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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声音主观评价中所使用的实验心理学方法，重点阐述这些方法的心理物理概念和数据处理
的数学方法。
书中内容包括音质主观评价的概念、术语、音质评价实验的准备工作和实验设计、实验心理学的基本
概念和准則、听觉生理参数的测定方法、听觉心理参数的测定方法以及心理尺度构成的统计数学原理
。
对音质评价实验的效度、信度和难度分析，以及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处理也进行了论述。
除理论和方法论述外，本书还有许多应用实例，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掌握理论与方法，设计和规划实际
的音质评价实验。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中声学、声频工程、实验心理学等需要进行音质主观评价实验的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也可以供其他相关领域內需要进行主观评价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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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音质评价概论1.1 音质评价的问题与要素声音信息是人类进行交流最古老、最直接的方式，是多
媒体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音乐和语言艺术的唯一传播媒介。
在物质文化生活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声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与对视觉的要求相似，对声音的最新追求是声音韵高质量、高保真和高解析度等。
所有用于提高声音质量的技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听者，取悦于听者。
怎样的声音才是好听的？
这个问题必须通过音质评价手段来解决。
音质评价是运用各种客观和主观的方法对声音的质量做出科学、广泛、综合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音质是声音的三要素(音高、响度、音色)的有机构成和整体表现。
在构成声音的三要素中，音色对音质的构成影响最大。
音色是声音的客观属性在主观听感中的反映，从物理角度分析，它比响度和音高复杂得多，涉及的因
素也十分复杂。
这不仅使音质主观评价工作困难重重，而且对如何科学地描述它都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但任何与音响有关的领域，又都无法逃避该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专业背景、知识背景的人，都以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分别进行说明，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
化，甚至无法进行交流。
因此，在音质评价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混乱。
一般地，音质评价中所涉及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1)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任何声音都有其确定的物理
构成和客观属性，而作为评价主体的人是主观的。
主观评价与客观测试指标的不一致性来自对主观世界的认识不够和对客观规律表述的不充分。
主观性主要表现为个体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不涉及听觉心理和听觉生理中已经被揭示的规律性，这
种不确定性既有随机性的因素，也有模糊性的因素。
(2)个体评价与整体评价的矛盾声音最终是给个体来听的，但评价结果要有一定的整体性或普适性。
由于主体的多样性、随机性和复杂性，难以得到高可信度的整体评价结果，因此不能通过简单的统计
平均得到整体结果。
(3)艺术评价与技术评价的矛盾声音有其物理内涵，它的制作过程也可由严格的技术标准来规范。
但声音的表现形式大多是艺术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性。
在整体的音质评价中，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当艺术审美与技术审美达到一致时，音质评价达到完善，但由于个体艺术审美的知识背景不尽相同，
艺术审美与技术审美往往会出现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4)评价术语与评价方法的不规范性客观评价可以制定一系列测试指标及测试程序标准。
但主观评价由于前述原因无法建立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的评价术语及评价方法，不同行业和不同职
业背景都有不同的标准，甚至每个个体都有其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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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质主观评价的实验心理学方法》的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中声学、声频工程、实验心理学等需要进
行音质主观评价实验的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也可以供其他相关领域內需要进行主观评
价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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