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式恰与 D T F的表达式完全相同的
,

这样

便可以利用 F F T 快速算法来高速完成 M 个波

束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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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关于窄带二维波束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与描述
.

此文得到的结果可以适应各种信号处

理中的波束形成的设计和分析
.

更进一步
,

也

可以把本方法发展并推广到适应宽带信号的波

束形成
,

也可以应用于动图象中的移动物体的

检出处理等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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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检测暨浅层地震勘探工程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宜昌召开

近年来国家在能源及交通领域中的高投人及快速

发展
,

大量相关工程的兴建
,

对岩土工程地质调查及

施工质量检测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

这些
,

为声波检测

技术及浅层地震勘探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

鉴于工程勘查与检测 目的的实际需要
、

声波检测

的工作频率 日趋拓宽降低
,

而浅层地震勘探的工作频

率则 日渐提高
,

它们为完成同一工程命题在检测手段

的改善方面
、

技术方法的拓宽方面
、

数据处理的完善

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共同性
,

同时又保留着它们各 自的

特点
。

于是这便有可能将同出于弹性波理论为依据的

两个领域的技术放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
。

鉴于上述情况
,

经磋商决定
:

结合举世瞩 目的长

江三峡水利枢纽兴建中对工程安全监测提出的诸多课

题
,

由中国声学学会检测声学分会声波专业委员会及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仪器与观测专业委员会
、

湖北无损

检测学会联合发起召开首届声波检测与浅层地震勘探

工程应用学术研讨会
。

会议于 1 9 9 6 年 8 月 n 日在距三峡大坝工地仅 40

余公里的宜昌市召开
,

来 自全国各地的 70 余名学者及

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

交流论文 20 余篇
,

内容涉

及
:

三峡坝址初设阶段岩石力学中的声学测试技术
,

岩土及硅声波检测技术的回顾与展望
,

声波 C T 技术

在岩体力学分区及岩体结构特征勘查中的应用
,

瑞利

波检测技术在地基基础勘查及其治理与工程质量检测

中的应用研究
,

高等级公路路面的超声无损检测技

术
,

声发射技术在灾害地质预报及工程安全监测中的

应用研究
,

多波地震勘探的初步应用
,

智能化
、

多功

能数字化声波检测仪的研制
,

基桩反射波法完整性检

测用波形拟合法定量解释的研究
,

坝基岩体质量检测

新技术研究
,

声波测井共振特性的研究
.

本次会议涉及的内容广泛
,

且据有较高的学术水

平
。

显示出八五期间及九五初期
,

我国在声波检测及

浅层地震勘探技术已达到或接近当代国际水平
。

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前方建设主任彭启发同志到

会并介绍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概况及施工过程中安全

监测的有关问题
。

国家科委成果办聂恒仁高工参加了

会议
,

对结合工程实际举办学术交流给予祝贺
。

中国声学学会检测声学分会副主任吴庆曾教授代

表会议的三个主办单位致开幕词
。

会议由中科院岩土

力学所及长江科学院筹备承办
。

岩土力学研究所刘明

贵高工
、

长江科学院高鹏飞及国家地震局郭铁栓组成

会议秘书组
,

中科院岩土所承担 了全部会务工作
,

为

会议取得园满成功做出贡献
。

(吴庆曾 )

应用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