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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至 7 日 ,

中国声学学会学术委员会邀请

部分声学专家
,

在无锡市座谈了有关我国声学发展的

战略问题
.

专象们首先指出
,

声学是一门应用技术学科
,

具有

很强的实用性
.

因此
,

在声学科研工作中贯彻面向社

会
、

与国民经济密切结合的方针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

的
.

声学又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

从这一点看
,

声学有

广阔的发展前途
.

应当把开发研究工作提到足够的高

度
.

要讲究实效
,

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
,

尽快发挥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

在这基础上
,

同时进行应用基础研

究工作
,

并注意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工作
.

对声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
座谈会作了热烈的探讨

.

有专家认为
,
过去由于电子技术的进步

,

古典声学发展

成为近代声学
,

同样
,

当代微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
,
也

将使声学学科产生质的飞跃
.

声学应该充分吸收其他

学科的新观点
、

新技术
,

来充实
、

发展自己
.

在声学应用基础的研究上
,

当前可在下列两个方

面开展工作
.

一是在实验测试方面
,
以信息处理技术

的成果为核心
,

改造传统的测试技术
,

发展诸如探测目

标辨认
、

声源定位与识别
、

声学无损检测与诊断
、

噪声

统计分析等有广泛应用价值的项目
.

二是在理论分析

方面
,
以计算机数值计算技术为核心

,

运用成熟的声学

理论知识
,

精确解出实际声学问题的具体结果
,

发展诸

如计算机辅助设计
、

专用声场软件
、

实用声学结构的优

化设计或计算机模拟等新课题
.

在基础性研究上
,

有认为
,

下列方面有开创或加强

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1
.

人体声学工程 : 把人体看作一

个复杂系统
,

用声信号进行主动的和被动的探侧
,
以获

得人体内部的信息
.

2
.

听觉机制的研究 : 人工智能的

研究正引人注目
,

探索听觉的机制
,
不但同声学本身的

发展密切相关
,

对探索人类中枢神经的活动以至生命

的奥秘
,

也是最重要途径之一
3

.

非线性声学
.

4
.

量

子声学
.

与会专家还对当前的全国的声学组织工作提出了

许多意见与建议
,

并殷切希望
,

全国声学工作者对声学

发展的战略积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

(摘自赵松龄教授为座谈会写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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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超声讨论会述评

由中国教委
、

中国声学学会和 日本超声电子学专

题讨论委员会 ( S U E ,

J a p a n
) 联合发起

,

并由南京大

学声学研究所主办的中日超声学术讨论 会于 1 9 8 7 年

5 月 1 1 日一 14 日在南京召开
,

与会代表约为 15 。 人左

右
,

其中包括日方代表 50 人
.

被接收的论文 120 余

篇
,

包括特约报告 13 篇
,
除了四篇报告是在大会上宣读

以外
,

其余的文章都是在分组会议上宣读的
.

11 日上

午在南京中美文化中心的大厅举行了开幕式
,
由南京

大学声学所所长魏荣爵教授主持
.

首先由南京大学校

长曲钦岳教授致开幕词
,

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应崇福

教授致欢迎词
,

会上还宣读了中国声学学会名誉理事

长汪德昭教授的祝贺信
.

接着宣读了 四篇大会报告
,

主

持人是 日方组委会主席根岸腾雄教授
.

第一篇报告是
“ 固体介质中的超声波散射” ,

报告人是应崇福教授
,

第

二个报告人是和田八三久教授
,

题目是
“ 日本超声谱研

究的最近动向
” ,
第三报告人是魏荣爵教授

,

题目是
“
南

京大学的非线性声学研究 ” ,

第四篇报告是
“
医学超声

技术的进展 ” ,

报告人是井出正男教授
.

以后的报告分

别在两个组进行
,

第一组的内容主要围绕超声谱
,

第二

应用声学

组主要是超声电子学
.

每个报告的时间为 15 分钟 (包

括讨论时间 3 分钟 )
,

特约报告 30 分钟 (包括讨论时间
6 分钟 )

,

会议使用英语
.

四夭的会议时间紧凑
,

讨论

热烈认真
,

会议于 14 日晚上结束
.

下面我们扼要地介

绍一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如果说它挂一漏万是言过其

实
,

但也不是全面的介绍
.

1
.

非线性声学及它的某些应用

魏荣爵教授在他的大会报告中重点介绍了小水槽

中非传播孤子的发现和两个孤子的相互作 用
,

此外
,

还介绍了他们在扬声器系统中第一次观察到的浑沌现

象
,

这些新结果
,

特别是通过录相回放
,

引起听众的极

大兴趣
.

大阪大学中村昭教授的报告内容是用计算机

模拟声波的非线性传播过程
.

如所周知
,
寻求非线性

声学方程的解析解是极其困难的
,

故计算机数值方法

不失为一种实用可行的方法
.

另几个课题例如非线性

参数 B Z
A 的研究和某些应用

、

非线性声系统的浑沌和

临界现象
、

水永安教授介绍的固体界面的非线性等问

题也是引人注目的内容
.

此外
,

热波非线性问题的研



究可能会给光声成像问题带来有用的信息
.

2
.

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

应崇福教授报告的题目是
“
固体 中的 超声 波 散

射” ,

该项工作解决了固体中一维带状缝和二维直角缝

的散射这类有一定难度的理论课题
,
他还介绍了光弹

实验结果对理论的验证
.

东京大学根岸腾雄教授的文

章深入讨论了 aL m b 波几种模式负群速的存 在与 泊

桑比的依赖关系
.

“压电晶体半空间的表面源激励的

体波和面波” 一文的作者注承颧教授系统全面地介绍

了他们几年来的工作
,

这是一篇较为普遍性的理论文

章
.

此外
, “
妮酸锉和担酸铿晶体中漏表面波的特征 ,’.

“
对反射阵列加权抑制非调谐低损耗滤波器的侧瓣

”
等

工作对于表面波器件的设计有直接意义
.

调频式的声显微镜
,

并与光成像结果作了比较
.

南京
大学张淑仪教授的光声成像一文报告了当前这方面 的

工作概况
,

同时着重介绍了他们自己在无损检测表面

下缺损方面的工作
,
以及由于实现 了 二维 H ad

a m ar d

变换技术给检测带来的好处
. “ 通过超声 oD PP ler 成

像作流动矢量图” 的想法
,
以及“ 根据 B 型显示成像中

提取血流的位移矢量
”
等工作都具有实际意义

。

其它

几个报告如东北大学的御子柴宣夫教授的
“
光声光热

.

技术研究非辐射过程和半导体的缺陷 “ ,

中钵宪贤教授

的声显微镜和微测量技术等内容也使人很感兴趣
.

3
.

超声谱及其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超声谱的研究以及它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是日本

政府近年来重点支持的项目之一
,

其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是相当可观的
,

其应用范围也较广
,

这些可以从一些

论文中 (例如山形大学和田八三久教授的大会报告
、

东

工大比企能夫教授以及东京大学高木坚次郎教授等人

的文章 )看得出来
. “

超导铝的超声研究
”
一文是用超

声法研究超导能隙的性质以及晶体位错对能隙和电子

平均自由程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超声是研究固体中位错

引起的电子散射的一种好方法
.

其它方面的工作如妮

酸铿晶体
、

兰宝石以及某些半导体等的声衰减研究
,

木

材和蛋清 (在胶凝过程中 )中的声速和吸收的测量
,

液

体和溶液中的弛豫过程等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文章
.

4
.

医学超声研究

第四个大会报告是井出正男教授的
“
医学超声技

术进展 ” ,
他介绍了医超诊断和治疗设备的情况

,

并认

为这方面的技术需要进一步标准化
.

还有一些文章是

用超声方法研究血液的性质
,

声波使红细胞中的钾离

子浓度发生变化这些工作是有临床意义的
,

人体组织

对超声的吸收与声速测量等几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吸

引人的结果
,

特别是声学工作者与医务工作者的合作

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研究集体和协作形式
.

此外的文章

如
“
超声诊断胰腺小癌肿” , “

超声局部加热处理癌肿”

等内容都是很有兴趣的工作
.

5
.

超声成像研究和技术

清华大学张克潜教授报告了他们自 1 9 8。 年以 来

在超声显微镜方面的工作
,

其中包括传输式
、

反射式和

6
.

超声换能器

这方面的报告有如下几个内容
.

宽带接收换能
器

,
如光纤水听器

、

压电高分子薄膜水听器等
。

另一方

面的工作是横波换能器的设计和研究
,
特别是可转动

式的横波换能器使用更为方便
.

中科院声学所林仲茂

教授的报告中介绍他们在改进了匹配技术之后
,

使得
大功率换能器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

用于岩石探侧

的宽带换能器的研制等也是人们感兴趣的工作
.

另一

个有用的理论分析是
“
厚度

一
切变式换能器的瞬态场 ,’.

它对于分析固体探测使用有实际意义
.

.7 超声测量技术及其它

同济大学魏墨宣教授及其合作者的文章分析了超

声衰减及声速测量中产生误差的起源
,
特别对换能器

系统引起的误差等作了深入推敲
.

东工大大拥茂雄教

授报告了用点目标散射谱法来测量样品组织的衰减系

数
,

并用水作为校准介质
,

从两者的频谱级差便可得到

样品的衰减 系数
.

当然
,

还有许多很好的工作
,

但限于篇幅不能一一

介绍
.

通过这次讨论会个人认为
,

中方的报告侧重研究

型的
.

日方的报告是属于研究加应用研究型的
.

另一

方面
, 日方的工作似乎集中于几个方面

,

例如不少工作

是贯穿于超声谱研究材料特性这条纲上
.

研究加应甩

研究型的文章多
,

表明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

这无疑

需要大量科研经费
,
根据和田八三久的文章中透露

,

这

项研究计划是得到日本政府的文化科学教育部门的财

政支持的
.

科学研究工作加强计划性
、

广泛性和应甩

性等似乎值得我国有关主管部门借鉴
.

如所周知
,

从科研成果到生产应用中间还要有一
段路程

,

这是一场接力棒赛
,

而接力 “ 运动员” 极少
,

其
原因是得不到经费支持

,
这是值得深思的事

.

(钱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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