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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应主
l=I 

第 182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住宅建筑室内振动限值及其测量

方法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住宅建筑室内振动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为国家

标准．编号为 GB/T 50355 2018. 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原｜主l家标准《住宅建筑室内振动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GB/T

50355 2005 同时废止。

＊；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cl go飞 en)

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巾同建筑L~lt1

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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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5 年 T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l》（建标［2014] 189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叫际

标准和｜同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 l 总则： 2 术语和l代号： 3 振动及

其结构噪声限值； 4 测量方法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l 增加了振动引起的结构噪

声限值和测量方法的内容； 2 增加了住宅建筑室内振动的单值计

权评价量及其限值； 3 采用了新的振动计权网络。

本标准民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付1 巾同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 r11罔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政编码： 100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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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规范住宅建筑室内振动及其结构噪声限但与测量方法，

并为住宅建筑室内振动与结构噪声控制提供依据，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住宅建筑室内振动及其结构曝卢的测量。

1. o. 3 本标准规定的住宅建筑室内振动单值评价 l1k应为 Z 振

级；分频振动测量评价量应为 1 /:3 俏频程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

频率尼用应为 lHz～80Hz；振动引起的结构噪声评价击r;iz 为 1 /l 

俏顿程等效声级，频率｛ff.罔应为 31. ;:JHz~ 2;:JOHz" 

1. 0 ....住宅建筑室内振动及其结构噪卢的测量，除应执行本标

准外，尚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代号

2. 1 术语

2. 1. 1 振动加速度级 vibration acceleration level 

加速度与基准加速度之比的以］（）为底的对数乘以 20. 基准

加速度取 l × 10 ,; m/s~ ， 

2. I. 2 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 plumb vibration acceleration level 

垂直于水平面的振动加速度级。

2.1.3 1/3 倍！归程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 1/3 oct日vc plumb vi 

bration acceleration level 

将测得的知垂向振动加速度级用 1/3 倍频程滤波器进行频i普

分析．得到的分频振动加速度级。

2.1. 4 振动级 weighted vibration level 

按规定的频率计权曲线对振动加速度级计权修正后得到的单

值评价量．又称计权振动级。

2. 1. 5 Z 振级 weighted plumb vibration level 

垂直于水平面的振动级，又称计权 Z 振级。

2. I. 6 结构噪声 structure-borne noise 

建筑中经过建筑结构传播而来的振动引起的噪声。

2.2 代 口
可

VAL－振动加速度级；

VALc一－斩垂向振动力日速度级；

VALZ<飞.r 『t1心频率为 fCHz）的 1/3 倍频程铅垂向振动加速

度级等效值；

VALz""' 
度级最大值；

2 



VL 二振动级z

VLz一 Z 振级；

VLz叫一－z 振级等效值；

V:, Zn＂＂一一－ z 振级最大值；

l叫·／一一←巾心频率为 f<Hz ） 的情频程等效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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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振动及其结构噪声限值

3. 0. I 住宅建筑室内 Z 振级限｛自应符合表：｛. 0. 1 的现定。

表 3. 0.1 住宅建筑室内 Z振级限值（dB)

房 fi1J r, I司； iijH~i等级 A>t 段 l捉值

怜［＇11) 73 
一级

｛侄 fi1J 70 
｜叶’4~

Ii: f11J 78 

二级

｛~ f11J /,) 

生且 今天 7:; 
JJ;l,li宅（厅｝

二级 今天 78 

3.0.2 住宅建筑室内各 1/3 倍，频程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限值应

符合表 3. 。.2 的规定。

表 3.0.2 住宅建筑室内各 1/3 倍频程铅垂向

振动加速度级限值（dB)

！母归l l坝值 I ':l 倍it~！ n ＇＇＇心频率，

7i 仿、
llH豆

等级 IHz I.25Hz I.Gllz2Hz2.'iHz :l. LiHz 4Hz 二 Hz G. :iHz Kl lz 

』H11J 7<i 76 76 75 71 72 711 70 70 70 
一级

仪｜问 1:l 7:l 72 69 67 67 67 
卧室

怜fill 81 81 81 80 79 II ”1.) 10 7c, 

•-------- 
二级

l~I可 78 78 78 77 76 72 72 72 72 

起居室 全天 一级 76 76 76 7S 72 70 70 70 70 

（厅） 全天 二级 81 81 81 80 79 II /5 75 7'J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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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0.2

房间 限值 1/3 倍频程中心频率

名称
时段

等级 IOHz 12. 旧z 16Hz 20Hz 25Hzl:ll. 51-lzl!OHz SOHz 631-lz 801-lz 

昼faJ 70 71 72 7·1 76 78 日（） 82 85 88 

一 一级
夜间 67 68 6~） 71 73 7S II 82 8:) 

卧室
昼问 75 76 77 79 81 83 Ki 日7 90 !J:l 

一 二级
夜间 72 73 76 78 80 82 81 87 90 

起民军 全天 一级 70 71 72 7fi 78 80 82 8'i 88 

（盯） 全天 二级 7二 76 77 79 81 83 8:i 87 {}() 93 

3.0.3 住宅建筑室内结构噪声限值应符合表 3. 0. 3 的现定。

表 3. 0.3 住宅建筑室内结构噪声限值（dB)

I 'lj商店面程中心1师！＇非
f:iil\1］名称 时段 限｛良等级

:;]. 'il-lz li:ll-lz 1251-lz 2SOHz 

一级 76 
昼间

二级 7!l 
目卡言f

－级 69 
｛主｜词

：级

起居空 －级 76 
全天

（厅） 二级 79 

3.0.4 限值适用范围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I 一级限｛直应为适宜达到的限值；

2 二级限值应为不得超过的限值。

48 :l!J 

“:t 52 11 

39 :10 

．、 i :J7 

'i!J 18 :J!I 

6:1 'i2 11 

3.0.S 昼间对应时间段应为 06: 00~ 22 : 00，夜间对应时间段

应为 22: 00~ 06: 00；或宜符合吁地人民政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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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方法

4. I 测量仪器

4. I. I 振动测量系统性能应符合现行间家标准《人体对振动

的响！但 测量仪器》（~8/T 2:)716 的现定．并应具有 wk ii·权

网络。

4. I. 2 测量结构噪卢的声学i9！~ fit仪器性能应符合现行｜叫家标准

《 i包卢学声级 ii· 第 l 部分：现也》 c;B/T 378:i. 1 1j1 1 级积分

平均卢级汁的规定。

4. 1. 3 振动及卢学测量仪器均！但具有频谱分析功能．仪器滤

i皮器应符什现行国家标准《仍叨：程和分数俏切！程滤 j皮器》

GB/T J2·l l 小 l 级滤波器的现定．应能测量『，，心！烦率 l Hz ~ 
SO Hz 的 1 ／：｛俏频程振动加边皮级．巾，毛频率；31. :i Hz ~ 2SOHz 

的 1 I [ 1市顺程声压级或巾心频率 2::iHz～ :3l::iHz 的 1 /:3 倍顿粗

声斥级。

4. I. 4 振功校准器！主符介现行｜司家标准《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现rj li;｛：仪器》 GB/T 2:371G 的规定．卢校 lfj: 器应符合现f r r l<J 家
标准《电卢学声’校准器》 GBiT l:il7:3 巾 l 级卢校准器的

规定。

4. I. 5 测量仪器应经计量合格，并向在有效期内使用。

4.2 测量评价量

4. 2. I 应根据振动类型采用不同的评价量测量与评价 Z 振级

CVLz ）。冲击振动、城市轨道交通振动以及铁路交通振动测量评

价量应采用 Z 振级最大值（VLz，，，，＂）；真他类型振动）y!rj 量评价量

应采用 Z振级等效值 cVLz..＂）。

4. 2. 2 应根据振动类型采用不同的评价量测量与评价中心频率

6 



lHz~ SO Hz 的 1/3 倍频程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 CVALz. 1 ）。冲

击振动、城市轨道交通振动以及铁路交通振动测量评价量应采用

1/3 倍频程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最大值（VALznuox. ／）；其他类型

振动测量评价量应采用 1/3 倍频程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等效值

<VLz.e,,.1 ）。

4. 2.3 结构噪tf-i测量评价量应采用小心频率 31. 5Hz～250Hz 的

1/1 倍频程等效卢级（ L"•·I ）。

4.3 测量要求

4.3.1 测量应分别在昼间、夜间进行．且应在受振动和结构

噪声影响最大时段i9!1J 量。测量过程中，振源应保持正常工作

状态．且其他环境因素不应对振动和结构噪声测量产生

干扰。

4.3.2 振动测量测点选择和拾振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面积不大于 20旷的房间，应至少选取 1 个测点．测

点应选在人员主要活动区域地面振动敏感位置，当振动敏感位置

无法确定时， i则点直选在室内地面中央；

2 对面积大于 20m＇的房间．应至少选取 3 个测点，测点

应选在人员主要活动区域地面振动敏感位置，吁振动敏感位置无

法确定时．测点应在室内地面均匀分布；

3 测量拾振器应安装在平坦、坚实的地面上．且应安装

牢同；

4 测量抽振器不得置于地毯、地胶等松软或弹性地

面上；

5 拾振器灵敏度主轴方向应为铅垂向。

4.3.3 以振动最大值为测量评价量的振动测量应符合F列

规定：

I 每小时冲击次数不超过 2 次的｛rj1击振动，应至少测量

2 次振动事件；每小时冲击次数超过 2 次的冲击振动．应至少测

量 5 次振动事件：

7 



2 轨道交通引起的振动．应至少测量 5 次振动事件。

4.3.4 结构噪声测点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面积不大于 20旷的房间，应至少选取 1 个测点．测

点应选在结构噪声敏感位置．当结构噪声敏感位置无法确定时，

可选在房间中央；

2 对面积大于 20旷的房间．应至少选取 3 个测点，测点

应选在结构噪声敏感位置，当结构噪声敏感位置无法确定时，测

点应均匀分布；

3 测点距J也面高度应为 1. 2m~ 1. 6m；距房间墙壁距离不

应小于 0. 5m; 

4 测点周用 0. 5m 内不应有声反射物，各测点之间距离不

应小于 1. 5mo 

4.3. 5 测量时. i9!1J点所在房间门窗应紧闭，测量房间所在套型

外门窗应紧闭。

4.4 现lj 量方法

4. 4.1 测量仪器应校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振动测量前应使用振动校准器对振动测量仪器校准，测

量结束后再检查一次，两次示值相差不应大于 0. 5dB，当示值相

差大于 0. 5dB 时测量应记为无效；

2 噪声测量前$.使用声校准器对卢学测量仪器 lkHz 的灵

敏度进行校准．测量结束后再检查一次．两次示值相差不应大于

0. 5dB. 当示值相差大于 0.5dB 时测量1~7.ic.为无效；

3 噪声测量前应检查声学测量仪器的频率响应，用声

校准器在 250Hz 检查．此频率下的示值与声校准器标称值相

差不应大于 o. 5dB，当示值相差大于 0.5dB 时测量应记为

无效。

4. 4. 2 对 Z振级等效值 CVL1,,1 ）测量应按测量要求选择测点并

布置拾振器．且应将iW~振仪设置为 wk 频率计权，直接读取 Z振

级等效值 CVLz"1 ），测量总时长不应少于 lm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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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对 Z振级最大值 CVLzrm.x ）测量，应按测量要求选择测

点并布置拾振器，且应将测振仪设置为 wk 频率计权，指数平均

时间常数应设为 lso 测量时长应覆盖→个完整振动周期，直接

读取 Z振级最大值 CVLlirnx ） 。

4.4. 4 对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等效值 CVALz..,,.1 ）测量，应将

测振仪置于频谱分析功能，并应同时i卖取中心频率 lHz～ 80Hz

所有频率的 1/3 倍频程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等效值 CVALl,.,.1 ） 。

测量总时长不应少于 lmino

4. 4.5 对铅垂向振动力日速度级最大值 CVALz盯＇

测振仪置于频谱分析功能’指数平均时间常数应设为 ls，并应

i卖取整个振动事f守e过程中心频5丰·~ lHz～－ 80Hz 所有频率的 1/3 1 古
频程铅垂向振动b日速度级最大值 CVALli阳＂

一个完整振动周期。

4.4.6 结构噪声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 Z振级等效值 CVLz.叫）进行振动评价时，振动

引起的结构噪卢测量应与振动同步测量，声级计应置于频i昔分析

功能，积分时间应与测量振动的职分时间相同，应同时读取中心

频率为 31. 5Hz 、 63Hz 、 125Hz 、 250Hz 的 1/1 倍颇程等效声级

(J,”I· I ）。

2 当采用 Z 振级最大值（川，LJW•X ）进行振动评价时，振

动引起的结构噪声应与振动同步测量。声级计应置于频谱分

析功能．记录每个振动过程中的噪卢事件。应找出最大 A 声

级、第一次到达最大 A 声级以下 lOdB 时对应的起始时fEi] ，，、

最后到达最大 A 声级以下 l OdB 时对应的终止时间 f2 ’并应

计算 f 1 至 f 2 时间段内，中心频率为 31. 5 Hz 、 63Hz 、

125 Hz 、 250Hz 的 1/1 f音频程等效声－级 CL《吨

声级与背景噪声差值小于 lOdB 时，可采用某一中心频率卢

j王级做为噪声事件过程的判断依据，判断方法应与采用最大

A 声级时相同。

4.4. 7 结构噪声测量时．应在同一测点测量背景噪声。测量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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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噪卢时，应在振动源、关闭或振动源停止振动时进行。

4.5 数据处理

4. 5.1 对以等效值为测量评价茧的振动i~！Jj 量．可 fll测量一次时

l乏不小子 lmin 的等效值，或测 i过多个短时间等效值．应按最不

平！J原则确定；当以振动最大值作为测量评价量的振动测量时，应

分别记录句个独立振动事件的振动最大倪。

4.5.2 振动引起的结构噪卢测量应与振功同步测址，可仅i则是

一次时K不小于 lmin 的等效但．或测 i过多个短时间的等效｛ι

应按最不利原则确定；当采用最大值进行振动评价fl•t. 振动111 起

的结构噪声测量应分别记录句个弛立振动试件引赳的结构噪j-h"等

效恒。

4. 5. 3 当被测房间内仅选取 1 个测点时．在同一测点测得的多

次振动或结构噪卢测量结果应分别计算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评

价量。

4.5.4 当被拍！Jj房间内选有多个iY!IJ点时．应对勾个测点测得的多

次振动或结构噪声测量结果分别if·算算术平均值．并应以各测点

算术平均值巾的最大值作为测量评价量。

4. 5. 5 应以 Z振级最大值 CVLznm ）、铅垂向振动hai宝度级最大

｛直 CVALz，【＇＂

的测量结果修正值应符合表 4. s. 5 的规定。

表 4.5. 5 对不同振源类型的测量结果修正值

修正伯（ dill
振源类 1＼~

昼 j'i!J f茸间

每日发生几次 ]() 

冲£振动

频发 ‘> 。

城市轨道交通振动 L> 。

10 



续去 4. 5. 5 

修正｛在 cum
振源类型

4是 Ii可 1坦问

重载货运线路

铁路交通振动

其他线路 ‘ J 

"'· s. 6 当各频带结构噪卢测量{fi与相向！顷带背景噪声的是值不

小于 3clB rH. 应进行背景噪声修正．背景噪声修正值山符合表

4. :i. 6 的规定。吁各！烦带结构噪卢i~）lj量的与相应顺带’背景噪声的

差(j'i小于 3clB 时. 1；.：；：按→：－！dB 修正．并 l~i. (E修正结果前｝Jll “〈”

符号．且应！如l带不应做超标判定。

!:::fl’[( dB) 

修」E(1'i ( dHl 

表＂· s. 6 背景噪声修正值

、
，、

4.6 测量记录

4.6.1 测量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G~ 9 

1 日期、时间、地点及测量单位、人员；

2 仪器型号、编号及其校111'记录；

3 测量依据标准；

4 振源、类型及运行了－况说明：

s 测量项目及测定结果；
6 测量位置图：

7 其他应记录事工页。

111f*.UI_ 

() 

4. 6. 2 住宅建筑室内振动测量记录应符合表 4. 6. 2 的规定。

4.6.3 住宅建筑室内振动引起的结构噪声测量记录应符合

表 4. 6.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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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幅畸
表 ~.6.2 住宅建筑室内振动测量记录

队。

测告土地点 房间名称

测量日期 测放人员

振动类别
拍1!1］最i于

价撞
测点

测量仪器及编号 测量前
位置

校准
图示

测量依据标准 记录 测量后

振源名称及运行［况

测量时环境状况

I ;:J 俏频程中心频率铅垂向振动加速度级（ d8J

序号 测量时间 I. 25 l. 6 2 2. 5 3. 15 4 5 6. 3 8 10 12. ') JG 20 25 31. 5 40 50 63 80 Z振级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Hz 

2 

3 

4 

:, 

·.. 

处理结果

检验饥构名称·



表 4.6.3 住宅建筑室内振动引起的结构噪声测量记录

测量地点 房间名称

ij11] l量 H 却1 测量人员

价i扮依据标准 校准 i则挝前
测点

i已录
位置

视1］挝仪器及编号 洲最后
内！示

振源名称及运行T令况

测量时环境状况

I/I f吉频程等效声级＜dBl

序号 测量；时间
川. SHz 63Hz 125Hz 250Hz 

测结俏
背景 纺构

i~U最值
背景 结构

测量值
背景 结构

测盐｛自
背景 结构

H最卢 目最pi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卢 噪卢f 唤卢1

2 

3 

‘’ >

·.. 

处理结果

检验机构名称·
h『

弘3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2611404411

50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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