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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語音系統 
 
前言 
1. IEC(國際電工協會)是標準化國際組織，由所有國家電工協會的組成 (IEC 國家協會)。IEC 的

目的是提升國際間在電子領域和標準化相關議題的合作關係。除此之外，IEC 也頒佈國際標

準。他們將準備工作委託給技術協會；其他對此主題有興趣的 IEC 國家協會也會參加準備工

作。與 IEC 聯絡的國際性、政府的與非政府組織也會參加此項準備工作。IEC 會依照雙方的

協議與國際標準組織(ISO)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2. 所有有興趣的國家協會派代表參加每場技術會議後，IEC 表示在技術上的正式決定或協定會

儘可能與國際間在相關事務意見一致。 

3. 文件是國際使用的建議形式並以標準格式發表、技術報告或指導並且國家委員會能接受。 

4. 為了促進國際間的統一，IEC 國家委員會同意將 IEC 國際標準擴展到自己國家與地區標準。

IEC 標準與對應的國家或地區標準的分歧，在之後會清楚說明。  

5. IEC 提供無標記步驟表示認可並且不對任何設備公開宣布符合其任何一項標準負責。 

6. 這些可能成為專利權對象的國際標準要素已經引起注意。IEC 不承擔任何或所有與專利權相

關的責任。 

 

國際標準 60849 已由小組委員會 100C 編製：語音、影像、多媒體輔助系統及設備，IEC 技術委

員會 100：語音影像、多媒體系統及設備。 

 

在 1989 年發表的文件已經廢除，由第二版取代，並且制定技術版本。 

 
此標準的內容是根據以下文件訂定：FDIS Report on voting 100c/188/FDIS 100C/217/RVD。 

FDIS Rapport de vote 

100C/188/FDIS 100C/217/RVD 

 

有關贊成此標準的投票資料可以在上述表格的投票報告中找到。 

 

附件 A、C 和 D 只是資料。 

附件 B 組成此標準的主要部份。 

 
 
 
 
 
 
 
 



緊急語音系統 
 

1. 範圍與宗旨 
1.1 範圍 
此國際標準適用於加強聲音與分配系統，使得室內或室外區域在緊急狀態下能快速又有系統的疏

散人群。 

 

此標準適用於使用聲音信號與語音廣播的緊急系統。 

 

備註 1：包含在無危險環境下系統用正常聲音加強與分配系統目的。 

 

備註 2：當系統使用於緊急目的時，建議組成部分完整的功能(設備、操作步驟與訓練計畫)可用

於緊急控制。 

 

備註 3：緊急目的的聲音系統可能由相關授權成為認可對象。 

 

1.2 宗旨 
此標準的目的是在說明聲音系統的效能需求，聲音系統主要用途是藉由廣播訊息在緊急狀態下於

一或多個特定區域保護生命。 

 

2. 參考規範 
下列規範文件包含內容裡的條款參考資料，組成國際標準條款。發表時，也會說明版本的有效性。

所有規範文件都是修改的主題並基於國際標準參與人同意，鼓勵研究最近期版本的規範文件(下

列有說明)的適用可能性。  

 

IEC 與 ISO 繼續紀錄目前國際標準的有效性。 

IEC60027：使用在電子技術方面的字母標記 

IEC60065：1985 主要電子操作與家庭會類似的相關設備的安全需求。 

IEC60068-1：1988 環境測試 – Part1：一般與指導 

IEC60079：用於氣爆環境的電子設備。 

IEC60268-11：1987 聲音系統設備-Part11：聲音系統設備互連的適用接頭。 

IEC60268-12：1987 聲音系統設備-Part12：廣播與相關用途的適用接頭。 

IEC60268-16：聲音系統設備-Part16：透過聲音傳送客觀的評估聲言理解度等級。 

IEC60364：建築物電子設備。 

IEC60417：1973 聲音、影像和視聽系統-互連與匹配值-偏好類比信號匹配值 

 

 

 



3. 定義 
本標準的用途，適用下列定義 

3.1 覆蓋範圍 
在建築物室內或室外區域的系統應符合規範中的要求。 

備註：可能不包括一些特定區域，請參照 5.1。 

3.2 揚聲器區域 
覆蓋範圍的任何區域可以分別發送訊息。 

3.3 資訊 
任何語言或預期的聲音信號。 

3.4 聲音的清晰度 
在其他聲音間可以聽到聲音的特性。 

備註：現在客觀的分析，舉例來說，使用 STI equation，聲音清晰度的概念考慮到在同一時間內

與其他聲音比較聲音內容的相對音量與頻率。 

3.5 語言的理解度 
測量語音訊息內容可以正確理解的程度。 

備註：符合清楚度的要求需要足夠的聲音清晰度與清楚。 

3.6 清楚 
聲音的功能允許負載訊息組合使聽者能夠分辨。和聲音免除失真有關。 

備註：電聲系統(electroacoustic)內聲音信號清楚度降低包含下列有三種失真種類： 

a. 振幅失真，因為在電子設備與電功率轉換器內是非線性。 

b. 頻率失真，因為在聲音傳送內電功率轉換器不一致的頻率響應以及高頻率選擇性吸收。 

c. 時間定義域失真，因為聲音區域的反射與回響。. 

1. 已公佈。 

3.7 警報 
一種信號或狀態，緊急事件警告。 

3.8 警告 
關於任何狀態改變，要求注意或動作的重要通知。 

3.9 危險 
傷害或損壞的危險。 

3.10緊急 
即將發生的危險或嚴重威脅到人或財產。 

3.11緊急區域 
因為分區的前提以致於在此區域內發生緊急事件會分別從其他分區顯示。 

3.12主要信號路徑 
每個緊急廣播啟動鈕與輸入端上/內揚聲器區域間所有零件與互相連接。 

 
 
 



4. 一般系統需求 
4.1 主要項目 
緊急語音系統容許在一或兩個特定區域內應測量廣播訊息使用的理解度保護生命。 

須符合下列標準： 

a. 一旦偵測到警報，系統應立即停止其它與緊急部分無關的功能(如：廣播、音樂或一般預錄

訊息在需要緊急廣播的揚聲器區域進行廣播)。 

 

b. 除非緊急系統損壞，系統應全天候可操作 (或依照系統規格)。 

 

c. 在主要或次要電源供應後，系統廣播功能應在 10 秒內可以使用。 

 

d. 除了 4.1c 的描述情況外，系統由操作員設為緊急模式或自動從火警或其他偵測系統收到信號

時，應在 3 秒內進行第一次引起注意的廣播。3 秒的期間包含偵測系統第一次偵測動作到控

制警報廣播的反應時間。 

 

e. 系統需可同時在一或兩個區域廣播引起注意的信號或語音訊息。在此用途上，應至少有一組

適合的引起注意的信號與語音訊息輪流。 

 

f. 系統操作者必須能在任何時間接收從監視系統或其他緊急系統相關設備顯示的正確功能。

(參照 5.2 與 5.3) 

 

g. 單一放大器或揚聲器線路無法作用不能造成揚聲器全區無法使用。 

 

備註 1： 

在 4.1f 裡特別說明監視系統應該顯示放大器或揚聲器線路無法使用。 

備註 2： 

特別是小型建築物，在單區揚聲器中不需要安裝兩組分開的揚聲器線路。出現這種情況時，應遵

照當地的法規。 

 

h. 發送引起注意的信號應比第一次訊息早 4 到 10 秒。信號與訊息應連續發送直到疏散程序改

變或手動停止動作。連續訊息的間隔不能超過 30 秒並且必須發送引起注意的信號，否則安

靜的時間可能會超過 10 秒。如果使用超過 1 種引起注意的信號，例如，不同的緊急類型，

每種信號種類須能清楚分辨。 

 

i..  所有訊息必須清楚明白、短、適用並且預先設計好。 

應在永久性的控制形式使用預先錄製的訊息，儲存在可靠的狀態，並且持續監控可用度。系

統應設計成無法讓外在來源毀損或擾亂儲存或內容。 

備註：在可靠度的立場上，請不要將儲存媒介依賴在機械設備。 



j.  由買主指定語言。 

 

k.  如果疏散程序需要，系統需可劃分成緊急揚聲器區。每個區域不需要都相同，例如，緊急 

偵測區或非緊急揚聲器區。 

 

l.  決定揚聲器區域適用以下標準： 

1. 單一區域訊息廣播的清晰度不能低於 5.1 要求中其他區域或多種來源的訊息廣播 

2.  緊急偵測區不能包含超過一個緊急揚聲器區。非緊急使用，一個揚聲器區域可再細分。 

 

m. 需要有第二電源。 

 
 
4.2 承擔責任的人 
有控制前提的人必須提名一位"承擔責任的人"，負責的人用名字或職稱辨識，並確保系統有適當

的維護與修復，讓系統可以維持正常操作。 

 

備註：負責的人必須充分的訓練。 
 
 
4.3 優先次序 
4.3.1 優先次序分類 
必須決定訊息分配的優先次序，根據： 

 

a. 任何自動安排的回應。 

b.  使用者發現危險可能需要手動停止程序回應。 

 

事件要根據緊急程度編排優先次序等級。下列有建議的主要等級，但最好再根據操作方法增加子

組： 

a. 疏散–可能威脅生命的狀況需要緊急疏散。 

 

b. 警報–危險狀況就在附近，必須在疏散前發出警告。 

 

c. 非緊急–操作訊息，例如：系統測試 等等。 

 

使用這些遞減的優先次序可以確保正確的警報信號和訊息在第一時間到達危險區域。 
 
 
 



4.3.2 操作優先次序  
如果語音警報系統能在全自動模式下操作，必須能控制以下設備： 

a. 廣播預錄訊息類型 

 

b.  分配訊息到不同區域 

 

c.  透過緊急麥克風提供使用者即時說明或資料。提供手動介入方法讓任何自動編製功能停止動

作。此方法適用於訊息種類發送和訊息路徑分配。然而，在中央控制點 (指定遙控點)允許提

供手動控制： 

a. 開啟或停止預錄警報訊息。 

b. 選擇適合的預錄警報訊息。 

c. 開啟或關閉揚聲器區域選擇。 

d. 透過緊急麥克風進行現場訊息廣播。 

    

備註：以上控制會組成緊急偵測控制面板的一部份。 

 

緊急控制麥克風有最高的優先等級進入語音警報系統並規定允許停止其他廣播。 
 
 
4.4 安全需求 
緊急語音系統的安全需求適用於 IEC60065 或其他適合的 IEC 安全標準。 

 

系統機械結構內部產生的熱能、爆炸、內爆的情況時，不能傷害到任何人。 

 

如果有部份系統安裝在危險區域或有易爆氣體的環境時，必須符合 IEC60079 相關安全需求。 
 
 
 
 
 
 
 
 
 
 
 
 
 



5 系統技術需求 
5.1 語言清楚度 
除非有特別聲明，否則請遵照以下需求： 

覆蓋全區的語言理解範圍(參照 3.1)應高於或與 CIS 0,7 相同。請參照附錄 A 與 B，CIS 與其它清

楚等級的換算。測試結果中應說明噪音程度(參照 B.5)測量(缺少測試信號)與信號測試等級。 

 

備註： 

如果有人需要理解訊息或知道會有什麼訊息，他們應該透過定期的系統測試熟悉訊息。如果理解

範圍設在 0.6 到 0.7，那麼最能產生作用的清楚度大約是在 CIS 上增加約 0.05，例如辦公大樓。

然而，在運動場所之類的地方，大部分的訊息對多數民眾是不熟悉的而且應該考慮到上述條件是

不能放寬的。 

 

很少定義區域或很少人使用，系統規格可能排除區域覆蓋範圍。 

 

 
5.2 自動顯示狀態 
自動清楚顯示指定的控制位置： 

a. 顯示系統 

 

b. 顯示電源供應 

 

c. 顯示任何錯誤情況 

 

d.  (對於系統有多個揚聲器區域)，顯示選擇的揚聲器區和每區的操作模式，如："疏散"或"警戒

"與預選的緊急麥克風。根據不同的疏散需求提供不同的警報訊息，廣播的訊息與區域會用適合

的方式顯示。此訊息會連續顯示並保持日期。 
 
 
5.3 自動錯誤監控 
在特定位置自動清楚顯示，如：在主要設備位置： 

a. 主要電源短路、無法連接或無法使用 

 

b. 備用電源短路、無法連接或無法使用 

 

c. 與主要或備用電源相關的電池充電設備短路、無法連接或無法使用。 

 

d. 電線破損、斷路器、隔離器或保護設備會阻止緊急廣播。 

 



e. 麥克風無法使用，包含微型聲音線圈、前級放大器與系統其他必要的電線。 

 

f. 通過放大電路的主要信號路徑無法使用，用各別的放大器分開辨識。 

 

g. 放大器或主要模組不見。 

 

h. 任何一台備用放大器無法使用。 

 

i. 緊急信號產生器無法使用，包括緊急預錄訊息儲存。 

 

j. 任何揚聲器線路無法使用(開、關線路錯誤)。 

 

k. 視覺警報設備短路或無法連接。 

 

l. 無法使用的處理器正確的執行軟體程式。 

 

m. 在記憶檢查期間偵測到任何錯誤。 

 

n. 停止任何掃描或質疑過程。 

 

o. 分散式系統部份設備間的資料互連或語音通訊連接失敗。 

 

除了在這些位置的個別錯誤辨識，一般發聲器每五秒應發出聲音，最小 0.5。錯誤會引起發聲器

在被鎖住的模式下操作，視覺指示器會在穩定或閃爍模式下亮燈，包含手動接受與重設開關。接

受時，發聲器會安靜且指示器會變成(仍然)穩定亮燈。如果再發生錯誤的情況，應重新啟動發聲

器與視覺指示器。當錯誤全部清除時，指示器應該關掉或設為自動或操作重置開關。 

不管語音警報系統是否用在非緊急目的，如：傳送背景音樂，錯誤指示器應在 100 秒內顯示錯誤

產生。 

 

 

 

 

 

 

 

 

 

 



5.4 軟體控制設備監控 
藉由微處理器正確執行系統軟體，應由內部自我檢查程序或適合的監控線路(例："watch dog"電

路)進行監視，須遵守以下規定： 

 

a. 監視線路與其相關的指示器以及信號線路不能因為處理器或相關時鐘線路無法使用而停止

錯誤決定與發出信號。 

 

b. 監視線路應監控與主要程式相關的例行程序執行(如：不能只是與"waiting"或其他

"housekeeping"等日常程序) 

 

c. 在錯誤事件裡使用微處理器正確執行軟體，監視線路(除了初始化聲音與視覺的錯誤警告)應

執行下列： 

1. 重新初始化處理器並在錯誤發生十秒內嘗試在適合的時間重新啟動程式。重新初始化的

步驟應確認記憶內容包含程式與資料沒有損毀。 

2. 其中一項 

i. 紀錄錯誤發生(使用系統紀錄最少 99 個錯誤的功能並透過需個人授權的操作限制重置)

或 

ii. 自動重置設備並發出自動重置的聽覺與視覺警報。 

 
 
5.5 緊急偵測系統介面 
應持續監視緊急偵測系統與聲音系統兩者間的通訊連結是否有錯誤產生。緊急偵測系統的控制設

備會按慣例執行，如果在兩系統間發生錯誤，緊急偵測系統會出現聽覺與視覺警告。 

 

緊急偵測系統也要能接收從聲音系統傳來的錯誤訊息並包含規定，通常在控制與指示設備會顯示

聽覺與視覺的錯誤訊息。聲音系統至少要能傳送 5.3 列表裡在聲音系統發生的任一 

"sound system fault" 情況到緊急偵測系統。 

 

火警偵測、警報系統與語音警報系統三者間的連結在維持全操作的完整性扮演重要的角色。分散

控制設備的大系統可能需要在每個控制設備的位置提供一個連結，而不是只依賴一個主要位置。

每個連結都要監控。語音警報系統必須持續播放從火警偵測與警報系統傳來的警報訊息，甚至是

兩系統間互連之後發生的錯誤(如：語音警報系統收到火警探測與警報系統的信號上應"latch")。

較高優先次序的廣播還是有可能中斷動作。 

 

對於複雜的建築物，遠端語音警報設備可以啟動疏散信號、警報信號無聲等。不管任何主要火警

偵測、警報控制或顯示設備是否需要指示，都需要仔細考慮。 
 
 



5.6 第二電源供應器  
如果建築物在主要電源供應器失效後進行疏散，應提供第二電源供應器，讓系統在緊急模式下操

作一段時間，等同於建築物有兩倍的疏散時間。在任何情況下，第二電源供應器需可提供系統

30 分鐘的電力。 

 

如果建築物在主要電源供應器無法作用後沒有進行疏散，第二電源供應器應可使系統操作至少

24 小時或緊急發電機至少能使用 6 小時並且讓系統在緊急模式下操作最少 30 分鐘。如果建築物

好幾天沒有使用，重新使用時應確認語音警報系統在緊急模式下可以操作 30 分鐘。 

 

系統內非緊急功能，例：背景音樂，如果在緊急操作下會減少容量，就不能在第二電源供應器下

操作。 

 

如果電池作為第二電源供應使用，就必須是第二電源類型，附有自動充電設備。除非有特別說明，

鉛酸電池應使用調壓閥式。充電系統在環境溫度改變時應包含充電電流補償，以達到指定的電池

壽命。 

 

為了達到指定的電池壽命(至少 4 年)，請使用製造商指定的電池。當電池發生每小時安培衰退到

80%以下時，壽命結束時間也要算進去。 

 

自動充電應確保電池從不超過 24 小時完全放電的情況下，能充電到最大容量的 80%。 

適合的通風設備與保護以避免電池氣體外洩產生腐蝕與危險。 
 
 
5.7 氣候與環境條件  
全系統或部分系統可能會安裝在室內或室外建築物，面臨不同的氣候與環境條件並可能產生機械

損壞。系統規格裡應該包含系統需要在哪些環境條件下操作。測試方面，請參考 IEC60068-1。 

 

如果沒有特別指定，設備操作與系統規格應依照下列條件： 

a. 控制與放大設備以及相關電池電源供應： 

● 環境溫度-5℃到+40℃ 

● 相對溼度 25%到 90% 

● 氣壓 86kPa 到 106kPa 

b. 其它所有設備 

● 環境溫度-20℃到+55℃ 

● 相對溼度 25%到 99% 

● 氣壓 86kPa 到 106kPa 

 
 



5.8 標記與符號 
設備需有與其功能有關的永久資料標記。 

 

接頭與控制器需有與其功能、特徵與極性有關的永久資料標記。 

 

標記必須能調整使用者控制並確定他們的位置與使用者說明手冊裡的相同。標記要包含國際上可

理解的字母符號、記號、號碼與顏色。參考資料為 IEC60027 和 IEC60417。其他沒有包含在內的

標準在使用者說明手冊裡有清楚的解釋。 
 
 
5.9 電氣匹配值  
關於電器匹配值，除非有指定，請參考 IEC61938。 

 

 

5.10 接頭 
接頭應遵守 IEC60268-11 或 IEC60268-12。接頭的防火規定在相關的授權書中。 

 

 

6. 安裝要求 
系統安裝必須依照 IEC60364 或依照代理商國家及當地的標準。 

 

如果緊急聲音系統組成部分的緊急探測系統或/和警報系統，電纜必須符合代理商國家、當地的

要求或緊急與/或警報標準。如果應用特別排除偵測與/或警報，電纜應有適合的標準。 

 

請採取預防措施，避免危險經由線路蔓延。 

當緊急用途的聲音系統與緊急偵測系統安裝組合時，聲音系統的安裝標準適用偵測系統的標準。 

當不合規定的增加或/和修改系統時，現存的系統可能需要升級到符合標準。所有增加或/和修改

的事件都要符合此標準。 
 
 
 
 
 
 
 
 
 
 



7.系統操作 
7.1 操作說明 
系統操作說明，包含建立與已制定的描述步驟，在每個控制站必須能快速的查詢並且明顯又長時

間的顯示。 

 

儘可能使用圖片說明：需要清楚的文字說明與易懂的語言。 

增加、修改、實際操作經驗的基礎或修改步驟後需更新操作說明。 

說明內容包含： 

● 系統操作產生的功能 

● 系統無法操作時採取的動作。 

提供一份裝訂好的操作說明。 

 

 
7.2 保存記錄 
依照國際與國家標準，最後一位使用者或簽約的維護公司的最後一位使用者應該要儲存安裝、記

錄冊與維護紀錄。這些規定組成最低標準： 

 

a. 安裝 

1. 設備中所有項目的詳細位置。 

2. "as installed" 完成系統測量包含： 

● 在緊急模式下測量揚聲器每組線路的負載。 

● 系統內任何可調整項目的設定，包含功率放大器的輸出等級。 

● 聲壓程度 

● 清楚度測量  

b. 記錄冊。 

必須保存硬板封面的記錄冊，裡面要記錄系統使用記錄與錯誤產生記錄。彙集所有自動產生

的紀錄，包括： 

1. 系統使用日期與時間。 

2. 測試細節與執行定期檢查 

3. 每項錯誤發生的日期和時間。 

4. 發現錯誤的細節與環境(例：定期維護期間) 

5. 修改與補救的動作。 

6. 負責系統的人、日期和時間。 

7. 如果有任何錯誤產生或修改，負責人要簽名。 

 
 
 
 



7.3 維護 
7.3.1 一般情形 
應建立定期維護以及系統設計者與設備製造商建議的語音系統與設備重新測試的書面步驟，依照

相關國際與國家標準。建議每年由一位能勝任的人最少做兩次維護檢驗。負責的人要確認步驟執

行正確。 
 
 
7.3.2 維護說明 
一本硬板封面的維護手冊應包含所有需要維護裝置的維護細節與順序以及指定操作標準一致的

工作順序設備、此標準的其他需求和其他相關的國際或國家標準。下列有清楚說明： 

 

a. 維護方法。 

b. 維護的順序。 

c. 需要維護的部份、描繪每個項目的位置與製造商和材料、零件供應商的查詢編號、地址、電

話和傳真。 

d. 設備與材料的原版目錄。 

e. 列表備用零件的位置。 

f. 列表特別工具的位置。 

維護說明也包含： 

g. 藉由相關授權檢查測試證明書。 

h. 一系列的"as fitted"圖。 

 
 
 
 
 
 
 
 
 
 
 
 
 
 
 
 
 



附件 A 
(知識類) 

語音清楚度測量 
A.1 介紹 
已經提議許多種語音清楚度測量方法並且已有一些在國際與國家標準中提到。這方面的工作也持

續進行，特別是 ISO 技術協會 43。等待此工作充分的滿足標準需求並完成，此附件簡單的描述

幾種方法。提供測量方法間的相互關係、限制以及直接或參考相關標準。附件 B 特別說明此標

準目的的使用步驟。 

 
建議選擇測量方法能提供在研究的清楚度範圍裡有極大的辨識能力，並考慮到誤差標準與相關曲

線的變化率。例如，STI 在高清楚度有高辨識力，然而 256 字彙語音平衡字母分數在低清楚度有

高辨識力。 

 
A.2 測量方法 
A.2.1 語音傳輸指標 
語音傳輸指標(STI)取得是由調制轉換函數計算與一些以電腦為基礎的測量系統提供此功能。不

過，使用載波細節、調節頻率和重量計算到目前為止尚未標準化。 

 

備註：IEC 60268-16 提供預期的加權值，除非有反對的理由。 

 

A.2.2 RASTI-快速(或室內)語音傳輸指標 
RASTI 產生一種決定 STI 的簡化方法，使用兩組八音階頻帶載波雜訊與四或五組調制頻率。在

IEC60268-16 有說明方法。 

 
A.2.3 語音平衡字母分數(PB) 
語音平衡(PB)字母分數方法依賴從熟悉的人群特別選擇字彙傳輸到一組聽者。在 ISO/TR 

4870[1].1)中有一般資訊。 

 
備註：在所有主觀測試裡包含室內語音，測試的字彙應置入於載波片語，在廣播測試字彙時產生

典型的反射與回響。 

 
A.2.4 Modified rhyme test 韻腳修改測試 
韻腳修改測試方法也使用一組聽者 

1. 方形籃子內的數字請參考附件 D 的參考書目。 

 
A.2.5 清晰度指標 
清晰度指標(AI)是藉由測量語音信號與環境噪音的音壓程度決定。這是經過修改遮蔽、頻率、語

音信號振幅失真、回響與出現視覺提示。(請參考[2]) 



A.2.6 子音清晰度減低 
子音清晰度降低通常會使用百分比% ALcons 表示，可以使用特別選擇的簡單字彙從傳輸測試決

定百分比。在[3]有說明。 

 
備註：ALcons 沒有在負載片語和刪除母音使用測試字彙，可能會造成錯誤導致出現回響或削除

峰值。 

 
A.3 方法的限制 
A.3.1 一般 
上述所有方法都有可能產生令人誤解的結果，除非測量過程非常小心並且嚴格遵守相關標準。此

外，測量期間的環境噪音程度必須與正常操作狀態非常類似或適當修改測試結果的原始資料。 

備註：ISO/TR 4870 中有清晰度測量的一般資訊。也請參考 B.4。 

 
A.3.2 語音傳輸指標(STI) 
一般而言，STI 方法不適合測試系統介紹頻率改變、頻率增加或使用聲碼器。一些測量版本(參

考 IEC60268-16)的結果只在下列情況下有意義： 

 

a. 系統沒有使用任何振幅壓縮、擴充或非固定暫時處理。 

b. 正弦信號總諧波失真在測試位置產生與 STI 信號測試不超過 17%時相同的音壓程度。(與因

削除峰值壓縮約 1dB 的粉紅噪音相同) 

 
A.3.3 RASTI 
如果結果符合 IEC 60268-16 的要求即為有意義的結果。一般而言，RASTI 適合在揚聲器與聽者

間有直接聲音傳輸的房間語音。只有在特定狀況下(例，多組的線性系統)此方法才適用於聲音系

統。 

 
A.3.4 語音平衡字母分數 (256 與 1000 人) 
必須注意在 ISO/TR 4870 有限制說明，因為此方法以聽者接收字彙為根據，所以在聲音系統特色

或環境方面沒有限制。 

 
A.3.5 韻腳修改測試 
在 ISO/TR 4870 有限制說明。必須注意，因為此方法以聽者接收字彙為根據，所以在聲音系統特

色或環境沒有限制。 

 

A.3.6 清晰度指標 
限制說明在[2]。 

 

 



A.3.7 子音清晰度減低 

必須注意在 ISO/TR 4870 有限制說明，因為此方法以聽者接收字彙為根據，所以在聲音系統特色

或環境方面沒有限制。如果已經使用其他測量方法，在這方面可能會有限制。 

 
A.4 各種方法結果的相關性 
為了說明系統清晰度要求的單一圖表與比較不同測試結果，許多作業已經開始決定不同測試結果

間的關係。在大部分的案件中，這些關係目前已經清楚建立與接受，儘管實驗對象有某種程度的

不確定或統計差異。為了目前標準的目的，已經發現上述每種方法之結果間的關係並稱

為”common intelligibility scale”(CIS)。因為上述提到的不確定性，相關曲線的變化率不可以太小

或太大已是必要條件，避免在相關性裡誇大其不確定性，請參考[4]。 

在圖 B.1 有已決定的相關性。 

 
 
 
 
 
 
 
 
 
 
 
 
 
 
 
 
 
 
 
 
 
 
 
 
 
 
 



附件 B 
(規範) 

測量方法 
B.1 選擇測量方法 
應使用附件 A 列表的方法測量清楚度，以符合可靠的結果。結果應根據圖 B.1 相關曲線轉換成

CIS。 

 
B.2 聲音系統狀態 
測量通常是在整個系統操作中進行。如果聲音系統在特別的狀態下進行測量，應該在結果裡說明。  

 
B.3 測量方法的編號與計算結果 
測量應有足夠的位置代表編號，在每個覆蓋區域的系統規格裡有詳細說明。須計算 CIS 上清晰

度的算術平均(數)Iav 與標準誤差結果。Iav 量應該超過 5.1 中說明的限制值。如果結果是在限制

範圍的+  內，應在較大編號的位置再測量一次。 

 

整個覆蓋範圍的清晰度主要數值與 95%信心間隔都應計算，並考慮到測量結果的分散統計種類。 

 
B.4 音壓程度 
測量的 C-weighted 音壓程度應和 LCeq 相同，當系統被視為緊急語音系統在正常操作下於測試位

置測試不能少於 16 秒。 

備註 1：如果使用 RASTI 方法，兩種測試方法可能會使用 A-weighting 而非 C-weighting。 

備註 2：如果結果可以信賴，線性回應可能會取代 C-weighting。 
 
B.5 環境噪音程度 
缺少測試信號(殘餘的噪音)情況下應該用 20 分貝測量 A-weighted 環境噪音程度(殘餘噪音等

級)，在一段充足的執行時間裡合理的在清楚度測量期間呈現殘餘噪音。應在整個覆蓋範圍的代

表位置測量相同的 A-weighted 音壓。位置、持續時間與測量時間應該在任何會影響測試有效性

的不正常環境的備註裡一起說明。 

 
 
 
 
 
 



 
備註：曲線上的代表位置說明取自出版品的相關數值。請參考附件 D，參考文獻[5]。 

圖 B.1-現存的清楚度等級轉換成通用清楚度等級(CIS)。 
IEC 403/98 
 
 
 
 
 
 
 
 
 
 
 
 
 
 
 
 
 



附件 C 
(知識類)  

引起注意的語音信號 
C.1 介紹 
即將發佈的警告會使用聲音信號。為了更有效率，必須能清楚聽見。本附件建議適合的音壓與測

量步驟。 

 
C.2 引起注意信號的清晰度 
整個覆蓋區域的引起注意信號應符合下列標準： 

a. 最小絕對音壓程度：65dBA 

b. 睡覺模式下最小絕對音壓程度：75dBA 

c. 背景噪音下警報語音清楚度(信號噪音)：6 dBA 到 20 dBA (或相關警報頻率帶 9dBA 到

23dBA)。 

d. 最高警報音壓程度：120dBA 

 
C.3 引起注意語音信號測量法 
這些測量法的設計是為了確認語音警報信號的可辨識性並使用在背景噪音下評估信號的清楚度。 

 
C.3.1 警報語音等級  
如果使用超過一種警報信號類型，每種類型須重複測量。在整個覆蓋範圍的代表位置測量警報信

號發聲。LAeq 和 Lmax 八音階頻帶音壓程度須記錄持續單頻警報、雙頻、變頻或週期性警報。 

 
關於雙頻、變頻或週期型警報系統，應至少以五個重複順序為一個週期進行測量。至於單頻持續

音調，應在最少 10 秒為一個週期進行測量。 

 
備註：可使用 LAeq/Leq 八音階頻帶或 LAmax/Lmax。八音階頻帶與警報信號頻率範圍有相關性。 

 
C.3.2 背景噪音程度 
典型的背景噪音程度應在 C.3.1 中相同的位置進行測量。這些測量要在正常個人活動或機械設備

操作期間下進行。測量應確認所有 LAeq 與八音階頻帶 Leq 音壓程度。測量期間應充分取得固定

的 LAeq 程度，精確度 0.5dBA。 

 
C3.3.結果記錄 
須記錄所有警報與背景噪音程度測試的位置、測試方法、開始時間、持續時間與測量程度。 

 
 
 
 



C.4 評估 
依照圖 C.1 流程進行警報評估。 

是否在睡覺區域? 

 
圖 C.1-警報信號評估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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