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鸣乐器用效果器通用技术条件》行业标准修订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文件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

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312 号文），计划编号 20221944T-QB，对《电鸣乐器用效果

器通用技术条件》进行行业标准的修订，主要修订单位：长沙幻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蔚科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武汉艾立卡电子有限公司、得理乐器（珠海）有限公司、吟飞科技（江

苏）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3 年。修订周期是 18 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3 年 2 月，接到此项任务后，考虑到本次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在本标准制定小组的

协调下，2023 年 4 月成立了跨公司的联合项目团队并启动起草草案。

项目成员的选择,基于以下方面考虑：

1）选择了电鸣乐器效果器领域的行家。

2）选择了电鸣乐器效果器产品研发和生产上电子、结构、检测等工程师或专业人才。

3）是选择了本标准牵头单位以及参与单位的公司技术标准制定组成员。

参与制定的人员来自长沙幻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蔚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武汉艾立卡

电子有限公司、得理乐器（珠海）有限公司、吟飞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6 日，工作组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会议讨论和确定了标

准制定目标、拟制定的技术内容，以及对工作内容进行了分解。对人员进行了分工，并制定

了实施计划、工作进度时间表。第一阶段请电鸣乐器效果器行家对市场上，包括国内国际的

主流电鸣乐器效果器产品的规格进行分类调研。而后，基于关键指标，由本标准制定工作组

长率领电鸣乐器效果器产品线上的专家，对具有代表性的电鸣乐器效果器产品进行测试，并

利用长期与国际著名乐器企业合作的优势，收集国外先进产品的技术要求。

2023 年 8 月 28 日，工作组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二次工作组会议。第二阶段基于当前行

业发展技术，即将上述第一阶段的资料与原标准的各个章节的原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历

经标准修订方案的初稿起草、审核、验证、反复修改、定稿等一系列工作。

2023 年 9 月 25 日，工作组在征询相关企业、机构和经对草案稿进行不断修改、完善并

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形成意见征求稿，经组长审核后上报全国乐器标委会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暂无。

3）审查阶段

暂无。

4）报批阶段

暂无。

3、 主要参加单位和项目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长沙幻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蔚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武汉艾立卡电子有限公

司、得理乐器（珠海）有限公司、吟飞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曹强、刘杰、罗爱清、邱剑峰、刘晶、吴东亮、朱小宏、盛鹏云、周峰、刘

国宗、江万年、陈征。



所做的工作：工作组组长曹强负责统筹、协调和修订审核。罗爱清、邱剑峰、陈征、刘

晶、刘国宗、江万年负责调研行业产品规格及数据的实验与记录。刘杰、吴东亮、朱小宏、

盛鹏云、周峰负责文本的起草、审查和信息的汇总与验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符合产业发展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

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进行制定。

本标准起草主要依据为 GB/T 1.1-2020。

2、 主要解决的问题

国家强制标准 GB 28489-2022《乐器有害物质限量》、GB 4943.1-2022《音视频、信息

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要求》已发布实施，作为电鸣乐器用效果器即有乐器

的属性也有音视频、信息技术属性，必须满足以上二项强标的要求，本次修订将按以上二项

强标对标准文本进行修订，满足对消费者的使用安全保障。

效果器是电鸣乐器中的一个重要产品。现有的标准是 2012 年发布并推行的。由于效果

器的主要部分都是电子电路，特别是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数字电路。而集成电路及相关的元

器件的发展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因此一些现行标准中的条款和参数以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

已经过低，例如性能指标中的“直通总谐波失真加噪声”，需要整体大幅度提高 20dB，此外

也需要增加新的标准化条目。再结合现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和检测标准，现行标

准中相关的条款也需要做响应的修改。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指导本行业的产品设计，开发和生

产，对该标准进行修订的需求越来越多，意义也越来越大。

正如本编制说明第二章所述，本标准的所有内容均来自于对国内外样机测试分析结果以

及研发和生产实践结果，因此本标准的制定是可信的，是切实可行的。

三、主要内容

1、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2 章更新规范性引用文件，并对 2012 版标准文本中的各相关引用处作了修订。与原

标准相比，新增引用了以下标准，使该章更趋完善。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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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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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3.1-2022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部分：安全要求

GB/T 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图形符号

GB/T 6388-1986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254.1-2021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1 部分 发射要求

GB/T 9254.2-2021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2 部分:抗扰度要

求

GB/T 9384-2011 广播收音机、广播电视接收机、磁带录音机、声频功率放大器（扩音

机）的环境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28489-2022 乐器有害物质限量

QB/T 4487-2013 电鸣乐器电声性能测量方法

2、分类

随着电鸣乐器用效果器的不算发展，产品的形式，功能和规格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市场上的产品型号越来越多，针对的用户和应用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因此原来的 4.1 中产品



等级分类方法已经不足以覆盖市场上所有产品的需求。本次修改将产品的的质量等级修改成

了三个级别，分类改为高级品，中级品和普及品。

另外 4.3 中对效果器类型的分类也无法完全覆盖现有产品，因此对产品的类别做了进一

步的划分，定义为单块，综合和组合三种类别。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数字电路为基础的效果器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流产品。特

别是模数转换器件和数模转换器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技术和质量上的提高。因此 2012 标准 5.1
章节电声性能制定的“直通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和“直通信号噪声比（不计权）”这两个要

求已经不能满足用于区分市场产品的等级的作用。故本次修改提出了对这两个要求的修订。

工作组挑选了国内外数款不同等级，不同价位的产品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表格所示。

直通总谐波失真加噪声相关调查数据见下表 1：

表 1

单位 品牌1

型号1

品牌1

型号2

品牌2

型号1

品牌3

型号1

品牌4

型号1

品牌4

型号2

% 0.02 0.1 0.09 0.2 0.3 0.3

直通信号噪声比（不计权）相关调查数据见下表 2：

表 2

单位 品牌1

型号1

品牌1

型号2

品牌2

型号1

品牌3

型号1

品牌4

型号1

品牌4

型号2

dB 108 100 101 98 98 80

因此本次修订将改为：

单位 高级品 中级品 普及品

直通总谐波失真加噪声（1KHz） % ≦0.02 ≦0.1 ≦0.5

单位 高级品 中级品 普及品

直通信号噪声比（不计权） dB ≧100 ≧90 ≧80

原标准6.7 踏板或开关定义的经过5千次测试后进行感官检查。工作组针对现有的

踏板和开关做了相应的试验，确定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原标准的指标已经不能真实反应

现有产品的质量和测试结果。因此本次修改将该章节改成了经过1万次测试后进行感官

检查。

原标准7.3.1.3章节表2中原序号1-4设定的接收质量限（AQL）设定为4.0.工作组认

为该数值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和实际生产的真实情况。因此本次修改将该数值

改为2.5。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一方面要引导产品快速发展，一方面也要给产业设置准入门槛，避免低水

平重复，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具体来说，我国是电鸣乐器合成器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国。行业快速发展之际，更

需要标准体系来引导设计、生产及安全。因此，通过制定标准来指导行业科学、健康、持续

的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

七、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乐器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1。

图 1

本标准属于乐器标准体系“电鸣乐器”中类，“电子类”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与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6个月实施。

十一、废止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电鸣乐器用效果器通用技术条件》行业标准修订小组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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