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声学学会召开第一届第三次

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

中国声学学会于 1 986年 11月 1 9一 22日在昆明市

召开了第一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
,
出席和列

席会议的有常务理事
、

分科学会主任委员及学会办公

室秘书等共 21 人
.

应崇福理事长主持了会议
,

并传达了中国科协三

大会议的精神
.

学会办公室和各分科学会分别汇报了

一年来的工作和活动情况
,

在这一年中各分科学会都

召开了成立大会
、

健全了组织
、

成立了专业学科组及工

作组
,

并进行了 12 次各类学术活动
.

各工作委员会也

向会议作了汇报
.

国际交流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分别报

告了 1 9愁7年 9 月 1 5一” 日将在北京召开的第 16 届国

标噪声控制工 程 会 议 ( I n
t e r一

N
o i s e s夕)

、
1 9 5 7年 5 月

n 一 14 日将在南京召开的中日超声会议的准备工作情

况 ; 申请于 1 9夕2 年在我国召开第 抖 届国际声学 会 议

( CI A ) 的经过 ; 关于西太平洋声学委员会组织以及近

2一 3年内与声学有关的其他国际会议的活动情况
.

组

织委员会报告了组织发展工作的情况
,

学会现有会员

1 5 5。人
、

团体会员 11 个
.

地方声学学会已成立了 7 个
,

正在酝酿成立的有 2一 3 个
.

会议着重研究和讨论了学会工作今后的方向
、

任

务
,

如何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

明年活动计划
,

学会的

技术咨询
、

科普和组织发展工作
,
以及学会经费的开源

节支等问题
,

并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规定
.

会议决定于

1 9 8 8 年第四季度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

改选理事会及举

行全国声学学术会议 ;代表
、

理事的产生和选举办法将

由明年第一季度召开的一届二次全体理事会以通讯方

式通过公布
.

将于明年发放中国声学学会会员证
,

并

公开征集学会会徽图案
.

(学会办公室 )

河 北 省 石 油 学 会 召 开

声学采油新技术学术讨论会

河北省石油学会于 2 9 5 6 年 1 1 月1 1一 1 5 1日在北戴

河召开了以采油声学为主要内容的
“
采油新技术学术

讨论会”
.

会议收到论文 12 篇
,
除 1篇外

,

其余 封 篇均

为采油声学范畴的学术论文
,

研究报告
,

技术报告
.

会

议由河北省石油学会常务理事
,

华北油田总工程师秦

荣章主持
.

参加会议的代表 40 人
,

其中有山东省物理

学会常务理事
,

华东石油学院教务长沈本善教授
,

中国

科学院声学所副研究员朱厚卿
、

陈家川等
.

参加会议

崖沟还有河北省石油学会理事
、

华北油田采油研究所主

任工程师郑明鑫
,

学会理事
、

局协调处主任地质师吴蕴

辉
,

华北油田采油五厂主任工程师刘长兴
,

采油三厂副

主任工程师王自治等
.

会士
,

华北油田采油研究所黄

序韬首先做了
“
声波三次采油研究 ” 、 “

苏联声波采油试

验与应用的近期水平
” 、 “
超声波采油应用研究” 等三篇

学术报告
.

中原油田采油研究所庄典基做了
“
水力冲

击波发生器工作原理探讨 ” 的研究报告
.

华东石油学

院沈本善
、

严炽培做了
“
超声波对岩石渗透率影响的试

验研究
” 的报告

.

石油部勘探开发科学院张景和做了

“ 声发射侧地应力及压裂方向” 的研究报告
.

与会代表对世界新技术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声波采

油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围绕声波采油的新概念

,

声

波采油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热烈讨论
.

一致认为 : 声

波采油理论是 80 年代采油理论的新发展
、

声波采油技

术是国外采油工艺技术近年来的新成就
.

代表们深深

感到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技术革命的新时代
,

各种传统

的工艺技术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

发生 日新月异

的变化
,

我国的采油技术也正经受着世界新技术革命

浪潮的冲击和挑战
.

代表们表示 : 面临挑战
,

我们必

须做出抉择
,

勇敢地迎接挑战 ! 与会代表对近年来我

国声波采油研究在各大油田及高等科研院所的兴起和

发展表示满意
,

对中原油田等在大规模采用水击声波

压裂改造油层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增油增注效果感到技

舞
,

对会议学术报告中所展示出的声波采油的诱人前

景感到欢欣
.

一致表示 : 要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发奋

图强
,

开拓前进
,

开创采油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
为实现

“ 七五” 期间我国石油工业科技发展的宏伟目标做出贡

献 !

(梁椒寰 )

应用声学



第三届全国噪声控制工程学术会议在西安举行

第三届全国噪声控制工程学术会议 于 9 6 1 8年 11

月 2一夕日在西安举行
.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环境工程学会和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噪声振

动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

马大酞教授为本届大会主

席
,

方丹群副研究员为本届大会秘书长
.

参加本届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 1 36 个单位近20 0

名代表
.

会议先后收到 19 1 篇论文
,
经审查

,

在会议上

交流的共有 1 5 6篇
。

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曲格平
,
劳动人事部劳动保护局局长

、

中国

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苏一勇分别

向大会发了贺电和贺信
.

陕西省刘副省长等省市领导

人出席开幕式并讲了话
.

这次会议既有专题报告
,
又有分组学术交流

,

既有

专题讨论
,

又有学会工作会议
,

气氛活跃
,

形式多样
.

学术交流
,

是本届会议的主题
.

马大酞教授应邀为大会作了题为
“
混响室内声 源

发射功率” 的报告
、

严济宽
、

方丹群等七位专家作了大

会专题报告
,

分别是 : 通过弹性支承的振动功率流 ;城

市交通噪声污染评价预测方法的研究及计算机在防噪

规划中的应用 三电机振动噪声谱分析与模态分析 ;吸声

降噪的经济与装置效果分析 ;环境噪声的综合治理 ;阻

燃麻纤维吸声性能的研究 ; 环境噪声控制的
“
七五 ” 规

划
.

分组报告分环境噪声
、

机械噪声
、

综合治理
、

及材

料等四个专题组
.

本届会议具有
“
广

、

新
、

深” 的特点
.

广是指面广
,

即论文来源广
,
包括各省市

、

各部委的科研
、

高校
、

设

计
、

劳保
、

环保
、

工矿企业 ;论文内容广
,

有声源鉴别
、

声

源控制
、

有大小环境噪声
、

有振动
、

有综合治理
、

有声学

材料
,

涉及噪声学的各领域
.

新是指题新
,

论文作者

新
,

这次会议有相当一批首次参加全国噪声学术会议

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
,

说明噪声控制事业兴

旺发达
,

后继有人
.

深是指论文有深度
,

水平较前两届

高
,

测量报告大大减少
,
无论在理论上

,

还是在实际应

用上
,

创新的
、

高水平的
、

有价值的文章都较多
.

具体

表现在 :

1
.

计算机技术在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中的

应用
.

本次会议中
,

有十多篇论文阐述了电子计算机技

术在声功率测量
、

噪声与振动源的鉴别与诊断
、

噪声预

侧预报
、

声源治理方面的探索与应用
,
均有较高的学术

水平和实用价值
.

反映了当代噪声振动控制研究的新

方向
.

.2 从声源上治理噪声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

通过改进机械结构的设计
,

研制低噪声的设备是

噪声控制中的治本方法
,

国际噪声会议指出
,

八十年代

是声源治理的时代
,

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国在这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
,

如低噪声风机
、

低噪声电机
、

低噪声冷却

塔
、

低噪声阀门
、

低噪声齿轮
、

低噪声木工机械和低噪

声车床等方面的研究有了实用价值的成果
,

民现了我

国噪声控制技术领域的新前景
.

一些难以治理的污染源有了新的突破
,
如织布机

、

冲床
、

锻锤
、

凿岩机等机械噪声历来是噪声控制中的难

题
,

这次会议交流的论文反映了我国在攻克这些难关

方面取得的实质性的进展
.

对环境振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测试分析
,

提

出一套测试评价和控制方法
,

说明我国噪声控制工作

已深人环境振动领域
.

值得高兴的是
,

这次会议还发表了一些论述噪声

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论文
,

如吸声降噪的经济与装置效

果分析
,

环境噪声控制
“
七五 ,, 规划

,

说明我国噪声控制

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

步
.

本届会议上
,

还分为四 个专题组进行了专题讨论
,

这四个组是 : 环境噪声
、

机械噪声 (声源鉴别
、

声源痊

制 )
、

噪声综合治理
、

振动
.

在本届会议中
,

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噪声

振动控制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

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工程学会噪声控制工程专业学组

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专业委员会议
.

(山 声 )

中国声学学会超声电子学分科学会成立和学术讨论会简讯

中国声学学会超声电子学分科学会于 10 月20 一 23

日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
,

并同时召开 “超声电子学系统

和应用 ” 学术交流会
.

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应崇福教

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
.

航天工业部李润芝教授出席

了闭幕式
.

出席会议的还有电子工业部有关 领 导 l可
二七

成立会上颁发了超声电子学分科学会委员和秘书

的聘书
.

会议确定该分科学会下设 : 声表面波技术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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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波
,

声
一

光和材料三超声电子学系统和应用等三个专

业组
.

确定了各专业组组长
、

副组长人选
.

会议还决

定了设立两个工作小组 : 学术
、

科普和教育工作小组

和组织
、

咨询工作小组
.

委员会讨论了今后学术交流活动计划
.

确定 在
; 9 8 7年秋冬召开超声电子学学术交流会

.

会议地点初

步商定在成都或江西景德镇
.

82 位代表参加了 “ 1 9 8 6年超声电子学系统及其应

用
”
学术讨论会

,

会上宣读了 5 3 篇论文
.

在学术讨论

会的活动方式上也有些新的特点
.

除两天时间分组报

告外
,

有一天时间分专题讨论
,

代表们就一些共同感

兴趣的问题较充分地交流了学术思想和观点
,

分析了

当前我国超声电子学学术和技术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

探讨了今后发展我国超声电子学
、

提高研究水平的 ;

一些可能办法
.

从这些论文和讨论中可以看出
,

近十年来
,

我国超

声电子学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进步
.

不少声表面波
、

声体波和声
一

光器件已进入民用和国防上一些 系统 的

应用 ; 少数已有批量生产 ; 基本研究正在深入
,
已经提

出并开创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 有的基本研究课题已

经看出可发明新型器件的苗头
.

这些情况表明
,

从七

十年代末的起步阶段
,

我国的超声电子学研究已跨入

广泛应用和深人发展阶段
.

这次学术交流会
,

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发展研究和生产厂家之间的关系
.

(王佐卿 )

中国声学学会语言
、

听觉和音乐声学分科学会

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召开

中国声学学会语言
、

听觉和音乐声学分科学会成

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

于 1 9 8 6 年 10 月在四川彭县电

子工业部第三十研究所召开
.

参加会议的委员与代表

共三十余人
.

四川省电子学会理事长
、

成都电讯工程

学院党委书记张中通同志暨四川省电子厅
、

仪表局等

负责人到会祝贺并讲话
.

开幕式上
,

分科学会主任委员张家歇研究员致开

幕词
,

介绍了分科学会的成立经过和组织概况
.

三十

所刘村友所长介绍了三十所的工作
,

认为这次大会在

三十所召开
,

将对所内研究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

四川省电子学会
、

电子厅
、

仪表局负责同志讲话

中
,
介绍了四川电子工业的形势与有利条件

,

指出声学

与电子工业有着密切关系
,

可相互促进
.

四川省作为

我国内地电子工业基地正面临沿海城市的挑战
,

需重

视培养人材
,

加强声学研究
,

全力支持四川省声学学会

早 日成立
.

欢迎今后全国声学会议来四川举行
.

会上提出了事先邀请的十篇学术报告
,

张家陈研

究员的
“
言语科学— 从说到听

” 、

刘村友所长 }矿 现代

语言通信和电子工业 ” 介绍了语言声学中前沿课题 和

国际动态
,

受到代表普遍重视
、

其它报告有的是即将发

表的论文或申请专利的研究结果
,

有的是对重要国际

会议的介绍等
,
也都受到欢迎

.

报告时间充裕
,

可边报

告
、

边讨论
,

效果好
.

在会议期间还举行过两次学术交

流讨论
,
由到会人介绍本单位工作与存在的问题等

,

每

个人都有发言机会
.

通过讨论
,

同行间找到共同感兴

趣的问题
,

便于会后联系
、

合作
,

也加深了对国内研究

现状的了解
.

召开了分科学会委员会扩大会议
,
与会同志全体

参加
.

讨论了增补分会委员的建议
、

第二次学术讨论

会地点选择
、

音乐声学专业组近期活动
、

建议声学学会

某届全国声学会议在四川召开等
.

这次会期共四天
,

规模较小
,

由于报告准备充分
,

会议形式灵活
,

讲求实效
,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这次会议

开得实惠
,

收获较大
.

(齐士铃 )

超声与生物体相互作用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由中国声学学会生物医学超声工程分科学会和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超声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召

开的
“
超声与生物体相互作用学术讨论会

“
于 1 9 3 6年

10 月 1 8 日至 20 日在南京举行
.

出席会议代表三十人
,

共宣读论文二十篇
.

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
、

江
,

苏省

声学学会理事长
、

中科院学部委员
、

南京大学声学研究

所所长魏荣爵教授到会致词祝贺
.

目前
,
国内外超声在临床诊断上的应用迅速扩展

应用声学

以致形成了
“
超声诊断热 ”

.

在这种形势下
,

会议就超

声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

会议

上的报告课题涉及到超声加热治癌
、

聚焦冲击波体外

碎面机理
、

生物媒质中的非线性现象
、

组织超声特性及

其侧业方法
、

超声生物效应和医用超声仪器输出声功

率测址等七个方面
,

反映了当前生物医学超声荃础研

究中的一些前沿内容
,
因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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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要性采样虚警模拟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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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 几 ; N 和不同门限 T 值时
,

反复进行模拟

试验
,

其结果每次几乎是相同的
.

五
、

结 束 语

重要性采样技术在统计模拟试验中可以广

泛应用于小概率事件概率的估计
,

这对雷达
、

通

讯
、

水声系统都是有用的
.

无论是设计系统的

探索性试验
,

还是整个研制过程的任何阶段均

可使用
.

既不要高成本的硬件仿真器
,

也不必对

复杂的实际系统进行测试
,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

值
.

本文讨论了水声系统在某种噪声输人条件

下进行虚警模拟的具体方法
,

应该指出对于输

人噪声为指数分布
、

正态分布
、

对 数
一

正 态 分

布
、

莱思分布等
,

上述方法也是适用的
.

对于多

输人系统
,

如果各输人具有同样的分布且使其

有相同的畸变
,

重要性采样技术也可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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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最小方差 (归一化 )为

{ D [户; ] /尸圣} }
m i。 、 17

.

5 /N ( 3 5 )

原来常规的 M on et aC lr o 法 相 对 方 差 为

10 `
/N

,

与 ( 3 5 ) 式相比较可知重要性采样时精

度大为提高
,

或者说在相同精度要求下
,

重要性

采样的 M o nt e
aC lr 。

模拟的 N 数可大大下降
.

我们选 几 ~ 3
.

72 al
,

N ~ 5 0 0 ,

取不同门限
丁 时虚警概率模拟结果如表 1 所示

.

当 T 一 2 时
,

虚警概率估值的相对误差

占 ~ }外
。 论 一 P。刻 / P。 论

~ ( 0
.

1 3 5 3 3 5 一 0
.

13 0 3 4 9 ) / 0
.

13 5 3 3 5

= 0
.

0 3 6 8

若万增大到 1 0 00
,

门限仍为 2 时
,

重要性采样

的虚警模拟结果为

P F段拟
~ 0

·

13 3 5 0 9 ,

P尸现论 ~ 0
.

13 5 3 3 5

则相对误差为

占 = ( 0
.

13 5 3 3 5 一 0
.

1 3 3 5 09 ) / 0
.

1 3 5 3 3 5

~ 0
.

0 1 3 4

相对误差减小了
.

可以看出按上述方法进行重

要性采样试验
,

得到的虚警率精度是可以满足

要求的
.

显然本文介绍的重要采样统计模拟法

在水声系统的分析和研制中是可取的
,

有效的
.

而且实验发现这种方法具有 R 口撇“ 性质
,

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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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

讨论十分热烈
.

这次学术会议表明
,

近年来我国在超声与生物体

相互作用的研究领域中
,

队伍正在扩大
,

工作已取得了

不少明显的进展
.

总的来说与国际上有关研究工作的

差距已开始缩小
,

个别方面已接近国际水平
.

经过讨论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医学超声计量工作

是我国的薄弱环节
,

大家热切呼吁应认真加强这方面

工作
,

逐步建立起医用超声仪器的剂量标准和推广方

便适用的测试手段
.

并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此给予高

度重视
.

此外
,

代表们还一致认为
,

超声与生物体相互

作用的基础研究工作对于推动超声医学 (诊断和治疗 )

顺利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今后还应继续大力加

强
.

(叶式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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