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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甚低速率话音编码技术现状综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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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的宽信道使用十分昂贵
,

如卫星
、

宇

宙通信
,

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前提下
,

每节省 1

个比特都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

( 3) 有的信道本质上是窄的
、

差的
,

如短

波信道
,

压缩码率致关重要
.

( 4) 考虑到通信的安全
、

保护问题
,

压低

码率对于实现加密与抗扰 (尤其是人为强干

扰 ) 是有利的
.

所以
,

未来的
“

信息高速公路
”

与不断完

善的低码率技术是互补与互支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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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充分反映出语声研究在实际话音编码
、

话音

通信中的重要作用
,

在压低码率
、

提高音质方

面的推动作用
.

这样的研究仍在继续
.

即使开建
“

信息高

速公路
” ,

它也有实用意义和生命力
.

因为 :

( l) 我国现有信道绝大部分是窄信道 (低

速 )
,

全面实现高速是长时间的事
,

挖掘现有

信道的潜力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届全国建筑物理学术年会在西安举行

1卯 5年 5月 7 日至 H 口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召开

了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届全国建筑物理学术年会
,

来自

全国各地 70 多个单位 14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其中高

等院校 28 个
,

设计院 16 个
,

研究所 11 个
,

工厂企业 8

个
,

其它 7个
.

全国建筑物理学术会议每 4 年举行一

次
,

包括建筑声学
、

光学和热工学 三个专业组
.

本届

年会收到论文 145 篇
,

大会交流 8 篇
,

分组会交流 89

篇
,

年轻学者论文占 1伍 会议特邀德国德累斯顿工

业大学 P
.

H a o p l教授作了题为
“

建筑物理发展动向
”

的

学术报告
.

热工学组明年拟举行一次以节约能源为中

心的学术活动
,

建声组明年将参加全国第七届噪声与

振动控制学术会议
,

并将举行一次厅堂音质交流会
.

本届年会选举同济大学王季卿教授为中国建筑学

会建筑物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九设计胡究院 吕玉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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