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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内容丰富的应用指南手册中，作者将引领读者充分理解有关声频信号的仪表计量方面复杂
而又模糊的概念，使读者掌握灵活运用信号电平制作高质量声频制品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声频信号的仪表计量(第2版)》所讨论的主题涵盖了各个领域。
全书从基本的概念入手(声频定义和数字技术)，讨论了人耳听觉和心理声学的有关理论；论述了声频
信号电平的定义、仪表计量标准和实践操作等内容，其中有现在采用的有关VU和PPM的AES标准，以
及最新的响度仪表计量标准。
因此本书不失为声频信号仪表计量方面的指南性著作。

　　《声频信号的仪表计量(第2版)》全面收集和整理了可应用于日常工作各个领域中的有价值的信息
，是从事声学和电声学设计以及声频鉴定方面工作的所有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必备的基础读物。
《声频信号的仪表计量(第2版)》还为从事扬声器和大型放大器设计与制造方面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
剧场和现场声频系统设计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有价值的重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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