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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中雅机电实业有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同济大学、

南京大学、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长沙奥邦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

院、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方庆川、陈克安、程明昆、李晓东、吕亚东、毛东兴、俞悟周、邱小军、张斌、李孝宽、

蒋伟康、莫建炎、何龙标、周裕德、祝文英、谭华、李志远、张林、李晓东、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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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待测消声器整机几何尺寸过大,无法依据GB/T25516—2010在常规试验台进行消声器声学性

能和空气动力性能测量时,GB/T25516—2010规范性附录E中给出了采用较小宽度和高度的消声器

模型进行测试的要求。本标准以GB/T25516—2010附录E中给出的方法为依据,对采用该方法进行

测量的模型选定准则进行了详细规定,并补充给出了对较长消声器采用局部长度进行测量,通过计算推

定待测消声器整机声学性能和空气动力性能的过程,获得等效测定结果的方法。本标准适用于不能按

照GB/T25516—2010直接测量的大型单元并排式阻性消声器传声损失、气流再生噪声和全压损失系

数的测定。

GB/T25516—2010规范性附录E中,以片式消声器为例,给出了消声器断面尺寸超出测试台测量

的尺寸限定范围时将并排吸声体式消声器在断面上分割成小模块的示例和简单说明。本标准对大型并

排式阻性消声器的示例进行了扩充和完善,包括了片式、阵列式、蜂窝式等,明确规定了这些类型大型并

排式消声器用于实验室测量的测量单元的分割方法和规则。本标准中给出的分割规则,与 GB/T
25516—2010附录E中的分割示例一致。

按照GB/T20431—2006,本标准定义的单元并排式阻性消声器的全压损失系数可分解为局部阻

力系数和沿程摩擦阻力系数,其中局部阻力系数与长度无关,而沿程摩擦阻力系数与长度成正比。传声

损失可分解为不连续衰减和传播损失,其中不连续衰减与长度无关,传播损失与长度成正比。在实验室

测量断面参数完全相同但长度不等的两台单元并排式消声器,通过对局部阻力系数和沿程摩擦阻力系

数、不连续衰减和传播损失分别进行测量,可推算得到实际长度大于实测试件长度的待测消声器的性能

参数,获得单元并排式消声器的传声损失、气流再生噪声和全压损失系数的等效测定结果。

  注:建议待测消声器的长度不大于实测试件长度的3倍,两者长度相差越大,计算得到的结果误差也越大。

本标准附录A(规范性附录)将本标准的部分术语和定义加以图示说明,以便理解。
本标准附录B(资料性附录)根据单元并排式消声器的声学和空气动力学原理,通过测量两台断面

相近(吸声体断面相同、净通流面积相近)的单元并排式消声器的传声损失、气流再生噪声和全压损失系

数,确定实际长度以及在一定范围内的任意通流比例的单元并排式消声器的传声损失、气流再生噪声和

全压损失系数,可为相关噪声控制工程项目的设计和验收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方法。供使用者参考。
本标准附录C(资料性附录)给出了按照本标准对大型单元并排式阻性消声器进行测定的一个

例子。
本标准附录D(资料性附录)给出了按照附录B的方法对通流比变化的单元并排式消声器性能进行

确定的例子。
本标准的实验室条件、实验仪器设备和实验流程与GB/T25516—2010的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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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 单元并排式阻性消声器传声损失、
气流再生噪声和全压损失系数的测定

等效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元并排式阻性消声器测量单元的确定方法以及按照GB/T25516—2010对测量单

元进行测量的结果,推导计算待测消声器整机的传声损失、气流再生噪声和全压损失系数的方法。测量

单元的实验室测量参数包括:
———有气流和无气流状态下的传声损失;
———有气流和无气流状态下的不连续衰减;
———有气流和无气流状态下的传播损失;
———气流再生噪声声功率级;
———有气流通过时的全压损失;
———全压损失系数;
———出入口局部压力损失系数;
———摩擦压力损失系数;
———入口端形状因数;
———出口端形状因数;
———吸声体表面摩擦因数。
本标准适用于满足本标准定义的所有类型的单元并排式阻性消声器,包括应用在通风和空调系统、

燃气的进气和废气排气系统以及其他类似系统的,待测消声器整机由于几何尺寸过大不能在常规实验

室进行整机测量的大型消声器。本标准适用于常规环境温度、大气压力条件下实验室的测量。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标准指称的消声器均为阻性消声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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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431—2006 声学 消声器噪声控制指南

GB/T25516—2010 声学 管道消声器和空调末端装置的实验室测量方法 插入损失、气流再生

噪声和全压损失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本单元 basicunit
由大型消声器的断面特征分割而成,尺寸和形状完全一致的最小消声器模块。

  注1:采用该模块,通过并排组合的方式,能够完整复原大(尺寸)型消声器的断面特征。

  注2:典型基本单元断面图如附录A的图A.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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