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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建筑声学》评价

近十几年来
,
巳经出版的有关建筑声学方面的书

籍为数不少
.

但至今缺少一本以建筑师为主要对象
、

建筑工程设计程序为主导
,

分述各类建筑声学设计的

专著
.

项端祈同志编著的
《
实用建筑声学

))

一书的出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1 , , 2 , 1 2 , 1 15 万字 )填补了这

一空白
。

该书由著名科学家马大献教授执笔作序
,

并

给予很高的评价
.

这是我国第一部由建筑师编写
、

全

面论述各类建筑声学设计的专著
,
是一本集国内外声

学设计经验之大成的好书
,

值得推荐
.

建筑声学是声学的一个分支
,
是一门边缘的学科

,

它不仅与建筑技术和装修艺术密切相关
,
同时还与生

理
、

心理
、

音乐
、

语言
、

电子
、

机械
、

自动控制
、

计算机学

科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

因此
,
建筑声学方面的成就都

是有关学科综合发展
、

协同研究的结果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人 民生活水准的提高

,
对创

造良好声环境的要求更加迫切
,
从而对音乐厅

、

剧院
、

会堂
、

影院和体育馆等各类厅堂提出更多的使用要求

和更高的听闻条件 ;对住宅
、

医院
、

旅馆
、

办公楼等建筑

则要求有更为舒适
、

安静的环境
.

这就要求建筑师对

建筑声学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
以便在创作过程中

,

将建

筑与声学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使之融为一体
. 《
实用

建筑声学
》

一书的出版为建筑师全面系统地了解建筑

声学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活动创造了条件
,
这对建筑界

是一重要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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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共五篇 18 章 : 第一篇为建

筑声学的基础
,

简述从事声学设计应掌握 的基 础 知

识 ;第二篇为各类厅堂的声学设计
,

其中包括音乐厅
、

剧院
、

会议 厅
、

体育馆
、

电影院等 10 类建筑的声学设计

原理和单有成效的设计示例 ;第三篇为录音
、

播音建筑

的声学设计 ;第四 篇为实验室建筑的声学设计
,
内容有

消声室
、

混响室
、

隔声室
、

高声强实验室和测听室等 9

类建筑的声学设计
,

同样通过大量工程设计示例分别

加以阐述 ;第五篇为大量性建筑中的声学设计
,
主要叙

述琴房
、

住宅
、

旅馆
、

医院
、

写字楼和工厂车间的噪声控

制
.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
,
对 28 类建筑的声学设计作了

全面的介绍
,
列举了 1 20 个声学设计示例

,
内容丰富

、

图文并茂
.

本书虽以建筑师为主要对象
,
但就其广泛

的内容而言
,
对有关大专院校师生

、

声学工程师
、

录音

播音工作者
、

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等部门也都有参考

价值
.

此外
,

本书对企业
、

事业领导人员和建筑工业领

导人员也极有参考价值
,

由书中可以得到对某种建筑

可以提出什么要求
,
达到什么水平的概念

.

本书作者项端祈高级建筑师
,

从 50 年代开始
,
已

在建筑声学研究和设计的园地内勤奋耕耘 了 三 十 多

年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现写就
《
实

用建筑声学
》

一书
,

此书的问世必将对推动我国建筑声

学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杜连耀 )

《声学及医学超声应用— 生物医学声学》

生物医学声学近年来发展迅速
,

已成为声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
.

但可做为生物医学声学的教材性书籍则

不多见
.

针对从事生物医学声学方面教学和科研人员
,

的需要
, 《

声学及医学超声应用— 生物医学声学
》
一

书已于 l , 91 年秋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

作

者王鸿樟教授是我国生物医学声学专家
、

博士生导师
。

他长期从事生物医学声学方面的研究
,
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
.

同时
,
他又长期从事声学及医学超声的教

学工作
,

此书亦乃多年教学成果的结晶
.

本书对声学基础和与生物医学相结合而发展的生

应用声学

物医学声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

全书共分十二章
,

不仅

深入浅出地把对振动基础
、

多自由度系统
、

弦
、

棒
、

膜
、

板的振动
,

声场
、

反射
、

折射
、

透射
、

波导中声传播
,

波

的发射
、

散射
、

衍射
、

接收
、

吸收和消声
,

管
、

腔和室中声

场等声学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地介绍
,

还给出了比拉

格朗 日更高级的动力方程
,
使之适应复杂的声振和标

量弯曲波场
,

在电磁场与声场相似性下研究波的传播
。

提供了有关换能器设计的坚实理论基础
,

并突出了声

波发射接收时的聚焦方面的最新研究结果
.

在声吸收

(下转第 科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