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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鸣乐器放音设备

设备音乐性能评价规范

GB／T 25455—2010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鸣乐器放音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听音条件、评价原则、评分方法和评价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电鸣乐器放音设备音乐性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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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854．1声学校准测听设备的基准零级第1部分：压耳式耳机纯音基准等效阈声压级

(GB／T 4854．1—2004，ISO 389—1：1998，IDT)

GB／T 16518—1 996 电子琴音乐性能评价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鸣乐器放音设备electrophones musical instruments playback equipment

对电鸣乐器信号进行放大、控制、处理的放音设备，是电鸣乐器放大器(3．2)、电鸣乐器有源音箱

’(3．3)、电鸣乐器无源音箱(3．4)和电鸣乐器音效装置(3．5)的总称。

3．2

电鸣乐器放大器electrophones musical instruments amplifier

对电鸣乐器信号进行处理、控制并将其放大到足够的功率以便驱动扬声器的装置。

3．3

电呜乐器有源音箱electrophones musical instruments active speaker

将扬声器与电鸣乐器放大器(3．2)共同置于箱体中，对电鸣乐器信号进行处理并向周围辐射电鸣乐

器声功率的装置。

3．4

电鸣乐器无源音箱electrophones musical instruments passive speaker

将扬声器置于箱体中，接收电鸣乐器放大器(3．2)输出的电功率并向周围辐射电鸣乐器声功率的

装置。

3．5

电鸣乐器音效装置electrophones musical instruments effects equipment

对电鸣乐器信号进行后期修饰、加工、处理的装置。

4分类

电鸣乐器放音设备按产品型式分为：电鸣乐器放大器、电鸣乐器有源音箱、电鸣乐器无源音箱、电鸣

乐器音效装置等四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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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55—20105听音条件5．1试昕室要求试听室应满足GB／T16518—1996中4．1的要求。5．2参评设备放置位置5．2．1所有包含扬声器的设备，其扬声器的参考轴应位于室内地面1．25m高的水平面上，并指向靠近评价人员听音区的中央点。其扬声器定向放置后的指向性，在通过参考轴的水平面内应使其声音产生最宽阔的离散性。5．2．2被评设备和参考设备的音箱，应按制造商的技术规范放置，但距侧墙至少1m，距后墙至少1m，距最前排中间位置的评价人员1．6m～2．0m，见图1。这些距离都是从以扬声器参考点为基准点起测量的。图1参评设备的音箱及评价人员位置图5．2．3单通道被评设备音箱的位置可在上述范围内调整。其与参考设备的音箱至少相隔0．5m。5．2．4多通道被评设备音箱应对称放置。在进行评价时，被评设备与其参考设备应尽可能按上下放置，分离式多通道设备的音箱应相隔2m。一般最小听音距离应为音箱之间距离的1．o～o．8倍，即两音箱与最前排中间位置的评价人员夹角为55。～65。。5．2．5无扬声器的被评设备应置于坚实的平面上。5．2．6进行声学品质评价时，被评设备和参考设备应置于透声幕布后面，幕布应是透声性能好且不透光的，在8kHz以下的频率范围内，声传输损失应小于1dB(测量声传输损失时，扬声器与传声器相距2m，幕布置于中间位置)。5．3听音仪器设备的连接及要求5．3．1听音设备连接示意图如下：电鸣乐器放大器评价连接图见图2所示，电鸣乐器有源音箱评价连接图见图3所示，电鸣乐器无源音箱评价连接图见图4所示，电鸣乐器音效装置评价连接图见图5所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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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K1』一KI'』一I
图2 电鸣乐器放大器评价连接图

图3 电鸣乐器有源音箱评价连接图

K1

图4 电鸣乐器无源音箱评价连接图

K1 KI"

L[三型i
图5 电鸣乐器音效装置评价连接图

5．3．2转换开关装置K1应能迅速转接参考设备及被评设备与音源问的连接，转换的寂静时间应小于

0．5 s，转换时不应出现明显的干扰声。各连接线应尽可能地短。从电鸣乐器放大器输出端到电鸣乐器

无源音箱的连接线总电阻应不超过0．2 n(包含转换开关装置)。

5．3．3评价中所用的电鸣乐器及放音设备(非参考设备)应采用业内的优质品，且音质、音色及性能为

评价人员所共同认可，并在评价报告中加以说明。

5．3．4被评设备应是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参考设备应是同类设备中质量水平同等级的优质设备。

5．4评价人员的位置

6．4．1进行音乐性能评价时，评价人员应坐在图1所示的听音区内。

6．4．2各评价人员距侧墙至少o．6 m，距后墙至少1 m。评价人员之间的间隔至少0．8 m。试听室内

评价人员的座位安排应使前后排位置错开，评价人员的座椅应是软椅，并且座椅靠背应不高于肩，以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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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55—2010影响试听效果。5．5评价人员和演奏员应具备的条件5．5．1评价人员评价人员应是熟悉相关被评电鸣乐器放音设备且对音乐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员，评价人员在125Hz～8000Hz的频率范围内的听阈级应符合GB／T4854．1中要求的低于20dBHL。正式评价时，每次评价人员不应少于5人。人数较多时，可分组进行。5．5．2演奏员应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和国家二级演奏员以上专业资格。6评价原则本标准采用将被评设备与参考设备相互比较的评价原则。7评分方法7．1在电鸣乐器放音设备音乐性能评价中，要求评价人员按0分～10分对被评设备的各项评价内容给出评价结果。0分表示被评设备与参考设备音乐性能完全不相似，10分表示被评设备与参考设备音乐性能完全相似，实际评价中建议使用0．1分～9．9分，评分最小间隔为0．1分。7．2另外附以评语“优(8．0分～9．9分，觉察不出差异)、良(6．0分～7．9分，觉察出细微差异)、中(4．0分～5．9分，觉察出轻微差异)、差(2．0分～3．9分，觉察出较大差异)、劣(o．1分～1．9分，觉察出很大差异)”的说明，这将有助于评价人员对被评设备的音乐性能进行评分。7．3正式评价中，首先应对被评设备的各项评价内容(见表1、表2)进行记分，然后由评委会汇总进行算术平均和适当的加权处理得出声学品质评价得分。再对得分按照声学品质80％、操控性能20％进行二次加权处理，最后得出被评设备音乐性能评价总得分(评价表见附录A中表A．1、表A．2，加权处理表见附录A中表A．3)。在排除被评设备与参考设备不是同类设备或质量水平不是同等级的情况下，总得分低于4．0分则判设备音乐性能评价不合格。表1声学品质评价项目评价目的评价方式演奏要求评价被评设备和参考设备的用电鸣乐器连接被评设备，以1．分高中低音三种音域分别演奏。音色音色差异程度。评价人员所认可的方式演奏。2．关闭与评价无关的所有功能。评价被评设备和参考设备的用电鸣乐器连接被评设备进行1．乐曲片段不超过o．5min。音质音质差异程度。乐曲片段的演奏。2．关闭与评价无关的所有功能。1．乐曲片段应包括多种节奏、演奏方评价被评设备的整体音乐效用电鸣乐器连接被评设备，使法及不同响度。果、协和程度和音质总体印象，综合性能用被评设备的全部操作功能演奏2．乐曲片段演奏时间不超过3rain。并检查被评设备的本底噪声及机震。乐曲片段。3．乐曲的选择应适合被评设备所有音效的发挥。表2操控性能评价l项目操作要求评价目的l操控性能评价人员亲自操作被评设备，并分别操作被评样考察被评设备各功能键、钮、开关等操作是否灵l品的各个功能键、开关、按钮、旋钮等控制件。活舒适，有无转换噪声，布局是否合理。8评价程序8．1预备工作8．1．1首先将被评设备和参考设备经通电、开机预热(不少于5min)后再进行正式评价。正式评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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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评价人员和演奏员可进行模拟评分训练，并应明确评价目的、方法和要求。

8．1．2评价时被评设备和参考设备输出应不失真，音量应相同并调整到评价人员认为满意的声压级。

8．1．3音调设置可按制造商的说明调整。若无说明，应调整在机械平直的位置。若有必要也可由演奏

员对音调设置进行调整，直到评价人员满意为止。一旦调整完毕，不应变动。具体情况应在评价报告中

说明。

8．2评价方法

8．2．1在试听室内应将被评设备和参考设备置于幕后，使评价人员看不见设备的制造商和商标牌号。

演奏员在幕后按规定的要求演奏所有评价人员认可的熟悉乐曲。同一段乐曲至少演奏三遍。

8．2．2进行操控性能评价时应遮盖参评设备的制造商和商标牌号。

注：在评价时，为了比较被评设备与其同类产品质量的差异或比较两次不同评价的评价结果，在评价中可掺人一台

或几台预先指定的产品，用同样的方法和条件同被评设备进行评价，然后比较分析结果，指定样品的质量水平

应根据预定目的确定。

8．3评价基本用语

为方便分析评价结果，评价人员应对被评设备音乐性能的各项内容给出评语，并给出被评设备的总

印象，所采用的用语宜采用表3所列的基本用语。用语的含义参见附录B。

表3 电鸣乐器放音设备音乐性能评价基本用语

项目 评价基本用语

明亮一灰暗

丰满一单薄

清晰一模糊

声学品质评价 平衡一不平衡

柔和一尖、硬

坚实有力一力度不足

真实一不真实

舒适一不舒适
操控性能评价

灵敏一不灵敏

注：可使用中间等级的评价用语。

8．4试验持续时间

评价人员和演奏员连续工作时间不宜太长，一次评价活动时间不宜超过1．5 h，在评价0．75 h后应

适当休息，评价人员一天的总试听时间不宜超过3 h。

8．5评价报告内容

对被评设备音乐性能评价的结果应写出报告，报告原则上应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a)评价目的；

b)被评设备的制造商、商标、型号、类型及出厂日期；

c)试听室及其特性(尺寸、混响时间、本底噪声、气候条件等)；

d)评价中所用的电鸣乐器及放音设备(非参考设备)的制造商、商标、型号、类型；

e)参考设备的制造商、商标、型号、类型及出厂日期；

f) 昕音仪器设备连接示意图；

g)评价人员和演奏员(数量、姓名、性别、听力状况、职业、专业等级、工作单位等)；

h)被评设备的得分及其音乐性能的总评语；

i) 评价结果的分析；

j) 引用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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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5455—2010附录A(规范性附录)电鸣乐器放音设备音乐性能评价表及得分表A．1电鸣乐器放音设备声学品质性能评价表(表A．1)表A．1电鸣乐器放音设备声学品质性能评价表被评设备编号评价内容评语得分音色音质综合性能评价人签名：座位号：评价日期：A．2电鸣乐器放音设备操控性能评价表(表A．2)表A．2电鸣乐器放音设备操控性能评价表被评设备编号评价内容评语得分操控性能评价人签名：座位号：评价日期：A．3电鸣乐器音乐性能得分加权处理表(表A．3)表A．3电鸣乐器音乐性能得分加权处理表被评设备编号分项平均分分项加权加权后单项单项加加权后评价内容总得分P一∑P。／“系数得分得分权系数得分音色30％声学音质30％80％品质综合性能40％操控性能loo％20％注l：在分项平均分中，n代表评价人员总人数，P。代表一个评价人员在分项中评价分数，P代表n个评价人员对该分项评价的平均分数。注2：在进行加权处理之前，先对各评价人员的声学品质性能评价表、操控性能评价表进行小项分数平均，如在声学品质性能评价表中，音色评价的分数算为一个分项分数，音质评价的分数算为一个分项分数，综合性能也为一个分项分数，然后再将以上三个分项分数按表A．3规定求分项平均分数以及进行加权处理。注3：本表加权系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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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明亮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昕音评价用语及含义

低音浑厚，中音丰满而有力度，高音充分，声音宏亮。

(明亮一灰暗)

B．2丰满

中、低音充分，高音适度，响度合宜，听感温暖、舒适、有弹性。

(丰满一单薄)

B．3清晰

音域层次分明，有清澈见底之感。

(清晰一模糊)

B．4平衡

各声部的比例协调，各声道的一致性较好。

(平衡一不平衡)

B．5柔和

声音松弛不紧，高音不刺耳，昕感悦耳、舒服。

(柔和一尖、硬)

B．6力度

声音坚实有力，能反映声源的动态范围。

(坚实有力一力度不足)

B．7真实

能保持原有声音特点。

(真实一不真实)

B．8舒适

给人以安乐舒服的感觉。

(舒适一不舒适)

B．9灵敏

对操作具有敏锐快速的响应能力。

(灵敏一不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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