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实用会场扩声》

19 8。 年 ` 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季卿 等编著 的
t 实 用会场扩声

,

一书 (约 25 万字 )
,

很有一些特色
,

值

得向有关读者推荐
.

全书共九章
.

第一章简单介绍声学的基础知识
,
之

后立即就进人本书的主翅一
`

会场音质和扩声技术 ,’.

这种编排不落俗套
,

不像少数书那样
,

东拼西凑地把基

翻部分和众所周知的内容
,

占丢全书大半
,

然后才谈及

正姐
。

第二
、

三两章
,

分别讨论会场音质和吸声材料
.

叙

达简明扼要
,

深入浅出
,

概念清楚
,

条理分明
.

书中不

用高深数学
,

而用形象化的图线把近代房间声学和吸

声材料的理论
,

交待得非常清楚
.

这对工程技术人员
,

特别是墓层单位中掌握数学不多的技术人员
,

使用起

来非常方便
.

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九章
,

全部介绍会场的扩

声
,
这是本书的主体

.

编著者从选择和使用传声器 (第

四章 )
、

选购扬声器和制作声柱 (第五章 )谈起
,

谈到扬

声器的具体布置 (第六章 )
.

编著作还专门用了两章 (第

七
、

八章 )介绍扩声设备和扩声设备用扬声器的连接
.

这在一般建筑声学和电声学的著作中是很少谈 及的
,

但实际上
,
在中小型会场的扩声中

,

故障在往就发生在

扩声设备及其与扬声器的连接上
,

所以加人这两章
,

对

实际使用是很必要的
.

最后
,

第九章详细地介绍了扩声

系统的操作
、

维护和故障排除等内容
.

从论述上述扩声

设备的内容来看
,

并无多大新的见解
,

但却包含编著者

们多年从事实践工作的很多真知灼见 ; 介绍了很多对

实际工作人员来说是十分宝贵的经验
.

这是一本真正
“ 实用

”
的

“
会场扩声” 的著作

.

本书从 1 9 8 0 年出版以后
,

很快就销害一空
.

据了

解将出版修订后的第二版
.

从这个侧面
,

可以看出本

书的实用价值
。

(吕如愉 )

《水 声 材 料 手 册》

王荣津等同志编著的 ` 水声材料手册 》 一书最近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
.

该书系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水声材料

姐根据多年来科研工作中积累的资料编辑而成
.

该书编著的资料以国内水声材料为主
,

并编入了

很多国外材料的数据
.

该书第一篇给出了水声材料的

基本概念以及材料的选择与结构设计
.

第二篇分为十

章
,

分别给出了橡胶
、

塑料
、

泡沫塑料
、

树脂和增强塑

料
、

金属
、

木材
、

岩石
、

矿物和海洋沉积物
、

流体
、

阻尼材

料和电声换能材料等十类材料的声学性能和物理机械

性能
.

附录中包括橡胶和塑料的老化性能
、

生物体组

织的声学性能
、

声学单位模算表及该手册中有关名词

的汉英对照表等内容
.

本书是水声工程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

也可

供从事海洋资源开发
,
地质勘探

,

超声无损检测
、

嗓声

控制
、

生物医学超声以及材料科学等有关方面的科学

技术人员参考
.

(徐其昌)

中国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第一届

第三次委员会会议在西安召开
。

1 9 8 3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西安市召 开了 中 国

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第一届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
.

出席会议的委员共 30 名
,

有 8 名委员因故请假
.

会议

由学会主任委员应崇福同志主持
.

会议首先听取了学术秘书史国宝同志代表学会所

做自 80 年第一届学术年会以来的学会工作汇报
,

委员

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评议
.

大家认为 : 三年来

学会做了不少工作
,

学会举办的 12 次全国性的学术交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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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会和 7次培训班成效可喜
,

学会的活动促进了
“
四

化 ” 建设
,
在生物医学超声工程方面

,

在功率超声方面
、

在岩体检测等等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学术上的效果
.

会议还认真地讨论了学会今后两年的工作
,
重点

讨论了明年召开第二届学术年会的准备工作
,

委员们

都对年会热情关怀
,

会上湖北和四川的委员们积极表

示愿意为第二届学术年会创造条件
.

会议初步决定
,

第二届年会将于 1 9 8呼年第 呼季度召开
.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还对以下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

的惫见 :

1
.

积极着手筹备下届委员会改选工作
,

2
.

发展应用声学学会会员
,

3
.

增补专业学组成员
.

会议最后听取了
《
应用声学

》
杂志编辑部关于

`

应
用声学

》
创刊以来的工作汇报

.

委员们肯定了已取得

的成绩
,

并希望能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

扩大发行里
,

加

强应用特点以适应
“
四化” 建设的需要

.

会议得到了陕西师大应用声学所的大力支持
。

会

议开得回满成功
,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应用声学学会办公室 )

生物组织超声性质及测 , 技术学术交流讨论会在西安召开

中国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
,
生物医学超声工程

专业组
,

于 1 9 8 3 年 4 月 22 日到 24 日 ,

在西安召开了

全国生物组织超声性质及侧 t 技术学术交流讨论会
。

有来自全国各地 17 个单位的 2 4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应崇福教授在会上讲了话
,
赵恒元教授致了开幕词

.

会

上报告了 13 篇论文
.

此外安排了较多的时间进行深

人讨论
.

南京大学声学所和中国科学院声学 所东海研究

站
,

各作了有关哺乳动物软组织超声性质的实验研究

方法及超声衰减的研究现状的综述报告
,

对这方面的

目前研究进展情况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

南京大学声学

所还做了有关生物媒质 (包括组织 )超声速度
、

衰减及

非线性的实验研究报告
,

工作细致而有系统
.

上海第

六人民医院超声室报告了用脉冲法测量一批新鲜人体

正常和病理组织的声速
、

声阻抗和声衰减
,

为建立我

国的人体软组织声学参量数据库迈出了第一步
.

武汉

物理所与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

做了 B 型扫描在

球形病灶后壁远端
“
增强区” , “

声影区” 和边缘声影

现象的模拟研究报告
,

把基础研究与临床诊断实践密

切结合
,

对诊断识图中长期存在的这一现象作了初步

解释
.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报告了三维声衰减浏试方法

研究及实时超声 C T 的设想
,

提出并初步验证了侧t

活体组织声衰减分布的新方法
.

陕西师范大学声学研

究所
,

报告了聚焦超声波作用于家兔肝组织产生的影

响研究成果
,

为我国开展超声生物效应研究做出了良

好开端
.

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声学所分别作了有关系

链浮沉子超声功率计和 P v F
:

压电薄膜换能器的研翻

报告
.

这些报告反映了当前生物医学超声荃础研究的几

个主要方面
,
表明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城已有了良好开

端和进展
,
因而受到代表们重视和欢迎

.

特别是中国

科学院声学所的报告
,

引起了于会者的很大兴趣
,

认为
他们以超声减为参量的实时超声 C T 研究

,

将可能为 .

我国走自己的路
,

发展新型超声显象诊断技术做出
.

风
献

。

代表们一致反映
,

这次会议规模小
,
目的明确

、

付
论深人

、

收获大
,

取得了交流
、

促进和协调效果
.

此外
,

会议还体现了理工医三结合的特点
.

生物医学超声是

应用声学领域中目前十分活跃的一个分支
,

理工医相

互渗透和结合
,

将是顺利发展我国生物医学超声的宜

要保证
.

代表们还认为
,

研究生物组织的超声性质
,

不仅是

发展生物医学超声工程的基础
,

而且是研究生物物理

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

今后应该加速和加强这一领域研

究工作的进展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参观了会议的主办单位— 陕

西师范大学应用声学研究所
,

受到很大鼓舞
.

(周永昌 冯若 }

“

隧道岩体声波测试技术
”

科研成果评审会在四川省峨眉县举行

铁道部科学技术局于 1 9 8 3 年 5 月 12 日至 1弓 日
,

在四川省峨眉县主持召开了
“
隧道岩体声波测试技术 ”

科研成果评审会
.

来自全国铁路系统及其它单位的有

关专家和科学技术人员二十多人参加了评审会
.

会议

对铁道郎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地质研究室
,

经过书
年的试脸研究和工程应用实践后提出的 这 一科研 成

果
,
进行了认真讨论

.

评审会一致通过了对该成果时
评审念见

。

“ 隧道岩体声波测试技术
” ,

曾于 1 9 8 1 年 11 月
,

在
中国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检测声学组召开的 “ 岩体

声波检测专题讨论会” 上评议过
,

并经讨论会提出评议

意见
.

事后
,

应审单位对该成果的文字报告
,
进行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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