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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剂量计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噪声剂量计的检定。

一 概 述

    噪声剂量计是一种个人佩戴式噪声测量仪器，用于监测人们所受的噪声暴露量。它

通常由传声器、具有A频率计权特性的放大器、检波器、低声级截止器、积分器、指

示器和电源等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可由公式 (1)表示:

D，一loo [T   100'1:一:M>dt
  一 1 re(je=0

(1)

式中:DL- 噪声剂量，%;

      T,,— 参考延续时间，s (Trf: 28 800 s) ;

      L,l— 参考声级，dB, (L,,1: 90 dB);

      L, - A计权声压级，dB;

        T— 信号延续时间，so

二 技 术 要 求

1 绝对灵敏度

    噪声剂量计按准确度等级可分为2级和3级，在参考环境条件下，其绝对灵敏度的

准确度不应超过表1的规定。

级 别 2级 3级

准 确 度 士1.0 土1.5

2 频率计权特性

    噪声剂量计的A频率计权特性及其允差列于表20

3 噪声剂量计的频率范围

    2级噪声剂量计为20一8 000 Hz; 3级噪声剂量计为 31.5一8 000 Hz.

4 固有噪声

    噪声剂量计所设置的一个阑值即为测量范围下限，对阐值以下的声级，在参考延续

时间T,r内，其指示应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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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允 差/dB

标称频率/Hz 准确频率/Hz A计权/dB

3级脚
一
绍20 19.95 一50.5

25 25.12

31.5 31.62

一44.7

一39.4 士4

幻

一
玛

抢

一
贷

40 39.81 34.6 士4

约

一
绍

50 50.12 30.2

63 63.10 一26.2

幻

一
月

月

-
纽80 79.43 一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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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251.2

一10.9

一8.6

士1.5

士1.5 士2

316.2 6.6 士1.5 士 2

觉

一
川

398.1 一4.8

一3_2

士 工.5

士1.5

业

︻
业

一1.9

一0.8

士1.5

士1.5

朴
一︸
一7943
000.0 士1.5 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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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

允 差/dB

标称频率/Hz 准确频率/Hz A计权/dB

1 250 1 259.0 +0.6 2 tA+1.5一312.5
1 600 1 555.0 +1.0 土2 士3

2 000 995.0 +1.2 七2 士3

2 500 2 512.0 +1.3 士2.5 士4

3 150 3 162.0 + 1.2 士2.5 士4.5

4 000 3 981.0 十1.0 士3 士5

5 000 5 012.0 +0.5 士3.5 士6

6 300 6 3t0.0 一0.1 +4.5 士6

8 000 7 943.0 一 1.1 +5 士6

5 检波器特性

    噪声剂量计有效值检波器的峰值因数为3，其允差列于表30

表 3 dB

级 别 允 差

2级 士1.0

3级 士1 5

6 积分器特性

    噪声剂量计积分器的线性允差列于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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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别 线 性 允 差

2级 士0.6

3级 士1.0

三 检 定 条 件

(一)检定用设备

7 检定时应具备下列设备:

7.1 声级校准器

    频率1 000 Hz，优于士2%;声压级 94.0 dB，优于士0.3 dB.

7.2 精密衰减器
    衰减准确度优于士0.05 dBa

7.3 正弦信号发生器
    在所需的频率范围内，幅频特性优于士0.2 dB，谐波失真小于0.1%，频率准确度

优于士1%0

7.4 碎发声信号发生器
    重复频率和持续时间的准确度优于士5%，并具有 1 000 Hz, 2 000 Hz连续正弦波

信号。

75 测量放大器
    在所需的频率范围内，频率响应特性优于士0.2 dB，谐波失真小于0.5%;在参考

频率上，其准确度优于士0.2 dB.

7.6 标准传声器

    在所需的频率范围内，自由场灵敏度的准确度优于士0.5 dB.

7.7 秒表

    准确度优于0.1%

(二)检定环境条件

8 检定时应满足以下环境条件:

    温度:15一35℃;

    气压:86.0一106.0 kPa;

    相对湿度:30%一90%.

9 参考环境条件

    温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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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101.3 kPa;

相对湿度:65460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10 外观检查

    噪声剂量计应有明确的标志:包括型号、序号、生产许可证标志、制造厂等，外观

无机械损坏和接触不良，电池电压应在规定的范围内。

11 绝对灵敏度

    在参考环境条件下，按图1采用替代法检定。

    首先将标准传声器放置在自由声场中，标准传声器的参考轴应与声源的参考轴重

合，且使传声器膜片正对声源，传声器膜片与声源参考点的距离为1 m。正弦信号发生

器置于1 000 Hz频率上，调节其输出，使标准系统指示90.0 dB作为参考声压级，并保

持频率、声压级不变。然后取出标准传声器，将校准过的噪声剂量计放置在标准传声器

原来的位置上，并使两个传声器接收面先后一致。噪声剂量计置于 “校准”挡上，经

250 s，噪声剂量计的示值:对2级噪声剂量计，应在79%一126%之间，相应于绝对灵

敏度的准确度不超过士1.0 dB;对3级噪声剂量计，应在 7146--141%之间，相应于绝

对灵敏度的准确度不超过11.5 dB.

    对散射特性已知的噪声剂量计，也可以采用声级校准器直接进行校准，噪声剂量计

置于 “校准”挡，待声级校准器工作10s以后，开始读取噪声剂量计的示值，读取周

期为30 s,噪声剂量计示值应增加3046，约每秒增加 1%o

12 频率计权特性

    检定按图1所示，并采用替代法。

12.1 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置于1 000 Hz频率上:调节其输出，使标准系统指示

94.0 dB。取出标准传声器，并用被检噪声剂量计替代，噪声剂量计置于 “校准”挡上，

信号延续时间30 s，读取噪声剂量计的示值。

12.2 按表2的频率点逐一采用替代法点测，并分别调节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使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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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系统指示的增量分别与反 A计权特性一一对应 (在低频段上，需同时改变信号的延

续时间)，使噪声剂量计的指示不低于 20 。根据公式 (1)计算出噪声剂量计的频率

计权特性，其频率计权特性及允差应符合表2的要求。附录1给出所建议采用的声压级

增量、信号延续时间、指示的噪声剂量百分数及允许范围。

12.3 在低频段 (250 Hz以下频率)，频率计权特性的检定可在声压均匀的测试腔中进

行。

12.4 对散射特性已知的噪声剂量计，也可以直接用电信号方法进行检定。

13 固有噪声
    检定可在一个测试腔中进行，腔中的A计权声压级至少低于参考声级 L-r以下

20 dBo噪声剂量计置于 “校准”挡，经250 s,噪声剂量计的示值应小于5%0

14 检波器特性
    检定装置如图2所示，噪声剂量计置于 “校准”挡，检定方法是通过参考正弦信号

与碎发声信号进行比较。首先施加 1 000 Hz正弦信号于噪声剂量计，经一延续时间

(约250 s)，使其指示为 100%。再将这一正弦信号加到具有真实的效值的标准系统上，

标准系统应使用A频率计权特性，记下标准系统的指示。然后将频率为2 000 Hz的碎

发声信号加到标准系统上。碎发声信号与参考正弦信号有相同的有效值;碎发声信号的

上升时间小于10 is;重复频率为40 Hz;持续时间为5.56 ms.
    调节碎发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使标准系统指示与施加正弦信号时指示相同，

再将这一碎发声信号施加给噪声剂量计，经相同延续时间，其示值与原示值之差应符合

表3要求，即:对2级噪声剂量计，应在79%一126%之间;3级应在71%一141%之

间。

15 积分器特性
    积分器的检定采用1 000 Hz正弦信号，并分不同声级和不同延续时间两部分进行。

图 2

巧 1 不同声级的检定
    检定装置如图3所示，在噪声剂量计的声级测量范围内，检定以每10 dB级的间隔

分别进行，首先从参考声级L ,f减10 dB(即80 dB)开始，并确定一个信号延续时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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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噪声剂量计的指示不低于20%。调节精密衰减器，使信号增加10 dB，经相同的延续

时间，对2级噪声剂量计，其指示应在原指示的8.7至11.5倍之内，相当于最大线性

允差士0.6 dB;对3级噪声剂量计，其指示应在原指示的7.9至12.6倍之内，相当于

最大线性允差士1.0 dB。其线性误差也可以通过以下关系式求得。

被始示值由公式 (2)表示:

D;一100 x乒x 100.1(:一:二)  一'           1 }Pr (2)

信号增加10 dB后的示值可由公式 (3)表示:

D,一100 x华 x loo.r(L,+1。一LT}>
  一2  } rer (3)

对2级噪声剂量计 (括号中为3级)，应符合关系式 (4):

                                    DL,

            8.71(7.94)可S“.48(12.59) (4)

式中:DL,, DL. - 噪声剂量，%;
              T— 信号延续时间，s;

            T ,,f— 参考延续时间，5;

            L,- A计权声压级，dB;

            L }er— 参考声级，dBo

    对不同声级建议采用的信号延续时间见附录20

    在总的声级测量范围内，2级噪声剂量计的线性允差为士1.0 dB; 3级噪声剂量计

为士1.5 dB.

15.2 不同延续时间的检定

    检定装置如图3所示。检定在噪声剂量计规定的参考声级L }er上进行，信号的延续

时间使噪声剂量计的指示至少不低于 2096。当延续时间增加10倍，对 2级噪声剂量

计，其指示应在原指示的8.7-11.5倍之内，相当于最大允差士0.6 dB;对3级噪声剂

量计，其指示应在原指示的7.9--12.6倍之内，相当于最大允差士1.0 dB。其误差可通

过以下关系式求得。

    初始示值由公式 (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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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100 x乒 x 100.'(:一:*)
  一  '          1 ref (5)

延续时间增加10倍后的示值可由公式 (6)表示:

x loa.i(L一L,) (6)
T

-
ef

[0
-TDL,=100 x

对2级噪声剂量计 (括号内为3级)应符合关系式 (7):

              DL,

8.71(7.94)可簇“.48(12.59) (7)

式中:DL1·   DL,- 噪声剂量，%;
              T— 信号延续时间，5;

          T,r— 参考延续时间，s;

            L, - A计权声压级，dB;

            L ref— 参考声级，dB.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16 经检定合格的噪声剂量计，由检定单位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噪声剂量计，

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17 噪声剂量计的检定周期一般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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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检定 频率计 权特 性 用表

    检定频率计权特性建议采用的声压级增量、信号延续时间、指示的噪声剂量百分数

及允许范围见下表。

频率/Hz 声压级增量/dB信号延续时间//s 准确值 /%

允许范围/%

2级 3级

20* +40 360 32 16一64

25 +40 90 31 15一61

31.5* +39.4 30 30 15一60 12一76

40 +34.6 30 30 19一48 12一76

50 +30.2 30 30 19一48 15一60

63* +26.2 30 30 19一48 15一60

80 +22.5 30 30 19一48 15一60

100 +19.1 30 30 21一43 15一60

125' +16.1 30 30 21一43 19一48

160 +13.4 30 30 21一43 19一48

200 +10.9 30 30 21一43 19一48

250 ̀ +8.6 30 30 21一 43 19一48

315 +6.6 30 30 21一43 19一 48

400 +4.8 30 30 21一43 19一 48

500 ' +3.2 30 30 21一43 19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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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频率/Hz 声压级增量/dB信号延续时间/s 准确值/%

允许范围/%

2级 3级

630 十1.9 30 30 21一43 19一48

800 +0.8 30 30 21一43 19一48

1 000 * 0书娜 30 30 21一43 19一 48

1 250* 一0.6 30 30 21一43 17一54

1 600 一1.0 30 30 19一48 15一60

2 000 一1.2 30 30 19一48 15一60

2 500 一1.3 30 30 17一54 12一76

3 150 一1.2 30 30 17一54 11一85

4 000" 一1.0 30 30 15一60 10一95

5 000 一0.5 30 30 13一67 8一120

6 300 +0.1 30 30 11一85 8一120

8 000 ' +1.1 30 30 10一95 8一120

，表示主要频率点;

，，表示以94.0 dB作为参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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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检 定 积 分 器 特 性 用 表

对不同声级建议采用的信号延续时间见下表。

T/5

(L，一L,) /dB

测 量 挡 校 准 挡

，
土

︸、

气

2

7

1
)

一10 86 400

14 400

+10 2 400 21

+20 240

+30 30

+4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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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检定证书内面格式

外观检查:

绝对灵敏度:

频率计权特性

频率/Hz 声压级 (或电信号)增量/dB 信号延续时间/is 测量值/%

20

31.5

63

125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S 000

4 固有噪声:

5 检波器特性:

6 积分器特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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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不同声级

(L，一L,,,) /dB 测量值/% 信号增加10 dB后的测量值/%

一10

0

+10

+20

+30

+40

不同延续时间

信号延续时间//s 测量值/%
信号延续时间增加10

  倍后的测量值/%

检定环境条件:

气压_ kPa;温度_ ℃;相对湿度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