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 电 陶 瓷 应 用 》

电子陶瓷情报网编的
《
压电陶瓷应用》 一书

,

于

1 9 8 5 年 8 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

压电陶瓷是 声

学中广泛应用的电
一

声换能材料
,

由压电陶瓷做成的各

种声学器件
,

是一些声学仪器
、

设备中的关键部件
.

该

书从实用角度出发
,

对压电陶瓷在备类声学仪器中的
作用

、

工作机理与方式等
,

给予了简要的说明 ; 对一些

典型的换能器
,

给出了设计的考虑原则
、

制做工艺
、

计

算公式
,

并给出了具体结构的实例
.

全书共分七章 : 第一章 “ 在高电压发生装置中的

应用” ,

介绍了压电陶瓷点火器
、

变压器
、

玩具遥控信号

发生器
、

压电按扭开关等 ; 第二章
“
在电声等设备上的

应用
” ,

着重介绍压电陶瓷在双声道拾振器
、

扬声器
、

送

受话器
、

蜂鸣器等方面的应用 ; 第三章
“
在计测仪器上

的应用 ” ,

对压电陀螺
、

加速度计
、

压力计
、

流量计
、

结霜

传感器
、

表面粗糙度测量仪
、

电子称计数器
、

摆钟综合
.

测试仪
、

磨削接触检测仪的应用等做了介绍 ; 第四章

“ 压电陶瓷在水声设备中的应用” ,
主要介绍水声用压

电材料
、

换能器及常用设备 ;第五章 “ 在超声仪器上的

应用
” ,

介绍压电陶瓷在清洗
、

无损检测和医用超声等

方面的应用 ; 第六章“ 压电陶瓷声体波滤波器 ” ,

对几种

陶瓷滤波器
、

谐振器
、

压电音又
、

复合滤波器
、

延迟线等

体声波器件做了介绍 ; 第七章
“
压电陶瓷声表面波器

件” ,

介绍了声表面波滤波器
、

谐振器
、

振荡器
、

放大器
、

卷积器
、

延迟线
、

声光器件和声表面波摄像装置等
.

全书除正文七章外
,

还有绪论和附录
.

绪论介绍

了压电陶瓷发展史
、

压电陶瓷性能
、

应用及未来展望 ;

附录例举了国内外压电陶瓷元件的主要生产厂家及产

品的主要性能参数等
.

本书对从事声学工作
,

尤其是对从事声学技术开

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很有裨益
,

值得一读
.

(刘献铎 )

《声呐信号处理
-

原理与设备》评介

由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

声学研究所副所长侯自

强和京西职大副校长李贵 斌 合 著 的
《
声 呐 信 号 处

理— 原理与设备
》
一书

,

最近已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

这是一本理论性
、

技术性和实用性都比较强的声呐信

号处理方面的专著
,

全书分为原理和设备两大部分
,

共

分十七章 (另有三个附录 )
,

七十多万字
.

书中全面而又

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有关声呐信号处理方面的各种理

论和研究成果
,

其中包括新的研究方法
、

新的工艺技

术
,
新的处理设备以及新的应用领域

.

作者从实际应

用出发
,

在介绍原理的基础上
,

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声呐

信号处理设备的特点
,

适用范围及实现方法
,

反映了 当

前声呐信号处理方面的研究进展和主要研究成果
.

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德昭教授为该书作序指出 : “ 本

书的特点是着重于给读者以较全面清楚的概念
,

介绍

各种信号处理的原理
、

特点
、

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及实现

方法
,

理论与实际并重
,

反映了我国的研究水平
,

”

这本书的原理部分
,
在阐述水声信道

、

目标
、

干扰

背景场特性的基础
.

上
,

较全面地讨论了现代声呐信号

处理原理
,
内容包括信号自动检测

、

参数估计
,

声场的

最佳时空处理和超指向性阵处理
、

自适应波束形成
、

目

标判决和识别
、

后置数据处理等各个方面
,

以及主动
、

被动声呐的工作体制
.

此外
,

作者就当前人们感兴趣

的设备课题
,

作了全面的理论探讨
,

提出了一些颇有见

地的新概念
,

并结合应用进一步讨论了最佳参数估计

目标特征的提取
,

以及目标模型的建立方法等问题
.

本

篇内容系统而又完整
,

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

在设备部分
,

作者并不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
,

而是

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出发
,

·

既描述性地介绍声

呐信号处理设备发展的历史
,

又概括地讨论了声呐信

号处理设备的一般要求
、

工艺技术
、

器件性能及适用范

围
,

并重点总结和吸收了国内外信号处理设备的实现

方法和应用技术
.

讨论范围涉及实时信号处理方法
、

数字信号处理方法
、

横向滤波器信号处理技术
、

求解线

性方程组的快速算法
,
以及实现各种显示格式和人

一

机

对话的方法
.

此外
,

还涉及具体的信号处理设备
,
如各

种波束形成器
、

抗混淆滤波及数字式自动增益控制放

大器
、

主动和被动声呐信号处理设备
、

声呐显示控制

器
.

最后还独立成章介绍了数字计数机在声呐信号处

理中的应用
,

并对其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

这对该书无疑

是起到延长使用寿命的作用
.

从总体来看
,

该书内容广泛
、

结构紧凑
、

层次分明
、

取材新颖
,

无论是原理部分还是设备部分的介绍
,

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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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声学



C C H 一 14 多功能宽范围超声测厚仪

c c H 一
14 型是上海超声波仪器厂推出的最新一代

袖珍式超声波测厚仪
,

不仅灵敏度高
,
测量范围宽

,

精

度高
,
微功耗

,

还为用户提供了五种自动功能
,

二种数

字显示方式
.

c c H一 1 4 型超声波测厚仪特别适用于各种油气管

道
,

锅炉
,

高压容器壁
、

底的检测
,

是化工
、

船舶
、

冶金
、

交通
、

纺织
、

航天等工业中的有用量具
.

特点及主要技术功能 :

1
.

灵敏度 仪器具有粗糙面
、

凹面
、

漆面材料直接

测厚的功能
,

在实际使用时免去了打磨
、

去漆的繁重工

作
,
既保持了被测物表面无损

,
又降低了检测人员的劳

动强度
。

2
.

测 t 范围 1
.

。一 9 9
.

夕m m ( 4 5称 钢 )
.

仪器配有

两只不同频率的探头
,
除了测钢

,

还可以直接测量铸

铁
、

高锰钢
,

铜
、

塑料等声衰减量较大的材料
.

3
.

测小口径
、

薄壁管的能力 仪器能够测出内径

劝 ) 10 m m
,

壁厚 H ) l m m 的管壁厚度
.

4
.

精度 1
.

0一 i o m m ( 4 ,# 钢 )
,

误差为 士 o
.

i m m
.

1 0一 4 o m m ( 斗5 .

钢 )
,

误差为 土 0
.

2m m
.

4 0一 9 9
·

g m m

( 4 .5 钢 )
,

误差为厚度值的 士 0
.

5%
.

5
.

欠压自动指示 仪器内电池电压不足时
,

显示

屏上即会出现欠压自动指示符号
“ ” ,

及时告诉使用

者更换电池
.

6
.

溢出自动指示 当被测件的厚度超过 9 9
.

g m 。

时
,

显示屏的左上角即会出现溢出自动指示符号“

以避免因被测件的夹层结构或内部伤痕所造成的错误

判断
.

7
.

棍合自动指示 被测面与探头祸合良好时
,

显

示屏上即会出现祸合自动指示符号 “ ” ,

告许使用者

探头与被测面的祸合情况
.

8
.

测 t 中断三分钟自动关机 如果连续中断测量

时间超过三分钟
,

仪器将自动关闭
,

以延长电池的使用

寿命
.

9
.

故陈自动报带 在灵敏度调节好的情况下
,
如

果不侧量时仪器也显示
“ ” 符号

,

则说明仪器已有故

障
,

应修复后再使用
.

1 0
.

三位液晶数字的二种显示方式 仪器兼有两

种显示方式供使用者选用
,
即 ( l) 保留被测数据

,

( 2 )不

保留被测数据
.

11
.

功耗 电池工作方式
,

一节 6 F 2 29 v 层迭电

池可工作 30 0 小时
.

1 2
.

体积和盆 t 仪器体积小 ( , g m m x 3 1m m x

1 4夕m m )
,

重量轻 ( 0
.

2 k2
g )

,

携带使用十分便利
.

1 3
.

特殊皮套设计 特制的皮套可使仪器直接固

定在操作者身上使用
,
以便脱出双手进行检测

,

在实际

操作使用时显得尤为方便
.

14
.

使用环 境 。一 4 0℃ ,

相对 湿 度 初℃ ( 20 一
9 0 )% 1 2 R H

.

(丁 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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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国内外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水平
,

这对于

了解声呐信号处理的研究动态
、

主要研究内容及其应

用领域都是很有帮助的
.

其中
,

书中介绍的许多设备

是我国研制的
,

部分地反映了我国声呐信号处理的技

术水平 ; 许多原理和实现方法均在作者做有成效的工

作中得到发展
,

有许多可贵的经验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

在信息量高度发展的今天
,

该书的出版对于从事水声

学研究的科技人员
、

有关专业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都

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
.

由于信号处理原理和方法的共

同性
,

该书的内容也适用于语言
、

通讯
、

地震信号处理
、

呼2 盆

雷达等领域
.

当然
,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因为许多信号

处理技术都是新近发展起来的
,

许多原理和设备都有

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

所以该书的有些原理介绍还是探

讨性的 ;此外
,

尽管全书 7 0 多万字
,

个别章节还是显得

不够丰满
,

有些方法叙述过于简单
.

总之
,

该书不失为水声学研究中的一部较好著作
,

它既是研究声呐信号处理原理的理论专著
,

又是应用

声呐信号处理设备的工具书
.

(陈泽卿 )

5 卷 呼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