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

开二届四次会议

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1 9 8 8年 12 月 13 日

至 14 日在北京召开了二届四次会议
,

此为本届最后一

次会议
,
出席会议的委员

、

特邀代表及秘书处工作人员

共 31 人
.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为 : 本届技委会工作总

结
、

讨论审查国家标准草案
、

复审 82
、

83 年发布的声学

国标
、

制订明年工作计划及研讨下届技委会组成和今

后工作等
。

会议由马大献主任委员主持
,

徐唯义秘书长作了

本届技委会工作总结
.

会议审查同意将由函审通过的
6项国标草案经修改整理后上报审批

,

这 6 项标准为 :

“ 声学— 超声名词术语” 、 “ 声学— 实验室标准电容

传声器的特性和规格” 、 “ 声学— 校准纯音听力计用

的骨导听力零级 ” 、 “ 声学— 机动车辆停车开机噪声

侧量方法” 、 “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使

用基础标准与制订噪声测试标准的准则” 、 “ 声学—
关于空气噪声的侧量及其对人影响的评价的准则”

.

会

议复审了 82 年
、

83 年发布的 16 个声学国家标准
,

决定

么下 5个标准继续使用 : G B 323 8一 82
“
声学量的级及

其基准值
” 、

G B 3 2 3 9 一 8 2 “
空气中声和噪声强弱的主观

和客观表示法 ” 、
G B 3 2刊

一
82 “ 声学测量中的 常 用频

率
, , 、

G B 3 4 5 2一 5 2 “
标准调音频率

, ,

及 G B 3 7 6 9 一 5 3

“
绘制频率曲线及极坐标图的标度和尺寸” : 1个标准废

止
,

为 G B 3 8 3 3 一 8 3’’ 窄带噪声在扩散场和正射自由场

中等响度时声压级之间 的 关 系” ,

该 标 准 已 被 G B

49 63
一
85 “ 自由场纯音标准等响线 ” 代替 ; 以下 3 个标准

拟修订并列人 89 年计划中 : G B 3 2 2 2一 8 2 “ 城市环 境

噪声侧量方法 ” 、
G B 3 2 2 3一 8 2 “

水声换能器自由场 校

准方法 ” 和 G B 3 9 4 7一 9 3 “ 声学名词术语” ,

在修订本未

发布前该标准仍照常使用 ; 另 7 个标准需待进一步调

研后确定
,

拟明年再复审
.

会议在讨论明年工作计划

时
,

对照了现行的国际标准 ( 15 0 )和美国标准 (人N s l )
,

认为尚有 40 个左右的标准还需制订
,

但由于缺乏经

费
,

近期内无法安排
,

故决定明年除继续完成未完的工

作及上述 3 项修订标准工作外
,

不再增加新项目
.

关

于下届技委会的组成
,

会议决定只作部分调整 ,对今后

的工作因会议未能提出有效措施以解决由于近年来经

费大幅度削减而造成标准制订工作的困难
,

只能根据

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

最后会议呼吁上级有关部门应给

予技委会必要的支持
,

以保证声学标准化工作不致中

断
.

(全国声标委秘书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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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T 声雷达探测系统通过鉴定

s w T 声雷达探测系统是一种主动式声遥感系统
,

能够探测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大气 边界 层 1一 1
.

,

上 m 高度范围内的风场变化与温度结构
,
主要用 于 环

境监测和大气边界层的研究方面
,

近来也用于核电站

的选址和环境污染评价方面
.

声雷达还用于飞机场
、

宇航基地的气象观测和危

险降落区地形感应气流的探测
,
以及海风

、

陆风和雷暴

天气的预报
.

过去购买国外声雷达设备每台约 15 万美元
,

价格
七

昂贵
,
因此限制了国内对声雷达的使用

.

现在
,
由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制的 s w T 声雷达探测系统经

过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严格测试
,

性能已达到并超

过原设计要求
,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由中国科学

院声学所
,
北京大学

,

气象科学研究院大气探测所
,

空

军 七所
,

华北 电力设计院
,
地球物理所等单位组成的

鉴定委员会对 s w T 声雷达探测系统进行了鉴定
,
参

加会议的有学部委员
,

专家
,

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

鉴定

会认为
,

在 s w T 声雷达探测系统中首先采用 了 P L T F

锁相跟踪滤波方案和 v 一 F 一 B C D 变换电路
,

使检测随

机声回波弱信号的能力明显提高
.

电路调 试 大 为 简

化
,

同时还可灵活地选择不同的高度分层数目
,

便于精

确计算各种大气统计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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