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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频程和 1/3倍频程滤波器检定规程

    本规程依据国家标准GB/T 3241-1998《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除补充规

定了对2级滤波器的要求外，其他等效采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国际建议《倍频程和1/3

倍频程滤波器》。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0级、1级和2级倍频程和 1/3倍频程滤波器的定型鉴定、样机试

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了下列文献:

    GB/T 3241-1998《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IEC 61260: 1995《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英文版 (IEC 61260: 1995

Electroac oustics一Octave一band and fractional一octave一band filters)

    OIML国际建议 《倍频程和 1/3倍频程滤波器》 (草案)OIML 1999年英文版

(OIML Draft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 1999  Octave一band and one一third一octave

一band filters)

    GB/T 3102.7-1993《声学的量和单位》

    JJF 1034-1992《声学计量名词及定义》

    JJF 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术语和计且单位

    本规程采用GB/T 3241-1998中有关术语定义。

    本规程采用GB/T 3102.7-1993规定的量和单位。

3.1 倍频程比

    标称频率比为2:卜 记作 Go

    注 :

    1 对于以 10为底的 系统 :

G1o=103/10 (1)

对 于以 2为底 的系统 :

(2)

3.2 带宽指示值



                                              JJG 449-2001

    用包括1在内的正整数的倒数来指示倍频程带宽的分数，记作 1/bo

    注:对倍频程滤波器，1 /b=1 /1;对1 /3倍频程滤波器，1/b=1/3a

3.3 基准频率

    准确值为1 000 Hz的频率，记作f,

3.4 准确的 (频带)中心频率

    与基准频率有规定关系的频率，它使得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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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作f，单位为赫兹 (Hz)。对于倍频程和

1/3倍频程滤波器，在一组滤波器中任何一个滤波器的准确的中心频率由下式确定:

                            fm=(Gm/b)(f)                       (3)

式中:x— 任何正整数、负整数或零。

3.5 标称 (频带)中心频率

    取中心频率的整数用于表示带通滤波器，单位为赫兹 (Hz) o

3.6 截止频率

    带通滤波器通带的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单位为赫兹 (Hz)。准确的中心频率是下

限和上限截止频率 (分别记作f;和九)的几何平均值，截止频率由下式决定:

                          f=(G一‘/(2b))(f)                             (4)

和

                          f2=( G +1/(26))(f)                             (5)

3.7 归一化频率

    对于带通滤波器，频率与准确的中心频率之比，记作,fl = f /fm
3.8 滤波器衰减

    对于带通滤波器，在任何频率，其时间均方的输人信号电平减去所示的时间均方的

输出信号电平，这两个信号电平相对于同一基准量。记作 A，单位为分贝 (dB) o

3.9 参考衰减

    为了确定所有带通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由厂家规定的在通带内的标称滤波器衰减，

单位为分贝 (dB)，记作A ref a
3.10 相对衰减

    对于带通滤波器，在任何频率，滤波器衰减减去参考衰减，单位为分贝 (dB)，记

作△Ao

    注:在任何归一化频率f /fm，其相对衰减△A (f !f.)由下式确定:

                            AA (f /f)二A (f /fm)一A,,f                           (6)

11 滤波器的带宽

  对于某一给定的滤波器，其上限频率九减去下限频率fl o

12 归一化有效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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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恒振幅的正弦电输人信号，由滤波器组输出端的读出设备指示的信号时间均方

值与输人信号时间均方值之比，并在归一化频率上积分;信号的时间均方值之比乘以常

数10o.1A,进行归一化，单位为分贝 (dB)，记作Beo

    注 :归一化有效带宽 的解析 式为:

。。一丁厂1。一‘f'fm)d(f If.) (7)

3.13 归一化基准带宽

    对于带通滤波器，滤波器的带宽与准确的中心频率之比，记作B,
    注:归一化基准带宽B，由下式确定:

                      B,=(f2一f) /fm=G十，1(2b)一G-1 1(26)                                (8)

3.14 波滤器的积分响应

    滤波器的归一化有效带宽与归一化基准带宽之比以 10为底的对数乘以10，单位为

分贝 (dB)，记作△Bo

      注:滤波器积分响应△B的解析式为:

                                AB=1018 (Be旧) (9)

3.15 参考电平范围

    为测试电性能用，制造厂规定的某一电平范围，单位为分贝 (dB) o

3.16 参考输入信号电平

    在参考电平范围内，制造厂规定的输人信号电平，单位为分贝 (dB) o

3.17 电平差

    对于在任何电平范围内的带通滤波器，输出信号电平减去输人信号电平加上电平范

围控制器的标称衰减 (如果有的话)，单位为分贝 (dB) o

3.18 参考电平差

    在参考电平范围内，输人信号在中心频率处对于所用的参考输人信号电平的电平

差，单位为分贝 (dB) o

3.19 电平线性误差

    在任何电平范围内，中心频率处的电平差减去参考电平差，单位为分贝 (dB) o

3.20 线性工作范围

    对于规定的滤波器带宽和电平范围，从下边界到上边界，电平线性误差保持在规定

的允差内时，稳态正弦输人信号电平的范围，单位为分贝 (dB) o

3.21 实时工作

    数据采样滤波器的整个运算周期和采样周期相比，小于或等于采样周期的一种工作

模式或能力。

3.22 混叠频率分量

    在数据采样带通滤波器的输出信号中的虚假的频率分量，它是由于用比输人信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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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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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抗混叠滤波器

    是一个低通滤波器，用以在输出电平中把混叠频率分量降低到可忽略不计的程度。

4 概 述

    倍频程和 1/3倍频程滤波器或滤波器组，以下简称滤波器，是一种能提供各种信

号，如时变的、间歇的和稳定的频率，宽带的和离散的频率，持续时间长的和短的信号

的频带滤波谱的信息的装置。它可以是测量系统中的一个组件，也可以是单独的仪器。

符合要求的滤波器可实时工作在系统或仪器的整个频率范围内或是工作在频率范围中的

某一段频率上。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标称中心频率

    声频范围内使用的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及其准确值见表to

    声频范围外使用的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的准确值由 (3)式

计算〔

                          表 1 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标称中心频率

      /Hz

准确的中心频率/Hz
1/3倍频程 倍 频 程

以 10为底 以 2为底

25 25.119 24.803 +

31.5 31.623 31.250* + +

40 39.811 39.373 +

50 50.119 49.606 +

63 63.096 62.500* + +

80 79.433 78.745 +

100 100.00* 99.213 +

125 125.89 125.00* + +

160 158.49 157.49 +

200 199.53 19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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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

标称中心频率

      /Hz

    准确的中心频率/Hz

以1。为底一以2为底
1/3倍频程 倍 频 程

250 251.19 250.00* + +

315 316.23 314.98 +

400 398.11 396.85 十

500 501.19 500.00* + +

630 630.96 629.96 +

800 794.33 793.70 +

1 000 1 000.0 1 000.0* + +

1 250 1 258.9 1 259.9 +

1 600 1 584.9 1 587.4 +

2 000 1 995.3 2 000.0* + +

2 500 2 511.9 2 519.8 +

3 150 3 162.3 3 174.8 +

4 000 3 981.1 4 000.0* + +

5 000 5 011.9 5 039.7 +

6 300 6 309.6 6 349.6 +

8 000 7 943.3 8 000.0* + +

10 000 10 000 10 079 +

12 500 12 589 12 699 +

16 000 15 849 16 000* + +

20 000

                        }

19 953 ;
              一

一

          20 159 +

准确的中心频率是用 (3)式计算得到的，取5位有效数字，标有、号的为准确值。

2 “+”号表 示推 荐采用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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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1

相对衰减

  表2给出了倍频程和1/3倍频程带宽内指定的归一化频率处允许的最小和最大

相对衰减值。滤波器的相对衰减应在表2的限值以内。

表 2 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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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

归 一 化 频 率

}l A
11 00 一

  -· 一}x}1}}au}R}1̀};}k}UkRtll}iaB
倍频程 滤波器 滤 波 器 级 别

以 10为底 以 2

943 28 一 8.00

125 89     0.125 00 10 t)}    N 2 t)k053 65    3.069 55327327 48  1 0.325 78卞一一
> 15.848 9一李16.000 0 妻5.391 95

东 ()063 096一6 0.062 500一<0.185 46

+_一+60;+朋

5.2.2 表2给出的归一化频率。。和。。之间的归一化频率0 处的相对衰减的限值

AA二由线性插入关系确定:

AA,=AA,+[AA。一△A�][19(n, In.) 119 (fle /fla)] (10)

式中:AAu— 在归一化频率。。处的相对衰减限值;

      AA,,— 在归一化频率。。处的相对衰减限值。

5.3 滤波器积分响应

    对于滤波器中的每一个带通滤波器，0级、1级和2级滤波器积分响应分别应不超

过士0.巧 dB，士0.3 dB和士0.5 dB,,

5.4 线性工作范围

5.4.1 对于所有的滤波器带宽，以及平坦的频率响应 (如果提供的话)和每一个有效

电平范围，在线性工作范围内的电平线性误差、0级、1级和2级滤波器分别应不超过

士0.3 dB，士0.4 dB和士0.5 dB。它们的线性工作范围至少分别为 60 dB, 50 dB,

40 dB,

5.4.2 如果提供不止一个电平范围，对于0级和 1级滤波器其线性工作范围至少应有

40 dB的重迭，对于2级滤波器，至少为30 fa

5.4.3 对于多于一个电平范围的滤波器，假如它不在参考电平范围内，在最灵敏的范

围允许减少线性工作范围。

5.5 实时工作

    在制造厂给定的频率范围内，滤波器相应于恒振幅的、频率的对数以恒定速率变化

的正弦输人信号的输出信号电平，对 0级和 1级滤波器，在理论输出信号电平的

士0.3 dB以内，对2级滤波器在10.5 dB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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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抗混叠滤波器

    抗混叠滤波器应使输人信号与取样处理之间干扰减至最小，取样处理而产生的混叠

频率分量不应使滤波器的相对衰减响应超过表2中相应的最小限值的最大值。

57 输出信号的和

    对于在两个连续的倍频程或 1/3倍频程中心频率之间的任何频率的正弦输入信号，

(a)输人信号电平减去参考衰减，(b)规定带宽的各种滤波器的时间均方的输出信号的

电平和，(a)与(b)之差对于0级、1级和2级滤波器应分别不超过(一1.0一+1.0)dB,

(一2.0一+1.0)dB和(一4.0一+2.0)dBo

5.8 平坦频率响应

    在制造厂规定的平坦频率响应的频率范围内的任何频率上，0级、1级和2级滤波

器的相对衰减，与在参考频率 (1 000 Hz)处的相对衰减的差分别应在 士0.15 dB,

士0.3 dB和士0.5 dB以内。

5.9 电源检查

    对于需要电池作为电源的滤波器，制造厂应提供适当的方法以检查电池电压是否充

足，在检查时，滤波器应能按 GB/T 3241规定的所有要求正常工作。

5.10 对大气温度的敏感度

    在大气温度从0℃至十50℃的范围内，滤波器在标称中心频率处的相对衰减与基

准条件下同频率点的相对衰减的偏离，对于0级、1级和2级滤波器分别不超过士0.巧

dB和士0.3 dB和士0.5 dBa

5.11 对湿度的敏感度

    将滤波器暴露于相对湿度为75%,温度为十40℃的大气中，滤波器的部件上不出

现冷凝的条件下，24 h以后，滤波器在标称中心频率处的相对衰减与基准条件下同频

率点的相对衰减的偏离，对于0级、1级和2级滤波器分别不超过土0.巧 dB，士0.3 dB

和10.5 dB.

5.12 稳定性

    滤波器所用的材料和结构应保证滤波器在按制造厂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方法调整后，

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符合GB/T 3241-1998的规定。

5.13 使用中的最大允许误差

    滤波器应满足规定的允差，这一允差将作为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和后续

检定的最大允许误差。使用中的最大允许误差为检定时的最大允许误差的1.25倍，用

分贝表示并修整到十分之一分贝。

    注:使用中的最大允许误差是由法规规定的使用中测量仪器的误差 (正的或负的)的极限值。

    使用中和检定中的最大允许误差之所以规定为不同的值，是考虑了仪器在工作中的

长期稳定性和使用环境条件下的不一致的因素。

通用技术要求

6.1 标志和说明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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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滤波器应具有以下一些永久性的标志:

    a)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
    b)产品的型号和编号;

    c)采用国家标准的标志 “GB/T 3241-1998”或采用国际标准的标志 “IEC 61260
1995";

    d)滤波器的级别;

    e)制造计量许可证标志。
6.1.2 每台滤波器均应附有包括GB/T 3241-1998第7章要求给出的所有信息的使用
说明书。

6.1.3   属于主机的附件应在仪器清单、附属文件中或用其他适当的方式说明。
标记

滤波器中非供操作者使用的部件应采用密封或标记的方法加以保护。
滤波器上应留有标注检定标记的适当位置。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项目和检定项目
滤波器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的项目和检定项目见表3

表 3 定型鉴 定或样机试验项 目和检 定项 目一览表

项 目
定型鉴 定

或样机试验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 中检验 备 注

相对衰减 + + 十

对数字方法实现的滤波器

可在少数几个频率上测试

滤波器积分响应 +

线性工作范围 十 十

实时 工作 +

抗混叠滤 波器 +

输出信号的和 + +
仅适用于模拟方法实现的滤

波器，对选定的滤波器测试

平坦频率响应
        一

+
一

              十 如设有的 话

电池电压 +

            一{ 一

温度敏感度 +

湿度敏感度 +

注:需试验或检定的项目用 “+”表示，不需试验或检足的项目用 “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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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

7.2.1 检定条件

7.2.1.1 计量标准和主要配套设备

    a)正弦信号发生器

    正弦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范围应不窄于 2 Hz - 200 kHz，频率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士0.01 ;在检定期间的幅值稳定度应优于0.02 dB;输出信号的总失真，在 (20 H:一

30 kHz)的频率范围内不超过0.02%，在 (2 Hz-20 Hz)和 (30 kHz--200 kHz)的频

率范围内不超过0.1%;信号电平至少可在80 dB的范围内改变。

    b)测量放大器

    测量放大器的频率范围应不窄于 2 Hz - 200 kHz，在检定期间的稳定度优于

0.02 dB，在所需频率上的总失真应不超过0.1%0

    c)直流电压表

    直流电压表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1%0

    d)频率计

    频率计在所需频率上的最大允许误差为1x10-0o

    e)电平记录仪

    电平记录仪在所需的频率范围内，频率响应特性优于士0.5 dB，分辨力优于

士0.25 dBo

      注 :也可采用 其他方式绘制 图形 。

7.2.1.2 检定环境条件

    温 度:15一35℃;

    相对湿度:30%一90%;

    气 压:86.0--106.0 kPao

7.2.2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7.2.2.1 检定项目

    滤波器的检定项目见表30

7.2.2.2 外观检查

    a)滤波器应具有明确的标志，并应符合6.1.1的规定。

    b)滤波器中非供操作者使用的部件应采用密封或标记的方法加以保护。

    c)滤波器应留有适当的位置用于标注检定标记。

    d)滤波器应无机械性损坏或变形，开关等控制器件应操纵灵活、定位准确，无接

触不良的现象。

    e)使用电池供电的滤波器，其电池电压应在说明书规定的可用电压范围之内。

7.2.2.3 相对衰减

    滤波器相对衰减的检定装置方框图见图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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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相对衰减检定装置方框图

      汪 :

        1 对于按照声级计要求设计的、用作测量装置的滤波器，装置的显示指示器应该被用于测

            量滤波器的输出信号电平。

        2 对于具有数字读出装置的滤波器或具有厂家规定的数字格式 (例如数字接口)的滤波

            器 ，输 出信 号电平 应该通过数字读 出或 经数 字输 出到合适的记录装置上来确定 。

    滤波器相对衰减的检定步骤如下:

    a)根据表 1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频率调节为与滤波器所在挡位相同的准

确的中心频率，调节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的电平，使其为滤波器线性工作范围的

上边界以下1 dBa

    b)开关K置于 “1”，用测量放大器或直流电压表测量滤波器输人信号的电平L,�,

再将开关K置于 “2"，用测量放大器或直流电压表测量滤波器输出信号的电平Lo�t
    注:采用直流电压表是为了提高读数的分辨力。

    c)按下式计算滤波器在该频率上的相对衰减AA:

AA=L。一L..，一A ,f (11)

式中:AA— 相对衰减，dB;

      L,� 滤波器输人信号电平，dB;

      L ,,t 滤波器输出信号电平，dB;

      A、— 参考衰减，dBo

    注:

    1 参考衰减为制造厂规定的在通带内滤波器的标称衰减。

    2 如直流电压表读出的是电压值，则相对衰减按下式计算:

AA一:。lg华一A,,f
                      U m 」气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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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m 滤波器输人信号电压，V;

      U"t 滤波器输出信号电压，Va

    d)根据表2中给出的归一化频率和滤波器所在挡位中心频率的准确值 (在表1中

给出)，按 (13)式计算测试信号的频率，依次改变正弦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频率，

并保持其输出信号电平不变，用测量放大器或直流电压表测量滤波器在各个测试频率上

的输出信号的电平，按步骤C计算出滤波器带宽在各个测试频率上的相对衰减。

    滤波器在各个测试频率上的相对衰减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注:

    1 必要时，调节与滤波器配套的声级计或内接滤波器的分析仪器的输出衰减器，以提高声级计

        或分析仪器输出端的信噪比。

    2 测试频率的准确值按下式计算:

                                        f;=1Z·fm                                 (13)

式中:门— 归一化频率;

      Im— 准确的中心频率，Hz.

    3 检定时，只选择表2中的17个归一化频率。

    e)依次改变滤波器的挡位，重复步骤a至步骤do滤波器在每个挡位和每个测试频

率上的相对衰减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注:对采用模拟方法实现的滤波器，每个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都要测试。对采用数字方

法实现的滤波器可以在所有滤波器组中标称中心频率为最低、最高和1 000 Hz 3个滤波器中测试。

    f)可用电平记录仪记录下滤波器的衰减特性曲线。

7.2.2.4 线性工作范围

    滤波器线性工作范围的检定装置方框图见图2}

                              图2 线性工作范围检定装置方框图

    滤波器线性工作范围的检定应在参考电平范围内进行，检定步骤如下:

    a)滤波器置于标称中心频率为最低的挡位上。

    b)调节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的频率为滤波器中心频率的标称值、输出信号

电平为滤波器的参考输人信号电平Lln.r测量滤波器对应于参考输人信号电平的输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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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电平L ,,c, ,，按下式计算参考电平差:

                                △，=Lot,一L;_                             (14)

    c)以5 dB的步级 (在距线性工作范围的上边界或下边界为 5 dB以内时步级为

1 dB)逐步增加或减小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电平，测量滤波器的输人信号电平

L jn和输出信号电平L ,,,t, i，按下式计算每一点的电平差△:

                            △=L-,，一L j,，十AN (巧)

式中:A N- 滤波器电平范围控制器的标称衰减，dBo
      注 :

    1 对于按照声级计要求设计的、用作测量装置的滤波器，装置的显示指示器应该被用于测量滤

波器 的输 出信 号电平

    2 对于具有数字读出装置的滤波器或具有厂家规定的数字格式 (例如数字接口)的滤波器，输

出信号电平应该通过数字读出或经数字输出到合适的记录装置上来确定。

    d)按下式计算滤波器的电平线性误差 △::

                                  乃                                  L二△ 一,A,                               (16)

    电平线性误差首先超出5.4的规定时的输入信号电平，分别为滤波器线性工作范围

上、下边界。

    e)在滤波器标称中心频率最高的挡位上重复步骤b至步骤do

    f)如果滤波器提供有平坦频率响应，还应在制造厂规定的平坦频率响应范围的最

低的和最高的频率上重复步骤b至步骤do

    注:如直流电压表读出的是电压值，则相对衰减按 (12)式计算。

7.2.2.5 输出信号的和

    输出信号的和的检定装置图见图30

图3 输出信号的和检定装置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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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信号的和的检定步骤如下:

    a)将滤波器置于标称中心频率为次低的挡位上。

    b)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频率调节为滤波器的下限截止频率 (下限截止频

率按 (4)式计算)，调节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使输出信号电平为滤波器线性工作范

围的上边界以下1dB。

    c)保持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电平不变，用测量放大器测量滤波器的输人信

号电平和输出信号电平，按(11)式计算相对衰减△人。
    d)保持正弦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和输出信号电平不变，改变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

至相邻较低的和较高的挡位上，重复步骤c，得到相对衰减△A，一，和△A;+1o
    e)按照下式计算输人信号电平减去参考衰减与输出信号之和的电平的差:

AP(式)- 10Ig(10-0.14A一十10-016A t to-OAAA (17)

式中:AA，一」— 在较低的相邻的滤波器上测得的相对衰减，dB;

        △人— 在被检滤波器上测得的相对衰减，dB;

      AA;.,— 在较高的相邻的滤波器上测得的相对衰减，dB.

    f)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改变为被检滤波器的上限截止频率 (上限截止频率按

(5)式计算)，维持其输出电平不变，重复步骤 c至步骤e0

    9)依次改变滤波器的挡位，重复步骤 b至步骤f，直至标称中心频率为次高的挡位

为止。

    h)在所有测试频率上，按 (17)式计算的差值△P (f;)应在5.7给出的允差之内。
    注:测试信号的频率和对应的相对衰减可从7.2.2.3相对衰减的测量值中提取。

7.2.2.6 平坦频率响应

    滤波器平坦频率响应的检定装置图见图2}

    滤波器平坦频率响应的检定步骤如下:

    a)滤波器置于平坦频率响应挡，调节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电平，使其等于

制造厂给出的参考输人信号电平并保持恒定。

    b)调节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频率为 1 000 Hz，用测量放大器或直流电压表

测量滤波器的输出信号电平，按 (1'1)式计算相对衰减。

    c)保持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不变，在制造厂规定的平坦频率响应范围的下

限频率和上限频率，以及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之间的每个倍频程标称中心频率上测量滤

波器的输出信号电平，按 (11)式计算各个测试频率上的相对衰减。它们与在步骤b得

到的相对衰减的差值应符合5.8的规定。

    注:如直流电压表读出的是电压值，则相对衰减按 (12)式计算。

7.2.3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合格的滤波器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滤波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

注明不合格的项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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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页格式见附录Bo

7.2.4 检定周期

    滤波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7.3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

7.3.1 试验条件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的试验条件要符合7.2.1的规定。

    对于确定实时工作的频率限值的测试，采用恒振幅的正弦信号，其频率按对数速率

变化或扫描。

    对于实时工作的测试，扫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应为已知，并且应在与标称中心

频率的所选范围相应的频率范围内保持恒定，偏差应在标称信号电平的士0.1 dB之内。

在扫频所覆盖的范围内的每一个 10:1的频段，测试信号频率变化的对数速率应保持恒

定，在标称扫描频率的土1%以内。

7.3.2 试验项目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的试验项目见表3,

73.3 试验方法

7.3.3.1 相对衰减
    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特性应在参考电平范围内测量，输人信号电平比线性工作范围的

上边界低 1 dBo

    将稳态正弦信号加到滤波器的输人端，在合适的频率上测量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电

平。

    注:需要时，在仪器的输八和输出端，用制造厂规定的阻抗连接。

    正弦测试信号的频率优选离散频率点，在准确的中心频率取整的对数坐标中是等间

隔的。如果 5是每个滤波器带宽的测试频率的数目，则第 i个测试信号的归一化频率

为:

                          关找八，=(Gii(as))’ (18)

式中:i— 正整数或负整数，包括零。每个滤波器带宽的测试频率数 S应不小于24,

          当随频率的相对衰减变化的比率很大时，每个滤波器带宽的测试频率数应

            大于24个点。每带宽测试频率数目的增加应以12为步级，直到计算滤波

            器的积分响应时与 S基本无关，引起的误差在0.1 dB左右。

    在任何频率f处的相对衰减△A(fif.)由 ((6)式确定。
    具体试验方法，按7.2.2.3给出的细则。

7.3.3.2 滤波器积分响应

    滤波器积分响应由 (9)式确定。它是根据 (7)式中对归一化有效带宽的数字计算

的积分和7.3.3.1所测的相对衰减得到的。

    推荐根据梯形法则按下式对单元面积求和，以代替 (7)式所表述的数值积分:

:，一冤鲁I10-0.1AA:二。)、10-0.ioA(:十二)][(f"呱)一(:、)] (19)
        i7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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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A (关叮石)— 在7.3.3.1条相对衰减试验中测得的、在第i个归一化测试频

                      率所测的相对衰减，dB;

                  N— 对任何滤波器带宽和任何等级的滤波器，等于或大于 5S二

                              120;

                  S— 在每个滤波器带宽上试验频率的数量。

7.3.3.3 线性工作范围

    用稳态正弦信号来测试因输人信号电平的变化引起的滤波器的线性响应。线性工作

范围在滤波器最低的和最高的标称中心频率上进行测量，如果提供有平坦频率响应，则

至少应在厂家规定的平坦频率响应范围的最低和最高的频率上进行测量。

    对于每一个测试频率，在任何电平范围内的电平线性误差的测量，输人信号的步级

不大于5 dB。在测量线性工作范围的下边界和上边界时，输人信号电平的相邻步级间的

差为1 dBo

    在测量中的平均时间应该足够长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指示，要考虑到在低输人信号电

平时内部产生的噪声的影响。

    具体试验方法按7.2.2.4给出的细则。

7.3.3.4 实时工作

    滤波器实时工作的频率范围应用扫频测试来确定。

    当输人端加上恒振幅正弦信号，信号频率在任何给定带宽的所有滤波器的频率范围

内，以恒定的对数速率变化时，在仪器输出端的读出装置指示的时间平均信号电平Lo
对于所有滤波器是相同的。

    对于给定的扫频正弦输人信号，当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等于实际滤波器的参考衰减，

并且在截止频率以外为无限衰减时，在其输出端指示的理论的时间平均输出信号电平

L。由下式给出:

        L,=L;。一A_c+10 lg(T,,e,,1 T_g) [ lg (f2lf i)/lg (f-, If..,川 (20)

式中:L,�— 所测量的恒振幅输人信号的时间平均信号电平;

    Tsweep— 从起始频率fs[er，到终止频率fend以对数速率扫描所需的时间;

f;和九— 截止频率;

  TaVg 测量输出信号电平L。所选用的平均时间。
    注:在 ((20)式中，对于以10为底的系统，19 (f2 /f,)等于3 / (10b)，对于以2为底的系统，

19 (f2 /ft)等于(1 /b) lg2o

    所测的输出时间平均信号电平L。与相应的恒定的理论输出时间平均信号电平L,
以及所测的滤波器的积分响应值△B的差S为:

8二 L,}一△B一L (21)

    实时工作的测试应在参考电平范围内进行。输人信号电平应该比参考电平范围内线

性工作范围的上边界低3 dB。对数频率扫描的速度应足够的低，才能可靠地测量与滤

波器带宽相适应的滤波器的通带的相对衰减。扫描的起始频率L.,应近似为滤波器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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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的最低标称中心频率的一半。扫频终止频率fend应近似为相应的最高标称中心频率的

二倍。平均时间T-R至少应比总的扫描时间大5 so
      注 :

        1 对数扫描速率，单位为十倍程每秒，由下式确定:

                              [ig(f,.d /fe}ae)]/T'-p                                (22)

式中:fend— 扫描终止频率;

      f start— 扫描起始频率;

      八weeP— 扫描时间，5。
    2 扫描速率不应大于0.5个十倍程每秒 (或 1.6个倍频程每秒)。

    平均时间周期起始后3s内频率扫描应该开始，并从人ta11至人nd频率范围内扫描一
次。测量时间平均输出信号电平并与根据 (20)式计算出的输出信号电平进行比较。对

于仪器中的任何滤波器的带宽，差值 (3的绝对值首先超过 5.5中相应的误差的标称中

心频率定义为实时工作频率范围的低频和高频极限。

7.3.3.5 抗混叠滤波器

    对于数据采样滤波器，抗混叠滤波器对输人信号的寄生谱分量的衰减能力的测量应

通过将稳态正弦信号加到输人端进行。输人信号应等于参考电平范围内的线性工作范围

的上边界。

    对于在仪器中每一个滤波器的带宽指示值，输人测试信号的频率应该等于所用的取

样频率减去至少为一个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该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在带宽指示值适用

的整个频率范围的每一个1:10频率比的范围内，例如，对于从20 Hz--20 kHz的标称

中心频率，从20 Hz- 200 Hz范围选择一个标称中心频率，从200 Hz-2 kHz范围内选

择一个，再从2 kHz-20 kHz范围内选择一个。

    对于每一个测试频率，输出信号电平不应超过输人信号电平减去表2中给出的相应

的最小相对衰减的最大值的限值。

7.3.3.6 输出信号的和

    令J表示滤波器组中的一个滤波器，用7一1和j+1表示中心频率比第j个滤波器

低的和高的相邻的滤波器。令△人，△人一1和AA, +,分别表示在任何测试频率上测得的
3个滤波器的相对衰减。

    S等于按照7.3.3.1要求进行的相对衰减测试的每个滤波器带宽的频率数，M为

等于或小于S/2的最大的整数。为了按照 (18)式测量相对衰减而确定的频率，令 i是

一M到+M之间的任何整数。

    在准确中心频率f.,的第j个滤波器的下限和上限频率之间的任何频率，输人信号

电平减去参考衰减与输出信号之和的电平的差△P(f)，该值由 (17)式确定。
    测试应该从滤波器组的最低的中心频率到最高的中心频率进行。

    对于所提供的任何滤波器带宽，在任何两个倍频程或 1/3倍频程中心频率之间的任

何测试频率上，按 (17)式计算的差值△P (f)都应在5.7给出的允差内。

    具体试验方法按7.2.2.5给出的细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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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7 平坦频率响应

    对平坦频率响应的测试，输人信号电平应等于在参考电平范围内的参考输人信号电

平。测试信号的频率应包括厂家规定的平坦的频率响应范围的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以

及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之间的倍频程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

    具体试验方法按7.2.2.6给出的细则。

7.3.3.8 电池电压

    对采用电池为电源的滤波器，应试验制造厂提供的检查电池电压的方法是否有效，

在检查电池电压时，滤波器应能正常工作。

    当电池电压降低至滤波器即将给出提示时，在最低和最高的标称中心频率处检查滤

波器的线性工作范围，应符合5.4的要求。

7.3.3.9 对大气温度的敏感度

    在大气温度从0℃至+50℃的范围内，每相隔 (10士1)̀C ,测量滤波器在标称中

心频率处的相对衰减与基准条件下同频率点的相对衰减的偏离。

    推荐的基准条件:温度为23℃、相对湿度为50%0

    试验在滤波器最低的、最高的及1 000 Hz标称中心频率上进行。

    要在每个温度阶梯上达到热平衡后再进行测试。

7.3.3.10 对相对湿度的敏感度

    将滤波器暴露于相对湿度为 (75士5)%,温度为 (40士1)℃的大气中24 h以后，

在滤波器的部件上不应出现冷凝，测量滤波器在标称中心频率处的相对衰减与基准条件

下同频率点的相对衰减的偏离。

    推荐的基准条件:温度为23℃、相对湿度为50%o

    试验在滤波器的最低的、最高的及1 000 Hz的标称中心频率上进行。

7.3.4 试验结果的报告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报告的格式见附录Co

7.4 使用中检验

7.4.1 检验条件

    使用中检验的条件要符合7.2.1的规定。

7.4.2 检验项目

    使用中检验的项目见表30

7.4.3 检验方法

7.4.3.1 滤波器相对衰减的检验方法同7.2.2.30

7.4.3.2 滤波器的每个挡位在每个测试频率上的相对衰减都应在表2规定限值的1.25

倍之内。

7.4.4 检验结果的报告

    使用中检验结果的报告可参照检定证书的格式编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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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 量 结 果 不 确 定 度 评 定 实 例

    “相对衰减”、“平坦频率响应”与 “积分响应”等检定项目是评价倍频程和1/3倍

频程滤波器计量特性的最主要内容，也是技术指标要求比较高的几个项目;加之它们在
检定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也基本相同，故本规程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特以 “相对衰

减”这一检定项目作为范例进行分析。

A. 1 1112方法

    按照相对衰减AA的物理意义，本规程所列测量方法即通过直接测量带通滤波器在

其线性工作范围内输人、输出端信号电平之差来获得滤波器衰减，进而通过与制造厂提

供的参考衰减A,,f比较，最终获得相对衰减△A这一测量参数。

A.2 数学模型

    由本规程式 (11)可知，滤波器衰减△A计算公式为:

                            AA=L。一L 一A ,f                          A(1)

式中:AA— 相对衰减，dB;

      L,.- 滤波器输人信号电平，dB;

      Lo.t 滤波器输出信号电平，dB;

      A,er— 参考衰减，dBo

A.3 方差及灵敏系数

    由于f (Li., Lo.� A,es)中的L,�

          u子(AA)=c2(Li.).'(Li.)+

    式中灵敏系数分别为:

                              。(L ;� )

L..,与A,ef互不相关，故其合成估计方差为:

c2(L_).2(L..,)+ c2(A,t)u'(A,ef)

a(AA)

a(L}})

。(L )二
a (AA)

a (L.�,)

c(A,e, a (AA)

a(L,}})
一 t

A.4 标准不确定度分析及评定

A.4.1 输人信号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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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1 正弦信号发生器不稳定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1 (Lin)
    因正弦信号发生器在检定期间的稳定度优于0.02 dB，其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按均

匀分布估计，包含因子

                                      k=招

得:

                        u1 (Lin)=0.02/招 二0.012 dB

    由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估计，ul(Lin)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不大于10%，故得其自由
度为:

                                ，，(Lin)) 50

A.4.1.2 频率计时基信号不准与计数不准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2 (Lin)
    因正弦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频率是通过频率计来指示调节的，故频率计由于时基

信号不准与计数不准将给滤波器引人输人信号误差。由于要求频率计在所需检定频率范

围内准确度优于1 X 10-4(约为。.000 9 dB)，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按均匀分布估计，

包含因子

                                      k=招

得:

                      .2(Lin)=0.0009/招 一0.001 dB
    由于其可靠性很高，故其自由度为:

                                v2(Lin)=co
A.4.1.3 输人信号引人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Lin)合成

    因上述两项不确定度分量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所以得:

.(Lin)=了酥2(Lin)一、0.0122·0.0012一0.012 dB

”(Lin)-
Lin 0.012'

皿
u老4u; 0.012'

  50

0.0014

、月

-L

Vi

输出信号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Lnn,)
  测量放大器稳定度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1(L。二)

勺

一

勺

︸

A.4

A .4

    因测量放大器在检定期间稳定度优于0.02 dB，其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按均匀分布

估计，包含因子

招 
 
一-

k

得

                    u, (L..,)=0.02/海 二0.012 dB

由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估计，u 1(L .�})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不大于 10%，故其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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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50

A.4.2.2 直流电压表示值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2( Lo,c)
    因直流电压表示值变化半区间为0.2%，约等于0.017 dB，其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按均匀分布估计，包含因子

招 
 
一一

 
 
k

得

                      u2(Lo,t)=0.017/招 二0.010 dB

    由于其可靠度很高，故其自由度为:

                              V2 ( L.�)二伪

A.4.2.3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3( Lo,c)

    本范例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对某型带通滤波器的 1/3倍频程、标称中心频率为

1 000 Hz的5个测试频率的相对衰减值重复测量10次，得到测量结果如表Al所示。

表 A1 相对衰减 的测f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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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其中最大一组实验标准差为:

一v鑫(一)- x )2n-1一。.004 dB
=0.037 dB

u3(Lo}})=:二0.004 dB

即测量重复性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3(Lou)为:
其自由度为:

13 (L..)二、

A.4.2.4 输出信号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L��)合成

因上述各项不确定度分量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所以得:

·(Lom)=膺派o}r )一,/0.0122·0.0102·0.0042一0.016 dB

v(乙。ut卜 。“(L ,,r )

睿u4(Lo}r)-,       v,
0.0160

0.0120
  50

0.010   0.004
十 —

        ，

= 147

A.5 参考衰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 (Ar动

    滤波器参考衰减Are，为各相关制造厂家提供的参考常量，其置信半区间应在
0.02 dB内，故由此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按均匀分布估计，包含因子

                                      k=月

得:

                        “(Ar。c)=0.02/招 = 0.012 dB

    由于其可靠度很高，故其自由度为:

                                v(A,,t)=co

A.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因为合成估计方差为:

        ，子(,nA)=c2(L;I)u2(LI,)一:“(L_, ).2(L..)+,'(A-f) u2(Aret)

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AA)=VIc2(L。)u2(Ln)+ }'2(Lo}r)u2(Lo}r)+ c2('̀lret)u2(A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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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0.0122+0.016'+0.0122

=0.023 dB

有效 自由度为:

u,' (AA)
c4 ( L,.)u4(Lio)    c4(L,)u4 (L_) c4(A,,f)u4(A*ef)
— + — 十 一

    ，又L,.) v(Lout) 以A ,,f )

          0.0234
0.012

      50

ti 325

  0.0164
十 万 二-

      14/
+ 00-012

A.7 扩展不确定度评定

    取置信水准 D二95%，由JJF 1059-1999附录A得 t分布临界值tp(，

t95 (100) -1-98，即包含因子k,二k95=195(100)七   1.98

    所以得扩展不确定度为:

    U9S=k95u,(AA)=1.98 x 0.023=0.05 dB, ，。。二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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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和检定不合格通知书内页的格式

                    检 定 结 果 共 页 第 页

一、外观检查:

二、相对衰减:

        标称中心频率: Hz

  归一化频率 相对衰减 最小允许 最大允许 4t     ;1,
    f/jm=口 / 相对衰减/dB 相对衰减/dB

三、线性工作范围

    标称中心频率; Hz

iAM:傀      LbfN sqT}T 电平、 篡*}1t  lk塔值结论

归一化 频率

f /fm= S2

相对衰减

    /    dB

  最小允许

相对衰减//dB

  最大允许

相对衰减/dB
结 论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

输人 信号

电平//dB

输 出信号

电平 //dB
电平 差//dB

电平线性

误差//dB

仁主 一上一 Z J 二人. J出

结 论
月叉人 〕匕计 但

    /dB

一

{
一一 一
一 } }
一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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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定 结 果 共 页 第 页

四、输出信号的和
    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测试 频率

    Hz

输出信号的和
      dB

最 大允许值

      dB
结 论

五、平坦频率响应

测试频率

    Hz

相对衰减

    dB

相对衰减限值
        dB

结 论

六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

检定环境条件:

                  温 度: ℃

                相对湿度: %

                气 压: kPa

检定依据:JJG 449-2001倍频程和113倍频程滤波器检定规程

使用的标准装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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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定 型 鉴 定 试 验 报 告 的 格 式

倍频程和1乃倍频程滤波器

                    定 型鉴 定 试 验 报 告
      (在OIML证书体系内应用为强制性附录，在其他情况下为提示性附录)

下表中使用的符合和措辞的意义如下:

    + 认可

    一 不认可

    MP。 最大允许误差;如不特别说明，最大允许误差为士值。

    “试验概要”、“标志和使用说明书”中的表格按下例标示:

+ 备 注

x 认可

x 不认可

/ / 不适用

试验报告中的 ‘旧期”是指执行试验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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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 页数:

日期 :

有关样机的一般信息

制造者:

供应者:

申请者:

型 号: 出厂编号:

软件版本，如果适用的话:

滤波器等级 (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

滤波器的设计原理: 数字式 口 模拟式 口

采样频率: Hz

滤波器设计实现方法: (即有限脉冲响应、椭圆形、车比雪夫、巴特沃斯)

参考衰减: dB

参考电平范围: dB至 dB

以dB表示的声级的参考值: (即20uPa或l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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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 页数:

日期:

与IEC 61260: 1995相一致的滤波器类型

滤波器类 型

标称中心频率/Hz

从 至

倍频程

t乃 倍频程

相对于最大均方根正弦输人电压的线性工作范围的标称上边界和下边界

电 平 范 围/dB 最大均方根正弦输人电压探

标称下边界 标称上边界

    上表可扩展到说明书指定的装置所能提供的全部电平范围和不同的带宽、

ILI频率。

    注:以上电平范围和输入电压数据适用于 的标称滤波器带宽和从

                  Hz的标称中心频率。

不同的中

Hz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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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 页数:

日期:

试 验 概 要

编 号 试 验 项 目 + 备 注
试验报告中

  的页号

(a)电气性能

C.1 相对 衰减

C.2 滤波器积分响应

C.3 线性工作范围

C.4 实时工作

C.5 抗 混叠滤波器

C.6 输出信号的和

C.7 平坦频率响应

C.S 电池 电压

(b)对变化环境的敏感度

C.9 温度

C.10 相对湿度

(c)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C.11 检查标志

C.12 使用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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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a)电气性能

C.1 相对衰减 O EC 61260: 1995中4.4, 5.3)

参考衰减 (IEC 6126: 1995中4.3):

在参考电平范围上的输人试验信号的有效值:

输人阻抗和输出端阻抗 (如应用的话):

滤波器等级: 标称中心频率:

带宽指示值，1/b:

分析通道数 ::

参考电平范围的上限: dB

在滤波器通带内试验信号频率的数目S:
信号电平测量所用的平均时间:

dB(由制造者指定)

          V

  n

          H7

归一化频率

f /fm = .r2

      测得的相对衰减

(滤波器衰减减去参考衰减)

                八1B

最小允许

相对 衰减

    /dB

最大允许

相对 衰减

    /dB

结 果

  + /一

    上表重复用于每组滤波器中每个滤波器，而且适用于所有的试验频率。归一化频率

和最小允许衰减和最大允许衰减按IEC 61260: 1995中式 (10)至式 (12)计算。

    注:如果试验装置既有可视的读出指示器，又有具有电压输出，试验可限制在电压输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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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C.2 滤波器积分响应 (IEC 61260: 1995中4.5, 5.3.3, 5.4)

    对带通滤波器，用dB表示的滤波器积分响应△B由下式决定

                              AB=101g (B e/B) (C.1)

式中:Bp— 归一化有效带宽;

      B,— 由IEC 61260: 1995式 (9)得出的具有相同中心频率的归一化参考带宽。

    对精确的中心频率为 f-的任何滤波器，归一化有效带宽表示为:

。。一!10一“’“(f1fm)d(flfm) (C.2)

式中，AA (f/fm)是连续的相对衰减滤波器响应，单位为dB，在实际中，(C.2)式

中的积分是数字化地评估的，见IEC 61260: 1995第5.4条。
    对滤波器组中的每个滤波器， (C.2)式的数字积分程序推荐采用梯形法则按

(C.3)式求单元面积的和。

    。。一i}; 1 [10-o.ioA(f,}fm)、10-o.1AA (f,,l，一，:[ (f ., lfm)一(:二):(C.3)
        一e 织 2‘-- 一 ‘、“”’“YI“ “‘“’n‘J 、一’一’

式中:DA (fjIf.)是由表 1中数据给出的第 i个归一化试验频率上测得的相对衰减，

用dB表示。

    对任何滤波器带宽和滤波器等级，N应等于或大于5S=120o

    5是在每个滤波器带宽上试验频率的数量。

带宽指示值，1/G:

标称 中心

频率 Hz

滤波器积分响应“

      △B/dB

最大允许值//dB

    等 级
结 果

  + /一0 1 2

士0.15 士0.3 士0.5

士0.15 士0.3 土o.5

10.1s 士o.3 士o.5

    上表重复用于被试装置的每个滤波器带宽指示值。

    ，:根据相对衰减的表格中的数据计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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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C.3 线性工作范围 (IEC61260:1995中4.6，5.5)

注:电平线性试验应在相对衰减的测量之前进行，由电平非线性所引起的误差可能被曲解为相对衰

    减的误差 ，它也会在 滤波器积分响应 中引起误 差。

带宽指示值，1/b:

电平范围重叠 (如果适用): dB (+/一) (见IEC6126O:

1995第55.4条)

制造者指定的最大输人电压: V

平均时间: 5

参考电平差: dB

输人信号:口离散频率的正弦信号; 口 使用说明书推荐的正弦信号的组合 (见

IEC61260:1995第55.4条)。

标称中心频率: Hz

可测量的电平范围: dB至 dB

电平范围控制器的标称衰减: dB

其他设置:

输人信号

电平 /dB

  输 出信号

电平测量值/dB
电平差/dB

电平线性

误差 /dB

最大允许值/dB

    等 级

结论

+ /一0 1 2

士0.3 士0.4

                  l

士0.5

�一

士0.3 士0.4 士0.5

士0.3 士0.4 士0.5

士0 3 士0.4 士0.5

士0.3 士0.4 士0.5

    上表至少要在装置的全电平范围中适用的倍频程和 1/3倍频程滤波器的最低标称中

心频率和最高标称中心频率 (IEC61260:1995 中551的规定)上重复使用。如果提

供有平坦响应，至少要在 “一般资料”一节中所列 (由制造者所指定)的平坦频率范围

的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上重复使用。根据线性范围，此表可扩展20 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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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

C.4 实时工作 (IEC 61260: 1995中4.7, 5.6)

    对适用的每个滤波器带宽，滤波器组中的每个滤波器在标称中心频率的范围内实时

工作的性能，由以恒速率对数变频的恒幅正弦信号的扫描来测定。

滤波器等级:

带宽指示值，1/b
输人信号电平L,.,              dB

参考衰减Aref: dB

扫描频率范围:人。〔: _Hz  F,,d: -  ... _..    ... Hz

扫描时间T,weeo:   ..       ... .__ s

平均时间Ta0g:  -       ------       s

理论输出时间平均信号电平L}, ...    _._.._. dB
    输出时间平均信号电平的测量值Lo、对应的恒定的理论输出时间平均信号电平L,

和滤波器的积分响应的测量值 △B的差值由下式给出:

6二L�一△B一L (C.4)

标称 中心

频 率/Hz

输出信号电平

的测量值//dB

  滤波器积分响应

一的测量值//dB
差值

6/d匕

最大允许值//dB

    等 级

结论

+ /一0 1 2

士0.3 士0.3 士0.5

士0.3 士0.3 士0.5

士0.3

l

    士0.3 士0.5

士0.3 士0.3 士0.5

士0.3 士0.3 士0.5

    依靠滤波器工作之间的同步，一些非实时的滤波器可能也能正确地响应扫描试验，

所以需要重复上述试验，为建立实时工作，需得到3次最大值。

    注:任何一次试验失败，都要考虑可能是非实时工作。在多通道装置中，试验应在装置所有的

        通道都同时打开的情况下进行，且试验要在至少一个通道土进行。

    实时工作的标称中心频率的范围:从 Hz至 Hz,

    备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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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C.5 抗混叠滤波器 (IEC 61260: 1995中4.8, 5.7)

滤波器等级:
带宽指示值，1/b:

在参考电平范围的线性工作范围上限时的输人信号电平 L;:

标称中心频率

  f�- /Hz

采样 频率

  f,/Hz

试验信号频率

人一f}}m/Ha

  输出信号

电平的测量值

    Lo/dB

L。一 (L，一△)

  (见注)/dB

结论

+ /一

    上表重复用于倍频程滤波器和 113倍频程滤波器。每个表至少应包括 IEC 61260:

1995中第5.7.2中所规定的标称中心频率数。
注:4是IEC 61260: 1995中表1中最小相对衰减中的最大值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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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C.6 输出信号的和 (IEC 61260: 1995中4.9, 5.8)

滤波器等级:

带宽指示值，1/b:

    在准确的中心频率为fm的第j个滤波器的最低和最高通带边沿频率之间的任何频

率上，输人信号减去参考衰减的级和输出信号和的级之差△P (人)由下式决定:

AP (1卜 l Olg [ 10一。14A.+10-O.10A+10一“IAA (C.5)

式中:AA，一1:归一化频率GDI(bs)IIlb]测得的相对衰减;
    AA):归一化频率G仁ti(bs)]测得的相对衰减;
    △人、;:归一化频率G [<i(bs)一’/b」测得的相对衰减。
    (精确的中心频率是按 IEC 61260: 1995中3.5中 (3)式计算出来的。)

在通带中的试验信号频率的数量S:

滤波器 ((>)的准确中心频率: Hz
区别带通滤波器的指数二:

上表重复用于滤波器组中的每一个倍频程滤波器和1/3倍频程滤波器。

注:上述试验信号频率和对应的相对衰减可从C.1相对衰减的测量值中提取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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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C.7 平坦频率响应 (I EC 61260, 1995中4.10, 5.9)

滤波器等级:

对参考电平的参考信号电平: dB  ref.

在1 kHz上的输出信号电平: dB

参考电平范围: 至 _ dB

在参考频率上的相对衰减: dB

频率范围:从 Hz至 Hz

试验频率(s)

    用 z

相对衰减〔a)

    人1B

相对衰减限值((b)

        /dB

结论

+ /一

      (a)参照IEC 61260:1995第5.9条

      (b、参照IEC 61260: 1995第5.9条

最大输人信号 (IEC 61260: 1995中4.11)

制造者指定的最大输人电压: V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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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

页数:

日期:

C.8 电池电压 (IEC 61260: 1995第4.15条)

    如果仪器采用电池作为电源，制造者应提供适当的方法以检查电源是否充足，在检

查时仪器应能按照IEC 61260: 1995的所有要求正常工作。在试验报告中应描述此试验

方法 (见 IEC 61260: 1995的7 (s)条)。

在试验 中未 出现电池电压低 落指示时
结 果

+ /一

滤波器符合 IEC 61260: 1995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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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b)对各种环境的灵敏度

C.9 温度 (IEC 61260: 1995第4.14.1和5.10条)

滤波器等级: -

在参考电平上的参考输人信号电平: . dB
在所有滤波器组中的通带中的参考衰减:

带宽指示，1 /6:

标称 中心

  频率

    /Hz

          I

在参考环境条件下

  的参考衰减//dB

                      n

在 (65%士5%) RH、在最小温度范围内

          测量的相对衰减//dB

0℃ 101; 20̀C 30̀C 40℃ 50℃

标称 中

心频 率

  /Hz

  II一 I

(源自上表)

最 大允许 值

    八生B

  等 级

结论

+ /一

0'C lo℃ 201' 30℃ 40r- 509C 0 1 2

士0.15 士0.3 士0.5dB

士0.15 士0.3 士0.5dB

士0.15 士0.3 士0.5dB

在每个温度上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

注:1.当滤波器与声级计为一整体时，温度范围可以扩展。推荐在23℃和50 %RH的条件下测
        试。

    2.试验至少应在倍频程滤波器和1 13倍频程滤波器的最低和最高标称中心颇率上进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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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号:

出厂编号:

页数:

日期 :

C.10 相对湿度 (IEC 61260: 1995第4.14.2和5.10条)

滤波器等级: 带宽指示，1/b:
在参考电平上的参考输人信号电平: dB

连续工作的相对湿度范围:从 %至 %

在滤波器组中所有滤波器通带中的参考衰减:

标称 中心

  频率

    /Hz

          I

参考环境条件下的

    相对衰减

          月B

          II

75','6 RH和 40℃下 且

  相对衰减测量值

          八B

‘在75 % RH下暴露24 h之后测量

标称 中心

  频率

    /Hz

  II一 I

(源自上表)

    /dB

最大允许值//dB

    等级
结论

+ /一

0 1 2

士0.15 士0.3 士0.5

士0.15 士0.3 士0 5

士0.15 士0.3 士0.5

注:试验至少应在倍频程滤波器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最低和最高标称中心频率上进行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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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 页数:

日期:

(c)标志与使用说明书

C.11 标志

OIML RXX对应条

        款 号
名牌和标记 + 备 注

4.1 (a) 制 造商名称或商标

4.1 (b) 型号和出厂编号

4.1 (c) IEC 61260: 1995的标志

4.1 (d) 等级

4.3 适用附件 的清单

5 用于保护 的封 印和标 志

5 标注检定标记的位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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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 页数:

日期:

C.12 使用说明书 (IEC 61260: 1995中 7)

IEC 61260: 1995对

    应章条号
信 息 + 备 注

7(a) 所有滤 波器带宽一致性 的描述

7(b) 采用 的分 析方法

7(c) 取样频率

7(d) 所有分析通道标称中心频率和带宽的清单

7(e) 以10为底或2为底

7(f) 参考电平范围

7(9) 参考输人信号电平

7(h) 参考衰减

7(i) 线性工作范围的上、下边界和线性工作范围

以外的允差

7(1)
确保测量在线性工作范围内进行的推荐方法

7(k) 实时工作的标称中心频率范围及其他相关信

息

7(l) 平坦响应的频率范围，如果有的话

7(m) 每个电平范围内最大均方根正弦输人电压

7(n) 端阻抗的信息

7(o) 温度极限及暴露时间权限

7(p) 接近交变电磁场源时，仪器使用限制

7(q) 接近静电放电源时，仪器使用限制

7(r) 接近射频电磁场源时，仪器使用限制

7(s) 推荐的检查电池的方法，如果使用的话

7(r) 有关与声级计联用时的信息

7(u) 预热时间

7(v) 其他相关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