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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9889《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的第7部分。GB/T19889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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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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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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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部分:小建筑构件空气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第14部分:特殊现场测量导则;
———第18部分:建筑构件雨噪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本文件代替GB/T19889.7—2005《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7部分:楼板撞击声隔声

的现场测量》,部分代替GB/T19889.14—2010《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14部分:特殊现

场测量导则》,与GB/T19889.7—200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扩展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5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以橡胶球作为撞击源,测量和评估重而软的撞击声隔声的方法(见第1章~第7章、第

10章~第14章、A.2);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明确了操作人员在测量期间可出现在房间中,并阐明如何使用手持式传声器或声级计测量声

场(见第6章、7.3.1、7.5、7.7.3、9.1、10.1);
———删除了以倍频程的测量频带宽度测量隔声的方法(见2005年版的附录B);
———增加了小房间低频测量程序(见第8章~第10章,2005年版的附录C);
———增加了“用于混响时间测量的扬声器要求”的附录(见附录B);
———将GB/T19889.14—2010中涉及撞击声隔声测量的特殊现场测量导则纳入了本文件(见第1

章,附录C~附录E)。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6283-2:2020《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的现场测量 第2部分:撞击声

隔声》。
本文件与ISO16283-2: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将四种手动扫测路径由2级条文改为7.5.4下的3级条文(见7.5.4.1~7.5.4.4);
———附录C、附录D、附录E和附录F分别对应ISO16283-2:2020中的附录D、附录E、附录F和附

录C。
本文件与ISO16283-2:2020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方便国内使用,调整的情况集中

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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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241代替了IEC61260(所有部分)(见4.1、4.3);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785.1代替了IEC61672-1(见4.1、4.3);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5173代替了IEC60942(见4.2);
● 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7312代替了IEC61183(见4.3);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889.2代替了ISO12999-1(见第13章);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079代替了ISO18233(见第6章、10.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6075.2代替了ISO3382-2(见4.1、10.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7025代替了ISO/IEC17025(见4.3)。

———删除了声压级测量设备的“0级”要求,因GB/T3785.1以及IEC61672-1中已经没有“0级”
(见4.1)。

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文件名称,以与 GB/T19889的其他部分协调统一;
———“范围”一章中进一步明确了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将说明ISO和IEC标准术语数据库网址的条文改为注(见第3章);
———增加了对公式(12)中基准声压p0的解释(见7.8.2);
———修改了部分公式下对公式内符号的解释(见7.8.1、7.8.3);
———更正了附录E中符号说明的编辑性错误(见E.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南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清

华大学、江苏省建工建材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第七九七音

响股份有限公司、中孚泰文化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紫微恒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凯博万千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启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声望声电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爱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

安特声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泛德声学工程有限公司、南京绿色健康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傅秀章、谭华、吕亚东、张三明、薛晓艳、雷爱国、王海生、宋鸣、罗泽红、陈显华、

刘海滨、周金丽、吴群力、熊文波、阮文富、任百吉、闵鹤群、李永辉、林杰、徐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5年首次发布为GB/T19889.7—200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并入了GB/T19889.14—2010中涉及撞击声隔声测量的导则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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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筑隔声测量国际标准ISO140(所有部分)《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已进行修订并更改

了标准编号和标准名称。其中,原涉及实验室隔声测量的相关部分的标准编号和标准名称改为

ISO10140(所有部分)《声学 建筑构件隔声实验室测量》,共分五个部分;原涉及现场测量的相关部分

的标准编号和标准名称改为ISO16283(所有部分)《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现场测量》,共分三个

部分;原涉及隔声测量不确定度的第2部分的标准编号和标准名称改为ISO12999-1《声学 建筑声学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和应用 第1部分:隔声》。GB/T19889(所有部分)《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

测量》(第一版)是采用国际标准ISO140转化的我国标准,我国对该系列隔声测量标准的修订仍将沿用

GB/T19889的标准编号。

GB/T19889《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是我国隔声测量的基础方法标准,旨在规范和指导

我国建筑和建筑构件的隔声测量,GB/T19889(第一版)的各部分正在或即将进行采标修订,修订后拟

由九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实验室测试设施和设备的要求。对应ISO10140-5。目的在于提供设计、建造和鉴

定隔声测量实验室测试设施、附加装置和测量仪器设备所需的详细信息。
———第2部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应用。对应ISO12999-1。目的在于提供建筑隔声测量中测量

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
———第3部分:空气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对应ISO10140-2。目的在于提供实验室测量建筑构件

空气声隔声的一般测量程序。
———第4部分: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对应ISO16283-1。目的在于提供建筑物中两个房间之间

的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方法。
———第5部分: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对应ISO16283-3。目的在于提供建筑物

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方法。
———第6部分:撞击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对应ISO10140-3。目的在于提供实验室测量楼板构件

撞击声隔声的一般测量程序。
———第7部分:撞击声隔声的现场测量。对应ISO16283-2。目的在于提供建筑物撞击声隔声的现

场测量方法。
———第8部分:特定产品的应用规则。对应ISO10140-1。目的在于给出实验室测量特定构件和产

品隔声的适宜测试程序,包括试件准备、安装、操作和测试条件等具体要求。
———第9部分:实验室测量程序和要求。对应ISO10140-4。目的在于提供实验室测量建筑构件空

气声隔声和撞击声隔声的基本测量技术和测试流程。
本文件为建筑物撞击声隔声现场测量的方法标准,测量时用于激励间壁辐射撞击噪声的撞击源,包

括撞击器和橡胶球,但这两种撞击源并不能完全代表建筑物楼板或楼梯上所有可能的实际撞击类型。
撞击器用于评估各种轻而硬的撞击,例如来自穿着硬跟鞋走路者的脚步或掉落物体的撞击。由

GB/T50121或ISO717-1中的评价方法计算单值评价量,这类单值评价量将使用撞击器测量的撞击声

隔声与住宅建筑楼板或楼梯上通常发生的撞击的主观评价建立了联系。以撞击器作为撞击源也用于按

ISO12354-2进行撞击声隔声的预测。因此,在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相关撞击声隔声的规范中,要求使用

撞击器作为撞击源进行测量。
橡胶球用于评估重而软的撞击,例如来自赤脚行走者或儿童跳跃的撞击,从而根据“快挡”最大声压

级来量化与对人产生干扰相关的绝对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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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7部分:撞击声隔声的现场测量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使用撞击源在建筑物的楼板或楼梯上撞击,通过测量声压级来测定房间撞击声隔声

性能的现场测量方法、测试设备、测量步骤、测量位置、结果表达和测试报告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容积为10m3~250m3的房间中50Hz~5000Hz频率范围内撞击声隔声性能的测

量,测量结果适用于量化、评估和比较房间的撞击声隔声性能,无论室内有无家具陈设、是否为扩散声场

均适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241 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GB/T3241—2010,IEC61260:1995,MOD)

GB/T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GB/T3785.1—2010,IEC61672-1:2002,IDT)

GB/T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GB/T15173—2010,IEC60942:2003,IDT)

GB/T17312 声级计的无规入射和扩散场校准(GB/T17312—1998,eqvIEC61183:1994)

GB/T19889.2 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2部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应用

(GB/T19889.2—2022,ISO12999-1:2020,MOD)

GB/T25079 声 学  建 筑 声 学 和 室 内 声 学 中 新 测 量 方 法 的 应 用  MLS 和 SS 方 法

(GB/T25079—2010,ISO18233:2006,IDT)

GB/T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27025—2019,ISO/IEC17025:2017,IDT)

GB/T36075.2 声学 室内声学参量测量 第2部分:普通房间混响时间(GB/T36075.2—2018,

ISO3382-2:2008,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ISO和IEC标准术语数据库网址如下: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s://www.iso.org/obp
———IEC电子平台:http://www.electropedia.org/

3.1
室内平均撞击声压级 energy-averageimpactsoundpressurelevelinaroom
Li

以撞击器为撞击源,室内声压平方的空间和时间的平均值与基准声压平方之比取以10为底的对数

乘以10,空间平均是指房间边界近场辐射影响可忽略的房间中央区域的平均。
注:Li以分贝(dB)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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