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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

����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于 ���� 年 �� 月��
�

�� 日在上海市召开
，

本次会议主题为
�

创新与和

谐—新世纪的声学
。

来自全国声学界的专家
、

学

者
、

工程技术人员的代表 ��� 人参加了会议
。

中国声

学学会领导与 �位声学相关领域的院士参加了会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物理学部张守著处长到会指导
。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 篇
，

经专家审稿后

录用 ���篇
。

会议交流并收录到论文集的论文 ���

篇
，

含综述报告�篇
，

物理声学 �� 篇
，

水声学�� 篇
，

超

声学
、

量子声学与声学物理效应 �� 篇
，

声波测井 ��

篇
，

噪声
、

噪声效应及其控制 �� 篇
，

结构与建筑声学 �

篇
，

语言声学与语音通讯 �� 篇
，

生理与心理声学 ��

篇
，

声学测量
、

信号处理与分析的方法
、

仪器 �� 篇
，

声

学换能器�� 篇
。

杨士羲院士的综述报告
“

关于水声学的若干问

题
”

阐述了水声学的重要性和现代水声学研究的主要

进展
，

指出我国在水声物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
，

与

国际上仍有相当差距
。

颜永红研究员的综述报告
“
语

言声学及其进展
”

从语言的产生
、

传递
、

感知和处理等

不同角度阐述了语言声学的科学意义
，

指出随着计算

机
、

人工智能
、

数字信号处理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

与语

言声学相关的语音分析
、

处理
、

应用技术也在不断进

步
，

而以语音
、

语言为主体的人机交互技术也将随着

人们对生活水平和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而受到人们

的日益重视
。

钱梦绿教授的综述报告
“
近场声成

像—扫描电子声显微术和扫描探针声显微术
”

介绍

了声成像利用声波更
“

直观
”
地观察和研究物质结构

和特性的显著特点
，

指出声成像作为一种重要的无损

检测技术
，

已得到广泛应用
。

这些报告在与会人员中

引起了热烈讨论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大会分�个分会场进行学术交流
，

分别是水声

学�噪声
、

噪声效应及其控制和结构与建筑声学 �超

声
、

量子声学与声学物理效应 �声学测量
、

信号处理与

分析的方法
、

仪器 �语言声学与语言通讯和生理与心

理声学�声学换能器 �物理声学
。

同时在会上召开了

声波测井与环境噪声标准两个专题研讨会
。

本次大会涉及学科全面
，

包括了声学的各个分

支
。

参加人数多
，

既有老一代科学家
，

又有年轻的声

学科技工作者
。

学术气氛活跃
，

与会代表讨论热烈
，

发言积极
。

从整体上来看
，

是一次高水平
、

高质量而

又富于成果的声学学术会议
。

通过学术交流和研讨
，

对我国声学科技工作者在学术
、

技术
、

信息交流和传

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会议期间
，

还评选和颁发了首届马大酞声学奖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刘克研究员和南京大学声

学研究所的程建春教授共同分享了今年的奖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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