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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声学分析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声学分析仪的校准。

2 引用文献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献:

GB/T3102.7—1993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T3241—1998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GB/T3947—1996 《声学名词术语》

GB/T4129—2003 《标准声源》

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JJG188—2002 《声级计》

JJG277—1998 《标准声源》

JJG449—2001 《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

JJG607—2003 《声频信号发生器》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本规范采用JJF1001—1998中有关的术语和定义以及GB/T3102.7—1993中规定

的量和单位。

4 概述

建筑声学分析仪是测量混响时间、频带声压级等建筑声学的基本参数的仪器。建筑

声学分析仪广泛用于房间混响时间的测量和材料吸声及隔声等声学特性的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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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源等部分组成;也有建

筑声学分析仪不带声源部分,激励声由外部脉冲声 (如发令枪,电火花等),宽带噪声

(如噪声发生器)等声源完成。

5 计量特性

5.1 频谱分析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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