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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５０４—１９９２《汉语清晰度诊断押韵测试（ＤＲＴ）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３５０４—１９９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对原标准的个别文字或内容做出适当的订正、修改或补充；

———将原标准的附录Ａ、Ｂ、Ｃ和Ｄ都修订为规范性附录；

———增加了目次、前言、引言和附录Ｅ；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５３２—１９９６仍维持配套关系，仍可配套使用。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Ｅ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知易。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５０４—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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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３５０４—１９９２自发布实施之日起在军事、民用通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为音质评价的

重要方法，特别是在语音信号编码、处理技术研究，通信终端、设备系统研制及用户验收通信产品等方

面，该标准为促进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使标准内容和形式更加科学、严密，以期在军事、民用领域发挥出更大更好的作用，本次对该标准

的修订严格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要求的格式编

写，并且对个别文字做出了适当的修改或补充。

本标准规定的测试法基于辅音能量较弱，但它们又携带大量语言信息的原理，以及辅音本身因发音

方式、部位和传输路径不同，各类辅音之间表现出不同声学特征的事实，而把辅音的理解作为测试目标。

它基于音韵学的区别特征原理，按汉语辅音的六大区别特征，采用押韵的测试体制及测试项的字前辅音

仅靠单一的区别特征相区别的原则，形成按本标准执行足够使用的测试用的字表。

本方法将被测系统的传输性能和测试结果直接关联了起来。根据多特征通道的诊断性得分，就可

分析出系统的一般性能缺陷，从而为改进系统设计、“医治”它的某些“毛病”提供了依据。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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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清晰度诊断押韵测试（犇犚犜）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汉语清晰度诊断押韵测试（以下简称ＤＲＴ）法使用的押韵字表、测试的条件、计分方

法及ＤＲＴ清晰度的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语言传输设备或系统，语言处理技术、电声器件及厅堂等的清晰度估价，也适用

于说话人语言障碍或听音人听力障碍的分析诊断。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７３４１　听力计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浊音性　犞狅犻犮犲犱（缩写为犞狅．）

清／浊性对立，是每种语言辅音分类系统中都具有的重要属性。汉语半元音／Ｗ
（Ｕ）／和／Ｙ

（ｉ）／具有浊

音的某些性质，也划归这一类。

３．２

鼻音性　犖犪狊犪犾犻狋狔（缩写为犖犪．）

鼻音也属浊音，但由于它们传输函数的特殊性，不仅有极点，而且有零点，所以将鼻音单独列为一类

特征。

３．３

送气性　犃狊狆犻狉犪狋犲犱（缩写为犃狊．）

辅音激励送气，不送气是汉语辅音一大特征，全部塞音和塞擦音都具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性。

３．４

低沉性　犌狉犪狏犲狀犲狊狊（缩写为犌狉．）

低沉音与尖锐音相对立，表现发音部位在唇部这一明显的位置特征。其频谱能量表现为在低频端

较集中。

３．５

紧密性　犆狅犿狆犪犮狋狀犲狊狊（缩写为犆狅．）

紧密音与分散音相对立，伴随能量的增加，在语音频谱中频段的一个窄带内，能量较集中。

３．６

持续性　犛狌狊狋犲狀狋犻狅狀（缩写为犛狌．）

持续音是持续时间较长，能量逐渐增加，高频成分能量较强的一类音。主要是摩擦音，浊音也具有

持续性。

４　辅音区别特征分类结构

本标准采用的浊音性、鼻音性、送气性、低沉性、紧密性、持续性六种辅音区别特征分类结构见附

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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