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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２２６：２００３《声学　标准等响度级曲线》（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４９６３—１９８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４９６３—１９８５的差异如下：

———ＧＢ／Ｔ４９６３—２００７等同采用ＩＳＯ２２６：２００３，有４章３个附录；ＧＢ／Ｔ４９６３—１９８５参照的是

ＩＳＯ／Ｒ２２６：１９６１，只有３章１个附录。ＧＢ／Ｔ４９６３—２００７参照的版本容量大了许多，而增加

的内容都是实质性的。

———就核心内容说，ＧＢ／Ｔ４９６３—２００７有从响度级推导声压级的公式：

犔狆 ＝
１０

α犳
·ｌｇ犃犳－犔犝 ＋９４

又有从声压级推导响度级的公式：

犔犖 ＝４０·ｌｇ犅犳＋９４

而ＧＢ／Ｔ４９６３—１９８５只有从声压级推导响度级的公式：

犔犖 ＝４．２＋
犪犳（犔犳－犜犳）

１＋犫犳（犔犳－犜犳）

而且，公式也不同。

———公式不同反映，ＧＢ／Ｔ４９６３—２００７的等响度级曲线与ＧＢ／Ｔ４９６３—１９８５的等响度级曲线相

比，在频率１０００Ｈｚ～２０００Ｈｚ之间有了重要修改，这是根据近２０～３０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做

出的。

———ＧＢ／Ｔ４９６３—２００７的附录Ｃ给出了标准等响度级曲线的由来，连同参考文献列出了十几个国

家数十项研究的信息，可帮助标准使用者了解相关的研究方法。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２２６：２００３，并作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根华、方至、毛东兴、李晓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４９６３—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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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定义了感觉上等响的一组纯音的频率和其声压级的关系曲线，以表示人的听觉系统的基本

特性，这在心理声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注：也能对频带噪声确定等响度级。但在本标准中仅对纯音的等响度级曲线作了规定，因为现有的频带噪声的数

据不够。然而，本标准仍可用于１／３倍频带噪声的情况。

在对ＩＳＯ２２６：１９８７作技术修订的过程中，因现有的等响度级数据不足，而听阈又需要，决定将听阈

数据和阈上数据分成两个单独的文件：一个是ＧＢ／Ｔ４８５４．７—１９９９《声学　校准测听设备的基准零级

　第７部分：自由场与扩散场测听的基准听阈》，作为校准测听设备基准零级系列标准的一部分；另一个

是本标准ＧＢ／Ｔ４９６３—２００７《声学　标准等响度级曲线》。

注：ＧＢ／Ｔ４８５４．７—１９９９目前正拟修订，目的是使听阈数据与本标准ＧＢ／Ｔ４９６３—２００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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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　标准等响度级曲线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听者感觉等响的持续性纯音的频率和声压级之间的关系。规定依据的条件如下：

ａ）　听者不在场时的声场由自由平面行波组成；

ｂ）　声源在听者前方；

ｃ）　声信号为纯音；

ｄ）　声压级在听者的头的中心位置测定，但听者不在场；

ｅ）　双耳测听；

ｆ）　听者为年龄包括１８～２５岁的耳科正常人。

数据以附录 Ａ 中的图和附录 Ｂ中的表的形式给出。根据 ＧＢ／Ｔ３２４０—１９８２，常用频率包括

２０Ｈｚ～１２５００Ｈｚ的１／３倍频程中心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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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２４０—１９８２　声学测量中的常用频率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耳科正常人　狅狋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犾狔狀狅狉犿犪犾狆犲狉狊狅狀

无任何耳疾症候、耳道内无耵聍、无过度的噪声暴露史、从未使用过对耳有强烈毒害作用的药物、无

听力损失家族史的健康状况正常者。

３．２

自由［声］场　犳狉犲犲［狊狅狌狀犱］犳犻犲犾犱

均匀各向同性媒质中，边界影响可以不计的声场。

３．３

响度级　犾狅狌犱狀犲狊狊犾犲狏犲犾

等于根据听力正常的听者判断为等响的１０００Ｈｚ纯音（来自正前方的平面行波）的声压级。

注：响度级单位为方（ｐｈｏｎ）。

３．４

等响度关系　犲狇狌犪犾犾狅狌犱狀犲狊狊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

表示给定频率的纯音的响度级与其声压级之间的关系的曲线或函数。

３．５

等响度级曲线　犲狇狌犪犾犾狅狌犱狀犲狊狊犾犲狏犲犾犮狅狀狋狅狌狉

典型听者认为响度相同的纯音的声压级与频率的关系的曲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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