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3.340.20

C 73 封黔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 7584.1-2004/ISO 4869-1：1990
                                                    代替GB/T 5893.3-1986,GB/T 7584-1987

      声学 护听器 第1部分：
                      ．d旨 -..a-、日_ JilII里里‘丙人 闷～ 万口 -It- !.}

                    产间 刁4. Q ‘INJ．目目‘只J．刁二了}- }f} ／J Ih

          Acoustics-Hearing Protectors-Part 1：Subjective method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und attenuation

                            （ISO 4869一1：1990，IDT)

2004-05-13发布 2004-12-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
      小-r-./ V i}1 I'% F"IRM   M 辈万，花瞥‘道臀豁荟发布



                                                              GB/T 7584.1-2004/ISO 4869-1：1990

                              前 言

    GB/T 7584《声学 护听器》包括4部分：

    第1部分：声衰减测量的主观方法GB/T 7584. 1;
    第2部分：戴护听器时有效的A计权声压级估算GB/T 7584.2;

    第3部分：测量耳罩式护听器插人损失的简易方法 质量检验用（待制定）；

    第4部分：与声级相关的声音复原耳罩有效声压级的测量（待制定）。

    本部分为GB/T 7584的第1部分，本部分等同采用 ISO 4869-1:1990《声学 护听器 第1部分：

声衰减测量的主观方法》。

    本部分代替GB/T 5893. 3-1986和GB/T 7584-19870

    GB/T 7584-1987《声学 护耳器声衰减的测量 主观法》参照采用 ISO 4869:19810 1990年ISO

对ISO 4869:1981进行了修订，ISO 4869-1: 1990代替了ISO 4869: 1981. ISO新版对旧版的标准名

称、结构和内容作了修改。增加了引用文件；定义由9条增加到13条；测试信号去掉 3 150 H：和

6 300 Hz；表1、表2和表3中的内容也有修改；增加了附录A和附录B,

    本部分对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作了编辑性修改。另外，为使有关国家标准中关于“听阑”的定义统

一，本部分采用GB/T 4854. 1中的术语。

    本部分的附录A和附录B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S/TC 1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同济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洪文、顾瑞、李晓东、武文明、王季卿。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5893.3一1986；

    —     GB/T 7584-1987。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T 7584.1-2004/ISO 4869-1：1990

                            引 言

    护听器通常用来降低暴露耳所受到的噪声。护听器有耳塞、耳罩或头盔等制品。声衰减测量的标

准方法，可以对不同场合的相似条件下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些数据可用于对护听器的分级、订货和

选型以及影响护听器性能的设计和结构特征进行评估。



                                                              GB/T 7584.1-2004/ISO 4869-1：1990

                    声学 护听器 第 1部分：

                      声衰减测最的主观方法

1 范围

    GB/T 7584的本部分规定了在听阑处测定护听器的声衰减值的主观测量方法。本方法和步骤，是

为了测定接近于护听器的最大声衰减值而设计的，这种声衰减值在通常声场测试条件下是得不出的。

因为使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衰减值总是可以再现的，所以一直被广为采用。这些值只反映在使用者按

“受试者”相同的方式戴护听器时的护听器声衰减性能。

    此测量法是在低声压级（接近听闽）获得的数据，也可反映护听器在较高声压级下的衰减值。但对

于声衰减与声压振幅密切相关的护听器，当声压级超过其相关特性有效点时，此测量方法不适用。因为

在这种声压级，用本部分规定的方法常会低估护听器的声衰减值。

    注：在堵耳情况下检查低频（500 H：以下）的声衰减时，生理噪声所致的对堵塞耳的听阂掩蔽，可导致对声衰减值高

        估几分贝的结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7584本部分的引用而构成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的所有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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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GB/T 3241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GB/T 3241-1998,egv IEC 61260: 1995)

    GB/T 3769 绘制频率曲线特性图和极坐标图的标度和尺寸（GB/T 3769-1983,egv IEC 60263:

1975)

    GB/T 3785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 7341. 1 听力计 第 1部分：纯音听力计（GB/T 7341. 1-1998,idt IEC 60645-1: 1992)

    GB/T 16296 声学 测听方法 第 2部分：用纯音及窄带信号的声场测听（GB/T 16296-1996,

eqv ISO 8253-2：1992)

    GB/T 17181 积分平均声级计（GB/T 17181-1997,idt IEC 60804: 1985)

    ISO 354: 2003 声学 混响室的吸声测量

3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护听器 hearing protector

    个人为了防止声刺激对听觉引起不需要的作用而佩戴的器具。

    注：护听器可包括用于通信的电子装置，或对护听器和鼓膜间的噪声起有源降低作用而设计的装置。

3.2

    耳革 ear-muff

    由压在每一耳廓上的耳罩外壳，或由压在耳廓周围的头部的包围耳廓的耳罩壳体组成的护听器。

耳罩可用专门的头环或颈环戴在头上，或用部件附着在安全头盔上。

3.3

    耳塞 ear-plug

    塞人外耳道内（耳内的）或戴在耳甲腔中对准外耳道口的（半耳内的）护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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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头盔 helmet

    遮住头部重要部分的帽盔。

3.5

    （纯音）听J)级 hearing level (of a pure tone)

    在规定的频率，对规定类型的耳机和规定的使用方式，该耳机在规定的声祸合腔或仿真耳中产生的

纯音声压级与相应的基准等效阑声压级之差。

    注：在GB/T 4854中规定了基准等效闭声压级的值。

3.6

    （给定耳的）听闷级 hearing threshold level (of a given ear)

    在规定的频率，对规定类型的耳机，用听力级表示的某耳听阑。

    注：合适的测试条件，参阅GB/T 7583和GB/T 164030

3.7

    听闻 threshold of hearing

    在规定条件下，受试者对重复试验能作出50％正确察觉的最低声压级。

    注：本部分中，听阐指戴护听器和不戴护听器测得的。合适的测试条件，参阅GB/T 16296,

3.8

    声衰减 sound attenuation

    对一给定的测试信号，受试者戴和不戴护听器的听闹之差，以分贝表示。

3.9

    粉红噪声 pink noise
    声压的功率谱密度与频率成反比的噪声。

3.10

    参考点 reference point

    当受试者位于声场中受试位置作声场测听时，受试者两耳道口的连线的中点。

3. 11

    混响时fel reverberation time

    声源停止发声以后，声压级衰减60 dB所需的时间（见ISO 354),

3. 12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测试材料，在同样的条件下（同一个操作者，用同样的测试装置，在同一个实

验室，短的间隔时间内）所做的两次测量结果之间的绝对差小于某个预期值的概率为规定的数值；如未

加其他说明，概率就为95%。预期值愈小，重复性愈好。

3. 13

    再现性 reproducibility

    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测试材料，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操作者，不同测试装置，不同实验室，和／或

不同时间），所做的两次测量结果之间的绝对差小于某个预期值的概率为规定的数值；如未加其他说明，

概率就为95%。预期值愈小，再现性愈好。

4 护听器声衰减的测，

4. 1 测试信号

    测试信号应由经过符合GB/T 324.1要求的1/3倍频程滤波器滤波的粉红噪声组成。测试应于下列中

心频率进行：63 Hz（可按需要选用）,125 Hz, 250 Hz, 500 Hz, I 000 Hz, 2 000 Hz, 4 000 Hz, 8 0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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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试场所

4.2.1 要求的扩散声场的条件，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即足以接近该要求：

    a) 当受试者及其坐椅不在时，用全向传声器在离参考点前、后；左、右；上、下D. 15 m各个位置测

        得的声压级与参考点声压级的偏差，对任一测试信号均不得超过士2. 5 dB。左右两端点位置

        间声压级的差值应不超过3 dB，且在各个测试位置传声器的方位应保持一致。

    b) 在500 Hz和500 Hz以上的频率，采用正向一无规人射灵敏度指数为5 dB的指向性传声器，在

        参考点上，从两个方向测得的最大和最小声压级，其声压级相差应不超过5 dB。对于其他指

        向性传声器，正向一无规人射灵敏度指数与允许的声场偏差之间的关系见表1,

                              表 1 对不同传声器允许的声场偏差

不以 kiTMj!T*Ai&td54. 54juamT qp 1    G}J     'I . y Ill TAI- &N4MTgfaA'VAA6 vR113z,-训
4.2.2 在测试位置（受试者不在），每个测试频带的混响时间应不超过 1. 6 s,

4.2.3 测试室内，受试者不在时，测试位置的背景噪声应不超过表2中所给的值。背景噪声应通过测

量声压级来确定。

    注：背景噪声包括测试室内的环境噪声和测试仪器无测试信号时的本底噪声。

                              表2 最大允许背景嗓声声压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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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测试设备

4.3.1 测试设备应能在测试位置产生从112 H迁中心频率为125 H：的1/3倍频程的下限频率。（或

56 Hz，如果使用的测试频带中心频率为63 Hz)]到9 000 Hz（中心频率为8 000 H：的1/3倍频程的上

限频率）的测试信号。

    包括扬声器系统在内的测试设备应能在受试者的位置，产生表3所列出的最小和最大测试信号的

声压级。

                              表 3 最小和最大的测试信号声压级

共止二一
    设备（包括扬声器系统）的失真因数，应确保在播放表3所列出的各测试频带和各测试声压级的测

试信号时，都不会有任何可听得到的劈啪声和嘎嘎声。测试频带以上一个倍频带到中心频率16 kHz

的倍频带，和测试频带以下一个倍频带到中心频率31. 5 Hz的倍频带，在中心频率点，全部1/3倍频带

的声压级，在所有测试条件下，及全部测试时间内，应始终比测试频带声压级至少低40 dB。频带声压

级可用符合GB/T 3241的滤波器测量。测试频带的声压级应以平均值（Leo）测量（见GB/T 17181)，其
他频带的声压级用“快档”时间计权（F)测量（见GB/T 3785).

4.3.2 衰减器的步距应为2. 5 dB或更小。

4.3.3 包括扬声器在内的全套测试设备，在衰减器任何两档测得的读数之间的误差，在衰减器的全量

程范围内不应超过2 dB；在任何80 dB的范围内，不应超过1 dB。只要可能，该项检查应采用声学法进

行。在低声压级时，也可以用电测量，即在扬声器输人端测信号的电压，以检验测试设备。

    如衰减器系统不能达到需要的准确度，就要对测试设备进行校准，并根据所得的修正值对测量结果

进行修正。

4.3.4 馈给扬声器的电信号，应符合GB/T 7341. 1的要求。

4.4 受试者

4.4.1 参加测试的受试者，用耳机测听时，在2 000 Hz和2 000 Hz以下各频率测得的每一耳的听阑

级，应不大于15 dB, 2 000 H：以L各频率应不大于25 dBo

    如测听室的背景噪声达到表2所列出的最大声级，则听阑级小于一10 dB的受试者不适于参加此

项实验。

4.4.2 选择受试者时，不考虑其头和耳的大小及形状，但如有明显的畸形而不能戴好护听器的，则不适

于参加此项实验。

4.4.3 参加实验的受试者，要能用4.1所规定的测试信号，连续完成3份完整的听力图，且各相应的中

心频率的听阑相差不超过6 dBo

    注：没有经过训练的受试者，首先应进行实践训练。

4.4.4 每次测试，都要用16名完全符合4. 4. 1,4. 4. 2和4.4.3要求的受试者。

4.5 测试步骤

4.5. 1 至少要测试两个（副）护听器样品，受试者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所戴的应是同一个（副）护听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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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应在受试者间均匀分配。

4.5.2 应让受试者充分了解实验的情况和步骤。实验人员应向每个受试者说明：实验的目的是“测定

声衰减，应由知情的、有责任心的、并按正常使用时那样佩戴护听器的人来测定”。

4.5.3 实验人员应指导受试者如何正确佩戴护听器。当有几种尺寸可供选择时，实验人员应帮助受试

者选用大小合适的护听器。不要以检查声衰减的测量作为挑选大小的依据。戴眼镜、耳环等可能影响

护听器的密闭效果的装饰品，在实验过程中应除去。

    按照护听器生产厂家的说明书的内容（一般都附有说明书），用口头的和实物操作等方式对受试者

进行讲解，指导他们戴好护听器。当实验人员确认受试者能够正确佩戴时，则可取下护听器。

    正式测试时，受试者应再戴好护听器并将其调整到最佳的衰减状态，并佩戴舒适。告诉受试者“在

听一个稳态噪声时，可以通过调整护听器的佩戴情况使听到的声音最小来达到最佳衰减状态”。试戴时

用的噪声为在受试者头部处的总声压级60 d8-70 dB(基准为20 t-tPa)的宽带无规噪声。

    受试者在仍然听到适宜的噪声情况下，正式测前做几次头部充分前俯、后仰、左右转动的活动，并接

着大声说，a（阿）’’和“Yi（依）”使下领充分张大和闭合；如果受试者感到这样做会使衰减减少，就要在受

试者还坐在测试室内的情况下，重新调整好护听器。调好后，关掉噪声，实验人员应核实受试者确实已

正确地戴好了护听器。正式实验开始后，不允许再动护听器。

4.5.4 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如护听器的位置移动了或有异常的噪声等，实验应立即停

止，并重新测试。

4.5.5 对每位受试者，都应按GB/T 16296的规定，测试其裸耳和佩戴护听器时的听阑。

    由于学习或疲劳等原因引起的反常情况，可通过对正式测试的适当调整来减轻。

4.6 耳革的夹紧力

    耳罩的夹紧力可用一个适当的测试装置测出。作此测量时，两个相对的耳垫之间应相距145 mm.

将头环内表面中点至两耳罩外壳中心连线中点间的距离调到129 mm。测试时头环应保持在不被固定

或拘束的自由状态。测得的力用牛顿（N）表示。对某些类型的耳罩，如头环在颈后或额下，用其他尺寸

可能更合适。对这类产品，应给出头环的实际尺寸和夹紧力。

4.7 测试结果报告

    测试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 一以本部分为依据；

    — 护听器的类型，说明护听器的可更换的部分；

    — 受试者的人数；

    — 测试的护听器数；

    — 从每个受试者在规定的测试中测得的声衰减得出的统计数据；包括平均值和标准差。还应报

        告个别的结果、中位数、相应的百分位点和范围限度等。全部16名受试者的数据应合并计算。

    用耳罩时，还应记录：

    — 夹紧力；

    — 被测试护听器的工作模式。

    当声衰减特性用图形表示时，应采用GB/T 3769规定的比例和尺寸。50 dB分为10倍程，在图中

衰减标度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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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声衰减测t的不确定度

    按本部分测量护听器的声衰减，可因不同原因产生不确定度。如：受试者戴和不戴护听器听阑测量

的不确定度；护听器不适配产生的不确定度；不同组间受试者的解剖或生理方面的不同特征所致的差

异；测试位置、测试设备等不完全符合标准的要求等。以一个实验室对相同的和不同的受试者组（每组

16人）重复测试，和以国际间相互对比的测试为基础，按 GB/T 6379导出声衰减的重复性及再现性的

代表值，有关耳罩的见表A. 1，有关耳塞的见表A. 2 0

    这些数据反映最佳的实验实践，不能要求总能达到这样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每个实验室应测试自

己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和再现性，以确保它们符合表中列出的数据。

          表A. 1 概率为95％时，耳革声衰减测，的孟复性和再现性（依据GB/T 6379)单位为dB

徽蒸二库            250-4 000                 >4 000( 1r  1  n)                        2.5                2.0               2.5}IIn77 9t 4} J   ' ( uJi l )           2.5                2.0               3.5c  }fp7      1> >         (        4.0                5.0         I     6.5
          表A. 2 概率为95％时，耳塞声衰减测，的孟复性和再现性（依据GB/T 6379)单位为dB

m  14 M19tt(mlJiA}4 ifi H)*Mf9>49.9n14Rit(mgaJ&4+*HM)i4)二一Ma+,L"M*/Hz250̂4 000              >4 0002.5                   3.54.0                   4.0. fi..�,............ I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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