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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客观测量与主观评价

安泽华

(安徽广播电视台广播技术办公室，安徽合肥 230071)

【摘 要】: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不仅受系统设备技术指标的影响，还受音源品质、节目类型、接收地点的覆盖情况

和电磁环境、接收终端等非客观指标因素影响。通过对安徽交通广播信号传输通道的指标测试和主观测评，介绍了

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主客观测评标准，分析了影响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因素，并从节目采访、录制、播出、传输、发

射等环节提出改善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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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要想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不仅节目内容、节目形式要

能吸引听众，播出节目的声音质量也同样重要。如果播出的节目声音差，如声音干涩、发闷、刺耳，背景噪声大，声音失真，

内容再好的节目也无法吸引听众，影响广播的收听率。

广播节目的声音质量，是指经采访、制作、播出、传输、发射后的声音信号的保真度。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评价方法分为

客观测量和主观评价两种。客观测量，即按照国家颁布的广播系统技术标准，测试广播节目录制、传输、发射等技术环节的相

关技术指标，如信噪比、失真、频响、调制度、场强等。这种用仪器测量的方法，特点是用准确、客观的数据来表示系统的性

能。但实际上声音质量的听觉结果有时与客观测量结果有出入，并且很多参数无法用仪器测量，如声音的丰满度、柔和度、清

晰度、层次感、明亮度等。因此，音质效果最终还得由人耳的听觉作主观评判。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主观评价，即按照国家颁

布的广播节目声音主观评价相关要求，评价人员根据自己主观的听音感觉，用一些特定的专用词汇来形象化地表达自己听后的

感觉，按照五级评分进行评价。声音质量的主观评价是一项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心理学、生理学和专业人员的经验素养等。

下面就对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主客观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阐述。

2 广播节目声音质量客观测量标准和方法

(1)衡量广播技术系统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
［1］
。

客观测量广播声音质量的技术指标常见有信噪比、失真度、频响、声道隔离度、场强、响度等。

信噪比用来表示信号与噪声电平的分贝差，用 S/N 表示，通常用分贝(dB)来计量，信噪比高意味着声音“干净”。

信号失真可分为谐波失真、互调失真、相位失真、交越与削波失真，谐波失真主要引起声音发硬、发炸或发酸的感觉，互

调失真主要产生于发射机末端及天馈系统，相位失真主要产生于广播节目制作环节，影响中频声音层次和声像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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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响应是系统输出电平随频率变化的特性，简称频响，通常描述频率响应要指明工作频率范围和不均匀度。

声道隔离度，是指不同声道间立体声的隔离程度，用一个声道的信号电平与串入另一声道的信号电平差来表示，差值越大

越好。

另外，广播发射机的场强和调制度也直接影响广播的收听质量。场强是指单位长度的天线在空中某点处感应电信号的大小，

为保证良好收听，调幅广播可用场强需 66dB，调频广播需 74dB。广播调制度的增加，直接影响无线广播的覆盖范围和声音的响

度，响度就是调制信号有效值大小，人耳的听觉主要取决于信号的有效值。

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颁布广播系统广播声频通路技术指标等级，如表 1 所示。

(2)广播技术系统通道测试方法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技术维护规范，对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信号传输通道进行指标测试。

信号发生器在直播室调音台前端送不同频率的测试信号，经总控机房的音频处理器和音频分路器，进入光纤传输通路。在

发射机测试端，利用调频广播综合测试仪和音频测试仪，测试交通广播信号传输通道技术指标。测试系统方框图及测试数据如

图 1 和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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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测试数据可知，交通广播信号左右通道频率响应、左右声道电平差和相位差、单声道和立体声信噪比均为甲级，但

高频失真较大，在 6000Hz 时达到 2．98%。

3 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主观评价标准和方法

3．1 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主观评价标准

广播节目主观评价是评价人员根据自己主观听音感觉，用一些特定的专用词汇来形象化地表达自己的听后感觉，并用数字

量化，得出主观评估结论
［2］

。通常是从广播节目清晰度、丰满度、圆润度、明亮度、柔和度、真实度、平衡度和总体音质等 8

个方面，按照 5 级计分制进行评判，具体评价标准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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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主观评价方法

为了体现主观评价的科学性，笔者对交通广播播出的新闻类、音乐类、热线互动类等不同节目的内容，选择在信号传输链

路上的直播室输出、广播总控、发射机前端以及开路接收等环节，主观感受不同类型节目的收听差异，样本采集链路见图 2。试

听人员由录音员、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技术人员、总监等 15 人组成，试听室的混响时间为 0．5s(500Hz)，环境噪声低于 40dB，

取样本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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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通广播三档节目的主观测评，在不同节点，直播间收听为 4．41 分，总控收听为 4．15 分，发射机收听为 3．99 分，

开路收听为 3．84 分，主观评价统分表见表 5。

通过对交通广播信号传输通道技术指标测试，以及对三组节目的主观评价，笔者认为:

(1)广播节目主观评估不仅受广播技术系统设备指标的影响，还受音源品质、技术环节的工作状态、听音环境等非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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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

(2)客观技术指标测量是判定设备技术质量的手段，也是广播节目主观评价的基础，技术设备的工作状态，直接影响主观评

估效果。

(3)主观评测是音质评价的最终判据，但一致性欠佳，不同的个体对音源样本的主观评估有差异，不同的节目源，也会影响

主观评估的效果。

(4)广播音质的主观评测与客观测量技术指标之间关系复杂，不能直接等同，但两者间有密切的关系，如高频失真大，引起

声音毛糙、坚硬和浑浊。

4 提高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有效措施

通过对广播节目链路通道技术指标的客观测量和声音质量的主观评价，笔者认为广播节目声音质量不仅受系统设备技术指

标的影响，还受音源品质、节目类型、接收地点的覆盖情况和电磁环境、接收终端等非客观指标因素影响。广播节目播出质量

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广播节目的采访、录制、播出、传输、发射和收听等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

为提高广播节目的声音质量，须采取以下措施
［3］

:

(1)合理调整技术系统参数，保证设备运行在最佳状态。

高质量的技术系统是保证广播节目优质播出的基础，也是提高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必要条件。

①调整传声器拾音点和调音台工作参数，使调音台主输出电平处于线性状态。

②合理设置音频处理器参数，规范调音台输出、总控音频矩阵、音分的接口电平和阻抗匹配，保证播

出通道技术指标甲级标准。

③定期对传输通道编码器、解码器进行电平校正，及时掌握数/模转换对音频电平、频响及相位的影响，保证传输通道指标

达甲级。

④校正激励器输入、输出电平，设置与输入电平相对应的调制度，定期对发射机系统进行维护，保证发射机系统技术指标

达甲级。

2)制定节目音频质量标准，保证播放节目音源的高质量。

为保证播出节目信号在各环节都符合技术要求，必须规定整个系统工作电平要求，并尽量使用高质量音源。

①规范录制节目信号电平值。统一各录制机房调音台满刻度电平值，制定语言类节目和音乐类节目的峰值电平、平均电平。

②规范直播室调音台输出信号电平值和均衡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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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节目部门应提供高质量节目源，对交流节目须经管理部门预审，确保技术质量达到要求，方可播出。

(3)加强对采、编、播人员培训，提高操作技能。

①记者采访时传声器的正确使用，采访机录音参数的正确设置，保证节目源的质量。

②编辑必须严格按照录播节目技术质量标准制作节目。

③节目主持人应防止近距离发声时，突爆气流导致传声器输出产生非线性失真;广播节目主持人注意控制好调音台各声道及

主输出电平，严格按照直播室调音台输出信号电平值和均衡设置参数进行播出。

(4)建立节目质量监督和考评机制。

提高广播节目声音质量，必须从低频到高频提高每个环节的播出质量，必须制定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对全台节目制作、播

出、传送、发射全部流程进行质量监测和管理，同时建立由记者、主持人、技术人员、广播总监组成的专家库，定期对各频率、

各时段的节目进行随机抽样收听，对节目质量进行考评。

总之，对广播节目声音质量的评价除了要求符合一定的技术指标外，还应通过人的听感得出主观的评价。客观测量是广播

节目评价的基础，主观评价是听觉感官的最后结果。另外，提高广播节目声音质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从节目的采访、

录制、播出、传输到发射，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加强声音的质量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节目播出的整体质量水平，才能提升

广播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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