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

讨 论

钢琴这一乐器发展至今
,

有多种演奏方法
.

为使实验差异明显
,

我们仅选两种对比性强的

不 同弹奏方法
.

所谓弹奏方法
,

就是怎样触键

的问题
.

当手指施力于琴键上时
,

与此键相应的钢

琴内部的锤即打击相应的琴弦并迅速弹回而使

弦自由振动
.

而 当手指离开琴键时
,

琴内一块

附有毡子的小长方块 (消音器 )立即压在琴弦上

使弦振动的阻尼增大
,

声压衰变变快
,

以至消

失
.

不同的弹奏方法可归结为锤敲击琴弦的力

不 同和弦 自由振动的时间不同
.

第 2 种弹奏方

法以冲击力击弦且手指离开琴键较早 (从图中

可看出约在 0
.

25 后手指离开琴键 )
,

所以 振动

较早衰减而与第 1 种方法形成明显差异
.

在实

验中
,

曾经用降低采样速率的方法把采样总时

间延长到 Z 0 0 0m s ,

这时
,

在第 1 种弹奏方法中
,

信号振幅在达到其最大值后一直以
,

一
个固定不

变的速率衰变 ; 而在第 2 种弹 奏 方 法
「
}
了,

在

3 50 一 4 00 m s
之间出现衰减速率的急剧增大

.

对

Z O 0 o m s长的样点间的不同阶段作频谱分析可以

看出
:
在第 l 种弹奏方法中

,

基波和各谐波分

量以同等速率衰减
,

而从第 2 种弹奏方法
,
}
,的

急速下降段开始
,

毯波以明显高于谐波的速率

下降
.

由此可以说明 :
钢琴不 同弹奏方法中 羚

色的差异主要起因于振幅的下降阶段
,

而少勤扫

基频分量的衰减和中高频谐波的结构变化是音

色变化的内在原因
.

感谢中国科学院马大酞教授
、

陈通教授和

中央音乐学院易开基教授
、

陈比钢教授对本工

作的指导和关怀
.

参 考 文 献

[ 3 1

王次熠
,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 2 ( 1 9 8 8 )
, 1 4

.

B
.

亚沃尔斯基 A
.

杰特拉夫
,

大学物理手册第四分册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 l , ” , 26

.

r
.

涅高兹
,

论钢琴表演艺术
, 音乐出版社

, 1 , 58
.

振 动 粉 碎 有 机 原 料

最近
、

苏联 eM xa llo 6P 研究所提出了一种振动粉

碎有机原料的新方法
.

其原理是由高频动量负载对处

理样品作用 加以全向压缩
,

且该动量具有剪切
、

扭曲和

转矩分量
,
在晶体

、

细胞或纤维界面或缺陷处形成张应

力
、

导致其解离
,
以达到粉碎目的

.

这种技术已应用到一系列锥形惯性振动压碎机和

振动碾粉机上
.

若干植物果实经这一粉碎系统 加工

后
,
品位得到提高

、

味道有所改善
,

而且由于细胞膜被

打碎
,

可吸收性大大增加
.

这项技术已发展用于加工

谷物
、

咖啡
、

调味品
、

大豆及各种油料籽等
.

葵花籽

油饼经附加处理后
,

可使出油率增加 1D %
.

对小麦进

行振动碾磨处理后
、

可使易于吸收的糊精含量提高到

16 肠
,
而传统碾压机加工只能达到 3肠

.

为了提高牛饲料中的容易吸收的成份
,

加工了若

干其他种类的植物果实及枝干
,

从而生产出了新的更

富于营养的廉价饲料
.

利用传统方法剔除牛饲料中的 有 害 成 份— 糠

醛
,

要求在 2 50 ℃ 温度及 l
.

Z M aP 压强条件下进行
, 」t

获得的单搪含量仅为 18 %
,

而振动压碎法可在一个大

气压及 10 0 ℃ 温度下进行
,

且可使单糖含 址 提 高 到

22 %
,
此外还不会产生有害的糠醛成份

.

新的设备消

耗电力和所占空间仅为原来的 1 /巧 及 1 / 2.0

这些新技术还用来从植物原料及其他生物活性物

质中制取诸如医用糊状木质素及育剂等药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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