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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的模态分析试验》

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课内实验

课程编码 7252811 学分 1 总学时 32 实验学时 32

课程名称 建筑结构的模态分析试验

课程英文名称 The Modal Analysis Test Of Building Structure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智能建造

先修课程 （7060501）结构力学、（7317701）结构试验与检测技术

开课部门 土木工程学院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土木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培养学生采用试验与理论相结

合的方法来处理工程中的振动问题。通过试验使学生掌握振动测试系统的基本组

成、了解振动测试的常用测量方法以及模态分析技术。

振动测试试验的实践性很强。该试验密切联系实际，集振动激励、数据采集、

分析及计算机应用于一体，是当代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课程教学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教学目标 1：通过课程实践，使学生掌握模态测试试验方法，能正确分

析试验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进一步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动手的能力。

课程教学目标 2：学习模态分析原理、掌握振动测试系统的构成、操作方法。

通过对缩尺模型的模态试验分析，测定出缩尺模型的模态参数。使学生了解结构

在动荷载作用下的受力反应，理解模态分析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方法。

课程思政目标：从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学术志向和专业伦理、品德修养

和人格养成三方面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将我国传统建筑的优势以及我国近年在建筑行业取得的成果等素材引入

课堂，培养学生具有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使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具有专业学术志向、工匠精神、环保意识。

三、 实验的性质与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习模态分析原理、掌握振动测试系统的构成、操作方

法。通过对缩尺模型的模态试验分析，测定出缩尺模型的模态参数：固有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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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比、振型图、传递函数曲线，并通过试验观察了解测试对象的动力参数。从

而使学生了解结构在动荷载作用下的受力反应，理解模态分析的基本原理及分析

方法，掌握振动测试的试验方法。

四、 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试验概况及模态分析试验原理 6 综合性实验

2 仪器设备的连接和使用 8 综合性实验

3 测试软件的使用 10 综合性实验

4 试验结果分析、总结整理试验报告 8 综合性实验

（实验类型分为：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

五、 实验安排与要求

序号 实验名称 内容（项目） 实验要求

1

试验概况及

模态分析试

验原理

（1）模态试验原理

（2）振动测试量测技术

理解：模态测试的基本试验原

理；

掌握：测点和激振点的布置原

则。

2
仪器设备的

连接和使用

（1）振动测试设备操作方法

（2）测试线路连接

（3）模型选择及测点布置

理解：设备及传感器的工作原

理；

掌握：传感器的布置方法及测

点分组。

3

测试软件的

使用

（1）建立几何模型

（2）仪器调试及参数设置

（3）振动系统激励与响应的

测量

理解：传感器的标定设置；

掌握：几何建模方法及参数设

置，能应用软件对测试进行监

控。

4

试验结果分

析、总结整理

试验报告

（1）振动系统模态参数分析

（2）试验报告撰写

了解：模态分析过程主要方

法；

掌握：实验报告的撰写方法。

六、 实验教学与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先修课程：《结构力学》、《结构试验与检测技术》

七、 实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试验在前期集中讲解安全事项、基本内容、基本要求、试验原理等内容，

实践过程中教师随时教授、辅导，解答学生疑问。因试验要求连续性较强，故尽

量安排在周末集中试验授课。

课堂主要采用教师指导，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形式。要求学生在学习振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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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理论的基础上，动手完成全部的振动测试试验环节。通过试验操作对振动测试

原理有初步的了解，能掌握振动测试设备的测试方法，能通过软件对测试过程进

行质量监控。最后采用测试得到的动力特性参数撰写试验报告。

实验过程中要体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督促学生要严格执行标准，养成

遵纪守法的习惯，按照规范做事，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教学过程

引入我国传统建筑的优势以及我国近年在建筑行业取得的成果等，培养学生具

有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八、 实验指导书及教学参考资料

1.实验指导书

《建筑结构的模态分析实验指导书》，王献云主编，2015 年

2.参考资料

(1)《振动结构模态分析——理论实验与应用（第 2版）》，曹树谦主编，天

津大学出版社，2014，ISBN：9787561851531

(2) 《模态分析理论与试验》，（比利时）海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年，ISBN：9787810457972

九、 实验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标准

本试验课程考核评分采用 100 分制。分四部分进行定量评分，其中出勤情况

15%，实验态度 20%，动手能力 25%，实验报告 40%。具体各项满分标准如下表：

迟到早退 实验态度 动手能力 实验报告

15 20 25 40

各项标准如下：

(1)迟到早退：每次按规定时间准时参加实验 15 分。迟到或早退根据情况分

别扣 1～15 分。

(2)实验态度：能认真预习、认真听讲，实验时不怕胀累，精神集中，细致

观察并记录实验情况，积极思考，善于提出问题；实验后认真整理实验设备并清

扫环境者，为实验态度好。未认真预习，不认真听讲，不积极参与实验，不认真

整理实验设备与环境的，扣 5～20 分。

(3)动手能力：积极动手参与实验，严格按照实验设计要求做，并能达到实

验目的者计 25 分。反复讲授后仍不会操作，有较多的操作失误，或自己不动手

依赖他人操作者扣 5～25 分。

(4)实验报告：实验报告上交准时；报告步骤清晰、过程完整，数据正确、

齐全，格式符合要求，字迹整洁清楚，能有个人见解，计 40 分。报告数据有误、

数据缺少，步骤不全，字迹潦草、杂乱，迟交、不交或抄袭者扣 5～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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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参加实验，只交报告者或参加实验不交报告者，考核一律按 0分计。

在考核专业知识的同时适当融入思政元素，在辅导时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大国工匠精神。

十、 大纲制(修)订说明

任课教师可根据学生掌握情况，对内容和学时分配做适当调整。

大纲执笔人：王献云

大纲审核人：高建岭

开课系主任：程海丽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小软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