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仪器
,

新设备 T 一 Z A 超声多普勒血流速度计

根据医学仪器的发展
,

超声多普勒血流测量技术

正广泛地应用于超声诊断中
.

但由于声束和血流间夹

角的影响
,

引起速度测量的误差
.

江苏省太仓县超声仪器厂生产的 T 一 Z A 型血流速

度计
,

采用了双超声束多普勒效应
,

消除了测量时因 e

角引起的误差
,

能定量测定血流速度和血流方向
,

是一

项无损伤诊断心血管疾病的技术
.

目前国内尚无同类

产品
。

T 一 Z A 型血流速度计技术性能 发射频率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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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一 Z A 型血流速度计功能 具有速度输出
、

加速度

输出
、

音频录音
、

监听
、

监示记录等多功能
.

既利于临

床诊断
,

又便于医教事业
.

本仪器经上海市中山医院等临床应用
,

得到较高

评价
,

据反映 :

1
.

本仪器灵敏度高
,

3
.

2 土 c m /
:

指端血管血流速

度均可测量
,

并记录下血流波形
.

2
.

方向性强
,

基线平稳
,

可准确鉴别正负两方向的

血流图形
.

3
.

读数准确
,

0 角固定
,

可避免在操作过程中 e 角

变化对流速造成影响
.

便于药物治疗前后及手术前后

对照
.

由于医疗单位的迫切需要
,

本仪器在 1 9 8 4 年 9 月

16 一 1 7 日在江苏太仓县正式通过鉴定
,

现已投人批量

产生
.

(陶仲裔 )

图 江苏省太仓县超声仪器厂生产的 T
一

ZA 型

超声多普勒血流速度计

《电 声 技 术 基 础》

管善群编著的
《
电声技术基础

》 ,

于 1 9 8 2 年由人 民

邮电出版社出版
.

《
电声技术基础

》
是一本工科院校无线电广播专业

用书
.

本书给这方面的读者以一定的电声基础知识
,

可供有关电声工作人员参考
.

本书内容包括 : 声信号的特点
,

室内声学
,

电声器

件
、

设备和系统
,

全书共七章
.

第一章的内容是有关声学的基础知识
,

如声波的

基本特性
,

听觉特性和自然声信号的特点 ;其中把听觉

和声信号的特点与电声标准及对于电声系统的要求联

系起来
.

本章还从电声设备
,

如调声控制台
,

从使用的

观点较详细地说明了声信号的计量
.

第二章是室内声学
,

内容涉及厅堂音质的问题
,

对

吸声材料及结构和隔声有基本的说明
.

这章是为了了

解厅堂音质和设计广播播音室和录声室而选取的基本

知识
.

第三章主要是扬声器
,

在这章的开始给出了电声

学的基础知识
,

其中有电
一

力
一

声类比方法和声波的辐

射
.

扬声器的工作原理是籍助于等效线路定性 分析

的
.

这章还包括基本扬声器箱的知识
.

第四章的内容是传声器
,

在讲述声波接收器的类

型和特点后
,

对电动式和电容式传声器作了分析
.

本

章内容的安排主要是广播用传声器
,

并说明了传声器

的使用问题
.

第五章是磁带录声机
,

内容主要是录放声原理
.

对

录放声过程中的各种损失
,

在概念上作了说明
.

在本

章的附录中还介绍了几种常用的噪声降低系统
,

这对

使用现代的录声机是必要的知识
.

第六
、

七章讲述电声系统
。

第六章的内容主要是以

调声控制台为中心的电声系统
,

为广播电台和电影录

声用的系统的维护和设计提供基本知识
.

本章还用了

相当篇幅讨论传声器的拾声技术
.

第七章扼要讲述了

应用声学



立体声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

其中有 x y , M S , A B 和拟

人头等制式的拾声方法和立体声调声控制台的特点
.

本章还有立体声广播和兼容问题的内容
.

总之
,

这本书是以实用的观点
,

为无线电广播技术

专业的读者给予电声技术的基本知识
.

书的内容是以

概念论述为主
,

一些公式的推导放在有关章节的附录

中
.

这样处理有其优点
,

可以适合更大范围的读者阅

读
.

书中反映了编著者多年的教学经验
.

作为电声技

术
,

本书缺少扩
、

放声技术的内容
,

如以后再版
,

希能

予以补充
.

( 陈 通 )

《晶 体

蒋民华同志编著的
《
晶体物理

》
一书

,

由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于 1 9 8 。 年 12 月出版
.

这本书由作者根据

多年来在山东大学开设晶体物理课程讲义改写
,

简明

易懂
、

便于自学
.

全书分七章
、

约 33 万字
.

前两章给

出必要的物理和数学准备
,

接着分述晶体的力学
、

电学

和光学的性质
,

而以后者作为重点
.

书中对晶体的热

释电
、

铁电
、

铁弹和非线性特性等这些较近代的领域中

问题都有介绍
,

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该书结合具体的

晶体实例
,

介绍其特性及应用技术
,

使读者进到量的概

念
,

是引入学用结合的阶梯
.

物 理》

对于声学工作者
,

特别是涉及固体中的声场问题

时
,

诸如涉及换能元件的振动模式
、

波束偏转
、

声子聚

焦以至旋声性等等问题时
,

都应对晶体的基本各向异

性问题有个预先了解
,

从事晶体声学的工作者尤其要

建立在晶体物理的基础上
.

另一方面
,

对于从事非晶

体物理专业的工作者
,

想在较短的时间 内获得有关晶

体物理的知识
,

这本书值得一读
.

(施仲坚 )

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第二

次年会在安徽径县召开

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年会于

1夕8斗年 9 月 10 一 18 日在安徽径县召开
.

出席会议的

委员 23 人 ( 因故缺席的 12 人 )
,

邀请代表及会议工作者

7人
.

会议由主任委员马大酞同志主持
.

会议主要议程

为 : 秘书处作 1 9 8 4 年度工作报告 ; 审查国家标准草案

(送审稿 ) ;审议 1 9 8多年制订国家标准和 专业标准项 口

计划 (草案 ) ;评选推荐国家标准局 1 9 8 2 年发布的优秀

国家标准项日
,

讨论改进声学标准化工作及有关改革

等问题
.

经过会议讨论作出了八项决定和决议
,

其主

要内容为

1
.

审查通过了十一项国家标准草案 (其中一项是

会议前函审通过的 )
,

拟上报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审批

发布
,

这十一项国家标准是
“
厅堂混响时间测量规范

” 、

“
校准纯音听力计用的 校准零级

” 、 ’ “

自由场纯音标准等

响线
” 、 “

内河航道及港 口内船舶辐射噪声的测 量
” 、 “
铁

路机车车辆辐射噪声测址
” 、 “

铁路机主车辆内部噪声

测量— 客车噪声测量
” 、 “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 、 “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侧定

— 混响室精密和 工程法
, , 、 “

驻波管法吸声系数和声

阻抗率测量规范
, , 、 “

水声材料纵波声速和衰减的测量

— 脉冲管法
” 、 `

水下噪声测量 ,’.

2
.

会议审查同意将
“ 1夕 8弓年制订国家标准项目计

划
”
上报审批

,

列人 l , 5 5 年计划中的项目共 30 个
,

其

中上年度结转项目 23 项
,

新增项目 了项
.

这些新增项

目为 : “
建筑 隔声评价标准

” 、 “
隔声间的隔声测量规

范
” 、 “
轰声物理特性的描述和测量

” 、 “
机器和设备的噪

声标牌 ” 、 “
确定机器和设备辐射稳态噪声值的统计方

法
” 、 “
水声构件材料样品声学性能的测量

” 、 “
标准超声

源 ,’.

3
·

会议同意秘书处提出修订国家标 准
`

℃ B 3 1 0 2
-

介 8 2 声学的量和单位” 的原则意见 ; 增加噪度等 8 个

声学量及一个附录 (补充件夕常用声级的 量和单位
.

同

意将此工作列人计划中
,

由技委会审查通过后上报
.

4
.

会议批准秘书处 l , 8斗年工作急结
,

同意秘书处

关于今后加强声学国家标准宣传贯彻工作的意见 ; 希

望本会委员及有关部门积极配合
,

利用各种机会和场

合
,

如期刊
、

学术会议
、

各种学 习班和训练班宣传声学

卷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