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八五
”

重点项目
“

激光超声研究
”

通过验收

“

激光超声研究
”

重点项 目
,

于 1 9 9 6 年 5 月 7 日
,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

经基金委数理学部物

理 I 处所聘请声学和激光学方面五位专家组成的验收

组评审
,

以评分
“

优
”

验收
。

科学部胡仁元处长出席会

议
,

声学所的学术负责人也列席参加
。

重点项目 1 9 1 3 4 040 是 1 9 91 年年底由基金委批准

立项的
。

项 目下设三个课题
.

分别由同济大学魏墨盒

教授
、

南京大学张淑仪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应崇福院士负责
,

后者兼任项 目负责人
。

四年来
,

项

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共发表或宣读论文 61

篇
,

其中不少篇的内容在国际上是创新的
。

例如对于

金属和绝缘材料在热弹区激光超声的波形 (包括其先

驱脉冲 )和指向性
,

提出了几种独特的理论分析方法

并获得领先的结果
。

对激光超声的应用
,

也开 拓了多

项新的领域
,

如对纳米材料的检测
、

小样品的检测
、

材料中剩余应力的测量等等
。

共焦法布里
一

拍罗激光干

涉仪和电容式换能器的建立以及皮秒激光干涉仪的起

步
,

为今后激光超声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实验手

段
。

在项目开展中
,

三个课题共培养出博士 6 人和硕

士 11 人
,

另有多名中青年科学家参与研究
。

激 ;龙超声是超声学的新兴分支
,

以其远距离激发

和测量
,

易于扫描
,

高频
、

超高频
、

宽带等等特点
,

在

国际上正受到广泛重视
。

本重点项 目的完成和完成过

程中优秀中青年人材的成长
,

将有力促进我国这个新

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
。

( 中科院声学所 邓京军 )

国际标准化组织声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南非召开

国际标准化组织第 43 技术委员会 ( 15 ( ) / T C 43 )全

体工作会议于 1 9 9 6 年 2 月 19 一 3 月 1 日在南非比勒陀

利亚召开
,

由马大酞 (团长 )
、

章汝威
、

田静和刘奕昆

等四位同志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以正式成员 ( P
一

成员 )的

身份参加了会议
.

第 43 技术委员 会 ( T C 43
,

声学 )第 2 5 次全体会

议
、

第 43 技术委员会第一分会 (丁 C 43 / S C I
,

噪声 )的

第 18 次全体会议和第 4 3 技术委员会第二分会 ( T C 43 /

S C Z
,

建筑声学 ) 的第 1 4 次全体会议分别举行
.

共有

1 4 个 P
一

成员国的 44 名代表参加
,

1 个 O
一

成员国 (观察

员国 )
、

秘书处与其他有关技委员会的 8 名代表列席了

会议
.

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个秘书处与下设工作组的工

作报告
,

交流 了对新立项 目的建议与看法
,

解散了几

个工作组
,

共产生 35 项议案草案供各成员国投票表

决
.

会议还决定将于 1 9 9 7 年 1 0 月在 日本滨松 召开委

员会的下一次工作会议
.

我国是在相隔 12 年之后
,

再次正 式组 团参加

15 0 / T C 4 3 的工作会议
.

委员会主席 K l
a u s B r in k m

a n n

教授与秘书长 iL ef iN el se n
教授曾在不同场合

.

多次向

马大酞团长致意
,

高兴地对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

表示欢迎
,

并希望作为 P
一

成员的中国更多地参加委员

会的各项工作与活动
.

我代表团通过参加这次会议
,

与各成员国的同行之间进行了较广泛的交流
,

很好地

了解到 15 0 / T C 43 的 目前动态与正 在研究的前沿问

题
.

这次会议在学术上有三个动向值得注意
:

1
.

有源噪声控制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
,

部分应用

开始进人声学标准化的考虑范围
.

首先是有源护耳器

降噪效果的测量方法
,

正式作为 f C 招 / S C I 的一个基

础阶段项目
,

列人了 w G 17 的工作计划
,

这对有源噪

声控制的研究工作
,

是历史性的第一次
.

其次是在

T c 43 / s c Z 的新项 目讨论中
,

多次提到了与有源控制

技术有关的问题
,

例如在
“

声强法测量空气声隔离
”

的

新项 目建议讨论中
.

就特别提出了有源隔声的测试问

题
.

2
.

非线性隔声作为一个有待解决的基础问题
,

在

构件隔 声的测 量方法研究中被提了 出来
,

讨论 中认

为
,

在理论与实验上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都是不成熟

的
.

3
.

在
“

内陆河道与港 口 噪声的测量方法
”

的讨论

中
.

法国学者与新西 兰的 P
.

iD ck i n so n
先生

,

就应该

使用最大 A 声级 L A

~
、

还是应该使用基于声暴露级

(能量 ) 的连续等效声级 .L
、 .

作为测量评价量的问题
,

有不 同观点
.

后者认为 L ,

_ 作为评价量的离散性太

大
,

因而需 要对 15 0 2 9 22
:

1 9 , 5 进行 根本 性修 订
.

T C 4 3 / S C I 第 1 8次会议决议草案 1 0 同意了 P
.

D l e
k in

-

so n
的建议

,

并任命他为该项 目的负责人
.

这表明多数

学者对于小流量交通噪声 (特别是船舶和飞 机噪声 )的

评价
,

更加倾向于使用能量 (几
、
)作为测量评价量

.

(全国声标委秘书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