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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系统及热泵 噪声试验方法》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2023年12月28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关于修订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备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的公告（国标委发[2023]17号），项目计划号：

20233173-T-604。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项目周

期：16个月；计划下达时的主要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等。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任务下达后，在冷标委和体标委秘书处的共同组织下，成立了以合肥通用机电

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开始着手标准的起草工作。标准起草组通过

大量的文献检索、调研，总结分析了国家声学基础测量方法标准体系，考虑生产制造和技术水平，

系统地掌握了制冷系统及热泵噪声测试的相关要求。根据编制的标准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原

则，并体现科学实用，便于实施的特点，讨论确定了标准的基本结构和编制原则。2024年 8月 1日，

由全国冷标委秘书处组织在合肥召开了标准的第一次行业研讨会。会议就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讨论，会后起草组依据讨论的结果，对标准稿件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形成正式的征

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提交冷标委秘书处。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2）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的原则，标准制定

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3）标准制定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同时也应充分反映国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技术现状，既要

使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符合用户需求，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还要使试验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便于实施落地。

2 标准主要内容

2.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声压法测定制冷系统及热泵噪声的试验方法，包括术语和定义、测试环境、仪器

要求、机组的安装与运行、声压级的测量以及声压级和声功率级的计算。

本文件适用于创造人类舒适性环境、特定人工环境、工艺流程条件及特定冷热需求的温度、湿

度、流量、空气品质控制与调节的制冷系统和热泵、装置及部件。

2.2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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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给出了“声压”、“声压级”、“反射平面上的自由声场”、“混响声场”、“背景噪

声”、“声功率”、“声功率级”等术语和定义。

2.3 测试环境的声学要求及合格性判定准则

测试室应当提供一个处于声场内的测量面，此声场基本上没有来自测试室边界或者附近物体（除

地面外)不希望有的反射声。只要实际可能，除反射面外，测试环境应当没有任何反射物体。

如果被测声源附近的一个物体宽度（例如一根杆子或支承构件的直径）超过它到基准体距离的

十分之一，则可以认为有声反射。反射面应当至少超出测量面在该反射面上投影边界 0.5m。在测量

频率范围内，反射面的吸声系数要小于 0.1。
光滑的混凝土或光滑不透气的沥青表面通常满足要求。

附录 A规定了确定环境修正值 K2的方法，用以修正测试环境与理想条件之间的偏差。

测量点的最大距离的 10 倍之内没有声反射物体的户外空间，应认为环境修正值 K2小于 0.5dB
并可忽略不计。

按照 GB/T 6882-2008/ISO 3745:2003 中的附录 A，鉴定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一般方法试验，按

照平方反比定律估计出测得声压级的偏差不应超过表 2给出的值：

表 1 平方反比定律估计出测得声压级的偏差

房间类型 1/3倍频带 Hz 允许偏差/dB

消声室

≤630 ±1.5
800-5000 ±1.0
≥6300 ±1.5

半消声室

≤630 ±2.5
800-5000 ±2.0
≥6300 ±3.0

或按照 GB/T 6882-2008/ISO 3745:2003中的附录 B，按照双表面法进行鉴定，两个表面上的平均

声压级的差值≤0.5dB。
测试室容积至少有 40m3，并且至少是基准体体积的 40倍。容积在 40m3-100m3之间的测试室，

基准体的最大尺寸不超过 1m。容积大于 100 m3的测试室，基准体的最大尺寸不超过 2m。

测试中使用硬壁测试室意味着在测试频率范围内所有频率上，每个边界面任何部位的吸声系数

均不大于 0.20。通常未经专门声学处理(如吸声吊顶和/或吸声墙面)的未装修房间可满足这些要求。

表 3给出了有关建议。

表 2 适用与不适用的房间

适用房间 不适用房间

混凝土、砖、石青板或瓷砖贴面材质的光滑硬质

墙面和顶棚，且近乎空的房间

有软包家具或机器的房间；顶棚或墙面有少量吸

声材料(如局部吸声的顶棚)的设备用房或工业厂

房

具有光滑硬质墙面和顶棚，且部分空的房间 顶棚和墙面上均有一些吸声材料的房间

无软包家具的房间；近似方形的表面无吸声材料

的设备用房或工业厂房
顶棚或墙上有大面积吸声材料的房间

无软包家具的形状不规则的房间；表面无吸声材

料的形状不规则的设备用房或工业厂房

在满足表 3的要求后，在中心频率 125Hz～8000Hz之间各倍频带上任何 2个声源位置的倍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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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压级的最大差值不超过 ISO规定的标准偏差，则认为该测试室满足要求。

测试室的最小容积规定见表 4，且应满足 GB/T 6881.1-2002中附录 A的要求，用于离散频率成

分测量的测试室鉴定方法的要求，且在所需考虑的频率范围，容积小于表 4中的值或超过 300m3的

混响室，宽带测量用的房间的充分性应满足 GB/T 6881.1-2002中附录 E的验证要求。

表 3 作为所考虑最低频带函数的测试室最小容积

最低的 1/3倍频程中心频率/Hz 测试室最小容积/m3

100 200

125 150

160 100

200及更高 70

2.4 仪器要求

仪器系统应满足 GB/T 3785.1-2010中 1级的要求，每次系列测量的前后，应当用满足 GB/T 15173
中 1级准确度要求的声校准器在测量频率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频率上对整个测量系统进行校验。在

不对测量系统进行任何调节的情况下，每次测量前后校准所得的读数之差应小于等于 0.5dB。
对于倍频带的测量，仪器系统应符合 GB/T 3241-2010的要求；

标准声源（RSS）应符合 GB/T 4129-2003的要求

测量环境仪器要求见表 4。

表 4 测量环境仪器要求

类别 型式 精确度

温度 水银玻璃温度计、电阻温度计、热电偶

空气温度±0.1℃

水温±0.1℃

制冷剂温度±1.0℃

流量 记录式、指示式、积算式 测量流量的±1.0%

制冷剂压力 压力表、变送器 测量压力的±2.0%

相对湿度 电阻式、电容式等 测量相对湿度的±5%

空气压力 气压表、气压变送器 静压差±2.45Pa

电量 指示式 0.5级精度

积算式 1.0级精度

质量 - 测定质量的±1.0%

转速 机械式、电子式 测定转速的±1.0%

气压（大气压力） 气压表、气压变送器 大气压读数的±0.1%

时间 秒表 测定经过时间的±0.2%

2.5 测试方法

根据制冷系统及热泵的噪声特点提出了“反射平面上近似自由声场、消声室和半消声室声学环境

下的声压级的测量”、“混响场下硬壁测试室比较法的声压级测量”、“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

发射声压级”的测量方法。

3 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的修订细节如下：



4

a) 增加了4.3 测试环境的声学要求及合格性判定准则（见4.3）；

b) 增加了背景噪声的要求（见4.2）
c) 删除了原表格数据（见1988年版的表2）；

d) 增加了符合本标准的背景噪声判据（见表1）；

e) 更改了机组的安装与运行要求（见第6章，1988年版的第6章）

f) 增加了不同尺寸机组的测点布置与要求（见7.1.3.2）；

g) 增加了由频带声级计算A计权声功率级的计算方法（见附录B）。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4.1 低噪声测试

目前一些末端产品追求低噪，笔者实测其噪声可低至 10dB(A)-15 dB(A)之间，某些电磁阀更是

低至 7-8 dB(A)。根据原表 1的要求，半消声室的本底噪声要非常低，不能满足测试要求。标准修订

的后要求如下：

如果测试室内测量频率范围内所有频带的背景噪声级小于或者等于表 1中给出的值，那么即使

并不是所有频带的背景噪声级符合 a）条的要求，也认为背景噪声符合本标准。否则，对于频带的

测量，每个频带都应满足 a）条的要求。

表 5 1/3 倍频带各中心频率的最大声压级

1/3倍频带中心频率

Hz

最大频带声压级

dB

50 44

63 38

80 32

100 27

125 22

160 16

200 13

250 11

315 9

400 8

500 7

630 7

800 7

1000 7

1250 7

1600 7

2000 7

2500 7

3100 8

4000 8

5000 8

6300 8

4.2 背景噪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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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机组噪声与背景噪声之差进行修正过于笼统，不同的本底噪声共用 1 个修正值。修订后引入

背景噪声修正值。

0.1
1=-10lg(1 10 )LpK   ………………………………………………………（1）

其中：

) )( (= 'P ST P BLp L L 
，为设备运行时测量表面频带或 A 计权时间平均声压级与背景噪声频带

或 A 计权时间平均声压级的差值，如果该值大于 15dB, K1=0,如果该值在 6dB 与 15dB 之间，则

应按公式（1）进行计算背景噪声的修正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项目研究过程以制冷系统及热泵的噪声测试技术规范化、标准化为目标，对国内外声学体系标

准等文件及研究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其中国外标准包括ISO3741、ISO3743-1、ISO3743-2、ISO3744、
ISO3745、ISO3747等，国内标准包括GB/T6881.1-.3、GB/T3767等；结合设备制造商（美的、海尔、

海信日立、亿利达等企业）现场走访调查意见，以及特灵等企业书面反馈意见，分析典型制冷系统

及热泵的噪声特点及关注点，明确制冷系统及热泵噪声测试的关键环节，直接采用国家标准的试验

方法。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标准的测试方法将给制冷系统和热泵的生产企业在噪声测量上提供依据，从而为降低设备的噪

声提供基础。GB/T 9068-1988于 1988年发布至今已接近 40年未修订。制冷系统和热泵的种类、型

式等出现较多变化，仪器仪表等测量相关设备也出现了很大的升级。现有的标准内容已经不能满足

制冷和空调设备噪声的测量需求。本标准的修订旨在解决测试对象的更新及与现行声学体系接轨的

问题。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引用国际、国外标准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冷冻空调设备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 02 大类：基础、通用要求与方法中的“测试与评价

方法”类。

本文件与目前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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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自批准发布后六个月实施，便于组织相关制冷空调企业或制冷试验装置生产企业、用

户及维护单位进行理解、消化和吸收。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GB/T 9068-1988发布至今，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的结构、型式、适用场景已发生较大变化。

GB/T 9068-1988标准名称为“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现将原“采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定义调整为“创造人类舒适性环境、特定人工环境、工艺流程条件及特定冷热

需求的温度、湿度、流量、空气品质控制与调节的制冷系统和热泵、装置及部件”，并简称为制冷系

统及热泵，更能反应原定义对象的产品特征、应用场景及控制目标。

随着国内声学测量技术的发展及体系的更新，现行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一般通过测定声压和声

强二种方法。根据噪声测试精度级别划分，噪声测试又分为精密级和工程级等。根据产品的结构和

应用场景的不同，制冷系统及热泵的噪声测试方法有较大区别。将原标准名称中“噪声声功率级的测

定 工程法”调整为“噪声的测定 声压法”能够更加贴合实际情况，并与现行国内声学测量体系接轨。

综上，本着精简整合以及体系优化的原则，不论是从标准的技术内容还是从标准服务的产业对

象来看，为了跟进产业技术最新的变化，满足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噪

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变更为“制冷设备及热泵噪声试验方法 声压法”，更加科学合理。标准名

称调整前后，标准化的对象、范围并未发生变化。

标准起草组

2024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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