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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噪声主观评价中闭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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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环境噪声主观评价的模糊性

区域环境噪声是一个功能区或地区中所

有 自身或周围反射的噪声组合
�

这种噪声干

扰着人们的休息
、

学习和工作
�

由此产生的

环境噪声效应一般可分为三类 � 生理效应
、

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
�

噪声所引起的心理效

应主要是指烦恼以及对睡眠
、

谈话和思考的

干扰
�

由于人们的性别
、

年龄
、

职业
、

健康状

况以及情绪的不同
,

对于环境噪声的心理效

应各不相同
,

有些人敏感
,

有些人迟钝
�

因

此
,

在同样的声学环境下
,

人们对周围环境

噪声的主观评价就不可能相同
�

这种主观评

价表现的差异就是人们心理意识模糊性的表

现
�

以往在环境噪声的主观评价中一般是根

据心理物理法原则进行调查的
�

这种方法是

采用噪声引起的烦恼和影响各类活动程度的

等最表法
�

在中等强度范围内
,

以 ”外 烦恼

概率相对应的噪声级作为从安静过渡到吵闹

的分野
,

从而得出区域环境噪声烦恼度的阑

限值
�

实际上环境噪声的主观评价是环境噪

声作用于人们的感官
,

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

对于环境噪声反馈信 息
,

其中伴随着错综复

杂的关系和模糊性
�

人的主观意识不是简单

的二值逻辑
,

而是一种不明确的连续值逻辑
�

所以
,

在环境噪声主观评价调查中
,

人们对

于安静和吵闹的阖限值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的
�

为了较合理全面地反映不同区域人们对

环境噪声主观评价的反馈信息
,

得到区域环

境噪声烦恼度的阂限值
,

模糊数学显然是一

种更为合适的处理方法
�

二
、

区域环境噪声烦恼度闻值的确定

�
�

烦恼度主观评价的统计

区域环境噪声主观评价的调查
,

一般是

以信访方式或研究者亲临到 户 发调 查 表 的

方式进行的
�

采用噪声引起烦恼和影响各类

活动程度划分等级
,

对所有调查项 目的主观

反应值进行数理统计处理
,

就得到表征调查

点的物理量与相应调查对象的主观反应量的

统计表
�

表 � 是对一居民文教区进行环境噪

声主观评价调查而得到的 �� � 人烦恼度的主

表 � 烦恼度主观评价统计表

中中心声级级 序号号 评 价 等 级级 同声级须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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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评价统计表
�

调查点的噪声级用 �� � � �口�

精密声级计和 �� � � � � � 噪声级统计分析 计

等设备
,

按我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检

测规范测量
�

调查表发送范围只限于客观测

试点及其近邻的居民
,



� 卷 � 期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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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区域环境噪声烦恼度阑值必须全面地反

映这些信息
�

我们认为
,

烦恼概率的数学期

望

� � � 艺�
,�

�

�� �

就是该区域环境噪声烦恼度阑值 �
�

�� � 式

中 �
、

为序号为 � 的中心声级值
, 尸为各烦恼

概率之和
�

因此
,

表 � 中环境噪声烦恼度阂

限值为
�

全
、忍

�,

�

艺�

�
�

烦恼度量的隶属度

表 � 中烦恼度量分为五个等级
� “
安静

” 、

“比较安静
,, 、 “
闹

” 、“很闹
”

和
“

不可容忍
” �

这

些等级表示了人们对于调查点环境噪声的烦

恼等级
�

这些等级是一个典型的模糊语言集

合
�

这个集合中的语气算子就是烦恼度量
�

为了确定模糊集中的元素所具有的烦恼

度量的值
,

必须求出它们各 自的隶属度
�

解

决隶属度的问题有多种方法
,

心理量表法是

其中的一种方法
�

我们用心理量表法的逐级

估量
,

经过调查得到烦恼度量的隶属函数为

� 一 �� 安静十 �
�

� �比较安静十 �
�

� �闹

� �
�

�� 很闹� �
�

�� 不可容忍 � � 

�
�

烦恼概率

区域环境噪声主观评价调查中所得到的

信息不仅包含着模糊性
,

而且还包含着随机

性
,

而这种模糊性与随机性是可以互相渗透

的
�

求各个声级下的烦恼率就是模糊事件的

概率
�

以每一声级中各个烦恼度量等级出现的

频数分别乘以与其对应的烦恼度量的隶属度

后求和
,

再除以同声级的频数和
,

就可得到

这个声级的烦恼概率
�

用公式表示即可写成

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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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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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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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 � �
�

�� 十 � �
�

� � 十 � �
�

�斗

� � �
�

� � � � � �

� � 刀� � 十 �
�

� � 刀 �� � � �
�

� � 刀 ��

� � �
·

� � � � � � �
�

� � 刀 � ,

刀� �
十

� � �
十

� � �
十

� � �
�

刀巧
�� �

式中 � 表示序号为 注的中心声级 的 烦 恼 概

率
, 。 , � 、 , � 刁、 。 , � 、 � , � 、 � � ,

分别表示 同一声级下

“安静
” 、“

比较安静
, , 、 “

闹
” 、 “很闹

”

和
“

不可容

忍
”

五种评价等级出现的频数
�

把表 � 中的

数据代人 � � � 式进行计算
,

就得到各中心声

级的烦恼概率依次为
�

�,

一 � �
�

� � �
,

几 � � �
�

� �务
, �� � � �

�

� � 多
,

�� 一 � �
�

� �多
, � � � � �

�

� �多
,

�� 一 夕�
�

� � 并
,

几 � � �
�

� �务
�

�
�

烦恼度闭值

各个中心声级下求得的烦恼概率已经综

合了该声级下调查对象的主观反应信息
�

因

三
、

主观评价量的 � ��� � 检验

区域环境噪声主观评价调查所得到的资

料是以等级分组的半定量资料
�

各调查点的

等效声级又以一定的梯级按中心声 级 归 类
�

所以
,

对于各中心声级下得到的主观评价调

查结果应当进行检验
,

以便为正确地分析所

确定的区域环境噪声的烦恼度阂值和环境噪

声标准的制订提供依据
�

由主观评价得到的按等级分配的计数数

据是离散型的
,

因此不宜用 �
检验或 尸 检验

�

而 �� �� � 检验却可以把这种数据经过一种特

表 � 标准组 � 值的计算
二。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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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变换 �即 �� �� � 运算 �
,

转化成一组连续

型的计量数据
,

而后即可按普通的 , 检验或

尸 检验进行处理
�

对于本例
,

由于中心声级为 �� � � �� � 的

一组主观评价量是同声级频数和最大而且各

等级均有一定频数的组别
,

所以定为标准组
�

标准组中各等级的 �� �� � 值 �简称 � 值 �可按

表 � 进行计算
�

平均 � 值的计算公式为

� 卷 � 期

艺
� , , � ,

风 一 止于
一

一
艺 勺

�� �

式中 反
,

表示序号为 ‘的中心声级 的 平 均 尺

值
,

衍 ,

表示该声级下评价等级为 � 的频数
,

R
,

表示评价等级为 j 的 R 值
.

因此
,

标准组的平均 R 值为

15 X 0
.
0斗4 + 8 9 X 0

.
3斗6 十 57 X 0

.
770

天
、

一 一土兰丝卫望互翌卫二全兰鱼夕)丝一一一一
172

~ 0
.
5

其他各组的平均 R 值同样可以依表 2 得

到的 凡 依 (4) 式进行计算
,

再与标准组的平

均 R 值进行比较
.
由于 Ri di t 检验的理论根

据是经 R 值转换后原分布转为 。一1的
“

均匀

分布
” ,

均匀分布标准误为

限可用下式计算
:

1

了i云丁
因而可信

各组的平均 R 值和 95 多 可信限的计 算 结 果

列于表 3
.

表 3 得到的平均 R 值也具有烦恼概率的

意义
.
如以中心声级为 55d B (A ) 的主观 评价

量为标准组
,

中心声级为 70dB (A ) 一组的平

均 R 值为 0
.
8 83 2

,

即意味着 70d B (A ) 的声学

环境比 55dB( A ) 的声学环境人们 感 觉的 吵

闹程度大的概率 为 88
.
32外

,

也 就 是 10 0 人

中约有 88 人在 70d B (A ) 的声学环境中觉 得

比 55dB (A ) 的声学环境吵闹
.

在上面的基础上
,

我们就可以对各中心

声级下人们主观评价的结果 进 行 显 著 性 检

验
.
因为本例中心声级梯级分成 7 组

,

要进

行总比较就要进行 尸 检验
.
根据数理统计

研究的结果
,

12 艺
n、

( 反
;
一 0

.
5)

,

近似地服从

自由度为 I一 1 的分布 (j 为组数)
.
因此

x ,
~ 1 2

[
9

(
0

,

2 3 0 7 一 0
.
5)

,
+ 7 4

(
0

.

3 8 8 7

一 0
.
5 )
2 + 172 (0

.
5 一 0

.
多)
2

+ 1 1 9 ( 0
.
5 7 9 0 一 0

.
5)

二
十 28 (0

.
5 887

一 0
.
5 )
2 + 13 (0

.
883 2 一 0

.
5)
2

+ 34 (0
.
889 5 一 0

.
5)

,

]

一 115
.
19

df 一 7 一 l 一 6
,

查 尸 值 表
,

裔 , L
一

9
.
2 10 34 ,

今 x
,

一 115
.
19 > 9

.
21034 ,

则 P <

0
.
0 1 ,

说明各中心声级之间主观评价结果的

差异非
‘

常显著
.

表 3 各组平均 R 值及可信限

中
』
合声级
d B( A )

平均 尺值 (尺,
)

9多% 可信限

::

: :

0 .23{)7

0 。

3 8 8 7

O

。

5

0

.

弓7 9 0

l).5 8 8 7

1) 。
8 8 3 2

f )

.

吕8 9 弓

0
.
0 考从2一O

。

4 2 3 2

O

。

3 之1 6
~
一 O

。

4 多58

戈)一子5 6 0一0
.
弓4 4 0

0
。

多2 6 1一0
。

6 3 1 9

0

。

4 7 9 6 一(〕
。

6 9 7 8

0

。

7 2 3 1 一1
.0433

0 .790多一0
。

9 8 8 5

9 5 外 可信限一 R , 士 Z X
1

了正石

~ R 士 ( 5 )

四
、

结 束 语

环境噪声是环境中各种噪声直射或反射

的综合效应
,

这种效应直接反映在对人群的

影响上
.
因此

,

人群在某种意义上是充 当了
“

环境噪声感受器
” .

人群对于周围环境噪声

的主观评价就是这个感受器所反馈 的信 息
.

这些信息是制订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科学依

据
.
本文用模糊数学综合处理了所 有 的 信

息
,

给出了各中心声级下反映的烦恼概率
,

并

以此加权平均
,

就 自然地得出区域环境噪声

烦恼度的阂限值
.

而心理物理法把调查得到的离散的在一一一3ni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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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范围内分布的主观评价量
,

回归成某种连

续的曲线
,

在求烦恼概率时又把评价等级中
“

闹
” 、

当良闹
”

和
“

不可容忍
”
都视为吵闹来处

理
,

因而丢失了许多信息
.
最后心理物理法

又统一取 50 外 的烦恼率对应的声级 作为 阑

值的分野
,

也表现得过于简单
.
因为回归后

的曲线如果是利用了所有的烦恼率 的 信 息
,

得到的一般是 s 形的逻辑斯谛曲线
,

而且这

些曲线基本上不是对称的比耳曲线
,

而是不

对称的龚伯茨曲线
.
其拐点不可能处在烦恼

率为 ”多 的曲线上
,

而拐点处显然是阂限值

之所在
,

因此
,

建议用本文建立的方法来确

定区域环境噪声主观评价中的烦恼度闭值
.

此外
,

主观评价的调查结果对于给出合

理的闽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因此必须进

行显著性检验
.
对于按等级分配的离散型的

计数数据
,

Ri d 让检验是一种适宜的方法
,

在

主观评价中可以得到较好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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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与硒在植物体内的相互作用

杜 式 华 于 志 洁
*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系)

硒 (Se)是生物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
.

许多试验表明
,

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动

物免受或少受汞 (H g) 的危害
. P ari ze k 和

O stadolova工‘, 曾报道
,

亚硒酸钠可以非常有

效地降低汞对老 鼠的 毒 害 作 用
. K oe m an

等『ZJ用海洋哺乳动物
,

o hi 等r刊月金 枪 鱼 所

做的试验结果
,

也都说明硒对汞毒性的限制

作用
.
目前

,

人们正致力于研究这种颜顽作

用的机理
.

以植物为材料所做的汞和硒领顽性试验

还不多见
. G eirid F isk esjo〔‘, 曾用洋葱进行

试验
,

观察根的生长及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
.

结果表明
,

亚硒酸钠对于甲基汞的毒性无任

何领顽作用
.

本试验探讨 了植物体内无机汞 (H g cl
‘

)

和硒 (N a
:S eO 3) 的相互作用

,

观察了小麦和

玉米的发芽率和根苗生长 ; 测定了过氧化氢

酶活性的变化
。

这种酶的活性能被 汞 抑 制

(S ohl er 等 〔”
)

.

我们认为
,

对于观察硒的解毒

作用
,

这是一个较为灵敏的指标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植物材料

选用禾本科植物玉米(品种
“

玛
:义 M

。
1 7 ,’)

和春小麦(品种“津春 5 号
”

) 为试验材料
.
每

处理各用种子 20 0粒
,

置垫有两层滤纸的培

养皿中
,

在 25 ℃ 温箱内进行培养
.
为保持水

分
,

隔日向培养皿内添加一次适量的各该溶

液(见试验处理 )
.
第七天调查发芽率

,

然后

任取 30 株幼苗测定根长和苗高
.
再各取 0

.
沦

幼苗测定过氧化氢酶活性及地上部分组织汞

含量
.

2
.
试验处理设置

在进行两种元素的复合试验之前
,

我们

* 为本校化学 系 1985 届毕业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