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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相关标准中
，

规定检定声级计有关性能用的碎发声必须
“
零起零落

” 。

本文通过实验验证指

出
，

碎发声
“
零起零落

”
与否

，

对声级计的检定结果有明显影响
，

但其差别远小于相应容差的 ����
，

这一差别对计量检定要求来说是很小的
，

可忽略不计
。

因而
，

在声级计检定中没有必要强调碎发声必

须
“
零起零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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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文献 【�，
�」都明确规定 ，

用于检定声级计

有关性能的粹发声信号
“

应由整数个正弦波列

组成
，

开始和结束都应通过零点叹以下简称零

起零落�
。

文献 阎 虽未明确做此规定
，

但它是

参照文献 【��制订的 ，

同时它对此也未做出其

它明确规定
，

因而可以认为它对碎发声的要求

与文献 ��
，
��是相同的

。

从技术上讲完全能够实

现碎发声
“

零起零落
” ，

但若不要求
“

零起零落
” ，

则碎发声发生器的结构可大为简化
，

这有利于

降低检定设备的造价
，

而且
，

国内就有非
“

零

起零落
”
的碎发声发生器在使用着

。

再者
，

从

所包含的能量来说
，

只要碎发声信号由整数个

正弦波列组成
，

则无论其是否
“

零起零落
” ，

它

们的能量是相同的 �即其有效值相等�
。

为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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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这一规定进行了分析
。

� 测量原理

测量原理方框图如图 �所示
，

图中 ���
�

������ 型示波器是观察信号波形用的
，

需要观

察时接上� ��� ����型精密脉冲声级计 �以

下简称为 ��� �����作为标准有效值表
，

测量

声级计的有效值检波特性时须接上� 其他为测

量声级计的时间计权特性所用仪器
。

测量原理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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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电路

、一 ��� ���� 型正弦信号发全生器 �一 ������� 型正弦信号发生器 �一�独阵元件组成的分压器

�一 】�、 �型瞬态信 号源 �一 ��如��型四双向开关 �一 ���������型示波器

�一 ���
一

�型电感式标准衰减器 �
一 ��� ����型精密脉冲声级计 �一被测声级计�����

图 � 测量原理方框图

将 ��� ����型正弦信号发生器 �以下简

称为 ��� �����输出的正弦信号送到 ��
一

�型

瞬态信号源 �以下简称为 ��
一

��
，

使其输出信号

为上
、

下沿均与正弦信号的
“

零
”

相位对齐的矩

形脉冲
，

再将该脉冲信号送到开关电路的控制

端
，

这样
，

开关电路的开
、

关时刻正好是 ���

����输出的正弦信号的零相位
。

将 ��接到 �
，

��� ����的输出信号经阻性元件组成的分压

器 �其作用是控制信号大小
，

以下简称为分压

器�送到开关电路的输入端
。

由于两路正弦信

号完全相同
，

因而
，

在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可得

到
“

零起零落
”
的碎发声

。

在保持 ��� ����输出信号不变的前提

下
，

将 ��接到 �
。

这时
，

加到开关电路输入

端的是 ��� ����型正弦信号发生器 �以下简

称为 ��� �����输出的频率与 ��� ����输

出信号频率基本相同的正弦信号
。

由于两个发

生器完全独立
，

很难做到两个正弦信号的相位

完全相同
，

当然也就不能保证开关电路的开关

时刻正好是 ��� ����输出的正弦信号的
“

零
”

相位
，

因而在开关电路输出端得到的是非
“

零

起零落
”

的碎发声 �用示波器观察
，

发现其开始

和结束相位在不断变化�
。

由于两种碎发声是通过同一个开关电路产

生的
，

所以
，

其通 �断比 �经实测大于 �����
、

持续时间及重复周期等都是相同的 �因为在测

量过程中保证 ��� ����输出信号的频率变化

不大于 士����
。

由于测量时将两个正弦信号频

率的差别控制在小于 ���
以内

，

由此引起的声

级计性能测试测量结果偏差可以忽略不计
。

� 测量方法与测量结果

测量方法与文献 ���的规定基本相同
，

所不

同的是我们在被测声级计 �以下简称为 ����

之前接了一台 ���
一

�型电感式标准衰减器 �以

下简称为 ���
一

��
，

目的是为了提高测量准确

度
。

具体测量步骤如下
。

�
�

� 时间计权特性的测量

根据测量需要
，

将 ��� 的时间计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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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
“

快
，，

挡 �或
“

慢
，，

挡
，

或
“

脉冲
，，

挡�
。

���将 ��接到 �
。

���使 ��� ����输出 ���� 、

�一�� 的正

弦信号
，

调节 ��
一

�的置数开关和输出大小
，

以

便能在开关电路输出端获得需要的碎发声
。

�����接到 �
，

使 ���
一

�的读数为某一值

�
，

调节分压器使 ��� 表头指针指在满刻度以

下 ��� 处 �必要时可调节 ��� 的灵敏度调节

器来实现�
。

�����接到 �
，

调节 ���
一

�至 ��� 的最

大读数与步骤 ���相同
，

并记下 ���
一

�的读数

�� ，

则以连续正弦信号为参考时 ��� 对碎发

声的最大响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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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 ����输出信号的频率至与

��� ����的输出信号频率相同
，

重复步骤 ���

和步骤 ����不同的是这里将两个步骤中的
“

调

节分压器
”
改为

“
调节 ��� ���� 的输出信号

大小
” ，
���

一

�的读数记为 �司
，

则得
�

八�刀 � �� ������动

���用两种碎发声实验的测量结果之差

△ � �八么
月 一 八�为�

���测量结果见表 �
。

表 � 时间计权特性测�结果

��� 特性 脉冲

与 快 慢 单个碎发声 连续碎发声

检测信号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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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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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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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刀��� �刀�� �
�

��� �刃�� �刀� �刀�� �刀�� �乃��

注
�

��� 连续碎发声的持续时间为 ����
�

。

���表中所列容差是 �型声级计的
。

���八式性 与 对刀 均为 ��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

���为便于读数
，

快 �慢特性试验是用具有保持功能的 ���� 型声级计做的
，

脉冲特性试验是用 ����型

精密脉冲声级计的
“
脉冲保持

”
挡做的

。

�
�

� 有效值检波特性的测量

��� 将 ��� ���� 输出信号的频率改为

����，

其他调节与 �
�

� 的步骤 ��� 和步骤 ���

相同
。

�����接到 �
，

使 ���
一

�的读数为某一值

�
，

调节分压器使 ��� 表头指针指在满刻度以

下 ��� 处
，

同时 ��� ����的表头指针指在主

要指示范围内 ���刻度以上某一刻度处 �必要

时可分别调节各 自的灵敏度调节器来实现�
。

�����接到 �
，

调节分压器使 ��� ����的

读数与步骤 ���相同
，

然后调节 ���
一
�至 ���

的读数与步骤 ���相同
，

并记下 ���
一

�的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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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 ����输出信号的频率至与

��� ����的输出信号频率相同
，

重复步骤 ���

和步骤 ����不同的是这里将两个步骤中的
“

调

节分压器
”

改为
“

调节 ��� ����的输出信号

大小
” ，
���

一

�的读数记为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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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有效值检波特性测�结果

峰值因数容量 容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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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注
�

��� 见表 �的注 ���
。

���占� 与 占� 均为 �� 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

���为了全面反映各种峰值因数的情况
，

试验是用 ���型精密脉冲声级计做的
。

���用两种碎发声实验的测量结果之差

△ � �奴 一 峪�

���测量结果见表 �
。

� 测量结果分析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
，

所有测试项 目的

△ 都不等于零，

而且当用
“ �检验

”

来验证两种

碎发声测量结果 �以
“

快
” 、 ‘

慢
”

特性为例�的

一致性时
，

发现它们有显著差别
。

但从表 �和

表 �可以看出
，

这种
“
显著差别

”

相对而言都

很小
，

所有测试项 目的 △ 都远小于相应容差的
����

，

由此而引起的测量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

再者
，

表 �和表 �中所列容差是 �型声级计的

�实际测量时用的是 �型和 �型�
，

其他类型 ��

型
、

�型和 �型�声级计的容差更大
，

因而碎

发声
“

零起零落
”

与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相对

来说也就更小
。

这就是说
，

在检定声级计的有关性能时
，

所用粹发声信号
“

零起零落
”

与否
，

测量结果

的差别远小于相应性能指标容差的 ����
，

对于

计量检定要求来说这一差别是很小的
，

其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
。

所以
，

作者认为
，

就检定声级

计的有关性能而言
，

没有必要规定碎发声必须
“

零起零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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