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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声分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第七九七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泉声电子有限公司、北京瑞森新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唱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豪恩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瑞声声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河北超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裕成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声科电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闫欣、宋鸣、耿重阳、乔琼、贾晓云、邢硕、聂凯、贺志坚、郑广昌、叶志伟、

朱彪、王小青、董献杰、王超军、徐峰、于广。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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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根据我国国情并参考国际上有关国家和地区的 USB 传声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条件及产品技

术发展水平制定的。

本文件包括 USB 传声器必须具备的基本特性和最低性能要求。

本文件的制定目的：使我国该类产品能尽快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以及发展的需要。

本团体标准供各成员单位自愿采用。提请各使用单位注意，采用本团体标准时，应根据各自产品特

点，确认本团体标准的适用性。



1

USB 传声器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 USB 传声器的技术要求、测量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通过各类 USB 接口连接到终端进行数字音频数据传输的传声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IEC 60068-2-2：

2007，IDT）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IEC 60068-2-78：

2012，IDT）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ISO 2859-1:1999，IDT）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2060.1 声系统设备 第１部分：概述

GB/T 12060.4—2012 声系统设备 第 4部分：传声器测量方法

GB/T 14198—2012 传声器通用规范

GB/T 17618 信息技术设备 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

SJ/T 11180.1—2016 音频和视听设备 数字音频部分 音频特性基本测量方法 第 1 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SJ/T 11180.1—2016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4.1 外形尺寸和外观质量

4.1.1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应符合产品规范要求。

4.1.2 外观质量

外观应整洁，标志应清晰，不应有机械损伤，铆、焊、胶粘及螺纹紧固等应牢固可靠。零件涂覆应

符合产品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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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互连和极性

4.2.1 互连

应与其制造商规定的相适应的终端互连。

4.2.2 极性

当 USB 传声器振膜向内运动（即声压增加）时，终端录制的数字音频信号应为正值信号，是正极性。

4.3 节目源信号检听

应符合 GB/T 14198—2012 中 5.5.1 的规定。

4.4 电声性能

4.4.1 灵敏度和灵敏度级

对给定频率和给定环境条件的正弦声波，USB 传声器录制的音频信号电平与作用于传声器振膜上声

压的比值为灵敏度 M，单位：FS/Pa。

额定灵敏度推荐使用的正弦信号频率为 997 Hz。

通常数字电平信号也可用分贝表示，因此灵敏度 M 的单位也可以用 dBFS/Pa 表示。

额定自由场灵敏度由产品规范规定，对于具有模拟增益及数字增益调节功能的产品，制造商应明确

标称灵敏度的增益设置状态。

灵敏度级𝐿𝑀是用 dB 表示的灵敏度𝑀与基准灵敏度Mr之比：

𝐿𝑀 = 20 lg
𝑀

Mr
....................................................................... (1)

式中：

Mr=1 FS/Pa——基准灵敏度。

单只 USB 传声器的自由场灵敏度级与额定自由场灵敏度级的允差为±3 dB。

4.4.2 频率响应

应符合 GB/T 14198—2012 中 5.5.2 的规定。

4.4.3 等效噪声级

等效噪声级应不大于 36 dB（A 计权）。

4.4.4 指向性

4.4.4.1 概述

指向性可用指向性响应图案和指向性频率特性来表示，具体由产品规范规定。

4.4.4.2 指向性响应图案

指向性响应图案是指在一定频率（或窄频带）时，USB 传声器自由场灵敏度与声波入射角θ的函数

关系。指向性响应图案与频率（或窄频带）有关。指向性响应图案的要求及允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测

量频率按表 2 规定。测量频率（或窄频带）也可由产品规范规定，但测量频率不应少于包括 997 Hz 在

内的 3 个频率点。如订货方另有要求时，指向性响应图案及测量频率（或窄频带），也可由制造商和订

货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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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向性响应图案

单位为 dB

指向性类型 旋转角度θ 灵敏度级差
a

允差

全向 全方向 0 ±4

单向 180°或 135° ≤-8 —

双向
90° ≤-15 —

180° 0 ±4

a
灵敏度级差是以传声器在θ角时的灵敏度级与 0°角（正向）时的灵敏度级的差值

表 2 测量频率

单位为 Hz

测量频率 127、251、499、997、1 999、3 997、7 993、16 001

标称频率 125、250、500、1 000、2 000、4 000、8 000、16 000

4.4.4.3 指向性频率特性

应符合 GB/T 14198—2012 中 5.5.6.3 的规定。

4.4.5 最大不失真等效声压级

在频率 250 Hz～8 kHz 范围内，USB 传声器输出数字信号的总谐波失真不超过 1%的最大声压级由产

品规范规定，但不得小于 104 dB。

4.5 电磁兼容性

4.5.1 无线电骚扰

应符合 GB 9254 中 B 级规定。

4.5.2 抗扰度

应符合 GB/T 17618 的规定。

4.6 环境适应性

4.6.1 高温

USB 传声器经温度为 65 ℃±2 ℃，时间为 2 h 的高温试验后，应符合 4.1.2、4.4.1 和 4.4.2 的要

求，试验前后 4.4.1 规定的自由场灵敏度级变化应不超过 3 dB。

4.6.2 恒定湿热

USB 传声器经温度为 40 ℃±2 ℃，相对湿度为 90%～95%，时间为 48 h 的恒定湿热试验后，应符

合 4.1.2、4.4.1 和 4.4.2 的要求，试验前后 4.4.1 规定的自由场灵敏度级变化应不超过 3 dB。

4.6.3 低温

USB 传声器经温度为-40 ℃±3 ℃，时间为 2 h 的低温试验后，应符合 4.1.2、4.4.1 和 4.4.2 规

定的要求，试验前后 4.4.1 规定的自由场灵敏度级变化应不超过 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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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振动（正弦）

振动（正弦）试验在频率范围为 10 Hz 到 35 Hz 到 10 Hz，单振幅 0.55 mm，一次扫描时间 3 min，

总试验时间 30 min。试验后，应符合 4.1.2、4.4.1 和 4.4.2 的要求，试验前后 4.4.1 规定的自由场灵

敏度级变化应不超过 3 dB。

4.6.5 跌落

跌落试验按照 GB/T 14198—2012 中 5.7.6 规定的要求进行，跌落试验后，应符合 4.1.2 和 4.3 规

定的要求，试验前后 4.4.1 规定的自由场灵敏度级变化应不超过 3 dB。

5 测量方法

5.1 测量环境条件

若无特殊规定，本文件各项技术要求的测量在下列测量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 ℃～35 ℃；

相对湿度：25%～75%；

气压：86 kPa～106 kPa。

5.2 外形尺寸和外观质量

5.2.1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用符合规定精度的量具进行检查。

5.2.2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用目测、手感或按产品规范进行检查。

5.3 互连和极性

5.3.1 互连

将 USB 传声器和相适应的终端连接，产品能够作为音频设备被识别，同时能够正确传输音频信号。

5.3.2 极性

测量极性时，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USB 传声器录入的信号电平应为-20 dBFS。

5.3.2.1 时域猝发信号

使用起始相位为 0°、频率为 997 Hz 的正弦信号作为声激励信号，输出 5 个周期，静默 20个周期，

如此循环。若录制的信号，每个循环是以上升沿为起始，则极性为正，反之则为负。

5.3.2.2 时域连续信号

将起始相位为 0°、频率为 997 Hz 的正弦信号与起始相位为 270°、频率为 1 994 Hz 的正弦信号

叠加，作为声激励信号。若录制的信号，最大振幅为正值，则极性为正，反之则为负。

5.3.2.3 脉冲响应

测量 USB 传声器的脉冲响应，若脉冲响应峰值为正值，则极性为正，反之则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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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节目源信号检听

将 USB 传声器和相适应的终端连接，播放节目源信号，录制出的信号经扬声器或耳机输出后进行检

听。

5.5 电声性能

5.5.1 灵敏度（级）

将 USB 传声器和相适应的终端连接，置于距离声源 1 m 的自由场中，确保声源与传声器处于同一轴

线，激励信号使用规定频率（推荐使用 997 Hz）的正弦信号，确保传声器正向输入声压为 1 Pa（94 dB

SPL），测量设备录制的音频信号电平。

注：对于具有数字增益或模拟增益调节功能的产品，按照制造商标称灵敏度的增益配置，设置被测产品的数字增益

及模拟增益的状态进行测量。

5.5.2 频率响应

将 USB 传声器和相适应的终端连接，置于距离声源 1 m 的自由场中，确保声源与传声器处于同一轴

线。改变声源信号频率，测出各个频率下传声器的自由场灵敏度级，计算其与参考频率下自由场灵敏度

级的差值，即可得到产品的自由场频率响应。

注：测量频率宜按GB/T 3240—1982取1/3倍频程常用频率的标称值。

5.5.3 等效噪声级

——测量固有噪声时，USB 传声器应与声、风、冲击、振动及外部电场或磁场隔离，以避免对测量

的干扰。

——信号通过由 GB/T 12060.1 规定的 A 计权滤波器，测量 USB 传声器固有噪声引起的计权输出数

字音频信号的电平。

——固有噪声引起的等效声压是输出数字音频电平与额定自由场灵敏度之比。

——等效噪声级是用分贝表示的等效声压与基准声压（2×10
-5
Pa）之比。

5.5.4 指向性

5.5.4.1 指向性响应图案

a) 将 USB 传声器和相适应的终端连接，置于距离声源 1 m 的自由场中，确保声源与传声器处于同

一轴线；

b) 测量中，声源参考点和 USB 传声器参考点之间的距离保持恒定；

c) 测量中，声压保持恒定；

d) 测量中，频率保持恒定；

e) 连续地或步进式地改变以传声器参考轴为基准的声入射角θ（包括 0°入射角）。

f) 测量或记录每一个角度θ响应的输出音频信号电平𝐿(𝜃)，每次读取电平对应的角度间隔应为

15°或更低；

g) USB 传声器在θ角的灵敏度与 0°角的灵敏度之比直接表示为：

𝐿 𝜃

L 0
................................................................................(2)

或用分贝表示：

20 lg
𝐿 𝜃

L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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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若干频率上重复测量；

i) 如果传声器不是旋转对称的，则可能需要测量通过传声器参考轴的不同平面上的指向性特性；

j) 用一组极坐标图表示 h）所给对应频率的测量结果，极坐标图应按 GB/T 12060.1 有关规定绘

出。

5.5.4.2 指向性频率特性

按 GB/T 12060.4—2012 中 12.1.2 b）规定的方法进行。

5.5.5 最大不失真等效声压级

将 USB 传声器和相适应的终端连接，置于自由场中，确保声源与传声器处于同一轴线下，通过增加

正弦波声压直到输出的数字音频信号的失真度达到 1%时，测量声压值。

5.6 电磁兼容性

5.6.1 无线电骚扰

按 GB 9254 规定的方法进行。

5.6.2 抗扰度

按 GB/T 17618 规定的方法进行。

5.7 环境试验

5.7.1 环境试验项目和试验顺序

a) 高温；

b) 恒定湿热；

c) 低温；

d) 振动（正弦）；

e) 跌落。

5.7.2 性能检查

样本的性能检查（包括外观和电声性能）应在环境试验前进行。外观按 4.1.2 的规定检查，电声性

能按 4.4 的规定检查。

5.7.3 高温

将 USB 传声器放入高温箱内，逐渐升高箱内温度至 65 ℃±2 ℃开始计时，恒温 2 h 后取出，在测

量用标准大气条件下恢复 2 h 后检查。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 2423.2—2008 中 4.1 的要求。

5.7.4 恒定湿热

将 USB 传声器放入恒定湿热试验箱内，逐渐升高箱内温度至 40 ℃±2 ℃，相对湿度至 90%～95%开

始计时，恒定湿热 48 h 后取出，在测量用标准大气条件下恢复 2 h 后检查。试验中应防止冷凝水直接

滴在传声器上。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 2423.3—2016 中 4.1 的要求。

电容 USB 传声器可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 12 h 后检查。

5.7.5 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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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14198—2012 中 6.6.5 规定的方法进行。

5.7.6 振动(正弦)

按 GB/T 14198—2012 中 6.6.6 规定的方法进行。

5.7.7 跌落

按 GB/T 14198—2012 中 6.6.8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概述

本文件为鉴定检验提供检验方法；也为产品投入生产后，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验收提交产品及订货

方在接收产品做购入检验时提供统一的质量检验方法。检验包括：鉴定检验和质量稳定性检验（逐批检

验和周期检验）。

6.2 鉴定检验

鉴定检验适用于产品设计定型或设计、生产一次定型的检验。其目的是验证制造商是否有能力生产

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

6.2.1 样本抽取

从定型产品批中随机抽取 6 个样本，并把它们分成 2 组，每组 3 个样本。

6.2.2 检验项目、要求和方法

一组样本用于表 3 中序号为 1～15 项的要求和方法进行检验。

另一组样本用于表 3 中序号为 16、17 项的要求和方法进行检验。

6.2.3 鉴定检验结果的处理

当所有项目检验全部合格时，则判鉴定检验合格。如出现有 1项或 1 项以上的项目结果不合格，则

判鉴定检验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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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鉴定检验项目、要求、方法和数量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方法 数量

1 外形尺寸 4.1.1 5.2.1

3

2 外观质量 4.1.2 5.2.2

3 互连 4.2.1 5.3.1

4 极性 4.2.2 5.3.2

5 节目源信号检听 4.3 5.4

6 灵敏度（级） 4.4.1 5.5.1

7 频率响应 4.4.2 5.5.2

8 等效噪声级 4.4.3 5.5.3

9 指向性 4.4.4 5.5.4

10 最大不失真等效声压级 4.4.5 5.5.5

11 高温 4.6.1 5.7.3

12 恒定湿热 4.6.2 5.7.4

13 低温 4.6.3 5.7.5

14 振动（正弦） 4.6.4 5.7.6

15 跌落 4.6.5 5.7.7

16 无线电骚扰 4.5.1 5.6.1
3

17 抗扰度 4.5.2 5.6.2

6.3 逐批检验

逐批检验由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或有订货方参加）进行，逐批检验按 GB/T 2828.1—2012 中的规

定。

6.3.1 单位产品不合格分组、不合格和不合格品的分类

6.3.1.1 产品不合格分组

根据产品性能、外观和检验数量，产品不合格分为甲、乙、丙三组。

6.3.1.2 不合格和不合格品的分类

单位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即称为不合格，按与技术标准不符合的严重程度，不合格分为 A类不

合格、B类不合格和 C类不合格。具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合格的单位产品为不合格品，根据不合格的不

同分为 A 类不合格品、B类不合格品和 C 类不合格品，USB 传声器产品的 A 类不合格品、B 类不合格品

和 C 类不合格品的分类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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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逐批检验项目、不合格的分类、检查水平和 AQL 值

组号 序号 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内容 检验水平

AQL

A 类

不合格品

B类

不合格品

C类

不合格品

甲
1 短路、断路或无输出

Ⅱ
a

√
1.0

—
1.0

—

2 节目源信号检听声音不正常 — √ —

乙

1 灵敏度超过允许偏差

S-2

— — √

2.5

2 频率响应超过容差范围 — — √

3 指向性超过允许范围 — — √

4 等效噪声级超过允许值 — — √

5 最大不失真等效声压级低于规定值 — — √

丙

1 外表有裂纹、裂缝和锈蚀

Ⅱ
a

—

1.0

√

1.0

—

2.5

2 附件插装不上 — √ —

3 标志错误 — √ —

4 产品错装或漏装 √ — —

5 外形变形 — √ —

6 极性不符合规定 — √ —

7 传声器内有异物，摇动有响声 — — √

8 外表不整洁 — — √

9 紧固件松动 — — √

10 包装不整洁 — — √

11 包装缺件 — — √

注：表中符号“√”表示有此项要求，“—”表示无此项要求。

a
当订货方做购入检验时，采用一般检查水平Ⅱ，允许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在厂内作质量控制时采用一般检查水平Ⅰ。

6.3.2 样本的抽取

批量的大小由产品规范规定，一般应以同一生产批（指生产人员、材料和零部件质量、工艺和过程

不变时）所生产的同一型号产品为一批提交。根据表 4中各组的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限（AQL 值）按 GB/T

2828.1—2012 查出样本的大小，在提交批中随机抽取。

6.3.3 逐批检验抽样方案类型

逐批检验采用一次抽样方案。

6.3.4 逐批检验的项目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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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批检验的项目、检验水平及 AQL 值应符合表 4 规定。订货方另有要求时，可由制造商与订货方另

行签订技术协议。

6.3.5 逐批检验合格或不合格的判断及结果的处理

6.3.5.1 若在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抽样方案对应的合格判定数，则该提交批判定为合

格批；若在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等于或大于抽样方案对应的不合格判定数，则该提交批判定为不合

格批。

6.3.5.2 被判为不合格的批，按不合格项目进行返修或筛选，剔除不合格品后，可再次提交检验。

6.3.5.3 经逐批检验合格后出厂的产品，在使用时发现的不合格品，一般由制造商和订货方在协议中

商定。

6.4 周期检验

周期检验一般由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当订货方提出要求时，允许订货方代表参加试验。USB

传声器周期检验按 GB/T 2829—2002 中的规定。

6.4.1 检验周期

周期检验的时间间隔为半年，但在改变产品结构、主要工艺或主要材料时，必须进行周期检验。如

有特殊要求应按产品规范的规定。

6.4.2 样本的抽取和检验

6.4.2.1 样本的抽取按 GB/T 2829—2002 中二次抽样方案的规定。

6.4.2.2 样本必须是本周期内生产的，并经逐批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所有样本必须一次抽齐。

6.4.2.3 在进行周期检验前对所有样品按逐批检验项目进行检验。若发现不合格品，则应用在同一批

产品中随机抽取的合格品代替，同时对不合格样本进行分析，找出原因，列入周期检验报告中，但不作

为判定周期检验合格与否的依据。

6.4.2.4 周期检验按组分别进行考核，其检验项目及试验顺序、判别水平、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

平（RQL）如表 5所示。

表 5 周期检验项目、分组、判别水平、样本大小和 RQL 值

组别 检验项目 判别水平 样本大小
RQL

[Ac，Re]

一

高温

Ⅰ 𝑛1 = 𝑛2 = 3

40

0 2
0 2

恒定湿热

低温

二

振动（正弦）

Ⅰ 𝑛1 = 𝑛2 = 3

40

0 2
1 2跌落

6.4.3 合格或不合格的判断

按 GB/T 14198—2012 中 7.4.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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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周期检验结果的处理

按 GB/T 14198—2012 中 7.4.4 的规定。

7 标志和包装

7.1 标志和包装由产品规范规定。

7.2 出厂的 USB 传声器至少应标明型号、商标。

8 贮存和运输

8.1 包装好的 USB 传声器应贮存在 0 ℃～25 ℃、相对湿度≤80%的库房中，库房中应无急骤的温度变

化，没有酸性或其它有害气体，并无强磁场的影响。

8.2 USB 传声器包装后，可用正常的陆、海、空交通工具运输，运输过程中应按包装标记规定，避免

雨雪直接淋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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