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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ISO 5128:1980《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技术内容一致，增加附录A(提

示的附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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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技术中心、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卢炳武、刘树功、刘英杰、刘东明、邹振浩、鲍警予、姚祖兴。



GB/T 18697- 2002

ISO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由各国标准化委员会(ISO成员国)组成的世界范围的联合组织。国际标

准的制定工作通常由ISO技术委员会来完成。每个成员国在对某技术委员会所确定的某项标准感兴趣

时，有权参加该技术委员会。与ISO有联系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性组织也可参加该项工作。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GEC)在电工标准化的各个方面均保持密切合作。

    各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应分发给各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国际标准草案至少需要75%

的成员国投票赞同，才能作为国际标准出版发行。

    国际标准ISO 5128由ISO/TC 43声学技术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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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M类和N类汽车(M类:载客车辆，包括轿车;N类:载货车辆，包括牵引车、起重吊

车等 )。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241-1998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eqv IEC 61260:1995)

    GB/T 3730.2-1996 道路车辆质量 词汇和代码(idt ISO 1176:1990)

    GB/T 3785-1983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 12534-1990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5089-1994 机动车辆分类

试验 的类型

I1 验证性试验

    所进行的测量用于验证制造厂所提供的汽车是否满足有关噪声的规定。

    每次测量时选定的条件必须得到遵守。但是，如果必须修改时，要将修改情况在试验报告中加以

说明 。

3.2 检查性试验

    所进行的测量是为了检查汽车的噪声是否在规定的限值之内，以及自从提交汽车以来或在不同批

次提交的汽车之间是否出现明显的变化。

    在检查性试验中，允许测量条件与验证性试验有微小的偏差，例如测量点的数目和行驶条件的数目

减少。任何变化必须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明。

测试t

  所用声级计读数应使用“F”时间计权特性。

  验证性试验和检查性试验中所有测量点的测量值应是A声级L,q，单位为dB.
  在附加的专项测量中，为了在所选择的测量点上进行频谱分析，测量值应该用倍频程或1/3倍频

4

4.1
4.2
4.3
程声压级表示;频率范围至少要覆盖45 Hz到11 200 H:的频率范围。应优先采用1/3倍频程声压级。

    注:如果要考虑有较强的低频成分，则频谱分析应适当地延伸到45 Hz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f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03-26批准 2002一12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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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侧f 仪器

5， 声级计应该符合GB/T 3785规定的1型的要求。

    注

    1 传声器的指向性会影响测量结果，因此，必须优先采用全指向传声器。而传声器的类型应该在报告中加以说明。

    2 可以采用合适的防风罩，以减小在敞蓬汽车侧量时风的影响。一般由声级计的制造厂家所推荐的防风罩都是

        适用 。

5.2 如果使用其他的测量系统，如磁带机或电平记录仪，则其电声性能应该符合GB/T 3785有关条款
中1型的要求。

    注:如果磁带机作为测量装置的一部分来使用，则有必要引人一个合适的附加增益网络，以便在记录和回放时在测

        试频率范围内有足够信噪比.

5.3 为了测量噪声频谱，其滤波器应该满足GB/T 3241的要求。

5-4 在每次测量的开始和结束，都要按照制造厂家的说明书对测量装置的声学性能进行检查，最好用

声校准器(如活塞发声器)进行校准。声级计应在有效检定期内，使其符合GB/T 3785规定的1型的

要求 。

    注:值得注意的是，因机械振动、电磁的杂散或其他无关的影响而产生的干扰信号不得诱发传声器输出。为了对这

        些干扰信号进行检查，在传声器上装一个隔声罩，并确保可能产生的所有非声学信号在相同侧试条件下至少比

        不装隔声罩时传声器测得的声学信号低 10 dB。该隔声罩的重量和刚度适中，并对传声器四周提供良好的密封

5.5 对于汽车加速试验，特别推荐使用双通道记录装置，能够同时记录噪声和汽车速度信号，可以得到

汽车噪声与车速的关系图。

5.6 测量装置必须至少覆盖45 Hz- 11 200 H:的频率范围(见4.3的注)。

5.7 汽车速度和发动机转速的测量仪器的准确度应为3%或优于30a,

6 声学环境 、气 象条件、背景噪声

61 测量地点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从汽车辐射的声音只能通过道路表面的反射成为车内噪声的一部

分，而不能通过建筑物、墙壁或汽车外的类似大型物体的反射成为车内噪声。在进行测量的过程中，汽车

与这类大型物体之间的距离应该大于20 m,

6.2 汽车外面的气温必须在一5C到+35C范围内，沿着测量路线在约1. 2 m高度的风速不得超过

5 m/s。其他的气象条件不得影响测量结果。风速和风向对于汽车行驶方向应该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

明 。

6.3 对于所有A声级测量时，由背景噪声和仪器内部电噪声而确定的测量动态范围下限应该至少低

于所测声级to dB。在进行频率分析修正时，应该按下列公式引人修正值K:

                          K=101g(1一10‘，'-)dB，当△L<to dB时

    式中△L(单位dB)是车内噪声与测量装置本身噪声加上背景噪声频带声压级的差。如果K<

(-3)dB，即相当于△L<3 dB，则以上结果修正无效。

7 试验道路的条件

    汽车车内噪声一般受道路表面结构的粗糙度影响很大，平滑路面可以产生平稳的车内噪声。因此试

验的路段应该是硬路面，必须尽可能平滑，不得有接缝、凸凹不平或类似的表面结构，否则将会增加汽车

内部的声压级。

    道路表面必须干燥，不得有雪、污物、石块、树叶等杂物。

8 车辆条 件

8.1 发动机和轮胎条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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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测量过程中，发动机的所有运行条件，如燃料、润滑油、点火正时或喷油时间等都应该符合制造厂

家的规定。在测量开始前，发动机应该稳定在正常的工作温度范围内，或以中等速度行驶一段路程。

    所采用的轮胎应该与制造厂家规定的型号一致，而且型号应该是普遍采用的。轮胎的压力必须符合

制造厂家的规定要求。如果车辆备有可选择非公路用特殊轮胎，则应该使用公路用轮胎。

    轮胎应较新，花纹无明显磨损(特别是不应有偏磨)。

    轮胎型号和充气压力应该在报告中加以说明。如果认为车轮不平衡可能影响汽车车内噪声，则需对

汽车车轮进行静态和动态平衡调校。如果发动机冷却散热器装有挡风门，测量应在两种条件下进行(打

开和关闭)，每一组测量的挡风门位置应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明，发动机冷却风扇应正常运转。

8.2 车辆的载荷

    车辆载荷的基本条件应该符合GB/T 3730.2-1996中的4.4或4.6的规定，这些规定与汽车制造

厂家所做的规定是相同的。汽车在测试噪声时必须是空载(除驾驶员、测量人员和测试装备外，不得有其

他载荷)。

    只有汽车的标准装备、测试装备和必不可少的人员方可留在车内。在轿车、货车、牵引车和类似汽车

的驾驶室内，人员不得超过2人(驾驶员和测量人员)。在公共交通用车且座位在8个以上的汽车中，在

车内的人员也不得超过3人。

    注:这种测试条件是基于简化测试而规定的。上述条件并不代表正常使用条件，特别是对于货车、公共汽车和其他

        商用汽车，这可能导致所测得的内部噪声数值偏大

8.3 开口、窗户、辅助装置、可调节的座椅

    开口，如天窗、所有的车窗、进风口及出风口，如有可能都必须关上，只有需要研究它们对汽车内部

噪声的影响时才打开。

    辅助装置，如刮雨器、暖风装置、风扇以及空调等，在测量试验过程中不得工作。如果研究通风系统

或任意辅助装置的噪声对总噪声影响时，则必须在辅助装置工作时重复测试噪声。如果某一辅助装置自

动工作，则必须将工作条件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明。

    可调节的座椅应该调节到水平和垂直的中间位置。如果座椅的靠背也是可调的，则应尽可能使其处

于垂直位置。

    可调节的头枕应该处于中间位置。

8.4 车辆运行条件

    应该从以下三种运行条件选出可以代表被测汽车车内噪声的运行的条件。

    a)匀速行驶(见8.4.1);

    b)全油门加速行驶(见8.4.2);

    c)车辆定置，发动机怠速(见8.4-3)，作为辅助的检查性试验，多用于装有柴油机的商用车和公共

汽车 。

    相应的运行条件，规定见8. 4.1-8-4. 3中
8.4.1 匀速行驶

    从60 km/h或最高车速的40 Yo(取两者较小值)到120 km/h或最高车速的80 0o(取两者较小值)

范围内，至少以等间隔的5种车速进行A声级测量。

    测量按以下两种方法之一进行。

    a)汽车在上述规定的车速范围内作慢加速行驶(比如。.1 m/s')。加速度应足够小，以测得与稳定

车速行驶时的相同声级，在所选择的车速上读取A声级数值。

    b)汽车以所选择的车速匀速行驶，读取相应的声级数值，对于每一车速行驶时，测量时间至少5 so

变速器挡位应处于最高的挡位，使得不必换挡即可覆盖规定的速度范围。

8.4.2 全油门加速行驶

    全油门加速试验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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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车速或发动机转速调整到所规定的初始工作状况。

    当汽车达到稳定的初始工作状况时，须尽可能快的使油门全开，同时启动记录装置开始记录，直到

发动机转速达到(汽车制造厂)规定额定转速的90%或达到120 km/h车速(取两者较小值)，记录停止。

应该防止车轮打滑，它会影响声级的最大值。

    初始工作状况需符合下列规定:

    变速器应该处于最高的挡位，使得噪声测试尽可能在不超过120 km/h的车速下来完成。

    变速器挡位在噪声测试过程中不得改动。

    如果当发动机转速为额定转速的90%时，最高挡的车速超过 120 km/h，则变速器应该降低一挡。

但是对于4挡或5挡变速箱来说不得低于第3挡，而对于3挡变速箱来说，不得低于第2挡。如果在这

种降低挡位情况下，车速仍然超过120 km/h，则必须采用此挡位在60 km/h-120 km/h的速度范围内

来测试汽车车内噪声。

    对于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使自动换低挡的装置停止工作。

    发动机应有一个最低的初始转速，这样可使发动机转速在测试噪声的过程中连续增加，但初始转速

不应低于额定转速的45%。除非在最低允许挡位下，在额定转速的90%时，车速仍超过120 km/h，在这

种情况下，开始时发动机的转速应对应于60 km/h的车速。

    对于带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来说，发动机初始转速应该尽可能接近额定转速的45 %，所对应的车

速不超过60 km/h,

    对于带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来说，如果在加速终了之前发生换挡，(加速终了速度是指发动机额定

转速的90%或120 km/h车速)。则初始速度应是换挡时速度的50%.

    注:对于带有扭矩变换器的汽车来说，由于发动机转速难于控制，则试验条件应尽可能接近实际，以便于操作

8.4.3 车辆定置试验

    对于定置汽车，变速器置于空挡测试噪声。此方法按如下步骤进行:

    a)使发动机在低速空转;

    b)将油门尽可能快地完全打开，使发动机加速到高速空转，并在此位置上保持至少5 se

9 传声器位置

    由于汽车车内噪声级明显与测量位置有关，应该选择能够代表驾驶员和乘客耳旁的车内噪声分布

的足够的测点。

    一个测量点必须选在驾驶员座位。

    对于轿车来说，也可以在后排座位上追加一个测量点。

    注:对于公共汽车来说，应该考虑在中间和后部追加测量点，沿着汽车的纵向轴线附近。

    合适的座位和站立位置都应作为测量点。测量点的确切位置应该表示在简图中。在测试过程中，除

驾驶员位置外，所选的测量位置上不得有人。

    传声器离车厢壁或座椅垫的距离必须大于0. 15 m a

    传声器应以最大灵敏度的方向(具体方向按照制造厂规定)水平指向测量位置坐着或站立的乘客视

线方向。如果不能定义这个方向，则应指向行驶方向。

    所采用的传声器在测试噪声过程中必须按一定形式安装，以使其不会受到汽车振动的影响。(传声

器)安装应该能够防止其与汽车之间产生过大(约振幅为20 mm)的相对运动。

    只要声级计的制造厂家未做说明，则(传声器)最大灵敏度的方向应与其中心方向一致。

9.1 座位处的传声器位置(见图1)

    传声器的垂直坐标是(无人)座椅的表面与靠背表面的交线以上((0-70士0. 05)m处(见图)。水平坐
标应在座椅的中心面(或对称面)上。

    在驾驶员座位上，水平横坐标向右(右置方向盘的汽车则向左)到座位中心面的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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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士。.02)m。可调节的座位应按8.3进行调节。

9.2 站立处的传声器位置

    垂直坐标应在地板以上((1-6士0. 1)m处。水平坐标应在所选测点站立的位置上。

9.3 卧姿的传声器位置

    卧姿指处于汽车或货车的卧铺和救护车的担架等状态。传声器须放在(无人)枕头的中部以上((0.15

士0. 02)m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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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试点:A和B
侧试点B

侧试点 A

A:未占用的座位
B.拐胶员座位

图 1 传声器相对于座椅 的位置

测t步骤

对于匀速行驶试验，至少要在8.4.1中所规定的五个车速下记录A计权声级的数值。

对于油门全开加速试验(见8.4.2)，应记录在所规定的加速范围内出现的A计权声级最大值，并

10
101
10.2
应在测试报告中加以说明。

10.3 对于定置噪声试验，应记录怠速时A计权声级读数和油门全开过程中最大声级读数，并要在测

试报告中加以说明。在稳定的高速空转转速时声级值可作为附加读数(见8.4-3).
10.4 对于验证性试验，必须在每一个测点上，对每一种运转工况，至少测量2次。如果A计权声级在

任何一种运转工况下，两次测量值之差超过3 dB，则必须继续测试，一直到两次连续的测量读数差值在

3 dB范围内为止;这两次测量的平均值便可作为测试结果。对符合8.4.1的噪声测试来说，这样的平均

值将被用来得到回归曲线(见10.6),
    在试验报告中给出的数值，应该修约到最接近的整数(单位dB),

    对于检查性试验，在所选择的测点上，在每一个规定的测试条件下，各进行一次测试便可。

    不符合一般声级特性的异常读数应予忽略。

10.5 如果所显示的声级计读数有波动，则应该确定读数的平均值。个别很高的峰值可不予考虑。

10.6 匀速行驶时噪声测试的评定方法，如以下所述:

    声级是汽车速度的函数，此函数可用线性回归曲线来说明。将此回归曲线绘人同一图中，此图是借

助线性刻度表示的LIA和车速的关系，而此车速是按8.4.1,10.1和10.4得出的。为了测定此(回归)曲

线，建议采用最小二乘法。

    从这个回归曲线中，可以得出当速度为120 km/h或最大车速的80%时(取较小值)的声级I,,、的数

值。如果在此速度或小于此速度下测得的声压级超过上述数值3 dB以上，则必须对这些测量数值中的

最大值加以说明。

    在尽可能接近选择的速度上测量倍频程或1/3倍频程谱，使得由频谱的A计权值在上述规定的回

归直线的ZdB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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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这些频谱的车速，必须在试验报告中加以说明。

注

I 此方法的目的是，避免在规定的速度下由于车内共鸣导致的对车内噪声的过高的估计。

2 为了对汽车车内的A计权噪声级进行更加概括描述，可以在回归曲线中得出的车速为 60 km/h或为最大车速

    的40%时(取两者中较小值)的A声级，并给予附加说明。

7 如果存在明 显可听 见的纯音或具有 明显脉 冲特征 的噪声 ，则应在试验报告中加 以说 明

试验报告

卜曰

目

门
.
.

月
.

曰.
..

    此试验报告应该包含下列内容:

    a)试验的类型;

    b)试验地点、道路状况、气象条件、风速和风向;

    c)试验仪器;

    d)背景噪声及对数据的修正值;

    e)汽车、发动机，在测量过程中所使用的变速器挡位和速度，轮胎(花纹设计和磨损程度)、轮胎压

力、散热器和风扇;

    f)辅助装置及其工作条件，开口和可调节座椅的位置;

    9)汽车的载荷、车内的人数;

    h)传声器位置(用简图表示);

    i)在规定之测量点所测得的A计权声级，噪声谱及其修正值;

    ])出现的纯音或具有脉冲特性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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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汽车车内噪声测t记录衰

试验工 况
发动机转速或车速/

  r/min或 km/h

测点的声压级//dB(A)

1 2 3 4

匀速行驶 车速

加速行驶
初始速度

最终速度

定置试验

怠速工况

加速过程

稳定高转速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