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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9889《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分为:

— 第1部分:侧向传声受抑制的实验室测试设施要求;

— 第2部分:数据精密度的确定、验证和应用;

— 第3部分:建筑构件空气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 第4部分: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

— 第5部分: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

— 第6部分:楼板撞击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 第7部分:楼板撞击声隔声的现场测量;

— 第8部分:重质标准楼板覆面层撞击声改善量的实验室测量;

    本部分为GB/T 19889的第 1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140-1:1997《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1部分:侧向传声受抑制

的实验室测试设施要求))，以及ISO 140-1:1997/Amd 1:2004《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1

部分:侧向传声受抑制的实验室测试设施要求 补充件1:对双层轻质板隔墙隔声测试洞口构架的规定

要求))(英文版)。

    本部分与ISO 140-1:1997相比，存在如下差异:

    — 本部分删除了ISO 140-1:1997的3. 1注中及4. 1注中“考虑到所推荐的试件安装洞口尺寸，

        房间容积取50 m，至60 m'是合适的”文字 这是考虑到小房间内低频扩散场条件难以满足，

        并且我国现有的隔声实验室容积一般大于此推荐值。

    — 本部分将ISO在2004年通过的对ISO 140-1:1997的补充文件ISO 140-1:1997/ Amd 1:2004

        《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1部分:侧向传声受抑制的实验室测试设施要求 补充

        件1:对双层轻质板隔墙隔声测试洞口构架的规定要求》并人，列为附录D,

    本部分按国家标准的要求对ISO 140-1:1997做了一些编辑性修改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同济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季卿、谭华。



GB/T 19889.1-2005/ISO 140-1:1997

  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1部分:侧向传声受抑制的实验室

          测试设施要求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建筑构件隔声测量实验室测试设施的技术要求。本要求适用于抑制侧向构件辐射声

和/或声源室与接收室在结构上隔离的实验室测试设施。

2 规 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9889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T 19889. 3-2005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3部分:建筑构件空气声隔声的实验

室测量(ISO 140-3;1995>IDT)

    ISO 140-8:1997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8部分:重质标准楼板覆面层撞击声改善

量的实验室测量

3 扩散场 条件 下空气声x声测f 的实验 室测试设施

    实验室测试设施包括两间相邻的混响室，两室之间有试件洞口，用以安装试件。

3. 1 房 间

    两个测试房间的容积和/或相应尺寸不宜完全相同。建议房间的容积和/或线尺度至少相差 lo%,

每个测试房间的容积应至少50 m3,

    选择合适的房间尺寸比例，以使低频段的简正频率尽可能均匀分布。

    注:理论分析和实验都表明，在测试墙或楼板时，试件宜覆盖测试房间的整个墙或天花板，即试件洞口从墙的一边

          延伸到另一边，和(或)从天花板延伸到地面

    房间中声压级如有较大变化，说明存在着起主导作用的强驻波。这时，有必要在房间中安装扩散

体。通过实验方法确定扩散体的位置和必要数量，以达到安装更多扩散体后隔声量不再受影响的目标。

    房间的混响时间在正常测试条件下(试件的吸声可忽略)不宜过长或过短 当低频的混响时间超过

2s或不足is时，要检查所测隔声量是否随混响时间而异。如果发现即使室内已装扩散体，仍存在着

这种相依性，房间仍需作处理，以调整低频混响时间T(s)，使之满足公式((1)的要求:

‘·5 T < 2\50/夸 (1)

    式 中:

    V— 房间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o

    考虑到声源室功率输出和被测试件的隔声性能，接收室的背景噪声应足够低，以便可测到从声源室

传过来的声音。

    测量隔声量的实验室测试设施中，任何非直接途径的传声和通过试件的传声相比宜属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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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声源室和接收室之间要有足够的结构上的隔离。另一种方法就是将

两房间的所有界面均覆盖足以降低侧向传声的衬壁。

    可测到的最大隔声量R'。由非直接传声所决定，其估计方法在附录A中给出。

    试件的实测隔声量会受到试件周围结构内在损失因数的影响 应考虑到受试结构和周围结构的质

量比。测试轻质结构(n,<150 kg/m')时，则没有特殊的相应要求 当测试较重质结构时，宜保证周围

结构的能量耗散达到如下条件，即试件的损失因数v不小于公式((2):

                              pm}}=。.01+。.3/打 ···················⋯(2)
      式中 :

    f 测试频率，单位为赫(Hz).

    为了检验这一要求，可在面密度为(40。士40) kg/m'的砖墙或砌块墙的一侧抹灰。损失因数的测

量见GB/T 19889.3-2005的附录E,

3.2 试件安装洞 口

3.2. 1 墙和楼板

    墙体试件的安装洞口面积宜在10 m，左右。楼板试件则宜在10 m'-20 m'之间。墙和楼板的最

短边长度均不可小于2.3 m,

    当所考虑的最低频率的自由弯曲波的波长小于试件较短边长的一半时，可采用较小面积的试件洞

口。但试件越小，测试结果对边缘制约条件和声场中的局部变化越是敏感。试件自身的隔声也与尺寸

大小有关。如条件合适，对于玻璃的测试可参考附录c所推荐的试件安装洞口。

    对双层轻质板隔墙隔声测试洞口构架的规定要求见附录D,

3.2.2 门及类似的构件

    对于门和类似构件的测试，用面积小于10耐 的试件安装洞口是合适的。门试件安装洞口的底边

应靠近测试室的地面，以接近实际建筑物的情况。

3.2，3 窗和玻璃

    对于玻璃或窗的组合构件，用面积小于10 m,的试件安装洞口是合适的。应将测试构件装进两测

试室之间洞口内的填隙墙内。

    填隙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对于它在任一测试频率的隔声，通过墙传递的声能量比通过试件传声至少低6 dB，最好低

        15 dB以上(附录B给出了一种测试填隙墙隔声及其侧向传声的方法)

    b) 填隙墙总的厚度不应超过500 mm

    c) 试件两边壁完的深度应不相同，建议两边深度的比例以2:1左右为好，壁完边界所衬贴的材

        料在测试频率段内的吸声系数应小于0. 10

    玻璃试件安装洞口的尺寸应为 1 250 mm X 1 500 mm，并建议保持此比例，每边的允许偏差为

士50 mm。窗试件也宜采用同样的尺寸。如考虑当地建筑的实际情况，这一尺寸可作适当调整。

    对于窗的组合构件或安装玻璃的门，可选择在实际情况下具有代表性的尺寸。

    玻璃试件安装洞口应在其两侧和上方留有60 mm-65 mm的台阶。玻璃应安装在小洞口一侧，如

图1所示。装窗的测试洞口，取平齐或有台阶均可，如为了出具检验证书，以设台阶的洞口为宜

    洞口和两房间的任何一墙、地面和天花板间的最小距离应为500 mm，洞口宜在填隙墙不对称位

置上 。

    附录c给出了测试洞口填隙墙构造的一个合适例子

    注:为了尽可能保证不同实验室所测数据可以进行比较，对玻璃隔声测量的测试条件作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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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60 - 65

图 1 安装玻璃的测试洞 口的尺寸 ，水平剖面

4 楼板和楼板覆面层撞击声隔声的实验室测试设施

4. 1 接收室

    接收室的容积应不小于50 m'。接收室尺寸的比例应合理选择，使低频段的简正频率间隔尽可能

分布均匀。为获得扩散声场，必要时应在接收室安装扩散体

      注:理论计算和一些实验结果都表明，试件宜覆盖接收室的整个天花板，即测试洞口宜从墙的一边延伸到墙的另

          一边 。

    接收室在正常测试条件下(忽略试件的声吸收)的混响时间不宜过长或过短。当低频混响时间超过

2s或不足1 s时，要检查所测的撞击声隔声是否随混响时间而异。如果发现即使室内已装扩散体，仍

存在着这种相依性，房间仍需作处理，以调整低频混响时间T(s)，使之满足公式((3)的要求:

，s、:、2(Vl2\50/ (3)

    式 中:

    V— 房间的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考虑到撞击器的特性和实验中所测试件的隔声性能，接收室的背景噪声应足够低，使之可测到传递

过来的楼板撞击声。

    接收室和声源室之间的空气声隔声量应足够高，使得接收室内所测到的声场只是由受试楼板在撞

击激发下所产生。

4.2 试 件安装洞 口

    建议楼板的试件安装洞口大小在10 m'--20 m'之间，其短边不小于2.3 m

    当按照ISO 140-8:1997的规定测量楼板覆面层的撞击声改善量时，试件安装洞口的大小应至少为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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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可测最大 隔声t 的估计

A.1 通则

    图A. 1示意了测试设施中两室之间声音的不同传播途径。Dd为直接传声途径，Fd, Ff, Df为侧向

传声途径

Fd

nd

乙--声源室 ‘-接收室

图A. 1 测试设施中的声传播途径

    当建筑构件在实验室测试中不受侧向传声显著影响时，测到的最大隔声量取决于所测构件的类型

因此，每当测量高隔声性能构件时，总希望能评估出侧向传声的作用。尽管这不太现实，但可测出能够

代表常规被测构件的几种构造的最大隔声量R'm.。按GB/T 19889. 3-2005的要求，在实验报告中应
标出合适的R'max
    下面介绍六种代表性构造，其中和实验室常规测量构件最类似的构造可在R'...测试中采用。带有

供墙体测试用洞口的实验室，可由实墙或分离的中空墙建造。如为中空墙之类，典型构造的两个片层可

安装在中空墙的一侧或分设在每侧一层。不过，所获得的R'..、值只适用于该种测试条件下的组合方
式。有关检验R'mn.测试结果有效性的步骤见GB/T 19889. 3-2005中5.2.1e

A.2 几种 代表性构造

    对于A类墙和楼板构造(见下述)，侧向传声途径主要是Ff，它只受到测试构造类型的轻微影响。

对于B和C类墙和楼板构造，侧向传声途径包括Ff,Fd和Df。这些传声途径均受到名义上分离构造质

量的影响。对于B和C类墙和楼板构造，应在重质测试构造上附加衬贴层，这样，只降低经过途径Dd

的传声。

A. 2. 1 墙

    A类:轻质板隔墙

    双层隔墙，其每片层可由几层石膏板或单位面积质量相近(至少30 kg/m')的其他板材组成。片层

间空腔至少200 mm厚，内有至少100 mm厚的矿棉。板材固定于木或金属龙骨上，相互之间没有其他

机械连接。轻质板周边不应与永久结构作刚性连结。

    B类:轻质砖砌墙体

    砖墙或砌块墙，单面抹灰，单位面积质量(10。士10) kg/m'。在其一侧应安装包括两层12. 5 mm厚

石膏板的独立衬贴层，它们固定在和墙体不连接的木或金属龙骨支架上。该衬贴层应在面向支承墙体

的房间那一侧。轻质衬贴层周边不应与永久结构作刚性连结。墙体和衬贴层之间的空腔应至少50 mm

厚 ，并应放置矿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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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类:重质砖砌墙体

    砖墙或砌块墙，单面抹灰，单位面积质量(400士40) kg/m'。其一侧安装包括两层12. 5 mm石膏
板的独立衬贴层，固定在和墙体不连接的木或金属龙骨支架上。墙体和衬贴层之间的空腔至少50 mm

厚，并应放置矿棉。衬贴层应在面向支承该墙体的房间那一侧。轻质衬贴层周边不应与永久结构作刚

性连结 。

A.2.2 楼板

    A类:轻质楼板

    轻质楼板可带有安装在支承楼板搁栅下部的天花板。构造细节相当于上面所述轻质墙体。

    B类:轻质污工楼板

    单位面积质量 (10。士10) kg/m'的污工基层，一侧用抹灰密封。两层12. 5 mm石膏板衬贴层应安

装在置于坛工结构下面独立搁栅之下，空腔内应放置矿棉。下悬的轻质衬贴层的周边不应与永久结构

作刚性连结。或者，利用75 mm厚的矿棉将衬贴层“浮筑”于污工结构上。

    C类:重质混凝土结构

    厚度(120男o ') mm的匀质钢筋混凝土板(新建实验室建议采用 140 mm)符合ISO 140-8:1997对参

考楼板的要求 两层12. 5 mm石膏板的衬贴层宜安装在置于钢筋混凝土楼板下面搁栅之下，空腔内填

充矿棉。轻质悬挂衬贴层不应与永久结构作刚性连接。或者，利用75 mm厚的矿棉将衬贴层“浮筑”于

混凝土楼板之上。

    表A. I给出了可测计权隔声量 R-值高达 55 dB的C类墙体和楼板的实验室典型尸。、值。

表A. 1中的值仅为举例，不宜看作目标值

                    表 A. 1 测试C类墉体和楼板用的一些实验室丫m，:典型值

频率/Hz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传声途径 Ff, Fd和Df的刃二./dB 45 50 53 56 58.5 61 63. 5 66 68. 5

频率/Hz 800 1 ODO 1 250 1 600 2 000 2 500 3 150 4 000 5 000

传声途径 Ff,Fd和Df的充，/dB 71 73.5 76 78. 5 81 83. 5 86 88. 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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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窗和玻玻试件安装洞口的坡隙端

(以及所有侧向堵体构造)WARM, gill

B.1 通则

    填隙墙包括侧向墙体构件在内的按试件安装洞口面积计算而得的表观隔声量，在任一频率均应比

试件隔声量至少高6 dB。这可通过采用显著地降低试件部位传声的措施，然后测定其表观隔声量。此

值仅为测试目的之用，以R'二表示

B.2 推荐方法

    为了测量R',，推荐一种减少试件传声的方法，即在装有试件的洞口内再安装一层单位面积质量为

25 kg/m'的附加柔性层(例如覆有2 mm厚钢板的石膏板)，其周边应完全密封，在试件安装洞口处和填

隙墙面平齐，并用吸声材料填充在此层和试件之间的空腔内

B. 3 备选方法

    当上述方法不适用时，例如当试件和附加层之间出现共振时，可用下述所给备选方法来测量R'T.

    去掉试件，只用附加层来确定R',，此时在试件洞口原来安装试件处，安装一层翁于木屑板上的

1 mm厚铅板，并在附加层和木屑板之间的空腔内用吸声材料填充。两层填隙墙间的接缝(dill果存在的

话)不应被上述构造覆盖。

B.4 结果表述

    玻璃或窗的隔声量测量结果在此以R's表示，它的计算必须依照GB/T 19889. 3-2005的规定，所

用面积S为净测试洞口面积，同时要考虑到填隙墙的影响。这些R's值和上述构造或用等效方法测得

的表观隔声量R':相比较。如果差值大于或等于6 dB，但小于15 dB，则测量结果R'、应考虑侧向传声

的影响，计算值R、要作修正如下

                          R,=一10 lg(10"sna一10-Q'rim) dB .............................. ( B.1)

    式中:

    R,— 修正后的试件隔声量，单位为分贝(dB);

  rs— 试件装在测试洞口测得的隔声量，单位为分贝((dB) ;

  r:— 特殊构造装在洞口测得的隔声量，单位为分贝((dB),

    如果R'，和rT之间的差值在各频带均小于6 dB，则对应于6 dB差值的修正值最多为1. 3 dB。在

此情况下，R'4应在试验报告中给出，这样，可清楚地显示所报告的R、值是最小值。

    表B. 1给出了实验室测得窗和玻璃(在I Z50 mm X 1 500 mm的洞口内)的澎T典型值，所测肠

值可达45 dB.

    表B. 1中的数值仅是举例，不宜看作为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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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1 实验室测试窗和玻瑞的典型值叉r(在1 250 mm x 1 500 mm的洞口内)

频率/Hz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R'T/dB 35 40 42 47 50 52 54 56 58

频率/Hz 800 1 000 1 250 1 600 2 000 2 500 3 150 4 000 5 000

R‘丁/dB 60 62 63 65 67 68 70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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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测t玻 璃隔声的试件洞 口

    试件安装洞口的尺寸是1 250 mmX1 500 mm，试件洞口深(41。士10) mm，壁完覆以反射性面层。

    填隙墙要用密度至少为1 800 kg/m'的两层混凝土墙或抹灰砖砌墙建成。两墙体之间的空腔用矿

棉填充，并覆以密闭的反射性材料。

    图C. 1给出了安装玻璃的试件洞口的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的细部。

                                                                                                            单位 :mm

1— 矿物棉备

z— 声反射性弹性材料·;

3— 双层墙体;

4— 可压缩的密封材料;

5— 抹灰

    注意所用弹性材料不致增加两墙藕合而带来的侧向传声

                                图 C. 1 安装玻玻 的试件洞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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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对双层轻质板隔墙隔声测试洞口构架的规定要求

    对双层轻质板隔墙来说，其隔声量会受到墙板之间因跨越测试洞口构架带来振动传递的影响(测试

洞口试件和构架框见图D. 1)，这是受实验室测试洞口内安装条件和构架材料特性及尺寸等的影响。双

层墙体本身藕合结构之间的振动传递(例如共用或连体墙筋)属于特定墙体构造引起的问题，这类振动

传 递不属本部分考虑 的范 围

                                          1- 测试洞口构架框

                            图D. 1 测试洞口试件和构架框示意图

    为了改进不同实验室之间隔声量的再现性，构架的面密度(单位面积质量)应比双层隔墙最重一层

墙的面密度大许多倍。双层隔墙中最重一层墙的面密度与测试洞口构架的面密度之比应至少达到

1，6。构架的最小厚度(tL)和深度宜分别达到100 mm和200 mm。构架的密度应至少2 000 kg/m'，其

横截面的表面质量应大于450 kg/m'。此外，构架应具有如密实混凝土或污工类的均质结实构造。不

得采用与双层墙板相连接的木制或金属制的构架。

    图D. 2所示测试设施构架框和试件的面密度，可由密度P和厚度t分别按公式(D. 1)和(D. 2 )
算 出:

    j

阴 L之 PL LL (D. 1)

式 中:

  扒

  t, -

式 中:

测试设 施构架框的面密度 ;

测试设施构架框的密度;

测试设施 构架框构的厚度 。
    ，

m ，= p,t (D. 2)

。‘— 试件的面密度;

p} 试件的密度;

‘— 试件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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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试设施构架框;

2 测试中的试件;

z— 侧试设施构架的厚度;

z— 试件的厚度

图D.2 计算构件单位面积质t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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