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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GB／T 17248．6--2007／ISO 1 1205：2003

GB／T 17248《声学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包括以下6个部分：

——GB／T 17248．1—2000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

声压级的基础标准使用导则

——GB／T 17248．2—1999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

级的测量一个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

——GB／T 17248．3—1999声学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

级的测量现场简易法

——GB／T 17248．4—1998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由声功率级确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

定位置的发射声压级

——GB／T 17248．5 1999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

级的测量环境修正法

——GB／T 17248．6—2007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声强法现场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

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工程法

本部分是GB／T 17248的第6部分，本部分等同采用ISO 11205：2003{(声学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

声声强法现场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工程法》(英文版)。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7)归口。

本部分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合肥工业大学、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吕亚东、李志远、陈业绍、程明昆、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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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GB／T 17248．6--2007／ISO 1 1205：2003

声学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声强法现场测定工作
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工程法

本部分规定了一种工程方法(2级准确度)，该方法利用声强法现场测定机器和设备工作位置和其

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该方法是GB／T 17248．2、GB／T 17248．3和GB／T 17248．5之外的另一种可供

选用的现场测量方法。当背景噪声和声场指数满足要求时，该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测试环境。

本部分适用于发射稳态宽带噪声的设备。这些噪声在不同的运行周期内可以有所不同，噪声可以

有或没有离散频率成分或者窄带成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14573．1声学确定和检验机器设备规定的噪声辐射值的统计学方法第一部分：概述与

定义(GB／T 14573．1 1993，neq ISO 7574—1：1985)

GB／T 19052声学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噪声测试规范起草和表述的准则(GB／T 19052

2003，ISO 12001：1996，IDT)

IEC 60942电声声校准器

IEC 61043 电声声强测量仪用配对声压传声器测量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17248的本部分。

3．1

声强sound intensity

I

声场中某点处，与瞬时质点速度方向垂直的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的瞬时声能的时间平均值：
1 r

1一塾制声(t)“(f)出
式中：

p(￡)——某点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Pa)；

H(f)——对应该点的瞬时质点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T——积分时间，单位为秒(s)。
注1：声强是矢量，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注2：在指定方向n的声强f。等于J·n。

注3：在自由平面波或球面波的情况，在传播方向的声强是

l。一p2}∞

式中：

户——有效声压，单位为帕(Pa)；

p一媒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c——声速，单位为米每秒(m／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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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48．6--2007／ISO 11205：2003

3．2

声强矢量sound intensity vector

lm

测量得到的声强三个正交分量的矢量和，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3．3

声强矢量级level of the sound intensity vector

Lb”

声强矢量的模与基准声强L比值的以10为底的对数乘以10，单位：dB。由下式计算：

L一一10·s(掣)
注：基准声强是I。一1012W／m2。

3．4

声场声压·声强指数或声场指数sound field pressure-intensity indicator or field indicator

Fk，：

时间平均的测量声压级L，p和声强矢量级Lb之间的差值，单位：dB。计算式如下：

Fm_：一0 p—Lk"

注1：当在笛卡儿坐标中沿zty，=方向分别测得该指数时，则分别用L“，Fm，F出表示，一般简记为Br。

注2：在GB／T 16404中，采用的符号是F2。

3．5

声压-残余声强指数pressure-residual intensity index

以，o

当声强探头放在声场中使其轴线沿着声强为零的方向时，测量到的声压级和声强级之差，单

位：dB。

示例：该指教可以在声学耦合腔或者其他经过设计的适合于测量探头的装置中进行测量，该测量装置应能使传声器

轴线方向垂直于平面波的传播方向。

3．6

发射声压级emission sound pressure level

L。

当机器安装在一个反射平面上，且在规定的运行和安装条件下运行时，机器附近指定位置的声压

级，不包括背景噪声以及除测试允许的一个或几个反射面之外的其他反射影响。

注：单位：dB。

3．7

指定位置specified position

针对某一个机器而定义的一个点，包括机器操作者的位置，但不局限于此。

注：该点可以是一个固定的点，或者沿着某一个路径的一系列点，或者是距离机器指定距离的一个平面上的点，如

果有测试规范的话，则由有关的测试规范确定。工作位置附近或者无人看管机器附近的位置，可以作为。旁观

者”位置来定义。

3．8

动态能力指数dynamic capability index

Ld

声压一残余声强指数和偏差因子K之间的差值，单位：dB。

Ld一占Ⅱ。一K

注：在本部分中，K一10 dB。

http://www.bzso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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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半自由场声强修正hemi-free field intensity correction

K5

表明声强级略小于半自由场中声压级的一个修正量，单位：dB。

注1：本部分中，Ks=1 dB。

注2：通过引人该修正，可以将发射声压缓的系统低估的可能性尽量减到最小，参见文献[93～E163。Ks和频率无

关，对于A计权声压级用Ks一来表示。

4测量不确定度

在一个确定测量点上，参照本部分中规定的方法测量得到一个噪声源的发射声压级和真值之间会

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应在测量不确定度范围之内。发射声压级的测量不确定性来源于多种因素：有些是

和测试室的环境条件有关，有些是和试验技术有关。文献Es]规定了确定多种因素对于测量不确定度影

响的方法。

在不知道更多的专业信息以前，可根据GB／T 14573．1有关再现性标准偏差和重复性标准偏差的

已有资料来估计测量不确定度。为了得到某个测量点发射声压级的再现性和重复性标准偏差，就需要

更多的测量数据；任何情况下按照本部分得到的这些标准偏差对不同机器设备类型可能会有很大的出

入，因此不可能提供一个对任何机器都广泛适用的信息，只能对个别类型机器有关参数噪声测试规程提

供参考。

表1给出了再现性标准偏差的典型数值。根据表中数据和有关重复性标准偏差的其他信息，可以

推导出对应于覆盖因子2的置信概率近似为95％的合成标准偏差和扩展测量不确定度。

裹1 A计权发射声压级的测量不确定度

稳态噪声源的再现性‘ 非稳态噪声源的重复性。
合成标准偏差／ 扩展不确定度4／

标准偏差O"RA／ 标准偏差“／
dB dB

dB dB

1．5。 儡FF石 孟／矗．+靠

注：测量不确定度的数值来自参考文献[11]、[123、[15]、D63和[17]。

a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测量设备，在不同环境下测量同一个机器来得到。这个数值包含了一个较小的重复

性标准偏差(“≈0．5 dB)。

6由同一操作者在同一测量环境下，使用同一测量设备测量同一机器得到(只有在“>o．5 dB时才使用)。

c当5 000 Hz以上频率占A计权声级的主要成分的时候，O"RA可能较大，此时需参见附录B。

d在高斯分布的假设下，置信度为95N。

5原理

本部分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为：扩散声场中声强是很小的(理论上它应该为零)，在自由行波中，测

点处的声压级数值等于声强级数值。本方法假设反射声会叠加形成扩散声场。来自被测机器的直达声

尽管不是扩散声场的一部分，但构成了自由行波。

如果被测机器不同部分都具有相近的声强幅值，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在探头位置互相抵消，从而使

得上述假设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声强会变得较小，而且假设不相关叠加，声压则会变得较大。这样

用声强矢量级就会低估发射声压级。可以通过增加Ks来消除地面反射的低估影响。对于大型机器，

要求声场声压一声强指数满足8．5规定的准则，则这种低估是可以忽略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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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48．6--2007／ISO 11205：2003

6仪器

6．1概述

声强测量仪器应能够测量倍频带或者1／3倍频带声强级(单位：dB，基准声强为10。2 w／m2)。包

括探头在内的仪器，应该满足IEC 61043中规定的1级仪器要求。如果探头在5 000 Hz以上不具有平

直的频率响应时，应参照附录B进行操作。

传声器探头和分析仪的残余声压一声强指数8m在每个倍频带或1／3倍频带上应大于F。+10。

6．2校准

测量系统要按照合适的标准定期校验与IEC 61043要求的一致性。

在每次系统测量之前，仪器系统和探头都要在200 Hz～1 000 Hz范围内至少在一个频率上按照校

准步骤进行校准。

在每次系统的测量之前应进行如下现场校验：

a)按照仪器制造厂家的技术要求进行现场校验；如果制造厂家的技术说明中没有指定现场检定，

应按照b)和c)规定进行。

b)声级计：使用符合IEC 60942的1级校准器，对用作声压级测量的声强探头的每个声压传声器

进行校验。

c)声强：用声强校准器校准。如果没有这样的校准器或者探头结构不允许进行校准时，应按照下

面的步骤执行：把声强探头放置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能够表征该机器的噪声特征，探头要

对准最重要的噪声发射源。此时，探头要固定在一个架子上，以保证探头位置在测量校验过程

中保持不变。在第一次声强测量完成后，把声强探头方向翻转180度，再次测量声强。两次测

量的倍频带或者1／3倍频带上声强级最大值的差值(无符号的，绝对值)小于1．5dB时，测量仪

器是可以接受的。

7声源的安装和运行

7．1概述

被测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方式对指定位置处的发射声压级有很大的影响。本章规定了有关安装和运

行条件，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小由被测机器安装和运行而引起的发射噪声的变化。对于被测机器所属

机器设备系列，如果有噪声测试规程的，则应遵照其有关规定进行测试。在被测机器系列中测定发射声

压级和声功率级时，应该采用相同的安装和运行条件。有关机器的噪声测试规程应该详细介绍其安装、

固定和运行条件。

注：对于在台面上使用的设备，噪声测试规程可以不要求具备相同的安装、固定和运行条件。在测定声功率级时，

该设备可以放置在地面上。

尤其对于大型机器，有必要确定被测机器附属的部件、组件、辅助设备、动力源等。

7．2机器位置

被测机器应按正常使用状况，应安装在相对反射面的一个或多个位置上。除非机器典型的安装位

置是靠墙、靠天花板或者靠反射物，则被测机器尽可能固定在远离这些反射面的位置。

注：对于一些机器来讲，典型的安装条件包括；两个或多个反射面(如：靠墙安装的装置)或自由空间(如：升降机)

或在一个带有开口的反射面(声辐射出现在垂直平面的两侧)。详细安装条件应以本部分和有关噪声测试规程

(如果有的话)的一般要求为准。机器靠近反射面时的测试方法在本部分的后面章节中指出。

7．3机器安装

7．3．1概述

许多情况下，被测机器指定位置的噪声发射与机器的支承或安装条件有关。当机器具备典型安装

条件时，如果可能，应使用和模拟该条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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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具备典型安装条件或这些条件不能用于测试时，要尽量避免因测试使用的安装系统而引起

机器辐射噪声的变化，并采取措施降低任何来自机器安装结构的辐射噪声。

只有当被测的机器在实际现场也是弹性安装的情况下，才应采用弹性安装方式。许多小型机器，尽

管其本身很少辐射低频声，但由于安装方面的原因，其振动能量被传递到具有更高辐射效率的大表面

上，从而使更多的低频声辐射出来。此时，应在被测机器和其支承面之间加入弹性支承，使其向底座的

振动传输及声源的响应减至最小。这种情况下，安装基座应该采用刚性基座(具有足够高的力阻抗)，

防止因过大的振动而产生额外声辐射。

注：耦合方式(如原动机和被驱动机器之间)也会对被测声源声辐射产生明显的影响。

7．3．2手持式机器和设备

这种机器设备在测试时应悬挂或手持，以使结构声不会经由任何不属于被测机器的附件进行传

递。若被测机器工作时需用支座，则该支座的结构应很小，可看作是被测机器的一部分，并按照相应的

噪声测试规程(若有的话)进行操作。

7．3．3基础支承安装和墙壁安装的机器和设备

这一类机器设备应放在反射平面上(声学硬表面，如地板或墙壁)。对于靠墙安装的有基础的机

械，应将机器设备安装在声学硬壁前的声学硬表面上。台式机器设备应按照被测机器噪声测试规程运

行要求，将其放置在台面或支架上。台面或支架到测试问任何吸声表面的距离应至少为1．5 m，这类

机器设备应放在标准测试台的顶面中心位置。测试台的设计见附录D。

7．4辅助设备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与被测机器相连的任何电缆管道、空气管路等对测试环境无明显的声能

辐射。

如果可能，应将被测机器的附属部分(见7．1)，但却是被测机器运行所必需的所有辅助设备，放在

测试环境以外；如果不可能，则辅助设备应该包括在试验装置中，并且在试验报告中应对运行条件加以

说明。

7．5被测机器的运行状况

噪声测试期间，对于被测机器所属的机器设备系列，如果有噪声测试规程，则应使用测试规程规

定的运行条件。如果没有测试规程，则被测机器应在正常使用方式下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如

下一种或多种运行条件：

a)规定负载和运行条件下；

b)满载条件下；

c)无负载(空载)条件下；

d)正常使用时，产生最大噪声输出的工作条件下；

e)仔细确定运行状况的模拟负载条件下；

f)具备典型运行周期的条件下。

在任何预期的运行条件下(如温度、湿度、装置速度等)，应测定指定位置的发射声压级。

事先应选择这些测试条件，并在测试过程中保持不变。在进行任何噪声测量之前，被测机器应设定

在期望的运行条件下。

如果噪声发射也取决于其他运行参量(如：被加工材料类型或工具型号)，这时，应尽可能选择适

当的参量，使之引起的声辐射变化最小并处于典型的运行状态。

对于一些特殊测试，可以适当设定一个或多个条件，以保证同一系列机器设备的噪声发射有较高的

再现性，并且对于该系列机器设备来讲，其运行条件是最通用也是最典型的。这些运行条件应在专业

噪声测试规程中加以定义。

如果使用模拟运行条件，应选择那些能够得到代表被测机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指定位置发射声压

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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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几个运行条件的结果可以通过能量平均的方法进行合成，从而得到主要运行条件下的

结果。

噪声测量期间，被测机器的运行条件应在测试报告中完整说明。

8测试过程

8．1适用性

本部分规定的方法在声强矢量方向指向被测机器(见附录A)的情况下不适用。

当机器安装在一个反射墙的前面或者是拐角时，如果测量点不是位于被测机器和反射面之间，则测

量得到的结果分别对应于半消声室内机器安装在一个或者两个反射面前面的发射声压级；如果测量点

位于被测机器和反射面之间，那么探头应该距离墙面至少1 m。如果模拟半消声室条件，机器固定处周

围墙面必须用吸声材料覆盖。吸声材料厚度取决于要测试的频谱。通常采用10 cm厚的矿棉或者是其

他等效的材料。

8．2测量时间

8．2．1概述

测量时间的选择原则是在规定运行条件下，能够确定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和噪声发射的时间特征

(若规定要求的话)。

对于给定的被测声源，测量时间T由一系列子测量时间T．组成，每一个子测量时间都对应声源的

一个规定运行时段。在此情况下，通常可用单一发射声压级L。。(单位：dB)来描述，该声压级可按式(1)

对各个子测量时间的A计权发射声压级进行平均：

L，。一10 lgf下1∑T。10“1～m 1
、1 1—1 ，

式中：

T——总测量时间，单位为秒(s)，其中T一∑t；

t——子测量时间，单位为秒(s)；

N——子测量时间或运行时段的总数；

L“n——在子测量时间内的A计权发射声压级，dBA。

对于具有确定运行周期的机器设备，通常有必要将测量时间扩展至连续运行周期的整数倍。

测量时间只与期望得到的发射声压级和声发射时间特性(若有要求)的运行时段相关。

测量时间、可能要求的子测量时间和测量时间所包含的运行周期数目，应符合被测机器专业噪声测

试规程。任何情况下，这些数值都要与为确定被测机器声功率级而规定的数值相同。
’

8．2．2稳态噪声

如果在规定运行工况下(见GB／T 19052)，指定位置的噪声发射是稳态噪声的话，那么测量时间应

至少为15 S。

8．3测量

把声强探头安装在被测机器的指定位置，除了被测机器，在声强探头的0．5 m范围内不允许有任

何反射物体，包括仪器的操作者。如果有这样的物体存在，应该在物体的外面包裹吸声材料。对于台面

设备，这个台面应被看成被测试物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笛卡儿坐标系的三个方向上(z，，，z)连续进行声强分量测量，测量每一个方向上的声强级、声压

级、A计权声压级和在不同频带上声强级、声压级、A计权声压级。在160 Hz以下(包括160 Hz)的中

心频率上，每个探头位置的平均时间至少30 S，在中心频率200 Hz或者200 Hz以上的，每个频带的平

均时间至少15 S。如果可能，同时测量时间积分声压级L，。假如不能进行同步测量，测量之后，在声强

测量同一测点处测量声压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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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强矢量级L-。按式(2)计算：

Lb，一i0 ig板而“可F订面“可FR面呵dB⋯⋯⋯⋯⋯⋯一(2)
式中：

Ln，k，Ln——在三个方向上测量到的声强级分量。

然后分别计算声场声压一声强指数Fm，，‰，‰，F0：。
8．4风和气流

对风和气流的影响，声强探头要比常规的传声器更加敏感一些。当可以明显感觉到气流时，要用防

风罩。当风／气流的速度超过4 m／s时，测量结果无效，除非可以证明气流对测试频率内测试结果的影

响可以忽略。

注：CB／T16404．2—1999附录C给出气流中测量的导则。

8．5满足要求的测量准则

与最大的声强矢量分量相关的声场声压一声强指数，rain{F，“，FⅣ，，t。)，应满足式(3)和式(4)
要求：

rain{Fm，Fm，Fk}≤Ld ⋯⋯⋯⋯⋯⋯⋯⋯⋯⋯(3)

Fm。<10 dB ⋯⋯⋯⋯⋯⋯⋯⋯⋯⋯(4)

当机器最大尺寸大于2 m时，在z，y，z三个方向上应该有两个方向满足上述条件。对于大型机

器，如果这个条件只能在其中的一个方向上满足的话，仍可通过旋转探头坐标系重复测量来进一步验证

测量是否满足条件，见附录C。

8．6背景噪声的要求

被测机器关闭后，在探头位置测得的背景噪声声强矢量级在计权后的模或者在每个测试频带上的

声强级的模，应该始终比被测机器开启时至少低10 dB。这样就不需进行任何修正。

8．7测量频率范围

声压级和声强级应使用具有如下中心频率(单位：Hz)的倍频带滤波器进行测量

63 125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8 000

此外，也可以在中心频率从50 Hz到6 300 Hz的1／3倍频带进行测量，对于频率高于5 000 Hz的

情况，见附录B。

注：如果仅仅要求测定A计权数值，则任何一个单独出现的、比最高A计权频带声级小i0 dB或者更多的A计权

频带声级都可以忽略；如果出现了多个频带声级较低的情况，且这些频带的A计权声级之和低于最高A计权

频带声级10 dB或以上的话，则可以忽略这些频带。

8．8测量结果的计算

发射声压级按式(5)计算：

L p—Lh}：+K|

式中：

Ks一1 dB。

在任何测量频带内如果声强矢量的方向指向被测机器，则测量结果无效，见附录A。

9记录内容

9．1概述

如果可能，按照本部分进行的所有测量中，应记录如下内容。只有在最终完成计算步骤并对计算数

据进行修约之后，才能形成报告。

9．2被测机器

被测机器的描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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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技术数据；

——尺寸；

——制造厂；

——机器序号；

——生产日期。

9．3测量条件

记录下面内容：

a) 准确、定量表述运行条件和相关运行时段和运行周期；

b)安装条件；

c)测试环境中的机器位置；

d)若被测机器存在多个噪声源，则应介绍测量过程中各声源的工作情况。

9．4声学环境

按照下列内容描述测量环境：

——地板、天花板、墙壁的物理处理方式；

——被测机器和房间其他物品的位置示意图。

9．5仪器说明

包含以下内容：

a)测量仪器，包括：名称、类型、序列号和生产单位；

b)测量探头的描述；

c)测量系统校准检定方法，并给出校准日期、地点及校准结果；

d) 防风罩特性(如有防风罩情况下)。

9．6指定位置

准确、定量地表述并记录发射声压级的所有的测量位置。

9．7噪声数据

记录中应包含下列数据：

a) 测得的发射声压级和声强矢量级Lb以及测试频带的声场指数Fm，；

b)用于计算A计权发射声压级的频率范围；

c)不同频带的传声器间距；

d)如果有的话，频率响应修正；

e)背景噪声声强级；

f)测量地点、时间以及测量人员；

g)测量不确定度。

10报告内容

只报告那些测量目的所要求的记录数据(见第9章)。

http://www.bzsoso.com


GB／T 17248．6--2007／ISO 1 1205：2003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声强矢量方向满足要求的判据

为了将测量不确定度限制在表1给定的范围内，测点上声强矢量的指向应该背向被测机器，即由从

被测机器指向测点的矢量和声强矢量之间的夹角日应该在--90。到+90。范围内，即：

cos(0)>0 ⋯⋯⋯⋯⋯⋯⋯⋯⋯⋯(A．1)

该值由标量积确定；

cos(0)一(j5专，f) ⋯⋯⋯⋯⋯⋯⋯⋯⋯⋯(A．2)

式中：

琅——沿着合成的能量流方向的单位矢量(见3．2)。
X—yz一≠一{L；J，；f；) ⋯⋯⋯⋯⋯⋯⋯⋯⋯⋯(A．3)

J目日

式中：

L，I，，I；是测量到的三个声强分量；

J。一10““目，Lh。由式(2)定义；且

r一斋是单位矢量，其方向为从机器的声学中心指向测量点，如图A．1所示，IR[是R的模。
如果机器声学中心不明显，应采用其几何中心。

如果判据式(A．1)不能满足，除第9章和第10章提到的记录内容外，还应记录COS(日)的数值。在

这种情况下，预期测量不确定度会高于表1中给定的值，并且不能够满足工程法准确度等级。

k

1——测量点位置为z。⋯Y≈}
2——被测机器的中心为z㈨Y，‰}
b；——测量点五，Y，，墨的声强矢量

置一{z，一z。；砷一汕；2。一面)。

图A．1角度0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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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频率高于5 000 Hz的处理方法

除非声强探头直到10 000 Hz都具有平直的频率响应，否则应按如下选项之一进行处理

a)如果可能的话，按照仪器生产厂家的技术说明进行；

b)选择直径6 YrtlTl传声器，并且传声器间距为6 mm的探头装置。

注：关于频率响应的进一步介绍参见文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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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测量不能满足要求时的处理方法

当探头对着一个较小的，而且是局部声源占主要作用的一个机器，而机器的最大尺寸又超过2 m

时，即使测量的结果很好，也可能会发生声场的声压一声强指数只在一个方向上满足要求的情况。在这

种情况下，围绕垂直轴旋转探头的坐标系统45。，在三个新的正交方向上重复测量可以验证测量的有效

性。此时，如果声场的声压一声强指数在这三个正交方向的任意两个方向上都满足同一要求，则表1中

的测量不确定度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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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测试台示例

测试台面如图D．1所示，台面由厚0．04 m～o．10 m的胶合板组成，其最小面积为o．5 m2，最小横

向尺寸为0．7 m，台面上有机器安装所必需的槽或孔。

单位为米

l

|
|

匿 弱

／
2

＼
弱匿

’ 1。弋
＼?

1——顶部胶合板；

2——腿和拉板，螺纹连接或粘接

3——隔振垫。

图D．1测试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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