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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一种称为多级估量 的新型类别量表
,

经验地揭示 了噪声烦恼 度 的

可 能 /0 12
2 343 53 67 8性质

,

并且给 出 了对应 于一个烦恼类别过渡到下一个烦恼类

别 的利激临界值的定义
。

据此得到
“

较安静
, ,

与
“

闹
” , “

闹
”

与
“

很闲
” , “

很闹
”

与
“

极

闹
”
两两 间的临界值分别 为9 :

、

;: 和−< 分贝
。

最后 还探讨 了烦恼度 与噪声之间的

心理物理函数关系
。

前 言

噪声对环境的污染 已经成为一种公害
。

它不仅损 害人的听力
,

而且还引起 烦 恼
。

圃
此

,

噪声烦恼度的测量
,

日益成为经验科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

一些文献 己报道了有关
=

工作>,
,

=
。

烦恼与不烦恼的界线是一个感 觉阂限的问题
,

而更烦恼与极烦恼
,

则是闭限上的不同

感觉类别
。

在传统上
,

前者被认为是心理物理法的测量任务
,

而后者则属于心理量表的范

畴
。

能不能将两者统一在一种测试方法之 中
,

这是本文所要追求的 目标之一
。

诚然
,

古典的类别量表很容易被用来实现所述的目标
,

但是
,

正如有关评论文 章所指

出的那样
= “

古典类别量表的一个公认缺点是往往不能反映实际的感觉增长
” 5:?

。

一 个可能=

的解释是
,

在性质上
,

感觉属性是可能性的
, , /0 1 2 2 34 3536 78

,

而不是概 率的/0
≅ 1 4 Α 4 35367 8

。

后者则是古典的测量方法的基础
。

关于烦恼度性质的这一解释也正是本文所关乙的基本
Β

理论假设
。

实验方法与仪器

实验刺激录自某交通枢纽的实际交通噪声
。

噪声强度分别选定为 等 效 连 续  声级
·

�9
、

; 9
、

; 9
、

了9和 −9 分贝
,

由 Χ ΔΕ Φ Φ Φ < ;积分精密声级计所测定
。

每个噪声级的刺激持续时
‘

+8 本文于 + Γ Η;年+<月 � 日收到
Β

� 感 谢方至
、

王乃 怡同志的协助
。

二 可能性概念参见Ι Α ϑ ΚΛ
,

(
�

 
� = ΔΜ Ν Ν 7 ∃Κ6 2 Α 2 Α Η Α 2三9 Ο1 ≅ Α Ε 五Κ1 ≅ 7 1 Ο # 1 22343536 7

,

ΔΜ Ν Ι 7 ∃Κ 62 Α Π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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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四分钟
。

试验场所是一间 � 火 ; Θ
<

的隔音室
。

背景噪声低于 :9 分贝
。

录声 磁 带 重放

可在室内形成一近似均匀的混响场
。

声场由一台 Χ ΔΕ ∋Φ Φ < ;脉冲积分精密声级计监视
。

烦恼作为噪声引起的因变量
,

采用多级估量法评量沙 ;+
。

该量表包含两维
=
一维是有

序的感觉类别量表 Ρ 一维是反应的肯定度
。

感觉类别分为安 静
、

较安 静
、

闹很 闹
、

和 极
‘

闹
。

各类别分别定义如下
=

安静—未感觉到有噪声
,

较安静
—

感觉到有噪声
,

但不烦恼
Ρ

闹—
一

产生烦恼
,

但可忍受
Ρ

很闹
—

烦恼达到难以忍受
Ρ

极闹
—

烦恼至不可忍受
,

望立即解除
Ρ
反应的肯定度分为坚决

、

基本和少许
,

分别属

于赞成与反对两种态度
。

实际评量操作是以实验表格形式来进行的
。

表 + 评量烦恼体验的多级估最表格么

一一一一巨典逻翼斗二幸竺Σ
极 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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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的数 址化参见文献〔− 〕

使用该表格的操作要点是
,

首先在给定 的五个烦恼类别中
,

确定一个最符合对该噪声

谏Ψ激体验的类别
,

并选定适当的反应肯定度等级
,

在相应的小格里标上
“

丫
” Ρ 然后

,

对其邻

近两个类别作对偶判断
,

以便确定赞成 与反对的肯定等级
,

同样
,

在相应的小格 内 以
“

丫
”

表明 Ρ 照此做法
,

直至全部烦恼类别评量完毕
。

该实验表格的登记规则
,

概括起来说
,

就是务必在每一列 /每个类别8上
,

作一 次 且仅

作一次挑选
,

不得有一列上空着或作二次挑选
。

参加该实验的人员共有:; 人
,

年龄在<Ζ 至 �Φ 岁之 内
,

全部是知识分子
。

他们无耳科疾

病
,

听力正常
。

所有被试者集体参加实验
。

实验期间不得有任何外加声音出现
。

一个噪声刺激体验

完毕
,

即刻填写给定的实验表格
。

然后
,

接受下一个噪声刺激
。

表格填写完毕之后不得修

政和参考
。

整个实验需时一个小时
,

中间略有休息
。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一
、

在各烦恼类别上
,

给定噪声引起的反应肯定度分布

图 + 示出了一名被试者对
5

一个特定噪声级刺激所作的一次反应
。

这种反应的特点表

现在各烦恼类别上有不同的肯定度
,

即一个集值
,

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单值
。

这个 事 实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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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四分钟
。

试验场所是一间 � 火 ; Θ
<

的隔音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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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室内形成一近似均匀的混响场
。

声场由一台 Χ ΔΕ ∋Φ Φ < ;脉冲积分精密声级计监视
。

烦恼作为噪声引起的因变量
,

采用多级估量法评量沙 ;+
。

该量表包含两维
=
一维是有

序的感觉类别量表 Ρ 一维是反应的肯定度
。

感觉类别分为安 静
、

较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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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闹—
一

产生烦恼
,

但可忍受
Ρ

很闹
—

烦恼达到难以忍受
Ρ

极闹
—

烦恼至不可忍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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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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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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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表格的操作要点是
,

首先在给定 的五个烦恼类别中
,

确定一个最符合对该噪声

谏Ψ激体验的类别
,

并选定适当的反应肯定度等级
,

在相应的小格里标上
“

丫
” Ρ 然后

,

对其邻

近两个类别作对偶判断
,

以便确定赞成 与反对的肯定等级
,

同样
,

在相应的小格 内 以
“

丫
”

表明 Ρ 照此做法
,

直至全部烦恼类别评量完毕
。

该实验表格的登记规则
,

概括起来说
,

就是务必在每一列 /每个类别8上
,

作一 次 且仅

作一次挑选
,

不得有一列上空着或作二次挑选
。

参加该实验的人员共有:; 人
,

年龄在<Ζ 至 �Φ 岁之 内
,

全部是知识分子
。

他们无耳科疾

病
,

听力正常
。

所有被试者集体参加实验
。

实验期间不得有任何外加声音出现
。

一个噪声刺激体验

完毕
,

即刻填写给定的实验表格
。

然后
,

接受下一个噪声刺激
。

表格填写完毕之后不得修

政和参考
。

整个实验需时一个小时
,

中间略有休息
。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一
、

在各烦恼类别上
,

给定噪声引起的反应肯定度分布

图 + 示出了一名被试者对
5

一个特定噪声级刺激所作的一次反应
。

这种反应的特点表

现在各烦恼类别上有不同的肯定度
,

即一个集值
,

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单值
。

这个 事 实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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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
“

较闹
”

到
“

闹
”

的临界值与社会调查所得的
“

闹
”

的阂值是颇为相近的 ><[
。

表 : 是集值统计与概率统计两条途径所得结果的比较
。

表 : 集值与概率途径所得烦恼类别之间的临界值 /闭值8 的比较

Β 飞霖
一个一一

一

单位
� 分贝

表 : 中
,

集值与概率统计两者相较
, “

闹
”

与
“

极闹
”

所得结果相同
,

而
“

很闹
”

就 相 差较

大
。

三
、

噪声级与烦恼度之间的心理物理函数

现成多级估量法所得经验数据求取评价函数的基本公式 6−∴

璐 肠

Χ 一习 !‘
导ς 习!

≅ 1 5 ‘� 邃

被用来直接估算烦恼度
。

其中
,

令!为各烦恼类别上 的平均肯定度
,

由实验所 得 Ρ

烦恼类别的赋值
,

参照有关语义量化的资料>,?
。

/ + 8

叹为 各

ς 尸
Ω

拼 ς
‘

,

了尹
夕

Β

肠肠 ;石 . 9 −9

砚声级 /分贝8 /ϑ日8

图 :
“

集值
”

的与
“

概率
”

的噪声

烦恼度曲线
Β

一
“

概率
”

的噪声烦恼度

—
“

集值
”

的噪声烦恼度

依据式 /+ 8计算的烦恼度作为纵 坐 标值
,

对着相应的噪声级作图
,

得到如图 : 所 示 的噪

声烦恼度曲线
。

图 : 中两种途径画得的相应曲线 比 较
,

都

是单调递增
,

但是
,

概率途径的曲线典型地呈现

为一条直线
。

后面一点与其它用相同途径所得

结果也颇相近 冈
。

对于后面这点
,

不能不从方法学上思 考这

样一种现象
= 用古典的类别量表所作的概率统

计处理
,

描述出的心理物理函数常常呈 线 性
。

现在更有理 由假设
,

其原因很可能就是 本 文开

头所说的
,

诸如烦恼度一类的心理量
,

在性质上

�

]]沙≅]匕
“场创狡

本来就是可能性的
,

而不是经典的概率 性 质
。

同时
,

概率途径与集值统计途径相比较
,

前

者仅只检测了集值中的峰值信息
,

实际上摒弃了其它可能信息
,

包括其次的和反对的那些

信息
。

这一点在本文所采用的多级估量法 中看得很清楚
。

古典的类别量表只是多级估量

法操作中的第一步
,

而概率途径仅仅是对其中的峰值分布进行统计
。

其结果就很可 能 造

成图 : 所示的差异
。

结 论

一
、

人对噪声 引起的烦恼度
,

本质上是可能性的
,

而不是概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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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利用多级估量法和集值统计能够经验地获得烦恼度的可能性分布
,

并且通过一定

的定义
,

能够直接地得到各烦恼类别之 间的临界值
。

在本文中
,

得到的临界值 如 下
= “

较

闹
”

到
“

闹
”

为 9 :分贝 Ρ “闹
”

到
“

很闹
”

为; 9分贝
Ρ “
很闹

”

到
“

极闹
”

为− <分贝
。

三
、

在本文中所得的烦恼可能性分布基础上
,

进而确定了一条噪声烦恼度心理物理函

数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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