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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GB／T3241—2010本标准修改采用IEc61260：1995《电声学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带通)滤波器》及其第1次修改单(2001一09)。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a)删除了IEc61260：1995中的前言；b)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引导语按GB／T1．1—2000的要求编写；c)术语和定义的引导语按GB／T1．12000的要求编写。本标准代替GB／T3241—1998《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本标准与GB／T3241—199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a)根据第一次修改单删去了原文本中的有关电磁兼容的引用文件IEc801—2：1991、IEc801—3：1984和有关内容4．14．3、4．14．4、4．14．5和5．11、5．12；b)根据IEc61260Amendment(2001一09)的内容，增加了第8章静电和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附录D射频发射限值，在正文中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双线(11)标识；c)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IEC60651和IEc60804已经被GB／T3785．12010(IEC61672一l：2002，IDT)所代替，本标准直接引用GB／T3785．12010；d)增加了4个术语和定义：3．32～3．35；e)第7章使用手册中增加了7项内容：w)～z)，aa)，bb)，cc)；f)附录C根据第一修改单做了相应的修订。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和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本标准由全国电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SAC／Tc23)。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其昌、章汝威、周建辉、张绍栋。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T3241—1982；——GB／T32411998。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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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电声学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GB／T3241—20101．1本标准规定了组成滤波器组或谱分析仪的模拟的、取样数据和数字方法得到的带通滤波器的性能规范和测试方法。对于给定带宽的所有滤波器，由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特性确定的通带范围是中心频率的恒定的百分数。符合本标准要求的仪器可以包含覆盖任何所需频率范围的任何数目的带通滤波器。1．2本标准适用于三种等级的滤波器，o级，1级和2级的性能要求，其允差随等级的增加而增加。1．3符合本标准性能要求的带通滤波器可以是各种测量系统中的一部分或某一特定仪器中的一个完整部件，并可实时工作。1．4符合本标准要求的仪器，对于各种信号，例如，时变的、间歇的和稳态的信号；宽带的和离散的频率，以及持续时间长的和短的信号，能够提供经频带滤波的谱的信息。满足本标准要求的不同实现方式的滤波器，在涉及到瞬态信号的应用中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结果。2规范性引用文件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GB／T32401982声学测量中的常用频率(neqIsO266：1975)GB／T3785．1—2010电声学声级计第1部分：规范(IEc61672—1：2002，IDT)GB9254—2008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cIsPR22：2006，IDT)GB／T17626．2200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61000一4—2：2001．IDT)GB／T17626．3—200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Ec61000一4—3：2002，IDT)GB／T17799．1—1999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idtIEC61000—6—1：1997)GB／T17799．2—2003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工业环境的抗扰度试验(IEC61000一6—2：1999，IDT)GB／T17799．32001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idtIEC61000—6—3：1996)SJ／T10444—1993电声学术语cIsPR16—1：1999射频干扰和抗扰测量仪器和方法第1部分：射频干扰和抗扰测量仪器OIML：1978法定计量词汇一基础术语3术语和定义GB／T17626．2、GB／T17626．3、GB／T17799．1、GB／T17799．2、GB／T17799．3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3．1带通滤波器bandpa∞filter具有单一的传输频带(或具有小的相对衰减的通带)的滤波器，它从大于零的下限频率延伸到有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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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的上限频率。3．2倍频程比∞twentio标称频率比为2：1；记作G。注1：在确定倍频程通带和分数倍频程通带的频率比时，本标准允许二种选择注2：对于以10为底的系统：Glo—10371。注3：对于以2为底的系统：Gz一2注4：优选以10为底的系统。应指明以10为底和以2为底。3．3带宽指示值b¨dwidthd∞i印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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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3．4参考频率referencefrequency准确值为1000Hz的频率，记作，r。3．5准确的(频带)中心频率ex”tmidb¨dfrequency与参考频率有规定关系的频率，它使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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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单位Hz。当带宽指示值的分母是奇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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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3)当带宽指示值的分母是偶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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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G““““”)(，，)⋯⋯⋯⋯⋯⋯⋯⋯一(4)式中：z一任何整数，正数，负数，或零。注l：当式(3)或式(4)确定的准确的中心频率的滤波器，允许由窄的分数倍频程滤波器联合组成。该滤波器的输出可产生具有相应的准确的中心频率和相应的截止频率的宽带滤波器的通带电平。注2：以lo为底的系统，任何一个10：1频率范围内所包含的中心频率与任何其他10：1频率范围内相应的中心频率除了小数点符号的位置不同外，其数值是相同的。以2为底的系数，其中心频率是单一的，不重复的。注3；例如，对于1／3倍频程滤波器，标称中心频率为5oooHz的频带，其准确的中心频率(取三位小数)在以lo为底的系统中是5011．872Hz，在以2为底的系统中是5039．684Hz，两者之差近似为o．6％。标称中心频率为50000H2时，其准确的中心频率在以10为底的系统中是50118．723Hz，在以2为底的系统中是50796．834Hz，两者差值近似为1．4％。注4：当带宽指示值的分母为奇数时．一完整的滤波器组中会有一个滤波器其中心频率为1000Hz，当带宽指示值的分母为偶数时，在一完整的滤波器组中相邻一对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可以是在l000Hz，因而，没有一个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为1000Hz。注5：声频范围内使用的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准确的中心频率在表A．1中给出。3．6标称(频带)中心频率n哪inalmidb明dfreqⅡency为标识带通滤波器而取整的中心频率，单位为赫兹。3．7截止频率b姐dedgefnquency带通滤波器的通带的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单位为Hz。准确的中心频率是下限和上限截止频率(分别记作，1和，2)的几何平均值，截止频率由下式确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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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一((、_“。”)(，。)⋯⋯⋯⋯⋯⋯⋯⋯⋯⋯(5)和，z一(G““”’)(，m)⋯⋯⋯⋯⋯⋯⋯⋯⋯⋯(6)式中：G一倍频程比，对于以10为底的系统用式(1)计算，对于以2为底的系统用式(2)式计算；，m——由式(3)或式(4)确定的准确的中心频率。3．8归一化频率舯咖alizedfrequ吼cy对于带通滤波器，频率与准确的中心频率之比，记作，／，Ⅲ。3．9滤波器的带宽filterb∞dwidth对于某给定的滤波器，其上限频率，2减去相应的下限频率，1，厂。和，z分别用式(5)和式(6)计算。3．10倍频程滤波器∞tave_b¨dfilter上限频率与下限频率的标称比为2的带通滤波器。3．11分数倍频程滤波器fracti蚰al一0ctave_baⅡdfilter是一种带通滤波器，它的上限频率，2与下限频率，1之比是倍频程比的某一幂次，该幂次等于相应的带宽指示值。注：用符号表示，截止频率比为，2／，1=G“6。3．12滤波器衰减filterattennti∞对于带通滤波器，在任何频率，它的时间均方的输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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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时间均方输人信号电平L。用符号表示为：c。一⋯s{[(1／T)』k∽az]肼)dB⋯⋯⋯⋯⋯⋯㈩式中：V0(f)——瞬时输入信号，是时间的函数5T——积分时间；v0——相应的基准量如20pV。对应的表示式适用于时间均方输出信号电平。3．13参考衰减仲ferenceattenuati衄为了确定仪器中的所有带通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由厂家规定的在通带内标称滤波器的衰减，单位为分贝，记作A。r。3．14相对衰减他lativeattenuation对于带通滤波器，在任何频率，滤波器的衰减减去参考衰减，单位为分贝，记作△A。注：在任何归一化频率，／，m，其相对衰减△A(，／，Ⅲ)，单位为分贝，由式(8)确定：△A(，／，Ⅲ)一A(，／，Ⅲ)一A耐⋯⋯⋯⋯⋯⋯⋯⋯⋯一(8)式中：A(，／，Ⅲ)——在归一化频率，／，皿处的滤波器的衰减；A一——参考衰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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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精确的中心频率^由式(3)或式(4)计算。3．15归一化有效带宽no咖alizedeff∞tiveb柚dwidth对于恒振幅的正弦电输入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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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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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进行归一化，其中A一是参考衰减，单位为分贝，记作B。。注：归一化有效带宽的解析式由4．5．2给出。3．16归一化基准带宽normalizedrefer明∞b衄dwid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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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9)确定：B。一tn一^、"。一[矿⋯⋯P”2”]⋯⋯⋯⋯⋯⋯⋯“(9)3．17滤波器的积分响应filterintegratedresp佩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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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作△B。注：△B的解析表达式在4．5．1中给出。3．18参考电平范围refer∞celevelrange为测试电性能用，制造厂规定的某一电平范围，单位为分贝。3．19参考输入信号电平referenceinputsignallevel在参考电平范围内，制造厂规定的输入信号电平，单位为分贝。3．20电平差leveldiffer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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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信号电平加上电平范围控制器的标称衰减(如果有的话)，用分贝表示。3．21参考电平差心ferenceleveldifference在参考电平范围内，输入信号在中心频率处对于所用的参考输入信号电平的电平差，单位为分贝。3．22电平线性误差levellin∞rityerror在任何电平范围内，在中心频率处的电平差减去参考电平差，单位为分贝。3．23线性工作范围lin曲ropemting憎nge对于规定的滤波器带宽和电平范围，电平线性误差保持在从下边界到上边界的规定的允差内时，稳态正弦输入信号电平的范围，单位为分贝。3．24电平范围控制器Ievelmn辞c∞tml为了保证仪器在整个线性范围内工作，用于调节仪器的灵敏度以适应输入信号电平的变化的装置。3．25测量范围m明surem蚰tnnge对于任何标称的中心频率，在最低灵敏度电平范围内线性工作范围的输入信号电平的上边界减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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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在最高灵敏度电平范围内线性工作范围的输入信号电平的下边界，单位为分贝。3．26模拟滤波器¨alogue蜘ter对输入信号连续工作以产生一个经滤波输出的滤波器。3．27取样数据滤波器sampled．datafilter它对输入信号取样并产生一个经滤波的输出的计算过程。3．28数字滤波器digitalfiIter取样数据滤波器的子集，运用于输入数据的数字化取样。3．29实时工作r翰卜timeope随tion取样数据滤波系统的一种工作模式或能力，它产生经带通滤波的输出信号电平，而且对于这输出所进行的每个取样间隔有关的计算、平均，完成的所需时间周期比在取样间隔内所处理的所有的输人数据的取样间隔要小或相等，从而所有的输入信号的所有取样对于合成的滤波的输出信号电平具有等计权的贡献。3．30混叠频率分量ali硒edfrequ蚰cycomponents在取样数据带通滤波器的输出信号中的虚假的频率分量。它是由于用比输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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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抗混叠滤波器∞ti-aliasfil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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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不足道的程度。3．32(带通滤波器的)参考方位referenceorientati彻(ofab粕dp舔sfilter)对应于射频场发射机或接收机的主方向的带通滤波器的方位。3．33x类带通滤波器gr叩pxb粕dpa鼹filter本身包含有符合本标准带通滤波功能的完整仪器，而且规定标称工作模式为由内部电池供电，不需外接到其他装置就能正常工作。3．34Y类带通滤波器FoupYb粕dpa髂filter本身包含有符合本标准带通滤波功能的完整仪器，但按规定连接到电网供电才能正常工作，不需外接到其他装置就能正常工作。3．35z类带通滤波器groupzb粕dpa船filter包含符合本标准带通滤波功能的仪器需要由两个或多个装置，通过某种方法连接在一起才能正常工作，它们既可以是电池供电，也可以由电网供电。4性能规范4．1概述本标准规定的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的电响应特性，在4．13基准环境条件下适用。任何以10为底或以2为底的倍频程比的滤波器设计的实施，均可用来提供符合本标准所有适用要求的仪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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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4．2标称(频带)中心频率是准确的中心频率的适当的取整的值，用以鉴别或标定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附录A提供了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准确的中心频率和标称中心频率，描述了确定带宽指示值从1／4到1／24的分数倍频程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的程序。4．3参考衰减厂家应该规定在通带内的参考衰减，在一组滤波器中，对于所有的滤波器，参考衰减应该是相同的。4．4相对衰减4．4．1对于。级、1级或2级倍频程滤波器，所有滤波器的相对衰减应在表l的限值以内，表中给出了在倍频程带宽内指定的归一化频率，／，。一n处的最小和最大相对衰减值。4．4．2具有带宽指示值为1／6的分数倍频程滤波器，对于精密级，相应于有限相对衰减限值，n≥1时，分数倍频程带宽的高端的归一化频率n。m，用式(10)计算：nh(1Ⅲ一1+[(G1加”)一1)／(G“2—1)](n一1)⋯⋯⋯⋯⋯⋯⋯⋯⋯(10)0<1时，分数倍频程带宽的低端的归一化频率nmm用式(11)计算：Dm，¨一1／nh(1，6)⋯⋯⋯⋯⋯⋯⋯⋯⋯⋯(11)在相对衰减上有相同的限值。注：附录B提供了对于1／3倍频程滤波器在归一化频率点的最小和最大相对衰减限值的计算例子。4．4．3对于倍频程滤波器，在表1给出的归一化频率n。和nt处，或对于分数倍频程滤波器按照式(10)或式(11)计算的可比较的归一化的分数倍频带宽频率之间，在归一化频率力，处的相对衰减的限值△A；应该由线性插入关系确定，△A。一△A。+[△A。一△A。][19(o；／n。)／lg(ob／o。)]⋯⋯⋯⋯⋯⋯⋯⋯(12)式中：△A。——在归一化频率0。处的相对衰减限值；△As——在归一化频率nt处的相对衰减限值。表1倍频程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的限值最小衰减限值；最大衰减限值dB归一化频率f|f。=n滤波器等级012p—O．15：+O．15一O．3；+0．3—0．5；+O．5G+1”一0．15：+0．2一O．3；+0．4一O．5；+0．6G+l“一0．15；+O．4—0．3；+0．6一O．5；+O．8G+3，8—0．15：+1．1一O．3；+1．3—0．5：+1．6<G+1”一0．15；+4．5—0．3；+5．0—0．5；+5．5>G一1“G+1，2‘+2．3；+4．5+2．O；+5．O+1．6；+5．5G+1+18．O；+∞+17．5；+∞+16．5；+o。G22+42．5；+。。+42；+。。+41；+∞G+3+62；+∞+61．+。o+55；+。。≥G+‘+75；+oo+70；+∞+60；+o。≤G_‘+75；+o。+70；+。。+60；+o。8在小于下限频率和大于上限频率处的频率，最大相对衰减的限值是+∞；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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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4．4．4图1表明了倍频程滤波器的最小和最大相对衰减的限值，图1也显示了在截止频率处最小和最大相对衰减有不连续的变化，以及在表l的两个归一化频率点之间的相对衰减的线性变化。一2。。扣塞。。蒌”静芦_亭广蔷专产丁々t『_矿咯归一化频翠，／，Ⅲ(对藏刻厦)图11级倍频程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的最小和最大衰减限值的说明4．5滤波器积分响应4．5．1对于带通滤波器，滤波器的积分响应△B，单位为分贝，由式(13)确定：△B一1019(B。／B，)⋯⋯⋯⋯⋯⋯⋯⋯⋯式中：B。——归一化有效带宽；B，——同一中心频率的由式(9)得到的归一化基准带宽。4．5．2对于准确的中心频率为，Ⅱ，的任何滤波器，归一化有效带宽表示为：r∞B。一l10“1“‘“，Ⅲ’d(，／，。)⋯⋯⋯⋯⋯⋯⋯⋯⋯式中：△A(，／，m)——连续的相对衰减滤波器的响应，单位为分贝。实际上，在式(14)中的积分是数值估算，见5．4。4．5．3对于仪器中的每一个带通滤波器，o级、1级和2级仪器的滤波器积分响应分别应不超过士O．15dB，±O．3dB和±0．5dB。4．6线性工作范围4．6．1对于所有的滤波器带宽，以及平坦的频率响应(如果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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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级、1级和2级滤波器分别应不超过土o．3dB，±o．4dB和土o．5dB，它们的线性工作范围至少分别为60dB，50dB和40dB。4．6．2如果提供不止一个电平的范围，对于。级和1级滤波器其线性工作范围至少应有40dB的重迭，对于2级滤波器，至少为30dB。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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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减小线性工作范围。72024680∞q＼_司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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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4．6．4对于显示积分分量的滤波器，或当滤波器的输出传送到外部显示，或到其他系统，并且显示的范围大于线性工作范围，则制造厂应规定在线性范围以外的，所保持的电平线性的误差。4．7实时工作制造厂应说明带宽指示值和相应的频率范围，在这范围内相应于恒振幅的正弦输入信号的输出信号的电平，频率的对数以恒定比率变化，对于。级和1级仪器，在理论输出信号电平的±o．3dB以内，对于2级仪器在士o．5dB以内。5．6中给出了相应于恒振幅扫频的正弦输入信号的理论的输出信号电平的表示式。4．8抗混叠滤波器在一个取样数据或数字滤波器系统中，制造者应给出包括恰当的模拟的和数字的抗混叠滤波器。抗混叠滤波器应使输入信号和取样处理之间的干扰减少到最小，因为取样处理将产生输入信号的混叠频率分量并使滤波器的相对衰减响应超过表1中相应的最小限值的最大值。4．9输出信号的和对于在两个连续的倍频程或分数倍频程中心频率之间的任何频率的正弦输入信号，a)输入信号减去参考衰减的电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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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1级和2级仪器分别应不超过±1．odB；+1．odB，一2．odB和+2．odB，一4．odB。4．10平坦的频率响应如果仪器具有与频率无关(即“平坦”)的传输范围，制造厂应说明频率范围，在这频率范围内的相对衰减，对于。级、1级和2级仪器，应分别在参考频率处的相对衰减的土o．15dB，士0．3dB和±o．5dB以内。用于测量平坦频响的相对衰减的参考衰减与用于测量带通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的参考衰减是相同的。4．11最大输入信号制造厂应说明每一个电平范围内的正弦输入信号的最大均方根电压值，在该电平范围内，仪器中的每一个滤波器都满足本标准的要求。4．12端阻抗如果要求，制造厂应说明保证仪器正常工作的输入和输出端阻抗。4．13参考环境条件参考环境条件包括大气温度20℃，相对湿度65％和大气压101．3kPa。4．14对各种环境的敏感度4．14．1大气温度在大气温度从o℃～+50℃的范围内，在仪器中任何滤波器的相对衰减和在标称中心频率处，与基准条件下同频率点的相对衰减的偏离，对于。级、1级和2级仪器应分别不超过±o．15dB，士o．3dB和士O．5dB。4．14．2相对湿度制造厂应说明仪器能连续工作的相对湿度的范围和相应的空气温度。将仪器暴露在相对湿度为75％，温度为+40℃的大气中，并在仪器内部的部件上不出现冷凝的条件下，24h以后，在仪器中任何滤波器在标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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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1级和2级仪器应分别不超过士o．15dB，±o．3dB和士o．5dB。4．15电源校验对于需要用电池作为电源的仪器，制造厂应提供校验电源是否够用的方法，在校验期间，仪器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要求正常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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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41—20105测试方法5．1概述本章描述的测试方法可以用于型式评定或周期检定，以确定滤波器组的性能是否保持在第4章中规定的允差内。制造厂可以推荐等效的测试来替代第5章中描述的方法，以证明符合本标准的要求。附录c给出了推荐的测试项目，可以用于型式评定或周期检定。所有测试结果应参考4．13的参考环境条件，被测仪器应接至电源，开始测试前开关置于导通位置，按厂家规定的时间预热。5．2测试仪器5．2．1为了证实所有的结果符合第4章的要求，除了实时工作的频率限值的测试外，采用各种频率和信号电平的稳态正弦信号。对于确定实时工作的频率限值的测试，使用恒振幅的正弦信号，它的频率按对数速率变化，或扫描。为了测试被测仪器中所有滤波器的相对衰减，带宽或带宽指示值，信号发生器或信号源，应能在所需测试的频率范围内产生正弦测试信号。注：测试频率之间的间隔由式(15)给出。5．2．2用于测试的最大信号电平，在任何频率，信号发生器输出的稳态正弦信号的总失真，包括虚假的频率分量，不应超过o．ol％。正弦测试信号的频率的准确度应在所示频率的土o．01％以内。5．2．3稳态正弦测试信号电平至少应可在80dB范围内改变。5．2．4对于按照声级计要求设计的，用于测量装置的带通滤波器，装置的显示指示器应该被用于测量滤波器组的输出信号电平。5．2．5对于具有数字读出装置的滤波器组或具有厂家规定的数字格式(例如数字接口)的滤波器组，输出电平应该通过数字读出或经数字输出到合适的记录装置来确定。5．2．6对于实时工作的测试，扫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应该已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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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称信号电平的士0．1dB以内。在扫频所覆盖的频率范围内的每一个10：1的频段，测试信号频率变化的对数速率应保持恒定，在标称扫描频率的士1％以内。5．3相对衰减5．3．1在滤波器组中的每一个滤波器的相对衰减特性应在参考电平范围内测量。输入信号电平应在线性工作范围的上限的1dB以内。5．3．2将稳态正弦信号加到滤波器组的输入端，在合适的频率测量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电平。注：需要时，在仪器的输人和输出端，用厂家规定的阻抗连接。5．3．3对于型式评定测试，测试信号频率(输入和输出信号电平的测量)是由程序化的装置自动控制的其他滤波器性能评估测试，正弦测试信号的频率优选离散频率点，它们在准确的中心频率取整的对数标度坐标中是等间隔的。如果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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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一rG“⋯’]‘⋯⋯⋯⋯⋯⋯⋯⋯(15)式中：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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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滤波器带宽的测试频率数应大于24个点。每带宽增加的测试频率的数目应以12为一步级，直到计算滤波器的积分响应时与s无关，引起的误差在o．1dB附近。5．3．4在任何频率，处的相对衰减△A(，／，m)由式(8)确定。5．3．5按照4．4相对衰减要求进行的周期检定，其输入信号的频率可限于表1中给出的17个相应于归一化频率n的倍频程或分数倍频程带宽的归一化频率。为了确定倍频程频率比和规定带宽指示值对于分数倍频程带宽的滤波器的实际测试频率由式(10)和式(11)计算得到。5．4滤波器积分响应5．4．1滤波器积分响应由式(13)确定。它是根据式(14)中对归一化有效带宽的数字计算的积分和5．3q



GB／T3241—2010描述的所测的相对衰减得到的。5．4．2对于滤波器组中的每一个滤波器，式(14)的数值积分的推荐程序是根据梯形法则按下式对单元面积求和：三N1B。一≥：寺(10珈1“‘^7‘’+10_。1从盯·上17，抽’)[(，。+1／，。)一，。／^。)]⋯⋯⋯⋯(16)l一=N‘式中：△A(，；／，。)——在第i个归一化测试频率所测的相对衰减，单位为分贝；N——对于任何滤波器带宽和任何等级的滤波器，它等于或大于5s一120。5．5线性工作范围5．5．1应该用稳态正弦信号来测试因输入信号电平的变化引起的滤波器的线性响应。线性工作范围至少应对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所有滤波器带宽的最低的和最高的标称中心频率进行测量，如果提供平坦的频率响应，则至少对厂家规定的平坦的频率响应范围的最低和最高的频率进行测量。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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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应按照3．22定义，输入信号的步级不大于5dB。在测量线性工作范围的下边界和上边界时，输入信号电平的相邻步级间的差应减小到1dB。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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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如果由厂家推荐，对于线性工作范围的4．6．4要求可以用两个正弦信号组成的输人信号来确定，其中一个是测试信号，另一个是线性工作范围的上边界以下20dB的辅助信号，其频率在测试频率以上或以下，并且在4．4给出的滤波器响应的相对衰减的可应用的最小限值中的最大值的频率范围内。5．6实时工作5．6．1滤波器实时工作的频率范围应用扫频测试来确定。5．6．2当输入端加上恒振幅正弦信号，并且信号频率在任何给定带宽的所有滤波器的频率范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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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效连续输出信号电平L。对于所有滤波器是相同的。5．6．3对于给定的扫频正弦输入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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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7)给出：L。一L。一A。d+1019{(L⋯／T哪)[19(，：／，I)／19(，叽a／，l锄)])dB⋯⋯(17)式中：L。——所测量的，恒振幅输入信号的时间平均信号电平；T一。——从起始频率，5。到终止频率，e一以对数速率扫描所需的时间；，t和，2——截止频率；T^。——为测量输出信号电平L。所选的平均时间。注：在式(17)中，对于以10为底的系统，Ig(，2／，1)等于3／(106)，对于以2为底的系统，lg(，z／，1)等于(1／6)lg2。5．6．4所测的输出时间平均信号电平L。与相应的恒定的理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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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为：a—L。一△B—L。⋯⋯⋯⋯⋯⋯⋯⋯⋯⋯(18)5．6．5实时工作的测试应在参考电平范围内进行。输入信号电平应该比在参考电平范围内线性工作范围的上边界小3dB。对数频率扫描的速率应足够的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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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近似为滤波器带宽的最低标称中心频率的一半。扫频终止频率，。应近似为相应的最高标称中心频率的二倍。平均时间L。应大于总的扫描时间，至少为5s。注l：对数扫描速率，单位“十倍程”每秒，由下式确定：[19(，。d／，。。)]／T⋯】0



GB／T3241—2010式中：，廿m——扫描终止频率；厶。——扫描起始频率；Tl～。——扫描时间，s。注2：扫描速率不应大于o．5个“十倍程”每秒(或1．6“倍频程”每秒)。5．6．6平均时间周期起始后3s内频率扫描应该开始，并从，，乜n～，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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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8)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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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绝对值首先超过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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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抗混叠滤波器5．7．1对于取样数据滤波器，抗混叠滤波器对输入信号的寄生谱分量的足够衰减的能力的测量应通过将稳态正弦信号加到输人端进行。输入信号电平应等于参考电平范围内的线性工作范围的上边界。5．7．2对于在仪器中每一个滤波器的带宽指示值，输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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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z～20kHz的标称中心频率，从20Hz～200Hz范围选择一个标称中心频率，从200Hz～2kHz范围内选择一个，再从2kHz～20kHz范围内选择一个。5．7．3对于每一个测试频率，输出信号电平不应超过输入信号电平减去表1中给出的相应的最小相对衰减的最大值的限值。5．8输出信号的和5．8．1令j表示滤波器组中的一个滤波器，用j一1和j+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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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H和△A⋯分别表示在任何测试频率处3个滤波器的所测的相对衰减。5．8．2s等于按照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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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按照式(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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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在准确中心频率，m的第j个滤波器的下限和上限频率之间的任何频率，输入信号电平减去参考衰减与输出信号之和的电平的差△P(，J)由下列关系式确定：△P(^)一lolg[10-01。k·+10_01“，+10扎1“H·]dB⋯⋯⋯⋯⋯⋯⋯(19)式中：△A。——在归一化频率G[“”“”3处所测的相对衰减；△A．——在归一化频率G[“⋯3处所测的相对衰减；△A，+。——在归一化频率G[“⋯_1棚处所测的相对衰减。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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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对于所提供的任何滤波器带宽，按式(19)计算的差值△P(^)，在任何两个倍频程或分数倍频程中心频率之间的任何测试频率处应该在4．9给出的允差内。5．9平坦的频率响应对于提供一段平坦频响的滤波器组，测试应在满足4．10中相对衰减的允差的频率范围内进行，在输入端加上恒电平的正弦信号，并记下相应的输出信号电平。输入信号电平应等于在参考电平范围内的参考输入信号电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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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限，以及下限和上限频率之间的倍频程滤波器的标称中心频率。5．10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测试应在保证滤波器满足4．14．1中大气温度范围的要求和4．14．2中相对湿度的影响下进行。对于温度测试，在各种环境温度暴露的时间应足够长使被测仪器达到与环境温度平衡。11



GB／T3241—20106仪器标记按照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去制造的滤波器组应打标记“YYY一带通滤波器，x级，GB／T32412010”，其中YYY是带宽，例如，倍频程，x是o、l或2相应的等级。如果可行的话滤波器组亦应标明制造厂名、型号和序号。7使用手册滤波器组的使用手册中至少应该包括下列内容：a)说明在每一个滤波器的分析通道(如使用不止一个通道)中有效的标称滤波器带宽的所有滤波器满足本标准的在精密等级的误差内的所有性能要求；b)描述设计滤波器时所选用的分析方法；c)对于数字和取样数据滤波器，取样频率或用于各种滤波器的频率；d)对于所用的每一个分析通道，如附录A的准则，列出所有滤波器的每一个所用的滤波器带宽的标称中心频率；e)系统的说明确定倍频程频率比时所选用是以10为底或以2为底；f)参考电平范围；g)参考输人信号电平；h)参考衰减；i)线性工作范围和在线性工作范围以外所显示的输出信号电平的线性允差(最大电平线性误差)；j)对于每一个电平范围，介绍仪器的操作以确保测量在线性工作范围内进行；k)对于每一个使用的标称滤波器带宽，实时工作的频率范围和关于瞬态和时变信号的实时谱分析的其他信息；1)标称的平坦频响的频率范围，如果有；m)在仪器使用的范围内和对于每个电平的范围内任何频率的正弦输入信号的最大均方根电压；n)如果需要，仪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端阻抗的实部和虚部分量；o)温度的极限和相应的暴露时间，如果超过这时间，则引起仪器的永久性损伤；p)接近交变磁场源时，仪器使用的限制；q)接近静电放电源时，特别是在低湿度条件下，仪器使用的限制；r)接近射频电磁场源时，仪器使用的限制；s)如果电池供电，则推荐一个方法以校验电池提供的电功率，在校验时仪器应正常工作在所有相应的允差内；t)如果滤波器与声级计或其他等效仪器联合使用，这特定的仪器应该加以识别；u)用于测量滤波器输出信号之前所需的最大时间。保证滤波器与周围大气温度有足够长的时间达到热平衡，接通电源后仪器对于所有适用的大气温度能满足本标准要求；v)为了证实滤波器符合本标准性能要求，在相应的允差内，或用该仪器可得到在该等级的准确度允差内，经带通滤波的输出信号电乎而指导测试所需的任何其他的信息；w)可以将带通滤波器输入端短路；x)对8．5．2．6和8．5．4．4试验所要求的允许电缆和附件；y)标称工作模式的配置；z)在施加静电放电后，任何规定的性能降低或功能损失；aa)对参考方位的相对位置；bb)对最大射频发射的设定与配置；



cc)出现最小电源和射频场抗扰度的工作模式和连接设备。8静电和电磁兼容要求与试验方法GB／T3241—20108．1概述8．1．1本章规定带通滤波器有关电源和射频电磁场和静电放电的抗扰度要求，允许的射频电磁场发射，以及为验证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试验方法。带通滤波器可以有许多不同配置，可以由电池或外接电源系统供电。本章的技术要求是对三种带通滤波器配置而言的，首先是x类，它是电池供电的完整仪器；第二是Y类，包含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带通滤波器装置的完整仪器且由公共电源供电；第三是z类，它由两个或多个设备互联而成的带通滤波器。注：为方便和统一起见，本章中“带通滤波器组”用“带通滤波器”描述。8．1．2静电和电磁兼容性要求适用于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或工业区使用的带通滤波器。本章的要求是对以前各章要求的补充，并不对已规定的带通滤波器要求作任何改变。这要求不适用于本章公布之前按这标准要求制造的带通滤波器。8．1．3这些要求是初次对带通滤波器规定静电与电磁兼容性要求。当积累更多的经验后，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增加进一步的要求。8．2发射限值8．2．1任何仪器的射频发射上限由许多不同的兼容性标准所确定，GB／T17799．32001表l的限值构成x、Y、z类带通滤波器的基本要求。参见附录D。8．2．2由公共电源供电的Y类或z类带通滤波器也应符合GB9254—2008对于B级设备规定的公共电源骚扰限值。对于带通滤波器，这些要求参见附录D。8．2．3在使用手册中应说明仪器产生最大电磁发射时的工作模式和联接的设备(如果有)。8．3静电放电8．3．1x类、Y类或z类带通滤波器应经受规定幅值的静电放电。这些要求在GB／T17799．1—1999表1的1．4中规定，归纳如下：——接触放电高达4kV，空气放电高达8kV的正和负电压。静电电压的极性相对于大地而言。8．3．2GB／T17799．1—1999规定在静电放电试验期间和以后，性能判据B如下：“在试验之后，设备应按预定方式连续工作，当设备按预定方式使用时，性能降低或功能丧失不允许低于制造厂规定的性能水平。性能水平可以用允许的性能丧失来替代。在试验期间，尽管允许性能降低，但是在实际工作状态或存储的数据不允许改变。如果制造商没有规定最低性能水平或允许丧失的性能，则可以从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文件(包括广告宣传单)中推断出来，以及在设备按预定的方式使用时，从用户的合理期望中得出”。术语“设备”意指符合本标准的任何带通滤波器。8．3．3在每一次静电放电试验结束以后，带通滤波器应正常工作并且与静电放电试验前建立的状态相同。先前存储的数据(如有)应保持不变。8．4工频和射频场殛传导骚扰的抗扰度8．4．1x、Y和z类带通滤波器在工频和射频频率及场强范围内应呈现出最小的抗扰度。具体要求见GB／T17799．1—1999表1的1_1和GB／T17799．2—2003表1的1．2，但有少许修正。这些修正是扩展了射频场的覆盖范围从27MHz～l000MHz，增大了工频场强到80A／m。要求归纳如下：——频率范围从27MHz～1oooMHz。方均根电场强度提高到lOV／m(未调制时)，且用1kHz正弦信号调幅，调幅幅度为80％，除了GB／T17799．2—2003表1中的注3所规定的87MHz～108MHz，174MHz～230MHz和470MHz～790MHz，电场强度提高到3V／m(未调制)，用1kHz正弦信号调幅，调幅幅度为80％。——在50Hz或60Hz时，方均根交变磁场的强度均为80A／m。】3



GB／T3241—20108．4．2对于公共电网供电的Y和z类带通滤波器，还应满足GB／T17799．2—2003表4中给出的附加要求。8．4．3对于z类带通滤波器，在系统的任何两部分之间的连接电缆长度超过3m，还应满足GB／T17799．2—2003表2的要求。8．4．4对于各类带通滤波器，任何仪器对工频及射频场的抗扰度，应通过使用手册推荐的方法将带通滤波器输入端加上电气短路来进行验证。输入端加上短路不应对所加电磁场或带通滤波器的正常工作或仪器对射频辐射的敏感度带来干扰。带通滤波器应按使用手册规定放置于相对射频发射源的参考位置。8．4．5试验期间，带通滤波器应按使用手册规定设置于正常工作模式。接通电源，由推荐的电源供电，并且在提供的每种带宽的1kHz通带上进行读数。如有级量程控制器，则它应设定在最灵敏级量程上。8．4．6当施加上8．4．1规定的工频或射频场时，带通滤波器的指示应在输出端进行测量，连接到输出端的方法不应对所加电磁场或带通滤波器的正常工作或仪器对射频辐射的敏感度产生干扰。输出指示宜相对于滤波器设定的最大输出来确定，工频或射频场的影响不应超过相对于此最大输出而给出的读数。对于0级带通滤波器应为一70dB，对1级带通滤波器为一65dB，对2级带通滤波器为一55dB。如果无法测量这些输出信号级，那么当工频或射频场加上时，得到的最低读数不应变化o．3dB以上。8．4．7当进行8．4．2和8．4．3给出的附加要求试验时，带通滤波器的敏感度不应超过8．4．6中确定的相对于最大输出给出的读数。对。级带通滤波器为一70dB，对1级带通滤波器为一65dB，对2级带通滤波器为一55dB。假如无法测量这些输出信号级，那么当进行这些试验时，得到的最低读数不应变化o．3dB以上。在进行这些附加要求性能试验期间不加工频或射频场。8．4．8使用手册应规定对工频和射频场产生最小抗扰度的工作模式和连接装置(如果有)。8．5试验方法8．5．1概述8．5．1．1应进行本条所述的试验，除非带通滤波器的特殊配置不适宜进行这些试验，在这种情形下如证明能等效这些试验，那么应用等效试验来取代。除非另外说明，这些试验适用于所有x、Y、z类带通滤波器。8．5．1．2试验期间，被试带通滤波器的配置应如使用手册所述的正常工作模式。仪器电源应接通，由推荐的电源供电，且在最灵敏的级量程(如果存在)对所提供的每一种带宽的1kHz频带测量信号电平。如果带通滤波器是构成完整仪器的必需部分，则试验方法应设计成试验结果只适用于带通滤波器，除非使用手册对带通滤波器另有规定。8．5．1．3完成试验所要求设备的详细说明和操作这些设备的方法，大都包含在本章中规定带通滤波器附加要求的其他标准中。在第2章列出的其他标准涉及所有相关试验。注：术语“连接装置”适用于连接到被试滤波器的所有电气装置。8．5．2发射测量8．5．2．1被试仪器应按照使用手册要求进行配置和安装，以期在研究的频率范围内产生最大发射。8．5．2．2发射测量应按GB9254—2008中第6章和第10章所述进行。辐射发射的所有测量结果应满足8．2．1给出的闭合端口的要求。8．5．2．3首先应在参考方位上检验被试仪器。8．5．2．4保持8．5．2．3的配置，被试仪器至少在与参考方位近似垂直的另一个面上进行发射试验，相对所用测量系统的位置应在限定的范围内。8．5．2．5任何用于保持被测仪器位置的装置和附件(如果合适还包括电缆)应对仪器任何发射的测量无明显影响。8．5．2．6如果被试仪器带有接口或连接电缆的联接装置，所有发射试验应与连接到所有联接设备的电14



GB／T3241～2010缆一起进行。所有电缆都应接上并如GB92542008第8章所述布置，除非带通滤波器制造厂也提供用此电缆连接到带通滤波器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装置应一起试验。8．5．2．7当同一联接设备有几种连接时，只要对产生最大发射的配置测量发射。相等的或更低电平发射的其他配置可以在使用手册中列出，而不需进一步试验，提供的试验配置要完全满足8．2的限值。8．5．2．8对于连至公共电网的Y类和z类带通滤波器，传导至公共电网的骚扰应按GB9254—2008所述进行测量并满足8．2．2的要求。8．5．3静电放电试验8．5．3．1要求的设备和试验方法按GB／T17626．2—2006中所述。8．5．3．2如果被试仪器安装有不是正常工作模式的配置所要求的连接装置，那么静电放电试验期间不应加电缆。隐藏在连接器或带通滤波器表面后的连接器触针不应进行放电。8．5．3．3在试验期间用于保持被试仪器位置的任何支撑或其他装置不应遮蔽静电放电需要靠近的带通滤波器任何部分，也不应影响带通滤波器的试验。8．5．3．4所有要求极性和电压的接触和空气放电，应在被试仪器每个合适部分施加10次。注：在重复放电试验前应确保带通滤波器完全放电。以免对每次试验造成任何影响。8．5．3．5在静电放电试验后，如果使用手册规定暂时性能下降或功能损失，这种性能下降或功能损失不允许任何降低工作、设置改变、存储数据变化或丢失。8．5．4工频和射频场爰传导骚扰的抗扰度试验8．5．4．1射频场试验要求的设备和测试方法如GB／T17626．3—2006中所述。8．5．4．2首先应在参考方位进行试验。在8．4．4中规定的短路应加在输入端。8．5．4．3射频场抗扰度试验可以按GB／T17626．3—2006第8章规定的离散频率上进行，但对低于500MHz的频率增量为4％，对所有其他频率增量为2％，以代替该章规定的l％。在每一频率上的停留时间应适合被试带通滤波器。在有限离散频率数量上试验并不否定在规定频率范围的所有频率都应满足8．4的要求。8．5．4．4如果被试仪器装有接口或连接电缆的联接装置，所有对工频和射频场抗扰度的试验应与连接到所有联接装置的电缆一起进行。所有电缆都应接上并如GB9254—2008第8章所述布置，除非带通滤波器制造厂也提供用此电缆连接到带通滤波器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装置应一起试验。8．5．4．5当同一连接装置有几种连接时，只需在使用手册规定的产生最小抗扰度配置下进行试验。相等的或更大的抗扰度的其他配置可以在使用手册中列出，而不需进一步试验，提供的试验配置要完全满足8．4的限值。8．5．4．6射频场抗扰度试验应按GB／T17626．32006第8章所述进行。8．5．4．7工频试验应在50Hz或60Hz进行。与带通滤波器的连接对工频场应无影响。对于提供的每一种带宽，将仪器设定在中心频率1kHz，并在滤波器带宽中有电源频率的带通滤波器的所有有效频带重复这一试验。8．5．4．8保持8．5．4．2和8．5．4．4的配置，被试仪器至少在与参考方位近似垂直的另一个面上进行试验，相对所用的射频传输系统的位置应在限定的范围内。8．5．4．9在试验期间，被试仪器应保持工作并处于试验前的设置。8．5．4．10对由公共电网供电的Y类和z类带通滤波器，测试应按8．4．2给出的附加要求进行性能验证试验。8．5．4．11对z类带通滤波器使用或指定长度超过3m连接电缆，应按8．4．3给出的附加要求进行性能验证试验。



GB／T3241—2010附录A(资料性附录)频带的中心频率A．1在表A．1中给出了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准确的和标称的频带中心频率。准确的频带中心频率是根据式(3)或式(4)计算的，取5位有效数字，准确值用+标记表示。A．2对于3．2定义的倍频程频率比和包括从1／4到1／24的带宽指示值，准确的中心频率用式(3)或式(4)计算，以10为底的倍频程频率比用式(1)计算。A．3当准确的中心频率的最大的有效数字(即左边的最高位)为1到4(包括4)之间时，所计算的标称的中心频率取整到前三位有效数字。A．4当准确的中心频率的最大的有效数字为5～9(包括9)之间时，所计算的中心频率取整到前二位有效数字。例如，对于以10为底的系统，G=3／10，l／6—1／24，z一一111，用式(4)计算的准确的中心频率为41．567Hz，有5位数字，相应的标称的中心频率为41．6Hz。对于z一+75，准确的中心频率为8785．2Hz，有5位数字，相应的标称的中心频率为8800Hz。A．5当带宽指示值6大于24时，增加有效数字的位数以在任何的1：10频率比提供单一的标称的中心频率。表A．1在声频范围内的倍频程和1／3倍频程滤波器的中心频率(10。／”)(1000)以(2“3)(1000)以标称中心频率指数z10为底的准确的，皿2为底的准确的，Ⅲ1／3倍频程倍频程HzHzHz一1625．11924．80325—1531．62331．250+31．5—1439．81139．37340—1350．11949．60650一1263．09662．500+63—1179．43378．74580一lO100．OO+99．213100一9125．89125．00125—8158．49157．49160—7199．53198．43200—6251．19250．OO+250—5316．23314．98315—4398．11396．85400—3501．19500．00+500—2630．96629．96630一1794．33793．70800O1000．0+1000．O+10001l258．91259．9125021584．91587．4160031995．32。oO．O+200042511．92519．82500



表A．1(续)GB／T3241—2010(102，”)(1000)以(2‘“)(1000)以指数z10为底的准确的，Ⅲ2为底的准确的，Ⅲ标称中心频率l／3倍频程倍频程HzHzHz53162．33174．8315063981_l4000．O+400075011．95039．7500086309．66349．6630097943．38000．O+80001010000+100791000011125891269912500121584916000+1600013199532015920000注1：准确的中心频率是用式(3)计算得到的，取5位有效数字，除有标记+有准确值。注2：对于倍频程和1／3倍频程带宽滤波器的其他标称中心频率见GB／T32蚰。17



GB／T3241—2010附录B(资料性附录)对于1／3倍频程滤波器最小和最大相对衰减限值处的归一化频率B．1本附录提供l／3倍频程滤波器(即1／6—1／3)的最小和最大相对衰减的限制处的归一化频率的计算例子。B．2开始计算令n=G1“从式(10)可以得到高频限值处频率的一般关系式：nh(1，3)一l+[(G1邝一1)／(G“2—1)](G“8—1)B．3对于G=10“”的以10为底的系统：D㈣，3)一1+[(10”o一1)／(10”。一1)](10”。一1)≈1．02667B．4对于G=2的以2为底的系统：nh(1／3)一1+[(2V6—1)／(2“2—1)](2”8—1)≈1．02676B．5从式(11)可以得到相应的低频限值处的值：对于以10为底nl(1，3)≈0．97402对于以2为底nl(1，3)≈0．97394B．6用式(10)和式(11)计算的倍频程的限值处的频率在表1中，对于l／3倍频程带宽滤波器的归一化频率在表B．1中。表B．11／3倍频程滤波器相对衰减的限值最小衰减限值；最大衰减限值归一化频率dB对于01和n“的．∥，。滤波器等级以10为底以2为底O121．000001．00000—0．15：+0．15O．3：+0．3一O．5：+0．51．026671026760．15；+O．2—0．3；+0．4O．5：+O．6O．974020．973941_055751．05594一O．15：+0．4一O．3；+0．6一O．5：+0．8O．947190．947021．08746108776O．15；+1．1一O．3：+1．3一O．5：+1．60．9i9580．91932<1．12202<1．12246一O．15；+4．5‘一0．3：+5．0*一0．5；+5．5*>0．89125>O．89090>1．12202>1．12246+2．3；+4．5‘+2．O；+5．O*+1．6i+5．5*<O．89125<0．890901．294371．29565+18．0；+o。+17．5；+o。+16．5；+。。0．772570．77181



表B．1(续)GB／T3241—2010最小衰减限值；最大衰减限值归一化频率dB鼬彳豳讯m镪f”。滤波器等级以10为底以2为底O121．881731．88695+42．5；+。。+42；+。。+41；+∞0．531430．529963．053653．06955+62；+。。+61；+。。+55；+o。O．32748032578≥5．39195≥5．43474+75；+∞+70；+。。+60；+。。≤O．18546≤O．184008在小于下限频率和大于上限频率处的频率，最大相对衰减的限值是+。。，见图1。19



GB／T324卜一2010附录C(资料性附录)带通滤波器电性能特性检验的推荐项目c．1本附录给出了对于型式评定和周期检定应该测试的项目。第4章和第8章规定的性能要求应与第5章和第8章给出的试验方法一致。第4章、第5章和第8章中相对应的条号标在括号内。×表示应该做测试的项目，一表示可以不做测试。所铡试的特性型式评定周期检定1相对衰减(4．4；5．3)××(少数几个频率)2滤波器积分响应(4．5；5．4)×3线性工作范围(4．6；5．5)××4实时工作(4．7；5．6)×5抗叠混滤波器(4．8；5．7)××6输出信号的和(4．9；5．8)××7平坦频率响应(4．10；5．9)×(如果提供)×(如果提供)8对大气温度的敏感度(4．14．1；5．10)×9对湿度的敏感度(4．14．2；s．10)×10发射(8．2；8．5．2)×11静电放电(8．3；8．5．3)×12电磁抗扰度(8．4；8．5．4)×



附录D(资料性附录)射频发射限值GB／T3241—2010表D．1在10m距离测量的B级信息技术设备(ITE)的射频骚扰限值频率范围准峰值限值MHzdB(“V／m)30～23030230～100037注1：在转折频率处适用较低的限值。注2：对于产生干扰的情况可能需要附加的条款。注：在cIsPRl6一l：1995的4．1．2中规定了准峰值接收机的特性。准峰值信号的参考电平为1pV／m。对于由电网供电的带通滤波器，还应满足以下要求：表D．2在B级信息技术设备(ITE)的电源端口的传导骚扰限值限值频率范围dB(pV／m)MHz准峰值平均值O．15～O．5066～5656～46O．50～556465～306050注1：在转折撅事处适用较任的限值．注2：在o．15MHz～o．50MH；藏事范置，限值雎藏率的对数线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