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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高多了，因此本文设计的基于 LMS 自适应

时延估计算法的超声波测风系统不仅具有较高的

精确度，还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完全满足了低空测

风速的精度要求。 
本文所设计超声波测风系统是基于时差法测量

超声波顺逆风传播时间来计算风速值的，因此时延估

计值的测量精度是影响系统精度的主要因素，为此以

后可以采用更加精确的数据处理算法来提高时延估

计值的测量精度；其次硬件电路自身产生的电路传播

延迟也影响着系统的测量精度，为此可以进行适当进

行电路延迟补偿；另外系统中采用的超声波传感器安

装误差，例如两对传感器安装的垂直度和距离误差都

会影响系统的测量精度；最后系统采用的超声波传感

器应尽可能小[7]，这样可以避免高速的风流过传感器

时产生涡流现象从而影响测量精度。 

5  结论 

在利用超声波进行风速测量中，LMS 自适应时

延估计的方法不仅拥有传统时延估计方法的优点，

还可以不依赖输入信号和噪声的统计先验知识，动

态地跟踪时变的时间延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整

个系统设计简单，计算复杂度低，FPGA 独立芯片

不仅运算速度快，而且硬件消耗少，易于实现。仿

真测试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超声波传感器测风速

系统测量精度相对较高，可及时测得风速，且简单

低成本，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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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音乐声学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2012 年音乐声学研讨会”

在北京温都水城湖湾酒店成功召开。 

本次音乐声学研讨会，是继香山会议后艺术界与科学

界代表的再次聚会。会议由中国声学学会和中科院声学所联

合主办，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

田静研究员担任会议主席，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

声学所所长王小民研究员、中科院声学所杨军研究员、北京

交通大学梁满贵教授、中央音乐学院郑荃教授和中国传媒大

学孟子厚研究员担任会议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

学部物理科学一处张守著处长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王小民所长致精彩的开幕词，张守著处长

作了重要的讲话。 

来自全国 20 余家单位的 5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十余位各领域的专家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音乐声

学中乐器声学、音乐听感知及民族音乐等多个学科。既包括了

小提琴、钢琴、琵琶等中、西方典型乐器的特点及其设计、检

测，又包括了人对音乐的听感知、发声技巧分析，还涉及了电

子音乐制作、音乐声学教育等领域。报告后的学术研讨中，跨

学科不同领域科学家和艺术家进行了广泛交流和热烈讨论。 

大会围绕音乐和乐器声学参数的主客观评价、音乐信

号建模、民族乐器的改革和计算机辅助音乐分析合成等诸多

共同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针对

音乐界和科学界工作者的合作方式、音乐声学教育理念以及

我国音乐声学发展方向等议题，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代

表们认为：系统地深入开展音乐声学研究，能够带动相关学

科发展，推动我国乐器制造、电声等产业迅速成长，具有重

大社会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是，有效整合音乐界和科学界各方力量联合攻关，制定中国

音乐声学战略性研究框架。 

本次会议一方面展示了音乐声学香山会议后的最新研

究工作和成果，另一方面提出了更丰富的议题供大家研讨，

为音乐声学发展及后续工作明确了方向，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许勇、杨军、姬培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