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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 B J 75 ~8 4建筑隔声测量规范

本规范为了统一实验室和现场对建筑物和建筑构

件的空气声和撞击声隔声测鼠
,

规定了测量方法和测

量条件
,

使所测得的同一建筑物或建筑构件 (包括墙
、

楼板
、

门和窗等 )的隔声性能尽可能地接近
,

具备相互

可比的统一基础
,
以便于建筑隔声的设计

.

编制中参

考了国际 标准 15 0 1 4 0 11一 8一 1 9 7 8 《
声学— 建筑物

和建筑构件的隔声测量
》 .

本规范共分六章为 : 总则
、

建筑构件空气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

建筑物内两室之

间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
、

外墙和外墙构件空气声隔

声的现场测量
、

楼板撞击声隔声的实验室侧量和楼板

捡击声隔声的现场测量
,

及七个附录为 : 名词解释
、

测

量结果的精密度和精密度要求
、

空气声侧向传声的测

最
、

撞击声侧向传声的测量
、

用
“
开

一

关 ” 方法在现场侧

量外墙构件的空气声隔声量
、

测量外墙空气声隔声时

扬声器的位置和本规范用词说明
.

规范中对空气声隔声测量
,

规定侧试量一般为声

源室和接收室内的平均声压级差 D 或标准声级差D
o

T,

若用交通噪声作声源测量外墙隔声时
,

则测量等效声

级差
,

并给出了用以计算评价用的隔声量 R 或表观隔

声量 R’ 的计算公式
.

在撞击声隔声侧量中
,

规定侧

试量为由平均声压级得到的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马
,

或

标准撞击声压级 写。 ,

并由给出的计算公式获 得评

价用的撞击声压级改善量 。 乙 p
.

规范中对实验室或现场及试件的尺寸
、

条件
、

实验

安排
、

实验方法
、

实验结果的处理和实验报告应包含的

内容等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

本规范的主管部门为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标准定额

局
,

同济大学负责编制
,

主要起草人王季卿
.

20 G B J 76
一

84 厅堂混响时间测量规范

本规范的目的为统一厅堂混响时间的测量系统和

测量方法
,
以使不同单位测量的结果具备互相可比的

统一基础
.

在编制中参考了国际标准 15 0 3 3 8 2一 1 9 7 5

“ 声学— 会堂中混响时间的测量
》 .

规范中对测量系统规定被测厅堂应能提供 满 场
、

排演及空场三种状况
.

对侧试时所用的声源设备的性

能
、

所处位置及信号特性
、

接收设备所用仪器的性能以

及测量频率
、

侧点选择
、

记录数目与选值等都作了具体

规定
.

规范还规定了测量结果的表达形式
,

除给出混

响时间的平均值外
,
还应给出其标准偏差

,

混响时间的

频率特性可用表或图表示
,

还规定了测量报告应包含

的内容
,

在附录中还给出了报告的格式供参考使用
.

本规范的的主管部门为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标准定

额局
,

清华大学负责编制
,
主要起草人谭恩慈

.

21 G B 47 5 9
~

84 内燃机排气消声器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
、

小功率的内燃机排气消声器的

侧量
,

对进气消气器也可用作参考
.

本标准包括了三

部分测量 : 实验室测量法
、

现场测量法及消声器表面

辐射噪声的测量
.

对消声器的性能欲作全面评价时
,

规定应以实验室测量法为准
,

其主要评价量为 A
、

C

插入损失和功率损失比
.

标准中还规定测量未加消声

器的排气噪声时
,

应加装和消气器长度相同
、

管径和排

气管相同的空管
.

标准中对所用声学测量仪器 : 声级计
、

滤波器的

性能及校准方法
,

内燃机台架试验的测量仪器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
,

并指出了应符合的有关国家标准
.

标准

中还对测量条件
、

内燃机运转工况
、

侧试环境
、

传声器

的测试位置作了规定
,

还给出了各类测量的测量步骤
、

评价量的计算方法及试验报告
、

记录表格
.

本标准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和天津内燃

机研究所负责编制
,

主要起草人任文堂
、

赵伸
.

2 2 G B 4 7 6 0
一

8 4 消声器测量方法

本标准是一般阻性为主的管道消声器的通用测量

方法
,

此标准包括实验室侧量方法和现场测量方法两

部分
.

实验室法是在可控实验条件下较深入细致地测

试消声器的性能
.

现场法是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直接侧

试消声器的消声效果
,

一般用于一端连通大气的消声

器
.

标准规定主要测量的量为消声器的插人损失
,

对

实验室测量还可测量消声器的传声损失
、

气流产生的

噪声级
、

压力损失或阻力系数
.

标准中给出了与消声器有关的名词术语
.

在实验

室测量部分中规定声学量一般应在混响室
、

半消声室

中或用管道法进行测试
,

给出了测量基本设备的典型

装置图
,

对其各部分 : 主管道
、

噪声源
、

低噪声气流源
、

, 卷 弓 期



接收室及测试仪器等作了详细描述和规定
,

对插入损

失
、

传声损失
、

气流噪声功率级
、

压力损失和阻力系数

等各量的侧量
,

给出了在各种测试条件下的方法和计

算
.

在现场测量部分中
,

对测试时声场条件
、

环境条件
、

狈吐点位置
、

消声器安装条件
、

读数方法及测试报告内容

均作出具体规定
.

在附录中还给出了 A 计权插人损失

的计算
、

管道末端反射的修正
、

消声末端的设计等
.

本标准由同济大学和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负责编制
,

主要起草人赵松龄
、

陈潜
.

2 3 G B 4 8 5 4一 8 4 校准纯音

听力计用的标准零级

本标准规定了作为纯音气导听力计听阂标度的标

推零级
,

以促进全国听阂测量表示的统一和一致性
.

本

标准给出的标准零级值是两种规定型式的耳机 ( T D H
-

3 9 和 D T 斗s ) 在 I E c 3 0 3 ( N B s 一 g A
) 祸合腔

_

L
、

和

任何型式的压耳式耳机在 I E C 3 18 仿真耳
.

上的标准

等效听闭声压级
,
此数值能直接用于校准听力计

.

本

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15 0 3 8 9 一 1 9 7 5《 声学— 校准

纯音听力计用的标准零级
》
和 15 0 3 89

一 1 9夕5 /A dd
·

卜

1 9 8 3 补充件 1
.

标准中对单耳机侧听的等效听闭声压级
、

标准等

效听阂声压级 (听力零级 )
、

耳功能正常者名词术语给

出了定义
.

对标准听力计时应满足的条件和测听用压

耳式耳机应满足的要求作了明确的规定
,

并给出了能

直接用于校准听力计的二种条件下的三组标准零级值

(见下表 )
.

在附录 A 中给出了国际上过去用过的其他

几种型式耳机在 IE C 3 03 祸合腔上的标准零级值以

供参考
,
附录 B

、
c 中还给出了上述二种条件下的标

准零级的内插频率补充值
.

频 率
在 I E e 3 0 3 ( N B s 一g A ) 祸合腔上的
标准零级 d B (基准声压 : 20 拌 P a)

在 I EC 3 18 仿真耳上的标准零级
d B (基准声压 : 2 0户 p a

)

T D H
一

39 耳机
(带 砧 x 弓I I

A R 耳垫 )

D T 铭 耳机
(带平耳垫 ) 压耳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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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

北京市耳鼻喉研

究所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等单位编制
,

主要起草人

章句才
.

(徐唯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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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G B 4 9 6 3
一

8 5 自由场纯音标准等响线

本标准规定了在自由场测听条件下等响时纯音的

声压级和频率间的关系
,

并给出了从声音的物理性质

( 如声压级 )来计算响度级的方法
,

同时还给出了等响

钱中的一个特殊情况
: 最小可听声场 ( M A F )

.

本标

推编制中参考了国际标准建议 sI ol R 2 2 6 一 1 9 61<< 声学

— 自由场测听条件下纯音标准等响线和标准听阐
》 .

本标准应用的条件为 : 声源在听者的正前方 (正

人射 ) ;听者不在时的声场是连续自由平面行波场 ; 声

压级是听者不在场时在 自由平面行波场中测量的 ; 双

耳测听 ; 等响条件由适当大的一组听者判听时出现最

多的数值确定 ;听者是年龄在 18 一30 岁间耳功能正常

的人
.

标准中给出了自由场纯音等响关系的两种等同的

表示形式 : 用图表示的等响线 (最 小 可 听 声 场 为
4

.

2P ho
n
的等响线 ) 和用函数表示的等响方程

.

为了

使用方便标准中还给出了根据等响方程计算得的与响

度级对应的声压级和与声压级对应的响度 级 的 函 数

表
,

数值间隔为 z o d B 和 i o p五。 : , ,

频率范围为 2 0 -

i 2 5 0 0 H
z

( i / 3 倍频程中心频率)
,

声压级为 。一 i Z o d B ,

响度级为 i 。一 1 2。仲
。 n

.

附录中还给出了扩散场窄带

应用声学



无规噪声的等响函数
.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声学研究所 ; 南

京大学声学研究所等单位编制
,

主要起草人方至
.

2 5 G B 4 9 6 4一 8 5 内河航道及港 口 内

船舶辐射噪声的测量

本标准规定了内河航道和港 口 内船舶辐射噪声级

和频谱的测量方法
,
以取得准确和可比的数据

.

本标

准适用于对内河航道和港 口 内的各类民用船舶或小型

沿海船舶和工程船进行交船验收试验或监测试验
.

本

标准编制中参考了国际标准 15 0 2 9 2 2 一 1 9 7 5《 声学—
内河航道和港 口 内船舶辐射噪声的测量 >>.

本标准规定测量的量为 “ 快档” 刁 声级 乙A ,
.

当发

现有明显脉冲声时
,
则应测量

“
脉冲” A 声级 与

, ,

若需

做频谱分析时
,
则应测量倍频带或粤倍频带声压级

L ,
.

一

3
’

一
一

”
一 `

’

一 一

标准中对测量所用仪器的性能及校准
、

侧量环境条件
、

船舶航线和距离测量
、

测量时船舶的操作条件 (包括航

行船舶和停泊船舶 )
,

传声器的位置
、

侧量时的读数方

法及距离修正以及测量记录内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

附录中还给出了参考用的测量报告记录表格的格式
.

本标准由交通部标准计量所
、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

司第七研究院标准室
、

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

所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等单位编制
,

主要起草人王安

锡
、

史存根
、

周顺序
、

张保玉等
.

2 7 G B 51 11
一

8 5 铁路机车车辆

辐射噪声的测量

本标准规定了在铁路上运行的机车车辆和地下铁

道上运行的电动客车车辆辐射噪声的测量方法
,

以使

能获得可重复和可比较的数据
,

适用于作型式试验
、

例

行试验和监测试验
.

本标准编制中参考了国际 标 准
15 0 3 0 9 5一 1卯 5<< 声学— 铁路车辆辐射噪声的测量 》 。

本标准规定测量的量一般为
“
快档 ” 汉 声级 乙 A , ,

需在定量状态下作频谱分析时应测频带声压级 与
.

标

准中对测量所用的声级计等声学测量仪器的性能
、

校

准和应符合的有关国家标准 ;以及测量时的声学环境
、

气象条件和背景噪声 ; 机车车辆状况和线路状况等均

作了明确的规定
,

标准中还规定了测量时的传声器位

置
、

读数及试验报告内容
,
附录中还提供了测量记录表

格的参考格式
.

本标准由铁道部劳动
.

卫生研究所负责编制
,

主要

起草人王 四德等
.

2 6 G B 3 449
.

2 一 85 机车车辆内部噪声

测量—
客车噪声测量

本标准为机车车辆内部噪声测量的第二部分 : 客

车内部噪声的测量
.

该标准的第一部分 : 司机室内部

噪声的测量已于 1 9 8 3 年发布 ( G B 3 4 49
.

1 一 8 3 )
.

本标

准规定了铁路客车及地下铁道电动客车内部噪声的测

皿方法
,

以使能获得可重复和可比较的数据
,

适用于机

车车辆的型式试验
、

例行试验和监测试验
.

本标准编

制中参考了国际标准 15 0 3 3 8 1 一 1 9 7 6 《
声学— 轨道

机车车辆内部噪声测量
》 .

标准中规定测量的量一般为
“
快档” A 声级 L A , ,

需作频谱分析时应测量频带声压级 乙 f
.

标准中还规定

了测量用的声级计
、

滤波器等声学仪器的技术要求和

校准以及应符合的有关国家标准
,

还规定了对声学环

境
、

气象条件及背景噪声等的要求
,
对试验车辆的状

况
、

线路状况
、

测量位置和读数
、

及试验报告内容等均

给出了明确的规定
.

附录中还给出了各种客车测量位

置图和测量记录表的参考格式
.

本标准由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负责编制
,

主要

起草人郑天恩等
.

2 8 G B 5 2 6 5
一

8 5 水下噪声测量

本标准规定了在 20 H z

一 Z o k H z

频率范围内测 量

水下噪声的条件和方法
,

以使获得的测量数据能对照

和比较
,

适用于大洋深海
、

陆架浅海
、

港 口和海湾等处

( 内河
、

湖泊等处的测量也可参考 .)

标准中对海洋噪声
、

噪声频带声压级
、

噪声声压谱
级

、

干扰噪声
、

水听器等效噪声压谱级及 w
e

nZ 噪声谱

级极限等名词术语给出了定义
.

标准规定测量的量一

般为噪声频带声压级 与 , 和噪声声压谱级 与
: .

测量

设备一般应具备 : 测声换能
、

测量放大
、

频谱分析 (包

括分析结果的显示和记录 )
、

数据存储及其他监听
、

处

理等系统
,

并对各系统中各部分如测量水听器的性能
、

声系统的结构与布设
、

各类测试仪器的性能
、

工作方式

等均给出了明确的技术指标
.

标准中对测试环境如声

学环境
、

测声换能系统布设的位置与四周环境和距离
等

、

使用测量船时船的工作状况及降低千扰噪声等间

题提出了要求
.

标准还对测量步骤
、

应注意的问题
、

观

侧周期和读数方法
、

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记录和报告

应包括的内容等也作了规定
.

附录中还给出了一种简

便的测声系统结构例子供参考使用
.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工作站
、

北

海工作站
,

海洋研究所 ; 国家海洋局三所 ; 中国船舶工

业总公司 7 15 所
、

760 试验场等单位编制
,

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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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在声管 (充水管道 ) 内用脉冲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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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路的 f一 V 转换
。

由 I路和 n 路的 f一 V 转

换的输出信号同时进人加法器和减法器 ; 加法

器中得到的信号送人极性控制
,

使输出为具有

双向流速波形
,

流速信号经过微分电路
,

则获得

血流加速度波形
,

减法器中输出的信号用表头

表示最佳位置指示
. f

左顶

四
、

T 一 ZA 主要技术标指

发射波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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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血流速度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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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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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重量

也得到了应 用
。

本仪器由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主 持 设 计
,

本厂承接生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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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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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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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围管周血些速度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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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6 “
为右侧颅底月蟀压迫

者的颈动脉血流速摩殡形
.

此外
,

在`
血管病

、

心脏
癫

一潜水呼手牢
等方面

,

本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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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态平面波条件下测量永声材料试样的反射系数的

模和相角
,

以计算纵波声速及衰减系数的方法户 本标

准只适用于均匀
、

密实的高聚合物水声材料
.

标准中叙述了此方法的测量原理
,

给出了声软或

声硬两种末端条件 (即试样末端为空气背衬或刚性背

衬 )下的水声材料试样的衰减系数 a( ,
一 `

)和纵波声速

c( m /
s

) 与试样前界面的反射系数的模 R 和相角 呵
“

)

间的关系式
,

及此法适用的频率限制 : 频率 七限

f
Z

“ 3
.

8 3 e w /2二

(若换能器表面振速分布是中心对称的 )
,

频率下限

了
: J

~ ( 。 + , )
e w /2乙

,

式中
c w 为管中水的声速

, a
为声管的内半径

, 乙为声

管的有效长度
.

标准中给出了典型的测量装置图
,

并

对装置中的声管
、

换能器
、

耸熬和接收侧皿设备及试
样和标准反射器的技术条件和指标等均作了明确的规

定
.

标准还提出了测量崎应做的准备工作及注意事项

和要求
,

规定了有关参数的测定以及数据处理的方法
.

用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和步骤测定时其准确度将为 : 声

速优于 士 2 %
,

衰减系数优于 士 0
.

6。 一 , .

附录中给出
了两种求解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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