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３．１８０
犃２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１２５１．１—２００８／犐犛犗７７３１：２００３

代替 ＧＢ１２５１．１—１９８９

人类工效学　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的

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

犈狉犵狅狀狅犿犻犮狊—犇犪狀犵犲狉狊犻犵狀犪犾狊犳狅狉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犱狑狅狉犽犪狉犲犪狊—

犃狌犱犻狋狅狉狔犱犪狀犵犲狉

（ＩＳＯ７７３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２００８０７１６发布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Ⅰ!!!!!!!!!!!!!!!!!!!!!!!!!!!!!!!!!!!!!!!!

引言 Ⅱ!!!!!!!!!!!!!!!!!!!!!!!!!!!!!!!!!!!!!!!!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定义和符号 １!!!!!!!!!!!!!!!!!!!!!!!!!!!!!!!!!!

４　安全要求 ２!!!!!!!!!!!!!!!!!!!!!!!!!!!!!!!!!!!!!

４．１　概述 ２!!!!!!!!!!!!!!!!!!!!!!!!!!!!!!!!!!!!!!

４．２　识别 ２!!!!!!!!!!!!!!!!!!!!!!!!!!!!!!!!!!!!!!

４．３　信号的复查 ３!!!!!!!!!!!!!!!!!!!!!!!!!!!!!!!!!!!

４．４　险情信号最大声级的推荐值 ３!!!!!!!!!!!!!!!!!!!!!!!!!!!!

５　测试方法 ３!!!!!!!!!!!!!!!!!!!!!!!!!!!!!!!!!!!!!

５．１　测量仪器 ３!!!!!!!!!!!!!!!!!!!!!!!!!!!!!!!!!!!!

５．２　客观声学测量 ３!!!!!!!!!!!!!!!!!!!!!!!!!!!!!!!!!!

５．３　主观测量方法 ４!!!!!!!!!!!!!!!!!!!!!!!!!!!!!!!!!!

６　险情听觉信号设计准则 ４!!!!!!!!!!!!!!!!!!!!!!!!!!!!!!!

６．１　概述 ４!!!!!!!!!!!!!!!!!!!!!!!!!!!!!!!!!!!!!!

６．２　声压级 ４!!!!!!!!!!!!!!!!!!!!!!!!!!!!!!!!!!!!!

６．３　频谱特性 ４!!!!!!!!!!!!!!!!!!!!!!!!!!!!!!!!!!!!

６．４　时间特性 ４!!!!!!!!!!!!!!!!!!!!!!!!!!!!!!!!!!!!

６．５　需从供应商获取的信息 ５!!!!!!!!!!!!!!!!!!!!!!!!!!!!!!

附录Ａ（规范性附录）　符号定义 ６!!!!!!!!!!!!!!!!!!!!!!!!!!!!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　有效掩蔽阈的计算 ７!!!!!!!!!!!!!!!!!!!!!!!!

附录Ｃ（规范性附录）　收听测试 ８!!!!!!!!!!!!!!!!!!!!!!!!!!!!

附录Ｄ（资料性附录）　险情信号举例 ９!!!!!!!!!!!!!!!!!!!!!!!!!!

参考文献 １４!!!!!!!!!!!!!!!!!!!!!!!!!!!!!!!!!!!!!!

犌犅／犜１２５１．１—２００８／犐犛犗７７３１：２００３



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５１分为三个部分：

———第１部分：人类工效学　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的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

———第２部分：人类工效学　险情视觉信号　一般要求　设计和检验；

———第３部分：人类工效学　险情和信息的视听信号体系。

本部分是ＧＢ／Ｔ１２５１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７７３１：２００３《人类工效学　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的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

（英文版），并根据ＩＳＯ７７３１：２００３翻译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１２５１．１—１９８９《工作场所的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与ＧＢ１２５１．１—１９８９相

比，本部分主要变化如下：

———原标准ＧＢ１２５１．１—１９８９等效采用ＩＳＯ７７３１：１９８６，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７７３１：２００３；

———本部分名称变更为“人类工效学　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的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

———增加了目次、前言和引言；

———第３章中增加了紧急听觉信号、倍频程、１／３倍频程（分数倍频带滤波器）、混响时间、频谱成分

５个术语及其定义；

———第４章、第５章、第６章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调整；

———原标准附录Ａ调整为本部分附录Ｄ；

———增加了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空军航空医

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冉令华、张欣、李晓东、傅小兰、刘太杰、郭小朝。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２５１．１—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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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险情听觉信号识别的准则，尤其是在高背景噪声的情形中。本部分包含了各种

险情听觉信号，正文中用“险情信号”代指紧急信号和警告信号（见表１）。

以下国家标准中也涉及险情听觉信号：

———ＧＢ／Ｔ１２８００中的紧急撤离信号；

———ＧＢ／Ｔ１２５１．３中的险情听觉和视觉信号。

表１给出了各种类型的险情信号及听到这些信号时需作出的反应。

宜注意，ＧＢ／Ｔ１２５１．３中的险情信号类型更为详细。

表１　险情信号类型

险情信号类型 需作出的反应

听觉紧急撤离信号 立即离开危险区域

听觉紧急信号 紧急行动寻求救护

听觉警告信号 采取预防或准备措施

　　设计恰当的险情信号可有效提示人们注意隐患或危险环境（即使在佩戴护耳器的情况下），且不会

引起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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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效学　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的

险情信号　险情听觉信号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２５１的本部分规定了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的信号接收区内，险情信号设计的物理原则、

人类工效学要求和相应的测试方法，同时给出了信号设计的指南。本部分也可用于其他适当环境中。

宜注意紧急听觉信号、紧急撤离听觉信号和警告听觉信号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紧急撤离信号在

ＧＢ／Ｔ１２８００中有相应阐述。

本部分不适用于言语险情警告（例如，呼喊、扬声器广播等）。言语险情信号在ＩＳＯ９９２１中有相应

阐述。

公共灾害和公共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特定法规不受本部分限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５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３２４１—１９９８　倍频带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ｅｑｖＩＥＣ６１２６０：１９９５）

３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注：符号定义见附录Ａ。

３．１

背景噪声　犪犿犫犻犲狀狋狀狅犻狊犲

在信号接收区内，非险情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一切声音。

３．２

险情信号　犱犪狀犵犲狉狊犻犵狀犪犾

根据险情的紧急程度及其可能对人群造成的伤害，险情听觉信号分为紧急听觉信号、紧急撤离听觉

信号和警告听觉信号三类。

３．２．１

紧急听觉信号　犪狌犱犻狋狅狉狔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狊犻犵狀犪犾

标示险情开始的信号。必要时，还包括标示险情持续和终止的信号。

３．２．２

紧急撤离听觉信号　犪狌犱犻狋狅狉狔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狏犪犮狌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犪犾

标示已经开始或正在发生且有可能造成伤害的紧急情况的信号，此信号指示人们按已确定的方式

立即离开危险区。

注：ＧＢ／Ｔ１２８００中主要阐述了紧急撤离听觉信号。

３．２．３

警告听觉信号　犪狌犱犻狋狅狉狔狑犪狉狀犻狀犵狊犻犵狀犪犾

标示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需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或控制危险的险情信号。

注：警告听觉信号也可提供人们采取行动或措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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