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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标准规范编写规则》和 GB/T20001.1—

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给出的规则和格式编制。
本规范代替JJF1034—2005 《声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与JJF1034—2005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声 [波]、纵波、横波、自由行波、平面波、柱面波、球面波、波阵面

(波前)、谱 (频谱)、线谱、连续谱、谱密度、功率谱密度、A [计权]声 [压]级、
等效 [连续A计权]声 [压]级、主轴、谐波、窄带噪声、标称频率、数字声频、采

样频率、折叠频率、带内频率、频带上限频率、带外频率、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声

程、八度、音分、音符、乐律、半音音阶、换能器、无源换能器、有源换能器、线性换

能器、可逆换能器、互易换能器、送话器、受话器、扬声器、互易校准仪、水声探头和

比较校准共45个条目;
———修改了声学测量、声场、自由场、扩散 [声]场、声速、质点位移、质点速

度、静压、声压、声强 [度]、频率计权、时间计权、级等115个条目;
———增加了次声学、听力学、语言声学、音乐声学、建筑声学、声 [学]计量、可

听声、环境噪声、自生噪声等360个条目;
———增加了带宽指示值、滤波器衰减、吸声量、[通道]串音衰减等195个符号和

缩略语;
———各条目按声学计量的专业分类进行编排。
本规范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F1034—2005 《声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1034—1992 《声学计量名词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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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计量术语及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界定了声学计量工作中常用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适用于声学计量领域各项工作,相关领域亦可参考使用。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2900.86—2009 电工术语 声学和电声学

GB/T3767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

场的工程法

GB/T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

测量面的简易法

GB/T3785 (所有部分) 电声学 声级计

GB/T3947—1996 声学名词术语

GB/T4129 声学 用于声功率级测定的标准声源的性能与校准要求

GB/T12604.1—2005 无损检测 术语 超声检测

GB/T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

GB/T17248 (所有部分)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GB/T17312 声级计的无规入射和扩散场校准

GB/T20441.1—2010 电声学 测量传声器 第1部分:实验室标准传声器规范

GB/T20441.2—2018 电声学 测量传声器 第2部分:采用互易技术对实验室

标准传声器声压校准的原级方法

GB/T20441.3 电声学 测量传声器 第3部分:采用互易技术对实验室标准传

声器的自由场校准的原级方法

GB/T50121 建筑隔声评价标准

ISO532 (所 有 部 分) 声 学  响 度 的 计 算 方 法 (Acoustics—Methodfor
calculatingloudness)

ISO/TR25417:2007 声学 基本量的定义和术语 (Acoustics—Descriptionsof
basicquantitiesandterms)

IEC61260-1:2014 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第1部分:规范 (E-
lectroacoustics—Octave-bandandfractional-octave-bandfilters—Part1:Specifications)

IEC61672-1:2013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Electroacoustics—Sound
levelmeters—Part1:Specification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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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术语

3.1 声学 acoustics;theoryofsound
研究声波的产生、传播、接收和效应的科学。
[GB/T3947—1996,定义2.2]

3.2 电声学 electroacoustics
研究电声换能原理、技术和应用的科学。
[GB/T3947—1996,定义6.1]

3.3 水声学 underwateracoustics;marineacoustics
研究水中 (主要是海洋中)声波的发生、传播、接收和通信的科学技术。
[GB/T3947—1996,定义7.1]

3.4 超声学 ultrasonics
研究高于可听声频率上限的声波的科学技术。
[GB/T3947—1996,定义8.1,有修改]
注:一些用于工业但频率低于可听声频率上限的声 [波]也可属于超声学的研究范围。

3.5 次声学 infrasonics
研究低于可听声频率下限的声波的科学技术。

3.6 听力学 audiology
研究和评价听力的科学。
[GB/T3947—1996,定义9.3]

3.7 语言声学 speechacoustics
研究语言的声学性质的科学。
[GB/T3947—1996,定义10.1]

3.8 音乐声学 musicalacoustics
研究乐律、乐音和乐器的科学。

3.9 建筑声学 architecturalacoustics
研究与建筑有关的声学问题的科学。
[GB/T3947—1996,定义12.1]

3.10 声 [学]测量 acousticalmeasurement
通过实验获得并可合理赋予某声学量一个或多个量值的过程。

3.11 声 [学]计量 acousticalmetrology
实现声学量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注:包括声学计量基标准、量值溯源和传递体系的建立与保持、测量方法研究与计量技术文件

制定等。

3.12 可听声 audiblesound
a)能引起听觉的声振荡。

b)由声振荡引起的听觉。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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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可听声的频率范围大致为20Hz~20kHz。

3.13 音 tone
a)有音调的声觉。

b)能引起有音调的声觉的声波。

c)乐律中较大的音程 (即全音)。

3.14 纯音 puretone;puresound
a)有单一音调的声觉。

b)瞬时值为一简单正弦式时间函数的声波。

3.15 复音 complextone
复声 complexsound
a)具有一个以上音调的声觉。

b)由一些频率不同的简单正弦式成分合成的声波。

3.16 猝发音 toneburst
波形起始和终止在零点上的一个或多个完整周期的正弦信号。
[IEC61672-1:2013,定义3.29]

3.17 噪声 noise
a)紊乱不定的或统计上随机的声振荡。

b)不需要、不希望有的声音或其他干扰。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08]

3.18 随机噪声 randomnoise
无规噪声

由在时间上随机出现的大量扰动集合而成的声振荡。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09]
注:随机噪声的瞬时值随时间的变化服从一定的统计分布规律。

3.19 脉冲声impulsivesound
短促的声音,由正弦波的短波列或爆炸声形成。
[GB/T3947—1996,定义12.12]

3.20 白噪声 whitenoise
功率谱密度与频率无关的噪声。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10]
注:用固定频带宽度测量时,频谱连续并且均匀。

3.21 粉红噪声 pinknoise
功率谱密度与频率成反比的噪声。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11]
注:用正比于频率的频带宽度测量时,频谱连续并且均匀。

3.22 环境噪声 ambientnoise;environmentalnoise
在某一给定位置,由或远或近的多个噪声源产生的声音组合。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12,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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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环境噪声 (environmentalnoise)也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

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工作环境的声音。

3.23 背景噪声 backgroundnoise
本底噪声 groundnoise
产生、传输、检测、测量或记录信号的系统中,各种源产生的总干扰。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13]
注:

1 测量时,背景噪声指被测声源之外,所有其他声源贡献的噪声,如空气声、结构振动噪声和

仪器的电噪声等。

2 本底噪声有时特指设施在特定工况下,背景噪声的下限值。

3.24 自生噪声 self-generatednoise
固有噪声 inherentnoise
无信号输入时,仪器电气系统中的残余噪声。

3.25 静压 staticpressure
ps

媒质中某一点在没有声波时的压强。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18,有修改]

3.26 瞬时声压 instantaneoussoundpressure
pi
在所考虑的瞬间,媒质中某一点有声波时的压强与静压的差值。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19]

3.27 声压 soundpressure
p
给定时间间隔瞬时声压的方均根值。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20,有修改]

 注:声压的单位为帕 [斯卡](Pa)。

3.28 峰值声压 peaksoundpressure
ppeak

某一时间间隔内瞬时声压的最大绝对值。
[ISO/TR25417:2007,定义2.4]
注:

1 峰值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2 峰值声压可由正或负的声压产生。

3.29 基准声压 referencesoundpressure
p0

按照惯例选定的声压,对气体为20μPa,对液体和固体为1μPa。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22]

3.30 瞬时质点位移 instantaneousparticledisplacement
在弹性媒质中,其末端在给定瞬间的质点位置,且其原点在质点的平衡位置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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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25]

3.31 质点位移 particledisplacement
δ
在给定时间间隔内瞬时质点位移的方均根值,除非另有规定。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26]

 注:质点位移的单位为米 (m)。

3.32 瞬时质点速度 instantaneousparticlevelocity
瞬时质点位移对时间的导数。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28]

3.33 质点速度 particlevelocity
v
在给定时间间隔内瞬时质点速度的方均根值,除非另有规定。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29]

 注:质点速度的单位为米每秒 (m/s)。

3.34 体积速度 volumevelocity
q
垂直于振动表面的质点速度分量与表面面元的乘积在该振动表面上的积分。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31]

 注:体积速度的单位为立方米每秒 (m3/s)。

3.35 声速 speedofsound
c
自由行波相速度的大小。
[GB/T2900.86—2009,定义801-23-18]

 注:声速的单位为米每秒 (m/s)。

3.36 级 level
给定量与同类基准量之比的对数。需说明对数的底,基准量和级的类别。
[GB/T2900.86—2009,定义801-22-01,有修改]
注:

1 级的类别用复合术语表示,如声功率级、声压级等。

2 无论选定的量是峰值、方均根值还是其他值,基准量的值都保持不变。

3 对数底的单位与该底相应级的量的单位一致。

3.37 贝 [尔]Bel
a)当对数以10为底时,功率类量的级的单位;

b)当对数以 10为底时,场量的级的单位。
[GB/T2900.86—2009,定义801-22-02]
注:功率类的量的例子如声功率、声能量;场量的例子如声压、电压。

3.38 分贝 decibel
贝尔的十分之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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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900.86—2009,定义801-22-03]
注:

1 用分贝 (dB)作为级的单位,比贝尔更常用。

2 分贝也可定义为,当对数的底为10的10次方根时,功率类量的级的单位;当对数的底为10
的20次方根时,场量的级的单位。

3.39 声压级 soundpressurelevel
Lp

声压的平方与基准声压的平方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Lp =10lg
p2

p2
0

(1)

 式中:

Lp ———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p ———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0 ———基准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ISO/TR25417:2007,定义2.2]

 注:对气体,基准声压为20μPa,对液体和固体为1μPa。

3.40 平均声压级 averagesoundpressurelevel;meansoundpressurelevel

Lp;Lpm

声压平方的空间或 (和)时间的平均值与基准声压的平方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注:

1 平均声压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对声压的平方和平均方式宜同时指明。

3.41 时间平均声压级 time-averagesoundpressurelevel
Lp,T

等效连续声压级 equivalentcontinuoussoundpressurelevel
Lp,eqT

瞬时声压的平方在规定的持续时间段的时间平均与基准声压的平方之比的常用对数

的10倍。

Lp,T =Lp,eqT =10lg
1
T∫

t2

t1
p2(t)dt

p2
0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2)

 式中:

Lp,T ———时间平均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Lp,eqT ———等效连续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T ———持续时间段,单位为秒 (s),T=t2-t1;

p(t)———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0 ———基准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p0=20μPa。
[ISO/TR25417:2007,定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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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时间平均声压级能理解为与所研究的噪声具有相同的平均能量的稳定且持久的噪声的声

压级。

3.42 峰值声压级 peaksoundpressurelevel
Lp,peak

峰值声压的平方与基准声压的平方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Lp,peak=10lg
p2
peak

p2
0

(3)

 式中:

Lp,peak———峰值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ppeak ———峰值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0 ———基准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p0=20μPa。
[ISO/TR25417:2007,定义2.5]

3.43 频率计权 frequencyweighting
显示装置指示的按频率加权的信号级与相应的恒幅正弦输入信号级之差,为频率的

规定函数。
[IEC61672-1:2013,定义3.3]
注:

1 级差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常用的有A频率计权、C频率计权和Z频率计权。

3.44 时间计权 timeweighting
规定了时间常数的时间指数函数,用于对声压信号的平方进行计权。
[IEC61672-1:2013,定义3.4]

 注:常用的有F时间计权 (有时称为 “快”响应特性)和S时间计权 (有时称为 “慢”响应特

性)。还有一种I时间计权 (也称为 “脉冲”响应特性)。

3.45 声级 soundlevel
频率计权声压级 frequency-weightedsoundpressurelevel
经时间计权或时间平均的频率计权声压信号平方的级。
[IEC61672-1:2013,定义3.5]

 注: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3.46 时间计权声级 time-weightedsoundlevel
经时间计权的频率计权声压信号平方在运行时间内的时间平均与基准值平方之比的

常用对数的10倍。
[IEC61672-1:2013,定义3.6]
注:

1 时间计权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时间计权声级,例如频率计权为A和C,时间计权为F和S,分别用符号LAF、LAS、LCF和

LCS表示。

3 在某观察时刻t的A频率计权和F时间计权声级由公式 (4)表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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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t( ) =10lg
(1/τF)∫

t

-∞
p2
Aξ( )e- t-ξ( ) /τFdξ

p2
0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4)

式中:

LAF(t)———A频率计权和F时间计权声级,单位为分贝 (dB);

τF ———为F时间计权的指数时间常数,单位为秒 (s);

ξ ———从过去的某时刻,例如积分下限-∞,到观测时刻t的时间积分的虚拟变量;

pA(ξ) ———A计权瞬时声压信号,单位为帕 [斯卡](Pa);

p0 ———基准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p0=20μPa。

3.47 最大时间计权声级 maximumtime-weightedsoundlevel
在规定时间间隔内时间计权声级的最大值。
[IEC61672-1:2013,定义3.7]
注:

1 最大时间计权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符号LAFmax、LASmax、LCFmax和LCSmax分别表示相应的频率计权 (A、C)和时间计权 (F、S)
的最大时间计权声级。

3.48 峰值声级 peaksoundlevel
Lpeak

频率计权峰值声压信号的平方与基准声压平方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IEC61672-1:2013,定义3.9]

 注:峰值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3.49 时间平均声级time-averagesoundlevel
LT

等效连续声级 equivalentcontinuoussoundlevel
Leq,T

在规定时间间隔内的频率计权声压信号平方的时间平均值与基准声压平方之比的常

用对数的10倍。
[IEC61672-1:2013,定义3.10]
注:

1 时间平均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用符号LAT表示,并由公式 (5)给出:

LAT =10lg
1/T( )∫

t

t-T
p2
Aξ( )dξ

p2
0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5)

式中:

LAT ———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单位为分贝 (dB);

ξ ———到观察时间t结束时的平均时间段,时间积分的虚拟变量;

T ———平均时间段,单位为秒 (s);

pA(ξ)———A计权声压信号,单位为帕 [斯卡](Pa);

p0 ———基准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p0=20μPa(媒质为空气)。

3 原则上,时间平均声级的确定与时间计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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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声暴露 soundexposure
E
在规定时间间隔或规定时间历程内,频率计权声压信号平方的时间积分。
[IEC61672-1:2013,定义3.11]
注:

1 积分持续时间隐含在时间积分内,尽管它对于表明过程性质有益,但不一定要明确报告。对

在规定时间间隔内的声暴露测量,通常要报告积分的持续时间并用适当下标标注在字符中,

如EA,1h。

2 A计权声暴露用符号EA,T表示,并由公式 (6)给出:

EA,T =∫
t2

t1
p2
A(t)dt (6)

式中:

p2
A(t)———在t1 起始和t2 结束的积分时间T 内,A计权声压信号的平方。

3 如果声压用帕 [斯卡](Pa)表示,运行时间为秒 (s),则声暴露的单位为二次方帕 [斯卡]

秒 (Pa2s)。

4 对应用于工作场所噪声暴露的测量,声暴露用二次方帕 [斯卡]小时 (Pa2h)为单位比用二

次方帕 [斯卡]秒 (Pa2s)更方便。

3.51 声暴露级 soundexposurelevel;noiseexposurelevel
暴露声级

LE;LE,T

声暴露与参考声暴露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IEC61672-1:2013,定义3.12]
注:

1 声暴露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参考声暴露E0的单位为二次方帕 [斯卡]秒 (Pa2s),E0=p0
2T0= (20μPa)2× (1s)=

400×10-12Pa2s。

3 A计权声暴露级与相应的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之间的关系,可由公式 (7)表示:

LAE,T =LA,T +10lg
T
T0

æ

è
ç

ö

ø
÷ (7)

式中:

LAE,T———A计权声暴露级,单位为分贝 (dB);

LA,T ———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单位为分贝 (dB);

T ———平均时间或积分时间,单位为秒 (s);

T0 ———用于声暴露级的参考时间,单位为秒 (s),T0=1s。

4 在平均时间段内的时间平均A计权声级与此间隔内相应的A计权声暴露或A计权声暴露级

之间的关系,由公式 (8)表示:

EA,T = p2
0T( ) (100.1LA,T ) (8)

或由公式 (9)表示:

LA,T =10lg
EA,T

p2
0T

æ

è
ç

ö

ø
÷ =LAE,T -10lg

T
T0

æ

è
ç

ö

ø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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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A,T ———在平均时间内的A计权声暴露,单位为二次方帕 [斯卡]秒 (Pa2s);

p0 ———基准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0=20μPa;

T ———t1 起始t2 终止的平均时间,单位为秒 (s);

LA,T ———A计权时间平均声级,单位为分贝 (dB);

LAE,T———A计权声暴露级,单位为分贝 (dB);

T0 ———用于声暴露级的参考时间,单位为秒 (s),T0=1s。

5 当用于单一事件时,此量称为 “单次事件时间积分声压级” (singleeventtime-integrated
soundpressurelevel),且用符号LE 表示。

3.52 N 累计百分数声级 Npercentexceedancelevel
累计百分数声级 percentilelevel
LN

测量时段内N%的时间所超过的时间计权和频率计权声压级。
例:LAF95,1h表示1h内95%的时间所超过的A频率计权、F时间计权声压级。

 注:N 累计百分数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3.53 声功率 soundpower
声能通量 soundenergyflux
P;Pa

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面积的声能量。
[GB/T3947—1996,定义2.30]
注:

1 声功率的单位为瓦 [特](W)。

2 声波为纵波时,声功率由公式 (10)表示:

P=
1
T∫

S

dS∫
T

0
pvndt (10)

式中:

P ———声功率,单位为瓦 [特](W);

T ———周期的整数倍或长到不影响计算结果的时间,单位为秒 (s),

S ———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m2);

p ———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vn ———瞬时质点速度在面积S 法线方向n的分量,单位为米每秒 (m/s);

t ———时间,单位为秒 (s)。

3 在自由平面波或球面波上,通过面积S 的平均声功率 (时间平均)由公式 (11)表示:

P=
p2Scosθ

ρc
(11)

式中:

P ———声功率,单位为瓦 [特](W);

p2———有效声压平方的时间平均,单位为二次方帕 [斯卡](Pa2);

S ———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m2);

θ ———面积S 的法线与波法线所成的角度,单位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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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声功率级 soundpowerlevel
LW

声功率与基准值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LW =10lg
P
P0

(12)

 式中:

LW ———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 (dB);

P ———声功率,单位为瓦 [特](W);

P0 ———基准值,单位为瓦 [特](W),P0=1pW。
[ISO/TR25417:2007,定义2.9]

 注:如采用IEC61672-1规定的频率计权和 (或)特定的频带,则宜用适当的下标表明,例如

LWA表示A计权声功率级。

3.55 声能量 soundenergy
J
声功率在规定的持续时间段上的积分。

J=∫
t2

t1
P(t)dt (13)

 式中:

J———声能量,单位为焦 [耳](J);

P———声功率,单位为瓦 [特](W);

t1———起始时间,单位为秒 (s);

t2———终止时间,单位为秒 (s)。
[ISO/TR25417:2007,定义2.10]

注:此量特别是与非稳定的、间歇性的声事件相关。

3.56 声能量级 soundenergylevel
LJ

声能量与基准值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LJ =10lg
J
J0

(14)

 式中:

LJ ———声能量级,单位为分贝 (dB);

J ———声能量,单位为焦 [耳](J);

J0 ———基准值,单位为焦 [耳](J),J0=1pJ。
[ISO/TR25417:2007,定义2.11]

 注:如采用IEC61672-1规定的频率计权和 (或)特定的频带,则宜用适当的下标表明,例如

LJA表示A计权声能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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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瞬时声强 instantaneoussoundintensity
i
声场中某点处,与质点速度方向垂直的单位面积在单位时间通过的声能量。

i(t)=p(t)·u(t) (15)

式中:

i(t)———瞬时声强,单位为瓦 [特]每平方米 (W/m2);

p(t)———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u(t)———瞬时质点速度,单位为米每秒 (m/s)。
注:瞬时声强为矢量。

3.58 [时间平均]声强 [time-averaged]soundintensity
声功率密度 soundpowerdensity
声能通量密度 soundenergyfluxdensity
IT

稳态声场中,瞬时声强在规定的持续时间段的时间平均。

IT =
1
T∫

T

0
i(t)dt (16)

 式中:

IT ———时间平均声强,单位为瓦 [特]每平方米 (W/m2);

i(t)———瞬时声强,单位为瓦 [特]每平方米 (W/m2);

T ———持续时间段,周期的整数倍,或长到不影响测量结果,单位为秒 (s)。

3.59 [时间平均]声强级 [time-averaged]soundintensitylevel
声能通量密度级 soundenergyfluxdensitylevel
LI,T

时间平均声强的幅值与基准值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LI,T =10lg
IT

I0
(17)

 式中:

LI,T———时间平均声强级,单位为分贝 (dB);

IT ———时间平均声强,单位为瓦 [特]每平方米 (W/m2);

I0 ———基准值,单位为瓦 [特]每平方米 (W/m2),I0=1pW/m2。
[ISO/TR25417:2007,定义2.14]

3.60 频带声压级 bandsoundpressurelevel
Lpf

有限频带内的声压级,基准声压和频带宽度必须指明。
[GB/T3947—1996,定义2.52]

 注:基准声压为20μPa。如频带宽度为1倍频程时则称为倍频带声压级 (octavebandsound

pressurelevel),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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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频带声功率级 bandsoundpowerlevel
LWf

有限频带内的声功率级,基准声功率和频带宽度必须指明。
[GB/T3947—1996,定义2.53]

 注:基准声功率为1pW。如频带宽度为1倍频程时则称为倍频带声功率级 (octavebandsound

powerlevel),依此类推。

3.62 频程 frequencyinterval
两个频率之比。
[GB/T2900.86—2009,定义801-30-07]

3.63 对数频程 logarithmicfrequencyinterval
两个频率之比的对数。
[GB/T2900.86—2009,定义801-30-08]
注:

1 此对数通常以2为底,单位为倍频程 (oct);也可以10为底,单位为十倍频程 (dec)。

2 对数频程也常简称为频程。

3.64 倍频程 octave
基频之比为2的两个声或其他信号之间的对数频程。
注:

1 基频之比可为 (101/3)1/b或21/b,通常优选 (101/3)1/b。当b为1时即为倍频程,当b为3时

即为三分之一倍频程;当b为其他正整数时,则为b分之一倍频程 (统称为分数倍频程)。

2 倍频程也用作以2为底的对数频程的单位。

3.65 声场 soundfield
弹性媒质中有声波存在的区域。
[GB/T2900.86—2009,定义801-23-27]

3.66 自由 [声]场 freesoundfield
各向同性均匀媒质中无边界的声场。
[ISO/TR25417:2007,定义2.17]
注:在实际中,自由声场指在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边界反射或其他干扰物体的影响可忽略不

计的声场。

3.67 半 [空间]自由 [声]场 halffreesoundfield
无限大刚性平面一侧均匀各向同性媒质中其他边界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声场。
[GB/T3947—1996,定义4.60]

3.68 近 [声]场 nearsoundfield
在自由场中,声源附近区段瞬时声压和瞬时质点速度基本上不同相的声场。
[GB/T2900.86—2009,定义801-23-29]

3.69 远 [声]场 farsoundfield
在自由场中,远离声源区段瞬时声压和瞬时质点速度基本上同相的声场。
[GB/T2900.86—2009,定义80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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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扩散 [声]场 diffusesoundfield
在给定的空间中 (对于给定的频率或集中于该频率的频带),由以相等的概率和幅

度几乎同时从各个方向到达每个点的声波所组成的声场。
[ISO/TR25417:2007,定义2.18]

3.71 混响 [声]场 reverberantsoundfield
所有声波在媒质边界上经多次反射的声场。
[GB/T2900.86—2009,定义801-23-32]

3.72 反平方定律 inversesquarelaw
声波的方均声压随声源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变化的特性。
注:

1 在自由场情况下,表现为随声源距离加倍,声压级下降6dB。

2 有时也称为平方反比定律、反平方律。

3.73 [有效]声中心 [effective]acousticcentre
虚拟声中心 virtualacousticcentre
对于在规定方向、规定频率和距离范围内发射声波的电声换能器,虚拟点声源所在

的点,从该点起声压随距离成反比变化。
[GB/T2900.86—2009,定义801-25-52]
注:

1 对互易换能器,用于声波接收和声波发射时的有效声中心是重合的。

2 此定义只适用于所观察的球形或近似球形波阵面的声场区。

3.74 指向性因数 directivityfactor
Rθ

a)对于发射声波的电声换能器,在某一规定频率下,主轴上某一固定点处的自由

场二次方声压,与和该换能器的有效声中心同心并通过该固定点的球面上的方均声压的

比值。
b)对于接收声波的电声换能器,在某一规定频率下,沿其主轴到达的各声波二次

方自由场灵敏度,与所有方向等概率到达该换能器的一连串声波的方均灵敏度的比值。
[GB/T2900.86—2009,定义801-25-67]
注:指向性因数无量纲。

3.75 指向性指数 directivityindex
指向性增益 directionalgain
DI

换能器指向性因数的常用对数的10倍。
注:

1 指向性指数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如规定方向,也可给出主轴之外的其他方向的指向性指数。

3.76 指向性图 directionalpattern;directionalresponsepattern
在规定平面内和规定频率下,电声换能器的灵敏度级作为辐射或入射声波传播方向

的函数的图线表达形式,通常画在极坐标上。
[GB/T2900.86—2009,定义801-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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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峰值因数 crestfactor
波形最大值与方均根值之比。
[GB/T3947—1996,定义2.67,有修改]

3.78 失真 distortion
畸变

d
不希望有的波形变化。
[GB/T2900.86—2009,定义801-21-48]
注:波形变化可由下列原因产生:

———输入输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不同频率下的不均匀传输;
———相移与频率的非线性。

3.79 谐波失真 harmonicdistortion
dh

谐波分量的方均根值与整个信号的方均根值之比。
 注:谐波失真以百分数 (%)表示。

3.80 总失真 totaldistortion
dt
所有失真分量的方均根值与整个信号的方均根值之比。

 注:总失真以百分数 (%)表示。

3.81 总失真+噪声 totaldistortion+noise
dt+n
包含任何谐波和亚谐波的总失真和噪声分量的方均根值与整个信号的方均根值

之比。
注:

1 失真是与非线性相关的信号分量,而噪声是不相关分量。

2 总失真+噪声以百分数 (%)表示。

3.82 动态范围 dynamicrange
声接收用电声换能器的过载声压级与等效噪声声压级之差。
[GB/T3947—1996,定义5.64]
注:

1 能接收的声压级下限是由媒质的声噪声或电路中的电噪声决定的。起作用的噪声应加说明

(如环境噪声、热噪声、设备噪声等)。

2 过载的性质 (如信号畸变、过热、损伤等)和测量方法应加以说明。

3.83 声阻抗 acousticimpedance
Za

在波阵面的一定面积上的声压与通过这个面积的体积速度的复数比值。
注:

1 当考虑的是集总阻抗而不是分布阻抗时,某一部分媒质的声阻抗是真正驱动这部分媒质的声

压差与体积速度的复数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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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声阻抗可以用力阻抗表示:等于力阻抗除以有关面积的平方。

3 声阻抗的单位为帕 [斯卡]秒每立方米 (Pa·s/m3)。

3.84 转移阻抗 transferimpedance
一点上外加拟力的量与在另一点所得相应的拟速度的量的复数比。
[GB/T3947—1996,定义5.29]
注:拟力的量如力、力矩、声压、电压、温度、电场强度等,相应的拟速度的量是相应的速度、

角速度、体积速度、电流、热流、磁通量等。

3.85 插入损失 insertloss
D
在插入换能器、仪器、噪声控制元件或其他器件前,输送到传声系统中将要插入的

点后某处的功率级和插入后输送到该处的功率级的差。
[GB/T3947—1996,定义5.39]
注:

1 插入损失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如输入功率或输出功率或二者都含有一个以上的分量时,应指明是哪一个分量。

3.86 灵敏度 sensitivity
响应 response
换能器、仪器和系统输出端的指定量与输入端的另一指定量的比值。响应或灵敏度

也可用 “级”表示,但参考值必须说明。
[GB/T3947—1996,定义5.50]
注:响应或灵敏度必须加前缀语以指明所用的输出和输入量。

3.87 自由场 [电压]灵敏度 free-field[voltage]sensitivity
接收电压响应 receivingvoltageresponse
Mf;MU

接收换能器输出端的开路电压,与在声场中引入换能器前存在于换能器声中心处的

自由场声压的比值。
[GB/T3947—1996,定义5.52]
注:

1 自由场 [电压]灵敏度的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2 自由场灵敏度是对一个平面行波而言,换能器相对于平面行波传播的方向和频率都应该

指明。

3 自由场灵敏度常用 “级”来表示。自由场灵敏度 [级]是自由场灵敏度与参考值之比的常用

对数乘以20,单位为分贝。参考值在空气中为1V/Pa;在水中为1V/μPa。

3.88 自由场电流灵敏度 free-fieldcurrentsensitivity
接收电流响应 receivingcurrentresponse
接收换能器输出端的短路电流,与在声场中引入换能器前存在于换能器的声中心处

的自由场声压的比值。
[GB/T3947—1996,定义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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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自由场电流灵敏度的单位为安 [培]每帕 [斯卡](A/Pa)。

2 自由场电流灵敏度是对一个平面行波而言,换能器相对于平面行波传播的方向和频率都应该

指明。

3 自由场电流灵敏度常用 “级”来表示。自由场电流灵敏度 [级]是自由场电流灵敏度与参考

值之比的常用对数乘以20,单位为分贝 (dB)。参考值在空气中为1A/Pa;在水中为1

A/μPa。

3.89 扩散场 [电压]灵敏度 diffuse-field[voltage]sensitivity
Md

接收换能器输出端的开路电压,与在声场中引入换能器前存在于换能器声中心处的

扩散场声压的比值。

 注:扩散场灵敏度的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3.90 声压灵敏度 pressuresensitivity
声压响应 pressureresponse
Mp

接收换能器输出端的开路电压与换能器接收表面上实有的声压的比值。
[GB/T3947—1996,定义5.54]
注: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3.91 无规入射灵敏度 randomincidencesensitivity
无规入射响应 randomincidenceresponse
所有声波入射角上的自由场电压灵敏度的方均根值。
[GB/T3947—1996,定义5.55]

3.92 发送电压响应 transmittingvoltageresponse
发声器在指定方向上,离其声中心1m处的表观声压与加到输入电端的信号电压

的比值。
注:

1 发送电压响应的单位为帕 [斯卡]每伏 [特](Pa/V)。

2 在距离1m处的表观声压由下列方法算出:用声场已是球面发散的远场中某点所观测到的声

压乘以该点到声中心的距离。

3 发送电压响应常用 “级”表示。发送电压响应 [级]是发送电压与参考值之比值的常用对数

乘以20,单位为分贝 (dB)。参考值为1Pa/V。

3.93 发送电流响应 transmittingcurrentresponse
发声器在指定方向上,离其声中心1m 处的表观声压与加到输入电端的电流的

比值。
注:

1 发送电流响应的单位为帕 [斯卡]每安 [培](Pa/A)。

2 在距离1m处的表观声压由下列方法算出:用声场已是球面发散的远场中某点所观测到的声

压乘以该点到声中心的距离。

3 发送电流响应常用 “级”表示。发送电流响应 [级]是发送电流与参考值之比值的常用对数

乘以20,单位为分贝 (dB)。参考值为1Pa/A。

71

JJF1034—2020



3.94 发送功率响应 transmittingpowerresponse;projectorpowerresponse
在发射换能器指定方向上,离换能器的有效声中心1m处的表观均方声压与输入

电功率的比值。
[GB/T3947—1996,定义5.59]
注:

1 发送功率响应的单位为二次方帕 [斯卡]每瓦 [特](Pa2/W)。

2 在距离1m处的表观声压由下列方法算出:用声场已是球面发散的远场中某点所观测到的声

压,乘以该点到有效声中心的距离。

3.95 电声互易原理 elecctroacousticalreciprocityprinciple;electroacousticalreciprocity
theorem 

一个线性、无源和可逆的电声换能器,其用作接收器时的自由场电压 (或电流)灵

敏度与用作发射器时的发送电流 (或电压)响应之比与换能器结构无关的原理。
[GB/T3947—1996,定义5.67]
注:此定义只对自由场球面波情况而言。

3.96 互易系数 reciprocitycoefficient;reciprocityconstant
J
满足电声互易原理的电声换能器,其互易系数J 为用作接收器时的自由场 [电压]

灵敏度与用作发射器时的发送电流响应的比值,或其自由场电流灵敏度与发送电压响应

的比值,即:
J= MU/SI = MI/SU (18)

式中:
J ———互易系数,单位为四次方米秒每千克 (m4s/kg);
MU ———自由场 [电压]灵敏度,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SI ———发送电流响应,单位为帕 [斯卡]每安 [培](Pa/A);
MI ———自由场电流灵敏度,单位为安 [培]每帕 [斯卡](A/Pa);
SU ———发送电压响应,单位为帕 [斯卡]每伏 [特](Pa/V)。
[GB/T3947—1996,定义5.69]
注:

1 对自由场球面波,互易系数

Js=
2r

ρ·f
(19)

式中:

Js———互易系数,单位为四次方米秒每千克 (m4s/kg);

r ———距离,r=1m;

ρ ———媒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kg/m3);

f ———频率,单位为赫 [兹](Hz)。

2 对耦合腔,互易系数

Jc=2π·f·β·V (20)
式中:

Jc———互易系数,单位为四次方米秒每千克 (m4s/kg);

f ———频率,单位为赫 [兹](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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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媒质的绝热压缩系数,单位为负一次方帕 [斯卡](Pa-1);

V ———耦合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 (m3)。

3.97 多普勒效应 Dopplereffect
传输系统中因声源与观察点间的有效传输距离随时间改变而引起的观察到的波频率

有所改变的现象。

 注:多普勒效应的定量关系见公式 (21)。

fr=fs
1+vr/c
1-vs/c

(21)

式中:

fr———观察到的频率,单位为赫 [兹](Hz);

fs———声源的频率,单位为赫 [兹](Hz);

vr ———观察点向源的速度分量,单位为米每秒 (m/s);

c ———静止介质中的波速,单位为米每秒 (m/s);

vs ———源向观察点的速度分量,单位为米每秒 (m/s)。

4 电声

4.1 传声器 microphone;microphonecartridge
能将声振荡转换为电信号的电声换能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01]

4.2 电容传声器 condensermicrophone;capacitormicrophone
静电传声器 electrostaticmicrophone
利用电容的变化工作的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13]
注:电容传声器的工作是通过恒定电荷来实现的,这些恒定电荷可由内部产生,也可从外部的

极化电压获得,极化电压由具有适当高内阻的电源产生。

4.3 驻极体传声器 electretmicrophone
预极化电容传声器 prepolarizedcondensermicrophone
其中的静电场产生于电容器一个电极上的内部永久电荷的电容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14]
注:内部永久电荷由预先极化了的驻极体材料提供,根据驻极体材料的位置,驻极体传声器可

分为膜片驻极体和背极板驻极体两种形式。

4.4 压电传声器 piezoelectricmicrophone
利用压电材料的压电特性工作的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15]

4.5 压阻传声器 piezoresistivemicrophone
利用压阻效应,将被测声压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的传声器。

4.6 动导体传声器 moving-conductormicrophone
电动传声器 elctrodynamicmicrophone
利用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所产生的电动势工作的传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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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900.86—2009,定义801-26-17]

4.7 热传声器 thermalmicrophone
热线传声器 hot-wiremicrophone
利用声波的冷却或加热作用使热线的电阻发生变化工作的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23]

4.8 微机电系统传声器 microelectromechanicalsystemmicrophone
MEMS传声器 MEMSmicrophone
基于微机电机系统 (MEMS)技术,采用表贴工艺制造的具有驻极体电容传声器

性能及功能的固态声音感应芯片。

4.9 测量传声器 measurementmicrophone
测试传声器

性能达到规定要求,用作声学测量标准或用于声测量仪器的传声器。
注:

1 测量传声器的性能主要有灵敏度、频率响应、动态范围和对环境条件的依赖性等。

2 在声学计量中提及的传声器一般都是指测量传声器。

4.10 标准传声器 standardmicrophone
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其灵敏度 (自由场灵敏度或声压灵敏度等)和频率响应已被

精确校准,并能保持其稳定性的传声器。

4.11 实验室标准传声器 laboratorystandardmicrophone
能用原级校准方法,如密闭耦合腔互易法,校准到很高准确度,其机械尺寸和电声

性能 (特别是时间稳定性和对环境条件的依赖性)能满足严格要求的电容传声器。
[GB/T20441.1—2010,定义3.2,有修改]

4.12 工作标准传声器 workingstandardmicrophone
至少可用以下方法之一校准的,其机械尺寸和电声性能 (特别是时间稳定性和对环

境条件的依赖性)能满足特定要求的传声器:

a)GB/T20441.2或GB/T20441.3规定的方法;

b)与已校准过的实验室标准传声器作比较;

c)使用GB/T15173规定的LS级声校准器。

4.13 工程测量传声器 projectmeasurementmicrophone
满足声级计及声压测试系统对电声性能和机械尺寸要求的传声器。它的灵敏度可用

以下方法之一校准:

a)与已校准的标准传声器作比较;

b)使用GB/T15173规定的声校准器。

 注:工程测量传声器按性能分为1级和2级。

4.14 声压传声器 pressuremicrophone
电输出基本上与入射声波的瞬时声压相应的传声器。
[GB/T3947—1996,定义6.17]
注:其声压灵敏度在尽可能宽的频率范围内近似地与频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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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自由场传声器 free-fieldmicrophone
电输出基本上与传声器所在点 (传声器放入之前)的自由场声压相应的传声器。
注:其自由场灵敏度在尽可能宽的频率范围内近似地与频率无关。

4.16 扩散场传声器 diffuse-fieldmicrophone
电输出基本上与传声器所在点 (传声器放入之前)的扩散场声压相应的传声器。
注:其扩散场灵敏度在尽可能宽的频率范围内近似地与频率无关。

4.17 多场传声器 multi-fieldmicrophone
对频率响应进行了优化,使之可在各种不同声场中使用,并可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

的测量传声器。
注:多场传声器的声压频率响应、自由场频率响应和扩散场频率响应可同时满足标准要求。

4.18 全向传声器 omnidirectionalmicrophone;astaticmicrophone
无向传声器 nondirectionalmicrophone(拒用)
其响应与入射声波方向无关的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05,有修改]

4.19 指向传声器 directionalmicrophone
其响应随入射声波方向而异的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06,有修改]

4.20 探管传声器 probemicrophone
探声器 soundprobe
对声场无显著干扰,适用于探测声场的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10]
注:探管传声器可以是一个小型传声器,也可由普通传声器附加一个探管组成。

4.21 表面传声器 surfacemicrophone
薄片式的,能安装在或嵌入被测物表面的传声器。
注:表面传声器常用于运动物体表面噪声的测量,通常应能承受强气流扰动、高加速度冲击及

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

4.22 传声器阵列 microphonearray
一定数量、性能相近的测量传声器,按给定规则排列在一起工作的传声器系统。
注:对于噪声源识别,典型的传声器阵列由排列在平面 (单层或双层)或立体网格中的多个传

声器组成。

4.23 互易传声器 reciprocalmicrophone
线性无源的传声器,其开路的正向和逆向转移阻抗的幅值相等。
[GB/T20441.2—2018,定义3.1]

4.24 户外传声器单元 outdoormicrophoneunit
安装于户外用于噪声检测的传声器系统。
注:户外传声器单元通常由测量传声器、风罩、雨罩、远距离校准等部分组成。

4.25 传声器前置放大器 microphonepreamplifier
与电容传声器配套使用,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较低的输出阻抗的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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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声级计 soundlevelmeter
能测量频率计权声级或 (和)频率计权声暴露级的声测量仪器。

 注:声级计按性能分为1级和2级。

4.27 时间计权声级计 time-weightingsoundlevelmeter
常规声级计 conventionalsoundlevelmeter(被取代)
能测量指数时间计权和频率计权声级的声测量仪器。

4.28 积分平均声级计 integrating-averagingsoundlevelmeter
平均声级计 averagingsoundlevelmeter
能测量时间平均和频率计权声级的声测量仪器。

4.29 积分声级计 integratingsoundlevelmeter
能测量频率计权声暴露级的声测量仪器。

4.30 脉冲声级计 impulsesoundlevelmeter
具有时间计权I,设计用于测量脉冲声的声级计。

 注:时间计权I并不适宜评价脉冲声的响度和评估听力损失的风险,也不能确定声音的 “脉冲

度”。由于可能导致令人误解的结果,所以不推荐时间计权I用于脉冲声的测量。

4.31 个人声暴露计 personalsoundexposuremeter
噪声暴露计 noiseexposuremeter
用于测量人头附近的声暴露,设计为指示声暴露量的仪器。

4.32 噪声剂量计 noisedosemeter
指示为法定声暴露限值的百分数的个人声暴露计。

4.33 噪声统计分析仪 noiselevelstatisticalanalyzer
噪声级分析仪 noiselevelanalyzer
用于环境监测,具有统计分析功能,能根据选择的采样时间和采样间隔进行自动采

样,并可自动计算、显示等效连续声级、累计百分数声级等参数的仪器。

4.34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 environmentalnoiseautomaticmonitor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终端

由户外传声器单元、信号处理单元、数据记录和发送单元以及显示单元等组成,能

实现无人员值守、24h连续测量环境噪声的装置。

4.35 声强测量仪 soundintensityinstrument
测量媒质中声强在某一方向上的分量的仪器。它通常由声强探头和声强处理器

组成。

 注:声强测量仪按准确度分为1级和2级。此外还有2X级,该级别仪器不具备实时工作能力。

4.36 声强探头 soundintensityprobe
声强传感器 soundintensitytransducer
其输出信号能被处理以获得特定方向的声强分量的换能器系统。

4.37 双传声器探头 twomicrophoneprobe
p-p探头 p-pprobe
由两只相距已知固定距离的声压型传声器组成的探头。两只传声器测量声压,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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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被认为是探头参考点声压,而声压梯度可用来推导声质点速度分量。

 注:根据两只传声器的排列方式,可分为并排p-p探头和面对面p-p探头。

4.38 声强处理器 soundintensityprocessor
与指定的声强探头连用以测定声强的装置,以声强和声压或声强级和声压级的形式

在倍频程带或三分之一倍频程带显示结果。

4.39 声功率计 soundpowermeter
采用声压法或声强法测量和计算噪声源的声功率或声功率级的声测量仪器。

4.40 滤波器 filter
把信号中各分量按频率加以分离的设备。
注:

1 滤波器能使一个或几个频带中的信号分量通过时基本上不受衰减,对其他频带中的分量则加

以衰减。

2 滤波器按其频率特性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等类型。

4.41 带通滤波器 bandpassfilter
具有单一的传输频带 (或具有小的相对衰减的通带)的滤波器,它从大于零的下截

止频率延伸到有限的上截止频率。
[IEC61260-1:2014,定义3.1]

4.42 倍频程滤波器 octavebandfilter
上截止频率与下截止频率之比为倍频程频率比的带通滤波器。
[IEC61260-1:2014,定义3.10]

 注:倍频程滤波器按性能分为1级和2级。

4.43 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fractionaloctavebandfilter
上截止频率与下截止频率之比是倍频程频率比的某一幂次,该幂次等于相应的带宽

指示值的带通滤波器。
[IEC61260-1:2014,定义3.11]
注:

1 倍频程滤波器也是一种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1/b=1/1)。

2 分数倍频程滤波器按性能分为1级和2级。

4.44 倍频程滤波器组 octavebandfilterset
每个滤波器的通带都是一个倍频程,两个相邻的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之比均为2的一

组带通滤波器。
注:中心频率为上截止频率和下截止频率的几何平均值。

4.45 三分之一倍频程滤波器组 onethird-octavebandfilterset
每个滤波器的通带都为三分之一倍频程,两个相邻的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之比为21/3

的一组带通滤波器。
注:中心频率为上截止频率和下截止频率的几何平均值。

4.46 恒定带宽滤波器 constantbandwidthfilter
带宽恒定且不随中心频率变化而改变的带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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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恒定比例带宽滤波器 constantproportionalbandwidthfilter
带宽与中心频率成固定比例的带通滤波器。

4.48 抗混叠滤波器 anti-aliasfilter
用以在输出信号级中将混叠频率分量降低到可忽略程度的低通模拟滤波器。

4.49 声分析仪 soundanalyzer
用于测定声谱的仪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14]
注:声谱是复音各分量的振幅 (或相位)作为频率函数的分布。

4.50 外差式分析仪 heterodyneanalyzer
由恒带宽外差从动滤波器、测量放大器和拍频振荡器组成,用于对噪声、振动及电

信号进行测量、窄带分析和功率谱密度测量的仪器。

4.51 声定位仪 soundlocator;soniclocator
测定声源位置的电声仪器。
[GB/T3947—1996,定义6.71]

4.52 声源识别定位系统 soundsourceidentificationandlocalizationsystem
基于传声器阵列测量技术,通过特定形状的传声器阵列,测量一定空间内声波信号

到达各传声器的相位差异以及声波的幅值,经波束形成或声全息等方法计算得到以图像

的方式显示声场及声源在空间的分布的装置。
注:声源定位系统一般由传声器阵列、摄像头、阵列信号采集分析单元以及阵列信号分析软件

等组成。

4.53 [声]级记录仪 [sound]levelrecorder
电平记录仪 levelrecorder(拒用)
自动记录声级变化的仪器。
[GB/T3947—1996,定义6.53]

4.54 测量放大器 measuringamplifier
具有规定时间计权、频率计权、信号放大以及声压级和电压指示功能的宽量程、低

自生噪声的测量仪器。
注:测量放大器通常由放大器、衰减器、频率计权、时间计权、滤波器、检波器和指示器等部

分组成,应用于声学及振动等方面的工程测量以及声学和振动测量仪器的检定和校准。

4.55 适调放大器 conditioningamplifier
具有滤波、频率计权、信号放大、为前置放大器供电、为传声器提供极化电压等功

能的仪器。

4.56 音波式皮带张力计 sonicbelttensionmeter
以声学方式测量传动带静态张力的非接触式测力仪。

4.57 浮动范围测量系统 floating-rangemeasurementsystem
包含有自动级范围转换的测量系统。

4.58 声校准器 soundcalibrator
声级校准器 soundlevelcalibrator(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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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耦合到规定型式和结构的传声器上时,产生规定声压级和规定频率的正弦声压的

装置。

 注:声校准器按性能分为LS级 (实验室标准)、1级和2级。LS级声校准器通常仅在实验室中

使用。1级声校准器主要与1级声级计配套使用,2级声校准器与2级声级计配套使用。

4.59 活塞发声器 pistonphone
通过体积速度已知的一个或多个活塞的运动,而在固定的空气体积中产生声压的声

校准器。

 注:需对静压影响进行修正方能满足LS级或1级声校准器要求的活塞发声器分别标示为LS/M
级和1/M级。

4.60 声强校准器 soundintensitycalibrator
能直接校准仪器声强示值的校准器。

4.61 残余声强测试装置 residualintensitytestingdevice
使用相同的声压同时施加于p-p探头的传声器,在某频带内,和在一个或多个声压

级上直接计算声压-残余声强指数的装置。

4.62 标准声源 referencesoundsource
标准噪声源 standardnoisesource
RSS
能产生GB/T4129所要求的宽带、稳定、足够声功率的输出,伴有控制电路的便

携式电声或空气动力型声源或其他的噪声发生装置。

4.63 声频信号发生器 audio-frequencysignalgenerator
能在10Hz~20kHz的频率范围产生稳定的正弦电信号的装置。

4.64 噪声信号发生器 noisesignalgenerator
能发出与自然声音 (如说话、音乐、环境噪声)能量密度分布相似信号,包括白噪

声、粉红噪声或其他噪声、电信号的发生器。

4.65 猝发音信号源 toneburstgenerator
能产生猝发音电信号的装置。
注:也可以是与声频信号发生器连用而产生猝发音电信号的装置。

4.66 静电激励器 electrostaticactuator
静电激振器

包含一个置于传声器的膜片附近的、导电的、刚性的平板,在平板和膜片之间施加

时变电压,产生静电力以模拟均匀地分布在膜片表面上的声压,用于测定传声器频率响

应的装置。

4.67 耦合腔 coupler
耦合器

安装传声器时,形成一个预定形状和尺寸的空腔,并在传声器之间以及传声器和声

源之间提供声耦合单元的装置。

4.68 有源耦合腔 activecoupler
需外接信号发生器的耦合腔,当施加外部电信号时,能在耦合腔中产生对称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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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源耦合腔主要用于:
———传声器的声压灵敏度的测定;

———声级计声压频率响应的测量。

4.69 头和躯干模拟器 headandtorsosimulator
HATS
用来模拟人体对声音采集和散射影响的模拟器,有些还具有模拟嘴辐射声场的

功能。

4.70 X类仪器 groupXinstrument
自身包含符合相应标准所要求的功能,而且标称工作模式为内部电池供电,不需外

接到其他装置就能正常工作的完整仪器。
例:声级计应符合GB/T3785.1的要求。

4.71 Y类仪器 groupYinstrument
自身包含有符合相应标准所要求的功能,而且标称工作模式为电网供电,不需外接

到其他装置就能正常工作的完整仪器。
例:声级计应符合GB/T3785.1的要求。

4.72 Z类仪器 groupZinstrument
包含符合相应标准所要求的功能,但需要由两个或多个装置,通过某种方法连接在

一起才能正常工作,可以是电池供电或由电网供电的仪器。
例:声级计应符合GB/T3785.1的要求。

4.73 修正栅 correctiongrid
无规入射修正器 randomincidencecorrector
取代传声器的常规保护栅的一种特定形状的栅,用以改变传声器的指向性响应,进

而改变传声器的声学类型。

4.74 防风锥 nosecone
鼻形锥 (拒用)
取代传声器常规保护栅的传声器保护罩,具有光滑的流线型表面,用以减小传声器

暴露于高速气流时自身引起的空气动力性再生噪声和湍流压力脉动的影响。

4.75 风罩 windscreen
泡沫球风罩 foamball
用于覆盖声级测量系统的传声器的多孔装置,其目的是将风对测得声级的影响降至

最低,但不影响传声器的指向性。
注:典型的是由开孔的聚氨酯泡沫制成的球状体,并具有与插入的传声器和前置放大器直径相

当的圆柱形孔洞。

4.76 开路电压 open-circuitvoltage
传声器除了连接它的接地屏蔽结构外,没有其他电负载时,用插入电压技术测得的

传声器电输出端的交流电压。
[GB/T20441.1—2010,定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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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开路电压的单位为伏 [特](V)。

2 电容传声器的电端电压与其负载有关,该负载由传声器到前置放大器之间的机械的和电气的

装置产生。

4.77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 pressuresensitivityofamicrophone
Mp

对给定频率和给定环境条件的正弦声波,传声器开路电压与均匀作用于传声器膜片

表面上 (即传声器的声学端)声压的比值。它是个复数,当不计相位时,可用其模来

表示。
[GB/T20441.1—2010,定义3.4]

 注: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的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4.78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 pressuresensitivitylevelofamicrophone
LMp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与参考灵敏度之比的常用对数乘以20。

LMp=20lg
Mp

Mr
(22)

 式中:

LMp———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单位为分贝 (dB);

Mp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Mr ———参考灵敏度,Mr=1V/Pa。

4.79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 free-fieldsensitivityofamicrophone
Mf

对给定频率和给定环境条件下的指定入射方向的正弦平面行波,传声器开路电压与

声场中引入传声器前存在于传声器声中心位置处的自由场声压的比值。它是个复数,当

不计相位时,可用其模来表示。
[GB/T20441.1—2010,定义3.6]
注:

1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的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2 当频率足够低以至于声场受传声器的干扰可忽略时,自由场灵敏度接近于声压灵敏度。

3 声中心位置是频率的函数。

4.80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级 free-fieldsensitivitylevelofamicrophone
LMf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与参考灵敏度之比的常用对数乘以20。

LMf=20lg
Mf

Mr
(23)

 式中:

LMf———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级,单位为分贝 (dB);

Mf———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Mr———参考灵敏度,Mr=1V/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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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 diffuse-fieldsensitivityofamicrophone
Md

在扩散声场中,对给定频率和给定环境条件下的正弦声波,传声器开路电压与声场

中引入传声器前存在于传声器声中心位置处的声压的比值。它是个复数,当不计相位

时,可用其模来表示。
[GB/T20441.1—2010,定义3.8]
注:

1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的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2 当频率足够低以至于声场受传声器的干扰可忽略时,扩散场灵敏度接近于声压灵敏度。

3 声中心位置是频率的函数。

4.82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级 diffuse-fieldsensitivitylevelofamicrophone
LMd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与参考灵敏度之比的常用对数乘以20。

LMd=20lg
Md

Mr
(24)

 式中:
LMd———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级,单位为分贝 (dB);
Md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Mr ———参考灵敏度,Mr=1V/Pa。

4.83 传声器电阻抗 electricalimpedanceofamicrophone
Ze

对于给定频率的正弦信号,当传声器与接地屏蔽结构连接时,加在传声器电端的电

压与其引起的通过该端的电流的复数比值。
[GB/T20441.1—2010,定义3.10]
注:

1 传声器电阻抗的单位为欧 [姆](Ω)。

2 传声器电阻抗是膜片声负载的函数。

4.84 传声器声阻抗 acousticimpedanceofamicrophone
Za

对于给定频率的正弦信号,传声器电端负载为无穷大阻抗时,均匀作用在膜片上的

声压与膜片体积速度的复数比值。
[GB/T20441.1—2010,定义3.11]

 注:传声器声阻抗的单位为帕 [斯卡]秒每立方米 (Pa·s/m3)。

4.85 传声器等效体积 equivalentvolumeofamicrophone
Ve

用于表示传声器的声阻抗,在参考环境条件下相应的复数空气等效体积。

Ve=
κrps,r

jωZa
(25)

式中:

Ve ———传声器等效体积,单位为立方米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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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r ———参考条件下的比热容比,在空气中,其值为1.40;

ps,r———参考静压,单位为帕 [斯卡](Pa),ps,r=101.325kPa;

ω ———角频率,单位为弧度每秒 (rad/s);

Za ———传声器声阻抗,单位为帕 [斯卡]秒每立方米 (Pa·s/m3)。
注:传声器的声阻抗和其等效体积本质上不依赖环境条件。

4.86 传声器有效负载体积 effectiveloadvolumeofamicrophone
等效前腔体积 effectivefrontvolume
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与由参考平面、传声器膜片和在参考平面上传声器的外圆柱面

所限定的腔体具有相同声顺的空气体积,包括传声器等效体积。
注:

1 传声器有效负载体积的单位为立方米 (m3)。

2 传声器有效负载体积可能随频率而改变。

4.87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静压系数 staticpressurecoefficientofmicrophone
pressuresensitivitylevel

αp

在给定的频率下,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随静压变化产生的增量与静压增量的比值。
[GB/T20441.1—2010,定义3.12]
注:

1 静压系数的单位为分贝每帕 [斯卡](dB/Pa)。

2 静压系数是频率的函数。

4.88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温度系数 temperaturecoefficientofmicrophonepressure
sensitivitylevel

αt

在给定的频率下,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随温度变化产生的增量与温度增量的比值。
[GB/T20441.1—2010,定义3.13]
注:

1 温度系数的单位为分贝每开 [尔文](dB/K)。

2 温度系数是频率的函数。

4.89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相对湿度系数 relativehumiditycoefficientofmicrophone
pressuresensitivitylevel

αHr

在参考温度和参考静压下,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随相对湿度变化产生的增量与相对

湿度增量的比值。
[GB/T20441.1—2010,定义3.14]

 注:相对湿度系数的单位为分贝每相对湿度百分比 (dB/%)。

4.90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稳定性系数 stabilitycoefficientofmicrophonepressure
sensitivitylevel

传声器存放在典型的实验室条件下,在规定的时间内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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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稳定性由以下两个量表示:

a)长期稳定性系数 (系统漂移):由回归曲线的斜率来表示,这条回归曲线是由一

年中不同时间测得的声压灵敏度级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的。

b)短期稳定性系数 (可逆变化):由10d中不同时间测得的声压灵敏度级的标准

偏差来表示。
[GB/T20441.1—2010,定义3.15,有修改]
注:

1 长期稳定性系数的单位为分贝每年 (dB/a)。

2 短期稳定性系数的单位为分贝 (dB)。

4.91 极化电压 polarizationvoltage
加在电容传声器膜片和后极板之间的直流电压。

 注:常用的极化电压为200.0V。

4.92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的相位角 phaseangleofpressuresensitivityofmicrophone
给定频率下传声器开路电压与均匀作用于膜片上的声压之间的相位角。
[GB/T20441.2—2018,定义3.2]

 注:相位角的单位为度或弧度 [(°)或rad]。

4.93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的相位角 phaseangleoffree-fieldsensitivityofamicrophone
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对于给定频率和声入射方向的正弦行波,开路电压与传声器

不在场时呈现在传声器声中心位置处的声压之间的相位角。

 注:相位的单位为度或弧度 [(°)或rad]。

4.94 等效点换能器 equivalentpoint-transducer
位于其声中心位置的一个单点上的假想换能器,在给定的观测方向和距离,模拟传

声器对给定频率的正弦信号的发送或接收特性。

4.95 电转移阻抗 electricaltransferimpedance
对于两只声耦合的传声器系统,用作接收的传声器的开路电压与用作发射的传声器

的电端输入电流的比值。
[GB/T20441.2—2018,定义3.3]
注:

1 电转移阻抗的单位为欧 [姆](Ω)。

2 该阻抗是针对GB/T20441.1—2010的7.2给出的地屏蔽结构定义的。

4.96 声转移阻抗 acoustictransferimpedance
对于两只声耦合的传声器系统,作用于接收传声器膜片上的声压与用作发射的传声

器所产生的短路体积速度的商。
[GB/T20441.2—2018,定义3.4]

 注:声转移阻抗的单位为帕 [斯卡]秒每立方米 (Pa·s/m3)。

4.97 声辐射阻抗 acousticradiationimpedance
传声器膜片外表面加载时的声学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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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声辐射阻抗的单位为帕 [斯卡]秒每立方米 (Pa·s/m3)。

2 声辐射阻抗取决于激励器的存在与设计。

4.98 [传声器灵敏度级的]频率响应 [microphonesensitivitylevel]frequencyresponse
在给定条件下,传声器在不同频率时的灵敏度级与在参考频率时的灵敏度级的

差值。
注:频率响应分为声压频率响应、自由场频率响应和扩散场频率响应。

4.99 [传声器]静电激励器响应 electrostaticactuatorresponse[ofamicrophone]
用特别设计的、由幅值对频率均匀的电压驱动的静电激励器测得的作为频率函数的

传声器相对于规定频率的输出。

 注:静电激励器响应的单位为分贝 (dB)。

4.100 [传声器]动态范围上限 upperlimitofthedynamicrange[ofmicrophone]
引起传声器输出电压总谐波失真为某一规定值时所对应的声压级。

 注:对实验室标准传声器的规定值为1%,对工作标准传声器和工程测量传声器的规定值

为3%。

4.101 传声器下限频率 lowerlimitingfrequencyofamicrophone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级比频率为250Hz时的声压灵敏度级低3dB时所对应的

频率。
注:传声器的压力均衡泄漏也可用均压时间常数来表示,均压时间常数在数值上等于下限频率

的倒数。

4.102 传声器电容量 capacitanceofamicrophone
极头极化电容 cartridgepolarizedcapacitance
传声器的膜片与后极板之间的电容及后极板与传声器外壳之间的杂散电容。

 注:传声器电容量是频率和极化电压的函数,电容量的规定值对250Hz时标称极化电压 (对外

接极化电压的传声器通常为200.0V,对预极化传声器为0V)下是有效的。

4.103 相对指向响应 relativedirectionalresponse
对于任何频率计权和任何频率入射的正弦声信号,在包含传声器主轴的规定平面

中,由给出的声入射角指示的声级,减去由同一声源同一频率的声信号在参考方向入射

指示的声级。
[IEC61672-1:2013,定义3.17]
注:相对指向性响应的单位为分贝 (dB)。

4.104 相对频率计权自由场响应 relativefrequency-weightedfree-fieldresponse
对于给定频率,平面行波正弦声信号从参考方向入射到传声器时,声级计指示的时

间计权或时间平均的频率计权声级,减去声级计不存在时由同一声源在声级计传声器参

考点位置产生的相应时间计权或时间平均声级。
[IEC61672-1:2013,定义3.20]
注:

1 相对频率计权自由场响应的单位为分贝 (dB)。

2 相对频率计权自由场响应在GB/T17312中称为自由场灵敏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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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5 相对频率计权无规入射响应 relativefrequency-weightedrandom-incidenceresponse
对于给定频率,声信号无规入射时声级计指示的时间平均频率计权声级,减去声级

计不存在时由同一声源在声级计传声器参考点位置产生的时间平均声压级。
[IEC61672-1:2013,定义3.21]
注:

1 相对频率计权无规入射响应的单位为分贝 (dB)。

2 相对频率计权无规入射响应在GB/T17312中称为无规入射灵敏度级。

4.106 级范围 levelrange
用仪器的控制器的特定挡位测量时的标称声级范围。

 注:级范围的单位为分贝 (dB),例如50dB~110dB的范围。

4.107 级线性偏差 levellinearitydeviation
在规定频率上,指示信号级与期望信号级之差。
[IEC61672-1:2013,定义3.26]
注:级线性偏差的单位为分贝 (dB)。

4.108 线性工作范围 linearoperatingrange
在任何级范围和规定的频率上,级线性偏差不超过规定的接受限的声级范围。
[IEC61672-1:2013,定义3.27]
注:线性工作范围的单位为分贝 (dB)。

4.109 级范围控制器 levelrangecontrol
为了保持全部工作在线性工作范围内,用于调节仪器整机灵敏度以适应输入信号级

变化的装置。

4.110 猝发音响应 toneburstresponse
用猝发音测得的最大时间计权声级或声暴露级,减去用相应稳态输入信号时测得的

声级。猝发音是从该稳态输入信号中提取的。
[IEC61672-1:2013,定义3.30]
注:猝发音响应的单位为分贝 (dB)。

4.111 校准检查频率上的调整值 adjustmentvalueatthecalibrationcheckfrequency
为使声级计的性能在整个频率范围内为最优,当声级计暴露于校准器中的声压时,

为从校准器得到规定的声压级,而在校准检查频率上调节声级计的灵敏度,由制造者规

定的,加到声级计显示值上的一个值。

 注:校准检查频率上的调整值的单位为分贝 (dB)。

4.112 声级计自由场修正值 free-fieldcorrectionforsoundlevelmeter
CFF

校准或检定时,在特定的频率上,为使响应于自由行波的声压级等于声源所产生的

或所模拟的声压级,而加到声级计显示级上的、取决于声级计和声源的特定型式和结构

的一个值。
注:

1 传声器的参考点通常位于传声器膜片的中心。GB/T3785系列标准允许用声校准器、比较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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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器或静电激励器作声源,对这些声源,修正值不必相等。

2 此修正值取决于行波入射的方向。

3 当规定自由场修正值时,假定为参考方向,除非已给出了其他的方向。

4 采用静电激励器的测量不是绝对测量,但以特定频率,例如校准检查频率上的灵敏度为

参考。

5 声级计自由场修正值的单位为分贝 (dB)。

4.113 声暴露范围 soundexposurerange
由制造者规定的、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且可显示在声暴露指示器上的声暴露上限和下

限之间的范围。

4.114 p-p探头通道间相位差 phasedifferencebetweenprobechannelsforap-pprobe
在输入相同时,p-p探头通道间相位响应的差,包括传声器、前置放大器和电缆

(如果它们是探头的组成部分)。

 注:p-p探头通道间相位差是频率的函数。

4.115 p-p探头中传声器标称间隔 nominalseparationofmicrophonesinap-pprobe
在仪器中用来直接计算声强的固定的间距值。在特定频率范围内,它是两个传声器

有效间距的平均值。

4.116 残余声强 residualintensity
剩余声强

当声强处理器的两通道输入相同的电信号,或当与声强处理器相连探头的换能器输

入相同的声压时,由于测量通道间相位差产生的无功声强。

4.117 声压-残余声强指数 pressure-residualintensityindex
当声强处理器的两通道输入相同的粉红噪声电信号,或当与声级处理器相连探头的

换能器输入相同的粉红噪声声信号时,在倍频带或三分之一倍频带内,指示的声压级与

指示的残余声强级的差值 (按空气密度为1.2048kg/m3 计算)。
注:此指数仅用于需要独立地指示声压级的场合。

4.118 动态能力指数 dynamiccapability
声压-残余声强指数与偏差因子之差。

 注:偏差因子表明了声压级与声强级的最大差值,1级与2级声强测量仪的偏差因子均为

10dB。

4.119 相位差补偿 phasedifferencecompensation
运用相位差修正的方法给出在校准过程中出现的声压-残余声强指数增量的补偿。
注:运用此功能不会减少由电噪声引起的残余声强成分。

4.120 倍频程频率比 octavefrequencyratio
G
名义上等于一个倍频程或频率比为2∶1的频率比。
[IEC61260-1:2014,定义3.2]

 注:优选比值取为103/10,按此比值设计的滤波器称为以10为底的滤波器。比值也可取为2,

按此比值设计的滤波器称为以2为底的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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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带宽指示值 bandwidthdesignator
1/b
用于指示倍频程带宽的分数,包括1在内的正整数的倒数。
[IEC61260-1:2014,定义3.3]

 注:带宽指示值用于指示一组滤波器中各滤波器的标称带宽,例如,1/b=1/12,说明这些滤波

器为十二分之一倍频程带通滤波器。

4.122 [滤波器]参考频率 referencefrequency[offilter]

fr

用于归一化滤波器组中所有滤波器的衰减响应的单一频率。
[IEC61260-1:2014,定义3.4]
注:

1 参考频率的单位为赫 [兹](Hz)。

2 参考频率通常取为1000Hz。

4.123 准确的 [频带]中心频率 exactmid-bandfrequency
fm

使在一规定带宽的滤波器组中,任何相邻的两个带通滤波器的准确的中心频率之比

相同,与参考频率有规定关系的频率。
[IEC61260-1:2014,定义3.5]

 注:准确的中心频率的单位为赫 [兹](Hz)。

4.124 标称 [频带]中心频率 nominalmid-bandfrequency
fn

为标识带通滤波器而取整的中心频率。
[IEC61260-1:2014,定义3.6]

 注:标称中心频率的单位为赫 [兹](Hz)。

4.125 归一化频率 normalizedfrequency
Ω
对于带通滤波器,频率与相应的准确的中心频率之比。
[IEC61260-1:2014,定义3.7]

4.126 截止频率 band-edgefrequency
f1;f2

带通滤波器的通带的下截止频率和上截止频率,准确的中心频率是下截止频率和上

截止频率的几何平均值。
[IEC61260-1:2014,定义3.8]

 注:截止频率的单位为赫 [兹](Hz)。

4.127 滤波器带宽 bandwidthofafilter
B
对于某一给定的滤波器,其上截止频率减去下截止频率。

 注:滤波器带宽的单位为赫 [兹](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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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 滤波器归一化带宽 normalizedbandwidthofafilter
给定滤波器的相对带宽,上截止频率与下截止频率之差与准确的中心频率之比。
[IEC61260-1:2014,定义3.9]

4.129 滤波器衰减 filterattenuation
A
对于带通滤波器,在任何频率,输入信号级减去相应的输出信号级。
[IEC61260-1:2014,定义3.13]

 注:滤波器衰减的单位为分贝 (dB)。

4.130 参考衰减 referenceattenuation
Aref

仪器中的所有带通滤波器的,为了确定相对衰减,通带内的标称滤波器衰减。
[IEC61260-1:2014,定义3.14]

 注:参考衰减的单位为分贝 (dB)。

4.131 相对衰减 relativeattenuation
ΔA
滤波器的衰减减去参考衰减。
[IEC61260-1:2014,定义3.15]

 注:相对衰减的单位为分贝 (dB)。

4.132 归一化响应 normalizedresponse
在任何归一化频率,相应的相对衰减的十分之一的负数的以10为底的反对数。
[IEC61260-1:2014,定义3.16]

4.133 归一化有效带宽 normalizedeffectivebandwidth
Be

带通滤波器对恒幅正弦输入信号的归一化响应在归一化频率上的积分,归一化响应

是用归一化频率的倒数计权的。
[IEC61260-1:2014,定义3.17]

4.134 归一化参考有效带宽 normalizedreferenceeffectivebandwidth
Br

通带内相对衰减为零,在其他频率上相对衰减为无穷大的带通滤波器的归一化有效

带宽。
[IEC61260-1:2014,定义3.18]

4.135 有效带宽偏差 effectivebandwidthdeviation
滤波器的积分响应 filterintegratedresponse(被取代)

ΔB
滤波器的归一化有效带宽与归一化参考有效带宽之比的常用对数的10倍。
[IEC61260-1:2014,定义3.19]

 注:有效带宽偏差的单位为分贝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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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时不变工作 time-invariantoperation
带通滤波器系统对信号的响应与信号施加的时间无关的一种工作模式或能力。
[IEC61260-1:2014,定义3.29]

4.137 滤波器衰减时间 filterdecaytime
Td

在规定的频率,滤波器的输入信号突然中止后,输出信号级下降60dB所需的流逝

时间。
[IEC61260-1:2014,定义3.30]

 注:滤波器衰减时间的单位为秒 (s)。

4.138 混叠频率分量 aliasedfrequencycomponent
在数据采样带通滤波器的输出信号中的虚假的频率分量。
注:混叠频率分量是由于用比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低得多的速率对连续的随时间变化的输

入信号取样时引进的。

4.139 3dB截止频率 3dBbandedgefrequency
相对衰减为3dB时滤波器通带的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

4.140 中心频率 centerfrequency
恒定带宽滤波器上截止频率和下截止频率的算术平均值。

4.141 3dB带宽 3dBbandwidth
相对衰减为3dB时滤波器通带的上截止频率减去下截止频率。

4.142 [滤波器特性的]形状因数 shapefactor[offiltercharacteristic]
相对衰减为60dB (或40dB)时的滤波器带宽与3dB带宽之比。

4.143 功率寿命 powerlife-span
在额定功率下,电声产品能正常工作的时间。

4.144 横向空间分辨力 transversespatialresolution
在与传声器阵列轴向垂直方向上能分辨的两个声源的声中心之间的最小距离。

4.145 主旁瓣抑制比 main-to-sidelobeinhibitionratio
在对单声源识别定位的成像区域内,主瓣与最大旁瓣的声压级之差。

4.146 定位误差 localizationerror
在与传声器阵列轴向垂直方向上,声源中心点与声成像区域内声压最大值处的距离

偏差。

4.147 声压-插入电压常数 pressure-insertvoltageconstant
校准器耦合腔中的声压与取样电阻上的插入电压之比。

4.148 [通道]串音衰减 [channel]cross-talkattenuation
串音 crosstalk
串扰抑制 crosstalksuppression
Acro

信号传输过程中,本通道输入信号串入其他通道后衰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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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串音衰减通常用对数形式表示。例如,对双通道系统,从通道1到通道2的串音衰减可用公

式 (26)表示:

Acro,12=20lg
U11

U12
(26)

式中:

Acro,12———从通道1到通道2的串音衰减,单位为分贝 (dB);

U11 ———通道1输入信号时,通道1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U12 ———通道1输入相同信号时,通道2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从通道2到通道1的串音衰减可用公式 (27)表示:

Acro,21=20lg
U22

U21
(27)

式中:

Acro,21———从通道2到通道1的串音衰减,单位为分贝 (dB);

U22 ———通道2输入信号时,通道2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U21 ———通道2输入相同信号时,通道1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2 输出信号用分贝 (dB)表示时,无需求比值的对数,直接计算其分贝数的差值。

4.149 [通道]分离度 [channel]separation
隔离度 separation
Asep

信号传输过程中,分隔其他通道输入信号进入本通道的能力。
注:

1 分离度通常用对数形式表示。例如,对双通道系统,通道1对通道2的分离度可用公式

(28)表示:

Asep,21=20lg
U11

U21
(28)

式中:

Asep,21———通道1对通道2的分离度,单位为分贝 (dB);

U11 ———通道1输入信号时,通道1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U21 ———通道2输入相同信号时,通道1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通道2对通道1的分离度可用公式 (29)表示:

Asep,12=20lg
U22

U12
(29)

式中:

Asep,12———通道2对通道1的分离度,单位为分贝 (dB);

U22 ———通道2输入信号时,通道2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U12 ———通道1输入相同信号时,通道2的输出信号幅值,单位为伏 [特](V)。

2 所有输出信号用分贝 (dB)表示时,无需求比值的对数,直接计算其分贝数的差值。

5 水声

5.1 水声换能器 underwatersoundtransducer
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声能量向水中辐射,或将接收到的水声信号转换为其他能

量形式的信号的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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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947—1996,定义6.14,有修改]

5.2 水听器 hydrophone
水下传声器 underwatermicrophone
用于接收水声信号的换能器。
[GB/T3947—1996,定义7.81,有修改]
注:由于工作原理、特性及构造等的不同,有声压、声压梯度、指向、无向、压电、光纤等水

听器。

5.3 标准水听器 standardhydrophone
用作水声计量的、性能稳定并经过绝对校准的换能器。
注:标准水听器常用作建立水中声压基准或标准用的标准器,并借此传递声压量值。

5.4 测量水听器 measuringhydrophone
用作水声测量的工作标准水听器。
注:测量水听器通常用与标准水听器或标准发射器相比较的方法校准。

5.5 标准发射器 standardprojector
标准水声源 standardunderwatersource
在水下作声源使用的、性能稳定并经过校准的换能器。
注:标准发射器常用来测定水声接收换能器、水声设备等的声学性能,或校准测量水听器。

5.6 点源发射器 pointtransducer
发射器视为一个点时,在包括该点的所有平面上都没有指向性,并且任意一个方向

都是主轴。

5.7 补偿换能器 compensationtransducer
补偿法校准中的核心器件,由一个特征常数经过绝对校准的发射换能器和一个能检

测其振动面位移的位移检测器组成。
注:常用的有电动式补偿换能器和压电式补偿换能器。

5.8 声压梯度水听器 pressuregradienthydrophone
输出量直接反映声场中声压梯度的水听器。
注:由于声场中声压梯度是个向量,所以声压梯度水听器是个向量场指示器。

5.9 振速水听器 velocityhydrophone
输出量直接反映声场中媒质质点速度的水听器。
注:由于质点速度为向量,所以振速水听器是向量场指示器。

5.10 线列水听器 linehydrophone
一种指向性水听器,由一个直线形的电声转换单元构成,或由一排在直线上密排的

许多单元或其声学上等效的排列构成。

5.11 光纤水听器 opticfiberhydrophone
利用光导纤维在声波作用下光波导的传播特性发生变化来接收声波的水听器。
[GB3947—1996,定义7.84]

5.12 矢量水听器 vectorhydrophone
输出电压与质点速度或声压梯度成比率的水听器,其指向性图具有与余弦函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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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的特性,并且该特性不随频率的改变而变化。

5.13 水声声压计 underwatersoundmeter
包括水听器、放大器和输出指示器的测量系统,用来测定水中声压。

5.14 声脉冲管 acousticalpulsetube
采用脉冲法测量声学材料复反射系数的充水刚性管。
[GB/T3947—1996,定义7.89]

5.15 声呐 sonar
利用声波作为信息载体进行水下目标探测、定位、识别、通信和水下导航等的

设备。

5.16 平面活塞换能器 flatpistontransducer
单向且只有一个主轴,该主轴通常垂直于活塞的表平面的换能器。

5.17 [水声]耦合腔 coupler
小尺寸装满液体的刚性腔体,该腔体可以插入换能器和水听器。

5.18 水听器校准器 hydrophonecalibrator
活塞发声器 pistonphone
具有振动频率和幅度已知的往复刚性活塞,能在小尺寸密闭腔体中产生已知的声压

的装置。
注:与声媒质中的声波波长相比,密闭腔体空间的最大尺寸宜足够小。

5.19 消声水池 anechoicwatertank
在所有界面上均敷设能有效吸收声能量的吸声材料,使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自由声场

的测量水池。
[GB/T3947—1996,定义7.87]

5.20 混响水池 reverberationwatertank
能在所有界面上有效反射声能,并在水池中充分扩散,能形成各处声能密度均匀、

在各传播方向作无规分布的扩散场的测量水池。
[GB/T3947—1996,定义7.88,有修改]

5.21 水听器的开路电压open-circuitvoltageathydrophone
当水听器输出端没有电流通过时,在该端呈现的电压。

5.22 水听器声压灵敏度 pressuresensitivityofahydrophone
水听器的输出电压与作用在水听器接收面上的实际声压的比值。

5.23 互易换能器的电端 electricalterminalsofareciprocaltransducer
当互易换能器用作水听器时测量其开路电压的电端和用作发射器时测量其发射电流

的电端。

5.24 换能器对的电转移阻抗 electricaltransferimpedanceofatransducerpair
当发射器和水听器置于自由声场中,其主轴应成一直线并互相对准时,水听器两端

的开路瞬时电压与通过发射器的瞬时电流的复数比。

5.25 [换能器对的]电转移阻抗模 electricaltransferimpedancemagnitude
换能器对的电转移阻抗的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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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水听器的自由场灵敏度 free-fieldsensitivityofahydrophone
水听器的开路电压与水听器引入自由场前存在于水听器参考中心的声压之比。
注:

1 自由场灵敏度的单位为伏 [特]每帕 [斯卡](V/Pa)。

2 声压为正弦波。

5.27 参考中心 referencecentre
换能器声接收灵敏度或声发送响应所定义的一个点,该点在换能器上或附近。

5.28 目标强度 targetstrength
距离目标等效声中心1m处的反向散射声强级与入射平面波声强级的差值。
[GB/T3947—1996,定义7.33]
注:声强级只限于自由行波的条件,即声强级与声压级相等,否则只有声压级能直接测量。

5.29 [声呐]声源级 [sonar]sourcelevel
沿声轴距发射器有效声中心1m处的声强级。
[GB/T3947—1996,定义7.39]
注:声强级只限于自由行波的条件,即声强级与声压级相等,否则只有声压级能直接测量。

5.30 检测阈 detectionthreshold
在给定检测概率和虚警概率下,刚能判定目标存在的接收机的最小输入信噪比的分

贝数。

Dthr=10lg
Ps

Pn
(30)

 式中:

Dthr———检测阈,单位为分贝 (dB);
Ps ———接收机接收带宽内的信号功率,单位为瓦 [特](W);
Pn ———接收机输入端1Hz带宽内的噪声功率,单位为瓦 [特](W)。
[GB/T3947—1996,定义7.15,有修改]

5.31 角偏向损失 angulardeviationloss
换能器在主轴上以分贝计的响应减去在某一指定方向上以分贝计的响应。
[GB/T3947—1996,定义5.47]

5.32 等效噪声压 equivalentnoisepressure
平行于换能器的主轴传播的平面正弦行波,使换能器或系统产生的开路电压 (方均

根值)等于带宽1Hz的噪声电压 (方均根值)时所具有的声压 (方均根值)。
[GB/T3947—1996,定义5.65,有修改]

5.33 无指向性 omnidirectionality
方向改变时,换能器响应的改变量小于规定限值。

5.34 回声干涉量 echoicinterferencevalue
消声水池中直达声和反射声的合成声压幅值与直达声声压幅值之比取常用对数乘

以20。

5.35 自由场区域范围 free[sound]fielddomain
在给定频率范围内消声水池中回声干涉量不超过规定限值的声场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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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自由场频率范围 free[sound]fieldfrequencyrange
在消声水池中给定测量位置和测量距离下回声干涉量不超过规定限值的频率范围。

5.37 水池本底噪声 backgroundnoiseofwatertank
在水池中,由水听器接收到的除测试设备、器材本身的噪声以外的水中噪声,如外

界振动和噪声在水池中引起的噪声。

5.38 波束宽度 beamwidth
指向换能器在给定频率和包括主轴的给定平面内,角偏向损失为一指定值的主轴左

右两个方向间的角度。
[GB/T3947—1996,定义5.46]

5.39 轴向灵敏度不对称性 axialdeviationofsensitivity
矢量水听器矢量通道的自由场灵敏度级两极大值之差。

5.40 横向抑制比 lateralrejectionratio
矢量水听器矢量通道的自由场灵敏度级极大值与极小值之差。

5.41 矢量-声压通道的相位差 phaseshiftbetweenvectorchannelandpressurechannel
带有声压通道的矢量水听器,在矢量通道的极大值正方向上,矢量通道和声压通道

之间的相位差。

5.42 表观发送电流响应 apparenttransmittingcurrentresponse
假定理想的平面波测量条件下,接收到的平面波声压与加到输入端电流的比值。

5.43 表观自由场灵敏度 apparentfree-fieldsensitivity
假定理想的平面波测量条件下,水听器输出端的开路电压与在自由场中引入水听器

前存在于其声中心位置处的声压之比。

6 超声和次声

6.1 超声效应 effectofultrasound
由于超声波在媒质中传播,使超声能转变为其他形式能的各种效应。
注:超声效应有机械效应、光效应、电效应、热效应、化学效应和生物效应等。

6.2 空化 cavitation
液体中由于某种原因 (例如强声波的作用)形成局部气体或蒸气空穴及其成长与破

灭的现象。
[GB/T3947—1996,定义7.9]

6.3 功率超声 powerultrasonics
超声学中研究声能量对物质进行处理的科学技术。
[GB/T3947—1996,定义8.4]

6.4 医学超声 medicalultrasonics
研究超声波在人体组织的传播规律和对人体组织产生作用的各种效应及在医学中的

应用的科学技术。
[GB/T3947—1996,定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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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激光超声 laser[based]ultrasonics
利用激光激发超声以实现超声检测的技术。
[GB/T3947—1996,定义8.5]

6.6 超声检测 ultrasonicdetectionandmeasurement
利用超声对材料的非声学性质进行检查或测定的方法和技术。

注:超声检测有时称为超声分析,其例子有:超声探伤、液体黏滞性测量、流速测量、弹性模

量测量、厚度测量等。

6.7 超声诊断 ultrasonicdiagnosis
利用超声波检测和 (或)显示人体组织及器官的声学特性以诊断疾病的方法。
[GB/T3947—1996,定义8.57]

 注:相应的仪器称为 “超声诊断仪 (ultrasonicdiagnosticinstrument)”。

6.8 超声CT [成像]computedtomographbyultrasound
由不同方位获得物体某断层的声信息,用计算机技术重建该断层某声学参量图像的

方法。
[GB/T3947—1996,定义8.65]

6.9 透射技术 transmissiontechnique
超声波由一个探头发射,穿过受检件进入另一探头,根据透射波强度的变化来对材

料进行检测的技术。
[GB/T12604.1—2005,定义9.22,有修改]

注:可用连续波或脉冲波。

6.10 衍射声时技术 time-of-flightdiffractiontechnique
TOFD
利用不同入射角的斜探头或将探头放置在不同的位置处,通过检测衍射波声程间的

关系进行测量的技术。
[GB/T12604.1—2005,定义9.21,有修改]

注:衍射声时技术也称为衍射时差法。

6.11 DGS图 DGSdiagram
AVG图 AVGdiagram
表示沿声束的距离和对一无限反射体和不同尺寸平底孔的反射波所需增益 (以分贝

为单位)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曲线。
[GB/T12604.1—2005,定义13.2]

注:

1 DGS图也称为DGS曲线,是描述规则反射体的距离、回波高及当量大小之间关系的图 (曲

线),可用于对缺陷定量和灵敏度的调整。

2 缩略语DGS是距离、增益和尺寸这三个英文对应词的首字母,而缩略语AVG则是三个德

文对应词的首字母。

24

JJF1034—2020



6.12 DGS法 DGSmethod
AVG法 AVGmethod
利用DGS图,以平底孔表示来自一反射体的回波高度,按圆盘形反射体的当量回

波高度给出当量回波的方法。
[GB/T12604.1—2005,定义13.3]

 注:缩略语DGS是距离、增益和尺寸这三个英文对应词的首字母,而缩略语AVG则是三个德

文对应词的首字母。

6.13 [声]辐射力 [acoustic]radiationforce
F
a)作用于声场中的物体上不包括声冲流作用的由声场引起的时间平均力。

b)排除声冲流作用,出现在不同声学特性的两个媒质界面的声场中的时间平均作

用力。

 注:声辐射力的单位为牛 [顿](N)。

6.14 超声功率 ultrasonicpower
超声源在单位时间内发射出的总声能。

6.15 [超声]输出功率 [ultrasonic]outputpower
P
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媒质中 (优选为水),超声换能器向近似为自由场中发射的时

间平均超声功率。

6.16 辐射电导 radiationconductance
G
声输出功率与换能器输入电压的方均根值平方之比。用于表征超声换能器电声转换

的特性。

 注:辐射电导的单位为西 [门子](S)。

6.17 超声功率计 ultrasonicpowermeter
用于测量超声功率的仪器。

6.18 声辐射计 acousticradiometer
用于测量声辐射压的仪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13]

6.19 超声检测仪 ultrasonictestinstrument
超声探伤仪 ultrasonicflawdetector
与一个或多个探头一起使用,用以发射、接收、处理和显示超声信号进行无损检测

的仪器。
[GB/T12604.1—2005,定义7.23]

6.20 相控阵超声探伤仪 ultrasonicphasedarrayflawdetector
由主机和探头 (又称为换能器阵列)组成,通过主机独立控制探头中的各个阵元,

实现探头声束的相控发射与接收,在介质指定空间区域内实现超声波的偏转和聚焦的超

声探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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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空气超声测量仪 airultrasoundmeasuringinstrument
检测在空气中传播的超声波信号的仪器。
注:

1 空气超声测量仪主要用于管道、容器气体泄漏而产生的超声信号的检测,也可用于车厢、冰

箱等设备密封性的检测。

2 空气超声测量仪通常由传声器、扬声器 (或耳机)、放大器、平均 (叠加)器、差分电路及

信号处理单元等部分组成。

6.22 声波检测仪 acousticdetector
通过测量声脉冲响应信号穿过试件的时间、能量衰减以及频率变化等,以完成对待

测试件的无损检测的仪器。
注:声波检测仪主要由发射、接收、延迟、声时和幅值测量等部分组成。

6.23 超声测厚仪 ultrasonicthicknessinstrument
通过探头发射超声波,在到达试件底面后反射回来被探头接收,通过计时器精确测

量超声波在材料中传播的时间,计算并显示被测厚度值的仪器。

6.24 医用超声诊断设备 medicaldiagnosticultrasonicequipment
医用超声诊断系统 medicaldiagnosticultrasonicsystem
使用超声对人体监测检查,实现医学诊断的医用电气设备。

6.25 医用超声测位装置 medicalultrasoniclocalizationdevice
采用医用超声成像技术,用于观察和确定体内结石等的状态与位置的装置。

6.26 多普勒超声系统 Dopplerultrasoundsystem
设计用于发射和接收超声,并由发射波和接收波差频信号中产生多普勒频率输出的

仪器。
6.27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ultrasonicDopplerfetalmonitor

采用超声多普勒原理,具有监测和储存胎心率、宫缩数据的功能,并可设置报警的

超声系统。
注:通常由主机、超声探头、宫缩压力传感器等组成。

6.28 超声骨密度仪 ultrasoundbonesonometer
通过超声波在骨组织内传播的速度、宽带超声衰减等参量,无创、无辐射地检测人

体骨密度和骨强度等生理参数的医用测量仪器。
注:

1 超声骨密度仪主要由超声波激励电路、超声波探头、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组成。

2 按照被测部位的不同,超声骨密度仪主要有桡骨型和跟骨型。

6.29 超声源 ultrasonicsource
在媒质内激发超声波的设备,通常包括超声电源和换能器。
注:超声电源是供给超声换能器的一种交流电功率设备,它能产生所需工作频率的一定大小的

电功率。

6.30 标准超声源 standardultrasonicsource
已知声功率输出的稳定的单频连续波超声源。
注:标准超声源用作超声功率传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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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超声换能器 ultrasonictransducer
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成超声信号或能量,或将超声信号或能量转换成其他形式能

量的器件。
[GB/T3947—1996,定义6.13,有修改]

6.32 超声探头 ultrasonicprobe
用作检测的超声换能器。
[GB/T3947—1996,定义8.45]

6.33 直探头 normalprobe
直射探头 straightbeamprobe;straightbeamunit
波与检测面成90°传播 (声束轴线垂直于入射面)的探头。
[GB/T12604.1—2005,定义6.17]

6.34 斜探头 angleprobe
斜射探头 anglebeamprobe
声束入射角不是0°的探头。
[GB/T12604.1—2005,定义6.1]

6.35 双换能器探头 doubletransducerprobe
双晶探头 twintransducerprobe
双探头 dualsearchunit
由两个用隔声层隔开的换能器装在一个外壳中组成的探头,一个换能器用于发射超

声波,另一个用于接收。
[GB/T12604.1—2005,定义6.7]

6.36 表面波探头 surfacewaveprobe
产生和 (或)接收表面波的探头。
[GB/T12604.1—2005,定义6.28]

6.37 相控阵探头 phasedarrayprobe
由若干个换能器阵元组成的探头,这些换能器阵元能各自以不同的幅度或相位工

作,从而构成不同的声束偏转角与焦距。
[GB/T12604.1—2005,定义6.20]

6.38 环阵探头 annulararrayprobe
将换能器配置为一组同心圆环的相控阵探头。允许声束沿着轴线聚焦到不同深度。
注:通常各圆环的表面面积是相同的,这意味着每个圆环具有不同的宽度。

6.39 线阵探头 lineararrayprobe
采用并列和与轴线平行的一组阵元制成的探头。可以使声束移动、聚焦,并且沿着

单一方位角的平面偏转。

6.40 矩阵探头 matrixarrayprobe
由不同阵元组成两维主平面的探头。例如,可组成方格或扇形的形式。这些探头允

许超声声束在多于一个平面偏转。

6.41 超声波探伤试块 blockusedinultrasonictesting
按一定用途设计制作的几何体,其几何形状和参考反射体尺寸 (孔、槽或圆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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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评定和校准超声检测设备。
注:

1 试块的几何参数主要包括外形尺寸、参考反射体尺寸及形状位置误差。

2 试块用于调节超声检测设备的幅度和 (或)时间分度。

3 典型参考反射体如平底孔 (FBH)、横孔 (SDH)等。

6.42 校准试块 calibrationblock
标准试块 standardtestblock
具有规定的化学成分、表面粗糙度、热处理及几何形状的材料块,可用以判定和校

准超声检测设备。
[GB/T12604.1—2005,定义8.1]

6.43 参考试块 referenceblock
对比试块 referencetestblock
与受检件或材料化学成分相似,含有明确意义的参考反射体的试块。
注:参考试块用以调节超声检测设备的幅度和 (或)时间分度,以将所检出的不连续信号与已

知反射体所产生的信号相比较。

6.44 靶 target
经特殊设计的可以 (截取)插入超声场的用来测量辐射力的器件。

6.45 吸收靶 absorbingtarget
幅度反射系数小于3.5%,声能吸收大于99%的靶。

6.46 反射靶 reflectingtarget
幅度反射系数大于99%的靶。

6.47 耦合剂 couplant
耦合介质 couplingmedium
施加于探头和检测面之间以改善超声能量传递的介质。
注:常用的耦合剂有水、甘油等。

6.48 医用超声耦合剂 medicalultrasoniccouplant;medicalultrasoundcouplingagent
在超声诊断和治疗操作中,充填或涂敷于超声探头、治疗头与人体组织之间,以改

善超声能量传递的介质。

6.49 超声体模 ultrasoundphantom
模仿人体的某些超声传播特性,供做医用超声设备的性能测量及研究试验,或将被

模拟的生理结构可视化的无源装置。

6.50 超声仿组织材料 ultrasonicallytissue-mimickingmaterial
在超声波传播特性方面模仿人体软组织的材料。

 注:超声仿组织材料简称为TM材料。

6.51 仿血流多普勒体模 blood-mimickingDopplerphontom
血液多普勒试件 flowDopplertestobject
代表软组织中的一段血管及其内流动着的血液的物理模型。该体模由仿组织材料和

受驱动流经其中的仿血液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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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仿血液 blood-mimickingfluid
BMF
模拟血液的声学特征,并以设定流速流经血液多普勒试件的液体。

6.53 超声人体组织仿真模块 ultrasonictissuephantom
模拟人体组织的某些参数的无源器件,用于超声系统参数的测量或者模拟解剖特性

的显示。

6.54 超声声束 ultrasonicbeam
在非频散介质中,超声能量主要部分集中分布的声场区域。
[GB/T12604.1—2005,定义2.28]

6.55 增益控制 gaincontrol
仪器的控制器,通常按分贝校准,可将信号调节到适当的高度。
[GB/T12604.1—2005,定义7.8]

6.56 盲区 deadzone
靠近检测面下的一段区域,在此区域中有意义的反射体不能被显示。
[GB/T12604.1—2005,定义7.2]

6.57 阻塞 quenching
放大器在接收到发射脉冲或强信号后的瞬间,引起灵敏度下降或失灵的现象。

6.58 深度补偿 depthcompensation
对超声检测仪的接收放大器,使其增益随探测距离的增大而增大的一种电路补偿

方法。

6.59 监测阈值 monitorthreshold
设置的触发监测闸门输出的最小信号幅度。

6.60 A型显示 A-scope
超声检测仪器 (包括超声探伤仪和超声诊断仪)的显示屏上,以超声探头接收到的

反射脉冲信号幅度为纵坐标,以超声波传播时间为横坐标,显示超声在传播路径上图像

的线像显示方式。
[GB/T3947—1996,定义8.51]

6.61 B型显示 B-scope
超声检测仪器 (包括超声探伤仪和超声诊断仪)的显示屏上,以声束扫描的位置为

横坐标,以反射波的到达时间为纵坐标,并以回波振幅调制辉度,显示探头移动线和声

束决定的平面的切面图像的面像显示方式。
[GB/T3947—1996,定义8.52]

6.62 C型显示 C-scope
与B型显示类似的一种以辉度调制的面像显示方式。声束作平面扫描,显示与声

束相垂直的平面图像。
[GB/T3947—1996,定义8.53]

6.63 M 型显示 M-scope
与A型显示类似的一种线像显示方式。以反射 (或背向散射)声信号调制辉度,

光点亮度对应声信号的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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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947—1996,定义8.55]

6.64 斜探头入射点 angleprobeindex
声束轴线通过探头底面的点。
注:该点通常用探头侧面的刻度读数表示。

6.65 相对脉冲回波灵敏度 relativepulseechosensitivity
来自指定反射体的放大前回波峰-峰值电压与施加到探头上的峰-峰值电压的比值。

 注:脉冲发生器/接收器设为单发射/接收方式,相对脉冲回波灵敏度计算见公式 (31):

Srel=20lg
Ue

Ua
(31)

式中:

Srel———相对脉冲回波灵敏度,单位为分贝 (dB);

Ue ———来自指定反射体的放大前回波峰-峰值电压,单位为伏 [特](V);

Ua ———施加到探头上的峰-峰值电压,单位为伏 [特](V)。

6.66 [超声检测]分辨力 resolution[ofultrasonicdetection]
d
超声检测设备的特性,以能够对两个反射体提供可分离指示时两者的最小距离来

确定。
[GB/T12604.1—2005,定义7.17]
注:需区别在声传播方向上的纵向分辨力与垂直于传播方向的横向分辨力。

6.67 缺陷检测灵敏度flawdetectionsensitivity
超声检测设备的性能,用最小可检出反射体来确定。
[GB/T12604.1—2005,定义7.7]

6.68 数字超声检测仪响应时间 responsetimeofdigitalultrasonicinstrument
数字式超声检测仪从检测到信号至显示其峰值幅度80%所需的时间。

6.69 幅度线性 linearityofverticaldisplay
垂直线性 perpendicularlinearity
输入到超声检测仪接收器的信号幅度,与其在超声检测仪显示屏 (或附加显示器)

上所显示的幅度接近成正比关系程度的一种量度。

6.70 时基线性 linearityoftimebase
水平线性 horizontallinearity
由经校准的时间发生器或已知厚度平板的多次反射所提供的输入信号,与其在时基

线上所指示的信号位置之间接近成正比关系程度的一种量度。

6.71 垂直极限 verticallimit
当增益增大时,在有效的垂直标尺刻度范围内,从一个大的反射体 (例如参考试块

的表面)上能够测得的最大垂直偏移量 (对视频信号,是指基线至峰值;对射频信号而

言,是指峰-峰值)。

6.72 水平极限 horizontallimit
显现在显示屏水平标尺刻度线内的最大可用扫描长度。

 注:水平极限的单位为毫米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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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发射脉冲指示 transmissionpulseindication
始波

T
发射脉冲在超声检测仪上的显示,通常用于A扫描显示。
[GB/T12604.1—2005,定义5.13]

6.74 [超声]回波 echo
从反射体反射到探头的超声脉冲。
[GB/T12604.1—2005,定义5.3]

6.75 底波 bottomecho
背面回波 backwallecho
B
由垂直于声束轴线的边界面反射的脉冲,通常指用直探头检测上下面平行的受检件

时,来自对面的回波。
[GB/T12604.1—2005,定义5.1]

6.76 缺陷回波 defectecho
伤波

F
由被测材料内部或表面的缺陷产生的反射回波。

6.77 背面反射损失 lossofbackreflection
波底损失

受检件背面回波幅度的严重下降或消失。
[GB/T12604.1—2005,定义2.17]

6.78 [相控]阵列 [phased]array
阵元的图形排列方式。一般包括线形、环形、二维矩阵和极坐标等形式。

6.79 成像横向分辨力 lateralimagingresolution
成像系统在与声束轴线垂直的方向的分辨力。

6.80 成像纵向分辨力 axialimagingresolution
成像系统在与声束轴线平行方向的分辨力。

6.81 电子扫描 electronicscan
依据相同的聚焦法则,采用一组活性阵元多路传输的方法;电子栅格扫描沿着相控

阵探头的长度方向以相同角度进行。

 注:电子扫描也称为E扫描。

6.82 扇形扫描 sectorialscan
声束移动或数据显示方式。作为数据显示方式时,为经延迟和折射角校准后的特定

一组阵元的所有A扫描的二维视图。作为声束移动方式时,为同一组阵元在一定的角

度范围内,声束移动扫描所采用的聚焦法则。

 注:扇形扫描也称为S扫描 (S-scan)或方位角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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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TOFD图像 TOFDimage
TOFD扫查数据的二维显示,由扫查过程中采集的A扫描信号连续拼接而成。

6.84 直通波 lateralwave
同组两个TOFD探头之间在平面或曲面上以最短路径传播的声波。

6.85 探头中心间距 probecenterseparation
PCS
一组探头对的两只探头入射点之间的距离。

 注:PCS是TOFD技术专用语。

6.86 首波 fastwave
声波检测仪发射声脉冲信号通过介质 (空气、液体、固体)传播后,在接收换能器

接收的信号波形中,首个明显区别于噪声的信号。首波应有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正峰值

和负峰值。

6.87 发射换能器谐振频率 soundprojectorresonancefrequency
发射换能器在一电压幅度值不变的扫频信号激励下,在指定轴线方向上远场参考距

离处接收声信号得到发送电压响应的频率响应函数,最大值处的频率。

6.88 接收灵敏度 receivingsensitivity
声波检测仪调至最佳接收状态,对智能式仪器是指首波达到一定的量化数值所要求

的最小接收信号,对数字式仪器是指能使计数器关门的最小信号,对于模拟仪器是三倍

于噪声信号的接收信号。

6.89 声时 timeoftransmittedsound
声波在介质中传播的时间。

6.90 多普勒频率 Dopplerfrequency
由于散射体或反射体与探头之间相对运动引起的超声回波频率的变化,即发射波和

接收波频率的差值。
注:多普勒频率也称为频移。

6.91 综合灵敏度 overallsensitivity
在噪声级之上,仪器检出由已知平面波反射损失的模拟点状靶产生的多普勒信号能

力的度量。该靶与探头处于规定的距离,并在规定的速度下运动。

 注:综合灵敏度由公式 (32)确定:

S=Ad +As +Rsn (32)
式中:

S ———综合灵敏度,单位为分贝 (dB);

Ad ———在距探头距离d 处靶的平面波反射损失,单位为分贝 (dB);

As ———在声学路径上,包括声衰减片、声窗及水的双程衰减量,单位为分贝 (dB);

Rsn———仪器的信噪比,单位为分贝 (dB)。

6.92 多普勒角 Dopplerangle
多普勒血流测量时,超声波声束轴与血管轴线所形成的锐角。

6.93 血流方向识别能力 directionaldiscrimination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辨别血流方向,并以血流图颜色和 (或)多普勒频谱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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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的位置予以表达的能力。

6.94 多普勒血流探测深度 penetrationdepthofDoppler
在仿组织材料中,超过该深度即不再能检出多普勒血流信号的最大深度。
注:多普勒血流信号可以有三种表现方式:彩色血流图像、频谱图和音频输出。

6.95 次声 [波]infrasound[wave]
频率低于可听声频率下限的声 [波]。
[GB/T3947—1996,定义2.10]

 注:次声频率上限大致为20Hz。

6.96 次声源 infrasonicsource
能发射次声波的振动物体或一些自然现象和人为活动。
[GB/T3947—1996,定义13.34,有修改]
注:自然界中绝大部分的次声发自极光、地震、台风、海啸、雷暴、龙卷风、火山喷发、陨石

坠落、大气湍流、大型人工爆炸和大型火箭发射等。

6.97 次声接收器 infrasonicreceiver
测量大气中次声波、重力波和其他大气压微小缓慢扰动的接收器。
[GB/T3947—1996,定义6.30]

7 听力

7.1 气导 airconduction
声音在空气中经过外耳、中耳传到内耳的过程。
[GB/T3947—1996,定义9.51]

7.2 骨导 boneconduction
激发颅骨的机械振动将声传到内耳的过程。
[GB/T3947—1996,定义9.52,有修改]

7.3 耳科正常人 otologicallynormalperson
健康状况正常,无耳病症状,耳道无耵聍堵塞,无过度噪声暴露史,无耳毒性药物

或家族性听力损失的人。

7.4 响度 loudness
N
听觉判断声音强弱的属性。据此,可以将声音排成由轻到响的序列。
注:

1 响度主要依赖于引起听觉的声压,但也与声音的频率和波形有关。

2 响度的单位为宋 (sone)。频率为1000Hz、声压级为听者听阈以上40dB的一个纯音所产

生的响度为1sone。任何一个声音的响度如果被听者判断为1sone的n 倍,这个声音的响度

就是nsone。

7.5 响度级 loudnesslevel
LN

声音的响度参数,其数值等于根据耳科正常人、面向声源,在规定次数的试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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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者判断为等响的、频率为1000Hz的自由行波中值声压级。
注:

1 响度级的单位为方 (phon)。

2 需说明未知声音的呈现方式 (如来自耳机还是放在扩散声场中),而其呈现方式又成为该声

音的特征之一。

7.6 计算响度级 calculatedloudnesslevel
按规定方法计算的响度级。
[GB/T2900.86—2009,定义801-29-06]

 注:计算响度级的计算方法见ISO532。

7.7 等响线 equal-loudnesscontour
对于耳科正常人,表示产生某一给定响度所需要的声压级与频率关系的曲线。

7.8 听阈 thresholdofaudibility;hearingthreshold
在规定条件下,以一规定信号进行的多次重复试验中,对一定百分数的受试者能正

确地判别所给信号的最低声压。信号的特性、它到达听者的方式以及测量声压的地点都

必须说明。
[GB/T3947—1996,定义9.16]
注:

1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到达人耳的环境噪声假设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2 听阈一般用相对于20μPa的分贝数表示。

3 多次重复试验是指使用恒压声源的方法。其他心理物理方法也可使用,所用方法应加说明。

4 一定百分数通常取为50%。

7.9 听力损失 hearingloss
a)人耳在某一个或几个频率的听阈高于正常耳的听阈的病理现象。

b)某耳在某一个或几个频率的听阈比正常耳的听阈高出的分贝数。
[GB/T3947—1996,定义9.22]

7.10 言语听力损失 hearinglossfor[conversation]speech
语言听力损失 (被取代)
达到同样可懂度所需言语级较正常耳所需言语级提高的分贝数。通常取在500Hz、

1000Hz、2000Hz三个频率上测得的平均值表示。
[GB/T3947—1996,定义9.23]

 注:可懂度通常取为50%。

7.11 言语听力损伤 impairmentofhearingfor[conversation]speech
语言听力损伤 (被取代)

500Hz、1000Hz和2000Hz三个频率的平均言语听力损失超过25dB的情况。
[GB/T3947—1996,定义9.24]

7.12 掩蔽 masking
a)一个声音的听阈因另一个声音的存在而上升的现象。

b)在测定一耳的听力时,常对另一耳加噪声以避免影响被测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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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947—1996,定义9.21,有修改]

7.13 耳声发射 otoacousticemission
OAE
声能量产生于耳蜗、经过听骨链及鼓膜传导、释放于外耳道的现象。

 注:耳声发射可表现为诱发耳声发射 (evokedOAE)和自发耳声发射 (spontaneousOAE)。

7.14 听觉诱发电位 auditoryevokedpotential
由声音或振动刺激引起的听觉系统的生物电反应。

7.15 探测音信号probesignal
由探头发送到外耳道内的声信号,用于测量人耳声阻抗/导纳。

7.16 短时程信号 short-durationsignal
持续时间小于200ms的信号。

7.17 短声 click
由单向矩形电脉冲作用于换能器产生的宽频带瞬时声或振动信号。
注:有时又称喀呖声。

7.18 短纯音 tone-burst
猝发音

持续时间小于200ms的正弦声信号。

7.19 言语信号 speechsignal
特定语言中携载信息的声信号。
注:言语信号可以是语声信号,也可以是模拟语声的声信号。

7.20 言语材料 speechmaterial
用于言语识别测试的测试项组的总合。
注:通常言语材料会被切分成若干测试表。

7.21 测试项 testitem
言语测听中按照明确规定的发送和计分规则所采用的,特定的单音节或多音节词、

无意义音节、语句、一定时长的连贯言语的片段。
注:计分可基于一个完整的测试项,或测试项中被正确识别的若干分项。

7.22 测试表 testlist
由若干精选的测试项组成、用作播放和计分的一个独自单元。

7.23 瞬态诱发耳声发射 transient-evokedotoacousticemission
TEOAE
由短时程信号诱发的耳声发射。

7.24 畸变产物耳声发射 distortionproductotoacousticemission
DPOAE
由两个纯音信号 (频率分别为f1 和f2,其中f1<f2)诱发的耳声发射。

  注:畸变产物耳声发射的频率由公式确定,如3f1、2f1-f2、2f2-f1、3f2 等。

7.25 听性脑干反应 auditorybrainstemresponse
短时程声音或振动刺激引起的产生于内耳、听神经和脑干的瞬态听觉诱发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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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听力计 audiometer
用于测量某种听觉特性 (特别是听阈级)的仪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02]

7.27 纯音听力计 pure-toneaudiometer
测量纯音听力,尤其是适用于测量听阈的仪器。
注:纯音听力计可以是固定频率式的,也可以是连续扫频式的。

7.28 言语听力计 speechaudiometer
语言听力计 (被取代)
用言语测试材料作听力测定的仪器。

7.29 耳声阻抗/导纳测量仪 instrumentforthemeasurementofauralacousticimpe-
dance/admittance

用以226Hz为主的纯音探测音通过对外耳声阻抗/导纳模量的测量以诊断中耳功能

的仪器。
[GB/T3947—1996,定义6.61]

7.30 声场测听仪 sound-fieldaudiometricinstrument
在声场中进行听力测定的设备。

7.31 助听器 hearingaid
通常由传声器、放大器和耳机或骨振器组成,用于听力受损者听觉辅助的便携式

仪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20]

7.32 护听器 hearingprotector
护耳器 earprotector;eardefender
置于外耳道中、耳廓内面,罩于耳上,或罩在人头的相当大的部分上,用于保护听

觉器官免受噪声伤害的装置。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21]

7.33 人工耳蜗 cochlearimplant
使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者感受声音的装置,由经手术植入耳蜗的电极阵及启动电极

的外置放大器组成,能发送电信号至位听神经。

7.34 耳机 earphone
能将电信号转换为声振荡,并与人耳密切声耦合的电声换能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7-18]

7.35 标准耳机 standardearphone
在输入额定的电功率或电压条件下,能发出大小恒定、频率范围宽、频响不均匀度

小而且稳定性较好的声信号,用于校准仿真耳的耳机。

7.36 压耳式耳机 supra-auralearphone
压在外耳上使用的耳机。
[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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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耳罩式耳机 circumauralearphone
带有一个足以将包括耳朵在内,头的部分区域罩起来的大空腔的耳机。
[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4]

7.38 插入式耳机 insertearphone
插在外耳内,或直接抵在连接元件 (如插进耳道中的耳模)上的小型耳机。
[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2]

7.39 骨导耳机 bone-conductionheadphone
骨振器 bone-conductionvibrator
能将电振荡转换为机械振动,与人体头部的骨结构 (一般为乳突部)耦合的机电换

能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7-26]

7.40 骨导传声器 bone-conductionmicrophone
与发音者的颅骨接触实现激励的传声器。
[GB/T2900.86—2009,定义801-26-29]

7.41 耳模拟器 earsimulator
仿真耳 artificialear
装有用于测量声压的校准过的传声器和在给定频带内总声阻抗接近于正常人耳声阻

抗的声耦合器,用于校准耳机的装置。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05]

7.42 声耦合器 acousticcoupler
具有预定的形状和需用容积,与针对测量空腔内声压级而校准过的传声器结合起

来,用于校准耳机或传声器等目的的空腔。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03]

7.43 力耦合器 mechanicalcoupler
仿真乳突 artificialmastoid
模拟平均人乳突部的力阻抗,可以在其上施加骨导耳机以校准该耳机的装置。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08]

7.44 嘴模拟器 mouthsimulator
仿真嘴 artificialmouth
由安装在障板或箱体中的扬声器单元构成,其形状使所发声的辐射形式与平均口形

的辐射形式相似的装置。
[GB/T2900.86—2009,定义801-28-06]

7.45 基准等效阈声压级 referenceequivalentthresholdsoundpressurelevel
气导听力零级 airconductionzerolevel
RETSPL
对规定的频率,用规定型号的耳机,在规定的耳模拟器中测得的足够大数量的男女

两性,年龄为18岁至25岁的耳科正常人耳的等效阈声压级的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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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 referenceequivalentthresholdvibratoryforcelevel
骨导听力零级 boneconductionzerolevel
RETVFL
对规定的频率,用规定型号的骨振器,在规定的机械耦合器上测得的足够大数量的

男女两性,年龄为18岁至25岁的耳科正常人耳的等效阈力级的中位数。

7.47 基准听阈声压级 referencethresholdsoundpressurelevel
RTSPL
对规定的频率,在自由声场条件下测得的足够大数量的男女两性,年龄为18岁至

25岁的耳科正常人耳的阈值声压级的中位数。

7.48 峰-峰等效信号级 peak-to-peakequivalentsignallevel
一个长时程正弦信号的方均根值,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与从换能器输出的短时程

信号相比具有相同的峰-峰值 (即正、负极大值之差)。
注:

1 对于短声,长时程正弦信号的频率宜为1000Hz;对于短纯音,其频率宜等于短纯音的

基频。

2 术语峰-峰等效信号级通常称为峰值等效信号级。

3 短时程信号的峰值声压级比峰-峰等效声压级大3dB和9dB,即与零基线完全对称时为

3dB,完全在零电平一侧时为9dB。

4 对峰-峰等效 (Pe)声压级和振动力级,推荐的缩略语为PeSPL和PeVFL。

7.49 峰-峰等效基准阈声压级 peak-to-peakequivalentreferencethresholdsoundpressure
level

peRTSPL
与等效基准听阈声压级峰-峰值等效的声压级。

7.50 峰-峰等效基准等效阈声压级  peak-to-peakequivalentreferenceequivalent
thresholdsoundpressurelevel

peRETSPL
与基准等效阈声压级峰-峰值等效的声压级。

 注:当使用peRETSPL时,是指两种不同信号之间的等效。当短时程信号被标准化作为声压级

用于听阈测定时,而按照在耳模拟器中分别测量听阈级的方法产生的等效值,即为等效阈

声压级。

7.51 峰-峰等效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 peak-to-peakequivalentreferenceequivalent
thresholdvibrationforcelevel

peRETVFL
与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峰-峰值等效的振动力级。

 注:当使用peRETVFL时,是指两种不同信号之间的等效。当短时程信号被标准化作为振动力

级用于听阈测定时,而按照在力耦合器上分别测量听阈级的方法产生的等效值,即为等效

阈振动力级。

7.52 言语级 speechlevel
按GB/T3785.1以C频率计权在适当的耦合器、仿真耳和声场中测定的言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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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效连续声压级。
注:对于每一测试项之间都有无声间歇时段的言语测试表,积分不包含这些间歇时段。对于每

一测试项都有负载语的测试表,积分只包含测试项。对数字化录声语料,可编辑去除这些

无声间歇时段。还可通过数值校正来决定测试项的总时程和无声间歇时段的总时程。

7.53 言语察觉阈级 speechdetectionthresholdlevel
对一特定的受试者,以指定的言语材料和指定的信号发送方式,能察觉出 (不是听

懂)50%所给的信号时的言语级。

7.54 言语识别率 speechrecognitionscore
对一特定受试者,以指定的言语材料和指定的信号发送方式,在指定的言语级下,

能正确识别的测试项 (或当计分方法不是基于整个测试项时的可计分项)的百分数。

7.55 言语识别阈级 speechrecognitionthresholdlevel
对一特定受试者,以指定的言语材料和指定的信号发送方式,其言语识别率等于

50%时的最低言语级或言语噪声比。
注:言语识别阈曾被称为 “言语接受阈”。

7.56 言语识别基准阈级 referencespeechrecognitionthresholdlevel
对足够大数量的年龄在18岁~25岁之间男女两性耳科正常人,以与其言语能力相

称的指定的言语材料和指定的信号发送方式,得出的言语识别阈级的中位数。

7.57 言语听力级 hearinglevelforspeech
以指定的言语材料和指定的信号发送方式,言语级减去相应的言语识别基准阈级。

7.58 长时平均语谱 longtermaveragespeechspectrum
LTASS
用三分之一倍频程测得的语音的长时平均频带声压级。

 注:通常平均时间选为45s。

8 建筑声学和噪声

8.1 建筑声学分析仪 buildingacousticsanalyzer
测量混响时间、频带声压级等建筑声学基本参数的仪器。
注:

1 建筑声学分析仪主要用于房间混响时间的测量和建筑材料吸声及隔声等声学特性的测量。

2 建筑声学分析仪通常由频谱分析、频带声压级测量、混响时间测量等部分组成。

8.2 标准撞击器 standardtappingmachine
测量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时,用于产生撞击声的计量器具。
注:标准撞击器也可作为隔声罩隔声性能现场检测时使用的人工声源的主要部件。

8.3 全向声源 omnidirectionalsoundsource
无指向性声源

能向各方向发出幅值相同的声波的声源。
注:

1 全向声源通常采用多个性能大致相同的扬声器单元装在闭箱多面体 (最好是12面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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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一箱内所有扬声器要求同相位驱动和辐射。

2 全向声源多用于隔声量、混响时间、吸声系数、厅堂音质参数 (如语音传输指数STI、早后

期声能量比Ct,e等)的测量。

8.4 混响室 reverberationroom;reverberationchamber
混响时间长,使声场尽量扩散的房间。
[GB/T3947—1996,定义12.74]

8.5 消声室 anechoicroom
消声测试室 anechoictestroom
自由场测试室 free-fieldtestroom
可获得自由声场的测试室。

8.6 半消声室 semi-anechoicroom
半消声测试室 semi-anechoictestroom
半自由场测试室 semi-free-fieldtestroom
在反射面上方可获得自由声场的测试室。

8.7 硬壁测试室 hard-walledtestroom
在测试频率范围内,测试室所有表面 (包括地面和天花板)都具有高反射声学性能

的房间。

8.8 测听室 audiometryroom
听力测试室 audiometricroom
隔绝外界噪声并具有一定吸声能力,用于听力测试的房间。
[GB/T2900.86—2009,定义801-31-20]

8.9 隔声测量室 soundinsulationmeasuringroom
由混响有规定要求、并能抑制侧向传声的两个相邻房间 (声源室和接收室)组成

的,主要用于测试材料及构件空气声隔声性能的测试室。两个相邻房间之间设有测试

洞口。

8.10 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声场 freesoundfieldoverareflectingplane
无障碍物存在的无限大反射平面上方,均匀各向同性介质的半空间内的声场。

8.11 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 essentiallyfreefieldoverareflectingplane
被测声源所处的反射面上方近似于自由场的环境。
注:环境要求由相关的测试方法标准给出。

8.12 [混响室]声压级均匀性 [reverberationroom]uniformityofsoundpressurelevel
在混响室内,用稳定宽带噪声激发后,不同位置测得的各频带声压级的标准偏差。

8.13 [消声室或半消声室]自由声场频率范围和空间范围 freefieldfrequencyrange
anddomain [ofanechoicroomorsemi-anechoicroom]

消声室或半消声室内,在给定频率范围内,测得的声压级与反平方定律理论值之间

差值满足规定限值的最大空间。

8.14 混响 reverberation
声源停止发声后,声音由于多次反射或散射而延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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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947—1996,定义2.70,有修改]

8.15 混响时间 reverberationtime
T60;Tn

声音达到稳态后停止声源,平均声能密度自原始值衰变到其百万分之一 (60dB)
所需要的时间。

[GB/T3947—1996,定义12.47]
注:

1 混响时间的单位为秒 (s);

2 测量时,常用开始一段声压级衰变5dB~25dB或5dB~35dB的情况外推到衰变60dB所

需的时间。在此种情况下,混响时间可分别用符号T20或T30表示。

8.16 衰变曲线 decaycurve
声源停止发声后房间内声压级随时间衰变的图形。

8.17 反射系数 reflectioncoefficient
γ
在给定频率和条件下,自分界面 (表面)反射的声功率与入射声功率之比。
注:一般应说明测量条件和频率。

8.18 散射系数 scatteringcoefficient
sθ
总反射声能减去镜面反射声能之后与总反射声能的比值。

 注:理论上,sθ 可在0和1之间取值,其中:0表示完全镜面反射表面,1则表示完全散射的表

面。下标θ用来表示相对表面法向的入射角度,若无下标,则表示无规入射。

8.19 透射系数 transmissioncoefficient
τ
在给定频率和条件下,经过分界面 (墙或间壁等)透射的声功率与入射声功率

之比。
[GB/T3947—1996,定义12.35]
注:一般指两个扩散声场间的声能传输,否则应具体说明测量条件。

8.20 吸声系数 sound[power]absorptioncoefficient
α
在给定频率和条件下,被分界面 (表面)或媒质吸收的声功率,加上经过分界面

(墙或间壁等)透射的声功率所得的和数,与入射声功率之比。
注:一般应说明测量条件和频率。

8.21 赛宾吸声系数 Sabinesoundabsorptioncoefficient
αS
用赛宾 (Sabine)混响时间公式计算的吸声材料的吸声量除以该材料的面积。
[GB/T3947—1996,定义12.39]
注:

1 赛宾吸声系数按公式 (3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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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S=
A
S

(33)

式中:

αS ———赛宾吸声系数;

A ———吸声量,单位为平方米 (m2);

S ———材料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m2)。

2 赛宾混响时间公式为:

Tn=
55.3V
cA

(34)

式中:

Tn ———混响时间,单位为秒 (s);

V ———房间体积,单位为立方米 (m3);

c ———声速,单位为米每秒 (m/s);

A ———房间内总吸声量,单位为平方米 (m2)。

8.22 吸声量 equivalentabsorptionarea
等效吸声面积

A
与某物体或表面吸声能力相同而吸声系数等于1的面积。
注:

1 吸声量的单位为平方米 (m2)。

2 一个表面的吸声量等于它的面积乘以其吸声系数。

3 一个物体放在室内某处,吸声量等于放入该物体后室内总吸声量的增量。

8.23 空气声 air-bornesound;air-bornenoise
声源经过空气向四周传播的声音。

8.24 撞击声 impactsound
在建筑结构或其他固体结构上撞击而引起的噪声。
例:脚步声是最常听到的撞击声。

8.25 结构声 structure-bornenoise
经过建筑结构或其他固体结构传播而来的机械振动引起的噪声。

8.26 侧向传声 flankingtransmission
空气声自声源室不经过共同墙壁而传到接收室的情况。
[GB/T3947—1996,定义12.69]

8.27 隔声量 soundreductionindex
传声损失 [sound]transmissionloss
R
墙或间壁一面的入射声功率级与另一面的透射声功率级之差。
注:

1 隔声量的单位为分贝 (dB)。

2 隔声量等于透射系数的倒数取常用对数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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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计权隔声量 weightedsoundreductionindex
Rw

将测得的试件空气声隔声量频率特性曲线与GB/T50121规定的空气声隔声基准曲

线按照规定的方法相比较而得出的单值评价量。

 注:计权隔声量的单位为分贝 (dB)。

8.29 空气声隔声频谱修正量 spectrumadaptationtermforair-bornesoundinsulation
考虑了噪声频谱特性后所要加到单值评价量上的修正值。

 注:空气声隔声频谱修正量的单位为分贝 (dB)。

8.30 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pinknoisespectrumadaptationterm
C
将计权隔声量值转换为试件隔绝粉红噪声时试件两侧空间的A计权声压级差所需

的修正值。
注:

1 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的单位为分贝 (dB)。

2 根据GB/T50121,用评价量Rw+C 表征试件对类似粉红噪声频谱的噪声 (中高频噪声)的

隔声性能。

8.31 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trafficnoisespectrumadaptationterm
Ctr

将计权隔声量值转换为试件隔绝交通噪声时试件两侧空间的A计权声压级差所需

的修正值。
注:

1 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的单位为分贝 (dB)。

2 根据GB/T50121,用评价量Rw+Ctr表征试件对类似交通噪声频谱的噪声 (中低频噪声)

的隔声性能。

8.32 撞击声压级 impactsoundpressurelevel
Li

当被测楼板由标准撞击声源激励时,在接收室内测得的三分之一倍频程的平均声

压级。

 注:撞击声压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8.33 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normalizedimpactsoundpressurelevel
Ln

撞击声压级加上一个修正项,修正项等于接收室的测得吸声量与参考吸声量之比的

常用对数乘以10。

Ln=Li+10lg
A
A0

(35)

 式中:

Ln———规范化撞击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Li ———撞击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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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接收室的测得吸声量,单位为平方米 (m2);

A0———参考吸声量,A0=10m2。

8.34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weightednormalizedimpactsoundpressurelevel
Ln,w

以接收室的吸声量作为修正参数而得到的楼板或楼板构造撞击声隔声性能的单值评

价量。

8.35 撞击声隔声频谱修正量 spectrumadaptationtermforimpactsoundinsulation
CI

考虑了标准撞击器与实际撞击声源所激发的楼板撞击声的频谱差异后应加到单值评

价量上的修正值。

 注:撞击声隔声频谱修正量的单位为分贝 (dB)。

8.36 撞击声改善量 improvementofimpactsoundinsulation
ΔL
重质标准楼板覆盖面层之后三分之一倍频程的规范化撞击声压级的降低量。

ΔL=Ln,0-Ln,1 (36)
式中:

ΔL ———撞击声改善量,单位为分贝 (dB);

Ln,0 ———重质标准楼板覆盖面层之前的规范化撞击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Ln,1 ———重质标准楼板覆盖面层之后的规范化撞击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8.37 消声器 silencer
具有吸声衬里或特殊形状的气流管道,可有效地降低气流中的噪声。
[GB/T3947—1996,定义13.31]

8.38 [消声器]插入损失 insertionloss[ofsilencer]

Di

管道中安装替换管和用消声器替代替换管后,在试件下游管道中测得的声功率级之

间的差值。

Di=LW2-LW1 (37)
式中:

Di ———消声器插入损失,单位为分贝 (dB);

LW2 ———安装替换管时,沿测试管道传播或辐射到与管道连接的混响室中测得的

频带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 (dB);

LW1 ———安装消声器时,沿测试管道传播或辐射到与管道连接的混响室中测得的

频带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 (dB)。

8.39 极限插入损失 limitinginsertionloss
在确定的测试装置中无气流通过时能测得的最大插入损失。
注:

1 极限插入损失的单位为分贝 (dB)。

2 极限插入损失通常由管壁的侧向传声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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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全压损失 totalpressureloss
Δpt

消声器上游与下游之间的全压差。
注:

1 全压损失的单位为帕 [斯卡](Pa)。

2 全压为测量平面上静压和动压的算术和。

8.41 全压损失系数 totalpressurelosscoefficient

ζ
全压损失除以试件上游动压 (基于迎面风速压强)。

ξ=
Δpt

1
2ρ1v

2
f

(38)

 式中:

Δpt———全压损失,单位为帕 [斯卡](Pa);

ρ1 ———消声器上游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 (kg/m3);

vf ———迎面风速,单位为米每秒 (m/s)。
注:全压为测量平面上静压和动压的算术和。

8.42 再生噪声 regeneratedsound
气流噪声 flownoise
气流通过试件时产生的噪声。

 注:再生噪声的单位为分贝 (dB)。

8.43 阻抗管 impedancetube
驻波管 standingwavetube
用于测量声学材料声阻抗和吸声系数的系统,主要由试件筒、传声器 (带前置放大

器)、测量分析系统、声源等部分组成。

8.44 驻波图 standingwavepattern
以驻波管测量试件表面为基准面,驻波管探管传声器距基准面移动的距离为横坐

标,探管传声器输出声压为纵坐标,画出距基准面的距离声压图。

8.45 驻波比 standingwaveratio
s
无衰减的驻波图上,声压极大位置与相邻声压极小位置的复声压幅值之比。

s=
pmax

pmin
(39)

 式中:

s ———驻波比;

pmax———声压极大位置的复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min———声压极小位置的复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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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计及衰减的驻波比 standingwaveratiowithattenuation
sn

有衰减的驻波图上,第n 个声压极大位置与第n 个声压极小位置的复声压幅值

之比。

sn =
pmax,n

pmin,n
(40)

 式中:

sn  ———计及衰减的驻波比;

pmax,n ———第n 个声压极大位置的复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min,n ———第n 个声压极小位置的复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8.47 [阻抗管]传递函数 [impedancetube]transferfunction
H12

阻抗管中声波从传声器位置1传递到位置2的复声压比值,可按公式 (41)或公式

(42)计算。

H12=
p2

p1
(41)

H12=
S12

S11
(42)

 式中:

H12———阻抗管的传递函数;

p2 ———位置2的复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1 ———位置1的复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S12 ———位置1到位置2的复声压的互谱;

S11 ———位置1的复声压的自谱。

8.48 扩声系统 soundreinforcementsystem
将声源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经放大、处理、传输,再还原于所服务的声场环境的

系统。
注:扩声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传声器、声源设备、调音台、信号处理器、声频功率放大器

和扬声器系统等。

8.49 [扩声系统]最大声压级 maximumsoundpressurelevel[ofsoundreinforcement
system]

扩声系统完成调试后,厅堂内各测量点产生的稳态最大声压级的平均值。
注:

1 最大声压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最大声压级可以用规定峰值因数测试信号的方均根值声压级、峰值声压级或准峰值声压级来

表示。

8.50 传输频率特性 transmissionfrequencyresponse
扩声系统在稳定工作状态下,厅堂内各测量点稳态声压级的平均值相对于扩声设备

输入端的电平的幅频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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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传声增益 transmissiongain
扩声系统在最高可用增益时,厅堂内各测量点稳态声压级平均值与扩声系统传声器

处稳态声压级的差值。
 注:传声增益的单位为分贝 (dB)。

8.52 声场不均匀度 sounddistribution
厅堂内各测量点的稳态声压级的最大差值。

 注:声场不均匀度的单位为分贝 (dB)。

8.53 系统总噪声级 systemtotalnoiselevel
扩声系统达最高可用增益,厅堂内各测量点由扩声系统所产生的各频带的噪声声压

级 (扣除环境噪声影响)的平均值,以NR曲线评价。
注:

1 系统总噪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NR曲线即噪声评价曲线 (noiseratingcurves),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发布的用于确定

可接受的噪声环境的曲线簇。

8.54 语音传输指数 speechtransmissionindex
语言传输指数

STI
0~1之间的度量,表示语音传输通路与可懂度有关的语音传输品质。
 注:STI是由调制传递函数 (MTF)导出的评价言语可懂度的客观参量。从 MTF到STI的最

主要概念是,将调制指数 (描述强度函数被正弦调制的深度,数值位于0~1)的作用以表

现信噪比来解释,采用加权平均求出平均表现信噪比,经归一化后导出语音传输指数。

8.55 扩声系统语音传输指数 speechtransmissionindexforpublicaddresssystem
扩声系统语言传输指数

STIPA
语音传输指数法 (STI法)在某些条件下的简化形式,适用于评价包括扩声系统的

房间声学的语音传输质量。
 注:STIPA受包括扩声系统的房间声学失真的影响。

8.56 调制传递函数 modulationtransferfunction
MTF
表示调制信号传输到听众位置处,调制指数的降低随调制频率变化的函数。
注:

1 通过测量传输通路的调制传递函数,可以导出语音传输指数。

2 调制传递函数 MTF用于客观评价厅堂或扩声系统的言语可懂度。

8.57 侧向反射声 lateralreflection
来自厅堂侧墙从两侧到达听众的反射声,它对空间感有重要贡献。
[GB/T3947—1996,定义12.16]

8.58 早期反射声 earlyreflection
在房间内可与直达声共同产生所需音质效果的各反射声,一般是指延迟50ms以内

的反射声。
[GB/T3947—1996,定义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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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脉冲响应 impulseresponse
室内某一点发出的狄拉克脉冲声 (Diracimpulse)在另一点形成的随时间变化的

声压。
 注:现实中不可能产生并辐射出真实的狄拉克δ 函数 (DiracDeltaFunction)的脉冲声,实际

测量中,可以采用足够近似的瞬时声 (例如射击声)。另外一种可选的方法是使用一段最大

长度序列信号 (MLS)或其他确定平直频谱特性的信号 (如正弦扫频信号),并将测得的

响应变换回脉冲响应。

8.60 强度因子 soundstrength
G
测点位置处脉冲响应声能 (声压平方的积分)与自由场中距声源10m处的脉冲响

应声能之比取常用对数的10倍。

G=10lg
∫

∞

0
p2t( )dt

∫
∞

0
p2
10t( )dt

(43)

 式中:
G  ———强度因子,单位为分贝 (dB);

p(t) ———脉冲响应在测点位置处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10(t)———脉冲响应在自由场中距声源10m 处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
(Pa)。
8.61 早期衰变时间 earlydecaytime

EDT
声源停止发声后,室内声场衰变过程早期部分从0dB到-10dB的衰变曲线的斜

率所确定的混响时间。
[GB/T3947—1996,定义12.18]

8.62 早后期声能比 early-to-latearrivingsoundenergyratio
Ct,e

测点位置处脉冲响应在规定早期时间限 (如80ms)以前的声能与规定早期时间限

(如80ms)以后的声能之比取常用对数的10倍。

Ct,e=10lg
∫

te

0
p2t( )dt

∫
∞

te
p2t( )dt

(44)

式中:
Ct,e ———早后期声能比,单位为分贝 (dB);

p(t) ———脉冲响应在测量位置处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te ———早期时间限,单位为秒 (s),通常为50ms或80ms。

8.63 明晰度 clarity
C80

当规定早期时间限取80ms时,对应的早后期声能比。
注:明晰度多用于音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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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清晰度 definition
D50

测点位置处脉冲响应在前50ms以内声能与全部声能之比取常用对数的10倍。

D50=10lg
∫

0.050

0
p2t( )dt

∫
∞

0
p2t( )dt

(45)

 式中:

D50 ———清晰度,单位为分贝 (dB);

p(t)———脉冲响应在测量位置处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注:清晰度主要用于语音评价。

8.65 早期侧向声能比 earlylateralenergyratio
JLF

前80ms时间内,厅堂侧面到达声能与全部声能之比。

JLF=
∫

0.080

0.005
p2
Lt( )dt

∫
0.080

0
p2t( )dt

(46)

 式中:

JLF ———早期侧向声能比,单位为分贝 (dB);

pL(t)———由8字型传声器测量的厅堂中脉冲响应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
(Pa);

p(t) ———脉冲响应在测量位置处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注:早期侧向声能比与人们对声源广度的感知相关。

8.66 后期侧向声能级 latelateralsoundenergylevel
LJ

80ms时间以后的厅堂侧面到达声能与自由场中距声源10m处的脉冲响应声能之

比取常用对数的10倍。

LJ=10lg
∫

∞

0.080
p2
Lt( )dt

∫
∞

0
p2
10t( )dt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47)

 式中:

LJ  ———后期侧向声能级,单位为分贝 (dB);

pL(t)———由8字型传声器测量的厅堂中脉冲响应的瞬时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
(Pa);

p10(t)———由全向传声器测量的自由场中距声源10m处脉冲响应的瞬时声压,单

位为帕 [斯卡](Pa)。
注:后期侧向声能级与人们对厅堂包围感或宽敞感的感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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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噪声评价曲线 noiseratingcurve
NR
对噪声的允许值按不同倍频程声压级进行评价的一簇曲线,每一曲线由其在1000

Hz的倍频带声压级数作为评价值,又称NR值。
 注:进行评价时,取各倍频带中达到最高限值曲线的NR值为准。

8.68 噪度 noisiness
Na

中心频率为50Hz~10kHz的24个三分之一倍频带中声压级的一个规定函数,用

于计算感觉噪声级。
[GB/T2900.86—2009,定义801-29-12]
注:

1 噪度是与人们主观判断噪声的 “吵闹”程度成比例的数值量。

2 噪度的单位为呐 (noy),其大小等于中心频率为1kHz,声压级为40dB的噪声三分之一倍

频带的噪度。

8.69 判断感觉噪声级 judgedperceivednoiselevel
被主观判断为与某一声音同样嘈杂的,来自正前方,中心频率为1000Hz,一倍

频程带宽的、持续时间为2s的、粉红噪声的声压级。
[GB/T2900.86—2009,定义801-29-10]

 注:判断感觉噪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8.70 感觉噪声级 perceivednoiselevel
LPN

通过规定方法得到的频率计权声压级。规定方法为:将中心频率50Hz~10kHz
的24个三分之一倍频带组合起来。

[GB/T2900.86—2009,定义801-29-11]
注:

1 感觉噪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感觉噪声级用作近似的判断感觉噪声级。

8.71 纯音校正感觉噪声级 tone-correctedperceivednoiselevel
感觉噪声级加上校正部分得出来的声压级。其中的校正部分与飞机噪声中相邻接的

三分之一倍频带声压级中可能发生的不规则程度有关。
[GB/T2900.86—2009,定义801-29-14]
注:

1 纯音校正感觉噪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校正的目的是计入 (如螺旋桨、压缩机、涡轮或风扇等可能产生的)某些强烈的可听纯音引

起的额外主观噪度。

8.72 有效感觉噪声级 effectiveperceivednoiselevel
LEPN

纯音校正感觉噪声级的十分之一的反对数,在飞机一次航程持续时间内的时间积分

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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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有效感觉噪声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参考持续时间取为10s。

3 该积分的值通常近似为,在飞机一次航程中最高的10dB期间,一连串0.5s间隔中纯音校

正感觉噪声级十分之一的反对数之和的一半。

4 有效感觉噪声级用来反映主观噪度。

5 飞机一次航程的有效感觉噪声级往往比A计权声暴露级高2dB或3dB。

8.73 发射 emission
声源 (例如被测机器)辐射的空气声。
注:噪声发射表征量可以列入产品铭牌和/或产品说明书,基本的噪声发射表征量是声源本身的

声功率级和声源附近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 (若有的话)的发射声压级。

8.74 发射声压 emissionsoundpressure
p
在一个反射平面上,当声源按规定工况和安装条件运行时,声源附近工作位置或其

他指定位置的声压。它不包括背景噪声以及为测试方法所允许的反射面以外的其他声反

射的影响。

 注:发射声压的单位为帕 [斯卡](Pa)。

8.75 发射声压级 emissionsoundpressurelevel
Lp

发射声压的平方与基准声压平方之比,取常用对数乘以10。

Lp =10lg
p2

p2
0

(48)

 式中:

Lp ———发射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p ———发射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

p0 ———基准声压,单位为帕 [斯卡](Pa),p0=2×10-5Pa。
注:发射声压级应在工作位置或其他规定的位置上测定,其位置应符合机器系列的测试规程,

若没有相应的测试规程,所使用的方法应符合GB/T17248系列标准的规定。

8.76 测量面时间平均声压级 surfacetime-averagedsoundpressurelevel
表面声压级 surfacesoundpressurelevel(被取代)

Lp

在测量面上所有传声器位置或者传声器连续移动测量路径上经背景噪声修正和环境

修正后的时间平均声压级的平均值 (能量平均)。

 注:测量面时间平均声压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8.77 背景噪声修正值 backgroundnoisecorrection
K1

用以表征背景噪声对所测声压级影响的修正值。
注:

1 背景噪声修正值的单位为分贝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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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噪声修正值与频率有关,A计权背景噪声修正值用符号K1A表示。

8.78 环境修正值 environmentalcorrection
K2

考虑反射声对位于基准测量面的平均声压级影响的修正值。
注:

1 环境修正值的单位为分贝 (dB)。

2 环境修正值与频率有关,可依照GB/T3767或GB/T3768确定,A计权环境修正值用符号

K2A表示。

3 环境修正值仅作为描述环境的一项指标,它由基准测量面确定。

8.79 局部环境修正值 localenvironmentalcorrection
K3

反射声对工作位置所测的发射声压级影响的修正值。
注:

1 局部环境修正值的单位为分贝 (dB)。

2 A计权局部环境修正值用符号K3A表示。

8.80 工作位置指向性指数 workstationdirectivityindex
DI,op

被测声源在工作位置 (操作者位置)方向辐射的声压级与基准测量面的声压级平均

值的差值。

DI,op=Lp -Lp (49)

 式中:

DI,op———工作位置指向性指数,单位为分贝 (dB);

Lp ———发射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Lp ———基准测量面上的平均声压级,单位为分贝 (dB)。
注:这些声压级在一个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中测定,并经过必要的背景噪声修正和环境修正。

9 语言声学和音乐声学

9.1 言语 [声]speech[sound]
语言的声学表现 [形式]。

9.2 语音 phoneticsound;speech
a) 语言文字的发音。

b) 说话时发出的声音。
注:

1 语音的三要点:由人类发音器官发出、具有一定目的意义、用于社会交际。

2 音高、音强、音长、音色是语音物理基础四要素。

9.3 音调 pitch
由听觉判断声音高低的属性。据此,可以将声音排成由低到高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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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音调高低主要依赖于声音的频率,但也和声压及波形有关。

2 一个声音的音调可与另一声压级为指定值的纯音比较,如二者的音调由耳科正常人耳判断为

相同,纯音的频率即可用来描述这个声音的音调。

3 音调的单位为美 (mel)。

例:频率为1000Hz、声压级为听者听阈以上40dB的纯音所产生的音调为1000mel。任何一

个声音的音调,如果被听者判断为1mel音调的n 倍,这个声音的音调就是nmel。

9.4 绝对音调 absolutepitch
绝对音高

绝对音感

某些人不用参照标准而能判断律音音调的能力。

9.5 仿真话音 artificialvoice
仿真口语声

与描述线性和非线性电信系统有关、由数学定义、重现人类语音特性的信号。
注:其目的是给出客观测量与用实际语音测试之间的良好相关性。

9.6 共振峰语音合成 speechsynthesisbyformant
用声道共振峰的特征值 (中心频率、带宽和幅度)作为合成滤波器参数合成语音。
[GB/T3947—1996,定义10.37]

9.7 长时频率分析 long-termfrequencyanalysis
在几个音调周期的时间长度上对语音信号作频率分析。
[GB/T3947—1996,定义10.44]

9.8 短时频率分析 short-timefrequencyanalysis
在几毫秒至二三十毫秒的时间长度上对语音信号作频率分析。由于声道的缓变性,

可认为其时声道处于稳态。
[GB/T3947—1996,定义10.45]

9.9 电话电声测量 telephonemetry
评价电话连接传输性能的客观电声测量技术与人耳主观声测量技术。

9.10 人工喉 artificiallarynx
簧式或电声式的发声器。病人的喉功能丧失时可用它代替喉发音。
[GB/T3947—1996,定义10.30,有修改]

9.11 电话电声测试仪 electro-acousticalmeasurementinstrumentsfortelephoneset
测试电话机客观电声性能的专用设备。
注:主要由信号源、耳模拟器、嘴模拟器、电终端、记录和测量系统组成。

9.12 本地电话系统 localtelephonesystem
LTS
用户电话装置、用户线和馈电桥 (如果存在地话)的组合。

9.13 馈电桥 feedingbridge
中央电话程控交换机将馈电电流和信令电流加到电话线路上的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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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数字音频信号发生器 digitalaudiosignalgenerator
产生的信号是对应模拟音频信号按一定采样频率进行采样的数字数据序列编码信号

的设备。
注:

1 频率范围通常为4Hz至采样频率fs 的0.46倍。

2 输出数据格式由相应标准规定。

9.15 抖动信号发生器 Jittersignalgenerator
能设置并产生所要求的抖动信号的设备。

9.16 信纳表 SINADmeter
通过测量信纳来检测音频信号质量和无线通信终端设备接收灵敏度的专用仪器。
注:

1 通过实时测量信纳来监测通信系统音频信号传送质量。

2 当信纳达到了规定要求时的最小载波电压定义为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

9.17 噪声表 noisemeter
按特定方式和要求测量各类音频信号噪声电压的专用仪器。
注:测量方式和要求是由各标准化组织制定并发布的。

9.18 杂音计 psophometer
测量通信、广播设备及传输线路杂音的仪器。

9.19 [语句]声时 [长][sentence]soundduration
语句各意群声音时间段的和。
注:

1 一个意群分成一个拍子。意群下横线标注的数字表示其声时长。

2 声时单位为秒 (s)。

9.20 标准言语声级 standardspeechlevel
语言标准声级

多数人多次试验中,在距讲话人唇部正前方1m处,正常讲话所产生的声压级的

平均值。
[GB/T3947—1996,定义10.9,有修改]

 注:标准言语声级一般取为65dB。

9.21 瞬时语音功率 instantaneousspeechpower
语音源在某一瞬时辐射的声功率。
[GB/T3947—1996,定义10.10]

9.22 峰值语音功率 peakspeechpower
瞬时语音功率在一定时间内的最大值。
[GB/T3947—1996,定义10.11]

9.23 平均语音功率 averagespeechpower
瞬时语音功率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值。
[GB/T3947—1996,定义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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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言语可懂度 speechintelligibility
发音人所发的语音单位 (句、词、音节),经语音传递系统而能被听者所正确识别

的比率。
注:言语可懂度是评价整个传递系统 (包括发音人、传递设备或媒质、或听者在内的)通信质

量指标,所以即使注意力集中在系统的一个成分 (例如发音人或无线电接收机)时,系统

其他成分也应当说明。

9.25 清晰度指数 articulationindex
通过大量语音清晰度测试导出的、具有频带可加性的、用来计算给定的语音传递系

统的言语可懂度的一个指数,它取值在0与1之间。
[GB/T3947—1996,定义10.25]

9.26 参考当量 referenceequivalent
RE
由经过训练的测试队伍按照规定方法对电话系统与基准系统 (NOSFER)进行主

观响度平衡,为达到等响,而在NOSFER中插入的衰减量的平均值。
注:

1 参考当量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如电话系统话音比NOSFER响,参考当量为负,反之亦然。

3 发送参考当量 (SRE)表示由待评定的发送系统、衰减器和NOSFER接收系统组成的完整

电话连接的参考当量与该衰减器的衰减值之差。

4 接收参考当量 (RRE)表示由NOSFER的发送系统、衰减器和待评定接收系统组成的完整

电话连接的参考当量与该衰减器的衰减值之差。

9.27 响度评定值 loudnessrating
LR
整个电话连接或其组成部分 (如发射系统、线路、接收系统)的响度性能的度量。
注:

1 响度评定值的单位为分贝 (dB)。

2 响度评定值包括发送响度评定值 (SLR)、接收响度评定值 (RLR)和侧音掩蔽评定值等。

9.28 回损 returnloss
电话机通话状态下的各频率点因为反射产生的信号衰减。

 注:回损的单位为分贝 (dB)。

9.29 发送灵敏度 sendingsensitivity
SMJ

用客观测量方法测得的本地电话系统从嘴参考点声压到终端接口输出电压的声电转

换灵敏度。
注:

1 发送灵敏度的单位为分贝 (dB),参考值为1V/Pa。

2 发送灵敏度是频率的函数。

9.30 接收灵敏度 receivingsensitivity
SJE

用客观测量方法测得的本地电话系统从终端接口输入电压到耳参考点声压的电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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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灵敏度。
注:

1 接收灵敏度的单位为分贝 (dB),参考值为1Pa/V。

2 接收灵敏度是频率的函数。

9.31 耳机耦合损耗 earphonecouplingloss
LE

考虑到电话机耳承与人耳之间声泄露的修正值。

 注:单位为分贝 (dB)。

9.32 加权系数 weightingcoefficient
为计算发送响度评定值和接收响度评定值而采用的修正系数。
注:发送加权系数用符号WS 表示,接收加权系数用符号WR 表示。

9.33 数字音频信号 digitalaudiosignal
用一系列采样的或编制的数字信息表示的音频信号。

9.34 抖动 jitter
数字信号的实际跳变时间与规定跳变时间之差。

9.35 信纳 SINAD
信纳比 signaltonoiseanddistortionratio
SSINAD

无线通讯装置所接收的音频信号电压与信号中噪声电压和谐波电压方和根之比的常

用对数乘以20。

SSINAD=20lg
Us

U2
n+U2

h

(50)

 式中:

SSINAD———信纳,单位为分贝 (dB);

Us ———包含噪声和谐波的音频信号电压,单位为毫伏 (mV);

Un ———音频信号中的噪声电压,单位为毫伏 (mV);

Uh ———音频信号中的谐波电压,单位为毫伏 (mV)。

9.36 基音 fundamentaltone
周期性声波中相应于基频的成分。
[GB/T3947—1996,定义11.6]

9.37 泛音 overtone
a)复音中音调比基音音调高的成分。

b)复音中频率比基频高的成分。
[GB/T3947—1996,定义11.7]

 注:“泛音”易与 “谐音”用法相混,如基频n 倍的音是第 (n-1)次泛音,而且是第n 次

谐音。

9.38 分音 partialtone
a)复音中可以用耳分清为纯音而不能再分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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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复音中的一个物理成分。
注:分音的频率可以比主频高或低,可以是后者的整数倍或整分数,也可以不是,分音的频率

不是主频的整数倍或整分数时,称为非谐分音。

[GB/T3947—1996,定义11.8]

9.39 谐音 harmonic
频率为基频的整数倍的分音。
[GB/T3947—1996,定义11.10]
注:频率为基频n 倍的分音称为n 次谐音。

9.40 律音 note
有音调和长短的声觉,或者引起这种声觉的振动。
[GB/T3947—1996,定义11.12,有修改]

 注:表示律音的符号称为音符 (note)。

9.41 音程 pitchinterval
两个声音音调的间距,用高音与低音频率比以2为底的对数表示。

 注:音程的单位为八度 (oct)。1半音=100音分,1音分=1/1200八度。

9.42 平均律 equaltemperament
将一个八度分为12个等音程的乐律。

9.43 标准音高 standardmusicalpitch
标准调音频率 standardtuningfrequency
律音A4的频率,即440Hz。
[GB/T3947—1996,定义11.29]

 注:对乐器调音要求在环境温度为15℃或制造者所规定的温度进行。

9.44 定律器 pitch-standard
正律器

用以确定某种律制下标准律音的器具。
[GB/T3947—1996,定义11.35]

9.45 音准仪 tonometer
测量律音音高的仪器。
注:

1 常用的音准仪有数字式、指针式、走马灯式、单盘和多盘闪光式。

2 音准仪可附带发出标准的或设定偏置量的律音音高信号和节拍信号。

9.46 校音器 tuner
调音器

调音表 (拒用)
能显示乐器音高的便携式器具。
注:

1 除显示音高及量化指示偏差外,其分辨力和准确度一般都比音准仪低。

2 不同乐器 (如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贝斯、吉他、尤克里里、古筝等)有其专门的校

57

JJF1034—2020



音器。

3 选择手动模式 (限制自动)可锁定指定的音高。

9.47 定音器 tonesetter
通过发出设定音高的声音来调节乐器音高的器具。
注:

1 不同乐器的定音器,根据其固有特点设置若干音高。

2 需要受过训练的人通过仔细地听,比较被校乐器的音高相对定音器是高或低。

9.48 标准音音叉 standardtuningfork
谐振频率为标准音高的音叉。

9.49 音域测试器 rangetester
测量声音的高音与低音范围和响度的仪器。

10 测量方法和实验条件

10.1 绝对校准 absolutecalibration
原级校准 primarymethodforcalibration
根据基本量的测量作校准。
[GB/T3947—1996,定义5.73]

10.2 互易校准 reciprocitycalibration
根据电声互易原理校准电声换能器的绝对校准方法。
[GB/T3947—1996,定义5.68]

10.3 自由场球面波互易校准 freefieldsphericalwavereciprocitycalibration
在自由场球面波条件下进行的互易校准。校准所得结果为自由场灵敏度和发送电流

响应。
[GB/T3947—1996,定义5.70]
注:满足自由场球面波的条件是:

d>>λ;d>>L2/λ (51)

式中:

d ———两换能器声中心间距,单位为米 (m);

λ ———媒质中声波波长,单位为米 (m);

L———换能器的最大尺寸,单位为米 (m)。

10.4 耦合腔互易校准 couplerreciprocitycalibration
在密闭的刚性腔中进行的互易校准。校准所得结果为声压灵敏度。
注:此法要求腔中声压均匀。

10.5 自易校准 self-reciprocitycalibration
仅利用互易换能器和一反射器对互易换能器进行水声自由场互易校准的方法。

10.6 二换能器互易校准 two-transducerreciprocitycalibration
在由辅助换能器产生的,并经自易校准的互易换能器定值的已知声场中进行水听器

校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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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插入电压技术 insertvoltagetechnique
插入电压法 insertvoltagemethod
用于测量有电负载时传声器的开路电压的方法。

10.8 静电激励器法 electrostaticactuatorsmethod
利用模拟声压的静电力激励传声器膜片,以测定电容传声器的灵敏度及其频率响应

的技术。
注:

1 原理上,静电激励器法可测定传声器的绝对灵敏度,但对大多数应用来説,测量不确定度太

大。不确定度主要源自静电激励器电极与传声器膜片的距离以及有效面积之比。因此,静电

激励器法多用于测定电容传声器的相对灵敏度级频率响应。

2 静电激励器法得到的是传声器的静电激励器响应,需采用预先测定的修正值,才能确定传声

器的相对自由场频率响应或声压频率响应。

10.9 振动液柱法 calibrationwithavibratingcolumnofliquid
阻抗校准法中的一种 “惯性控制”方法。当管状容器内液柱发生振动时,若液柱长

度远小于液体中声波的波长,则液柱中某深度处的声压仅与此深度以上液柱的质量和其

加速度成正比。

10.10 脉冲声校准 pulsesoundcalibration
用矩形脉冲调制的声信号,利用反射声与直达声之间的声程差引起的时间差,将反

射声与直达声分开,以便能在有边界反射的场合实现自由场校准的技术。

10.11 补偿法校准 compensationmethodcalibration
双发射器零值法

进行绝对校准的一种方法。当一未知声压作用于能产生已知机电力的补偿换能器上

时,若使此机电力与声压作用力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则其振动面振动位移为零 (此位

移可检测确定)而达到平衡状态,由此机电力可得声压。此法常用在低频范围和小腔体

中,此时所得结果为声压灵敏度。

10.12 脉冲反射法 pulseechomethod
将超声脉冲发射到物体中,再接收其反射波的探伤方法。

10.13 激光干涉法校准 lasermethodcalibration
进行绝对校准的一种方法,利用激光干涉测量声场中质点振动位移或振速,再计算

得到声场中声压。

10.14 静水压激励法校准 calibrationbyhydrostaticexcitation
进行绝对校准的一种方法,通过改变静水压来改变刚性密闭腔中的压强,从而校准

水听器灵敏度。一般用在甚低频频率范围。

10.15 水听器校准器法校准 calibrationwithahydrophonecalibrator
活塞发声器法校准 calibrationwithapistonphone
用水听器校准器在低频段对水听器在一个小的腔体内进行校准的方法,腔体内可以

充满空气,也可以部分为水。

10.16 驻波比法 methodusingstandingwaveratio
在阻抗管中,声波在法向入射条件下,入射正弦平面波和从试件反射回来的平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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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后产生驻波图。通过测量驻波图的驻波比,计算吸声材料和构造的吸声系数、反射

系数和表面声阻抗率或表面声导纳率的方法。

10.17 传递函数法 transferfunctionmethod
在阻抗管中,声波在法向入射条件下,通过测量阻抗管内两个一定位置之间的传递

函数,计算吸声材料和构造的吸声系数、反射系数和表面声阻抗率或表面声导纳率的

方法。

10.18 中断声源法 interruptednoisemethod
激励房间的宽带或窄带声源中断发声后,直接记录声压级来获取衰变曲线的方法。

10.19 脉冲响应积分法 integratedimpulseresponsemethod
通过将脉冲响应的平方对时间反向积分来获取衰变曲线的方法。

10.20 传声器参考点 microphonereferencepoint
为描述传声器位置而规定在传声器上或其附近的一个点。
[IEC61672-1:2013,定义3.14]
注:传声器的参考点可能在传声器膜片的中心。

10.21 传声器主轴 principalaxisofamicrophone
穿过其中心和并垂直于传声器膜片的直线。

10.22 传声器参考平面 referenceplaneofamicrophone
垂直于传声器主轴并紧靠传声器保护栅的平面。

10.23 参考方向 referencedirection
指向传声器参考点并规定用于测定声级计的指向响应和频率计权的方向。
注:参考方向可规定为与对称轴一致。

10.24 参考传声器 referencemicrophone
已知声压灵敏度或 (和)自由场灵敏度的实验室标准传声器或工作标准传声器。

10.25 监测传声器 monitormicrophone
用于测量声压变化的传声器。

10.26 声入射角 sound-incidenceangle
参考方向与声源声中心和传声器参考点之间连线的夹角。
[IEC61672-1:2013,定义3.16]

 注:声入射角的单位为度 (°)。

10.27 零度入射 zero-degreeincidence
对正向入射声波,垂直于传声器膜片的方向。

10.28 掠入射 grazingincidence
来自相关声源的声主要以平行于传声器膜片所在平面的入射角作用于传声器的

状态。

10.29 校准检查频率calibrationcheckfrequency
fR

由声校准器产生的正弦声压的标称频率。
[IEC61672-1:2013,定义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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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参考输入信号级 referenceinputsignallevel
在参考级范围内,规定的输入信号的参考级。
[IEC61260-1:2014,定义3.21]

 注:参考输入信号级的单位为分贝 (dB)。

10.31 参考方位 referenceorientation
为了验证声级计等电声测量仪器符合相关标准对射频场发射和暴露于射频场影响的

抗扰度的规范而试验时,声级计等电声测量仪器所选取的方位。

10.32 嘴参考点 mouthreferencepoint
MRP
a)响度评定值测试时在参考轴线上,距嘴唇平面正前方25mm的点。

b)参考当量测试时在参考轴线上,距嘴唇平面正前方40mm的点。

10.33 耳参考点 earreferencepoint
ERP
位于收听人耳朵入口处的,作为几何图形参考的虚拟的点。

10.34 头和躯干模拟器参考点 HATSreferencepoint
HRP
头和躯干模拟器的左、右耳中心连线的中点。

10.35 基准体 referencebox
恰好包围被测声源所有主要的声辐射部件和安装声源的测试台架,并终止于安置被

测声源发射平面上的假想平行六面体。

10.36 声源特征尺寸 characteristicsourcedimension
d0

从坐标系原点到基准体最远点的距离。

 注:声源特征尺寸的单位为米 (m)。

10.37 测量面 measurementsurface
面积为S,包围被测声源并在其上面布置传声器测点测量声压级的假想面,它终止

于声源所在的反射面。

 注:测量面面积的单位为平方米 (m2)。

10.38 基准测量面 referencemeasurementsurface
SM

包围被测声源并终止于安放该声源的反射平面上的矩形六面体假想面,其边与基准

体边平行,并与基准体对应边等距。

10.39 典型距离 typicaldistance
d
从工作位置到距机器最近的主声源的距离,且主要声源与工作位置之间没有遮挡视

线的障碍物。
注:在扩大辐射区域的情况下,典型距离可选为工作位置和被测声源之间的最短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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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声学计量常用符号及缩略语

本规范中使用的符号及缩略语见表A.1。
表A.1 声学计量常用符号及缩略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1 1/b 带宽指示值

2 A 滤波器衰减;衰减量;吸声量

3 A0 参考吸声量

4 Acro [通道]串音衰减

5 Ad 距离d 处的平面波反射损失

6 Aref 参考衰减

7 As 声学路径上的衰减量

8 Asep [通道]分离度

9 AVG 距离-增益-尺寸 德文对应词的首字母

10 B 滤波器带宽;底波

11 Be 归一化有效带宽

12 Br 归一化参考有效带宽

13 B 贝尔 级的单位

14 BMF 仿血液

15 c 声速

16 C 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17 C80 明晰度

18 CFF 声级计自由场修正值

19 CI 撞击声隔声频谱修正量

20 Ct,e 早后期声能量比

21 Ctr 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22 d 失真;分辨力;典型距离

23 d0 声源特征尺寸

24 dh 谐波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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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25 dt 总失真

26 dt+n 总失真+噪声

27 D 插入损失

28 D50 清晰度

29 Di 消声器的插入损失

30 DI 指向性指数

31 DI,op 工作位置指向性指数

32 Dthr 检测阈

33 dB 分贝 级的单位

34 dec 十倍频程 对数倍频程的单位

35 DGS 距离-增益-尺寸 英文对应词的首字母

36 DPOAE 畸变产物耳声发射

37 E 声暴露

38 E0 参考声暴露

39 EA,T A [频率]计权声暴露

40 EDT 早期衰变时间

41 ERP 耳参考点

42 f 声波的频率

43 f1 滤波器通带的下截止频率

44 f2 滤波器通带的上截止频率

45 fm 准确的 [频带]中心频率

46 fn 标称 [频带]中心频率

47 fr [滤波器]参考频率;[多普勒]频率观察值

48 fR 校准检查频率

49 fs 采样频率;声源的频率

50 F 声辐射力;缺陷回波

51 FBH 平底孔

52 G 倍频程频率比;辐射电导;强度因子

53 H12 阻抗管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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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54 HATS 头和躯干模拟器

55 HRP 头和躯干模拟器参考点

56 i 瞬时声强

57 I0 基准声强

58 IT [时间平均]声强

59 J 声能量;互易系数

60 J0 基准声能量

61 Jc 互易系数 (耦合腔)

62 JLF 早期侧向声能比

63 JS 互易系数 (自由场球面波)

64 K1 背景噪声修正值

65 K2 环境修正值

66 K3 局部环境修正值

67 LAeq,T A [频率]等效连续声级

68 LAE,T A [频率]计权声暴露级

69 LAF A [频率]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

70 LAFmax 最大A [频率]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

71 LAS A [频率]计权S时间计权声级

72 LASmax 最大A [频率]计权S时间计权声级

73 LA,T A [频率]计权时间平均声级

74 LCF C [频率]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

75 LCFmax 最大C [频率]计权F时间计权声级

76 LCS C [频率]计权S时间计权声级

77 LCSmax 最大C [频率]计权S时间计权声级

78 LE 声暴露级;耳机耦合损耗

79 LE,T 声暴露级

80 LEPN 有效感觉噪声级

81 Leq,T 等效连续声级

82 Li 撞击声压级

83 LI,T [时间平均]声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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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84 LJ 声能量级;后期侧向声能级

85 LMd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级

86 LMf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级

87 LMp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

88 Ln 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89 LN N 累积百分数声级;响度级

90 Ln,w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91 Lp 声压级;发射声压级

92 Lp 平均声压级;测量面时间平均声压级

93 Lp,eqT 等效连续声压级

94 Lp,peak 峰值声压级

95 Lp,T 时间平均声压级

96 Lpeak 峰值声级

97 Lpf 频带声压级

98 Lpm 平均声压级

99 LPN 感觉噪声级

100 LT 时间平均声级

101 LW 声功率级

102 LWf 频带声功率级

103 LR 响度评定值

104 LTASS 长时平均语谱

105 LTS 本地电话系统

106 M 灵敏度

107 Md 扩散场灵敏度

108 Mf 自由场 [电压]灵敏度

109 MI 自由场电流灵敏度

110 Mp 声压灵敏度

111 Mr 参考灵敏度

112 MU 自由场 [电压]灵敏度 [级]

113 MRP 嘴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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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114 MTF 调制传递函数

115 N 响度

116 Na 噪度

117 NOSFER 基准系统 (电话)

118 noy 呐 噪度的单位

119 NR 噪声评价曲线

120 OAE 耳声发射

121 oct 倍频程;八度
对数倍频程的单位;音程

的单位

122 p 声压;发射声压

123 p0 基准声压

124 pA A [频率]计权声压

125 pi 瞬时声压

126 ppeak 峰值声压

127 ps 静压

128 ps,r 参考静压

129 P 声功率

130 P0 基准声功率

131 Pa 声功率

132 Pn 噪声功率

133 Ps 信号功率

134 PCS 探头中心距

135 peRETSPL 峰-峰等效基准等效阈声压级

136 peRETVFL 峰-峰等效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

137 peRTSPL 峰-峰等效基准阈声压级

138 phon 方 响度级的单位

139 q 体积速度

140 r 距离

141 R 隔声量

142 Rsn 信噪比

143 Rw 计权隔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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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144 Rθ 指向性因数

145 RE 参考当量

146 RETSPL 基准等效听阈声压级

147 RETVFL 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

148 RLR 接收响度评定值

149 RRE 接收参考当量

150 RSS 标准声源

151 RTSPL 基准听阈声压级

152 s 驻波比

153 sn 计及衰减的驻波比

154 sθ 散射系数

155 S 面积;综合灵敏度;复声压的自谱

156 SI 发送电流响应

157 SJE 接收灵敏度

158 SM 基准测量面

159 SMJ 发送灵敏度

160 Srel 相对脉冲回波灵敏度

161 SSINAD 信纳

162 SU 发送电压响应

163 SINAD 信纳

164 SLR 发送响度评定值

165 sone 宋 响度的单位

166 SRE 发送参考当量

167 STI 语音传输指数

168 STIPA 扩声系统语音传输指数

169 te 早期时间限值

170 T 始波;时间;时间段

171 T0 参考时间

172 T60 混响时间

173 Td 滤波器衰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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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174 Tn 混响时间

175 TEOAE 瞬态诱发耳声发射

176 TOFD 衍射声时技术

177 Ua 施加到探头上的峰-峰值电压

178 Ue 反射的放大前回波峰-峰值电压

179 Uh 谐波电压

180 Un 噪声电压

181 Us 信号电压

182 v 质点速度

183 vf 迎面风速

184 vn 质点速度法向分量

185 vr 观察点向源的速度分量

186 vs 源向观察点的速度分量

187 V 房间体积

188 Ve 传声器的等效体积

189 Wi 加权系数

190 WR 接收加权系数

191 WS 发送加权系数

192 Za 声阻抗

193 Ze 电阻抗

194 α 吸声系数

195 αHr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相对湿度系数

196 αp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静压系数

197 αS 赛宾吸声系数

198 αt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温度系数

199 β 媒质的绝热压缩系数

200 γ 反射系数

201 δ 质点位移

202 ΔA 相对衰减

203 ΔB 有效带宽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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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符号及缩略语 名称 说明

204 ΔL 撞击声改善量

205 Δpt 全压损失

206 ζ 全压损失系数

207 θ 平面角

208 κr 参考条件下的比热比

209 λ 声波长

210 ξ 时间积分的虚拟变量

211 ρ 媒质密度

212 τ 透射系数

213 τF F时间计权的指数时间常数

214 τS S时间计权的指数时间常数

215 ω 角频率

216 Ω 归一化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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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索引

B

靶 6.44……………………………………
白噪声 3.20………………………………
半 [空间]自由 [声]场 3.67…………
半消声测试室 8.6………………………
半消声室 8.6……………………………
半自由场测试室 8.6……………………
暴露声级 3.51……………………………
贝 [尔] 3.37……………………………
背景噪声 3.23……………………………
背景噪声修正值 8.77……………………
背面反射损失 6.77………………………
背面回波 6.75……………………………
倍频程 3.64………………………………
倍频程滤波器 4.42………………………
倍频程滤波器组 4.44……………………
倍频程频率比 4.120………………………
本底噪声 3.23……………………………
本地电话系统 9.12………………………
鼻形锥 4.74………………………………
标准超声源 6.30…………………………
标准传声器 4.10…………………………
标准耳机 7.35……………………………
标准发射器 5.5…………………………
标称 [频带]中心频率 4.124……………
标准声源 4.62……………………………
标准试块 6.42……………………………
标准水声源 5.5……………………………
标准水听器 5.3……………………………
标准调音频率 9.43………………………
标准言语声级 9.20………………………
标准音高 9.43……………………………
标准音音叉 9.48…………………………
标准噪声源 4.62…………………………

标准撞击器 8.2……………………………
表观发送电流响应 5.42…………………
表观自由场灵敏度 5.43…………………
表面波探头 6.36…………………………
表面传声器 4.21…………………………
表面声压级 8.76…………………………
波底损失 6.77……………………………
波束宽度 5.38……………………………
补偿法校准 10.11…………………………
补偿换能器 5.7……………………………

C

参考传声器 10.24…………………………
参考当量 9.26……………………………
参考方位 10.31……………………………
参考方向 10.23……………………………
参考试块 6.43……………………………
参考输入信号级 10.30……………………
参考衰减 4.130……………………………
参考中心 5.27……………………………
残余声强 4.116……………………………
残余声强测试装置 4.61…………………
侧向传声 8.26……………………………
侧向反射声 8.57…………………………
测量传声器 4.9……………………………
测量放大器 4.54…………………………
测量面 10.37………………………………
测量面时间平均声压级 8.76……………
测量水听器 5.4……………………………
测试表 7.22………………………………
测试传声器 4.9……………………………
测试项 7.21………………………………
测听室 8.8…………………………………
插入电压法 10.7…………………………
插入电压技术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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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式耳机 7.38…………………………
插入损失 3.85……………………………
常规声级计 4.27…………………………
超声CT [成像] 6.8……………………
超声波探伤试块 6.41……………………
超声测厚仪 6.23…………………………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6.27……………
超声仿组织材料 6.50……………………
超声功率 6.14……………………………
超声功率计 6.17…………………………
超声骨密度仪 6.28………………………
超声换能器 6.31…………………………
[超声]回波 6.74…………………………
超声检测 6.6……………………………
[超声检测]分辨力 6.66…………………
超声检测仪 6.19…………………………
超声人体组织仿真模块 6.53……………
超声声束 6.54……………………………
[超声]输出功率 6.15……………………
超声探伤仪 6.19…………………………
超声探头 6.32……………………………
超声体模 6.49……………………………
超声效应 6.1……………………………
超声学 3.4………………………………
超声源 6.29………………………………
超声诊断 6.7……………………………
成像横向分辨力 6.79……………………
成像纵向分辨力 6.80……………………
传递函数法 10.17………………………
传声器 4.1………………………………
传声器参考点 10.20……………………
传声器参考平面 10.22……………………
传声器的等效体积 4.85…………………
传声器电容量 4.102……………………
传声器电阻抗 4.83………………………
[传声器]动态范围上限 4.100…………
[传声器]静电激励器响应 4.99…………
[传声器灵敏度级的]频率响应 4.98……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 4.81………………
传声器扩散场灵敏度级 4.82……………
传声器前置放大器 4.25…………………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 4.77…………………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的相位角 4.92………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 4.78………………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静压系数

4.87

………
…………………………………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温度系数

4.88

………
…………………………………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稳定性系数

4.90

……
…………………………………

传声器声压灵敏度级的相对湿度系数

4.89

…
…………………………………

传声器声阻抗 4.84………………………
传声器下限频率 4.101…………………
传声器有效负载体积 4.86………………
传声器阵列 4.22…………………………
传声器主轴 10.21………………………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 4.79………………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的相位角 4.93……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级 4.80……………
传声损失 8.27……………………………
传声增益 8.51……………………………
传输频率特性 8.50………………………
串扰抑制 4.148…………………………
串音 4.148………………………………
垂直极限 6.71……………………………
垂直线性 6.69……………………………
纯音 3.14…………………………………
纯音听力计 7.27…………………………
纯音校正感觉噪声级 8.71………………
次声 6.95…………………………………
次声接收器 6.97…………………………
次声学 3.5………………………………
次声源 6.96………………………………
猝发音 3.16………………………………
猝发音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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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发音响应 4.110………………………
猝发音信号源 4.65………………………

D

带宽指示值 4.121………………………
带通滤波器 4.41…………………………
等响线 7.7………………………………
等效点换能器 4.94………………………
等效连续声级 3.49………………………
等效连续声压级 3.41……………………
等效前腔体积 4.86………………………
等效吸声面积 8.22………………………
等效噪声压 5.32…………………………
底波 6.75…………………………………
典型距离 10.39…………………………
点源发射器 5.6…………………………
电动传声器 4.6…………………………
电话电声测量 9.9………………………
电话电声测试仪 9.11……………………
电平记录仪 4.53…………………………
电容传声器 4.2…………………………
电声互易原理 3.95………………………
电声学 3.2………………………………
电转移阻抗 4.95…………………………
电子扫描 6.81……………………………
定律器 9.44………………………………
定位误差 4.146…………………………
定音器 9.47………………………………
动导体传声器 4.6………………………
动态范围 3.82……………………………
动态能力指数 4.118……………………
抖动 9.34…………………………………
抖动信号发生器 9.15……………………
短纯音 7.18………………………………
短声 7.17…………………………………
短时程信号 7.16…………………………
短时频率分析 9.8………………………
对比试块 6.43……………………………

对数频程 3.63……………………………
多场传声器 4.17…………………………
多普勒超声系统 6.26……………………
多普勒角 6.92……………………………
多普勒频率 6.90…………………………
多普勒效应 3.97…………………………
多普勒血流探测深度 6.94………………

E

耳参考点 10.33…………………………
耳机 7.34…………………………………
耳机耦合损耗 9.31………………………
耳科正常人 7.3…………………………
耳模拟器 7.41……………………………
耳声发射 7.13……………………………
耳声阻抗/导纳测量仪 7.29……………
耳罩式耳机 7.37…………………………
二换能器互易校准 10.6…………………

F

发射 8.73…………………………………
发射换能器谐振频率 6.87………………
发射脉冲指示 6.73………………………
发射声压 8.74……………………………
发射声压级 8.75…………………………
发送电流响应 3.93………………………
发送电压响应 3.92………………………
发送功率响应 3.94………………………
发送灵敏度 9.29…………………………
反平方定律 3.72…………………………
反射靶 6.46………………………………
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 8.11…………
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声场 8.10……………
反射系数 8.17……………………………
泛音 9.37…………………………………
防风锥 4.74………………………………
仿血流多普勒体模 6.51…………………
仿血液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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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耳 7.41………………………………
仿真话音 9.5……………………………
仿真口语声 9.5…………………………
仿真乳突 7.43……………………………
仿真嘴 7.44………………………………
分贝 3.38…………………………………
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4.43…………………
分音 9.38…………………………………
粉红噪声 3.21……………………………
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8.30………………
风罩 4.75…………………………………
峰-峰等效基准等效阈声压级 7.50………
峰-峰等效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 7.51…
峰-峰等效基准阈声压级 7.49…………
峰-峰等效信号级 7.48…………………
峰值声级 3.48……………………………
峰值声压 3.28……………………………
峰值声压级 3.42…………………………
峰值因数 3.77……………………………
峰值语音功率 9.22………………………
浮动范围测量系统 4.57…………………
幅度线性 6.69……………………………
辐射电导 6.16……………………………
复声 3.15…………………………………
复音 3.15…………………………………

G

感觉噪声级 8.70…………………………
隔离度 4.149……………………………
隔声测量室 8.9…………………………
隔声量 8.27………………………………
个人声暴露计 4.31………………………
工程测量传声器 4.13……………………
工作标准传声器 4.12……………………
工作位置指向性指数 8.80………………
功率超声 6.3……………………………
功率寿命 4.143…………………………
共振峰语音合成 9.6……………………

骨导 7.2…………………………………
骨导传声器 7.40…………………………
骨导耳机 7.39……………………………
骨导听力零级 7.46………………………
骨振器 7.39………………………………
固有噪声 3.24……………………………
光纤水听器 5.11…………………………
归一化参考有效带宽 4.134……………
归一化频率 4.125………………………
归一化响应 4.132………………………
归一化有效带宽 4.133…………………
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8.33…………………

H

恒定比例带宽滤波器 4.47………………
恒定带宽滤波器 4.46……………………
横向空间分辨力 4.144…………………
横向抑制比 5.40…………………………
后期侧向声能级 8.66……………………
互易传声器 4.23…………………………
互易换能器的电端 5.23…………………
互易系数 3.96……………………………
互易校准 10.2……………………………
户外传声器单元 4.24……………………
护耳器 7.32………………………………
护听器 7.32………………………………
环境修正值 8.78…………………………
环境噪声 3.22……………………………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 4.34………………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终端 4.34……………
环阵探头 6.38……………………………
换能器对的电转移阻抗 5.24……………
[换能器对的]电转移阻抗模 5.25………
回声干涉量 5.34…………………………
回损 9.28…………………………………
混叠频率分量 4.138……………………
混响 8.14…………………………………
混响 [声]场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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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响时间 8.15……………………………
混响室 8.4………………………………
[混响室]声压级均匀性 8.12…………
混响水池 5.20……………………………
活塞发声器 4.59…………………………
活塞发声器 5.18…………………………
活塞发声器法校准 10.15………………

J

积分平均声级计 4.28……………………
积分声级计 4.29…………………………
基音 9.36…………………………………
基准测量面 10.38………………………
基准等效阈声压级 7.45…………………
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 7.46………………
基准声压 3.29……………………………
基准体 10.35……………………………
基准听阈声压级 7.47……………………
畸变 3.78…………………………………
畸变产物耳声发射 7.24…………………
激光超声 6.5……………………………
激光干涉法校准 10.13…………………
级 3.36……………………………………
级范围 4.106……………………………
级范围控制器 4.109……………………
级线性偏差 4.107………………………
极化电压 4.91……………………………
极头极化电容 4.102……………………
极限插入损失 8.39………………………
计及衰减的驻波比 8.46…………………
计权隔声量 8.28…………………………
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 8.34……………
计算响度级 7.6…………………………
加权系数 9.32……………………………
监测传声器 10.25………………………
监测阈值 6.59……………………………
检测阈 5.30………………………………
建筑声学 3.9……………………………

建筑声学分析仪 8.1……………………
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8.31………………
角偏向损失 5.31…………………………
接收电流响应 3.88………………………
接收电压响应 3.87………………………
接收灵敏度 6.88…………………………
接收灵敏度 9.30…………………………
结构声 8.25………………………………
截止频率 4.126…………………………
静电传声器 4.2…………………………
静电激励器 4.66…………………………
静电激励器法 10.8………………………
静电激振器 4.66…………………………
近 [声]场 3.68…………………………
静水压激励法校准 10.14………………
静压 3.25…………………………………
局部环境修正值 8.79……………………
矩阵探头 6.40……………………………
绝对校准 10.1……………………………
绝对音感 9.4……………………………
绝对音高 9.4……………………………
绝对音调 9.4……………………………

K

开路电压 4.76……………………………
抗混叠滤波器 4.48………………………
可听声 3.12………………………………
空化 6.2…………………………………
空气超声测量仪 6.21……………………
空气声 8.23………………………………
空气声隔声频谱修正量 8.29……………
馈电桥 9.13………………………………
扩散场传声器 4.16………………………
扩散场 [电压]灵敏度 3.89……………
扩散 [声]场 3.70………………………
扩声系统 8.48……………………………
扩声系统语音传输指数 8.55……………
扩声系统语言传输指数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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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声系统]最大声压级 8.49…………

L

累计百分数声级 3.52……………………
力耦合器 7.43……………………………
灵敏度 3.86………………………………
零度入射 10.27…………………………
掠入射 10.28……………………………
律音 9.40…………………………………
滤波器 4.40………………………………
[滤波器]参考频率 4.122………………
滤波器带宽 4.127………………………
滤波器的积分响应 4.135………………
滤波器归一化带宽 4.128………………
滤波器衰减 4.129………………………
滤波器衰减时间 4.137…………………
[滤波器特性的]形状因数 4.142………

M

脉冲反射法 10.12………………………
脉冲声 3.19………………………………
脉冲声级计 4.30…………………………
脉冲声校准 10.10………………………
脉冲响应 8.59……………………………
脉冲响应积分法 10.19…………………
盲区 6.56…………………………………
明晰度 8.63………………………………
目标强度 5.28……………………………

O

耦合剂 6.47………………………………
耦合介质 6.47……………………………
耦合器 4.67………………………………
耦合腔 4.67………………………………
耦合腔互易校准 10.4……………………

P

判断感觉噪声级 8.69……………………

泡沫球风罩 4.75…………………………
频程 3.62…………………………………
频带声功率级 3.61………………………
频带声压级 3.60…………………………
频率计权 3.43……………………………
频率计权声压级 3.45……………………
平均律 9.42………………………………
平均声级计 4.28…………………………
平均声压级 3.40…………………………
平均语音功率 9.23………………………
平面活塞换能器 5.16……………………

Q

气导 7.1…………………………………
气导听力零级 7.45………………………
气流噪声 8.42……………………………
强度因子 8.60……………………………
清晰度 8.64………………………………
清晰度指数 9.25…………………………
全向传声器 4.18…………………………
全向声源 8.3……………………………
全压损失 8.40……………………………
全压损失系数 8.41………………………
缺陷回波 6.76……………………………
缺陷检测灵敏度 6.67……………………

R

热传声器 4.7……………………………
热线传声器 4.7…………………………
人工耳蜗 7.33……………………………
人工喉 9.10………………………………

S

赛宾吸声系数 8.21………………………
三分之一倍频程滤波器组 4.45…………
散射系数 8.18……………………………
扇形扫描 6.82……………………………
伤波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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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补偿 6.58……………………………
声暴露 3.50………………………………
声暴露范围 4.113………………………
声暴露级 3.51……………………………
声波检测仪 6.22…………………………
声场 3.65…………………………………
声场不均匀度 8.52………………………
声场测听仪 7.30…………………………
声定位仪 4.51……………………………
声分析仪 4.49……………………………
声辐射计 6.18……………………………
[声]辐射力 6.13………………………
声辐射阻抗 4.97…………………………
声功率 3.53………………………………
声功率级 3.54……………………………
声功率计 4.39……………………………
声功率密度 3.58…………………………
声级 3.45…………………………………
声级计 4.26………………………………
[声]级记录仪 4.53……………………
声级计的自由场修正值 4.112…………
声级校准器 4.58…………………………
声脉冲管 5.14……………………………
声呐 5.15…………………………………
[声呐]声源级 5.29……………………
声能量 3.55………………………………
声能量级 3.56……………………………
声能通量 3.53……………………………
声能通量密度 3.58………………………
声能通量密度级 3.59……………………
声耦合器 7.42……………………………
声频信号发生器 4.63……………………
声强测量仪 4.35…………………………
声强处理器 4.38…………………………
声强传感器 4.36…………………………
声强探头 4.36……………………………
声强校准器 4.60…………………………
声入射角 10.26…………………………

声时 6.89…………………………………
声速 3.35…………………………………
声校准器 4.58……………………………
声学 3.1…………………………………
声 [学]测量 3.10………………………
声 [学]计量 3.11………………………
声压 3.27…………………………………
声压-残余声强指数 4.117………………
声压-插入电压常数 4.147………………
声压传声器 4.14…………………………
声压级 3.39………………………………
声压灵敏度 3.90…………………………
声压梯度水听器 5.8……………………
声压响应 3.90……………………………
声源识别定位系统 4.52…………………
声源特征尺寸 10.36……………………
声转移阻抗 4.96…………………………
声阻抗 3.83………………………………
剩余声强 4.116…………………………
失真 3.78…………………………………
时不变工作 4.136………………………
时基线性 6.70……………………………
时间计权 3.44……………………………
时间计权声级 3.46………………………
时间计权声级计 4.27……………………
时间平均声级 3.49………………………
[时间平均]声强 3.58…………………
[时间平均]声强级 3.59………………
时间平均声压级 3.41……………………
实验室标准传声器 4.11…………………
矢量-声压通道的相位差 5.41…………
矢量水听器 5.12…………………………
始波 6.73…………………………………
适调放大器 4.55…………………………
首波 6.86…………………………………
数字超声检测仪响应时间 6.68…………
数字音频信号 9.33………………………
数字音频信号发生器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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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变曲线 8.16……………………………
双传声器探头 4.37………………………
双发射器零值法 10.11…………………
双换能器探头 6.35………………………
双晶探头 6.35……………………………
双探头 6.35………………………………
水池本底噪声 5.37………………………
水平极限 6.72……………………………
水平线性 6.70……………………………
水声换能器 5.1…………………………
[水声]耦合腔 5.17……………………
水声声压计 5.13…………………………
水声学 3.3………………………………
水听器 5.2………………………………
水听器的开路电压 5.21…………………
水听器的自由场灵敏度 5.26……………
水听器声压灵敏度 5.22…………………
水听器校准器 5.18………………………
水听器校准器法校准 10.15……………
水下传声器 5.2…………………………
瞬时声强 3.57……………………………
瞬时声压 3.26……………………………
瞬时语音功率 9.21………………………
瞬时质点速度 3.32………………………
瞬时质点位移 3.30………………………
瞬态诱发耳声发射 7.23…………………
随机噪声 3.18……………………………

T

探测音信号 7.15…………………………
探管传声器 4.20…………………………
探声器 4.20………………………………
探头中心间距 6.85………………………
体积速度 3.34……………………………
调音表 9.46………………………………
调音器 9.46………………………………
调制传递函数 8.56………………………
听觉诱发电位 7.14………………………

听力计 7.26………………………………
听力损失 7.9……………………………
听力学 3.6………………………………
听性脑干反应 7.25………………………
听阈 7.8…………………………………
头和躯干模拟器 4.69……………………
[通道]串音衰减 4.148…………………
[通道]分离度 4.149……………………
头和躯干模拟器参考点 10.34…………
透射技术 6.9……………………………
透射系数 8.19……………………………

W

外差式分析仪 4.50………………………
微机电系统传声器 4.8…………………
无规入射灵敏度 3.91……………………
无规入射响应 3.91………………………
无规入射修正器 4.73……………………
无规噪声 3.18……………………………
无向传声器 4.18…………………………
无指向性 5.33……………………………
无指向性声源 8.3………………………

X

吸声量 8.22………………………………
吸声系数 8.20……………………………
吸收靶 6.45………………………………
系统总噪声级 8.53………………………
线列水听器 5.10…………………………
线性工作范围 4.108……………………
线阵探头 6.39……………………………
相对脉冲回波灵敏度 6.65………………
相对频率计权无规入射响应 4.105……
相对频率计权自由场响应 4.104………
相对衰减 4.131…………………………
相对指向响应 4.103……………………
相控阵超声探伤仪 6.20…………………
[相控]阵列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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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控阵探头 6.37…………………………
相位差补偿 4.119………………………
响度 7.4…………………………………
响度级 7.5………………………………
响度评定值 9.27…………………………
响应 3.86…………………………………
消声测试室 8.5…………………………
消声器 8.37………………………………
[消声器]插入损失 8.38………………
消声室 8.5………………………………
[消声室或半消声室]自由声

场频率范围和空间范围 8.13………
消声水池 5.19……………………………
校音器 9.46………………………………
校准检查频率 10.29……………………
校准检查频率上的调整值 4.111………
校准试块 6.42……………………………
斜射探头 6.34……………………………
斜探头 6.34………………………………
斜探头入射点 6.64………………………
谐波失真 3.79……………………………
谐音 9.39…………………………………
信纳 9.35…………………………………
信纳比 9.35………………………………
信纳表 9.16………………………………
修正栅 4.73………………………………
虚拟声中心 3.73…………………………
血流方向识别能力 6.93…………………
血液多普勒试件 6.51……………………

Y

压电传声器 4.4…………………………
压耳式耳机 7.36…………………………
压阻传声器 4.5…………………………
言语材料 7.20……………………………
言语察觉阈级 7.53………………………
言语级 7.52………………………………
言语可懂度 9.24…………………………

言语 [声] 9.1……………………………
言语识别基准阈级 7.56…………………
言语识别率 7.54…………………………
言语识别阈级 7.55………………………
言语听力级 7.57…………………………
言语听力计 7.28…………………………
言语听力损失 7.10………………………
言语听力损伤 7.11………………………
言语信号 7.19……………………………
衍射声时技术 6.10………………………
掩蔽 7.12…………………………………
医学超声 6.4……………………………
医用超声测位装置 6.25…………………
医用超声耦合剂 6.48……………………
医用超声诊断设备 6.24…………………
医用超声诊断系统 6.24…………………
音 3.13……………………………………
音波式皮带张力计 4.56…………………
音程 9.41…………………………………
音乐声学 3.8……………………………
音调 9.3…………………………………
音域测试器 9.49…………………………
音准仪 9.45………………………………
硬壁测试室 8.7…………………………
有效带宽偏差 4.135……………………
有效感觉噪声级 8.72……………………
[有效]声中心 3.73……………………
有源耦合腔 4.68…………………………
[语句]声时 [长] 9.19…………………
语言标准声级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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