直运动和摆动之间交替变化。

    两驱动点之间的距离应大于受试样品的最长基础尺寸。

    注:在对大样品进行试验时，若试验装置不太合适，则应将此情况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两驱动点，即低频驱动点与高频驱动点的驱动频率比为0. 9士。.03，较高转速轴的平均转速为285

士3 r/min

    与线性垂直运动相垂直的横向运动幅值应名义上为零.因为它来源于驱动系统的工程误差。

    样品水平运动的最大值应调整到100̂-150 mm之间。该值是通过围栏来保证的，即当样品以其正

常位置放置在工作台面中心时，样品四周与围栏之间应有标称值为50.75 mm自由运动的间距。

6 试验程序

6门 初始检测

    样品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外观检查和机械、电气性能检测。

6.2 条件试验

    当样品的投影比(最长边和最短边之比)不超过3 = 1,质量不超过50 kg，应在每 一面上(如圆筒形

样品为3个面，矩形样品为6个面)经受弹跳。试验时以样品的两条水平正交轴线(即分别平行于最长边

和最短边)定位，依次与弹跳试验机的驱动轴线成直角(共12个位置)。

    对较大投影比或较大质量或较大形状的样品，或其运输位置受限制的某些样品，试验应按有关标准

的要求进行。

    仅用一个安装面，或有限个安装面放置运输的样品，有关标准应规定样品受试的位置。

    如果有关标准有要求，小尺寸样品堆积试验时整个高度不应超过1 m。为了限制最高的试验样品，

有关标准应规定围栏的排列。

    在条件试验期间，产品不需要进行工作和功能检查。

    除5 min的严酷等级外，为了防止样品内部温度的过度升高，在整个试验阶段中，可按有关标准的

规定，允许弹跳5 min,就恢复(暂停)5 min或更长时间。

6.3 最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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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外观检查和机械、电气性能检测。

7 有关标准应具有的内容

当有关标准采用本试验方法时，应具有下述内容:

a. 围栏排列(见3.1.3条);

b. 试验方法(见第5章);

c. 受试位置(见6.2条);

d. 严酷等级(见第4章);

e. 初始检测(见6-1条);

f甲 堆积要求(见6.2条);

9. 最后检测(见6.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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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则

录附
导
(补充件)

A1 概述

    本试验的目的是在样品中产生类似于在运输期间所经受到的随机冲击影响，非固定设备通过陆路

运输时，叮能会经受到在车箱底板上的弹跳，与车箱底板的碰撞、摩擦，以及与车箱栏板或与其它货物的

撞击，对系紧或拥紧在车箱底板上的产品，如果这种抑制仍有小的自由度，则也会经受到上述类似的情

况。

    上述这些影响的严酷程度取决于产品在车辆中的位置，路面的类型(如坑洼路、等级外道路)、累积

运输的时间、产品的特殊动态特性。具有高回跳特性的产品(如包装件)与车辆底板碰撞时易产生弹跳，

并且更有可能与车辆挡箱板及其它货物撞击。非弹性产品能和车辆底板紧密的接触，通常将不会经受到

严酷的随机冲击。

    弹跳试验能实现类似于碰撞试验的功能.但由于样品在试验台卜不固定，所以能更真实的模拟当产

品被散装运输时，经受到上述这些随机冲击所引起的应力((6-2条)。

A2 有关的试验

    a 试验Ea:冲击

    该试验用来模拟设备和元件在运输期间或使用中所可受到的非多次重复性冲击的影响。

    b. 试验Eb;碰撞

    该试验用来模拟设备和元件在运输期间或安装在不同类型的车辆中所可受到的多次重复性碰撞的

影响。

    c. 试验EC:倾跌与翻倒

    该试验是用来确定设备型产品在维修中或在工作台上粗率搬动时可能受到的敲击、撞击影响的简

单试验

    d. 试验Ed:自由跌落、重复自山跌落

    自由跌落用来确定由于粗率搬运可能受到的跌落影响的简单试验。也可用来验证设备的强度等级.

    重复自由跌落用来模拟某些元件型产品，例如使用中的连接器，可能受到的重复冲击。

A3围栏的安装方式

    围栏安装在工作台面r以能模拟产品与挡箱板的碰撞。围栏与产品之间应具有规定的间距，并且应

为木质内壁。或将木条镶在槽钢上，或用正方一截面的方木，围栏的典型安装方式和排列见图A2(见

3.1.3,5.1、5.2条)。

A4 弹跳试验方法

    弹跳试验的方法见第5章 方法A是以工作台的运动为基础，该运动通过规定位移幅值和转速使

工作台在垂直平面内产生不大于10 m/s' 的平均加速度，垂直运动产生弹跳，水平运动产生和围栏壁的

偶然碰撞〔方法B是以工作台的非同步运动为基础，在这种运动中，两个输入点以不同的速度被驱动，这

就导致了从线性垂直运动到倾斜达动的逐渐交替的运动，垂直运动产生弹跳，倾斜运动产生和挡箱板的

碰撞，产生这种运动的机构见图A1。在目前的技术状况下，根据使用者的经验，在模拟运输环境中 当运

输试验低于或相当于弹跳试验的环境模拟，两种方法可以认为具有同等效果。然而，为了在试验时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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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生相同的效果。其试验时间需要根据试验方法进行选择，见A5章。同样，由于试验机工作台的运动

对两种方法是不同的，必须规定样品和围栏之间的不同间距。

    当用方法B进行试验时，样品所经受的运动在严酷程度上儿乎可以和产品散装在四轮卡车的后轴

部位上，在坑洼路面上，以10.15 km/h的速度运输的情况相似。

A5试验严酷等级

  着关标准必须规定所用的试验方法。弹跳试验的严酷等级用试验持续时间来确定，本标准第。章中
共有4个严酷等级量值。60 min和180 min这两个最长的严酷等级应用于经受到来自等外级公路运输

或在严重的坑洼路上或货车的拖车上运输的产品，以及长途运输(或能产生累积损坏)的情况。

    5 min和15 min两种短时间的试验严酷等级应用于散装在货车上进行短途运输的产品，或在交付

到用户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从高速公路到坑洼路、铺砌路、搓板路的运输情况。

    经试验获得，货车在未铺装道路上来回运输时，产品在包装中的环境类似于在弹跳试验中出现的弹

跳环境。然而，弹跳试验机可以产生时间压缩。对方法A, 5 min持续时间的试验、或对方法B,2 min待续

时间的试验，相当于货车在未铺装道路上经历10 min的运输。图A3表示出当货车在未铺装道路上或坑

洼道路上运输时，在包装试验产品上所测得的峰值加速度和本标准中两种试验方法所获得的结果的比

弹跳试验轴线和方向

试验轴线和方向(见6. 2条)的选择应代表产品在运输期间的情况。始终在其正常基座上运输的产

轨

A6

品仅需经受用该基座放置的弹跳试验。对能以 一个以上放置面运输的产品，应按有关标准的要求在每一

有关面上进行试验。为了模拟和车辆挡箱板以及其它货物的碰撞，用每一有关面放置的产品需在水平面

内旋转900，以便和试验机围栏的撞击被应用到每一垂直平面。见图A4和表A1。按有关标准的要求，对

每一轴线和每一方向的试验时间应相同。
    注:两种较低的严酷等级通常应用干规定状况和特殊要求的运输产品

A7 多层堆积试验

    当产品在货车上以两层或多层堆积运输时，顶层和底层所经受到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对包装

件，底层的产品最可能损坏，对这种情况更应进行多层堆积试验(见6. 2条)。

A8 功能检查

A8. 1 元器件和设备

    产品的损坏，虽然可以按性能变化来检测，但通常是机械性质的，如螺钉松动，机械零件和(或)连接

损坏。试验结束后，特别应注意损坏的类型和可能对性能的影响。

A8. 2 包装

    在评价包装性能中，带包装箱和运输框架的产品应注意检查螺钉或紧固的任何松动。对包装箱或其

中产品的损坏，应检查负荷传递零件的强度和位置、任何低层缓冲材料的下移、空间填料的下降 还应检

查由于试验可能产生的磨损、外包装板松开、防护罩的破坏，从而会引起气候防护的破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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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基本驱动机构(非同步运动)

图中尺寸:

A— 不少于600 mm，不大于1 700 mm

B一 大于250 mm;

‘— (20%一3000) A ,mm;

D一 ((3%一13%) A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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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围栏的两种典型安装与排列

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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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4 矩形产品的主轴线

表Al 矩形产品弹跳试验的方位和顺序

顶面(最上面)的序号
相对平台长轴线的产品方位

从 到

1

5 2

4 3

Z

4 3

6 l

3

6 1

5 2

4

2 5

7 6

5

J 6

3 4

6

3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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