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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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1311《声学 描述船舶水下噪声的量及其测量方法》的第1部分。GB/T41311已经

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用于比对目的的深水精密测量要求。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7208-1:2016《水声 描述船舶水下噪声的量及其测量方法 第1部分:用

于比对目的的深水精密测量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修改了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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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

学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庞业珍、陈毅、吴文伟、莫喜平、莫世奇、马力、陈鸿洋、刘玉财、刘进、纪京召、

孙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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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制定,为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级的量化和鉴定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测量方法。该方法测量

了某个特定舷位(波束)方向上一个扇区的平均值。它提高了被测航行船只噪声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本

文件为用户提供了必要的测量方法,以便将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级与其他人制定的限值或合同规定值进

行比对。

2000年以来,减少各种类型的船舶排放,尤其是压舱水和发动机排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本

文件的制定,是为了响应国际社会对水下噪声及其对海洋动物影响而日益增长的关注。过高的水下噪

声可能会影响海洋动物的导航、通信和寻找食物等各种关键生命功能的发挥。因此,目前在打桩、管道

铺设和石油勘探等水下工程对环境影响的说明中增加了水下噪声影响的评估。
本文件主要关注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精密测量。
描述船舶水下噪声的量及其测量方法内容较多,拟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用于比对目的的深水精密测量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在深水条件下进行船舶水下辐

射噪声测量的通用测量系统、测量步骤和测量方法。
———第2部分:深水测量条件下的声源级确定。目的在于规定依据第1部分所要求的测量系统、测

量步骤和测量方法在深水条件下中测量获得的辐射噪声级换算自由场单极子声源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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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 描述船舶水下噪声的量及其
测量方法 第1部分:用于比对目的的

深水精密测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指定操作条件下,进行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的通用测量系统、测量步骤和测量方

法。本文件并不规定水下噪声限值或为其提供指南,也不阐述水下噪声对海洋生物的潜在影响。
测量量值的结果以均方根声压级(SPL)给出,因此,可等同使用在船舶水下远场测得的声压级或

SPL,并归一化至1m距离处后,以1/3倍频程带宽给出的测量结果(见4.3)。本文件中,这些测量结果

用“辐射噪声级”表示。声压级是在几何远场中进行测量的,然后归一化至1m距离处,以便与相应的

水下噪声限值进行比对。
本文件适用于航行中的各种水面载人或无人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测量,但不适用于潜艇或飞机。

测量方法对船舶的大小没有固定的限制,但要求船舶航行速度不超过25.7m/s(即50kn)。
测量方法对劳埃德镜像干涉效应起到了平滑作用,但并没有消除海底反射、海水折射与吸收等传播

效应的影响。对这些效应,本文件没有给出特定的计算修正。本文件没有要求固定的测量地点,但对测

量地点的选择提出了具体要求。
本文件所述方法的预期用途有:与合同限值要求进行比对、同型船舶比较、线谱特征评估,以及研

发。潜在用户包括政府机构、科考船运营商及商船船东。
使用从这种确定船舶源级的测量方法获得的数据来开展远场噪声预报,例如满足大多数环境影响

研究或创建水下噪声等值线图所需,需要额外的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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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8405 水声 名词术语(Underwateracoustics—Terminology)

IEC60565 水声 水听器 0.01Hz~1MHz频率范围的校准(Underwateracoustics—Hydro-
phones—Calibrationinthefrequencyrange0.01Hzto1MHz)

IEC61260 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Electroacoustics—Octave-bandandfractional-
octave-band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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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ISO184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背景噪声 backgroundnoise
除被测量船舶之外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噪声源产生的噪声,包括测量的自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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