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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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362-3:2016《道路车辆加速行驶车外噪声 工程法 第3部

分:M和N类室内测量方法》。
本文件与ISO362-3:2016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文件与ISO362-3:2016

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文件与ISO362-3:201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3730.2代替了ISO1176(见第3章);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3785.1代替了IEC61672-1(见6.1.1、9.2);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3785.3代替了IEC61672-3(见6.1.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5910代替了ISO2416(见第3章、见9.4.2表3);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6882—2016代替了ISO3745(见7.3.1、附录D);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15173—2010代替了IEC60942(见6.1.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22157—2018代替了ISO10844(见7.4、10.2.3);
● 用等同采用国际文件的GB/T34828代替了ISO26101(见7.3.1、附录D);
● 删除了对ISO362-1:2015、ISO/IEC指南98-3的引用;
● 增加引用了GB/T15089、GB/T17692(见第3章);

———ISO362-3中缺少部分术语,本文件中根据需要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3.3~3.14);
———修改了试验加速度上限和汽车总功率的计算方法,与现有噪声相关国家标准体系保持一致(见

3.12、5.1.2、9.5.1.3.2和9.5.1.3.4);
———修改了参考加速度和部分功率系数的计算公式,与现有噪声相关国家标准体系保持一致(见

5.4);
———删除了ISO362-3:2016中6.2的仪器检定的要求,我国有专门的计量体系规定仪器设备检定

要求,不在本文件中进行规定;
———传声器阵列方法对测量结果有显著影响,ISO362-3中未给出传声器阵列的布置要求,本文件

补充完善了相关要求(见9.2);
———修改了虚拟或实际汽车测试质量计算表、轮胎选择条件、试验选挡条件和数据处理方法,与现

有噪声相关国家标准体系保持一致(见9.4.2、9.4.3、9.5.1.3、9.5.1.4、9.5.2.3和9.6.2);
———增加了一条“特殊情况的避免与说明”,与现有噪声相关国家标准体系保持一致(见9.5.1.3.4);
———ISO362-3:2016中有关测量不确定评定的相关技术和内容尚未完善,本文件结合我国测量不

确定评定的研究现状,修改后作为资料性附录给出(见9.7);
———更正了ISO362-3:2016中的图B.1中的公式错误(见图G.1);
———增加了《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室内测量记录表》,完善和统一了测试报告的信息,增强了本文件的

可操作性(见10.3)。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更改了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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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参考文献GB/T18488.2、GB/T2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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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

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天津大

学、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吉利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米其林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秀峰、顾灿松、袁卫平、许天楚、方鹏、孙延伟、李洪亮、王卫东、王海洋、

陈新春、谢东明、康钟绪、屠翔宇、高宇航、舒云、冯婧婷、李书利、李广府、张文博、唐竞、王建业、赵登峰、
靳红英、叶志刚、梁锐、杨晋、陈鹏、苏世荣、黄元毅、杨永宝、夏世东、陆奕、彭冲、谢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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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室内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的室内测量方法———工程法的车辆加速度计算要求、测量仪

器、试验室要求、底盘测功机要求、测量程序、测试方法和测试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 M和N类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730.2 道路车辆 质量 词汇和代码(GB/T3730.2—1996,idtISO1176:1990)

GB/T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GB/T3785.1—2010,IEC61672-1:2002,IDT)

GB/T3785.3 电声学 声级计 第3部分:周期试验(GB/T3785.3—2018,IEC61672-3:2013,

IDT)

GB/T5910 轿车 质量分布(GB/T5910—1998,idtISO2416:1992)

GB/T6882—201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ISO3745:2012,IDT)

GB/T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15173—2010 电声学 声校准器(IEC60942:2003,IDT)

GB/T17692 汽车用发动机净功率测试方法

GB/T22157—2018 声学 测量道路车辆和轮胎噪声的试验车道技术规范(ISO10844:2014,

IDT)

GB/T34828 声学 自由场环境评定测试方法(GB/T34828—2017,ISO26101:2012,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3730.2、GB/T5910、GB/T15089和 GB/T1769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预加速 pre-acceleration
为了在加速度计算区域内获得稳定的加速度,在汽车参考点进入加速始端线位置之前踩下加速踏

板的行为。

3.2
虚拟试验车道长度 virtualtesttracklength
用于计算加速度的测试轨道的虚拟长度。
注:从线AA'到线BB'的试验车道的虚拟长度表示为LAB,从线PP'到线BB'的虚拟长度是L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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