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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长编码可以更好的体现有效性，应该是未来语音

编码领域着重考虑的课题。而本文算法的平均编码

时间为 0.2328 s，这距离实际应用还有较大差距，也
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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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国检测声学与物理声学会议在昆明成功举行

2016年 11月 10–13日，由中国声学学会检测声学分会
和物理声学分会主办，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声

学所承办，云南省地球物理学会协办的 2016年度全国检测
声学与物理声学会议在昆明召开。中国声学学会学术委员

会主任程建春、中国声学学会检测声学分会主任王秀明、中

国声学学会物理声学分会主任刘晓宙、云南省科协副主席、

云南省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叶燎原、中国声学学会功率超声

分会主任林书玉、中国声学学会检测声学分会副主任刘晓

峻、中国声学学会物理声学分会副主任张碧星等人出席了

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大学、科研院所、公司企业等 47家单位
的 16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围绕检测声学及物理声学相关
的基础、应用基础及其前沿技术等热点展开了热烈的学术

交流。

大会开幕式由刘晓峻教授主持，王秀明研究员、刘晓

宙教授分别致开幕词。叶燎原理事长代表协办单位致欢迎

词。本次会议邀请了 8位知名专家学者就声学超材料、超声
检测、声波测井和声学传感器等热点问题进行主题报告，分

别是：南京大学程建春教授介绍了基于声超材料的螺旋波生

成；武汉大学刘正猷教授介绍了声子晶体中的谷涡旋态及输

运；南京理工大学沈中华教授介绍了激光超声实现缺陷检测

和薄膜力学性质表征的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周正干教授

介绍了相控阵超声成像方法及其应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

所陈浩研究员介绍了三维声波测井研究新进展；南京大学卢

明辉教授介绍了声拓扑态的研究；厦门大学张宇教授介绍了

海豚声波束形成物理机理及仿生应用研究；黑龙江大学刘盛

春教授介绍了光纤声学传感器。同时会议安排了检测超声

与光声检测、固体声学与深部钻测、声学超材料及应用、声学

中的基本物理问题四个专题，专题报告以青年学者为主体，

充满了热烈的讨论和激情的思维碰撞，主持人不得不经常打

断讨论，以保证报告准时完成。报告结束后，会议学术委员

会评选出 15篇优秀论文，并为作者颁发了奖状以资鼓励。
大会闭幕式由刘晓峻教授主持，程建春教授在致辞中

表示，本次会议报告人准备充分，听讲人聚精会神，热烈的讨

论一直延续到会议结束，最后取得圆满成功。刘晓宙教授致

闭幕词，宣布 2016年度全国检测声学与物理声学会议胜利
闭幕，感谢云南省地球物理学会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会务

组为会议召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指出，本次会议有两个显

著的特点：一是创新性和实用性，如声拓扑、声螺旋、声谷涡

旋等新概念的提出，代表了国际声学领域的最高水平；而相

控阵技术、声波测井技术、激光超声技术、光纤传感技术、声

场仿真技术等反应出我国声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二是本次

会议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们的

报告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次会议表明，我国的声学事业在

原始创新和技术应用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希望各位代

表携手努力，为我国科学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次会议获得与会代表一致好评，普遍认为本次会议

展示了检测声学和物理声学领域理论及应用研究的最新成

果，极大的促进了学术交流，加深了各科研单位间的了解与

合作，对我国检测声学和物理声学的理论和应用的发展产生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声学学会 安志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