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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hearing, the paper talks about the influences of
human hearing characteristics on music recording and proposes some important suggestions,
which refers to influences such as HAS effects and the structure of ears to record music in an
opitimal way.

人耳听觉特性对音乐录音操作的影响

刘毅

声音是自然界重要的物理现象之一。人类通过耳朵来接收声音。为了记录下声音使人再

次听到，录音技术应运而生。当一个声音传入人耳时，人们常常仅凭听觉感受到声音，但这

个“声音”并不是真正客观的声音，而是被人的听觉器官按照人耳的听觉特性加工过的声音。

音乐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在音乐录音操作中，尤其需要明了人耳听觉特性对它的影响，

这样才能完美记录并还原音乐家们创造的音乐。

一、人耳的构造对声音感受的改变

人耳分外耳、中耳和内耳三大部分。由于外耳直接接触声波的传播介质，因此外耳

具有比中耳和内耳更为显著的改变人听感的作用。

外耳由耳廓和外耳道组成。外耳在听音过程中有三种作用：一是耳廓可以将声音聚

集并传至中耳；二是利用耳廓对声源进行定位；三是利用耳廓对声波进行共鸣放大。

外耳道的自然谐振频率为 3.4kHz，因此，当 3.4kHz 附近频率的声波进入人耳时，

耳道会产生共鸣，使这个频率的声波振幅加大，人感到的响度增大。如：可将 2-4kHz
的声音提高 15-20dB。从等响曲线图中，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在 3.4kHz 左右的声音只需

要很小的声压级就可以达到比较大的响度。

在音乐录音操作中，当乐器发出 3.4kHz 的声波时，其响度会明显增大，若对音乐

的表现产生了负面影响，可将其声压级通过均衡器适当调小。

二、听觉极限

正常人耳的动态范围为 2x10-5Pa-2x102Pa；极限频率响应为 16Hz-20kHz。
在音乐录音操作中，要注意对不同的音源使用不同的话筒和音箱。

如：对美声歌曲拾音时，应选用频响范围很宽的电容话筒，因为美声唱法的高频泛

音频率很高，可达 10-20kHz，只有电容话筒才能胜任。对通俗歌曲拾音时，应采用近

讲话筒，因为通俗歌曲往往通过近距离录音来表现出声音的亲切感。

再如：还音时，应将音量控制在人耳的痛阈之内，否则会对人耳造成损伤。



三、响度

响度是人耳对声音强弱大小的主观感觉。人耳在同样声压而不同频率时，感觉的响

度不同。

由等响曲线图可知，在放音时，音量如果过小，低频声音会损失严重，因此我们可

以通过加大音量和加大低频信号改善这种状况。

同理，在加强或减弱乐队的音量时，用低音乐器加强低音，对乐队音量的增大产生

显著效果；反之，稍微减弱低音，音量就大大减弱。

四、音高

音高是听觉系统对声音音调高低的一种主观感觉。音调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频率。频

率越高，音调就越高。

在音乐录音操作中，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的音高范围，因此我们要选择具有合适频

响的传声器对不同的乐器进行拾音。

五、音色

音色是指人在听觉上区别具有相同响度及相同音调的声音有不同听觉感觉的主观

特性。

同样一首歌曲，被不同的人演唱，可以被我们很容易地分辨出。这就是由于两个人

音色的不同。

在音乐录音操作中，尤其是非专业歌手演唱时，音色不够优美动听，我们常常通过

激励器来增加声音的谐波以改善音色。

六、人耳听觉效应对音乐录音操作的影响

1. 双耳效应的影响

人们能够利用双耳判断声源的方位和空间分布位置，有感觉立体声声场的

能力，称为双耳效应。

双耳效应就是立体声拾音技术重要原理之一。立体声是由于两耳对音源感

觉的差异造成的。包括时间差、相位差、声级差、音色差。

因此，在音乐录音操作中，可以使用两个传声器进行双声道立体声拾音。

录制出来的声音的两个声道由于具有时间差、相位差、声级差、音色差，可以

使听者感到明显的立体感，可以产生立体的声像。

2. 哈斯效应的影响

相同的几个声音在实践上先后到达人耳时，听觉对先后到达的声音的延时

做出分辨的特性，称为哈斯效应。

在剧场演出时，哈斯效应有着重要的应用。大剧场中，舞台上传出的声音

会在空间中产生较大衰减，为了减小前排和后排声压级之间的差异，剧场通常

会在剧场中部加装两个扬声器，但由于人耳的哈斯效应，坐在后面的观众会清

楚地听到中部的两个扬声器的声音先进入人耳，而舞台前的扬声器的声音后进

入人耳，因此，必须通过延时器对剧场中部的扬声器进行适当的延时，使所有



扬声器发出的声音同时进入观众的耳朵。

3. 鸡尾酒会效应的影响

鸡尾酒会效应是指人耳对不同音源的有选择性地听音的现象。

我在 798 艺术区听到过一段录音。右声道完全是一大群人乱哄哄的吵闹

声。左声道完全是一个男人强有力地高喊着批判人性的演说声。当我在听音的

时候，可以通过大脑选择性地屏蔽掉右声道，这样我可以听清这段录音的主要

内容，也可以屏蔽掉左声道，去感受创作者给我们制造的氛围。

我认为鸡尾酒会效应在类似这段录音的艺术录音时应该有重要的影响，它

既可以让我们听清内容，又可以制造多种混合的声音。

4. 掩蔽效应的影响

掩蔽效应有三种情况

(1)能量大的声音掩盖能量小的声音

(2)中频声音掩盖高频和低频声音

(3)高频声音掩盖低频声音

这三种情况在乐队的演奏中容易出现。乐队中包含着多种乐器，有的声压

级强，有的声压级弱。

因此，在对乐队演奏进行录音时，应选择拾音的最佳位置，并对各乐器的

音频信号电平进行调整，使各种声音达到一定的平衡。

5. 颅骨效应

通过颅骨传导声音的现象就是颅骨效应。

如果一个人听自己讲话的声音，再听自己讲话的录音，会感到放录音的声

音像自己讲话的声音，这是因为听自己讲话时声音的传播渠道比听讲话录音时

的声音传播渠道多一个，即：人体颅骨。

颅骨效应在音乐录音操作中也有重要的应用，欣赏过奥地利歌剧院演出的

歌剧“幽灵”的朋友都会注意到，舞台上的演员既没有手持式、领夹式话筒，

也没有头戴式话筒。而是用了一种“头盔话筒”，它就是利用颅骨传导的原理

制作的。话筒的拾音头呈片状，贴在演员的头部，然后导线通过头发、耳后、

连接口袋里的无线话筒发射机。这样就成功地避免了传统的各种话筒对演员面

部造型的干扰。

6. 多普勒效应的影响

多普勒效应是指当声源位置与听音者位置有相对运动时，听音者感觉到声

源音高发生变化的现象。

在音乐录音操作中，有时也会运用到这一效应。比如周杰伦的《我的地盘》，

在前奏部分就运用直升飞机螺旋桨的声音的音高变化巧妙地将它和其他前奏

部分组合起来。

综上所述，人耳听觉特性对音乐录音操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录音的过程中，应该

充分考虑人耳的听觉特性，基于此，才能真正地将音乐艺术完美地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