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核设协[2022]116 号《关于征集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2023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提案申请的通知》文件，中核勘察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于 2022年 12月 12日向中国核工业勘察

设计协会提出《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规程》立项申请。核设

协[2023]59 号“关于《摩擦焊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等 10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同意本团体标准立项，2023 年 3 月 27

日经公示后正式立项。项目立项编号：CNIDA-LX-2023-006,完成

周期 12 个月。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目前核工程方面爆破振动监测标准仅《核电工程爆破安全监

测技术规程》（NB-T 20547），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核工程对监

测标准发展进步之快的要需求，本标准的目的是细化核工程振动

监测、质量控制工作程序，明确监测资料的整理方法、爆破振动

监测的技术处理方法及措施要求。

（三）编制过程

1.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2023 年 3 月，本标准立项申请确定了主、参编单位；2023 年

4 月明确了编制组成员及任务分工。

主编单位：中核勘察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核二十五建设有限公

司、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

公司、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邓小宁、梁朝书、高建杨、周志、李天历、陈

博涛、李俊强、冷凝、张阔、王瑞、赵超、王旭宏、马东华、张

永兵、陈军太、陈海峰、刘建木、李萌、周益、李海波、刘亚群、

李付安、金刚、张宇龙。

2. 大纲编制

该标准列入拟申请报批标准计划后，主编单位积极组织各参

编单位开展准备活动，认真收集分析国内相关标准、规范、规定、

规程资料，起草标准编制大纲和项目实施工作计划，初步拟定了

标准框架内容，并筹备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4 月 7 日，中核勘察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第

一次标准编制工作视频会议，经会议讨论成立了标准编制组。会

议初步确定了本规程基本框架结构和各章节内容，明确了标准编

制后续计划和单位分工。

3. 大纲评审

2023年 4月 17日编制组通过团标评审平台系统上传了编制大

纲，6 月中旬收到 7 位专家评委意见总计 59 条，编制组针对评委

意见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处理。2023 年 6 月 19 日中国核工业勘察

设计协会工程勘察专业委员会组织进行了大纲专家评审会，会议

上主编单位就大纲编写情况、目录结构、初审意见及处理情况进

行了一一汇报，评委针对标准编制的依据、目的、意义，监测方

法、监测内容、附录内容、编写内容及编制组的分工进行了评议，

一致通过评审，并形成会议纪要。2023 年 6 月 30 日编制组通过



团标评审平台上传了大纲终稿、大纲意见汇总处理表及大纲评审

会议纪要，并经平台审核通过。

4. 征求意见稿编写

标准大纲通过评审并经平台审核通过后，编制组按照分工编

制标准讨论稿。2023 年 12 月 28 日，编制组召开视频会议对讨论

稿进行讨论，会议对讨论稿尚存在的问题达成最终修改意见。在

此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4 年 01 月 16 日将标准征求意

见稿、编制说明和条文说明上传至团标评审平台。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涉核工程目前是安全等级最高的工程类型之一，规范涉核工

程爆破振动监测工作，统一涉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要求，确

保爆破振动监测能够为涉核工程的安全施工、运营提供可靠数据。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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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共分为 10 章，

主要内容包括：前言；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符

号；4 基本规定；5 监测仪器；6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标准；7 监

测设计；8 质保措施；9 数据处理与分析；10 监测报告；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条文说明。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标准中没有涉及专利的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制定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团体标准《核工程爆破振动监

测技术规程》，对核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营期间的爆破振动监测内

容、振动安全允许标准、监测预警值、技术处理方法等做出规定，

实现核工程安全施工和稳定使用。

六、 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未收集到国际、国外相关标准。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编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为依据，充分参考国家强制性标准《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行

业标准《核电工程爆破安全监测技术规程》NB/T 20547 等技术标

准，并进行扩展，与以上标准内容不冲突。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经批准后，由团标办公室统一编号、协会发布，并在协

会网站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标准为首次制定。

十二、 必要专利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无。

十三、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规程》编写组

2023 年 01 月 16日



团 体 标 准

T/CHINA XXX-202X

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规程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blasting vibration monitoring in nuclear

engineering（征求意见稿）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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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共分 10 个章节 3 个附录，主要内容有：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符号，

基本规定，监测仪器，爆破振动安全允许标准，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本文件由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团体标准办公室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核勘察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核二十五建

设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中核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小宁、梁朝书、高建杨、周志、李天历、陈博涛、李俊强、冷凝、

张阔、王瑞、赵超、王旭宏、马东华、张永兵、陈军太、陈海峰、刘建木、李萌、周益、李

海波、刘亚群、李付安、金刚、张宇龙

http://www.baidu.com/link?url=PYKVQxYndkKnowDPQbZ_FVHWSqkaI1WO2L-2Yj_C57WpJxSE1aGk74ajqomp5YaETK6DbbyRbHUXT988GPoK-9aUrNu36nbyt_p6CKVk4oSuZHDmWTcfFV20Pvk5qfluwHcW1E8Lobl83JpkgWC72OiePOsdoz9cu5Ph_1AjhOyV1okXG2c7-rmFbLnqrleho_E2zmA1D8LkkcIVYfGrT_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gxV497iRaKgbdqYpcN6M6fwOCiikmP0P0KXWejULn1qT5TNygph8kM1_lRJLmWs&wd=&eqid=8b40dffb006551bb000000036496d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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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数据分析及成果报告的

编制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核工程爆破振动监测工作，包括核电厂、核供热厂、实验堆、研究堆、乏

燃料后处理厂等涉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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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NB/T 20547 核电工程爆破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3 术语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爆破作业 blasting

利用炸药的爆炸能量对介质做功，以达到预定工程目标的作业。

3.2 爆破振动 blast vibration

爆破引起传播介质质点沿其平衡位置作直线或曲线往复运动的过程。

3.3 爆破振动监测 blast vibration monitoring

采用仪器设备对爆破施工引起的振动进行监测，判断爆破振动是否对保护对象产生不良

影响。

3.4 监测点 monitoring points

根据工程要求，监测仪器所布设的位置，简称监测点。

3.5 质点振动速度 particle vibration velocity

介质质点往复运动的速度。

3.6 质点振动加速度 particle acceleration of blasting vibration

质点往复运动速度单位时间内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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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主振频率 main vibration frequency

实测振动波最大幅值所对应的频率。

3.8 振动频率 vibration frequency

介质质点每秒的振动次数。

4 基本规定

4.1 爆破振动监测单位应通过资质认定（国家级或省级），所使用的监测仪器应满足国家

计量法规相关要求。

4.2 承担爆破振动监测的单位应在项目实施前应编制监测方案，并经相关单位审批，需要

进行论证的监测项目应进行论证后实施。

4.3 爆破振动监测应根据工程性质、爆破规模、周边环境、保护对象重要性、技术规格书

要求等设置监测项目及监测点。

4.4 监测仪器和设备应满足精度要求，应采用自动化监测，满足抗高(低)温、防潮及防水

等测试环境要求，爆破振动监测数据作为司法鉴定依据时，测振仪器应具有现场显示和实时

远程传输实测物理量数据的功能。

4.5 监测仪器和设备应按规定定期进行校准，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4.6 重复性爆破工程的振动监测，应在每次爆破后及时提交监测日报。

4.7 爆破振动监测的作业安全及重要保护对象的爆破振动安全允许标准应符合 GB 6722 的

规定。

4.8 涉核工程的爆破振动监测安全判据以质点峰值振动速度和主振频率为主，当建（构）

筑物存在受地震惯性力控制的精密仪器、仪表和设备时，应采用质点峰值振动加速度和主振

频率作为安全判据。

4.9 质点峰值振动加速度的安全允许标准由设计单位根据建（构）筑物和仪器设备抗震设

计要求进行明确。当爆破振动影响范围内有多个保护对象时，应同时满足各个保护对象的爆

破振动速度（加速度）安全允许标准。

5 监测仪器

5.1 仪器性能

5.1.1 测振仪器应具有名称、型号、编号、CMC 或 CPA标志、制造厂商、合格证书、出厂

日期等。

5.1.2 测振仪器防尘、防潮应满足 IP52 防护等级，抗高低温应满足-20℃～50℃的监测环

境要求。

5.1.3 传感器频带线性范围应符合工程测振要求，应按表 5.1.3 对被测物理量的频率范围进

行预估。

表 5.1.3 被测物理量的频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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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爆破类型

露天爆破 地下爆破 拆除爆破及其他

质点振动速度 2～300Hz 20～300Hz 2～300Hz

质点振动加速度 1～500Hz 1～1000Hz 1～800Hz

5.1.4 记录设备的采样频率应大于 12 倍被测物理量的上限主振频率。

5.1.5 传感器和记录设备的测量幅值范围应满足被测物理量的预估幅值要求。

5.1.6 记录设备具有现场显示、输入、保存实测波形信号、监测参数的功能，有与计算机

进行数据通信的功能，并配有监测数据分析处理软件。

5.1.7 测振仪器和设备应满足精度要求，实现自动化监测，加速度传感器或速度传感器的

灵敏度非线性度不大于±5%；

5.2 仪器校准

5.2.1 振动监测仪器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校准，校准周期不超过 1 年。

5.2.2 振动监测仪器校准条件应符合 JJG 676 的规定。

5.2.3 振动监测系统校准时应将传感器和记录仪组成的监测系统一同校准，给定系统误差。

5.2.4 振动监测仪器运输途中应注意防振、防潮、防尘，若发现振动监测仪器有明显的变

形或伤痕，应经校准后方可使用。

5.3 仪器日常维护

5.3.1 根据监测仪器使用场所的特点和要求，制定相应的维护保养措施，使仪器设备的维

护保养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5.3.2 要定期对监测仪器进行性能检测，了解其技术性能，保证监测仪器处于良好的工作

状态。

5.3.3 非常用监测仪器要定期清洁、除尘，定期通电，防止元器件受潮损坏。

5.3.4 监测仪器使用后应放入仪器箱内，置于阴凉、干燥、无腐蚀的地方。

6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标准

6.1 新浇大体积混凝土及各类永久或临时建（构）筑物、道路、边坡、隧道、有振动特殊

要求的场地、设施的速度或加速度安全允许标准当无设计要求时可按表 6-1 执行。

6.2 当无法确定保护对象的安全允许标准时，应综合考虑保护对象的重要性、抗震能力及

周边环境等影响因素，必要时经专家论证后确定。

表 6-1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标准

序号 保护对象类别

安全允许质点振动速度 V（cm/s） 安全允许质点

振动加速度 a

（g）f≤10Hz 10Hz＜f≤50Hz f＞50Hz

1 土窑洞、土坯房、毛石房屋 0.15～0.45 0.45～0.9 0.9～1.5 ——



7

2 一般民用建筑物 1.5～2.0 2.0～2.5 2.5～3.0 ——

3 工业和商业建筑物 2.5～3.5 3.5～4.5 4.2～5.0 ——

4 一般古建筑与古迹 0.1～0.2 0.2～0.3 0.3～0.5 ——

5
运行中的水电站及发电厂中心控制

室设备
0.5～0.6 0.6～0.7 0.7～0.9 0.03g

6 水工隧洞 7～8 8～10 10～15 ——

7 交通隧道 10～12 12～15 15～20 ——

8 矿山巷道 15～18 18～25 20～30 ——

9 永久性岩石高边坡 5～9 8～12 10～15 ——

10

新浇大体积混凝土（C20）：

龄期：初凝～3d

龄期：4d～7d

龄期：8d～28d

1.5～2.0

3.0～4.0

7.0～8.0

2.0～2.5

4.0～5.0

8.0～10.0

2.5～3.0

5.0～7.0

10.0～12.0

——

11 距爆源 30m 基岩 5.0

12

运行核电厂

核安全相关的建（构）

筑物和设备仪表
—— 0.03g

13 常规岛厂房 2.0 0.03g

14 变电站和开关站 0.2 0.03g

爆破振动监测应同时测定质点振动相互垂直的三个分量。

注 1：表中质点振动速度、加速度为三个分量中的最大值，振动频率为主振频率；

注 2：频率范围根据现场实测波形确定或按如下数据选取：硐室爆破 f小于 20Hz，露天深孔爆破在 10Hz～60Hz 之间，露

天浅孔爆破在 40Hz～100Hz 之间；地下深孔爆破在 30Hz～100Hz 之间，地下浅孔爆破在 60Hz～300Hz 之间；

注 3：常规岛厂房、变电站和开关站的安全允许标准可选择质点振动速度或质点振动加速度；

注 4：g 为重力加速度，取 9.8m/s
2
。

7 监测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爆破振动监测设计前期工作要求：

1）收集爆破施工技术规格书或爆破振动监测技术规格书、爆破施工方案、爆破区域工

程地质情况、周边环境、被保护建（构）筑物等；

2）对爆破区域进行踏勘，了解周边环境情况；

3）根据设计要求确定监测点的布置情况，设计无明确时，对爆破振动影响范围内建（构）

筑物按表 6-1 确定的允许标准进行监测。

4）对拟采用的设备进行校准、调试，确保仪器设备状态良好、工作正常，对于固定监

测点的仪器，可采用太阳能电池进行供电，提升仪器续航能力。

7.1.2 爆破振动监测方案应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工程概况、监测项目、监测范围、

监测目的、监测工作要求、监测点布置、振动安全允许标准、监测仪器数量及性能、监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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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监测实施过程、监测成果类型等。

7.1.3 监测预警值不宜高于安全允许值的 80%。

7.1.4 正式爆破作业之前应通过试验爆破振动监测获取爆破振动传播规律，振动监测时测

点至爆源距离应按近密远疏的规律布置，测点数目不应少于 5 个。

7.1.5 临近新浇大体积混凝土进行爆破作业时，应在距爆破区域最近的新浇大体积混凝土

上布置质点振动速度监测点。

7.1.6 临近在建核工程建(构)筑物进行爆破作业时，应根据需要在保护对象距爆破区域最

近的基础或勒角部位上布置振动监测点。

7.1.7 临近运行核工程建(构)筑物进行爆破作业时，应在保护对象距爆破区域最近的自由

场上布置监测点。

7.1.8 处于复杂环境的爆破工程应对以下保护对象进行爆破振动监测：

1）爆区 1000m 范围内的国家一、二级文物或特别重要的建（构）筑物、设施；

2）爆区 500m 范围内的国家三级文物、风景名胜区、重要的建（构）筑物、设施；

3）爆区 300m 范围内的省级文物、医院、学校、居民楼、办公楼等重要保护对象。

7.1.9 监测项目和监测频率应根据爆破工程类型和保护对象类别等确定。

7.2 场地平整爆破

7.2.1 场地平整爆破作业时，应在邻近爆破区域的永久性岩石高边坡马道内侧坡角处布置

质点振动速度监测点。

7.2.2 场地平整爆破对附近建（构）筑物可能产生安全影响时，应按 7.1 的规定进行爆破

振动监测。

7.3 基坑负挖爆破

7.3.1 基岩的爆破振动安全允许标准应按基坑负挖设计文件的规定选取。

7.3.2 基坑负挖爆破之前，应通过爆破影响深度检测、爆破振动衰减规律监测及必要的数

值模拟分析，综合确定基坑分层爆破开挖时基岩的安全允许质点振动速度。

7.3.3 基坑负挖爆破作业时，应在距爆源 30m～50m 基岩上布置质点振动速度监测点。

7.3.4 基坑负挖爆破对附近建（构）筑物可能产生安全影响时，应按 7.1 的规定进行爆破

振动监测。

7.4 隧洞爆破

7.4.1 隧洞爆破作业时，应在邻近爆破区域的边墙侧布置质点振动速度监测点。

7.4.2 在隧洞间距小于 1.5 倍平均洞径的相邻隧洞爆破时，应在不爆破的邻洞布置质点振

动速度监测点。

7.4.3 隧洞爆破对附近建（构）筑物可能产生安全影响时，应按 7.1 的规定进行爆破振动

监测。

7.5 水下爆破

7.5.1 水下爆破对附近岸坡可能产生安全影响时，可在水工或港工建（构）筑物距爆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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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最近一侧布置质点振动速度监测点。

7.5.2 水下爆破对附近建（构）筑物可能产生安全影响时，应按 7.1 的规定进行爆破振动

监测。

7.6 其它爆破

7.6.1 拆除爆破作业时，监测点应布置在距爆区最近一侧的被保护对象基础或勒角上。

7.6.2 特种爆破与其他爆破工程应根据需要按 7.1 的规定进行爆破振动监测。

8 质保措施

8.1 监测方案的审查

爆破监测前应提交爆破振动监测方案，监测方案须经相关方审批后方可实施，必要时，

应通过专家评审后实施，整个爆破振动监测的全过程均应按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进行。

8.2 监测过程控制

8.2.1 按爆破振动监测方案要求布置监测点，统一编号并绘制监测点布置图。

8.2.2 每一监测点均应布置垂直向、水平径向和水平切向的传感器，同时监测三个方向的

质点振动值。

8.2.3 保证监测仪器的数量满足监测工作要求，监测仪器校准证书合格有效。

8.2.4 传感器安装时，应确保振动传感器与介质紧密接触，不得出现松动与滑动现象。应

符合下列规定：

1）传感器安装在岩石表面时，应清理干净岩石表面，用石膏或高分子树脂将传感器与

被测目标形成紧密（刚性）连接；

2）传感器安装在混凝土或建（构）筑物等介质表面时，应清理干净安装部位的介质表

面，用石膏或高分子树脂将传感器与被测目标形成紧密（刚性）连接；

3）传感器安装在土层地表时，应清除表面浮土，并使传感器安装于密实土层中。

8.2.5 传感器安装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每一测点不同方向的传感器安装角度，误差不大于

5°。

8.2.6 传感器安装时应设置警示标志并做好保护措施。对于需要长期监测的监测点，还应

制作标牌，注明其用途、归口单位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并定期对仪器进行巡查、维护。

8.2.7 应准确量测爆源与保护对象的距离和位置关系。

8.2.8 合理选择监测仪器触发值，设置的量程、采样时长及采样频率等应满足工程测振的

要求。

8.2.9 应在监测点布设完成后调试监测系统，并应在确认正常后启动采集系统。

8.2.10 现场监测宜填写爆破振动监测记录表，记录表格式可参考附录表 C。

8.3 成果评审

试爆报告、日报、月报、总结报告应按监测单位的管理制度进行审核、批准后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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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处理与分析

9.1 异常监测数据的处置

根据原始波形的特征，分析判定实测信号中的异常数据，通过对仪器、周边环境、距离、

爆破设计、最大单响药量、施工中实际装药量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必要时进行专家论

证判定出现异常值的原因，经充分论证后对数据进行剔除或修正，并保留过程记录。

9.2 试爆数据分析

将相同地形、地质及爆破条件下测得的振动速度峰值、监测点距离、振动速度峰值时刻

对应的单段爆破药量，按以下公式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计算，求得 K、α值：

� = �
�

3 �

−�

式中：V——监测点的质点振动速度，cm/s；

Q——爆破药量，齐发爆破时为总药量，延时爆破时为对应于 V 值时刻起爆的单

段药量，kg；

R——监测点至爆源的距离，m；

K、α——与爆源至监测点间的地形、地质条件有关的系数和衰减指数，应通过现

场试验确定。

——应对回归计算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

——实测数据不能满足爆破振动衰减规律计算条件时，不应进行统计分析。

9.3 爆破衰减系数与指数的回归分析

1）试爆结束后，爆破施工单位依据试爆结果，对爆破总药量和最大单响药量进行调整，

爆破监测单位应收集每一次的振动监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不断优化爆破衰减系数 K 与指数

α。

2）根据 9.1 款对异常值进行原因分析，确定是否将异常值剔除。

3）将实测速度峰值以及对应于实测速度峰值时刻起爆的单段药量、距离按图 9.3-1 绘

制成图。

4）拟采用的 K、α值反算出的振动速度大于实测速度的样本点数不应低于总样本点数

的 90%，对于国家重点项目，此值应为 100%。

5）加速度的回归分析可参照速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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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 实测数据

10 监测报告

10.1 试爆报告

试验爆破振动监测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提交试验爆破振动监测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

下列内容：

1）工程概况、地质条件；

2）监测目的和内容；

3）爆破类型、爆破参数；

4）各监测点的布置情况；

5）分析爆破振动衰减规律；

6）提出适宜的 K、α值。

10.2 日报告

当日现场监测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提交监测结果日报告，报告格式可参考附录表 A，报告

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监测内容、监测时间、地点、人员；

2）爆破类型、爆破参数；

3）监测点布设位置、距爆源距离；

4）监测点的监测结果及安全允许标准；

5）仪器采集和记录的原始或分析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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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月报告

每月末提交监测结果月报告，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当月爆破炮次与爆破参数统计；

2）当月监测点布置情况统计；

3）当月仪器采集和记录的原始或分析波形图汇总；

4）当月监测结果及分布范围统计；

5）当月爆破施工对保护对象的安全影响评价；

6）对后续爆破设计和施工的优化反馈。

10.4 总结报告

所有现场监测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提交监测总结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工程概况、地质条件；

2）监测目的和内容、各监测点的安全允许标准；

3）监测点布置、测试系统及其性能指标；

4）实测波形图及其处理方法；

5）爆破参数统计、监测结果及分析；

6）爆破施工对保护对象的安全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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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爆破振动监测日报表

爆破振动监测日报表

XXXXX 工程/项目爆破振动监测日报

编号： 监测时间： 天气：

爆破施工设计表编号： 爆破类型：

中心坐标 X： Y：

装药孔数： 孔径： 平均孔深：

总药量（kg） 最大单孔药量（kg） 最大段起爆药量（kg） 炸药单耗（kg/m
3
）

爆破振动监测结果

点号 监测点位置 距离（m） 方向 峰 值 频 率
安全允许

标准

是否超过安全允

标准

1

水平径向

水平切向

垂直向

2

水平径向

水平切向

垂直向

3

水平径向

水平切向

垂直向

4

水平径向

水平切向

垂直向

监测结果：

监测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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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仪器维护记录表

仪器维护记录表

项目名称： 检查日期： 检查人员：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检查结果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备注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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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资料性）爆破振动监测记录表

爆破振动监测记录表

项目名称：

序号 监测点号 监测日期 仪器是否正常 备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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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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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7.1.6 在运行核设施可能因机械振动而导致主体结构自身存在较大振动，这种振动幅值有

可能超过控制阈值而导致测振仪无法监测到爆破振动影响，故监测传感器可布置在距离震源

最近一侧自由场上。当监测点布置在自由场上时，应充分考察监测点周边环境是否存在干扰

源，监测点下方是否存在空洞、管沟、电缆等，必要时可采用相应的探测方法对下方的地质

情况进行判断，保证监测到的振动数据真实可靠。

9.3 爆破衰减系数与指数的回归分析

本条主要针对正式爆破施工时进行的回归分析。因场地地形、地质条件变化比较大，衰

减系数 K 与指数α并非定值。同一次爆破的不同方向，K 与α也不尽相同。当使用拟采用的

K、α值计算出的最大段药量进行爆破时，为了避免实测的振动速度或加速度峰值超过安全

允许标准，故规定拟采用的 K、α值计算出的振动速度大于实测速度的样本点数不应小于总

样本点数的 90%，此值可根据项目本身的重要程度进行调整，但不宜低于 90%。当某一方向

的地形、地质条件相对单一时，可单独对这一方向进行回归分析，或者按相似地形、地质条

件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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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团体标准编写大纲/标准征求意见表 
大纲/标准名称  

意见提出人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邮箱  

意见反馈内容 

序

号 

所在 

页次 

大纲/标准章 

条编号 
大纲/原标准内容 建议修改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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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表（续页） 
意见反馈内容 

序号 所在页次 标准章条编号 原标准内容 建议修改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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