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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七批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

会团体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中电元协 2024 第（021）号），《带返

听扬声器的卡拉 OK 传声器》团体标准项目于 2024年 9月 6日立项，任务计划编

号为 YX202409002。归口分支机构为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声分会，项目完成

时间为 12 个月。 

1.2 参与编制单位 

本标准由宁波市鄞州声科电子有限公司牵头编制，参与编制的单位包括：北

京唱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泉声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魅鸟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烽火宏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西融贤声

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友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主要工作过程 

团体标准项目任务下达后，归口分支机构中国电子元件行业电声分会组织和

落实了本标准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具体清单及工作分工如表 1所示。 

表 1 本标准参与编制单位及成员分工 

序号 

成员 

姓名 

编制工作组成员单位 

组内 

职务 

职责 

1 于广 宁波市鄞州声科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 

负责人 

负责完成标准各阶段文件

的编写、修改，标准项目

计划的进度控制，以及与

其他单位的沟通协调。 

2 陈华 北京唱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协助项目负责人完成标准

各阶段文件的编写、修改，

按期完成项目负责人分派

的工作任务。 

3 贺志坚 东莞泉声电子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4 张卫星 深圳市魅鸟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5 卢华庭 江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6 王海龙 陕西烽火宏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7 曾喜海 江西融贤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8 冯春 深圳市富友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9 王根云 宁波市鄞州声科电子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10 罗丽 宁波市鄞州声科电子有限公司 编制工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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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月至 2024年 7月，宁波市鄞州声科电子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提

出项目立项申请意向，得到协会领导和专家老师的精心指导帮助和宝贵的建议意

见。牵头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开始收集调研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并

制订了标准草案框架。 

于 2024 年 7 月提交“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同时

提交“带返听扬声器的卡拉 OK传声器”团体标准初稿。 

2024 年 8月 22 日，本项目在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官网立项公示。 

2024 年 9月 6日，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关于下达 2024年第七批中国电

子元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中电元协 2024第（021）号），

《带返听扬声器的卡拉 OK传声器》团体标准项目于 2024年 9月 6日立项，任务

计划编号为 YX202409002。 

2)2024 年 10 月 10 日，正式组建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项目负责人，着手

起草标准草案。经多次讨论，于 2024 年 11 月形成《带返听扬声器的卡拉 OK 传

声器》工作组讨论稿（一稿）。 

2024 年 12月 13 日至 15日，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声分会第十届专家组

第三次会议对《带返听扬声器的卡拉 OK 传声器》工作组讨论稿（一稿）进行了

多次热烈的讨论，各位专家老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同时将标准名称由《带返听扬声器的卡拉 OK 传声器》修改为《带扩声功能的手

持式传声器 电声特性和测量方法》。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2 月，编制工作组根据 2024 年 12 月专家组会议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 电声特性和测量方法》进行

了多次修改，形成了本次工作组讨论稿（三稿）。 

2025 年 3月 10 日，邀请行业和标准化专家老师及编制工作组成员举行了线

上讨论会，根据线上会议和会后专家老师和编制工作组成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 

 

2.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11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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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2.2 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 

——测量方法 

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由传声器和有源扬声器（含音频处理电路等）组

成。是将有源扬声器和传声器安装在同一个可手持的手柄上组成一个便携式扩声

装置。其中传声器可连接外部设备单独使用，有源扬声器可通过蓝牙（或其他连

接方式）与外部设备连接作为有源音箱单独使用。 

本标准对组成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的传声器部分和有源扬声器部分

主要电声特性单独作出了要求和测量方法，同时对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的

综合特性也作出了要求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借鉴了GB/T 14198—2012 《传声器通用规范》、

GB/T 9397—2013 《直接辐射式电动扬声器通用规范》、GB/T 12060.4—2012 《声

系统设备 第4部分：传声器测量方法（IEC 60268—4：2004，IDT）》、GB/T 12060.5

—2011 《声系统设备 第5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IEC 60268—5：2007，

IDT）》以及 GB/T 4959—2011 《厅堂扩声特性测量方法》、SJ/T 11540—2015 

《有源扬声器通用规范》、WH╱T 58—2013 《演出场所有源扬声器系统主要性

能测试方法》等。 

 

3. 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本标准项目牵头单位和部分参与单位针对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相关

技术特性要求进行了部分产品的测试，同时验证测量方法。编制工作组参考测试

结果规范了对应指标的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4.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在标准中无涉及专利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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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化情况  

随着互联网、移动设备的迅速发展，演讲、个人录音、网络主播、直播、网

络 K 歌、家庭/个人 K 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方便、随时随地都可

使用的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产品应运而生。国内外众多制造商生产该类产

品，市场需求稳步上升，目前该类产品的技术相对成熟、稳定，未来带扩声功能

的手持式传声器将向更便捷使用、更高品质发展。 

规范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产品的标准，有利于传声器行业的发展，将

有效提高行业生产厂家的技术水平、质量控制水平和生产效率，对推动和促进各

生产厂家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发挥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协调整个行业内

的所有环节，不仅能够加速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并能使生产模块化、规模化，消

除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7.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现行的相关国标和行标无冲突。

在行业中推荐使用。 

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标准，标准编制工作组未检索到本标准涉及产品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 

本标准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与国内相关标准对比情况： 

传声器部分电声特性要求参照 GB/T 14198—2012《传声器通用规范》，测

量方法参照 GB/T 12060.4—2012《声系统设备 第 4部分：传声器测量方法（IEC 

60268—4：2004，IDT）》。 

有源扬声器部分电声特性要求参照 GB/T 9397—2013《直接辐射式电动扬声

器通用规范》、SJ/T 11540—2015《有源扬声器通用规范》，测量方法参照 GB/T 

12060.5—2011《声系统设备 第 5 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IEC 6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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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7，IDT）》、SJ/T 11540—2015《有源扬声器通用规范》及 WH/T 58—

2013《演出场所有源扬声器系统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综合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参照 GB/T 4959—2011 

《厅堂扩声特性测量方法》、SJ/T 11540—2015《有源扬声器通用规范》及 WH/T 

58—2013《演出场所有源扬声器系统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了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生产者和使用者形成统一认识，希望本标准

能尽快颁布与实施。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工作组讨论稿意见汇总如下： 

（1）标准名称不够准确，建议修改； 

（2）增加电声特性具体要求； 

（3）标准内容：技术规范的内容只保留电声特性和测量方法； 

（4）术语和定义部分增加“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 

（5）数字输出接口替代手机输出接口，模拟输出接口替代耳机输出接口； 

（6）增加对音频转蓝牙发生器的要求； 

（7）增加固有噪声测量对测量环境的要求； 

（8）按照标准化格式要求进行编辑修改； 

（9）其他措辞和描述完善； 

（10）编辑性修改意见。 

编制工作组接受以上意见并做了相应的修改。 

 

团体标准《带扩声功能的手持式传声器 电声特性和测量方法》编制工作组 

 

2025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