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染色或偏到某些方向 匕 另外
,

还可能会听

到与信号相关 (随着信号强弱而变化 ) 的或不

相关 (与信号有无无关 ) 的多余的突来的或持

续的怪声
.

总之
,

声象环境 自然度是将评判立

体声质量的优劣进一步推向多维角度的一个尺

度
.

立体声既然是多维信息的
,

就应该从多维

角度衡量它的优劣
,

这是立体声评价的最大特

征
.

以上根据决定立体声质量的最关键的特殊

点提出的两个评价立体声节目和系统优劣的附

加项 目
,

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

另外
,

现代立体声技术已大多离不开数字

声频技术
,

其中数字信号处理是它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

前已述及
,

数字声频技术 (包括数

字信号处理 ) 有许多优点
,

但也不能过份夸大

它优势
.

数字声频技术引人到声频领域遇到的

最大问题就是数字声频信号频带太宽
,

因而需

要将其编码压缩
.

压缩编码以及信号变换时就

有可能引人不符合听觉规律的多余信息
,

或丢

失听觉所需的某些信号
,

这些都会使立体声听

觉效果产生畸变
.

一旦发生 了信号误码
,

数字

声频则成为非常讨人厌的声响
,

对于立体声
,

还 可 能产生 声象 畸变
,

这 一 点数 字声频

要 比模拟声频差
.

另外
,

数字声频信号转变

成模拟声频信号后 的 一 个突出特征是
,

信

号越弱其非线性失真越大
,

然而声频信号中决

大多数是相对较弱的信号
,

因而在聆听数字声

频节目时
,

大多数时间是处在信号非线性畸变

较大的时刻
,

使得数字声频信号变得
“

粗糟
” ,

它的音质不如模拟信号那样纯净
.

解决这个问

题
,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取样量化层的精度
,

即增加数字信号的码位
,

但这又使数字信号本

来已显太宽的频带又加宽了
,

于是再进行码率

压缩
,

进人自我循环的
“

怪圈
” ,

这条路也是

不平坦的
.

人的听觉对信号的非线性十分敏感
,

是不适宜用非线性量化取样编码的办法来解决

弱信号非线性增大的
.

近些年提出一些办法
,

在线性取样的基础上增加不多的码位来解决弱

信号的非线性
,

并且已有一些产品问世
,

但它

们的听感改善并没有达到事先预期的那样好
.

看来数字声频技术尚有一段不算短的路要走
.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有关立体声的科学分类
、

质量

评价
,

并分析了现代信号处理技术的引人使立

体声产生的飞跃及其问题
.

这些是笔者在多年

对立体声以及声频技术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不成熟的综述
,

谨供同行们研究立体声问题时

参考
.

参考文献因众多从略
.

上海一 香港噪声控制工程技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由上海市声学学会
、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噪声与振

动控制委员会和黄浦区科协共同举办的上海 一 香港噪

声控制工程技术研讨会 199 5年 7 月 7 口在上海举行
.

上

海市声学学会理事长冯绍松教授
、

香港声学学会主席

康冠伟博士和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噪声与振动控制委员

会主任章奎生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

会上首先由 N A P (纳普) 声学工程 (远东 ) 有限

公司姚景光总经理介绍 了 N A P 产品及工程设计实例
,

他们在澳洲
、

香港
、

台湾和中国大陆承接过许多噪声

治理工程
,

均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

典型产品有管

道消声器
、

消声百叶窗
、

排气消声器
、

隔声罩
、

隔声

「J等
.

随后康冠伟博士介绍了高速道路声屏障
、

香港

新机场
、

旺角火车站
、

香港最高建筑— 中环广场等

的噪声和建声方面的控制实例与经验
.

会上还就解决

热泵机组噪声污染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这次会议

开得圆满成功
,

通过研讨交流增进了沪港声学界的友

谊
,

加强了联系
,

提高了技术水平
.

(中国船舶工业急公司第少峪叶研究院 吕玉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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