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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地铁列车引起的建筑物二次辐射噪声进行了现场试验研究和评价量的探讨分析 。从

多个角度对试验数据进行了分析 ，总结了运行列车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特性 。从分析频谱宽

度 、分析时间长度和背景噪声等几个方面研究了影响建筑物室内二次辐射噪声评价量的若干因素 ，

并探讨了不同评价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中国现行标准中使用的评价量存在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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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itu experiments and investig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were performed to study the subway ‐
induced ground‐borne noise in buildings along the subway l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borne noise
in buildings were summarized from various aspects by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spectrum width ，the analyzing time and background noise effect on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indexes ，

were further investigated ．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valution indexes was analyzed ， and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indexes of noise evalu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noise control codes of China were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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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运营引起的临近建筑物内的二次辐射噪声

已经成为噪声扰民的主要因素之一 。有效的认识建

筑物内的二次辐射噪声的特性是采取有效措施治理

地铁引起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先决条件 。目前国际

上绝大多数关于噪声特性及噪声评价的研究是针对

空气传播的噪声［１‐４］
，轨道列车引起二次辐射噪声的

研究相对较少［５‐６］
，储益萍［７］对地铁引起的室内振动

与二次辐射噪声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杨碧君等［８］通

过主观评价试验对地铁引起的室内噪声烦恼度评价

量计权因子进行了修正 。从各国现有的地铁引起二

次辐射噪声的定义的范围看 ，对于二次辐射噪声频

率范围的认定并不统一 ，欧洲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明

确提出地铁引起二次辐射噪声频率范围 ，而是根据

等响曲线最小听力阈值来确定低频噪声的范围 。德



国定义的低频噪声的频率范围主要根据其国家标准

DIN ４５６８０所定义低频噪声最小听力阈值作为基

准 ，DIN ４５６８０定义的低频噪声的频率范围为 １０ ～

８０ Hz ，它主要考虑了社会生活产生的噪声频率范
围 ，日本定义的低频噪声频率范围与德国相同 ；瑞典

的低频噪声频率范围定义为 ３１ ．５ ～ ２００ Hz ，丹麦的
低频噪声频率范围定义 １０ ～ １６０ Hz ，美国公共交通
协会快速轨道交通设备设计（TPTA 指南） 、美国联

邦交通管理局［９］评价轨道交通与列车引起二次辐射

噪声没有明确指出评价的频率范围 ，在 ISO １４８３７

－ １ ：２００５枟机械振动 —由轨道系统引起的二次辐射

噪声和振动枠
［１０］第 １ 部分一般指南认为引起建筑物

的二次辐射噪声在 １６ ～ ２５０ Hz 。中国现行标准对
地铁运行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频率范围的规定

差别也很大 ，台湾没有专门规定轨道交通引起二次

噪声的频率范围 ，但是定义低频噪声的频率范围定

义 ２０ ～ ２００ Hz ，JGJ／T １７０ － ２００９ 枟城市轨道交通引

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

准枠中规定地铁引起的二次辐射噪声的频率为 １６ ～

２００ Hz ，DB３１／T４７０ － ２００９ 枟城市轨道交通 （地下

段）列车运行引起的住宅室内振动与结构噪声限值

及测量方法枠 、HJ ４５３ － ２００８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城市轨道交通枠认为引起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频

率范围为 ２０ ～ ２０ kHz 。
对于评价低频噪声采用的评价指标 ，各国的标

准也是不统一的 。德国 、日本 、瑞典采用分频多值的

评价指标 。美国公共交通协会快速轨道交通设备设

计（TPTA 指南 ） 、美国联邦交通管理局及 ISO
１４３８７ － １ ：２００５关于轨道交通与列车引起二次辐射

噪声采用的评价量为列车经过时室内的慢挡最大噪

声级（记为 LAsmax ） ；瑞典 Boverket 铁路管理局 、丹麦

环境保护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 、JGJ／T １７０ － ２００９ 、

DB３１／T４７０ － ２００９ 均推荐使用等效声级及快挡最

大声级（记为 LAfmax ）作为评价量 。

建筑物内二次辐射噪声与地铁列车振动传播的

诸多影响因素有关 ，研究结果表明［１１‐１４］
：影响地铁列

车振动传播的影响因素包括地铁车辆条件 、轨道线

路状况 、地基地质条件 、建筑物距地铁线路距离 、建

筑物特性等 ，其中影响建筑物内的二次结构噪声的

建筑物特性与建筑物整体质量刚度 、地板质量刚度 、

质量分布 、材料阻尼 、地板和墙壁尺寸 、建筑物内表

面吸声条件 、二次辐射噪声效率等参数有关 ，使二次

辐射噪声的研究比空气噪声复杂的多 ，导致数值计

算地铁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非常困难 。因此实

测成为解决二次辐射噪声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

段 。通过对地铁中心线 ３０ m 以内的居民住宅室内
二次辐射噪声进行现场实测并分析其基本特性 。对

室内噪声信号的分析工作主要包括 ：实测噪声 A 声
级与 C声级的分布 ；室内二次辐射噪声主要分布的

频率范围 ；不同的评价量对实测结果的影响及不同

评价量之间的相关性 ，中国现行标准中使用的评价

量存在的不足 。通过以上的工作 ，将有助于认识地

铁运行引起的室内二次噪声的特性 ，为降低室内二

次辐射噪声的影响 、采取相对应得措施及将来标准

的修订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帮助 。

1 　地铁引起建筑物二次辐射噪声的实
测介绍

　 　测试主要在上海地铁地下线附近的居民住宅中

进行 ，在测量前关闭好门窗 ，一般选择在卧室或者客

厅内进行测量 。为了避免室内一阶驻波对测量信号

的影响 ，测量位置一般选在离墙壁 １ ．５ m处 ，声传感

器离地板的高度控制在 １ ．２ ～ １ ．５ m 。在测量时室

内保持安静 ，关闭电冰箱 、风扇等产生噪声的声源 ，

避免人为噪声及其他噪声对测量信号的干扰 。噪声

实测使用 SQLab Ⅱ数据采集系统 ，GR ．A ．S４０AE声
传感器及 ２６CA 前置放大器 。 采样频率选为

４４ kHz ，因为采样的频率较高 ，数据存储量较大 ，为

了节约空间 ，每次测量时间定为 ２ min 。 按照 GB
３０９６ － ２００８中规定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 ，数据采集

系统直接记录室内声场的声压时程 。

2 　数据分析
2 ．1 　室内噪声的频率范围判断
要分析地铁运行引起的建筑物室内二次辐射噪

声的特性 ，首先必须对地铁列车运行产生的室内噪

声的频率的分布进行分析 。根据德国 DIN ４５６８０提

出的以 LCeq － LAeq ＞ ２０ dB 作为有无低频噪声判定
依据 ，将所测得的资料进一步整理分析 ，对测得的数

据结果计算列车经过时段的 １６ ～ ２０ kHz 频段范围
等效 A 声级 LAeq （记为 LAeq２０k ） 、１６ ～ ２０ kHz 频段范
围的等效 C声级 LCeq （记为 LCeq２０k ）以及 LCeq２０k － LAeq２０k
的值并进行统计分析 ，相关统计结果如图 １ 、图 ２

所示 。

　 　从图 １中可以看出 ，LAeq２０k分布比较集中 ，主要

分布在 ３４ ～ ４３ dB之间 ；而 LCeq２０k分布则比较分散 ，

主要分布在 ５０ ～ ６７ dB之间 。实测统计结果（图 ２）

显示 ，近 ９０％ 以上的测试结果满足 LCeq ，２０k － LAeq２０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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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Aeq20k与 LCeq20k统计分布图

图 2 　 LCeq20k － LAeq20k累计百分比

≥ ２０ dB ，虽与德国 DIN 建议的 ２０ dB以及荷兰调查
结果略有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测量时间都在白天 ，加

上居住人口密度及建筑物座落型态（例如邻近马路 、

和营业场所为邻 、建筑物相毗连）等 ，都会造成环境

背景噪声声级较高 ，和欧洲背景噪声较低不尽相同 。

现场测试结果统计分析说明地铁引起的室内二次辐

射噪声具有明显的低频特性 。

2 ．2 　地铁运行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主频分布
为了得到地铁运行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

主频分布 ，对实测室内噪声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

计算出列车经过时段的实测信号的每个 １／３倍频程

中心频率对应的声压级的均值并及方差 ，同时计算

出对应的背景噪声的声压级的均值并及方差 。

图 ３是一典型的实测二次噪声与背景噪声 １／３

倍频程图 ，从图 ３ 我们可以看出 ，在高频段 （１ ０００

Hz以上）两者基本重合 ，这说明在这个频段范围实

测信号主要是由于背景噪声引起 ，二次辐射噪声对

于信号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

　 　实测二次噪声与背景噪声两者 １／３倍频程之差

的统计结果如图 ４所示 ，从图 ４中可以看到 ，在 ２５ ～

２５０ Hz之间 ，实测信号声压级与背景噪声的声压级

绝大多数都大于 ６ dB以上 ，这说明在这个频率段内

实测信号主要是二次辐射噪声 ，背景噪声对于实测

信号的影响很小 。实测信号声压级的标准差较大 ，

图 3 　实测二次辐射噪声与背景噪声 1／3倍频程图

图 4 　实测值与背景噪声之差分布

这时因为测量的敏感点离隧道中心线的位置不同 ，

二次辐射噪声的大小相差较大 。在 ３１５ ～ ５００ Hz频
段内 ，实测信号的声压级比背景噪声的声压级高

３ dB左右 ，说明在这个频段上背景噪声的声压级与

二次辐射噪声的声压级相接近 ，二次噪声的声压级

应该是实测信号的声压级减去 ３ dB 以后的结果 ；在

５００ Hz以上的频段 ，背景噪声与实测信号的声压级

相差全部在 ２ dB以内 ，该频段内的二次噪声的声压

级应该是实测信号的声压级减去 ６ dB 。 正如

Schaudinischky ［１５］指出 ，若噪声的能量集中在低频

的部分 ，采用 A 声级进行测量不能充分显示出噪声
的低频部分 。因为背景噪声通常是高频成分较大 ，

所以分析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特性时 ，必须消除背

景噪声对实测信号的干扰 。根据两种声源引起声压

修正公式 D ＝ １０log１０ １ ＋ １０
０ ．１ × L２ － L１ 对实测信

号进行修正 。

为了分析不同频段声压级对 A 声级的贡献率 ，

根据 A 声级的计算方法 ：

La ＝ １０ × log１０ ∑
n

i ＝ １

１０
Lai＋ W ai ／１０

（１）

其中 ：La表示所有频段的 A 声级 ，Lai 表示第 i 个
中心频率上的声压级 ，Wai 表示第 i 个中心频率上
的 A 声级计权因子 ，n表示需要计算的中心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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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由式（１）可以得出第 i个中心频率上的声压级
L ai对于 L a的贡献值 C为 ：

C ＝
１０

Lai＋ W ai ／１０

∑
n

i ＝ １

１０
Lai＋ W ai ／１０

× １００％ （２）

图 5 　不同频段声压级对 A声级的贡献率

　 　从图 ５中可以看到 ，在实测信号（图中点划线所

示）中 ，由于包含了背景噪声 ，２５０ Hz 以下频段上对
A声级的贡献值都在 ５０％ 左右 ，这时计算得到的 A
声级 LAeq２０k为 ３７ ．８４ dB 。根据背景噪声在不同频段

上的声压级大小 ，对实测信号进行修正得到近似的

室内二次噪声（图中虚线所示） ，近似的室内二次噪

声的 ２５０频段上的贡献值在 ８０％ 左右 ，二次辐射噪

声的 A 声级主要是 ２５０ Hz 以下的贡献的 ，这时计

算的 A 声级为 ３６ ．０１ dB 。可见 ，测量信号中的高频

成分对于二次辐射噪声 A 声级的影响比较大 。

使用 ２５０ Hz以下声压级直接计算二次辐射噪
声 ，这时得到的 A 声级 LAeq２５０为 ３５ ．１２ dB ，与修正的

二次辐射噪声的 A 声级仅差 ０ ．８９ dB ，与真实的室

内二次辐射噪声的 A 声级相差更小 ；使用 ２００ Hz
以下声压级直接计算二次辐射噪声 ，这时得到的 A
声级为 ３４ ．９６ dB ，与 LAeq２５０相差 ０ ．１８ dB ，因此 ，使用

１６ ～ ２５０ Hz频率段的 A 声级来评价地铁运行引起
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大小是比较准确的 ，可以认

为地铁运行引起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主要频段在

１６ ～ ２５０ Hz范围内 。

2 ．3 　地铁运行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评价量
分析

２ ．３ ．１ 　实测信号与分频限值的比较 　 　 采用分频

段限值的标准主要有德国国家标准 DIN４５６８０ 、荷
兰 、日本 、瑞典以及德国白天的低频噪声的限值 ，把

实测的室内噪声的 １／３被频带的结果与采用分频段

限值的国家标准进行了比较 。图 ６给出与隧道中心

线不同距离的测点实测结果与各国分频限值的比

较 。图中圆圈表示距离隧道中心线不同位置处室内

二次辐射噪声 １／３倍频程结果 。

图 6 　实测结果与各国分频限值的比较（1／3倍频程）

　 　从图 ６中可以看出在 ３１ ．５ Hz以下的大多未超
过各国的标准限值 ，但是在 ３１ ．５ Hz 以上的各频率
段内基本上都超过了其他各国的标准 ，这是由于欧

洲国家和日本的标准主要低频噪声 ，而且对环境的

要求较高 。因此 ，对于中国目前的室内二次噪声现

状来说 ，分频限值的评价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 。

２ ．３ ．２ 　实测结果与单值计权结果的比较 　 　从前

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评价量 LAeq２５０分析频段在 １６ ～

２５０ Hz ，主要反映列车经过时引起的室内二次噪声
的大小 ，它受到的外界条件干扰最小 ，是比较准确结

果的一种评价量 。在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JGJ／T １７０ － ２００９枟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

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枠中规定使用

等效 A 声级来评价室内二次辐射噪声 ，该标准定义

的等效 A 声级为 ：

LAeq ＝ １０lg １
n ∑

n

i ＝ １

１０
０ ．１ L AE ，i （３）

但是该标准并未明确指出 LAE ，i是第 i列列车经
过时的等效 A 声级 ，也未明确规定等效的时间长

度 。由于评价频率段在 １６ ～ ２００ Hz ，如果 LAE ，i是列

车经过时段（约 １０ s）的等效声级 ，根据 JGJ／T １７０

－ ２００９ 计算的 LAeq２００分析的频率范围为 １６ ～ ２００

Hz ，地铁引起的临近建筑物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最
大值一般在 １５０ Hz以内 ，它包含在 ２００ Hz以内 ，二

者相差很小 ，说明对于地铁引起室内噪声来说 ，二者

基本上是等价的 。如果 LAE ，i 是包括列车经过间隔

时段（约 ２ min）的等效声级 ，与 １６ ～ ２５０ Hz 范围内
２ min等效声级（包括背景噪声）LAeq２５０ ，２m的值相近 。

评价量 LAeq２５０ ，２m为包含 １１０ s 背景噪声及列车
经过时段 （大约 １０ s ）的室内二次噪声的 １６ ～

２５０ Hz范围内的等效声级 ，背景时间较长 ，背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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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价量的影响较大 。该评价量得出的结果主要反

映了列车经过时低频背景噪声的水平 ，只有在背景

噪声与列车经过引起的室内噪声相差非常明显的情

况下 ，才能够反映出列车经过时室内二次辐射噪声

的大小 。

HJ ４５３ － ２００８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

道交通枠中对于室内二次辐射噪声影响评价是根据

GBJ １１８枟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枠的规定 ，在 GBJ
１１８ － ８８中规定室内噪声的测量在开窗的条件下进

行测量 ，用慢挡读 A 声级 ，取指针的中间值 ，并记录

０ ．５ h内噪声的间隔时间 ，计算出该噪声所占的时间

比例 ，按噪声特性不同与间歇时间对测量结果进行

修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 GB ５０１１８ － ２０１０

枟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枠 ，废除了 GBJ １１８ － ８８ ，该

标准指出对于室内噪声应在关窗的条件下进行 ，对

于间歇性非稳态噪声 ，应测量噪声源密集发声时

２０ min的等效［连续 A 计权］声级 。 上海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在 ２００９ 发布了 DB３１／T ４７０ － ２００９枟城市

轨道交通（地下段）列车运行引起的住宅室内振动与

结构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枠 ，该标准规定室内噪声昼

间的评价指标为列车通过时不小于 ２０ min 的２０ ～

２０ kHz等效声级 ，夜间使用 ２０ ～ ２０ kHz 等效声级
和最大声级 。考虑到上海地铁的实际运营情况及未

来的发展 ，在高峰时段 ２ min内通过一对列车 ，这样

HJ ４５３ － ２００８与 DB３１／T ４７０ － ２００９规定的２０ min
的 ２０ ～ ２０ kHz 等效声级就可以等效为在 ２ min 内
通过一辆列车的等效声级（记为 LAeq２０k ，２m ） ，评价量

LAeq２０k ，２m背景时间较长 ，背景对于该评价量的影响很

大 。这是因为实测时得到的背景噪声的高频成分占

的权值较大 ，导致在评价地铁运行引起室内噪声所

占的权值比例很小 ，噪声的高频成分掩盖了低频成

分的对总声级的贡献 。因此对于地铁运行引起的建

筑物室内噪声来说 ，使 LAeq２０k ，２m来评价地铁运行引
起的建筑物室内噪声受背景噪声的影响非常大 ，导

致评价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 。

美国公共交通协会快速轨道交通设备设计

（TPTA 指南） 、美国联邦交通管理局关于轨道交通

与列车引起二次辐射噪声采用的评价量为列车经过

时室内的慢挡最大噪声级 ，瑞典 Boverket 铁路管理
局 、丹麦环境保护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与DB３１／T
４７０ － ２００９夜间使用快挡的最大声级 。

作为地铁列车经过时的最大声级 LAmax受到背
景噪声及高频成分的影响外 ，还容易受到突发噪声

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当 LAmax作为列车经过
时室内噪声的评价量时 ，应该选取背景噪声较低的

时间段 、进行多次测量 ，取其平均值来消除背景噪声

及突发噪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表 １给出了某居民

楼内不同评价量下噪声实测结果 。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 LAeq２５０ 比 LAeq２５０ ，２m 高 ７ ～

１０ dB ，LAeq２０k 比 LAeq２０k ，２m 高 ６ ～ １２ dB ，说明考虑

２０ min内等效的评价量要比仅考虑列车经过时段的
评价量低 ６ ～ １２ dB ，２０ min内等效的评价量主要反
映了该测量点的背景噪声的大小 ，LAsmax比 LAfmax小
２ dB左右 ，说明突发噪声对 LAfmax的影响很大 。

表 1 　不同评价量计算结果比较
LAeq２５０ LAeq２５０ ，２m LAeq２０k LAeq２０k ，２m LAfmax LAsmax

４５ U．５５ ３５ 哌．２５ ４６ x．６３ ３８  ．１８ ４９ *．４０ ４７ C．２９

４３ U．５４ ３３ 哌．２９ ４５ x．８４ ３７  ．５３ ４９ *．０３ ４７ C．０４

４１ U．５５ ３３ 哌．８０ ４２ x．６９ ３６  ．６６ ４７ *．１２ ４５ C．９０

４１ U．７０ ３３ 哌．０６ ４３ x．１５ ３７  ．１６ ４７ *．５７ ４５ C．６０

４４ U．０２ ３４ 哌．５３ ４５ x．４４ ３７  ．８５ ４９ *．３３ ４７ C．５０

４４ U．８７ ３５ 哌．５６ ４６ x．７７ ３７  ．８２ ４９ *．５８ ４８ C．２３

４４ U．７４ ３４ 哌．２６ ４５ x．００ ３５  ．４１ ４９ *．３５ ４７ C．４１

４４ U．９２ ３４ 哌．４１ ４５ x．２４ ３５  ．４５ ４９ *．７９ ４７ C．８４

４４ U．０２ ３３ 哌．９７ ４５ x．３８ ３５  ．１５ ５１ *．４７ ４８ C．８６

４４ U．７１ ３４ 哌．１９ ４６ x．９６ ３７  ．４４ ４８ *．７４ ４８ C．６５

2 ．4 　几种评价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进行不同评价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目的是通

过比较能够得到确切反映地铁运行引起室内二次辐

射噪声的评价量和相应的计算方法 。

表 2 　评价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评价量 LAeq２５０ LAeq２５０ ，２m LAeq２０k LAeq２０k ，２m LAfmax LAsmax

LAeq２５０ － ０ ~．８２０ １ ０ 苘．７４９ ４ ０ ;．２９３ ８ ０ 櫃．６２６ ８ ０ 貂．７４８ ２

LAeq２５０ ，２m ０  ．８２０ １ － ０ 苘．６０１ ８ ０ ;．６８３ ９ ０ 櫃．２０８ ９ ０ 貂．４８７ ５

LAeq２０k ０  ．７４９ ４ ０ ~．６０１ ８ － ０ ;．４０８ １ ０ 櫃．６０４ ４ ０ 貂．７５５ ８

LAeq２０k ，２m ０  ．２９３ ８ ０ ~．６８３ ９ ０ 苘．４０８ １ － ０ 櫃．３５８ ５ ０ 貂．３４４ ８

LAfmax ０  ．６２６ ８ ０ ~．２８０ ９ ０ 苘．６０４ ４ ０ ;．３５８ ５ － ０ 貂．８３８ ７

LAsmax ０  ．７４８ ２ ０ ~．４８７ ５ ０ 苘．７５５ ８ ０ ;．３４４ ８ ０ 櫃．８３８ ７ －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 ，LAfmax与 LAsmax的相关性最
大 ，为 ０ ．８３８ ７ ，说明使用快挡和慢挡计算 LAmax的差
别不大 。 LAeq２０k ，２m与 LAeq２５０的相关性最小 ，为 ０ ．２９３ ８ ，

这说明背景噪声的高频成分对各评价量之间的相关

性影响很大 ，LAfmax 、LAsmax 与 LAeq２５０ 的相关性低于
LAeq２５０与 LAeq２０k的相关性 ，说明 LAfmax 、LAsmax比 LAeq２０k
更容易受到突发噪声的影响 。因此 ，对于地铁引起

的室内二次噪声来说 ，由于背景噪声高频成分对于

真实的二次噪声影响很大 ，应采用 １６ ～ ２５０ Hz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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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效声级 LAeq２５０或者 １６ ～ ２５０ Hz 范围内的最大
声级 ，不宜采用全频段的等效声级或者最大声级作

为评价指标 。

4 　结 　论

通过对地铁运营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特性

实测结果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地铁引起

室内二次辐射噪声来说 ，９０％ 左右的测点其 LCeq －
LAeq ＞ ２０ dB ，说明地铁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是

低频噪声 ；地铁运行引起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主要

频段在 １６ ～ ２５０ Hz范围内 ；使用 １６ ～ ２５０ Hz 频率
段的 A 声级来评价地铁运行引起的室内二次辐射
噪声的大小是比较准确的 ；对于地铁引起的室内二

次噪声来说 ，由于背景噪声高频成分对于真实的二

次噪声影响很大 ，应采用 １６ ～ ２５０ Hz 范围的等效声
级 LAeq２５０或者 １６ ～ ２５０ Hz范围内的最大声级 ，不宜采

用全频段的等效声级或者最大声级作为评价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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