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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

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是国际电联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

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

制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 第 1 号决议规定了批准 ITU-T 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

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他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

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

性不表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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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最新信息，因此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电

信标准化局（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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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P.800.2建议书 

平均意见得分说明和报告 

1 范围 

本建议书介绍部分较常见类型的平均意见得分（MOS），并描述了能够使这些值得到

正确理解所需的最起码的MOS值伴随信息。 

应该注意的是，本案文不旨在提供对主观或客观测试的权威指南。本建议书结尾的参考

书目提供更多详细的资料信息。 

2 参考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条

款。在出版时，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均会得到修订，建议

本建议书的使用者应查证是否有可能使用下列建议书或其他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当前有效

的ITU-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引用的文件自成一体时不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ITU-T P.800.1] ITU-T P.800.1建议书（2006年），平均意见得分（MOS）术语。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无。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定义了如下术语： 

3.2.1 条件（condition）：在主观试验中被评估的一组用例中的一个；在视频试验中通常

指假设参考电路（HRC）。 

3.2.2 子条件（sub-condition）：由用例的特殊特性定义的条件的子集，例如来自特定演讲

者的话音材料。 

3.2.3 受试者（subject）：主观试验中的参与者。 

3.2.4 投票（vote）：受试者对单个测试样本或互动的评分量表中问题的回答。 

4 缩略语和首字母缩写词 

本建议书采用下列缩略语和首字母缩写词： 

ACR 绝对等级评定 

DCR 降级等级评定 

DMOS 降级平均意见得分 

HRC 假设参考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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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 平均意见得分 

MUSHRA 含有隐藏参考和基准的多刺激测试 

QCIF 四分之一通用中间格式 

SSCQE 单一刺激持续质量评估 

VGA 视频图形阵列 

5 惯例 

无。 

6 介绍性信息 

音频和视频质量是固有的主观量。这意味着音频和视频质量的基线是用户意见。然而，

每个人关于“好”的意见都是不同的 – 这种意见无谓对错。 

在部署一种新的音频或视频传输技术之前，通过一次或多次主观试验评估传输质量是较

好的方法。主观试验的目的是收集多人（“受试者”）关于系统性能的意见，用于许多已定

义明确的用例（“条件”）1。给定条件下的平均意见得分（MOS）只是为该用例收集的意

见（“投票”）的平均值。 

客观质量测量算法旨在预测给定输入信号将在主观试验中产生的MOS值。因此，当说

明推导出的客观MOS值时，有必要理解所预测试验的基本设计。 

MOS值有不同类型，且有许多不同的测试方法产生这些不同的值。本建议书的目的是

让读者了解在说明MOS值时应考虑的要点以及报告MOS值时所需的MOS值最起码的伴随 

信息。 

7 主观MOS值 

MOS的类型 

存在一种普遍的关于MOS值的误解，即其只适用于语音业务，但是，用于话音业务的

要求受试者提供质量评估的过程可以一样轻松地应用于视频和一般音频业务。还可以要求受

试者评价业务的整体视听质量。除了语音应用，国际电联制定了不同的标准以描述视频和一

般音频应用的主观测试的不同方面，这些标准示于参考书目。 

主观试验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被动和互动。在被动主观试验中，向受试者呈现表示感

兴趣的条件的预先记录的测试样品。受试者被要求被动地收听和/或观看测试资料并使用提

供的评分量表给出其意见。在互动试验中，两个或多个受试者使用旨在模拟感兴趣的用例的

设备积极地参与对话。受试者通常被给予任务以模拟对话并互动。大多数试验本质上是被动

的，然而，用户体验的某些方面，例如延迟和回音的影响，只有在对话场景中才会变得 

明显。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在视频试验中，条件通常指假设参考电路（H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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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与评分量表 

在主观试验中，受试者被要求使用“评分量表”给出自己的意见。量表的目的是将受试

者的主观质量评估转化成为一个可以在受试者和其他试验因素之间平均的数值。 

通常使用的评分量表有很多种，不同量表的相对优势不在本建议书的范围之内。最常用

的量表是5点绝对等级评定（ACR）量表： 

很好   5 

好   4 

一般   3 

差   2 

很差   1 

ACR量表是离散量表，意味着受试者的响应限于上示五个值中的一个。然而，用于组合

不同受试者的结果的平均过程意味着MOS值不局限于整数值。一些评分量表有五个以上的

离散标签，而另一些则允许受试者在标签之间的点上提供中间反应。 

ACR的“绝对”部分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求受试者对每个样本进行独立的评分。一

些评分量表，诸如降级等级评定（DCR），询问受试者对通过感兴趣的条件处理的样本与同

一样本的未处理版本之间的差异的意见。在这样的试验中产生的MOS值通常被称为降级

MOS或DOMS。 

在大多数试验设计中，受试者被要求对较短的音频或视频样本进行评分。这种样本的持

续时间为6至10秒，因为这为受试者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形成意见，且不会在样本结束时引

入任何偏差。这种持续时间的单独样本很难呈现全部情况，因此受试者通常被要求对同一用

例衍生出来的多个样本进行评分。例如，在语音试验中，受测的每种网络条件都可以用来自

三位男性和三位女性谈话者的话音样本来表示。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受试者和谈话者的平

均，或对特定谈话者或谈话者的性别等子条件的平均，为全部情况生成MOS值。 

单一刺激连续质量评估（SSCQE）等测试方法使用更长时间的测试样本，并要求受试者

在测试样本播放时不断更新其关于质量的意见。这将导致来自每个受试者关于质量的评分是

按时间排序的，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意见值。 

一些测试方法要求受试者回答多个问题。这不仅能产生更多关于受测条件的信息，也是

测试设计必要的组成部分。例如，ITU-T P.835建议书测试方法要求受试者在给出整体质量

评分前，提供关于样本的话音质量和噪声质量的不同意见。与单一问题ACR测试方法相比，

该方法在噪声抑制系统中会得到更稳定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问题可能不是直接与质量相关的，可能是关于通信的其他方面。例

如，[b-ITU-T P.800]为语音试验定义了收听效果量表。同样地，一些会话试验询问受试者在

谈话时的体验，而不是在收听时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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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明MOS值 

下面的讨论最初侧重于语音MOS值；但是，在子小节中所做的许多要点同样适用于视

频、音频和音频—视频MOS值。视频的主要区别在以下小节中描述。 

一个特定的语音编解码器有一个确切的MOS值是另一种常见的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

一个根源是客观质量评估模型（产生了非常可重复的结果）的广泛使用。这种模型设计用于

预测或估计主观试验的结果；然而，对于给定比特率的给定编解码器，不同主观试验获得的

MOS值差别很大。产生这种现象有一系列原因。 

首先，从主观试验特定条件下获得的MOS值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 

限于： 

– 给予受试者的指导和意见量表的表达措辞； 

– 用于呈现材料的设备（手机、耳机、扬声器）； 

– 单耳、双耳或立体声呈现； 

– 呈现级别； 

– 声学环境； 

– 受试者的准备； 

– 受试者概况，例如年龄和技术暴露； 

– 不同文化背景说明和使用评分量表的差异； 

– 话音材料（语音内容和谈话者特征）； 

– 语言（特定声音和过渡的存在/缺失、普及和重要性）。 

其次，从主观试验特定条件下获得的MOS值取决于试验中其他条件的质量。例如，如

果大多数其他条件的质量比ITU-T G.729规定的差，则在ACR试验中，ITU-T G.729规定的语

音编解码器条件的得分可能超过3.9；反之，如果大多数其他条件的质量比ITU-T G.729规定

的好，则ITU-T G.729规定的语音编解码器条件的得分可能显著低于3.9。 

此外，如果在不同音频带宽下使用编解码器进行试验，则较高带宽条件的存在将减少为

较低音频带宽条件产生的MOS。在语音试验中出现的最高音频带宽通常被称作试验的“背

景”。例如，在窄带（300-3700 Hz）ACR试验中，ITU-T G.711规定的语音编解码器条件通

常会得到4.0以上的分数；然而，由于存在更高质量的宽带样本，在宽带（50-7000 Hz）ACR

试验中更有可能产生3.5-3.7范围内的分数。 

最后两点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试验中的受试者倾向于根据试验内容调整自己对于评分

量表的使用。确实，精心设计的试验在开始时会包括一个实践阶段，该阶段受试者听到一系

列条件的示例，包括最好和最坏的情况。 

上述考虑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直接比较单独试验产生的MOS值是没有意义的，除非

这些试验是明确设计来进行比较的，即使这样，数据也应该进行统计分析，以确保这种比较

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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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视频考虑因素 

上述许多与语音主观试验相关的考虑也适用于视频试验。试验条件，通常被称作假设参

考电路（HRC），通常定义视频编解码器、比特率、帧速率和传输条件的各种组合。从特定

条件获得的影响确切的MOS值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 用于呈现材料的设备（显示技术、刷新率、对比度等）； 

– 观看环境（颜色、温度和对比度）； 

– 观看距离（通常表示为观看距离与显示高度的比）； 

– 视频内容。 

最后一点对于视频试验而言尤为重要。在视频试验中，测试材料的选择比在语音试验中

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视频序列的内容可能对其编码效率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一个快

速移动的运动序列中的信息内容要比一个都是坐着的人的视频会议序列中的信息内容多得

多。 

对于视频试验，主要背景由视频图像的分辨率决定。通常而言，主观试验不会混合不同

的分辨率，因此，视频MOS值属于特定的分辨率，例如，480p或1080p。在分辨率混合的情

况下，试验的背景将由具有最大行数的分辨率定义。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注意较小的

分辨率是原生显示还是调整为试验中的最大分辨率。 

10 MOS统计分析 

主观MOS值的统计分析不在本建议书的范围之内。但是，MOS值应附有足够的信息，

以便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例如，计算每种条件的置信区间。对于任何给定的条件或子条

件，该信息包括投票数量、投票的平均数和投票的标准偏差。 

11 客观MOS值 

客观质量模型的目的是预测主观试验中音频或视频信号可能获得的MOS值。正如上文

所讨论，任何给定试验中产生的用于特定编解码器或传输链的确切的MOS值取决于试验设

计和执行的多个不同方面。客观模型设计者因此需要预测理想化的试验。这种试验通常是一

个根据特定测试方法（通常是ACR）进行的试验，包括在应用领域中遇到的畸变的平衡样

本。 

例如，[b-ITU-T P.862.1]中定义的映射采用ITU-T P.862建议书规定的客观模型的原始输

出，并将其映射到一个范围，该范围由根据[b-ITU T P.800]中所述的ACR方法进行的大量主

观试验的输出进行平均确定。ITU-T P.863建议书规定的模型的输出阶段建立了类似的 

映射。 

客观模型的一个优势是结果是可重复的，因此可以直接比较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测

量。然而，仍然应该谨慎，如对测试材料的选择和任何试验前或后处理，仍然可能在结果中

引入偏差。 

由于现在应该已广泛知晓的原因，不同的客观模型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产生不同的预测

MOS值。例如，ITU-T P.862.1建议书和ITU-T P.863建议书规定的模型不能为ITU-T G.729建

议书规定的编码话音生成完全相同的预测MOS值，即使该编解码器在这两个模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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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现此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两种模型已经使用不同的主观试验进行了训练和优化。出

于此原因，当比较客观MOS预测与阈值时，例如，要监测服务级别协议或发出警报，应该

在产生预测模型的背景下选择这样的阈值。 

12 报告主观MOS值 

表1描述了在报告主观MOS值时必须要提供的信息，以及建议提供的额外信息。 

如果试验根据国际电联建议书的规定实施，关于方法的信息通常可以通过简单参考相关

标准和所使用的特定方法来表示，但应注意标准程序的变化。 

始终提供有关被动试验测试样本的信息非常重要。对于视频样本，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可

能是有用的，例如，特定序列是否包含平移或场景变化。 

表1 – 报告主观MOS值所需的最低量信息 

信息 试验类型 规定 

方法 

 被动或互动 

 基于样本或连续评估 

 样本的绝对或相对评估 

 给予受试者的指导和问题 

 评分量表标签 

 评分量表是离散的还是连续的 

 样本持续时间 

或者 

 使用的国际电联建议书和方法 

全部 强制 

测试计划 

 试验目的 

 进行测试的日期和场地 

 处理信息 

 试验设计，例如，模块化设计 

 会话数量和持续时间 

 受试者数量 

 受试者概况，年龄和性别分布 

 受邀的受试者类型，例如新人或专家 

 关于所用设备的信息 

 呈现环境，即：本底噪声、对比度等 

全部 建议 

条件/HRC信息 

 条件数量 

 条件列表 

 每种条件的平均投票（MOS） 

 每种条件的投票标准差 

 每种条件的投票数量 

全部 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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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报告主观MOS值所需的最低量信息 

信息 试验类型 规定 

子条件信息 

 子条件因素列表 

 子条件的MOS值 

 每种子条件的投票数量和方差 

全部 可选 

音频呈现 

 音频带宽 

 音频信道，单声道、立体声等 

 音频呈现级别 

 音频呈现方法，例如，扬声器、耳机 

 （单耳、双耳等） 

语音、音

频、AV 

强制 

视频呈现 视频图像分辨率（注1和2） 

 观看距离作为高度的函数，例如3H 

 设备类型和尺寸，即电视、平板电脑、电话等 

 应用，即视频电话、视频点播、线性电视等 

视频、AV 强制 

语言 被动语音、
AV 

强制 

谈话者数量和性别 被动语音、
AV 

强制 

视频材料的类型，例如，运动、头部和躯干 被动视频、
AV 

强制 

音频类型，例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电影配乐 被动音频、
AV 

强制 

注1 – 必须注意隔行扫描图像的使用。 

注2 – 如果试验包含多个图像分辨率，则必须提供有关较小图像分辨率是原生还是放大的信息。 

13 报告客观MOS值 

当报告ITU-T客观模型产生的MOS值时，报告所使用的模型和任何非默认设置通常就足

够了。对于非标准化模型，必须提供表1中“方法”行中的信息来描述预测的试验设计。还

建议提供有关用于测试和/或训练客观模型的试验中使用的测试材料类型的信息。 

14 表示法 

[ITU-T P.800.1]提供了通用和高级表示法，可用于帮助识别MOS值的来源。虽然P.800.1

中的表示法有助于提供生成MOS值的背景概述，但它不能替代根据本建议书提供的详细背

景描述，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始终提供详细背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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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国际电联已经为不同的应用标准化了许多主观测试方法。下面列出了一些最广泛使用的

方法。 

[b-ITU-T G.729]  ITU-T G.729建议书（2012年），采用共轭结构代数码本激励线

性预测（CS-ACELP）的8 kbit/s话音编码。 

ITU-T P.800系列包括与话音质量的主观和客观评价相关的许多建议书；特别要注意的

是： 

[b-ITU-T P.800]  ITU-T P.800建议书（1996年），传输质量主观测定方法。 

[b-ITU-T P.805]  ITU-T P.805建议书（2007年），会话质量的主观评估。 

[b-ITU-T P.835]  ITU-T P.835建议书（2003年），评估包含噪声抑制算法的话音

通信系统的主观测试方法。 

[b-ITU-T P.862.1]  ITU-T P.862.1建议书（2001年），P.862原始结果得分到MOS-

LQO变换的映射函数。 

[b-ITU-T P.863]  ITU-T P.863建议书（2014年），感知客观收听质量评估。 

ITU-T P.900系列包括多媒体评估建议书： 

[b-ITU-T P.910]  ITU-T P.910建议书（2008年），多媒体应用的主观视频质量评

估方法。 

[b-ITU-T P.911]  ITU-T P.911建议书（1998年），多媒体应用的主观视听质量评

估方法。 

[b-ITU-T P.912]  ITU-T P.912建议书（2016年），识别任务的主观视频质量评估

方法。 

ITU-R也发布了与音频和视频质量的主观评估相关的建议书： 

[b-ITU-R BS.1116-1] ITU-R BS.1116-1建议书（1997年），音频系统（包括多声道声

音系统）中轻微损伤的主观评估方法。 

[b-ITU-R BS.1534-1] ITU-R BS.1534-1建议书（2003年），编码系统中间质量水平的

主观评估方法。 

[b-ITU-R BT.500-13] ITU-R BT.500-13建议书（2012年），电视画面质量的主观评估

方法。 

[b-ITU-R BT.710-4] ITU-R BT.710-4建议书（1998年），高清电视图像质量的主观评

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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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ITU-R定义的标准化方法并不是所有都能测量平均意见得分。出版的ITU-R建议书为所有相关方

法提供了完整的文件和参考。为了获得对于上述测试方法的更好的描述和澄清，读者可以参考ITU-R

提供的各个已出版的建议书。 

下述手册提供了对主观测试方法和最佳实践的深入处理。 

[b-ITU-T handbook] 主观测试实用程序（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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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系列 测量设备的技术规范 

P 系列 终端和主观与客观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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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系列 电报业务终端设备 

T 系列 远程信息处理业务的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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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系列 电话网上的数据通信 

X 系列 数据网、开放系统通信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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