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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音频的未来 

无线多通道音频系统将为大型活动带来变革性改进 

 

韦德马克，2023 年 2 月 —— 与监管机构举行协调会议，向知名无线用户和决策者进

行演示，是否预示着将有一项全新无线音频传输技术即将面世？当传言四起时，四位

森海塞尔专家透露了这项新技术的内容。Andreas Wilzeck 博士（频谱政策和标准

负责人）、Martin Brandenburg（项目经理）以及 Sebastian Georgi 博士和 Jan 

Watermann——这两位研发工程师发明了这项新技术，名为无线多通道音频系统

（WMAS）—— 深入介绍了这项技术的优势，并解释了它将如何改变无线环境。 

 

各位正在研究的一项名为 WMAS（无线多通道音频系统）的全新技术是关于什么内

容？受众是谁？ 

Sebastian：“有了这项技术，我们正在重新思考多通道应用场景中的无线传输，如大

型现场活动、剧院和广播演播室，以及所有会使用无线音频通道的场景。森海塞尔实

施的 WMAS 本质上是一种双向无线宽带技术，它将麦克风、入耳式耳机和远程控制

结合在仅一个宽带 RF 通道中。 

 



EXPERT INTERVIEW 
2/8 

 

无线宽带系统工程师 Sebastian 
Georgi 

 

当我们开始这个研发项目时，我们的初衷是为了解决 RF 衰落，即舞台上的自然信号

损耗，所带来的问题。RF 衰落会导致信号丢失，这是每个音响工程师工作中的难题。

通过找到途径来更好利用宽带 RF 通道提供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希望排除信号丢失的

风险。 

 

此外，我们旨在为用户简化设置，因为窄带无线系统需要相当复杂的舞台设置，尤其

是在多通道应用中。 

 

另一个目标是更好地利用稀缺的频率资源，这是音频工程师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 

 

这项宽带解决方式和今天的无线麦克风系统有哪些不同？ 

Jan：“今天的无线音频技术依赖于窄带 RF 解决方案，使用一个发射机向一个接收机

单元发送信号。然而，很遗憾，发射机无法注意到‘它的’接收机是否已打开，或者是否

超出了接收范围。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一旦配置好以后，每个麦克风都在自己战

斗。 

 

另一方面，宽带无线技术是基于系统的，是一种合作方式。许多移动设备通过一个机

架安装单元无线连接。现在，所有这些都能在一个带宽为 6 或 8 MHz（电视频道带

宽）的宽带 RF 频道上实现。音频工程师只需为需要配置的宽带 RF 通道选择载波频

率，系统将根据工程师为各个音频设备选择的不同的音频质量和工作范围自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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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宽带系统工程师 Jan 
Watermann 

 
 

听起来不错，但是这个解决方案需要使用一个完整的电视通道，根据所在地的不同，

会使用 6 或 8 MHz 的 RF 频谱，这样真的能够节省频率资源吗？ 

Martin：“确实可以节省频率资源。请注意，WMAS 设计的应用场景是将无线麦克

风、入耳式监听耳机（IEM）、远程控制和其他音频应用集成到一个无线电平台中的

多通道音频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和改进工作流程，这将极大提升频谱的使用效率。这

些成果可以反馈到灵活性和音频质量中。例如， 入耳式监听耳机和麦克风通道原本被

分别放置在两个相隔数 MHz 的 RF 范围里，现在可以在同一个电视通道中使用，这也

使频率规划变得更加轻松。但要明确的是，窄带、200 kHz 数字无线麦克风将继续用

于不需要这种集成方式或仅使用少数麦克风的应用场景中。 

 

 

WMAS 项目经理 Martin Brandenburg 

 

其次，我们的系统将以每个 RF 宽带通道总共 50 mW 的发射功率运行，这是目前单

个麦克风的发射功率。在系统的容量限制内，总发射功率将不再按所用设备的数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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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缩放。此外，该发射功率将分布在整个 RF 宽带通道上，因此与带宽为 200kHz 的

单个无线麦克风相比，频谱功率密度将是其三十分之一（6MHz）或四十分之一

（8MHz）。这种低频谱功率密度意味着可以更容易地重复使用 RF 通道。举例来说，

对于拥有多个演播间的广播制作大楼或包含多个舞台的大型节日庆祝现场而言，这一

点非常重要。 

 

 

数个窄带系统（左）和

WMAS（右）的电视通道

使用情况（6MHz），分

配方式是分配时间段而不

是固定频率。蓝线和灰线

显示的示例为：天线 1 和
2 的测量接收信号的衰减

（以 dB 为单位） 

 

最后，我们的方法允许随时远程控制所有设备，并能够根据实时需求为设备分配资

源。这令通过采用新的工作流程来节省频谱成为可能。在新的工作流程中，音频工程

师可以按时间线安排资源。与目前相比，所有设备都将始终以同等的高质量进行主动

传输，这一全新工作流程将大幅提升大型活动中的频谱效率。 

 

总体而言，森海塞尔解决方案将使客户能够显著减少其频谱占用 ，同时在应用过程中

获得无与伦比的器材集成、音频质量、低延迟传输、控制力和灵活性。” 

 

Andreas：“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大型活动和超大型活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以及无线电

频谱的相关需求量都在持续上升。这不仅是数据而已，为大型活动、尤其是户外活动

确保足够的频谱令工程师和活动组织者越来越头疼。WMAS 解决方案将帮助他们应对

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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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频谱政策和标准负责人

Andreas Wilzeck 

 

您提到现在的窄带麦克风的规定的最大 RF 传输带宽为 200kHZ，但是您的宽带麦克

风需要解除这方面的限制。现在全球的监管机构是否已经同意这个需求？ 

Andreas：“无线麦克风的相关协调标准 EN 300 422-1 在 2017 年时曾做过修订，将无

线多通道音频系统（WMAS）收录其中。全球大部分国家关于无线麦克风市场准入的

国家法规都以 EN 300 422-1 标准做为参考。 

 

多年前，我们成功发起了对必要法规的修订提议；现在欧洲、中东、非洲和亚太的很

多国家都已经实施了这些修订内容。在美国，相关流程还在进行中，但是我们相信

WMAS 很快也能够在美国得以使用。（*最新信息：2024 年 2 月 15 日，美国联邦通

信委员会（FCC）公开委员会会议已批准了对法规的修改，允许 WMAS 在美国市场

运营。） 

 

当采用这项突破性技术的产品得以使用时，自然会加快全球范围内法规的改变，因

为，毕竟没有哪个国家想落在后面。” 

 

WMAS 将会用到的频段与现在的窄带系统是一样的吗？ 

Andreas：“是的，我们的 WMAS 解决方案将会和现在的窄带系统在无线麦克风使用

的标准 UHF 频率范围内共存，无需对传输功率限制做任何改动，仅需去除带宽限制

或将其最少提升至 6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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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讨论最新 WMAS 工程样

品 

 

为什么您选择特定制造商的传输技术而不是标准技术？比如，使用 SIM 卡的 5G 麦克

风。 

Martin：“通过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够为客户和他们的使用需求，量身打造

合适的系统。现场音频在延迟、操作可靠性、多通道音频和音频质量上的要求十分严

格，这些是目前或短时间内的标准技术无法满足的，或者说不想去满足的。” 

 

Andreas：“最终，衡量一家公司的标准并非是其在类似 5G 技术的话题上做的大肆宣

传，而是我们能为客户提供什么以及哪些能适用于他们的具体应用和工作流程。” 

 

Sebastian：“因此，值得一提的是 5G 宣传中提到的有关延迟的评定标准和对音频流

延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中需要确保的。” 

 

您能否再为我们总结一下全新 WMAS 技术的优势？ 

Jan：“我们已经讲到的有，通过 WMAS，新的工作流程能够更好地使用频谱资源，以

及 WMAS 较低的频谱功率密度使这套系统能够为大型场所和节日庆祝广场的使用提

供灵活性。 

 

另外，合二为一的双向腰包也将成为可能，它包括低延迟、真正的数字入耳式监听，

届时，乐队和艺术家仅需要一个设备而非两个。单一 RF 通道中的同一台设备将同时

拥有麦克风传输、入耳式监听、不间断的远程控制。而且，声音工程师将能够为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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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每一个音频传输灵活选择音频质量、延迟、范围和资源占有。此外，所有的移

动设备将能够完美同步，实现无线立体声、甚至是没有任何音频相位问题的 3D 音频

录制。” 

 

Sebastian：“后台的技术区域将会变得非常不同，因为 WMAS 将能够使一个 19”/1U

机架单元处理 64 个音频通道！接收机机柜将不复存在——我们的客户能够节省后台

空间、巡演时宝贵的卡车空间并继而节省能源。除了选择单一 RF 通道，大量的频率

规划也都不再必要了。如果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即 RF 衰落带来的挑战，今天的

典型空间分集接收需要使用两个天线，然而，WMAS 仅仅使用一个天线就能在一个 6 

MHz 的电视通道中提供 30 倍的分集通道或者在一个 8 MHz 的电视通道中提供 40 倍

的分集通道！” 

 

 

 

最后一个问题是会有多少用户对这项新技术感兴趣：现在的窄带系统和未来的宽带系

统能否共存？ 

Martin：“我们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随后将会推出一系列内容深度解读无线多通

道音频系统，包括更多关于共存的信息。敬请期待！” 

 

了解最新讯息，请访问 Sennheiser WMAS page，并订阅 WMAS 新闻简报。 

(Ends) 

https://www.sennheiser.com/wmas?utm_medium=media&utm_source=traffic-to-site&utm_campaign=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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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请由此下载。如需可印刷版本，请联系我们。 
 
 
关于森海塞尔品牌 
音频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致力于创造与众不同的音频解决方案。打造音频之未来

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非凡的声音体验——这就是森海塞尔品牌近 80 年来所传承的精

神。专业话筒及监听系统、会议系统、流媒体技术和无线传输系统等专业音频解决方

案，这些业务隶属于森海塞尔 (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而消费电

子产品业务包括耳机、条形音箱和语音增强耳机等在森海塞尔的授权下由索诺瓦控股

集团 (Sonova Holding AG) 运营。 
 
www.sennheiser.com  
www.sennheiser-hearing.com 
 
 
大中华区新闻联络人  
 
顾彦多 Ivy 
ivy.gu@sennheiser.com 
+86-1381067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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