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议才民道
电国声学学会召开全国禽员代表大会

暨 1 9 8 8 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

中国声学学会于 19 8 8 年 11 月 7 日至1 1 日在上海

同济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

会前召开

了一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和一届三次理事会
.

出席代表

大会的代表共 1铭 人
,

其中一届理事 65 人
.

开幕式

上
,
应崇福理事长致开幕词

,

介绍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和

任务
,

名誉理事长马大献教授
、

同济大学江校长
、

中国

科协学会部组织处虞含华处长在大会上讲了话
.

关定

华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代表一届理事会作学 会 工 作 总

结
,

他简述了学会三年来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会员由初

期的 1 5 0 0 人左右发展到 2 3 3 0 人
,

现拥有团体会员 21

个
,

地方学会已发展到 10 个 ; 三年来组织各类学术会

议和经验交流会等共 32 次
,

举办了四次国际或双边会

议 ;科普
、

技术咨询等方面亦有一定的进展
,

同时还提

出了学会工作中存在的间题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
.

徐

唯义副秘书长在会上作关于会章修改建议说明
,

对会

章作了部分修改
,

主要是规定理事会每 3一 5 年改选一

次
,

理事更新不少于三分之一
,

理事长原则上不连选连

任 ,还明确规定了通讯会员的权力和义务
,

补充了学生

会员毕业后可转为预备会员等
.

随后
,

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由 39 名

理事组成的二届理事会
.

在二属 , 次理事会上选出常

务理事 17 名
.

常务理事会选举关定华教授为理事长
,

魏墨宜
、

陈通
、

昊文虫L教授为副理事长
,

秘书长由陈通

兼任
、

.

常务理事会一致同意聘请应崇福
、

魏荣爵教授

为名誉理事长 ;杜连很
、

赵恒元教授为名誉理事 ; 聘任

徐唯义
、

孙广荣为副秘书长 ;同时还聘任了学术
、

国际

交流
、

技术咨询
、

科普
、

组织及财务工作委员会的正
、

副

主任委员
.

在会议期间各工作委员会和分科学会分别

举行了会议
,

讨论和制订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及

明年度的工作计划
.

大会闭幕式上
,

新任理事长关定华教授介绍了二

届理事会
、

常务理事会的改选情况及学会的今后工作

与设想
.

会议通过了学会工作总结
,

原则通过学会章

程 (修改稿 )及会章修改说明
,

并贵成组织工作委员会

根据代表所提意见进行修改
,

经常务理事会审查通过

后颁布
.

在闭幕式上颁发了理事证书和名誉理事长
、

理事的聘书
.

在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同时举行了 1 9 8 8 年全国声

学学术会议
,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 300 多名代表
,

提交论

文共 2 31 篇
,

其中综述性的大会报告 20 篇
.

介绍了各

分学科的现状
、

成就
、

发展方向和今后应着重解决的问

题
.

分组报告有物理声学 2 4篇
、

检测声学 30 篇
、

功串

超声 12 篇
、

超声电子学 12 篇
、

、

生物医学超声工程 11

篇
、

水声学 32 篇
、

环境声学 松篇
、

语言听觉和音乐声

学 3 8 篇及电声学 10 篇共 211 篇
,

介绍了各分学科中

的基础理论研究
、

应用研究及技术开发等方面取得的

成就
.

这些报告中
,

基础理论研究报告有和 多篇
,
约

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

不少有相当的水平
.

一些应用
、

开

发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将会在经济建设发
生影响及取得一定的效益

.

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是

在科技改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
,

从会议论文的

数量
、

质量看
,

科技改革促进了科技工作的发展
。

我们

可以相信
,

今后声学事业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

并在

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学会办公室 )

第三届西太平洋地区声学会议

三年一次的西太平洋地区声学会议于 1 9 8 8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在上海白玉兰宾馆召开了它的第三届会

议
,

会议由中国声学学会
、

中科院声学所及上海声学学

会主办
.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中国
、

日本
、

南朝

鲜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新加坡
、

印度
、

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
,

还有部分代表是来自英国
、

美国
、

丹麦
、

西德
、

以色

列等地
,

会议的通用语言是英语
.

这次载入会议录的

论文总数居历届之首
,

除了三篇特邀报告是在大会上

介绍以外
,

其他论文分别划人各自的分组内报告
,

其中

有八个分类小组
,

它们分别为物理声学
、

超声学
、

水声

学
、

建筑声学
、

噪声与振动
、

语言声学
、

换能及测量
、

以

及音乐声学生物声学和生理声学
.

另外
,
还有一个不

分类的小组
.

三篇特邀报告是新西兰的 .A c
.

iK b b -

le w hi et 的近代水声学的某些进展 ; 日本的藤崎博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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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日本在人机对话方面的进展 ; 南京大学魏荣爵

教授报告了强迫非传播孤子方面在近几年的发展
.

每

个分组报告的报告时间是 15 分钟
,

大部分报告都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讨论
,

特别是在紧跟的报告人缺席时
,

就

更有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大家感兴趣的内容
.

这次会议
的另一个特点是历启会议中人数最梦的一次` 尽管大

部分代表是来自国内
,
但分组介绍自始至终都有较多

的听众在座听讲和讨论
.

这次会议的时间和在夏威夷

召开的日美联合声学会议的日程靠得太近
,

致使很多

日本同行没有参加
.

这次会议的文章讨论进行得较

好
,
但缺乏有针对性的专题的深入讨论

,

特别是专门组

织对有争异的问题以及较多入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

不够
.

11 月 嘴 日组委会还组织了部分有兴趣的代表
参观了同济大学声学所和中科院声学所的东海科学工

作站
.

(钱祖文 )

第 8 4 届国际音响工程学会 ( A E S ) 例会介绍

1夕8 8 年 3 月 1一 4 日 ,

我参加了在巴黎 举 行的
^ u d io E n g认 e e r i n g 肠

e i e钾 第 5 4 届例会
.

现将该 会

情况和我的体会作一介绍
.

例会活动有四大部分 : 学术报告会
、

专题五作会

议
、

展览会和技术参观
.

学术报告会分为十一个组 : A扩声
, B音频线路

学
, c 扬声器

, D 数字转换器
, E 录音和制作技术

, F 信

号处理
, G 播音室和广播技术

, H音频测量
, I 音乐和

计算机
, K 建筑声学

, 乙历史和其他 (包括迟到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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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工作会议共有七个主题 : 1 无磁带录音—
随机存取编辑

, 2 计算机控制的录音制作系统中的

M I D I 和 s M p T E (详后 )
, 3 A s l c 在音响工程 I C 设

计模拟和数字线路中的应用
, 4扩音— 扬声器系统

专用的模拟处理器
, 5拾音技术— 新式传声器的发

展是否改变了我们的录音思路? 6 D A士 技术学和应

用的介绍
, 7 数码音响制作— 专家的任务

.

展览会号称为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音响设备展

览会
.

参展公司有 2 60 多家
.

展品大致上可分为录制

加工设备
、

控制设备
、

电声器件及扩声设备
、

器材和材

料
、

计算机音乐
、

测试仪器
、

广播设备等
,

还有一些咨询

和出版单位也设了展台
.

大部分展出声音加工设备和

一部分展出扬声器的展台
,

备有样本 (样机 )供人试听
。

技术参观主要是到音响制作单位
.

我参观了法国

广播电台 ( aR id o F ar
n ce )

,

它是和我国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相当的机构
.

下面分类介绍通过这次盛会所见到的音响工程现

况
、

发展及体会
.

一
、

睡声与扩声

建筑声学集中于小房间的声学问题
,
非常重视小

房间的声场分析
,

特别是低频响应
.

重视早期反射声

的作用及 T D s (时间延迟谱 )测量技术
.

值得注意的是舞台的声学条件
.

过去对舞台重视

不够
,

偏重于尽一切努力将舞合上的声能反射到观众

席上去而忽视了演奏者之间的串音
,

对整个乐队的融
.

合度将产生不利后果
。

厅堂音质方面重视空间感
.

我欣赏了一场大厅中

立体声舞台的演示
,

效果很好一

二
、

器件
、

材料及测 t

新器件和新材料有美国 E v 公司采用钦铁硼制成
-

的扩音用扬声器 (效率高重量轻 )
,

荷兰 P川 il sP 研究室

的紧凑型带式中普(频带宽
、

瞬态特性好
,

优于球顶 )
,

西德 s e。 。 h e i s e r
公司研制 H IF i 耳机用的压电 P v D F

薄膜
,

美国 入m p xe 公司推出的低复印效应磁带 人 m p cx

4 7 8 ,
以及一些特殊的扬声器如近场扬声器

、

小体积大

功率扬声器
、

特殊体型的监听箱等等
.

分频网络有四

阶分频器
、

FI R (有限冲击响应 )滤波器
、

能量滤波器
等

.

还有 c A M 软件包
,
以及换能器某些机制和性能

的测量方法
.

三
、

数码音响

数字化是音响工程发展的主流
.

其追求目标不言

而喻是完美的音质
.

现阶段数码音响工程的主攻方向

是 : 1
.

高音质低码率
.

以适应数字化广播的要求
.

心
理声学为降低码率作了特殊的贡献

.

2
.

录音的编辑
.

无磁带录音编辑
,
以硬盘温彻斯

特驱动器或 R A M 贮存
,

在编辑上的方便非但优于传
-

统的磁带剪辑
,

而且也比视频式剪辑好
.

可使编辑人
_

员随心所欲地进行无破坏性剪辑
.

3
.

同步控制和 M IDI 应用的开发
.

数码音响系统
-

的同步比模拟系统的同步复杂
.

它包括设备操作同

步
、

数据帧同步和样本同步三方面
.

数码音响工作站

(包括录制和加工 ) 现用的是 s M P T E / E B U 码同步控

制
`

M IDI 本是合成音乐控制软件
,

现正开发到与
s M P T E 转接

,
与传统的录音制作设备相结合

,
进行自

动混合和效果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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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