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动与振动病防治》

书籍信息

版 次：5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3年08月01日
开 本：12k
纸 张：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030373229



内容简介

《振动与振动病防治》共11章，介绍了生产场所振动的物理学基础、测量评价方法、对
机体健康的影响，振动与其他职业因素的联合作用，振动职业危害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作者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和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系统深入地介绍了振动职业危害
（主要是手臂振动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标准、发病机制、研究方法和治疗
处理措施等提供了有关手臂振动的国际标准，并附录我国相关的国家法规和职业卫生标
准。每章后列有主要的参考文献。 这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实用性的跨学科综合性专著。
可作为劳动保护、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疾病和环境监测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医疗保健、厂矿企业等有关专业人员的参考书、工具书，也可为预防医学、环境科学、
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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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振动及其职业损伤的物理学基础
振动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大部分振动既是宇宙运行的需要,也是人类生存的需要。然而
有些振动(如生产性振动)在很多情况下会给职业人群造成危害。这些振动作用于人体并
给人体造成损伤的现象属于生物力学(biomechanics)范畴。一个振动系统一般由质量、弹
性力和阻尼组成。系统的动能是系统质量和运动的函数,系统的势能是系统质量和弹性的
函数。当一个系统振动时,系统在动能和势能之间交替变换。当没有任何机械力消耗系统
的能量时,系统一旦开始振动,从理论上讲便会永远振动下去。然而在实际情况下,机械阻
尼会把动能和势能变为热能,从而消耗振动系统的能量。假设没有能量继续供给振动系统
的话,如果阻尼存在,它将会逐渐消耗振动起始时的能量,直到振动停止,也就是说,由于摩擦
力消耗运动能量,许多振动物体不能在两个精确固定的极限位置之间永恒地来回运动。因
此,提琴的弦不久就会停止颤动,摆也会停止摆动,我们将这种运动叫做阻尼谐振动。虽然
我们不能从所有物体的周期运动中消除摩擦,但我们常常可以通过将能量馈入振动系统来
抵消阻尼作用,以补偿摩擦所消耗的能量。手表的发条和钟摆中的落锤就是这样用来供给
外界能量的,以使振动系统(即摆轮或摆锤)好像无阻尼似的运动。实际生产过程中,振动工
具的能量是由振动工具电源不断补充的,振动工具虽有阻尼,只要电源不关闭,振动就会一
直持续下去。
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观点看,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振动的作用不仅可以引起机械
效应(谐振),更重要的是引起生理效应和心理效应。而且,同一振动作用于不同的人,其反应
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把人简化为一个机械系统,它包含若干线性和非线性“部件”,其机
械性能也很不稳定。而人类的手臂系统也包括质量、弹性力和阻尼三大部分,也可以看做
由弹性和阻尼元件连接起来的一系列质量块。振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振动的强度
和频率、接触振动的方式和时间、机体的状况,以及有关环境因素,特别是寒冷和噪声等
。长期接触大强度生产性振动,在一定条件下可引起振动病。鉴于引起振动病的最基本的
因素是与人体直接接触的振动物体的能量及振动物理参量,下面就振动物体的能量变化及
振动物理参数进行阐述。
第一节 振动的定义和分类
一、振动的定义
振动是质点或物体沿直线或弧线相对一个平衡位置作往复运动。例如,手表摆轮的运动,
气缸活塞的运动,提琴弦的运动,系于弹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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