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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5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消 声 室和半消声室技术规范》为 国 家 标 准 ，编号为 

GB 50800— 2012，自 2 0 1 3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 中 ，第 8 . 2 . 8 、 

9. 3. 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 规 范 由 我 部 标 准 定 额 研 究所 组 织 中 国 计 划 出 版社 出 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_二年八月十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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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使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工程设计、施工及安装做到技术先 

进 、环保节能、经济适用，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规范。

1 . 0 .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改建的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工程的设  

计 、施工及安装。

1 . 0 . 3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安装，除应符合本 

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0. 1 自由场 free sound fie ld

在均匀各向同性媒质中，反射声可忽略不计的声场。

2 .0 .2  消声室  anechoic room

边界有效吸收所有人射声，使空间的中心部位形成自由声场 

的房间。

2.0.3 半自由场  half-free sound fie ld

刚性地面上方半空间的均匀各向同类媒质中，边界影响可忽 

略不计的声场。

2.0.4 半消声室  hemi-anechoic room 

在反射面上方可获得模拟自由场的房间。

2. 0. 5 背景噪声  background noise 

来 1二丨被测声源外所有其他源的噪声。

2 .0 .6  环垃噪声  environmental noise

在某 • •环境下由多个不同位置的声源产生的总的噪声。

2.0.7 A 屮场条件  free fie ld  conditions

点声源的声强随距离按平方反比定律变化，即声压随距离按 

平方反比衰减。

2 .0 .8  噪声控制  noise control 

研究获得适当噪声环境的科学技术。

2.0.9 声桥 sound bridge

在双层或多层隔声结构中两相邻层间的刚性连接物的声能以 

振动的方式通过它在两层中传播。

2 . 0 . 10 声阐 sound lock

两个分隔室之间可使室内两端相通且声耦合很小，并能吸收



大量声能的小室或走廊。

2 .0 .11  隔振 v ib ra tion  isolation 

采用弹性支承抑制外界振动影响的措施。

2 -0 .12  固有频率  natura l frequency

由系统自身质量、刚度和边界条件所决定的频率。

2 .0 .1 3  隔振器  v ib ra tion  isolator 

具有衰减振动功能的支承元件。

2. 0. 14 偏离自由场的允差  allowable deviation from free field 

在所有的测量位置上的声压级与满足平方反比定律的声压级 

理论值间的允许偏差值。

2. 0. 15 消声室下限频率  lower lim it frequency of anechoic room 

在消声室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能满足偏离自由场的允差要求的  

最低频率。

2 .0 .1 6  半消声室下限频率  lower lim it frequency of hemi- 

anechoic room

在半消声室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能满足偏离半自由场的允差要  

求的最低频率。

2. 0. 17 吸声尖劈  wedge absorber

尖劈状或锥形吸声体。通常可分为尖部和基部。

2 .0 .1 8  吸声尖劈的下限频率  cut o ff frequency of wedge ab

sorber

吸声尖劈的吸声系数达 9 9 % 的最低频率。



3 声 学 设 计

3.1 _ 般 规 定

3. 1. 1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声学设计应满足使用要求，声学设计 

的技术指标应包括自由场和背景噪声。

3. 1. 2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采取的主要声学技术措施应包括吸声、 

隔声和隔振。

3 . 1 . 3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自由场应根据测试内容和使用要求  

确定。 自由场技术指标应包括消声室和半消声室下限频率。

3 . 1 . 4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背景噪声应根据测试内容和测试要  

求确定。总声级值和每个频带的允许声压级值测量应符合下列 

要求 ：

1 应测出每个频带的允许声压级值。

2 在满足背景噪声要求的条件下，测量表面上的所有传声器 

位置背景噪声的总声级值和测量范围内的每个频带噪声值均应低 

于被测信号 10dB。

3 背 景 噪 声 低 于 被 测 信 号 2 0 d B 时 ，可不进行背景噪声的  

修正。

3 . 1 . 5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内不应产生有害反射或散射。与最高 

测试频率对应波长可比的物件，不得直接进入声场。

3. 1 . 6 消声室的悬置地面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采用钢丝绳设计成格栅式地网结构。

2 钢丝绳直径及格栅式地网间距对声场的影响，应控制在满 

足使用要求的范围内。

3 . 1 . 7 在自由场范围内，应设置测试所需的支架、机座、传动装置 

等辅助测量装置。辅助测量装置不应破坏自由场。



3 . 1 . 8 选择材料、工艺、构造时，应对每个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吸  

声结构样品进行测S 备案。

3 . 1 . 9 建筑、结构、暖通、给水排水、消 防 、电气和通信等相关专  

业 ，应根据声学技术指标要求进行工程设计。

3 . 2 . 1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体型与尺寸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体形应主要根据使用要求确定。用 

于测试电声产品声学性能时，消声室宜设计为长方体；用于测量机 

械辐射声功率级或噪声级及其指向性时，消声室可设计为正方体。

2 用于设备声功率测量时，半消声室的净空体积与待测量声  

功率级的声源体积之比不应小于 200。

3 用于纯音测试的消声室和半消声室，体形接近于正方体  

时 ，应按下式计算偏离自由场的允差值：

式中：L ——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空间的边长（m ) ;

I R  | ——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吸声结构的反射系数模量； 

r A—— 测量要求的最大测量距离（m ) ;

A L P—— 偏离自由场的允差（dB)。

4 用于宽带噪声测试的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偏离自由场的  

允差值，应按下式估算：

5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空间的长度不应小于高度，且边长尺寸 

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 中 ：A——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下限频率所对应的波长（m )。

6 长度大于高度和宽度的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其高度或宽度

3 . 2 自由场设计

(3. 2. 1-1)

△ L P =  1 0 lg ( l  +  6 | i ? | 2 吾 (3. 2. 1-2)

L ^ r A + A /2 (3. 2. 1-3)



/?>A /1. 2 (3. 2. 1-4)

式中 4 ——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高度或宽度（m )。

3. 2. 2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吸声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测试的频率范围和下限频率的要求设计消声室和  

半消声室的吸声结构。声学性能要求高的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吸 

声结构，宜选用尖劈状吸声体。

2 对 于 纯 音 信 号 的 测 试 ，吸声结构的吸 声系 数 不 应 小 于

0 .9 9。对于工程级宽带噪声信号的测试，吸声结构的吸声系数可  

低 于 0. 99，吸声结构的吸声系数应根据偏离自由场的允差、测 M  

要求的最大测M 距离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空间的边长等因素进行  

综合设计。

3 吸声尖劈底部的尺寸宜为 4 00 m m X 4 00 m m，长度应按下 

式计算：

LxJr Li JrD=X/A (3. 2. 2)

式 中 —— 吸声尖劈的尖部长度（m )；

L 2—— 吸声尖劈的基部长度（m )；

D —— 吸声尖劈底部与刚性壁面间的空腔深度（m ) ;

A——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下限频率所对应的波长（m )。

4 半消声室刚性面的法向人射吸声系数在工作频率范围内  

不应大于 0 .0 6。

3 . 3 噪 声 控 制

3 . 3 . 1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选址时，附近应无明显的噪声和振动  

源 ，应避开地铁轨道交通、交通主干线和冲击振动源。

3 - 3 . 2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拟建场地的环境噪声进行测量时，应包 

括总声级值和每个频带的声压级值。

3- 3* 3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设计所要求的最低隔声量，应为环境噪 

声和测迓允许的背景噪声之差。

应满足下式要求：



3 . 3 . 4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围护结构应选择高隔声性能材料。 

3 . 3 . 5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隔振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周围有环境噪声或振动干扰时，消声室或半消声室应建成 

房中房结构形式，其内壳体应建于弹性隔振系统上。房中房结构 

应避免内壳体与围护结构的刚性连接而造成固体传声。

2 房中房结构的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工作检修夹道内侧，宜 

设置吸声构造。

3 . 3 . 6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门应满足隔声和室内自由场耍求。门

作为测试扬声器单元的障板使用时，应设置使用功能转换装置。

3. 3 . 7 声闸的总隔声M 应与消声审和半消声室总隔声要求相匹 

配 ，且声闸内表面宜做强吸声构造。



4 总平面设计

4.0. 1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与铁路、轨道交通、城市交通干线、高速 

公路等冲击振动源、噪声源之间的距离宜大于 300m。

4 . 0 . 2 总平面布置应根据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及附属建筑房间体  

形 、测量精度等级、被测试物件的尺度、环境测量要求和运行工况 

等因素合理布局。

4 . 0 . 3 总平面布置应使消声室位于场地内环境噪声干扰最小区 ( 

域 ，并宜选在干燥环境。 一



5 建 筑 设 计

5 .1  — 般 规 定

5. 1. 1 建筑声学设计应满足消声室内声场技术参数及相关专业  

的技术要求。

5 . 1 . 2 工程中所选建材产品性能质量应满足声学构造和环保节  

能的要求。

5 . 1 . 3 消声室隔声设计应根据拟建场地的环境噪声状况及消声  

室内允许背景噪声确定。

5 . 1 . 4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其火灾 

危险性类别应为丁、戊类。

5 . 1 . 5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室内降噪吸声材料的燃烧等级不应低  

于 B 1 级 。

5. 1 . 6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建筑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外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 0 0 16的有关 

规定。

5 . 2 平 面 布 局

5 . 2 . 1 消声室应处于拟建场地内环境噪声和振动影响较小的地  

段 ，测量高噪声设备的实验室应远离消声室布置。

5 . 2 . 2 消声室及附属建筑平面布局应根据消声室的空间尺寸、允 

许背景噪声、下限频率、测量精度等要求确定。

5 . 2 . 3 消声室毗邻的房间应为安静房间，测试控制室宜紧邻消声 

室布置。

5 . 2 . 4 在布置空调机组等设备时，应防止机组噪声和振动对环境 

的影响。当被测设备有废气排放时，应防止废气对环境的污染。



有排污要求时，应预留排污设备位置。

5 . 2 . 5 消声室建筑设计应根据工艺要求、噪声源位置、方向、强度 

等因素综合采取隔声、隔振、降噪措施。

5 . 3 室内构造工程

5 . 3 . 1 消声室的室内尖劈体应按使用要求进行多种组合方案测  

试 ，并应从中选取最佳的尖劈体容重、材质 、尺寸组合。内填吸声 

材料应具有防火、防潮、防虫、防蛀、耐老化等性能。

5. 3 . 2 室内除尖劈体外其他所设置的声学构造措施也应进行声  

学设计。

5 . 3 . 3 室内公用专业的管道和管线当穿越消声室围护结构时，g  

采取隔振、隔声技术措施。需隔绝电磁波干扰的消声室的管道穿 ; 

墙部位，还应采取滤波构造措施。

5 . 3 . 4 室内声学填充材料应避免使用易产生悬浮颗粒的填充  

材料。

5 . 3 . 5室内不应做第二次墙体温作业。

5. 3 . 6 地网及尖劈的架设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地网施工时 

应在地网下方紧贴安装一层透声的防护网。竣工后应保护室内的 

声学构造不受损伤。

5 . 3 . 7尖劈门宜选用复合型构造门，并应与室内环境色彩协调。 

5 . 3 . 8 消 声 室 内 工 作 地 网 高 度 与 门 洞 口 的 标 高 差 不 应 大 于  

2 0 0 m m。半 消 声 室 内 的 地 面 标 高 应 与 工 作 通 道 持 平 ，有坡度  

要 求 时 ，坡 度 不 宜 大 于 1 0 % ，且 应 使 室 内 地 面 略 高 于 走 道  

地 面 。

5 . 3 . 9声闸应具有良好的通畅性，并应设置安全疏散装置。门洞 

口的工作净宽度不宜小于 1. 2 m ,声闸洞口构造的衔接处应避免固 

体传声。

5. 3. 1 0 消声室转换成半消声室使用时，消声室工作地网设计标  

高与该室内刚性地面净距不宜小于 2. 4 m。



5. 3 . 1 1 消声室转换成半消声室的功能时，其悬空的工作地网不  

应拆除，应将地网下的地面尖劈体搬除后转换成半消声室。半消 

声室恢复为消声室时，应将地面尖劈体对号复位。

5 . 3 . 1 2 通往消声室的各种管道应采用柔性连接。



6 结构与隔振设计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1 结构主体选型应满足工艺建筑相关专业的设计要求。

6 . 1 . 2 结构主体选型所用材料应有利于防止固体传声且满足隔  

声要求。

6 . 1 . 3 消声室外围护结构应与消声室结构相匹配。

6 . 1 . 4结构设计应与隔振系统设计协调一致。

6 . 2 结 构 设 计

6 . 2 . 1 消声室主体结构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砌体结构。采 

用钢结构时 ,其填充材料不应使用空心砖砌块等非实体材料。

6 . 2 . 2 消声室墙体厚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混凝土墙厚宜大于 200mm。

2 混凝土及砖砌体厚度宜大于 240mm。

6 . 2 . 3采用混凝土砌块为主体时，在墙体转角处、洞口及墙体部  

位 ，每 隔 2 m 应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构造柱截面边长应与墙体  

厚度相同；构造柱的配筋与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抗误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

6. 2 . 4 消声室的工作地网的标高处上下各 150 m m高度范围内， 

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圈梁的强度、变形及钢索锚固应符合下列 

要求 ：

1 横向均布荷载不得小于 5 0 k N /m 2。

2 单根钢丝绳拉力不得小于 4 k N 。

3 地网钢丝绳间距宜控制为 80mm〜 120mm。

6. 2. 5 消声室底部应设置底板圈梁，构造应满足隔振系统的安装



调试要求，且应留有检修工作空间。

6. 2. 6 采用房中房结构时，其夹道空间净宽不宜小于 800mm。

6 . 2 . 7 有电磁屏蔽要求的消声室，其底板、顶板、墙体构造均应形 

成完整的屏蔽空间。

6. 2. 8 消声室的底板、顶板、墙面施工时应按设计要求设置预埋构 

件 ，不应采取涨拉锚栓等埋置措施，墙体竣工后不得再开洞钻孔。

6.3 隔 振 设 计

6. 3 . 1 消声室隔振系统设置与选择，应根据消声室周围振源强弱 

和消声室下限频率确定。其隔振系统材料器件类别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含空气•弹簧隔振器、阻尼器、高度控制阀、仪表箱等空气弹 

簧隔振装置卜 :

2 金属 “ 簧隔振器及阻尼器；

3 橡胶隔振器或橡胶隔振垫；

4 矿物棉板及其纤维材料制品。

6 . 3 . 2 隔振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隔振设计规范 》GB 50463 

的有关规定。隔振系统固有振动频率取值应小于消声室测试下限  

频 率 的 0. 1 倍 。

6 . 3 . 3 隔振系统竖向及横向阻尼比不宜小于 0. 10。

6 . 3 . 4采用空气弹簧隔振装置时，应配置压缩空气供气系统设  

备 。供气系统设备的供气压力应大于使用压力 0. IM P a ,且不得  

小于  0. 7M P a。

6 . 3 . 5 隔振系统采用矿物棉纤维材料及其制品时，其材料容重应 

小于  250kg /m 3 o

6. 3 . 6 隔振系统承受荷载后，应满足消声室门洞底标高与外围主  

体建筑的地面标高相吻合的要求。

6. 3 . 7 消声室内的动力设备应采取主动隔振措施，其隔振台座重 

量与设备重量之比宜大于 3 : 1。



7 公用专业设计

7 . 1 暖 通 设 计

7. 1. 1 用于精密级测M 的消声室及被测试件有温湿度要求的消  

声室，应设置通风空调系统。

7. 1 . 2 通风空调系统的噪声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声室耑设置通风与空调系统时，应对通风空调系统进行 

噪声控制设计。

2 通风空调系统的降噪消声设计应根据消声室室内允许噪  

声级、设备噪声、振动大小、频率特性及传播方式诸因素确定。风 

管进出口处应根据需要配置消声器及消声弯头，消声迓应满足消  

声室背景噪声要求。

3 通风空调机房应做降噪隔振设计，通风空调系统设备应选 

择低噪声产品。

4 排风管出口不得设在技术夹层内，送风气流不应直对传声 

器工作位置。

5 应根据室内背景噪声要求设计通风空调系统主风管、支风 

管及出风口的风速，并应抑制由气流引起的噪声，送 、回风管风口 

末端风速不宜大于 l m / s 。

7. 1 . 3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建在冬季采暖地区时，应根据工艺要求 

决定是否设置采暖设施，并应解决采暖设施产生的噪声干扰。

7 . 1 . 4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的有关规定。

7 . 2 给水排水设计

7.2 . 1 消声室附近不宜布置用水房间。建筑物内的卫生洁具，除



应选用低噪声型产品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 

器具 》C T 1 6 4的有关规定。

7. 2. 2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附属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有关规定。

7.3 电 气 设 计

7 . 3 . 1 供配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声室应按用电设备的不同电压等级，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的有关规定执行。

2 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宜采用 T N - S 系统。

3 对电源质设和连续性有特殊要求的测试设备，宜设置不间 

断电源或备用发电装置。在消声室内宜设置独立的检修电源。

4 所有进入电磁屏蔽室和设有电磁屏蔽的消声室的电源线 

缆 ，应通过电源滤波器进行处理，并应根据室内设备的用电情况， 

确定电源滤波器的规格、供电方式和数量。

5 消声室内的用电设备宜采用插座配电，其他配电设备宜设 

置在消声室外便于操作和管理的场所。

6 消声室内的配电线路应采用耐火阻燃铜芯缆线。缆线应 

穿管保护并暗敷，保护管应为不燃烧材料。

7 . 3 . 2 照叨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声室一般照明的照度值宜为 200lx〜3 00 lx，其他辅助房 

间 的 照 度 标 准 值 应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GB 50034的有关规定执行，照明光源宜采用分组控制方式。

2 消声室内对照度有特殊要求的部位应设置局部照明，其照 

度值应根据测试要求确定。

3 消声室内应设置供人员疏散用应急照明。在安全出人口、 

疏散通道和疏散通道转角处应设置疏散标志，疏散照明的照度值  

不应低于 0. 5 lx 0

4 消声室内的主要照明光源应采用低噪声高效节能荧光灯，



灯具宜采用明装盒式荧光灯，并应具有对灯具的检修措施。

7 . 3 . 3 通信与安全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声室应设有内外联系的通信设施、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和 

求救报瞥装置。

2 消声室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其防护等级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瞥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及《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3 消声室内应同时设置两种火灾探测器，且火灾报警系统应 

与灭火系统联动。

7 . 3 . 4 环境和设备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环境和设备监控系统宜采用集散式网络结构，应满足消声丨 

室内环境测试要求，并应具有稳定、可靠、节能、开放和可扩展性。

2 环境和设备监控系统主要应监控下列内容：

1) 消声室内的温度、相对湿度；

2 )视频监视消声室内设备及人员的工作情况；

3 )监控空调和新风系统、动力系统设备运行状态；

4 )监测电能质量。

3 环境和设备监控系统的供电电源应可靠，宜 采 用 U P S 电 

源供电。

4 空调系统采用电加热器时，电加热器与风机应联锁控制， 

并应设置无风、超温断电保护；采用电加湿器时，应设置无水、无风 

保护。

5 在满足测试要求的前提下，宜对风机、水泵等动力设备采  

取变频调速等节能控制措施。

7 . 3 . 5 防雷与接地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声室的防雷和接地设计，应满足保障人身安全及测试设 

备正常运行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  

范 》GB 50057的有关规定。

2 功能性接地与保护性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系统，接地电阻



值应按其中最小值确定。

3 对功能性接地有特殊要求需单独设置接地线的测试设备， 

接地线应与其他接地线绝缘 ;供电线路与接地线宜同路径敷设。

4 消声室内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线槽、 

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均应进行等电位联结并接地。



8 电磁屏蔽设计

8.1 — 般 规 定

8. 1. 1 电磁屏蔽室不应跨越建筑物的伸缩缝、.沉降缝。

8 . 1 . 2 受试设备对电磁场敏感的消声室，应在总图布局中避开强 

电磁辐射源。无法避开时，应对消声室和测坫控制室采取电磁屏  

蔽措施。

8 . 2 屏 蔽 设 计

8. 2. 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消声室和测量控制室采取电磁丨 /f- 

蔽措施：

1 测量系统的设备或受试设备工作中产生的电磁场辐射强  

度超过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允许值；

2 室外环境电磁场强度超过受试设备测试中允许的干扰强度；

3 室外环境电磁场强度超过测M 控制室和仪表计 i t 金允许 

的干扰强度；

4 用户有特殊屏蔽要求的房间。

8. 2 . 2 电磁波干扰场强宜以实测值为设计依据。缺少实测数据  

时 ，可采用理论计算值再加上 1 0 d B的裕度取值。

8. 2 . 3 消 声 室 和 半 消 声 室 电 磁 屏 蔽 构 造 的 屏 蔽 效 能 ，应按表

8. 2. 3 的指标规定选择。在所选频段范围内，应 有 不 低 于 1 0 d B的 

裕度。

表 8. 2. 3 屏蔽构造效能

频率范 ffil(H z) 简易屏蔽（dB) 一般屏蔽（dB) 性能屏蔽（d!3) 特殊W 蔽（dB)

10k 〜1G < 3 0 30 〜 60 60 〜 80 > 8 0

> 1 G < 4 0 ■10 〜 80 > 8 0 .>100



8. 2. 4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电磁屏蔽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声室壳体屏蔽层应使底板、顶 板 、墙体构造形成完整闭 

合的屏蔽空间。

2 室内、外之间所有连接信号电缆、控制信号电缆，均应在穿 

过屏蔽层外表面时安装滤波器和信号转接板。

3 室内照明应采用低电磁噪声辐射的灯具。

4 所有空调通风送、回风口，均应采用截止波导型通风口。

5 丁艺设备给水排水系统进人屏蔽构造时，管道均应采用截 

止波导管连接。

6 屏蔽层应有独立接地引下线。

7 门、观察窗应采取屏蔽结构。

8 . 2 . 5 屏蔽结构层设计应保证消声室的隔声、隔振、吸声结构的 

合理。

8. 2 . 6 测控室、仪表计量房间的电磁屏蔽结构，宜选用装配构造  

的屏蔽室。

8 . 2 . 7 两个相邻的屏蔽体之间信号连接线缆和电源线缆，均应采 

取相应的屏蔽措施。

8 . 2 . 8 电磁屏蔽构造施工应在消声室主体结构完成后施工。声 

学构造工程及其他专业施工时，严禁损坏屏蔽构造层。

8. 2. 9 屏蔽效果验收测S 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M 方法》G B /T  12190的有 

关规定。



9 施工与质量控制

9.1 施工准备工作

9 . 1 . 1 消声室工程宜选择具有声学工程施工经验的施工单位  

施工。

9. 1. 2 施工前应对施工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进行技术交底，并宜 

增设声学专业技术审核工序。

9. 1 . 3 室内吸声材料及产品应实行全面质量检控。

9 . 1 . 4 墙体材料及墙体结构强度应满足安装抗拉强度要求。 

9 . 1 . 5 隔振器的样件检测及隔振系统优选应在施工准备阶段  

进行。

9 . 2 钢筋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

9 . 2 . 1 设计中应对隔振系统在承载后的压缩量进行准确计算，工 

程竣工后各层面标高应满足设计及使用要求。

9. 2. 2 采用钢弹簧减振器作为隔振元件的承台结构时，应在混凝 

土未达强度前对顶部面层做二次找平，并应使完成面高差小于  

± 3 m m 的水平度要求。

9 . 2 . 3 设有电磁屏蔽的消声室或半消声室，在承台上架设内壳体 

圈梁模板及双向井式梁模板时，梁板底模板应与屏蔽层构造相配  

合进行施工。

9. 2 . 4 架设内壳体整体模板时，各专业在侧壁及上下底板的各类 

预埋件应协调布置，并应验校尺寸。

9. 2 . 5 钢筋混凝土载台和内壳体浇注施工时，四周应同步均匀浇 

注。当选用框架结构内填充墙时，也应采取各界面同步砌筑或绕 

砌方式施工。



9 . 2 . 6在钢筋混凝土拆模后应对房中房结构内外之间的空腔进  

行全面检查，并应清除施工垃圾，严禁内外墙搭接造成固体传声。

9 . 3 隔振及隔声构造安装

9 . 3 . 1 隔振器安装前应对承台的水平度进行验收。

9 . 3 . 2 隔振器金属底座下与承台之间应放置橡胶或其他制品隔  

振垫，隔振垫厚度应与隔振器同时进行隔振设计计算。隔振器不 

可直接安装于承台上。

9 . 3 . 3 隔振结构上部载台及内壳体施工时，应按设计和隔振器说 

明书逐步加载，不得快速大质量承载或过载。

. 9 . 4 轻结构隔声墙体构造安装

9 . 4 . 1钢构件及型材应进行除锈防腐处理 ,焊接部位焊接完成后 

应做二次防锈处理。在结构封闭工序前应对钢结构防锈做阶段验  

收 ，并应在质量合格后再进行封闭工序。

9 . 4 . 2地面与墙面结构连接部位应采取隔声措施。

9 . 4 . 3 内外表面材料平搭接部位应避免出现直通缝。采用两层  

以上材料作封面板缝时，应做错缝处理。

9 . 4 . 4结构面板装配完成后，应对各连接处缝隙、转角连接处等  

做密封胶填实处理；表面做屏蔽层构造时，应对各焊缝进行质量测 

量验收。

9 . 4 . 5面层材料出现破损时，应采用原材料或隔声量大于原材料  

的材质进行修补，并应封闭创面。

9 . 4 . 6 隔声门门框及H 轴与墙体连接部位应进行结构补强。

9.5 尖劈体及隔声构造安装

9. 5. 1 尖劈体安装前应对各专业管线、测试拉线锚栓及外引线， 

以及贯穿性孔洞的声学处理进行检查验收。尖劈体安装时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应按设计要求对内装管线出口及其他预留安装位置进行  

放线。尖劈体支架安装时应注意对预设构件的避让；

2 应按设计要求核对消声室内六面空间冇效尺寸，并应确认 

尖劈体安装模数数M•后再进行尖劈体支架架设，•

3 应按设计要求对尖劈支架平整度、水平度、垂直度进行检  

查复核后，再进行尖劈体安装；

4 应选择一侧墙面为尖劈体安装起始面，并应按顺时针方向 

按尖劈体模数进行支架安装。支架安装时应保证尖劈体安装完毕 

后各吸声面均被尖劈体镋盖；

5 消声室采用地网结构的墙面尖劈体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 

对地网结构进行结构强度和水平度的验收；

6 架设地网钢丝绳时应采取两端花篮螺栓同时缓慢收紧，每 

收紧一次应对钢丝绳网格间距进行调整，并应对钢丝绳进行拉力  

测量。消声室未设地网下部检修门时，应在地网收紧工序过程中  

预留上下人孔及物流孔。底部尖劈体安装完成后，应对称收紧相  

关的钢丝绳；

7 悬挂顶部尖劈前应对尖劈悬挂架的结构强度和尺寸进行  

检查，合格后再进行顶部尖劈体悬挂。

9. 5. 2 消声室地面尖劈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自带空腔支架的尖劈体安放时可直接安放在地面上；

2 不带空腔支架的尖劈体应预先安置空腔支架，再将尖劈体 

安放在空腔支架上。

9. 5. 3 声闸及挑台宜设置在外墙结构上，内外墙结构结合部及缝 

隙应用弹性隔声吸声材料填充。

9 . 5 . 4 安装尖劈门及隔声门时，应先对墙体与门结构连接部位进 

行强度及预埋件检查验收。



1 0 声学性能测定与验收

io .  o. 1 消声室或半消声室声学性能测 :a ，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自由场下限频率；

2 自由场的偏离；

3 自由场有效空间和背景噪声等。

1 0 . 0 . 2 声信号接收部分应由传声器、电缆、测量放大器及带通滤 

波器组成。

10. 0. 3 声信号发射部分应由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和正弦/无 

规信号发生器组成。功率放大器和正弦 / 无规信号发生器在测 M- 

期间的稳定度应优于 ± 0 .  l d B ，测试用声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所用频率范围内可近似为点声源。

2 应具有可确定的声中心。

3 应具有相对的无指向性。

4 在所用频率范围内应有足够的声输出，并应使每个传声器 

路径上所有测点的声压级均高于背景噪声 1 0 d B以上。

5 在每个传声器路径测 f i 过程中，包括与之相连的信号发生 

器和功率放大器的稳定度在内，在 任 何 1 / 3 倍频带上，辐射声功率 

变化允许偏差为 ± 0 . 5 d B 。

6 测试声源指向性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0. 0. 3 的规定。

表 10. 0 . 3 测试声源指向性的允许偏差

消声室类别 1 /3 倍频带中心频率（H Z) 允许偏差（dB)

消声室

< 6 3 0 ±1_ 5

800〜5000 ± 2 . 0

6300〜10000 ± 2 . 5

>10000 ± 5 .0



续 表 10. 0.3

消声室类别 1 /3 倍频带中心频率（Hz) 允许偏差（dB)

半消声室

< 6 3 0 土 2_ 0

800〜 5000 士 2. 5

6300〜 10000 士 3. 0

>10000 士 5_ 0

1 0 . 0 . 4 消声室或半消声室测量验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消声室 

或半消声室声学特性校准规范》U F  114 7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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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 应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 .面词采用 “ 宜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 … 

的规定 ” 或 “ 应按… …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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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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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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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技术规范

G B  50800 - 2012

条 文 说 明



明说订制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技术规范》GB 50800— 2012，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2 01 2年 8 月 1 3 日以第 1459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按照实用性、先 进性 、合理性和科学性原则，全面、准 

确 、参数量化原则，协调性原则，规范化原则制定。

本规范制定过程分为准备阶段、征求意见阶段、送审阶段和报 

批阶段，编制组在各阶段开展的主要编制工作如下：

准备阶段：起草规范的开题报告，重点分析规范的主要内容和 

框架结构，研究的重点问题和方法，制定总体编制工作进度安排和 

分工合作等。

征求意见阶段：编制组根据审定的编制大纲要求，由专人起草 

所负责章节的内容。各编制人员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 

规范，起草规范讨论稿，并 经 过 汇 总 、调整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初稿。

在完成征求意见稿初稿后，编写组组织了多次会议分别就重  

点问题进行研讨，并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有关问题的现状以及管理、 

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和条文说明，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  

化研究院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组织向全国各有关单位发出“关于 

征求《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技术规范》意见的函 ” ，在截止时间内，共 

有 7 个单位返回 2 4 条有效意见和建议，编制组对意见逐条进行研 

究 ，于 2 01 0年 3 月份完成了规范的送审稿编制。

送审阶段：2010年 5 月 2 5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综合规划司  

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技术规范》( 送审稿）专家审 

查 会 ，通过了审查。审查专家组认为，该规范送审稿在消声室和半



消声室工程的声学设计、总平面设计、结构与隔振设计、公用专业、 

施工与验收等方面，结合国情较合理地制定了相应的规定，为规范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工程的设计、建造，确保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安全  

可靠运行创造了条件。该规范的实施将促进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工  

程的规范化，推动声学领域的技术进步。在规范工程市场方面也  

将起到重要作用，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报批阶段：根据审查会专家意见，编制组认真进行了修改、完 

善 ，形成报批稿。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 

消声室行业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广泛征求 

了国内有关设计、生产、研究等单位的意见，最后制定出本规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 研 、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技术规  

范》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 是 ，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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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是运用土建工程技术建造的声学测量  

环境，是特殊工程，需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材料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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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 1 自由场

自由场是没有干扰的理想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传播声波的  

介质均匀地向各方向无限延伸，使声源辐射的声波能 “ 自由”地传 

播 ，既无障碍物的反射，也无环境噪声的干扰。实际使用中，自由 

场是指在所需的频率范围内边界反射可以忽略不计的声场。 自由 

场也可称为自由声场。

2 . 0 . 2 消声室

消声室是在室内建立的近似的自由场。房间所有内壁面均做 

吸声处理时称为全消声室，一般简称消声室。

2 . 0 . 3 半自由场

半自由场是一个反射平面上方的自由场。

2 . 0 . 4 半消声室

房间除地面外其余各面均敷设吸声体，称为半消声室。

2. 0 . 5 背景噪声

背景噪声可以包含来自空气声、结构声和仪器的电噪声。

2 . 0 . 1 8 吸声尖劈的下限频率

吸声尖劈在不同频率处的吸声系数可能是不同的。在某一频 

率以上，吸声尖劈的吸声系数均在 9 9 % 以上时，这个频率即为吸  

声尖劈的下限频率。



3 声 学 设 计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3 下限频率与偏离自由场的允差和频率有关。

3 . 2 自由场设计

3 . 2 . 1 消声室或半消声室下限频率与偏离自由场的允差、测量要 

求的最大测M•距离、消声室或半消声室吸声结构的反射系数模量、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空间与尺寸密切相关。当空间与尺寸已确定  

时 ，可以用公式（3. 2. 1 -1 )或 （3. 2. 1 -2)计算出消声室偏离自由场  

的允差，由此设计出消声室下限频率。当偏离自由场的允差已确  

定时，可以用公式（3. 2. 1 -1 )或 （3. 2. 1 -2)计算出消声室的空间与  

尺寸，由此设计出消声室下限频率。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净空体积是指吸声结构安装完成后的空  

间的净体积。对于半消声室，声源在半消声室的刚性平面（如地 

面）上中心位置，按 设 计 空 间 尺 寸 边 长 。对于消声  

室 ，r  A 是从消声室中心到接收点的最大测量距离。对于半消声  

室 ，Q 是从半消声室的反射平面（如地面）上中心到接收点的最大  

测M 距离 ，即测量半球的半径。测童半球的半径应不小于下列  

要求：

1 )声源最大尺 寸的 2 倍 或 声 源 声 中 心 离 反 射 平 面 距 离 的 3 

倍 ，两者中取尺寸较大者。

2)测量下限频率的A /4。

3 )半径不小于 l m 。

偏离自由场的允差是在所有的测 i l ；位置上的声压级与满足平 

方反比定律的声压级理论值间的允许偏差值。



由于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界面吸声结构的吸声系数在下限频  

率以下时降低很快，使室内空间偏离自由声场的条件变差，所以存 

在着一个符合自由场条件或半自由场条件的下限频率。由测量和 

使用目的而确定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下限频率，是消声室和半消  

声室设计的前提。消声室的下限频率确定后才能确定消声室的空  

间尺寸、背景噪声和振动控制的要求。

3. 2. 2 对于平头吸声尖劈（图 1)，其尖部长度为延长为尖头时的  

长度。

图 1 吸声尖劈尺寸示意  

法向人射吸声系数是指声波法向人射到试件表面时的吸声系  

数 ，一 般用阻抗管法测定。

3. 3. 5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外围护房间的设计应与消声室设计同  

步进行，这里所指的围护房间包括控制室，隔声环廊、连廊、声闸室 

等配套房间的背景噪声值由工艺要求而确定。

3 . 3 . 6 转换装置是指消声室和半消声室随工艺要求而对使用功  

能的转换，且对功能转换所设置的置换构造，机具操作程序的安  

全 、快捷、简便为主要条件内容。

3 . 3 . 7 声闸室是保证消声室正常使用的重要措施，声闸室的声学 

处理方式与构造应满足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对总体隔声量的要求。

3 . 3 噪 声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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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平面设计

4 . 0 . 2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总平面布局应位于拟建场地的最佳  

环境位置。运行工况条件系指被检测产品的长、宽 、高 、体 积 、重

4 . 0 . 3 干燥地段系指隔振构造系统处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时需  

考虑的环境因素。



5 建 筑 设 计

5.1 — 般 规 定

5. 1. 1 消声室属于声学专用实验室，建筑声学设计工作謐较大， 

耑具有一定声学建筑设计经验者来承担消声室设计，并与其他各 

专业紧密配合。

5 . 1 . 2 工程中所选用的声学材料需技术先进、性能可靠，且是经 

过国家质检单位认定的合格产品。 ‘

5. 1. 4 〜5. 1. 6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主体结构应以钢筋混凝土或  

钢结构为主体建造，属于非燃烧体，而室内无可燃物，墙面、顶棚、 

地面材料应使用不低于B 1 级难燃材料。因此将消声室和半消声  

室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定为丁、戊类。

5 .2  平 面 布 局

5 . 2 . 4 当消声室工艺测量对水、气 、油等特殊工况运行有要求时， 

应设置防火、防污染处理措施，以避免对消声室造成不利影响。

5. 2. 5 消声室设计前应在拟建场地进行环境噪声测M•和评估，并 

将周围的噪声源、振动源的测量数据作为采取隔声降噪及隔振设  

计的依据。

5 . 3 室内构造工程

5 . 3 . 1 尖劈体（或称吸声体）应进行多种尺寸、容重、材质等不同 

方案组合。经测定后优选最佳组合构造型式。

5 . 3 . 7 尖劈门设计与选型应以工况运行需求为依据，复合型门对 

隔声效果有利。

5 . 3 . 8 消声室的工作地网高度与尖劈门洞口尺寸的高差应控制



在 2 0 0 m m 以内，以避免工作人员进出时造成脚伤，在 2 0 0 m m 的 

高差内需再设置高 100 m m的附加踏板（如木板上铺地毯）。

5 . 3 . 9消声室门洞宽不宜小于 1200mm，便于人员和机具设备进  

出。声锁部位与消声室（声闸室）的连接处应使用弹性材料填充， 

以避免固体传声。

5.3.1 0 当消声室转换成半消声室使用时，不需拆除或变换工作

地网。设消声室丁 .作地网标高为 ±  0. 0 0 m m 时 ，半消声室的硬质  

地面标高应在消声室工作地网下 2. 4 m 处 。



6 结构与隔振设计

6 . 2 结 构 设 计

6. 2. 1 钢结构的填充墙选用空心砖或空心砌块墙等建筑材料时， 

其隔声效果不理想，因此要求消声室的填充墙体应选用实体砖  

材料。

6. 2 . 4 设置工作地网的消声室其工作地网位于圈梁高度 300mm 

范围内，需设置钢丝绳拉引的预埋件，并对圈梁强度进行计算，本  ̂

处所给出的数据仅为最小荷载标准值。 ；

6. 2.5,6. 2 . 6 隔 振 系 统 的 架 设 、调 试 和 检 修 均 需 一 定 的 工 作  

空 间 ，便于工作人员操作。从底板梁底至夹腔地面的净高不宜  

小 于 1 . 6 m 。夹 道 净 宽 宜 大 于 8 0 0 m m 是 为 了 工 作 有 回 旋  

余 地 。

6. 2. 8 由于涨锚螺栓抗拔力小且易造成结构表面局部破损，故不 

能做消声室预埋件使用。墙面工程竣工后不得再开洞钻孔，以避 

免声学构造被破坏。

6 . 3 隔 振 设 计

6 . 3 . 2 消声室采用隔振措施是为减少结构的固体传声。由于目 

前尚无明确的消声室容许振动界定值（容许振动速度、振动加速度 

等）。根据经验隔振系统当振动频率小于消声室测试下限频率的  

0. 1 倍时，即能满足使用要求。因此消声室隔振系统的计算仅作  

固有振动频率计算。

6. 3 . 3 被动隔振系统阻尼比的作用是减弱共振频率的振动值。 

减少隔振系统的晃动有利于减弱固体传声作用。根据经验选择阻 

尼比不小于 0. 1 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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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5 矿物棉板容重不宜过大是指重量轻时能得到较好的隔振  

效果。

6 . 3 . 7 采用较厚重的台座是为了减少隔振台座设备的振动，即减 

少设备连结管道的振动。



7 公用专业设计

7 . 1 暖 通 设 计

7. 1. 1 设置消声室空调系统主要解决吸声体对温湿度及现场测  

量仪器对测S 环境的要求。

7. 1 . 2 通风空调的降噪设计应包括：通风机房的布置、通风机选 

型 、通风设备的安装、管路设计和流速控制、消声器的布置与选择、 

管壁隔声、固体传声的隔绝等内容。在选择产品上要严格把关，选 

择低噪声产品。

7 . 2 给水排水设计

7 . 2 . 1 由于消声室对室内背景噪声有要求，而给水排水管道在使 

用过程中易产生噪声而引起固体传声，因此用水房间须远离消声  

室及控制室布置。

7 . 3 电 气 设 计

7 . 3 . 1第 4 款 ，当信号频率太高，无法采用滤波器进行滤波时，可 

对信号电缆采取其他的屏蔽措施，如使用屏蔽暗箱等。

7 . 3 . 2第 4 款 ，根 据 实 测 消 声 室 一 般 照 明 的 照 度 值 为 200l x 〜 

3 00 lx，当消声室内设备工作时，室内照度 值 低于 5 0 lx，因此，对照 

明光源宜采用分组控制的设计方法。

7. 3 . 5 第 2 款 ，保护性接地是以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为目的的接  

地 ，包括防雷接地、防电击接地、屏蔽接地等；功能性接地是用于保 

证设备（系统）正常运行，正确地实现设备（系统）功能的接地，包括 

交流工作接地、直流工作接地、信号接地等。



8 电磁屏蔽设计

8 . 2 屏 蔽 设 计

8 . 2 . 8 电磁屏蔽层焊缝、焊点多 . 施工技术要求高且复杂。当竣 

工验收后，电磁屏蔽构造层建成的闭合空间能隔离和削弱电磁波  

对自由场或半自由场声学现 ij M 的干扰，所以严禁在已竣工验收后  

的屏蔽构造层上进行再打洞，或损害屏蔽效果的其他作业。本条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9 施工与质量控制

9 . 2 钢筋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

9 . 2 . 6房中房结构系统中有内外墙之分。为了提高隔声 fi及系 

统隔振效果，在内外墙体之间的施工过程中不能造成里外墙的刚  

性搭接，避免造成固体传声给以后的使用造成不良后果。

9 . 3 隔振与隔声构造安装

9 . 3 . 3 隔振系统加载必须缓慢承载，大质量过快承载可将弹簧隔 

振系统压闭或失效。承载过程应使四周方向均匀慢速加载，避免 

造成建筑偏斜，给以后的工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条为强制性  

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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