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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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877《工业风机 标准实验室条件下风机声功率级的测定》的第1部分。GB/

T3487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混响室法;
———第3部分:包络面法;
———第4部分:声强法。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3347-1:2004《工业风机 标准实验室条件下风机声功率级的测定 第1部分:

通用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纳入了ISO13347-1:2004/Cor.1:2006的技术勘误内容,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

用垂直双线(‖)进行了标示;
———纳入了ISO13347-1:2004/Adm.1:2010修正案内容,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

直双线(‖)进行了标示;
———更改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
———更正了第3章引导语中引用文件的编号错误(由ISO3470更正为ISO3740);
———更正了第4章中引用的GB/T17697—2014中的章条号错误(由6.5更正为6.2);
———更正了第4章中引用的ISO13350:2015中的章条号错误(由第9章更正为第8章);
———第4章中增加了注;
———更正了7.2中引用的ISO13350:2015中的章条号错误(由第9章更正为第8章);
———7.2中增加了注;
———11.3中增加了注;
———删除了ISO13347-1:2004的 E.3中“以及在63Hz频段测试和确定额定值的相关问题

(E.10)”,因ISO13347-1:2004中无此内容,属于编辑性错误;
———删除了ISO13347-1:2004的E.4.3中Lpj的解释中的“根据6.2.1的程序”,因ISO13347-1:

2004和ISO13347-2:2004中均无6.2.1,属于编辑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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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风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三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中心(浙江)、苏州顶裕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双阳风机有限公司、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旭光、陈婷婷、戴美军、余培铨、徐洪海、张水华、董明伟、徐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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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通风机声功率级是衡量通风机性能的重要声学指标,本文件用于工业通风机声学性能的测定,也可

用于确定带附属装置风机的声学性能,属于风机在标准实验室条件下声功率测定的重要检测方法。虽

然国内有许多用于测量风机噪声的标准,但缺乏普适性,也不能同向进行比较。本文件的采用,在相同

测定方法标准条件下使我国的风机企业在产品质量的最终验收环节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GB/T34877旨在确立工业通风机声学性能的测定和在标准实验室条件下声功率测定的重要检测

方法,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确定通风机以及与辅助装置结合时的声学性能。
———第2部分:混响室法。目的在于确立采用混响室测定通风机声功率级的方法,仅适用于在标准

化的实验室条件下使用,由于现场测试增加了不确定性,所以不适用于现场测试。
———第3部分:包络面法。目的在于确立采用包络面法测定通风机声功率级的方法,明确了对于一

个成功试验所必要的实验室条件,但很少有现场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不适用于现场测量。
———第4部分:声强法。目的在于确立声强法测定通风机声功率级的方法,仅适用于为指定设置测

定空气声辐射,没有测量振动,也没有测定空气声辐射对振动效应的敏感性,实施测试的通风

机尺寸大小仅受到测试安装实践层面的限制。
本文件将有助于我国通风机行业及相关领域更好地理解、实施标准中的相关技术要求,提高通风机

行业的整体声学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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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风机 标准实验室条件下风机
声功率级的测定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通风机声学性能的测定。
本文件适用于测定通风机及其辅助装置作为组件时的声学性能,这些辅助装置有屋顶风机的风帽、

风阀或通风机所用消声器等,此时得到的是通风机与辅助装置组件的声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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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7697—2014 声学 风机和其他通风设备辐射入管道的声功率测定 管道法(ISO5136:

2003,IDT)
ISO266 声学 优选频率(Acoustics—Preferredfrequencies)
ISO10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SIunitsandrecommendationsfortheuseoftheirmultiplesand

ofcertainotherunits)
ISO3740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基础标准使用指南(Acoustics—Determinationof

soundpowerlevelsofnoisesources—Guidelinesfortheuseofbasicstandards)
  注:GB/T14367—2006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基础标准使用指南(ISO3740:2000,MOD)

ISO3741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混响室精密法(Acoustics—Determi-
nationofsoundpowerlevelsandsoundenergylevelsofnoisesourcesusingsoundpressure—Preci-
sionmethodsforreverberationtestrooms)
  注:GB/T6881.1—2002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混响室精密法(idtISO3741:1999)

ISO3742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离散频率和窄带声源的混响室精密法(Acoustics—
Determinationofsoundpowerlevelsofnoisesources—Precision methodsfordiscrete-frequency
andnarrow-bandsourcesinreverberationrooms)

ISO3743-1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混响场内小型可移动声源工程法 
第1部分:硬壁测试室比较法(Acoustics—Determinationofsoundpowerlevelsandsoundenergy
levelsofnoisesourcesusingsoundpressure—Engineeringmethodsforsmallmovablesourcesinre-
verberantfields—Part1:Comparisonmethodforahard-walledtestroom)
  注:GB/T6881.2—2017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混响场内小型可移动声源工程法 第1

部分:硬壁测试室比较法(ISO3741-1:2010,IDT)

ISO3743-2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混响场中小型可移动声源工程法 第2部分:
专用混响测试室法(Acoustics—Determinationofsoundpowerlevelsofnoisesourcesusingsound
pressure—Engineeringmethodsforsmall,movablesourcesinreverberantfields—Part2:Methods
forspecialreverberationtestrooms)
  注:GB/T6881.3—2002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混响场中小型可移动声源工程法 第2部分:专用

混响测试室法(idtISO3741-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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