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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７００２１１—２０２３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SC/T７００２«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的第１１部分.SC/T７００２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高温;
———第３部分:低温;
———第４部分:交变湿热(Db);
———第５部分:恒定湿热(Ca);
———第６部分:盐雾(Ka);
———第７部分:交变盐雾(Kb);
———第８部分:正弦振动;
———第９部分:碰撞;
———第１０部分:外壳防护;
———第１１部分:倾斜　摇摆;
———第１２部分:长霉;
———第１３部分:风压;
———第１４部分:电磁兼容;
———第１５部分:温度冲击.
本文件代替SC/T７００２１１—１９９２«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倾斜、摇摆».与SC/T

７００２１１—１９９２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试验条件”的标题及内容(见第４章,１９９２年版的４２、４３);

b)　增加了“试验样品安装”的要求(见第６章);

c)　更改了“试验设备”的要求(见第５章,１９９２年版的第３章);

d)　更改了“试验方法”的内容(见第７章,１９９２年版的第５章);

e)　增加了“试验数据处理”的方法(见第８章);

f)　增加了“试验报告中提供的信息”的内容(见第１０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机械仪器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上海华夏渔业机械仪器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飞通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瑞、韩梦遐、林英狮、吴姗姗、李国栋、钟伟、林英华、邵群、郑本中.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８１年首次发布为SC５９１１—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第一次修订;
———１９９２年第二次修订,标准号变更为SC/T７００２１１—１９９２;
———本次修订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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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渔船用电子设备涉及渔船航行安全的各个方面,如渔船通导、渔船操纵、渔船安全、渔船捕捞等.环境

适应能力是评价渔船用电子设备的重要技术指标.为保障我国渔船用电子设备在船舶航行、渔业生产中

安全可靠运行,需要制定渔业环境试验基础性行业标准.SC/T７００２«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

法»系列标准包括了试验环境及严酷等级的基础信息,并规定了各种测量和试验用大气条件,旨在为渔船

用电子产品规范制定者和产品设计、制造者提供一系列统一且可以重复的环境试验方法,拟由１５个部分

构成.
———第１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本系列标准的一般要求、应用大气条件和试验顺序.
———第２部分:高温.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高温试验对于试验箱及样品安装要求、试验条件和试

验方法.
———第３部分:低温.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低温试验对于试验箱及样品安装要求、试验条件和试

验方法.
———第４部分:交变湿热(Db).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交变湿热试验对于试验箱及样品安装要求、试

验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５部分:恒定湿热(Ca).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恒定湿热试验对于试验箱及样品安装要求、试

验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６部分:盐雾(Ka).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盐雾试验基本要求、试样要求、试验条件和试验

方法.
———第７部分:交变盐雾(Kb).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交变盐雾试验对于试验设备要求、严酷等级和

试验步骤.
———第８部分:正弦振动.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正弦振动试验对于试验设备要求、试验条件和试

验方法.
———第９部分:碰撞.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碰撞试验对于试验设备要求、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１０部分:外壳防护.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外壳防护试验防护型式分类和标志方法、IP防护等

级分级及其含义和试验方法.
———第１１部分:倾斜　摇摆.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倾斜、摇摆试验对于试验设备及试验样品的安装

要求、严酷等级和试验步骤.
———第１２部分:长霉.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长霉试验对于试验设备要求、试验条件、试验周期和试验

程序.
———第１３部分:风压.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风压试验对于试验设备及试验样品要求、试验条件和试

验方法.
———第１４部分:电磁兼容.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电池兼容试验对于设备分组、试验项目及适用组别、

试验极限值和试验方法.
———第１５部分:温度冲击.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温度冲击试验对于样品安装要求、试验条件和试验

方法.
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渔船用电子设备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渔船用电子设备类型的划分也更加细致和

科学,一大批新的渔船用电子设备涌现,新的需求不断产生.鉴于此,确有必要修订完善SC/T７００２１１,
以不断适应我国渔船用电子设备发展的新需求,为我国渔业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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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７００２１１—２０２３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第１１部分:倾斜　摇摆

１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渔船用电子设备倾斜、摇摆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严酷等级、试验设备及样品安装要

求,描述了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方法,给出了相关规范采用本试验方法时应提供的信息和试验报告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旋转电机、液态介质或不平衡动作机构的渔船用电子设备,在倾斜、摇摆环境下的

工作适应性和结构完好性试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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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２４２１　环境试验　概述和指南

GB/T２４２３１０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倾斜和摇摆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２４２１及 GB/T２４２３１０１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条件试验　testing
把试验样品暴露在试验环境中,以确定这些条件对试验样品的影响.
[来源:GB/T２４２１—２０２０,３３]

３２　
相关规范　relevantspecification
试验样品要满足的一组技术要求及用来判定这些要求是否被满足的检测方法.
[来源:GB/T２４２１—２０２０,３８]

３３　
倾斜　inclination
船舶沿首尾或左右舷的中轴,形成的纵倾或横倾状态.
[来源:GB/T２４２３１０１—２００８,３１,有修改]

３４　
摇摆　swing
船舶绕或沿其纵向、横向、垂向３个坐标的中轴,所做的交变性角位移运动或往复性平移运动.交变

性角位移运动包括纵摇、横摇和艏摇,往复性平移运动包括纵荡、横荡和垂荡.
[来源:GB/T２４２３１０１—２００８,３２,有修改]

４　严酷等级

４１　倾斜

纵倾和横倾角度±２２５°、在纵倾和横倾的４个方向上,每个方向试验的持续时间≥１５min.

４２　摇摆

４２１　纵摇

纵摇的２种严酷等级包括:
１



SC/T７００２１１—２０２３

a)　纵摇角度±１０°、周期５s、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min;

b)　纵摇角度±１０°、周期３s、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min.

４２２　横摇

横摇的４种严酷等级包括:

a)　横摇角度±２２５°、周期１０s、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min;

b)　横摇角度±２２５°、周期５s、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min;

c)　横摇角度±４５°、周期１０s、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min;

d)　横摇角度±４５°、周期５s、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min.

４２３　垂荡

垂荡的２种严酷等级包括:

a)　加速度幅值±５９m/s２、周期５s、试验持续时间≥３０min;

b)　加速度幅值±９８m/s２、周期５s、试验持续时间≥３０min.

４３　复合试验

４３１　纵摇、横摇复合

纵摇角度±１０°、纵摇周期７s,横摇角度±２２５°、横摇周期５s,复合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min.

４３２　纵摇、垂荡复合

纵摇角度±１０°、纵摇周期７s,垂荡加速度幅值±５９m/s２、垂荡周期５s,复合试验的持续时间≥３０
min.

４３３　其他复合试验

按相关规范规定执行.

４４　严酷等级选取

根据设备种类,严酷等级按下列要求选取:

a)　自动化设备及其他设备或不影响船舶操纵和安全的设备,按４１、４２１a)、４２２a)进行试验;

b)　通信、航行设备,按４１、４２１b)、４２２b)、４３１进行试验;

c)　应急设备及关键设备,按４１、４２１b)、４２２c)、４２３a)、４３１、４３２进行试验.

５　试验设备

５１　倾斜、摇摆试验台

试验台至少能模拟一种形式的船舶摇摆.其角度和周期应能根据需要进行调节,并能满足第４章的

技术要求.当试验台无法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时,可采用转动安装方向、更换试验台等经双方协议认可的方

法进行试验.

５２　正弦摇摆试验台

正弦摇摆试验台在安装试验样品后所产生的摇摆波形为连续、光滑的正弦波.其波形失真度＜±
１５％,试验台的摇摆幅值容差≤±１０％,周期容差≤±５％.

５３　随机摇摆试验台

随机摇摆试验台的特性由相关规范另行规定.

５４　试验台监测系统

摇摆试验时,摇摆试验台的摇摆幅值和周期采用直视式或其他仪器进行监视.其角度幅值的分辨率

≤５％,线性加速度幅值的分辨率≤５％,周期的分辨率≤５％.

６　试验样品安装

６１　应根据实际使用状态和方式安装样品,有安装架或减震器的,应与样品一起安装.试验中,样品及安

装架不应发生明显的变形.

６２　当有纵向安装、横向安装、带辅助设备、有复杂连接等多种安装方式时,应选取最易受试验影响的安

２



SC/T７００２１１—２０２３

装方式,或对多种安装方式都进行试验.

６３　试验样品应稳定安装在规定位置,试验中不应发生明显的晃动和漂移.

７　试验步骤

７１　初始检测

对样品通电,使可动作机构处于工作状态,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测并记录,样品不涉及下列要求的项目

应注明:

a)　目测样品结构件的工作状态;

b)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采用符合要求的设备,测量轴承工作温度及环境温度;

c)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测试易受试验影响的典型软硬件功能;

d)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测试易受试验影响的性能指标;

e)　相关规范中其他需要试验的项目.

７２　条件试验

根据相关规范要求的严酷等级,依次进行倾斜、摇摆、复合试验,试验过程中,保持样品可动作系统处

于工作状态,并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测:

a)　目测样品结构件的工作状态,记录是否出现卡死、损坏、失效等情况;

b)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采用符合要求的设备,测量轴承工作温度及环境温度,记录是否出现

异响;

c)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测试易受试验影响的典型软硬件功能,记录是否出现失效、误动作、误接

触、呆滞等情况;

d)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测试易受试验影响的性能指标,记录是否出现异常;

e)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其他需要试验的项目,记录是否出现异常.

７３　最后检测

试验完成后,保持样品可动作机构处于工作状态,再次进行７２项目的检测,并记录是否出现异常.

８　试验数据处理

８１　将样品结构件的条件试验及最后检测结果,与初始检测结果进行对比.

８２　将样品条件试验及最后检测的轴承温升,与初始检测的轴承温升进行对比.
轴承温升按公式(１)计算.

ΔT＝T１－T２ (１)
式中:

ΔT ———轴承温升的数值,单位为开尔文(K);

T１ ———试验中的轴承工作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T２ ———环境的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８３　将样品典型软硬件功能的条件试验及最后检测结果,与初始检测结果进行对比.

８４　将样品性能指标的条件试验及最后检测结果,与初始检测结果进行对比.

８５　将样品其他试验项目的条件试验及最后检测结果,与初始检测结果进行对比.

９　相关规范给出的信息

当相关规范采用本试验方法时,应提供下列信息:

a)　严酷等级,当有辅助设备或复杂连接不能同台试验时,还应列出试验顺序;

b)　试验样品安装;

c)　初始检测;

d)　最后检测.
３



SC/T７００２１１—２０２３

１０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提供以下内容:

a)　试验标准;

b)　试验日期;

c)　试验的环境条件;

d)　试验设备;

e)　严酷等级;

f)　初始检测、条件试验及最后检测的数据和结果.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