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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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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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889.2—2005《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2部分:数据精密度的确

定、验证和应用》,与GB/T19889.2—200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5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GUM法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方法(见第4章、附录C);
———更改了用实验室间比对测量结果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方法(见第5章,2005年版的第4章和

第5章);
———更改了实验室间比对测量结果测量不确定度的表达参量,由“重复率和再现率”改为“复现性标

准偏差、原位标准偏差和重复性标准偏差”(见5.2和第7章,2005年版的第4章和第5章);
———增加了单值评价量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见第6章);
———增加了典型测量的标准不确定度,删除了隔声测量的精密度、单值量的重复率和再现率(见第

7章,2005年版的附录A和附录B);
———增加了测量不确定度的应用,删除了重复率和再现率的应用(见第8章,2005年版的第6章)。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2999-1:2020《声学 建筑声学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和应用 第1部分:隔

声》。
本文件与ISO12999-1: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附录A、附录B和附录C分别对应ISO12999-1:2020中的附录C、附录A和附录B。
本文件与ISO12999-1:202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在“范围”中增加了本文件的适用范围,以明确使用界限,并符合我国标准起草规则。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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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3章的术语和定义,按 GB/T6379.1和 GB/T27418中的表述进行了适当修改(见3.3、

3.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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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对 GUM 法的解释(见引言、第4章);
———更正了第6章中的印刷错误,“方法1”中“按该方法评定的典型不确定度详见第8章”改为“按

该方法评定的典型不确定度详见第7章”;
———更正了附录A中的印刷错误,公式 (A.2)中符号“f”的解释由“公式 (A.2)给出的函数”改为

“公式 (A.1)给出的函数”;
———调整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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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福

建工程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华侨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中孚泰文化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启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凯博万千科技有限公

司、沈阳紫微恒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第七九七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建科环能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华、吕亚东、蒋国荣、傅秀章、蔡阳生、赵越喆、燕翔、谢辉、毛伟、欧达毅、

陈金京、罗泽红、周金丽、刘海滨、陈显华、乔琼、牛锋、徐欣、吴伟斌、赵启元、栗瀚。
本文件于2005年首次发布为GB/T19889.2—2005,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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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筑隔声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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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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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建筑声学中的许多问题而言,均需采用明确且切合实际的方法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只有

通过充分评估相关量的测量不确定度,才能确定相关量是否满足特定要求、实验室能否提供正确的测量

结果或某产品的声学性能是否优于其他产品。
对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首选是按照GB/T27418或ISO/IEC导则98-3规定的方法(简称GUM

法)进行评定。GUM法规定了基于测试程序完整的数学模型评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方法,即根据不确定

度分量的权重贡献评定测量不确定度。但就现有技术而言,难以对建筑隔声中所有不同量进行数学建

模。因此,本文件仅给出采用这种不确定度评定方法的原则。
为解决隔声测量不确定度评定问题,本文件引入复现性和重复性的概念,这也是建筑隔声测量中传

统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这一概念为根据实验室间比对测量结果来评定测量方法和测量结果的不确定

度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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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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隔声测量中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和应用方法。本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基于测试程序的数学模型详细评定测量不确定度;
———根据实验室间比对测量结果评定测量不确定度;
———测量不确定度的应用。
此外,本文件还给出了按GB/T19889(所有部分)进行测量,以及按GB/T50121进行评价得到的

各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典型值。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和应用。其他构件隔声测量不确定度的评

定和应用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1:ISO和IEC维护的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地址如下: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s://www.iso.org/obp
———IEC电子百科:http://www.electropedia.org/

注2:本文件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与GB/T6379.1、GB/T27418中给出的术语和定义等效。

3.1
被测量 measurand
拟测量的特定物理量。
示例1:按GB/T19889.3测定的某一玻璃窗的空气声隔声量。
示例2:按GB/T19889.5测定的某一建筑外墙的标准化声压级差。

3.2
测量结果 measurementresult
按照完整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得到的被测量(3.1)值。
注:测量结果可以是各频带的值或是按GB/T50121评价得到的单值评价量。

3.3
测量不确定度 measurementuncertainty;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不确定度 uncertainty
与测量结果(3.2)相联系的参数,用于合理表征赋予被测量(3.1)值的分散性。

3.4
标准不确定度 standarduncertainty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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