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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压级均值计算方法对工业噪声检测结果影响的研究

湖南医科大学 (41 7 0 08)熊敏如 陈安朝 岁莎菲 孙亦形
*

吴必军
,

黄 曦
,

在工业噪声 测检中
,

常需要计算几个测点或一个

测点数次测量的声压级平均值
,

用以分析和 比较各侧

点噪声强度水平或防噪声设备效果
。

对于声压级均值

的计算方法
,

一般认为应按能量迭加原理和对数法则

进行 ; 但实际工作中常用算术均数计算
。

为此
,

我们比

较分析了几种不同声压级均值计算方法对检侧结果的

影响
,

现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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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
.

1 检测声源 化工机械厂某铆焊冷作车间
,

声 压级

随时间变化较大
,

属非稳态声源
。

1
.

2 检测仪器与读数方法 国产 sJ
一 1 型精密声级计

( sJ
一 1) 和日本产 R I O捧 N L 一 11 型精密积分声级计

(N L 一 1 1 )
,

均经声级计计量检测站检测合格
,

并在稳

定的实验声源下用N L 一
n 对 J S 一 1 的检测值进行标定

。

在车间中央布点
,

测量高度 15 0
mC

,

连续读取 50

个慢档 A声级 5 秒随机值
,

以 N L se l l 同步记录打印20

一 2 5个L e q ( 1 0秒 ) 值
。

1
.

3 声压级均值的计算与统计方法 对该测点声压级

分布状态作正态性检验
,

计算所测数据之算术平均值

(又 )
、

几何平均值 ( G )与声压级平均值 ( L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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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声压级频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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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声压级分布的正态检验
2 结果

2
.

1 测点声压级分布状态

测点 1声压级波动较大
,

最小声压级为 82d B ( A )
,

最大为 9 4 d B ( A )
,

全距 1 2
dB (A )

。

但以 s吸一 s s
dB (A )

出现较多
。

经正态性检验呈正态分布 (图 1
、

图 2)
。

2
.

2 三种均值法计算结果的比较 不同仪器同时点所

测数据 (n = 5 0) 之又
、

G与L m无显著差异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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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压级波动范围 ( △ L )与样品数量 ( n ) 对 L m 与

又差值 (L m
一

又的影响 n 一定时
,

L m 一又有随 △ L

增大而增大的趋势 ; △ L 一定时
,

L m
一 X有随 n增大

因而减小的趋势
;

但△ L ) 13 dB 时
,

即使n 二 50
, L m

一
又仍 > l dB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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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则计算
,

即 L m = L 总 一 1l0 g n (简算式 )
,

不能

用常规的加减乘除运算
。

从 Lm简算式可见
,

I
一

嗯不仅

受件的影响
,

△ L大小也影响计算结果
。

因为 L 总是根据

能量迭加原理迭加而成的
,

△ L 不 同
,

迭加 的量不同
,

L 总各异
。

例如 △ L = 。 ,

迭加量为 3 ; △ L = 5
.

7一 6
.

1 ,

迭加量为 1 , △ L > 19
.

1
,

迭加量为 。 。

算术均数用于

正态分布资料
,

其他分布资料也可用
,

它反映数据集

中趋势
, △ L 对 X 无影响

。

可见用X 和 L m计算所得

结果是有差别的
。

从本文提供的资料看
,

测点虽属非

稳态声源
,

但声压级波动范围 < 13 d B ,

呈正态分布
,

样品数较大
,

故X
、

G与L m 无明显 差别
。

表 2可见
,

当” 一定时
,

L m 一
又有随 △ I

,

增大而增大的趋势
,

△ L 一定时
,

I辽n 一又有随牡增大而减小的可能性
,

可

见在一定范围内 ( △ L < 10 d B
,

n ) 5)
,

声 压级均值

可用贾和 I
J

m 表示
.

鉴于又计算简便
,

建议以又表

示几个测点或一个测点数次测量的声压级平均水平
。

对于 △ L》 10 d B 的非稳态噪声
,

由于 L心 1与X 差 别

大于 l d B ,

超过仪表最小分度值
,

误差较大
,

不论样

品数量多大宜用L m表示声压级的平均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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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讨论

声压级均值可 以反映一组测量值的平均水平
,

作

为一组噪声强度测量资料的代表值
,

用于组间分析比

较
。

声压级均值的计算
,

从物理学概念看
,

声压级是

一种物理量
,

求和与平均应根据能量迭加原理
,

用对

(本研究得 到长沙市职防所徐 国范 医师
,

长沙 化工机械

厂职工医 院李凌宣医师大力协 助 , 数理统 计分析承 蒙我系卫

生统计学教研室黄正南教授指导
。

在此一并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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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道
·

第一届国际环境医学会议概况

第一届国际环境医学会议于 1 9 9 4年 2 月 2 3一 26 日 在德国杜伊斯堡 ( D u isb u gr )召开
。

会议组织工作主要由德

国杜塞尔多夫环境卫生 医学研究所筹办
,

会议主席由H
·

R u d e n 教授担任
,

第一副主席是 H
·

W
.

S c hl iP k 6 et r教

授
,

第二副主席是 H
·

B加 e n b e玛 教授
。

有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631 名代表参加 , 这些代表主要来自欧洲
、

美洲

及亚洲
。

德国代 表 5 06 名
,

占8 0
.

2 %
;

其次是捷克
、

奥地利
、

美 国的代表
;
中国有 5 名代表参加

,

主 要 来 自

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及煤炭部职业 医学研究所
。

会议开幕式之后主要进行大会交流及论文壁报展示 ( P o ` t e r)
。

大会专题报告有
: “

大气化学
”

及
“

向环境

免疫学的挑战
” 。

2 月24 一 25 日分别在 5 个分会场进行学术报告
,

主要专题有环境致癌物 23 篇
、

变态反应学与

流行病学 22 篇
、

流行病学与生物监测 22 篇
、

神经毒理学与实验毒理学 17 篇
,

水的卫生学 5 篇
。

2 月 26 日上午简短

闭幕式之后分别就被动吸烟
、

生物监测等 7 个课题进行专题讨论
。

这次学术会议除大会交流之外
,

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论文壁报展览 ( P os t e r) 数量多
、

质量及学术水平高
,

共展出 15 5份
,

分 n 个专题即职业医学
、

神经毒理学
、

环境医学疾病
、

测定与分析方法
、

室内空气与水的卫生
、

生物监测
、

变态反应学
、

实验毒理学
、

癌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及流行病学
、

一般流行病学及环境管理等
。

中 国

代表共展出 5 份壁报
。

在这些壁报中
,

由专门评委会评审出 10 份优秀者受到了奖励
。

〔王 文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