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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和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编制。

本规范主要参考GB/T25102.100—2010《电声学 助听器 第0部分:电声特性

的测量》和GB/T25102.7—2017 《电声学 助听器 第7部分:助听器生产、供应和

交货时质量保证的性能特性测量》制定。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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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导助听器电声参数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气导助听器 (以下简称助听器)电声参数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G388—2012 测听设备 纯音听力计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34—2005 声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GB/T3102.7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T3947 声学名词术语

GB/T14199—2010 电声学 助听器通用规范

GB/T25102.7—2017 电声学 助听器 第7部分:助听器生产、供应和交货时

质量保证的性能特性测量

GB/T25102.100—2010 电声学 助听器 第0部分:电声特性的测量

IEC60318-4:2010 电声学 人头和耳模拟器 第4部分:电声用耳塞耦合到人

耳的耳机测量用塞耳模拟器 (Electroacoustics—Simulatorsofhumanheadandear—

Part4:Occluded-earsimulatorforthemeasurementofearphonescoupledtotheearby
meansofearinserts)

IEC60318-5:2006 电声学 人头和耳模拟器 第5部分:耳塞式助听器和耳机

测量用2立方厘米耦合器 (Electroacoustics—Simulatorsofhumanheadandear—Part
5:2cm3couplerforthemeasurementofhearingaidsandearphonescoupledtotheear
bymeansofearinsert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GB/T3102.7中规定的量和单位适用于本规范。

JJF1001—2011、JJF1034—2005和GB/T3947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规范。

3.1 替代法 substitutionmethod [GB/T25102.100—2010,3.2]
将助听器和测量自由场声压的传声器交替地放在声场中的同一点上的测量方法。

3.2 比较法 comparisonmethod [GB/T25102.100—2010,3.3]
将助听器和测量自由场声压的传声器同时放在声场中的两个声学等效点上的测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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