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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2060《声系统设备》包括以下部分:
———第1部分:概述;
———第2部分:一般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
———第3部分:声频放大器测量方法;
———第4部分:传声器测量方法;
———第5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第6部分:辅助无源元件;
———第7部分:头戴耳机测量方法;
———第8部分:自动增益控制器件;
———第9部分:人工混响、时间延迟和频移装置测量方法;
———第10部分:峰值节目电平表;
———第11部分:声系统设备互连用连接器的应用;
———第12部分:广播及类似声系统用连接器的应用;
———第13部分:扬声器听音试验;
———第14部分:圆形和椭圆形扬声器,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
———第16部分:由语言传输指数(STI)对语言可懂度的客观等级评估;
———第17部分:标准音量表;
———第18部分:峰值节目电平表-数字音频峰值电平表。
本部分为GB/T12060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268-1:1985《声系统设备 第1部分:概述》及其修改单

Amd.1:1988和Amd.2:1988。
本部分与IEC60268-1:1985相比技术性差异如下:
———表1删除了1/2倍频程的内容(见第4章);
———增加了使用磁通计测量磁场强度的内容(见13.2);
———按照IEC60268-1:1985第1号修改单Amd.1:1988对表A.2进行了修改;
———按照IEC60268-1:1985第2号修改单Amd.2:1988对原版标准的12.1进行了修改(见13.1)。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前言”和“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范围”进行了修改,将标准《声系统设备》组成部分的内容放到“前言”中;
———将7.2.3调整为7.3;
———图3和图A.1中增加了元件名称;
———删除了表2中重复的630Hz一行;
———将图5调整为图1,图表的位置调整到正文相关处,便于标准的阅读和执行。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2)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沈勇、乐意、卢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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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系统设备 第1部分:概述

1 范围

GB/T12060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声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或用于该声系统的辅助件。

GB/T12060通过列出对其规范有用的特性和制定这些特性的统一测试方法,论述如何确定声系

统设备的性能和对这类设备进行比较以及如何确定其恰当的实际用途。

GB/T12060仅限于描述不同的特性及其相应的测量方法,一般不规定性能(除第10部分外)。

GB/T12060的本部分规定了声系统设备的测量单位、测量频率、待规定的量及其准确度、标志和

标志符号等概述性规范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声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或用于该声系统的辅助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240—1982 声学测量中的常用频率(neqISO266:1975)

GB/T3241—2010 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IEC61260:1995,MOD)

GB/T3769—2010 电声学 绘制频率特性图和极坐标图的标度和尺寸(IEC60263:1982,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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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IEC60950-1:2005,MOD)

GB/T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IEC60417DB:2007,IDT)

GB8898—201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IEC60065:2005,MOD)

IEC60027(所有部分) 电工用的文字符号(Lettersymbolstobeusedinelectricaltechnology)

IEC60068(所有部分) 基本环境试验规程(Basicenvironmentaltestingprocedures)

ITU-RBS468-4:1986 声广播中声频噪声电平的测量(Measurementofaudio-frequencynoise
voltagelevelinsoundbroadcasting)

3 测量单位及单位制

本部分中的测量单位使用国际单位制(SI单位制)。

4 测量频率

若测量在分立频率上进行,则这些频率应为GB/T3240—1982中规定用于声测量的优选频率,见
表1。若测量是相对于某参考频率,并且无明确否定理由,则该频率应为标准参考频率1000Hz。

若测量仅用一个信号频率,则该信号频率应是选定的参考频率。若测量在若干不同频率上进行,则
应包括选定的参考频率,其他频率的选择应使测量结果能充分代表整个有效频率范围内的特性。

若测量是在具有恒定相对带宽的频带内进行,则应优先选用7.3所述的1/1倍频程和1/3倍

频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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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优选频率

优选频率

Hz
1/1倍频程 1/3倍频程

优选频率

Hz
1/1倍频程 1/3倍频程

优选频率

Hz
1/1倍频程 1/3倍频程

16 × × 160 × 1600 ×

18 180 1800

20 × 200 × 2000 × ×

22.4 224 2240

25 × 250 × × 2500 ×

28 280 2800

31.5 × × 315 × 3150 ×

35.5 355 3550

40 × 400 × 4000 × ×

45 450 4500

50 × 500 × × 5000 ×

56 560 5600

63 × × 630 × 6300 ×

71 710 7100

80 × 800 × 8000 × ×

90 900 9000

100 × 1000 × × 10000 ×

112 1120 11200

125 × × 1250 × 12500 ×

140 1400 14000

160 × 1600 × 16000 × ×

  注:表中符号“×”表示该频程下有此优选频率,空格则表示该频程下无此优选频率。

5 待规定的量及其准确度

本部分中所述的电压、电流、声压等的值都认为是有效值。对大多数用途而言,测量的电学量准确

度为±0.15dB,声学量准确度为±1dB已足够了。所要求的测量准确度仅取决于使用测试结果的

目的。

6 标志和标志符号

6.1 标志

端子和控制器应予以适当标志,以给出其有关功能、特性和极性的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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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应能够按使用说明书给出的信息,十分准确地调节控制器并识别其位置。

6.2 标志符号

标志应该用国际上易于理解的字母、符号、记号、数字和颜色组成。按照IEC60027(所有部分)和
GB/T5465.2—2008。

上述标准中未包括的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清楚地予以解释。

7 噪声规范和测量用滤波器、计权曲线和仪表

7.1 宽带测量

滤波器应该是带通滤波器,其频响在图1所示的限定范围内(与ITU-RBS468-4:1986中宽带滤波

器规范相同)。
在22.4Hz~22.4kHz1)之间,带通滤波器的传输系数基本恒定,在这个频带外,则以GB/T3241—

2010对中心频率为31.5Hz和16000Hz的倍频程带滤波器规定的速率衰减。该带通滤波器的频响在

本部分规定的限定范围内。

1) 也有使用GB/T2900.86—2009规定的可听声频段16Hz至16kHz。

注:当可能存在刚好高于或低于该带限的强信号时,宜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测量结果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实际所

用个别滤波器的频率响应。

图1 宽带噪声测量用的带通滤波器

7.2 计权测量

7.2.1 噪声(A-计权)或信噪比(A-计权)

所用滤波器应具有 A 计权特性。其允差按 GB3785.1—2010规定的I型允差。仪表应是

GB/T3785.1—2010中1级声级计所述的真有效值仪表,应使用标志为“S”的动态特性。
注:对于没有节目的场合,用A计权测量设备的输出噪声特别合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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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噪声(估量噪声)或信噪比(估量噪声)

所用滤波器和仪表应具有附录A所述的特性,这些特性符合ITU-RBS468-4:1986的规定。
注1:估量噪声即ITU-R468-4:1986规定的计权噪声。

注2:如果不会出现混乱,可把“估量噪声”缩写为“PS”(见CCITT推荐标准J.16)。

注3:当节目信号系统的输出存在干扰效应时,宜采用估量噪声测量。

7.2.3 1/1倍频程或1/3倍频程带测量

滤波器应具有GB/T3241—2010中对1/1倍频程或1/3倍频程带滤波器规定的特性。仪表应该

是GB/T3785.1—2010中对声级计1级规定的真有效值表。当用窄带测量时,特别是在低频测量仪表

的动态宜与声级计标志为“S”的动态特性一致。

8 模拟节目信号

模拟节目信号是未经限幅的稳态计权高斯噪声。这种信号的平均功率谱密度特性与含多种语言和

音乐节目信号的各类节目源的平均功率谱密度的平均特性很相似。当使用符合GB/T3241—2010所

规定的1/3倍频程滤波器测量时,其计权功率谱符合表2和图2。
这种信号可以用粉红噪声通过图3所示的滤波器电路获得。
用窄带信号测量时,宜用表2和图2所规定的各频段的相对功率级进行。
注:在整个频段测得的信号功率级比用1/3倍频程测得的零分贝功率级高约12.5dB。

表2 模拟节目信号的功率谱

频率

Hz

相对电平

dB

允差极限

dB

+ -

频率

Hz

相对电平

dB

允差极限

dB

+ -

20 -13.5 3.0 3.0 800 0 0.5 0.5

25 -10.2 2.0 2.0 1000 -0.1 0.6 0.6

31 -7.4 1.0 1.0 1250 -0.3 0.7 0.7

40 -5.2 1.0 1.0 1600 -0.6 0.8 0.8

50 -3.5 1.0 1.0 2000 -1.0 1.0 1.0

63 -2.3 1.0 1.0 2500 -1.6 1.0 1.0

80 -1.4 1.0 1.0 3150 -2.5 1.0 1.0

100 -0.9 0.8 0.8 4000 -3.7 1.0 1.0

125 -0.5 0.6 0.6 5000 -5.1 1.0 1.0

160 -0.2 0.5 0.5 6300 -7.0 1.0 1.0

200 -0.1 0.5 0.5 8000 -9.4 1.0 1.0

250 0 0.5 0.5 10000 -11.9 1.0 1.0

315 0 0.5 0.5 12500 -14.8 1.5 1.5

400 0 0.5 0.5 16000 -18.2 2.0 2.0

500 0 0.5 0.5 20000 -21.6 3.0 3.0

630 0 0.5 0.5

4

GB/T12060.1—2017



图2 模拟节目信号功率谱

注1: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包括在R1(430Ω)内。考虑到负载阻抗的影响,可调节R5 的电阻值。
注2:电容器损耗角的正切不大于0.005。
说明:

R1、R2、R3、R4、R5———电阻;

C1、C2、C3、C4、C5———电容。

图3 模拟节目信号用滤波器(用于粉红噪声源)

9 气候条件

测量和机械检查可以在下面所限定的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力任意组合的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35℃,优选20℃;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860mbar~1060mbar)。
若制造商认为有必要规定不同于上述的气候条件,则这些条件宜从IEC60068(所有部分)中选取,

测量应在这些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上述条件表明,要求设备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满足其规范要求。在更宽的范围内,设备可能工作,但

不满足其规范的所有要求,可允许设备在更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储存。
为了更全面地讨论这些概念,可参阅IEC60068(所有部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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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个规范和典型规范

对某种型号或这种型号的单个样品规定指标的数值时。
首先,制造商应说明所规定的值是否是:
———极限值;
———统计的“最坏情况”值(见注);
———平均值(见注)。
注:这些值是从一批产品的测量求得的,而且附有所要求的有意义的数据,并给出有关抽样程序的标准。

11 数据的图解表示

11.1 概述

两个量和多个量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图表示比用表格更为清楚。
当单个样品的逐点测量结果表示为一条连续曲线时,则应清楚地表明测量点。根据理论推断或其

他信息,而不是根据直接测量结果而得的拟合曲线或中间曲线,应与测量曲线明显地区分开。
在适当的场合,数据可表示成恒定带宽或者等比带宽的线状谱或带状谱,所用带宽应予以说明,应

给出7.3所述的1/1倍频程和1/3倍频程带。

11.2 标度

图形表示采用线性标度或对数标度,宜避免采用其他种类的标度,例如:双对数标度、线性标度与对

数标度的联用。线性分贝标度相当于对数标度。
当横坐标和纵坐标表示的量的种类相同时,则两者所用单位长度宜相同。尽可能避免线性标度上

有远离的零点。假如可能,分贝标度线上的零参考点宜是额定值。

11.3 对数标度和极坐标图

对数频率刻度和极坐标图参照GB/T3769—2010的规定。

11.3.1 对数频率标度

在对数标度坐标纸上,绘制电平(单位:dB)对频率的曲线图,其标度比例应使10∶1的频率比的长

度等于纵坐标上电平差为50dB的长度。
注:不限制使用GB/T3769—2010中给出的电平差的替换值(每10进位为10dB和25dB)。

11.3.2 极坐标电平图

对于极坐标图,以dB为单位的电平沿线性标度的径向向外增加,最大电平最好绘在参考圆上或在

参考圆的2.5dB之内,参考圆的半径相当于25dB的电平差。参考圆半径的允差极限相当于

±0.25dB,不管选择多长为1dB,这些要求都适用。
对于绝对电平而言,当参考圆的半径相当于25dB时,则对参考圆标定的电平应该是5dB的倍数。
注:假如有必要在大于25dB范围绘制特性曲线,则宜采用50dB的电平差。

12 人身安全及防火

安全要求应符合GB8898—2011、GB4943.1—2011的规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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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均匀交变磁场中的测量

13.1 产生均匀交变磁场的方法

产生均匀交变磁场的一个方便和相当准确的方法是采用符合图4排列的3个方形线圈。其中a=
0.375b,a 是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b是每个方形线圈的边长。对线圈通以所要求频率的电流。

1、2、3三个线圈的匝数比关系见式(1):
n1

100=
n2

36=
n3

100
……………………(1)

  式中:
n1———图4中方形线圈1的匝数;
n2———图4中方形线圈2的匝数;
n3———图4中方形线圈3的匝数。
当相同电流I以同一方向流过每个线圈时产生磁场,在直径d=0.5b,其中心与第2线圈的几何中

心重合的球形空间,认为磁场是均匀的,均匀度为±2%。
由此产生的磁场强度 H 和磁感应强度B 分别用式(2)和式(3)近似计算:

H =1.35
n1I
b

……………………(2)

B=1.70×10-6n1I
b

……………………(3)

  式中:
n1———图4中方形线圈1的匝数;
I ———方形线圈1中的电流,单位为安培(A);
b ———方形线圈1的边长,单位为米(m);
H———磁场强度,单位为安培每米(A/m);
B ———磁感应强度,单位为特斯拉(T)。
应在设备放入磁场之前,测量该磁场的强度。可用一个探测线圈,按照13.2的规定进行测量。

图4 产生均匀交变磁场用的3个线圈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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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磁场强度测量

为了测量磁场强度,建议采用图5规定的探测线圈。它在频率为50Hz、磁场强度为1A/m的磁

场中将产生1mV的电动势,该电压与磁场强度和频率成正比。
宜在断开磁场电源的情况下,测量探测线圈的输出电压。若在这些条件下,输出电压超过了磁场存

在时输出电压的1/3,则要求进行有选择的测量。若有可能,宜用带有平衡输入的电压表测量探测线圈

的输出电压。
单位为毫米

注:漆包线绕4500圈,ϕ=0.13mm,R=500Ω。

图5 测量磁场强度用的探测线圈

  也可用霍尔探头磁通计(或其他适当类型的仪器)测量磁场。如用磁感应的方法测量磁场强度,测
量值应用式(4)换算:

H =
B
μ0

……………………(4)

  式中:

μ0———真空或空气中的磁导率,为4π×10-7,单位为亨利每米(H/m);

B ———磁感应强度,单位为特斯拉(T);

H———磁场强度,单位为安培每米(A/m)。

13.3 样品放置位置

待测样品应放在磁场中,且应改变样品相对于磁场分布的位置直到其干扰最大为止。
待测样品不应伸到直径为d 的球形空间之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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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噪声计权网络和准峰值表

A.1 计权网络

计权网络标称响应曲线由图 A.1规定。该曲线就是图 A.2所示无源网络的理论频率响应曲线。
表A.1给出了各频率点上的响应值。

测量网络的响应曲线和这个标称曲线之间的允差示于表A.1的最后一栏和图A.3中。

表 A.1 计权网络标称响应曲线各频率点上的响应值及允差

频率

Hz

响应值

dB

允差

dB

31.5 -29.9 ±2.0

63 -23.9 ±1.4

100 -19.8 ±1.0

200 -13.8 ±0.85a

400 -7.8 ±0.7a

800 -1.9 ±0.55a

1000 0 ±0.5

2000 +5.6 ±0.5a

3150 +9.0 ±0.5a

4000 +10.5 ±0.5a

5000 +11.7 ±0.5

6300 +12.2 0

7100 +12.0 ±0.2a

8000 +11.4 ±0.4a

9000 +10.1 ±0.6a

10000 +8.1 ±0.8a

12500 0 ±1.2a

14000 -5.3 ±1.4a

16000 -11.7 ±1.65a

20000 -22.2 ±2.0

31500 -42.7
±2.8a

-∞{
  注:本表符合ITU-R468-4:1986。

  a 在对数坐标图上,根据确定包络框所规定的频率值即:31.5、100、1000、5000、6300和20000Hz,用线性内插

法可获得各允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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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R1        ———电阻;

C1、C2、C3、C4、C5 ———电容;

L1、L2 ———电感;

Z ———阻抗。

图 A.1 计权网络

注:元件值允差最大不超过10%。在1000Hz,Q值至少为200才能足够满足表A.1给定的允差。

图 A.2 图A.1所示计权网络的频率响应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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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符合ITU-RBS468-4:1986。

图 A.3 计权网络频率响应的最大允差

A.2 测量设备特性

应使用准峰值测量法,该方法由表A.2所述的测量装置的时间———响应特性来规定。所要求的测

量装置的动态特性可用各种方法实现。按照下述特性描述确定测试设备的性能。
注:输入信号经全波整流后,一种可能的安排是由两个串联的不同时间常数的峰值整流电路组成。

表 A.2 测量装置的时间特性要求

波列持续时间/ms 1a 2a 5 10 20 50 100 200

稳态信号读数参考幅度 (%)
/dB

17.0
-15.4

26.6
-11.5

40
-8.0

48
-6.4

52
-5.7

59
-4.6

68
-3.3

80
-1.9

极限值

———下限 (%)
/dB

———上限 (%)
/dB

13.5
-17.4
21.4
-13.4

22.4
-13.0
31.6
-10.0

34
-9.3
46
-6.6

41
-7.7
55
-5.2

44
-7.1
60
-4.4

50
-6.0
68
-3.3

58
-4.7
78
-2.2

68
-3.3
92
-0.7

  a 对用小于5ms的波列持续时间不作硬性规定。

A.2.1 单个正弦波列响应的动态特性测量方法

将5kHz的单个正弦波列,以读数为满刻度80%的稳态信号振幅加到输入端。波列宜从5kHz纯

音零交叉点开始,并由整数个完整周期组成。与每个正弦波列持续时间对应的读数极限值见表A.2。
试验宜在没有衰减器调整的情况下进行,读数可直接从仪表刻度上读出;也可用对每个波列持续时

间可调的衰减器进行。在衰减器步进档允许的情况下,保持读数几乎恒定在满刻度的80%。
除非另有规定,测量宜通过计权网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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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重复正弦波列响应的动态特性测量方法

将从零交叉点开始的一连串5ms的5kHz正弦波列加到输入端,其幅度相当于能使读数为满刻

度80%的稳态信号幅度。在表A.3中给出了对应于每个重复频率的读数极限值。
测试宜在没有调节衰减器的情况下进行,但其特性宜在整个范围的允差之内。

表 A.3 每个重复频率的读数极限值

每秒钟的波列数 2 10 100

稳态信号读数参考幅度 (%)
/dB

48
-6.4

77
-2.3

97
-0.25

极限值

———下限 (%)
/dB

———上限 (%)
/dB

43
-7.3
53
-5.5

72
-2.9
82
-1.7

94
-0.5
100
-0.0

A.2.3 过载特性

测试装置的过载能力宜比衰减器的所有调节档上最大刻度指示大20dB。“过载能力”一词是指线

性级没有削波,而且要保持相联的对数级或类似级的规律。
测量方法:
将从零交叉点开始的持续时间为0.6ms的5kHz正弦波列加到输入端,其幅度为采用仪器最灵敏

档时的满刻度读数。正弦波列的幅度按步级减少总共20dB,这时观测其读数,检查它们是否按相应步

级减少,总允差在±1dB之内。每个范围重复此测试。

A.2.4 可逆性误差

当不对称信号的极性颠倒时,读数差应不大于0.5dB。
测量方法:
将1ms的直流矩形脉冲,其重复频率小于或等于每秒100个脉冲、以满刻度80%指示的幅度、非

计权形式加到输入端,然后,将输入信号的极性颠倒,注意指示值之差。

A.2.5 过冲

读出装置应避免过分地过冲。
测量方法:
应将1kHz的纯音,以0.775V或0dB稳态读数的幅度加到输入端(见A.2.6)。当此信号突然加

上时,过冲应小于0.3dB。

A.2.6 校准

应对仪器进行校准,使有效值为0.775V、总谐波失真小于1%的1kHz正弦波稳态输入信号给出

的读数为0.775V(0dB)。刻度校准的范围至少为20dB,在比满刻度低2dB~10dB之间具有相应于

0.775V(或0dB)的指示。

A.2.7 输入阻抗

仪器的输入阻抗宜大于或等于20kΩ,若有输入终端时,则其阻抗宜为600Ω,具有±2%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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