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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TU-RBS.1116-3:2015《音频系统小损伤的主观评价方法》。
本标准与ITU-RBS.1116-3:2015相比,在结构上作如下调整: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将ITU-RBS.1116-3:2015中附录4“主观评价:术语表”调整为本标准的第3章;
———将ITU-RBS.1116-3:2015中第6章的悬置段调整为“总则”;
———将ITU-RBS.1116-3:2015中第7章的悬置段调整为“概述”。
基于以上结构的调整,本标准从第4章开始,其章条编号为ITU-RBS.1116-3:2015的章条编号加

2构成。例如,ITU-RBS.1116-3:2015文件中的3.1,在本标准中编号为5.1。
本标准与ITU-RBS.1116-3:2015相比,技术差异如下:
———用修改采用国际文件的YD/T2309—2011代替了ITU-R.BS1284:2003;
———删除了ITU-RBS.1116-3:2015的第1章,增加了第1章“范围”;
———增加了小损伤、锚两个术语。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3.10的说明内容调整为注;
———10.4.1.1的注调整为正文;
———按照在标准正文中出现的顺序及我国标准编写规则,将附录序号附录1、2、3修改为附录B、附

录A、附录C。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数字音视频及多媒体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国检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素兵、董桂官、杨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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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设备 音频系统
小损伤的主观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视听设备中音频系统的小损伤的主观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产生小损伤的音频系统的评价;其损伤足够小,不依赖对测试条件的严格限制和适当

的统计分析不足以觉察。
注:本标准为可能引入了附录中附加特殊条件或放宽条件的其他相关标准设立了基准参照。

本标准不适用于较大且易觉察的损伤的音频系统,如果依据本标准将消耗较多时间和精力且得出

的结果并不比简单测试更可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YD/T2309—2011 音频质量主观测试方法 (ITU-R.BS1284:2003,MOD)

ITU-RBS.645 国际声节目连接用测试信号与测量(Testsignalsandmeteringtobeusedonin-
ternationalsoundprogrammeconnections)

ITU-RBS.708 演播室监听耳机的电声参数的测量(Determinationoftheelectro-acousticalprop-
ertiesofstudiomonitorheadphones)

ITU-RBS.775 伴有或不伴有伴随图像的多声道声系统(Multichannelstereophonicsound
systemwithandwithoutaccompanyingpicture)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在图1中阐述了部分术语的相互关系。

3.1 
小损伤 smallimpairments
由音频系统产生的损伤;其损伤足够小,不依赖对测试条件的严格限制和适当的统计分析不足以

觉察。

3.2 
属性 attribute
根据给定的口头或书面的规定,在听觉活动中的感知特性。

3.3 
盲测试 blindtest
一种测试方法,在测试中测听者获得信息的唯一来源是激励。

3.4 
双盲测试 doubleblindtest
一种盲测试方法,在测试中,测听者与测听测试没有任何不可控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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