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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1章简要介绍与城市声环境有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包括声波的物理特性，听觉感受，户外声
传播，和室内声学。
第2章讨论城市噪声的描述和评价，包括介绍以声学量∕物理学量和社会心理因素∕经济因素，对城
市噪声进行主观评价的概况，以及常用的评价方法，城市噪声的客观表述，关键的∕典型的噪声标准
∕法规和其制订原则，和城市噪声环境现状。
第3章集中在城市声景观和声舒适，特别注重城市公共广场。
第4章介绍了一系列模拟技术，以及有关为精确计算诸如街道或广场那样的小区块中的声场的声学理
论，包括计算具有几何反射（镜面反射）界面的围蔽街道和广场内的声场的能量虚源法，等效源法，
以及一些其它的模型。
第5章以计算机辅助软件处理大区块的噪声地图，包括绘制噪声地图的主要算法、精度、效率和应用
策略，以及最新开发的中区块∕大区块模拟的模型。
第6章介绍降低城市噪声的主要措施，特别是与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关联的措施。
第7章分析城市街道和广场中声场的基本特性，建筑上的变化和城市设计选项的影响，包括反射界面
的形状，街道∕广场的几何形状，界面的吸收和建筑布局。
最后书中列出了大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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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排序分类标度，包括绝对判别、等出现区间和逐次区间，是烦扰评价中用得最广的方
法。
分类可用动词或数字标度。
描述词如“完全不烦扰”和“有一点烦扰”的形成很重要，比指定作为描述词的数字更重要（Yano et
a1.1996）。
相似标度即一条两端意义明确的线，适合在随时间变化的噪声事件中收集连续判别。
识别标度，正常情况下以成对比较法，用于评价两个噪声刺激的相对烦扰，成对比较法的优点是对未
经训练的测听者，比起分类法可给出更加可靠的结果（Khanet a1.1996），因为使用后者可能存在标度
之间的混淆。
比例标度法包括幅度估计法和比例生成法。
幅度估计法要求测听者，对白噪声或粉红噪声那样的基准刺激给一个正实数。
这个方法已用于校正各类社区噪声，或将其组合归一成主观比较评价的公共单位（Berglund et a1.1975
，1976，1981）。
如果未给基准，可采用绝对幅度估计。
比例生成法也叫分数化法，正常情况下涉及调节步骤——测听者被要求调节刺激，使其值是一个分数
，或基准刺激的全部。
也采用等敏感度匹配法，这时需调节声音使感觉（如烦扰）与基准信号产生的感觉一样为止。
也考虑了各种方法的组合，如。
Heller（1985）建议的分类分块标度法，它是分类标度和幅度估计法的结合。
这个方法有5个动词类别，每个分10级。
测听者先选一个类别，然后再选该类别中的级。
一种常用的一维评价法是语义细分法（Osgood 1952），也称极性形象法。
一组反义形容词，其中每对规定一个多点标度的两端，用于表示感觉的多维性。
另一个有关的方法是选择描述法，在对噪声作评价以前，先收集和汇编一系列描述性形容词，测听者
仅需从与评价关系最大的形容词中选出若干个（Kuwano and Namba 1995）。
由于汇编反义形容词通常很难，所以又提出了一种确认噪声感知的自主描述法。
在听一个噪声时，测听者以想象、隐喻和比较的方法描述他们的感觉（Schlte-Fortkampet a1.1999），
这样可创立一张有代表性的形容词表。
另一种多维分析方法是，进行听觉空间描述框架内声音与声音之间的相似性估计（Axelsson et a1.2003
），空间的维数由多维标度技术得到（Kruskal and Wish 1978）。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声环境论>>

编辑推荐

《城市声环境论》：现代声学科学与技术丛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声环境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