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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本标准是对 JB/T 8098—95《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的修订。本标准与 JB/T 8098—95 相比，

主要技术内容改变如下： 
1. 增加了部分新内容，其中“声压级测量”对测量表面的选择、基本传声器和附加传声器的位置、

环境条件的影响、测量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2. A 计权表面声压级和 A计权表面声功率级的计算准确度提高，测量环境由只允许存在一个反向

面变为声源紧靠两个反射面测量，并对每种情况给出了相应的测点布置原则和示意图。 
3. 增加了四个附录内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JB/T 8098—95。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D 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沈阳水泵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世民、宫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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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根据 GB/T 3768—1996 制定的测定泵噪声声功率级的简易法。国家标准除简易法外，还有

工程法和精密法。该系列标准规定了测定泵或其组合体声功率级的不同方法。选用这些标准时，应根据

噪声测量目的和测量条件，按 GB/T 14367给出的一般导则作出最佳选择。上述标准中对泵的安装和工

作条件仅仅给出了一般原则，具体到某一类型的泵，其安装和工作条件的技术要求则需要参照相应的噪

声测试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一种在包络声源的测量表面上测量声压级以计算声功率级的方法。包络表面法对三种

准确度均适用（见表 0.1），本标准准确度等级为 3 级。 
 使用本标准时要求满足表 0.1所列的一些鉴定标准，如果相应的标准不能满足，可以试用 ISO 3747
或 ISO 9614 的方法。 
 具体到某一种泵设备，其噪声测试规范应以噪声源声功率级测定系列标准为依据，不能有相互矛盾

之处。 
 在安放声源的典型泵之间测量时，需要对背景噪声或不需要的声反射进行修正。 
 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允许直接从测得的 A计权声压级确定 A计权声功率级。 
 本标准以测得的声压级计算声功率级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声源的声功率输出与时间和空间平均的

均方声压成正比。 
表 0.1  在反射面上使用包络表面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所给出不同准确度等级的国家标准一览表 

参     量  
GB/T 6882 精密法 

1  级  

GB/T 3767 工程法  

2  级 

GB/T 3768简易法 

3  级  

测  试  环 境 半消声室 室外或室内 室外或室内 

测试环境合适性评判标准 1） K2≤0.5 dB K2≤ 2 dB K2≤7 dB 

声  源  体 积 
最好小于测试  

房间体积的 0.5% 

无限制  

仅由有效测试环境限定 

无限制  

仅由有效测试环境限定  

噪  声  特 征 各类噪声（宽带、窄带、离散频率、稳态、非稳态、脉冲）  

对背景噪声的限定 1） 

  ΔL≥10dB 

  (如可能，>15dB) 

  K1≤ 0.4dB 

  Δ L≥ 6dB 

  (如可能，>15dB) 

  K1≤1.3dB 

  ΔL≥3dB 

  K1≤ 3dB 

测点数目  ≥10 ≥ 92) ≥42) 

  仪器：  

  —声级计至少满足  

  —积分声级计至少满足  

  —带通滤波器至少满足  

 

a) GB/T 3785规定的 1型  

b) IEC 804 规定的 1 型 

c) 有关标准的规定  

 

a) GB/T 3785 规定的 1 型 

b) IEC 804 规定的 1型  

c) 有关标准的规定 

 

a) GB/T 3785 规定的 2 型 

b) IEC 804规定的 2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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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完） 

参     量  
GB/T 6882 精密法 

1  级  

GB/T 3767 工程法  

2  级 

GB/T 3768简易法 

3  级  

  LWA 测定方法的准确度用

再现性的标准偏差表示 
σ R≤ 1dB σR≤ 1.5dB 

  K2<5dB时， 

  σR≤3dB 

  5dB≤K2≤ 7dB时，  

  σR≤4dB 

  离散纯音占主要成分时，

  σR 增大 1dB 

    1) 测定声功率谱时，K1和 K2 在测试的频率范围内每个频带上均应满足；测定A计权声功率级时，K1A和 K2A也

使用上述值。  

    2) 在给定条件下，允许减少测点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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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 1  总则 
本标准规定了在包络泵的测量表面上测量声压级以计算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方法和评价方法。同时，

给出了测试环境、测量仪器的要求以及表面声压级及声功率级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除潜液泵、往复泵以外的各种型式泵和泵用调速液力偶合器。 
噪声测试规范中应对被测声源的安装、负载、工作条件、测量表面和传声器阵列的选择给出详细的

说明。 
    注 1：对于特定类型的泵，其噪声测试规范应给出所选择的特殊测量表面的详细资料，因为使用不同形状的测量表

面会得出声源声功率级的不同评价。  

1. 2  噪声的类型和噪声源 
 本标准规定的方法适用于测量各种类型的噪声。 

注 2：噪声分类（稳态、非稳态、准稳态、脉冲等）应符合 GB/T 14259有关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泵的类型和尺寸的声源。 
1. 3  测试环境 

本标准适用于满足要求具有一个或多个反射面的室内或室外测试环境。 
1. 4  测量不确定度 
 对于辐射稳态窄带噪声的声源，按本标准测量所得的结果，除个别情况外，其 A 计权声功率级的

再现性标准偏差等于或小于 3dB（K2A<5dB）或 4dB（5dB≤K2A≤7dB）。对于辐射离散纯音的声源，再

现性标准偏差一般增大 1dB（见表 1）。 
 按本标准测定的噪声源声功率的单个值与其真值之间很可能存在一个位于不确定范围内的差值，声

功率级测定的不确定度来源于测量用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和实验技术的综合影响。 
 如果一个特定的噪声源在不同测试场所均按本标准测定其声功率级，测量结果将表现出离散性。测

量结果标准偏差的计算见 GB/T 14573.4。除个别情况外，上述标准偏差不超过表 1的值。表 1给出的再

现性标准偏差σR考虑了测量过程中不确定度的累积效应，但不包括工作条件（转速、电源、电压）或

安装条件变化所引起的声功率输出的变化。 
 测量不确定度不仅与再现性标准偏差有关，而且与所要求的置信度有关。例如正态分布的声功率级，

置信度为 90%时，声源声功率级的真值位于测量值的±1.645σR范围内。置信度为 95%时，真值位于测

量值的±1.960σR范围内。详见 GB/T 14573系列。 
1. 5  噪声的影响 
 应用本标准能较标准地了解泵或机组的噪声水平。在需要测定泵声源的声功率级时应考虑原动机

国家机械工业局 1999-08-06 批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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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内燃机等）噪声的影响，必要时应对原动机采取隔声（如隔声罩）等降低影响的措施。 
表 1  A计权声功率级再现性标准偏差的最高值 

适     用 
再现性标准偏差的最高值σR 

dB 

  在测试的频率范围内噪声谱相对“平”的声源 3 

  离散纯音占主要成分的声源  4 

注 

1  如果 K2A≥ 5dB，σ R 有可能比表中的值大 1dB。 

2  特定类型噪声源的噪声测试规范中可能给出较低的再现性标准偏差。 

    3  表中所列的标准偏差是本标准所限定的测量条件和方法的综合效应，而不包括声源本身的影响，它们由以下

几方面引起：测量场所之间的变化，包括室外环境和气候条件；室内测试房间几何形状，测试房间边界的吸

收，反射面的声学特性；背景噪声；仪器的校准形式；以及试验技术的变化，其中包括测量表面的形状和尺

寸，测点数目和传声器定位、声源位置、积分时间、环境修正的测定（如果有）。标准偏差还受到近场测量

带来的误差影响，该误差与声源的特性有关，在测量距离较小和频率较低时（250Hz以下），误差一般要增大。 

    4  如果一个给定声源在几个测试场所使用相似的仪器设备测量，则测得的声功率级结果的一致性可能要比表中

标准偏差所体现的一致性好。 

    5  对于有相似尺寸，相似的声功率谱和相似工作条件的特定类型的声源，其再现性标准偏差可能小于表中的值，

在参照本标准制定噪声测试规范时，如果通过适当的实验室验证证明可行的话，在噪声测试规范中可以标出

比表中的值更小的标准偏差。 

    6  表中的再现性标准偏差包括相同条件下同一噪声重复测量的不确定度（重复性的标准偏差）。该不确定度一

般比交换实验室引起的不确定度小得多。对于特殊声源，如果保持稳定的工作条件和安装条件有困难，则重

复性的标准偏差可能不比表中给出的值小，这种情况下难以得到可复现的声功率级，应当记录下来并在测试

报告中加以说明。  

    7  本标准的方法和表中给出的标准偏差适用于单台机器的测量。而成批相同类型的机器，其声功率级的特征表

示涉及到规定置信区间的随机抽样技术，其结果用统计上限表示。在应用这些技术时，总不确定度必须已知

或已估计，包括 GB/T 14573.2 定义的产品标准偏差，它是成批机器中单台机器之间声功率输出的偏差。机器

批次特征的统计学方法见 GB/T 14573.4。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3102.7—1993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T 3767—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 

易法 
 GB/T 3785—1983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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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947—1996  声学名词术语 
GB/T 4129—1995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标准声源的性能要求和校准 
GB/T 6882—198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GB/T 14259—1993 声学  关于空气噪声的测量及其对人影响的评价的校准的指南 
GB/T 14573.1—1993 声学  确定和检验机器设备规定的噪声辐射值的统计学方法  第一部分：

概述和定义 
GB/T 14573.2—1993 声学  确定和检验机器设备规定的噪声辐射值的统计学方法  第二部分：

单台机器标牌值的确定和检验方法 
GB/T 14573.4—1993 声学  确定和检验机器设备规定的噪声辐射值的统计学方法  第四部分：

成批机器标牌值的确定和检验方法 
GB/T 16538—1996 声学  声压法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使用标准声源的简易法 

 IEC 804—1985  积分平均声级计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其他声学术语、量和单位按照 GB/T 3947 和 GB 3102.7的规定。 
3. 1  时间平均声压级 LPeq.T  time–averaged sound pressure level LPeq.T 
 一个连续稳态声的声压级，在测量时间间隔 T 内，它与随时间变化的被测声有相同的均方声压，

也称等效连续声压级。 
时间平均声压级 LPeq.T 按式（1）计算： 
 

]d)(1lg[10

]d101lg[10)dB(

0 2
0

2

0

)(1.0
.eq

t
P

tP
T

t
T

L

T

T tL
TP

P

∫

∫
=

=

  

  

注 3：时间平均声压级一般为计权，用 LAeq.T表示。  

3. 2  单次事件声压级 LP.1s  single–event sound pressure level LP.1s 
 规定时间间隔 T（或规定的测量时间 T）上独立单发事件的时间积分声压级，T0 标准化到 1s。 

单次事件声压级 LP.1s按式（2）计算： 

 

]lg[10

]d)(1lg[10)dB(

0
.eq

0 2
0

2

0
s1.

T
TL

t
P

tP
T

L

TP

T

P

+=

= ∫
 

 
3. 3  表面声压级 LP  surface sound pressure level LP 
 测量表面所有传声器位置上时间平均声压级的能量平均加上背景噪声修正 K1和环境修正 K2，dB。 
3. 4  测量表面  measurement surface 
 包络声源，面积为 S，测点位于其上的一个假想的几何表面。测量表面终止于一个或多个反射面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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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测试的频率范围  frequency range of interest 
 一般说来，测试的频率范围包括中心频率 125~8 000 Hz的倍频程带。 
3. 6  基准体  reference box 
 恰好包络声源且终止于一个或多个反射面上的最小矩形平行六面体假想表面。 
3. 7  特性声源尺寸 d0  characteristle source dimension d0 
 由基准体和其在邻接反射面内的虚像所形成的箱体对角线长度的一半。 
3. 8  测量距离 d  measurement distance d 
 基准体与箱形测量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3. 9  测量半径 r  measurement radius r 
 半球测量表面的半径。 
3. 10  背景噪声  background noise 
 来自被测声源程序以外所有的其他声源的噪声。 

 注 4：背景噪声包括空气声、结构传导的振动、仪器的电噪声等。 

3. 11  背景噪声修正 K1  background noise correction K1 
 由背景噪声对表面声压级的影响而引入一个修正项，dB。K1 与频率有关，在 A 计权情况下用 K1A

表示。 
3. 12  环境修正 K2  environmental correction K2 
 由声反射或声吸收对表面声压级的影响而引入一个修正项，dB。K2 与频率有关，在 A计权情况下

用 K2A表示。 
3. 13  脉冲噪声指数（脉冲性）  impulsive noise index（impulsiveness） 
 用以对声源辐射的噪声进行“脉冲”定性的一个量，dB。 

4  声学环境 

4. 1  总则 
 适用于本标准的测试环境包括满足 4.2 要求的房间或室外平坦空地，背景噪声应满足 4.3的要求。 
4. 2  测试环境合适性评判标准 
 附录 A（标准的附录）给出了环境修正 K2A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要求环境修正 K2A小于或等于 7dB。 

 注 5：如果环境修正 K2A大于 7dB，建议使用 GB/T 16538 中的有关方法。 

4. 3  背景噪声标准 
 在传声器位置上平均后的背景噪声 A计权声压级应当至少比被测声压级低 3dB。 

5  测量仪器 

5. 1  总则 
 包括传声器和电缆在内的仪器系统，应当满足 GB/T 3785—1983 中 2 型的规定，当使用积分声级计

时，应当满足 IEC 804—1985中 2型的规定，所用滤波器应满足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5. 2  校准 
 每次测量前后，应当用准确度优于±0.3dB 的声校准器在测试的频率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频率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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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测量系统进行校准。声校准器和测量系统应当每年经计量检定合格。 
5. 3  传声器风罩 
 在室外测量时，建议使用风罩以保证仪器的测量准确度不受风的影响。 

6  泵的安装和工作条件 

6. 1  安装 
 在安装泵和试验设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 在试验室测量时，出口节流阀应装在离泵较远处； 
b) 吸入和排出管路噪声过大时，应采取降低噪声影响的措施； 
c) 应尽量减少来自其他试验设备的噪声影响。 

6. 2  工作条件 
 在测量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等叶片泵的噪声时，应在规定转速（允许偏差±5%）、规定流量下

进行。在测量齿轮泵、滑片泵、螺杆泵等容积泵（往复泵除外）噪声时，应在规定转速（允许偏差±5%）、

规定工作压力下进行。 

7  声压级的测量 

7. 1  测量表面的选择 
 为了便于在测量表面上定位传声器位置，应设定一个基准体。设定基准体时，从声源凸出但不辐射

重要声能量的单元可不予考虑。不同类型的设备，其凸出单元在具体的噪声测试规范中应当加以注明。 
 被测声源的位置、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由坐标系统设定。坐标系统的 X轴和 Y轴位于地面上，

并与基准体的长和宽平行，特定声源尺寸 d0 如图 1所示。 

 

 
 

2
3

2
2

2
10 )2/()2/( llld ++=  

a) 一个反射平面上的基准体  

图 1  基准体和特性声源尺寸 d0与坐标系统原点 Q关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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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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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2/( llld ++=           2

3
2
2

2
10 llld ++=   

b) 两个反射平面上的基准体        c) 三个反射平面上的基准体  

图 1（完） 
 测量表面可使用下面两种形状： 

a) 半径为 r 的半球形或局部半球形表面； 
b) 各边与基准体对应平行的矩形平行六面体形表面。 
位于声学条件不利的房间或空间中的声源（例如有许多反射体、背景噪声高），可以选择较小的测

量距离。一般指定选择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经常在声学条件满足的室外大空间安装或测试声源，一般

选择较大的测量距离。优先选择半球形测量表面。指向性测量要求用半球或局部半球形的测量表面。 
一系列类似声源的测量（例如同型号的机器或同类机器），要求使用相同形状的测量表面。 

注 6：详细资料参阅被研究声源的专用噪声测试规范。基准体的构成、测量表面的形状、尺寸以及测量距离 d或半

球半径 r在测试报告中描述。 

7. 2  半球测量表面 
 半球中心位于基准体及其在邻接反射面内的虚像所构成的箱体的中心（图 1中的原点 Q），半球测

量表面的半径 r 应大于或等于到特性声源尺寸 d0 的两倍且不小于 1m。 
 半球半径应采用下列数值之一（m）：1，2，4。当半径太大时，附录 A的环境条件难以满足，这些

半径不宜采用。 
7. 2. 1  半球测量表面的面积和基本传声器位置 
 只有一个反射面时，传声器位置所在的假想半球表面面积 S=2πr2，被测声源位于一面墙前时，S=
πr2；如果位于一个墙角上，S=0.5πr2。半球表面上的传声器位置如附录 B（标准的附录）中图 B1 和

图 B2所示。图 B1 给出了 4 个基本传声器位置，它们在半径为 r 的半球表面上以相等的面积连结。 
 如果声源安置靠近一个以上的反射面，应参考附录 B中的图 B3，设定适当的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

置。 
7. 2. 2  半球测量表面上附加传声器位置 
 在下列情况下，要求在测量表面上附加传声器位置： 
 a) 基本传声器位置上测得的声压级值的范围（即最高和最低声压级之间的差，dB）超过基本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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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的 2 倍； 
 b) 声源辐射噪声具有很强的指向性； 
 c) 一个大声源，其噪声仅仅通过声源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向外辐射，例如周围封闭的机器的一个开

口。 
 对于半球表面传声器阵列，附加的 4个测点通过将图 B1的原阵列绕 Z 轴旋转 180°而确定（见表

B1和图 B2）。注意新阵列 Z 轴上的顶点与原阵列的顶点重合，这样传声器位置总数从 4个增至 7个。 
 对于条件 b)或 c)，在测量表面上高噪声辐射区域中使用附加传声器位置（见 7.4.1）。 
7. 3  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 
 测量距离 d 优先选择 1m，至少 0.15m。 
 d 应选用下列数值之一（m）：0.15，0.25，0.5，1，2，4，8，大声源的测量距离应大于 1m，在选

择 d 时，首先应当满足附录 A中给出的环境要求。 
7. 3. 1  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的面积和传声器位置 
 传声器位置所在的测量表面，是一个面积为 S、包络声源、各边平行于基准体的边、与基准体的距

离为 d（测量距离）的一个假想表面。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传声器位置如附录 C（标准的附录）中

图 C1~图 C8 所示。根据图 C1~图 C6，测量表面的面积 S 由式（3）给出： 
)(4 bcacabS ++=  ………………………………………（3） 

a=0.5l1+d 
b=0.5l2+d 

c=l3+d 
式中：l1、l2、l3——分别是基准体的长、宽、高。 
 如果声源安置靠近一个以上的反射表面，应参考附录 C中图 C7 和图 C8设定一个恰当的测量表面。

这种情况下测量表面面积 S 的计算在各自的图中给出。传声器位置按图 C1~图 C6布置。 
7. 3. 2  在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上附加传声器位置 
 在下列情况下需要在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上附加传声器位置： 
 a) 基本传声器位置上测得的声压级数值的范围（最高和最低声压级的 dB 差）超过测点数目的 2
倍； 
 b) 声源辐射噪声带有很强的指向性； 
 c) 一个大声源，其噪声仅仅通过声源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向外辐射，例如周围封闭的泵的一个开口。 
 对于 a)，增加测点数目的方法如附录 C 中图 C1 所示，通过增加等尺寸的矩形单元面积的数目来实

现。 
 对于 b)或 c)，在测量表面上高噪声辐射区域中使用附加传声器位置（见 7.4.1）。 
7. 4  选择传声器位置的附加方法 
7. 4. 1  在测量表面上附加传声器位置 
 按 7.2.2或 7.3.2，如果需要附加传声器位置，必须对测量表面上限定部分的声压级加以详细调查。

调查的目的在于测定测试的频率范围内的最高、最低声压级。附加传声器位置在测量表面上不以等面积

连结，这时应当使用 GB/T 6882（非等面积）计算程序确定 LW。 
7. 4. 2  减少传声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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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特殊种类的泵，如经调查表明传声器位置数减少后测得的表面声压级与按 7.2和 7.3全部传声

器位置测得的结果相差不超过±1dB，则传声器位置数可以减少。辐射图呈对称性的声源即是一例。 

 注 7：为了安全起见，声源顶部的测点可以省略。并在相应的噪声测试规范中注明。  

7. 5  测量 
7. 5. 1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对测量传声器有影响时（例如强电、磁场、风、被测设备空气放电的冲击、高温或低温），

应适当选择或定位传声器加以避免。测量仪器使用说明书中注明的不利环境条件亦应注意。 
7. 5. 2  测量仪器 
 除第 5章给出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传声器取向应与其校准时的声波入射角相同。 
 b) 时间平均声压级应使用满足要求的积分声级计测量。用时间特性 s 测得的声压级起伏小于±1dB
时，允许使用满足要求的声级计。后一种情况用测量期间最大、最小声压级的平均值代表时间平均声压

级。 
7. 5. 3  测量方法 
 在声源工作的典型周期上观察 A计权声压级，并读取每个传声器位置上的 A 计权声压级。 
 测定以下量： 

a) 被测声源工作期间的 A 计权声压级 APL′ ； 
b) 背景噪声的 A计权声压级 APL ′′ 。 

除在专用噪声测试规范中说明，否则观察周期应至少为 30s。 
 对独立单次声事件，测定单次事件声压级 LP.1s。 
 对随时间变化的噪声，观察周期应仔细规定。这一点常常与测量目的有关。对那些噪声级随工作方

式改变而变化的机器，应对每一种工作方式选择恰当的测量周期，并在测试报告中注明。 

8  A 计权表面声压级和 A计权声功率级的计算 

8. 1  测量表面平均 A计权声压级的计算 
 测量表面平均 A 计权声压级和测量表面平均背景噪声 A计权声压级用式（4）和式（5）计算： 

]101lg[10)dB(
1

1.0
A

A∑
=

′=′
N

i

L
P

iP

N
L  …………………………………（4） 

]101lg[10)dB(
1

1.0
A

A∑
=

′′=′′
N

i

L
P

iP

N
L  …………………………………（5） 

式中： APL′ ——被测声源工作期间的测量表面平均 A计权声压级，dB； 
   APL ′′ ——测量表面平均背景噪声 A计权声压级，dB； 
   iPL A′ ——在第 i 个传声器位置上测得的 A计权声压级，dB； 
   iPL A′′ ——在第 i 个传声器位置上测得的背景噪声 A 计权声压级，dB； 

   N——传声器位置数目。 
 注 8：式（4）和式（ 5）的平均方法基于测量表面上传声器位置均匀分布这一前提。  

8. 1. 1  背景噪声修正 
 修正值 K1A 用式（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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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lg(10)dB( A1.0
1

L
AK ∆−−−=  …………………………………（6） 

式中： AAA PP LLL ′′−′=∆  。 
 若 AL∆ >10dB，不需修正；若 AL∆ ≥3dB，按本标准所做的测量有效（见表 0.1）。 
 当 AL∆ 在 3dB与 10dB 之间，应根据式（6）加以修正。如果 AL∆ <3dB，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就要降

低。测量所能加的最大修正值是 3dB。但这样的测量结果也可以报告。它可作为确定被测声源上限声功

率级的参考。报告时，应当在报告的正文和结果的图表中详细说明背景噪声没有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8. 1. 2  测试环境修正 
 环境修正 K2A按附录 A给出的方法之一测定。当 K2A≤7dB 时，则按本标准所做的测量有效（见表

0.1）。 
8. 1. 3  A计权表面声压级的计算 
 表面声压级 APL 按式（7）计算： 

A2A1AA KKLL PP −−′=  ……………………………………（7） 

8. 2  声功率级的计算 
 声功率级 LWA按式（8）计算： 

]lg[10)dB(
0

AA S
SLL PW += ……………………………………（8） 

式中： APL ——A计权表面声压级； 

   S——测量表面的面积，m2； 

   S0——1m2。 

8. 3  任选量的测定 

 下面的任选量噪声源的专用噪声测试规范可能会需要： 

 a) 按附录 D（提示的附录）的方法测定脉冲噪声的资料，和/或通过听觉确定离散纯音的存在； 

 b) 测量表面上单个传声器位置或测量表面上平均的声压谱； 

 c) 指定传声器位置上 A 计权声压级随时间的变化，测量表面上传声器位置间 A 计权声压级之间的

差值； 

 d) 测量表面上各个传声器位置不同时间计权和/或不同频率计权的声压级。 

9  泵的声压级测定方法 

9. 1  A计权声压级的测量方法 

9. 1. 1  测点位置 

 具有代表性的泵、原动机（电动机）的测点选择如图 2~图 8 所示，其它泵和泵用调速偶合器的测

点可参照此图例确定。 

 测点离泵体表面水平距离为 1m。 

 测点高规定如下： 

 泵的轴线距离声反射面（地面）的高度为泵的中心高。当泵的中心高小于或等于 1m 时，测点高规

定 1m。当泵的中心高大于 1m 时，测点高与中心高相同。参考图 2~图 8。 

9. 1. 2  A声压级的测定值与平均声压值 LPA的计算 

 按泵的种类参考图 2~图 8，规定泵和原动机（电动机）的测点，在规定测点上测量声源的 A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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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值 LPAi，对照各测点的背景噪声按式（6）进行修正后，得各测点的 A 声级的测定值 LPAi–K1i；用

本标准式（4）分别对泵周围的测点（P–1~P–5）、原动机周围的测点（M–1~M–3）进行平均计算。 

 在评价泵的噪声时用泵周围测点的平均值，在考核机组噪声时用包括所有测点的总平均值，都用

LPA表示。 

 

 
图 2  单机离心泵 

 

 
图 3  双吸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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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机离心泵 

 

 
 

图 5  轴流泵与混流泵 

 注：测点的高度参考图 2 中的 A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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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级离心泵（电动机加隔离罩） 

 
图 7  立式轴流泵（单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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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立式轴流泵（双座式） 

10  泵的噪声级别评价方法 

 在测量泵的声功率级时，用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来评价泵的噪声级别；在测量泵的 A 声级时，不

重新规定评价表面，用本标准 4.2.2 规定的平均声压级 APL 评价泵的噪声级别（这里的 APL 与泵的声功

率级测定方法中测量表面的平均声压级 APL 有区别）。 

10. 1  评价表面 

 用泵的声功率级评价泵的噪声级别时，规定一个半径为 R的半球面为评价表面。R用式（9）确定： 

1)4/1( 2
2121 +++= hllllR  ………………………………（9） 

式中：l1、l2——基准体的长和宽，m； 

  h——与泵的中心高有关，m。对卧式泵中心高是泵的轴线到声反射面（地面）间的距离；对立

式泵中心高为 l3/2。当中心高小于或等于 1m 时，h 取 1m；当中心高大于 1m 时，h 取中心

高。 

10. 2  计算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 

 设泵的声功率级为LWA，按半自由场条件下的点声源，用式（10）计算半径为 R 的评价表面上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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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级： 
0.8)/lg(20 0AA −−= RRLL WP  ………………………………（10） 

式中：LPA——半径为 R 的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dB； 

   LWA——泵声源的声功率级，dB； 

   R——规定的评价表面的半径，用式（9）计算，m； 

   R0——基准半径，1m。 

10. 3  划分泵的噪声级别的限值 

 用三个限值 LA、LB、LC 把泵的噪声划分为 A、B、C、D 四个级别，D级为不合格。 

 用式（11）、式（12）、式（13）确定泵的噪声限值： 
)lg(7.930 uA nPL +=  ……………………………………（11） 

)lg(7.936 uB nPL +=  ……………………………………（12） 

)lg(7.942 uC nPL +=  ……………………………………（13） 

式中：LA、LB、LC——划分泵的噪声级别的限值，dB； 

   Pu——泵的输出功率，kW； 

   n——泵的规定转速，r/min。 

 用式（11）~式（13）绘制的泵的噪声评价线图见图 9。 

 当满足： 
 LPA 或 APL ≤LA 的泵噪声评价为 A 级； 

 LA<LPA 或 APL ≤LB 的泵噪声评价为 B 级； 

 LB<LPA 或 APL ≤LC 的泵噪声评价为 C 级； 

 LPA 或 APL >LC的泵噪声评价为 D级。 

 对 Pun≤27101.3 的泵例外，因为它们的 LC≤85dB，可不去区别其噪声的 A、B 级别，所以对这些

泵，当满足： 
 LPA 或 APL ≤85dB 的泵评为合格； 

 LPA 或 APL >85dB 的泵评为不合格。 

 对 Pun≤27101.3 的泵噪声限值 LA、LB、LC在图 9 中用虚线绘出，这些限值仅在如下情况中使用： 

a) 能够精确测定泵声源的噪声级（声功率级或声压级），并且需要评价泵声源的噪声水平时； 

b) 评价低噪声泵（例如特殊设计的）的噪声水平时； 

c) 对泵采取低噪声措施后，评价它的噪声水平时； 

d) 有关协议或合同有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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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D450–60×10 多级泵的规定参数，流量 Q=450m3/h，扬程 H=600m，转速 n=1 480r/min。基准尺

寸 l1=0.65m，l2=0.8m，l3=0.85m，并测得 A 声级为 APL =94.6dB，A 声功率级为 LWA=105dB。 

 计算输出功率： 

)kW(3.735
60030001

6004508.90001
0001u =

×
×××== HQgP ρ  

 用计算法确定 LA、LB、LC 三个限值。 

 把输出功率 Pu（735.3）、转速 n（1 480）代入式（11）、式（12）、式（13）中： 

LA=30+9.7lg（735.3×1 480）=88.6（dB） 

LB=36+9.7lg（735.3×1 480）=94.6（dB） 

LA=42+9.7lg（735.3×1 480）=100.6（dB） 

用查线图法确定 LA、LB、LC三个限值。 

图 9 为泵的噪声评价线图，用它可以确定泵的噪声限值。图中横坐标为泵的输出功率 Pu（kW）；

纵坐标为泵的转速 n（r/min）；每条斜线代表具有相同噪声限值的不同泵。图的上下各有一条噪声限值

标尺，标尺刻度标出 LA、LB、LC的值。 

用查线图法确定 LA、LB、LC三个限值，以 450D–60×10 为例，步骤如下： 

以输出功率 Pu=735.3（kW）为横坐标，转速 n=1 480r/min 为纵坐标，确定一点 M，过M 点作斜线

的平行线，该平行线的端点在标尺上的刻度为 LA、LB、LC 三个限值： 

LA=88.6（dB）；LB=94.6（dB）；LC=100.6（dB） 

用声功率级评价泵的噪声的级别。 

计算评价表面的半径 R： 

)m(6.1
185.080.065.080.065.0)4/1( 2

=
++×+××=R  

计算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 LPA： 

)dB(9.92
810.4105

8)1/6.1lg(20AA

=
−−=

−−= WP LL
 

 由 LPA（92.9dB）大于 LA（88.6dB）且小于 LB（94.6dB），所以该泵的噪声评价为 B 级。 

 用声压级评价泵的噪声级别： 
 由 APL （94.6dB）等于 LB（94.6dB）且小于 LC（100.6dB），所以该泵的噪声评价为 B 级。 

注 9：用声压级评价泵的噪声在 B级下限（94.6dB）上，而用声功率级评价泵的噪声级在 B级里面，看出用声功率

级才能正确反映泵的噪声水平。  

11  测量记录和格式 

11. 1  记录内容 

 在测试报告中应包括测量面、测点位置示意图、各测点的背景噪声值、噪声读数值、测定值及平均

声压级，并填入相应的记录单中。有条件时，还应把声级记录仪（电平记录仪或 X–Y记录仪）绘出的

频谱图贴在记录单后面的空白处。 

11. 2  测试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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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报告格式如下所示。 
泵的噪声测试报告（声功率级） 

产品型号  制 造  厂   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   

用户名称  测量场所   测 量 者  测量日期   

流     量 m3/h 扬    程 m 转     速 r/min 效    率 % 

输出功率 kW 配带功率  kW 介     质  温    度 ℃ 

A 声  功  率 级 测  量  记 录 单 

泵   的  噪   声  标   准   声   源  

测点标号  背景噪声  读  数 值 测 定  值  读 数 值   测  定  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平均声压级   

A 声功率级   

评价表面声压级  

dB(A) 

 评    价  级 

附加说明   

仪    器     名    称  型    号  检定单位 检定日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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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噪声测试报告（声压级） 

产品型号  制 造  厂   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   

用户名称  测量场所   测 量 者  测量日期   

流     量 m3/h 扬    程 m 转     速 r/min 效    率 % 

输出功率 kW 配带功率  kW 介     质  温    度 ℃ 

A  声  级  测  量  记  录  单 

泵 的 周  围  原  动  机  周  围 

测点标号 背景噪声 读 数  值  测 定 值  测点标号 背景噪声 读 数  值  测 定 值  

P–1    M–1    

P–2    M–2    

P–3    M–3    

P–4    G–1    

P–5    G–2    

A 平均声级    

评价噪声级别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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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A1  总则 

 如果能满足本附录规定的要求，则室外或普通房间可作为合适的测试环境。除反射面外，其他反射

体应尽量远离被测机器。测试场所应能提供这样一个测量表面，它位于： 

a) 几乎不受附近物体和房间边界（墙、地板、天花板等）反射干扰的声场内； 

b) 被测声源的近场之外。 

如果到被测声源的测量距离等于或大于 0.15m，就简易法而言则认为测量表面位于近场区域之外。 

对室外测量，应满足第 A2 章规定的条件。对室内测量，要按第 A3 章规定的两种鉴定方法之一判

定，否则测量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注 10：也可用 GB/T 3767中两种环境鉴定方法替代本附录的鉴定方法。 

A2  环境条件 

A2. 1  反射平面的类型 

 室外测量允许使用的反射面包括坚实的土地面、混凝土或沥青地面；室内测量反射面通常是地板。

必须保证反射面不会由于振动而有明显的声辐射。 

A2. 1. 1  形状和尺寸 

 反射面应大于测量表面在其上的投影。 

A2. 1. 2  吸声系数 

 反射平面的吸声系数在所测试的频率范围内应小于 0.1。室外测量，混凝土、沥青或砂石地面可满

足要求。吸声系数较高的反射面，如草地或雪地，则测量距离不应大于 1m。室内测量允许使用木地板

或砖地板。 

A2. 2  反射体 

 凡不属于被测声源的反射体，均应在测量表面之外。 

A2. 3  室外测量注意事项 

 测量期间应避免不利的气象条件的影响。例如：温度梯度、风速梯度、降雨和高湿。 

 任何时候，都应当遵守仪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的注意事项。 

A3  测试场所的鉴定方法 

A3. 1  使用标准声源的测试方法 

 环境修正 K2A可根据标准声源测得的声功率级得到（见 GB/T 4129），该标准声源需预先在一个反

射面上方的自由场中校准。K2A 由式（A1）给出： 

ArArA2 WW LLK −′=  ………………………………………（A1） 

式中： ArWL′ ——令 K2A=0，按第 7 章和第 8 章测定的标准声源未经环境修正的 A计权声功率级，dB； 

   ArWL ——标准声源校准的 A 计权声功率级，dB。 

（标准的附录） 

声学环境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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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1：有关标准声源在测试环境中定位的原则，参看 GB/T 3767。 

A3. 2  其他方法 

 本标准式（7）的环境修正 K2A，来自于房间边界（墙、地板、天花板）或被测声源附近反射物声

反射的影响。其大小主要由测量表面面积 S 和测试房间吸声面积 A 之比决定，与声源在测试房间内所

处的位置没有重要关系。 

 在本标准中，环境修正值 K2A 由式（A2）给出： 
)]/(41lg[10)dB(A2 ASK +=  …………………………………（A2） 

式中：A——1kHz频率上房间的等效吸声面积，m2； 

   S——测量表面面积，m2。 

 环境修正作为 A/S 的函数如图 A1 所示。 

 
图 A1  环境修正 K2A 

 A3.2.1 和 A3.2.2 给出了两种确定测试房间吸声量的方法。 

A3. 2. 1  近似法 

 房间表面的平均吸声系数按表 A1 估算。A 的值（m2）由式（A3）给出： 

vSA α=  ……………………………………………（A3） 

式中：α——表 A1 给出的 A计权平均吸声系数； 

   SV——测试房间边界总面积（墙、天花板、地板），m2。 
表 A1  平均吸声系数α的近似值 

平均吸声系数  房   间  特  征  

0.05   房间几乎全空，墙壁平滑、坚硬，材料为混凝土、砖、灰泥面或磁砖贴面 

0.1   房间部分空，墙壁平滑  

0.15   带家具的房间：矩形机器间；矩形工业厂房  

0.2   带家具的不规则形状的房间；不规则形状的机器间或工业厂房 

0.25   带装饰性家具的房间，天花板或墙面装有少量吸声材料的机器间或工业厂房（例如局部吸

声的天花板  

0.35   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壁均装有吸声材料 

0.5   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壁装有大量的吸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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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2. 2  混响法 

 本方法需要测量房间的混响时间以确定吸声量。混响时间测量使用宽带噪声或接收系统中带有 A

计权的脉冲声作为激励信号。A 的值（m2）由式（A4）给出： 
)/(16.0 TVA =  …………………………………………（A4） 

式中：V——测试房间的体积，m3； 

   T——测试房间的混响时间，s。 

 注 12：对于直接从 A 计权测量值确定 K2A，建议使用中心频率为 1kHz的频带混响时间。 

A3. 3  测试房间的鉴定要求 

 测试室中测量表面满足本标准要求时，吸声面积 A与测量表面面积之比应大于或等于 1，即： 

A/S≥1 ……………………………………………（A5） 

 A/S 越大越好。 

 如果上述要求不能满足，应重新选择测量表面。新的测量表面的总面积较小但仍应位于近场以外（见

A1）。也可以利用在测试室内增加吸声材料达到增加 A/S 值的目的，而后重新测定 A/S。 

 如果测量表面位于被测声源近场以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那么这种环境不能用于本标准的测量。 

 室外测试场所的环境修正 K2A 一般很小。 

 注 13：某些情况下环境修正 K2A可能是负值，这时可假定 K2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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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B1  基本传声器位置和附加传声器位置 

 在图 B1 和图 B2 中 4，5，6，10 为四个基本传声器位置，它们在测量表面上以等面积连接。图 B2

中的 14，15，16，20 为四个附加传声器位置，两种传声器位置的坐标列于表 B1。 

 注 14：传声器位置编号与 GB/T 3767 相同。  

B2  辐射离散纯音声源的传声器位置 

 如果声源辐射离散纯音，在几个传声器位置位于反射面上方同一高度时，可能会产生很强的干涉效

应。建议使用表 B2 给出的传声器阵列坐标。 

B3  紧靠两个反射面的声源的传声器位置 

 紧靠两个反射面放置的声源，应参考图 B3 设定适当的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 

 

 
 

○—基本传声器位置 

图 B1  半球表面上的传声器阵列——基本传声器位置 

 

 

 

 

 

 

 

 

 

（标准的附录） 

半球测量表面上的传声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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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传声器位置；·—附加传声器位置 

 注： 4，5，6，10 为基本传声器位置； 14， 15， 16， 20为附加传声器位置。 

图 B2  半球表面上的传声器阵列 
表 B1  基本传声器位置（4，5，6，10）和附加传声器位置（14，15，16，20）的坐标 

传声器位置 X/r Y/r Z/r 
4 –0.45 0.77 0.45 
5 –0.45 –0.77 0.45 
6 0.89 0 0.45 
10 0 0 1.0 
14 0.45 –0.77 0.45 
15 0.45 0.77 0.45 
16 –0.89 0 0.45 
20 0 0 1.0 

    注：顶点位置 10 和 20 重合，顶点允许略去。但应在相应的噪声测试规范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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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辐射离散纯音声源的传声器位置坐标 

传声器位置 X/r Y/r z/r 

4 

5 

6 

10 

0.16 

–0.83 

–0.83 

0.10 

0.90 

0.32 

–0.40 

–0.10 

0.41 

0.45 

0.39 

0.99 

 

 
 

○—基本传声器位置；·—附加传声器位置 

图 B3  基准体紧靠两个反射面的局部球形测量表面与传声器位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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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C1  声源位于一个反射面上时传声器位置 

 将测量表面的每一个面细分为尽可能小的等尺寸矩形单元面积，单元面积的最大边长为 3d（见图

C1）。传声器位置位于每个单元面积的中心。图 C2~图 C6 中的传声器位置用这种方法得到。 

 注 15：顶部的位置可用测量表面角上的位置代替，也可省略，这时应在相应的噪声测试规范中加以说明。 

 

 
 

图 C1  测量表面的边长超过 3d 时，规定的传声器位置定位方法 

C2  声源紧靠两个或三个反射面时传声器位置 

 声源紧靠一个以上的反射面时，应参考图 C7 和图 C8 设定适当的测量表面，传声器位置应如图 C2~

图 C6 所示。 

 

 
 

（ l1≤ d，l2≤d，l3≤ 2d， d为测量距离，一般为 1m） 

图 C2  小型机器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示例 

 

 

（标准的附录） 

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传声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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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d，l2≤d，2d<l3≤ 5d）  

图 C3  小底座高机器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示例 

 

 
 

（ 4d<l1≤7d，l2≤d， l3≤ 2d）  

图 C4  长型机器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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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1≤4d，d<l2≤ 4d， 2d<l3≤5d） 

图 C5  中型机器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路径）示例 

 

 
 

（ 4d<l1≤7d，d<l2≤ 4d， 2d<l3≤5d） 

图 C6  大型机器测量表面和传声器位置（路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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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ac+2ab+bc) 

图 C7  地立设备靠一面墙放置，有四个传声器位置的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 

 

 
 

S=2(2ac+2ab+bc) 

图 C8  地立设备靠两面墙放置，有三个传声器位置的平行六面体测量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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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D1  在某些情况下，将脉冲时间计权特性“I”测定的时间平均 A 计权声压级 LAIeq 与同一工作周期上

相应的 LAeq 加以比较，可有助于判断被测噪声中是否包含显著的脉冲成分。这种比较一般在一个或多

个传声器位置上进行。每个位置至少观察 5 个工作周期。其差值（LAIeq–LAeq）称为脉冲噪声指数（脉

冲性）。 

 注 16：如果脉冲噪声指数的平均值等于或大于 3dB，则可以认为此噪声为脉冲噪声。  

 对于独立单次事件或事件之间间隔 1s 以上的连续事件序列，可以用 LPAI 和 LPAS两者最大值之差表

述。其差（LPAImax–LPASmax）为单次事件脉冲噪声指数。连续单次事件的 LPAI和 LPAS分别为各个事件 LPAI

最大值的算术平均和所有事件上 LPAS的平均最大值。 

 

 

 

 

（提示的附录） 

脉冲噪声检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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