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声表面波工艺与材料学术讨论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至三十日由中国电子

学会应用声学学会主持
,

压电与声光技术研究所和四

川大学共同组织的全国声表面波工艺与材料学术讨论

会在重庆召开
.

出席这次会议的单位四十二个
,

正式

代表五十六人
,

列席代表三十人
,

会上宣读了二十九篇

论文报告
.

会议还特邀了钱振型高级工程师作了有关
“ 日本声表面波技术概况” 的考察报告

.

会议认为在声表面波器件 的制作工艺方面
,

除了

常规工艺 日趋完善外
,

一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也获得了

相当的进展
,

在材料制作方面
,

介绍了单晶材料
、

陶瓷

材料和压电薄膜等 的研制状况
,
会议报告中还着重从

制作工艺和材料方面对一些制作难度较大的典型声表

面波器件的研制工作作了介绍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声表面波材料与工艺是发展

声表面波技术的基础
,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非常

适时和必要的
,

它将推动我国声表面波工艺 与材料研

制工作的发展
.

会议还组织代表参观了压电与声光技术研究所
.

(杨瑞民 )

有关数字式录声技术的几个问题

K
.

F e l lb a u m

一
、

数字式与模拟式声频信号处理

数字式声频信号处理与模拟式方法相比具有下述

优 点 :
(功 信号处理与存贮的动态范围可达 如 分贝

以上 ; ( 2 ) 非线性畸变小于 。
.

。 , % ; ( 3 ) 相邓通道间

立休声的出话衰减 可达 8 , 分贝以上 ; (劝 互调失真和

描纹畸变几乎测不出来 ; (为 便于采用有效的抗干扰

和数据保护方法 ; ( 6 ) 有可能对声信 号进行数字式加

工 (如加入混响效果或按照艺术观点进行加工等 )
、

精

确地可再生 地存贮和无误差地夏制等
.

数字式声频技术的主要缺点是由于数据率高 (典

型数值约为 1
.

乡 二 2
.

, 兆比特 /秒 )
、
衍要万很宽的频带

,

并且对存贮手段 (磁带
、

磁撤和 录声机 )在存贮密度
、

数

据可靠性方面有极高的要求
.

它的设备比较复杂
,

价

格偏高
.

数字式声频技术可能首先在录声室技术中应 用
,

特别是在录制音乐会及演唱方面
.

因为模拟式录声技

术的动态范围过窄 (只有 60 分贝 )
,

因 此不能满足要求
.

的不均匀量化称为数字式音节及字块压缩扩展法
.

另外还可借助 H uf if n o n
码来缩减数据量

.

利用

这种方法可使数据率大约减少三分之一 其缺点是须

学会信号统计 (至少是近似方法 )
.

另外还 有一种频应

预校方法也是值得推荐的
.

采用数字式声频信号处理 的脉码调 制设备 现 有
p C入t 磁带机

、 p C 、 1 适 配器
、 I , C 入 t 电唱机等

.

三
、

标 准 化 问题

缺少国际通用的标准是数字式声频技术的主要问

题
.

对于广播用的标准 已提出了一些建议 (见表 )
,

但

其数据 (主要是 巧 千赫的声频
、

犯 千赫 的采样频率和

1任比特的均匀量化 ) 不能简单地用于录声室技术和市

表 已公布的建议标准

二
、

声源编码方法

在声频信号处理中可以利用人耳的掩蔽效应大大

缩减数据率
.

可选用不均匀里化代替均匀童化 (即采

用著名的 “ 段特性曲线 )
.

节省下来的数据率 (随所

允许的噪声增量 而有所不同 ) 可达 4 比特 /每 取 样值
(原来为 l 斗比特 )

.

这种按瞬时值压缩扩展原 理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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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P C M 设备
.

因为其可听频的上限 至少 应达 到 20

千赫
,

量化要达到 16 比特
.

目前在制定标准方面的主要困难在于不能肯定多

大的带宽
、

动态范围最适合高保真度音乐的要求以及

应允许有多大的失真
.

通常认为
,

对个人用户来说频

率上限为 15 千赫
,

动态范围为 50 分贝 (扬声器 )和 70

分贝 (耳机 )
.

在录声室中则有更高的要求
,
因为在原

始录声与最终产品 (广播
、

唱片
、

磁带 )之间还有一系列

工序
,

每道工序都会带来音质的降低
.

所以
,

看来不可

避免地要定出两种标准
.

为此对于数字式录声技术提出以下标准 化建 议 :

( l) 对于声频 P C M 广播可采用欧洲广播联 盟和西德

邮电部标准建议 ;

( 2 ) 对
P C M 录声室技术和 P C M 仪器技术应 另

外提出标准
,

即采样频率铭千赫
、

可听频上限 20 千赫
,

采样点字长 16 比特 (均匀的 )
.

所选取的采样频率 (在 40 千赫以上和 56 千赫以

下范围内 ) 与
P A L 和 N T sc 电视标准及有声电影中

的帧频 ( 2 4 帧 /秒 ) 具有兼容性
,

并可简便地转化为欧

洲广播联盟 /德国邮电部标准
.

(于永源 摘译 自西德全国声学会议论 文

集
“ D A G A s o ” ,

7 5 5
.

沈嚎校 )
.

超 声 帮 助 盲 人

利用超声
,

蝙蝠在黑暗中可以 自由地飞翔
,

这说

明超声设备有可能使盲人活动更为自由
.

声手电筒或

许是这类仪器最有价值的代表
.

英国超电子设备公司

( ul 4tr IE “ 加
n介乃 生产的第一批这类商品仪器采用了

这个名字
.

在生产了 1 0 0 0 个之后
,

这个原始样式便停

产了
.

但是
,

称为雷达声灯的改进型手电筒
,
在澳大利

亚的墨尔本
,

由盲人雷达俱乐部研制出来了
.

这是一个手握式的仪器
,

重 3 30 克
.

在它的前面

有两个换能器
,

其中的一个发射一碎发的超声
,

声波

被附近的障碍物反射回来
,

被另一个换能器检测出来
.

然后
,

将检测出的信号转变为可听声频率
,

声从佩戴在

翻领或耳朵上的耳机发出来
.

所听到的声音是一系列的嘟嘟声
,

每一个声音大

约延续 。
.

25 秒
,

由 0
.

02 秒的无声间隔隔开
.

如果这

个灯直接指向前面大约 1米远的硬的
、

平的表面
,

如门

或玻璃窗
,

则听到的嘟嘟声是强的纯音
.

这个音的频

率是反射物直接的量度
.

盲人可用这个灯在垂直和水

平方向进行扫察
,

由综合频率所提供的方向信息
,

用者

便可获得在他周围从 1厘米
,

比如说到大约 6 米范围

内的三维图象
.

所听到的嘟嘟声不总是纯音
,

对不同的反射表面
,

可取凋啾声
、

吱吱声
、

颤音
、

嚓嚓声等等的形式
.

凭经

验
,

盲人可以学会区辨他周 围环境的各种特征
.

假若

用者携带着这个向前指向的仪器
,

在以正常的步速前

进
,
在他前进的路上

,
所有不动的物体

,

随着他的走近

都将指示出频率降低的音调
.

在该情况
,

一个固定频

率信号的存在
,
表明有另一个步行者正以同样的步速

在前面行走
.

两个换能器是相同面积的静 电型换 能器
,

要 求
1 50 伏的直流偏压

.

该电压由超声发射放大器驱动的

电压倍增器来供给
.

扫描振荡器产生一个上升时间为
2 , 。 毫秒

、

回 扫时间为 20 毫秒的锯齿形扫描电压
.

这个电压对超声振荡器进行频率调制
,

使它的频

率从 90 到 4 5 千赫之间扫描
.

电源由一个 9 伏的可再

充 电的镍锡电池供给
,

这个电池可连续工作 9 小时
.

该仪器只有开关和音量控制两个旋扭
.

有两个供耳机

和电池充电用的插孔
.

超声束有 1 6
。

宽
,

它可发现在两米远处象铅笔这

样小的物体
.

盲人用者可很快学会有效地运用这个仪器
,

大约

在练习 12 小时之后
,
便可探测并拾取小的物品

,

如一

团绳
,
甚至桌上放的一个信封

.

(刘献铎 译自 lU
t r a , o n i。 ,

4 ( 19 5 1 )
, 一斗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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