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夏夏 国家标准局批准发布 3项声学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局最近批准发布了 3项新的声学国家标

准
,

这些标准的编号
、

名称和发布
、

实施 日期如下
.

G B 7 9 6 5
一

8 7 声 学— 水 声 换 能 器 测 量

1 9 8 7
一
。 6 一 2 2 批准

, 1 9 8 8 一。 4
一

0 1 实施
.

该国标代替部标
C B 8 9 9 一 7 9 《

水声换能器测量规程 >>.

G B 7 96 6
一

8 7 声学—
0

.

5一 i o M H z

频率范

围内超声声功率的测量 1 98 夕~ 0 6 一 2 2 批准
,

1 9 8 8 一 。 4一

0 1 实施
。

G B7 96 7 一 8 7 声学— 水声发射器的 大 功 率

特性和测量 1 9 5 7
一

0 6 一 2 2 批准
, 1 9 5 5一 0 4 一 0 1实施

.

这些声学国家标准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

各

地计量标准书店发行经售
.

(全国声标委秘书处 )

声 学 国 家 标 准 介 绍 (vi )

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徐 唯 义

2 9
.

G B J 87
一

8 5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 设 计 规

范

本规范是为防止工业企业噪声的危害
,

保障 职工

的安全
、

健康和正常工作
,

保护环境
,

促进工业生产
、

建

设的发展而制定的
.

适用于工业企业中新建
、

改建
、

扩

建与技术改造工程的噪声控制设计
.

本规范第二章给出了工业企业厂区 内各类地点的

噪声限值标准 (见表 1 )
.

厂 界 的 噪 声 限 值 标 准按
G 3B O9 6一 8 2 《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规定
》 .

表 1 工业企业厂区内噪声限值标准

序号 点 类 别 限值
( d B A )

丁 生产车间及作业场所 (工人每天连续接触噪声

n曰人U八Un材
ù
”八U门了网了卜z廿吞户6

`卜U

8 小时 )

高噪声车间设置的 无电话
、

通讯要求时

值班室
、

观察室
、

休息室 有电话
、

通讯要求时

精密装配线
、

精密加工车间的工作地方

计算机房 (正常工作状态 )

车间所属办公室
、

实验室
、

设计室

主控制室
、

集中控制室

通讯室
、

电话总机室
、

消防值班室

厂部办公室
、

会计室
、

设计室
、

中心实验室

(包括试验
、

化验
、

计量室 )

医务室
、

教室
、

哺乳室
、

托儿所
、

工人值班宿舍

::
34
11廿
石

第三章规定工业企业噪声控制总体 设计的考虑和

要求
.

总体设计包括 : 厂址选择
、

总图运输设计
、

工艺

管线设计
、

车间布置中的噪声控制与设备选择及常规

噪声控制手段的选定
.

第四
、

五
、

六
、

七章分别规定了

隔声
、

消声
、

吸声及隔振设计的原则
、

程序和方法及结

构
、

构件的选择与设计
。

附录中给出了本规范中用的

名词术语和规范用语
、

计算用表等
.

本规范的主管部门为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标准定额

局
.

规范是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

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所等十三个单位编制的
,

主要起

草人陈潜等
。

3 0
.

G B J 8 8
一

8 5 驻波管法吸声系数和声阻抗

率测量规范

本规范规定 了用驻波管法测量空气声的吸声材料

和构件在法向入射时的吸声系数和声阻抗率的方法
.

在规范的第二章测量的基本设备中
,

详细规定了

由驻波管
、

声源系统
、

探测器及输出指示装置等组成的

测量设备各部分的技术设计要求和性能指标
.

第三章

测量方法中规定测量装有被测试件的驻波管中声压极

大值和极小值的比值— 驻波比 (此值可用相对比值
S

或其倒数
, ,

或其声压级差 《 d B )表示 )及相位因子

b (即试件表面至声压第一极小值的距离与声 波 半波

长的相对比值 )
,

由此可计算出所需的吸声系数 “ 和法

向声阻抗率 右
.

在第四章测量范围中指出
,
当驻波管

的空管驻波比大于 朽 d B 时
,

能测的最低吸声系 数 为

。
.

0乞若空管驻波比为 3 。一 4 o dB 时
,

能测量最低吸声

系数为 。
.

20
.

测量的频率范围与驻波管的尺寸有关
,

下限取决于管的有效测试长度
,

上限则取决于管的内

径 (方管的边长 )
.

第五章测试要求中
,

规定了被测试

应用声学



件的制备和安装的技术条件和要求
、

测量程序
、

测量误

差和结果的表示
.

测量误差用测量结果平均值的标准

偏差表示
,
侧量吸声系数的误差不大于 0

.

0 1 ,

相位因

子的误差不大于 1%
,

法向声阻抗率的误差根据上 述

两误差的大小由公式算出
.

测量结果可用表格或曲线

形表示
.

在规范的 6 个附录中给出了驻波比
, 、 。 、 L 与吸

声系数 “ 的关系 ; 计算法向声阻抗率用的图线 ;扩展测

量频率限的方法及试件典型装置等
.

本规范的主管部门为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标准定额

局
.

同济大学声学所负责编制
,

主要起草人赵松龄
.

3 1
.

G B 3 10 2
.

7 一
8 6 声学的 量和单位

本标准为 G B 3 1 02
.

7 一 82
《
声学的量和单位

”
的修

订本
.

自国务院于 1 9 8 4 年 2 月 27 日发布了
《
关于在

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
后

,

为了保证国家

标准符合国务院的命令
,

原标准编制组对该标准进行

了修订
.

G 3B 1 02
·

7
一

82 中所用的计量单位虽没有不符

合国务院的命令之处
,

但根据这些年的实践
,

为使用上

更为方便和合理
,

对该标准修订了三处 :

项号 7 一 3 2
.

1 声压级的符号增加了一个简化 符 号
乙 ,
可在不易混淆之处使用 ;

项号 7一 3 2
.

3 声功率级的符号中取消了 L , ,

因它常

与声压级 L ,
混淆 ;

项号 7 一 3 6
.

1一 3 传播系数等的单位中取消 7一 3 6
.

b

奈培每米
、

N p /m
,

因为此单位只对衰减系数适用
.

在修订本中还增加了 8 个常 用 声学 量 及附 录 A

(常用 声级的量和单位 )
,

见表 2
.

表 2 增加的声学量

项号 量的名称 符号 项号
单位
名称

符号

dB澎dB

7一 5 0
。

1

7一 , 工
。

1

7一 5 2
。

1

7
一 5 3

。

1

7一多4
。

l

7
一
弓;

。

l

7一 56
。

1

7
一

5 7
。

l

噪度

感觉噪声级

声源强度

[声源」指向性因数

〔声源 1指向性指数

〔声学〕房间常数

〔声学〕插人损失

〔振动〕传递比

y
n

L P N

Q s

Q , R。

刀 I

天 , R
r

D

T
r

7一多e
。

2

7一三l
。

2

7一 52
。

2

呐

分贝

立方米

(
n o y )

d B

m
3

7一多斗
.

2

7一 55
。

2

7一 5 6
。

2

分贝

平方米

分贝

附录 A 常用声级的量程单位

项 号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符号

声压谱仁密度 1级 I , :
( I

一

s
) 分贝

频带声压级

频带声强级

频带声功率级

L , , ,

(乙f )

去 ,

乙 , f

分贝

A [计权 〕声 [压 ]级

A 声强级

A 声功 率级

L , 八 ,

(乙
A

)

Z f ^

孟、 人

分 贝

“

快档
” A 声级

“
漫档 ” A 声级

“
脉冲 ” A 声级

“

峰值
” A 声级

L 户八 F ,

I 矛八 s ,

乙 , 人 I ,

乙, A P ,

( L AF 二

( I 、 : )

(乙
* ;

)

(乙
* P )

分贝

平匀声压级

平均须带声压级

平均 A 声级

乙 , m ,

( 乙
二

)

乙。 , 。 ,

( L r m

)

乙 , 人 m ,

( 乙
, m

)

分贝

BBd
JU

累积百分声级

等效 「连续 A 〕声级

L * N
.
丁 ( L* N , L N

)

L * 。 q
,
丁

( L 。 。
)

分贝

分 贝

7 卷 1 期



3 2
.

G B 6 88 1一 68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

测定— 混响室精密法和工程法

本标准规定了在混响室中以精密级和工程级的准

确度测定噪声源 (包括设备
、

机器
、

部件或零件 )声功率

级的两种方法— 直接法和比较法
.

本标准只能测定

噪声源的输出声功率
,

而不能测定其指向特性
,

故对于

只需测定声功率的噪声源具有突出的优点
.

本标准是

参照国际标准 1 5 0 3 7 4 1一 7 5 《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

的测定— 混响室中测定宽带声源 的精 密法
》 、

: 15 0

3 7 4 2 一 7介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测定离

散频率和窄带声源的精密法
》
和 15 0 3夕43

一 7 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专用混响室的工程法

》
编

制的
.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辐射稳态的宽带
、

窄带噪声或

离散频率的小声源
,

声源体积应小于混响室体积的 1% ,

测试频率范围为 1 00 一 1。。 。 。 H 乙

(对于辐射离散频率的

声源
,

测试频率应不小于 2 00 H z

)
,

测定的量对精密

法为倍频带或工 倍频带声功率级
, A 声功率级可通过

3

计算得到 ; 对工程法为 A 声功率级或倍频带声功率级
。

其测量不确定度 (标准偏差 )对精密法 : 1 00 一 16 o H z ,

续

士 3 d B ; 2 0 0一 3 1 5 H z , 成 土 2
.

o d B ; 4 0 0一 5 0 o 0 H 2 , 共 士

1
.

s d B ; 6
.

3一 l o k H z , ( 士 3
.

o d B ; 对工 程法 : A 声

功率级
,

蕊 士 2
.

o d B ; 一2 5 H z , 毛 士 s
.

o d B ; Z s o H z ,

( 士

3 d B ; 5 0 0一 4 0 0 0 H
z ,

蕊 士 2
.

o d B ; s k H z ,

蕊 土 3
.

o d B .

标准中规定了对测试用混响室的体积
、

吸声系数

(或混响时间 )
、

背景噪声级及温度
、

湿度等的要求
.

还

对所用的测试仪器及其校准 ;噪声源的安装
、

运转等工

作条件 ;测量均方声压时传声器和声源的位置和数目
,

或传声器移动路径 ; 观测的时间以及所需测量数据和

要求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

并给出了计算声功率级的

公式和方法
,

报告的内容和应记录的资料
.

附录中给

本标准是由南京大学
、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
、

上海电

器科学研究所
、

同济大学等单位负责编制的
,
主要起草

人孙广荣
。

3 3
。

G B 6 8 8 2
一

8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

测定—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本标准规定了在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专用测试室

中测定噪声源 (包括设备
、

机器
、

部件或零件 )声功率级

的精密法
,

还可测得噪声源的指向特性
.

本标准是参

照国际标准 15 0 3 7 4 , 一 7 7 《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

测定—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精密法
》
编制的

.

本标准适用 于测试辐射频谱按频率的均匀分 布
,

也可包含有显著的离散频率分量或窄带噪声的稳态噪

测l一3声的小型声源
,

其体积应小于测试室体积的 0
.

5 %
。

试频率范围为 10 。一 1 0 。。。H z ,

测定的量为倍频带
、

倍频带声功率级或 A 声功率级
.

其测量不确定度 (平

均值的标准偏差 )
,

对于消声室 : 1 00 一 6 3 0 H z

和 6
.

3一
i o k H z

为 蕊 士 1
.

o d B , 8 0 0一 s 0 0 0 H z

为 提 士 o
.

s d B ; 对

于半消声室 : 1 0 0一 6 3 o H z

和 6
.

3一 i o k H z

为 ( 士 1
.

5

d B , 8 0 0一 5 0 0 o H z

为 提 士 1
.

o d B
.

标准中对测试室体积及其性能
、

背景噪声及温度
、

湿度等评价标准作了规定
.

还规定了测试用的仪器及

校准 ; 被测声源的安装
、

运转等的条件和方法
.

本标

准中声源的声功率级是通过测量包围声源的假设球面

(用于消声室 )或半球面 (用于半消声室 )测量表面上的

表面声压级计算得到的
.

标准对测量球面或半球面半

径的选取 ; 测量表面上固定传声器的位置或移动传声

器的路径 ; 声功率级的计算及记录和报告的内容等作

了具体规定
.

附录中还给出了设计测试室的准则和鉴

定方法
、

指向性指数和因数的计算及一个合适的仪器

系统的实例等
.

本标准是由中国科学院声学所
、

南京大学
、

上海

电器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负责编制的
,

主要起草人章汝

威
.扯出了混响室的设计准则和鉴定方法 ; 由倍频带或

频带声功率级合成 A 声功率的方法等
.

l[]川

(上接第 36 页 )

方程 ( 13 ) 可推算出计算的指向性指数的修正

值
,

见表 凡

通过数值计算
,

得到矩形
、

圆形活塞和均匀

线源方向性图案分别下降 3 d B ,

6d B 和 10d B 波

束宽度与其指向性指数的函数曲线图表 (文中

从略 )
.

这些曲线图表应用于类似士述各种换

能器时
,

只要测 出方向性图案下降 3 d B
,

6 d B ,

l o d B 的波束宽度
,

查曲线表得到相应的指向性

指数
,

然后求其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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