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四+ 周年

— 召开 “ 近代声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 ,

为庆祝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开展工作 40 周年
,

经

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
,

近代声学国际学术 讨 论 会 于
l , 9 4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在南京大学召开

.

本届讨 论

会得到国家教育委员会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国家自

然基金委员会及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等单位的资助
.

本次讨论会共收到论文 1 49 篇
,

其中由美国
、

加拿

大
、

英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
、

俄罗斯
、

白俄罗斯及乌克兰

等国寄来论文 22 篇
.

国内
、

外特邀报告 31 篇
.

论文

内容涉及近代声学的各个领域
,

有物理声学
、

光声学
、

固体中的各种模式声波传播
、

生物医学超声
、

声化学
、

水声学
、

环境声学及语言信号处理等八个方面
.

到会

代表 1 18 人
,

其中来自美国
、

加拿大
、

英国
、

日本和澳大

利亚等国代表共 12 人
,

台湾地区的代表 l 人
.

参加本次讨论会的国外专家都有相当高的学术地

位
,

其中知名的专家有美国工程院院士
、

IE E E iD
s it

-

n g u i s h e a L e e t u r e r 、

美国国际定量无损评价 ( Q N D E )

的主编
、

欧洲声化学协会主席等
.

国内代表中有 7 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及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和中科院声

学研究所所长等
,
还有一大批青年教师

、

研究生
、

大学

生及国外的留学生
,
充分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科技

队伍
,

声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

本次讨论会期间以全体会议
、

分组会议
、

大字报以

及参观南京大学声学所和近代声学实验室等形式
,

广

泛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
.

国内外代表对本次会议给予

了高度评价
,

认为不少论文属于国际前沿课题有很高

的学术水平
,

并认为南京大学声学所和近代声学实验

室有这么多高水平的声学家集中在一起从事这么多领

域有水平的研究课题在国际上也不多见
,

而且设备相

当先进
,

研究生质量好
.

有些国外专家表示今后将再

来参加我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

进行学术交流
,

并来

实验室合作开展研究工作
.

本次讨论会得到许多校友及友好单位的大力支持

和慷慨赞助
.

意大利驻中国 (北京 )的大使和香港科学

技术大学校长以及来自美国
、

英国
、

法国
、

加拿大
、

日本

等海内外校友
,
以及美国香港和台湾的有关公司等发

来的贺电
、

贺信和赠送书籍及礼品等
,

祝贺南京大学声

学研究所四十周年及近代声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胜利召

开
.

本次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为即将于 1 9 9 6 年在 南 京

大学召开
“
14 届国际非线性声学会议

”

及
“
13 届国际光

声光热会议
”
积累了经验

,
创造了条件

.

(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 王铁海 )

1 9 9 4 年水下防务技术会议介绍

每年 6一 7 月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水下防务专家都

要云集西欧
,

参加一年一度的水下防务技术会议和展

览会
,
今年开会的地点是英国伦敦

,

从 7 月 5 日到 7 日

举行了学术报告会和展览会
, 7 月 8 日又举行了一天

非公开的学术报告会
.

参加会议的不仅限于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 16 国
,

还有 日本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等国的

代表
.

俄罗斯新近成立的武器装备进出 口委员会也在

展览大厅中设立了一个摊位
.

我作为会议参加者之一
,

参加了多种学术活动并

观看了展览会
,

现就本次会议的主要情况作一介绍
.

水下防务技术 ( U
n d e r w a ` e r D e f e n s e T e c h n o l o g y ,

简称 U D T ) 会议和展览会 是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 N A T o ) 于 l , 8 8年开始在西欧举行的一年一度的 军

应用声学

事技术会议
.

我们从 1 9 8 9 年开始
,
与当时的会议组织

者
、

英国皇家海军的 B
.

L o

gn w or ht 上校 (现已退役
,

任 G E c 一 M : r
co

n i 公司顾问 )联系
,

开始参加该会议
,

但非公开会议至今仍局限于北大西洋公约 组 织 的 国

家
,

非 N A T o 国家不允许参加
.

今年会议发表的论文共 1 49 篇
,

按内容分为 10 个

专题
,
它们分别是 : 作战系统 ;通讯 ; 环境 (匹配场

、

传

播特性
、

介质特性
、

建模 ) ; 水雷战 (水雷检侧
、

反水雷
、

猎雷声呐 ) ;非声探测 ; 平台与噪声 (自航式水下平台
、

降噪
、

燃料电池
、

光电子系统 ) ; 测距与校准 ;声呐
一

传感

器 (换能器
、

水听器
、

新材料
、

基阵 ) ;声呐系统与信号处

理 (声呐基阵信号处理
、

主动声呐数据处理与显示
、

被

动声呐数据处理与显示
、

跟踪与定位 ) ; 武器 (鱼雷
、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