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标准规定了水声材料样品插人损失和回声降低

的两种测量方法 :脉冲管法和 自由场法
.

其测量结果

可用于声呐罩
、

透声窗
、

反射罩障板和消声覆盖层的设

计和性能评估
.

本标准适用于均匀和分层均匀的水声

材料样品
.

脉冲管法 :本标准要求测量仪器
、

充水声管
、

换能

器及测量条件应符合 G B 5 26 6 中的有关规定
.

要求用

脉冲调制正弦信号进行测量
.

对样品放置
、

侧量步骤

和测量不确定度都作了具体规定
.

自由场法 :本标准要求测量仪器应符合 G B 3 2 23

中的第 3
.

4
.

略条
,

水听器的尺寸要小于 又/ 8
.

本标准对

侧量条件
、
测试样品和测量信号都提出具体要求

.

然后

分别对插入损失和回声降低的测量进行了具体叙述
.

插入损失测量是把水听器和样品放在发射器的远

场中
,
测出其放与不放样品时

,
与透射脉冲和直达脉冲

幅值相对应的衰减器读数
.

回声降低的测量同样是把水听器和样品放在发射

器的远场中
,
测出与透射脉冲和直达脉冲幅值相对应

的衰减器读数及发射器与水听器的距离和水听器与样

品间的距离
,
便会得到回声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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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和检验机器设备规定的噪声辐射值的统计

学方法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 际 标 准 15 0 7 5 7峪/ l一 4 “

声

学 确定和检验机器设备规定 的 噪 声 辐 射 值 的 统

计学方法
》 .

它适用于确定和检验逐个标记的小 批 量

生产和抽样标记的大批量生产机器标牌值 的 两 种 情

况
.

它由 4 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 : 概述与定义 ( G B / T 1 4 5 7 3
.

1)

本部分给出了 G B / T 一4 5 7 3
·

1
一

G B / T 1 4 5 7 3
.

4 中

有关的名词术语
.

第二部分 : 单台机器标牌值的确定和 检 验 方 法

( G B / T z斗 , 7 3
.

2 )

本部分规定了逐个标记机器设备的噪声辐射值的

准则
,

即生产的每台机器都有它自己分别标记的噪声

辐射值
.

它是检验单台机器设备的噪声辐射值是否符

合它标牌值的一种方法
.

本标准适用于确定和检验逐

个标记的小批量和单件生产的机器设备的标牌值
.

标

准中的标牌值是用统计学方法确定的
,

是指逐个标记

单台机器噪声辐射值的上限值
.

第三部分 : 成批机器标牌值的确定和 检验 简 易

(过渡 )法 ( G B / T I ; , : 3
.

3 )

本部分是确定和检验成批机器设备噪声标牌值的

简单方法
.

它适用于 G B /T 1 4 5 7 3
.

4 无法使用 的 场

合
,
但不处理经检验批量机器标牌值没有得到肯定的

情况
.

此处规定标牌值的原则是标牌值表示一个 限 值
,

即批量机器的大部分噪声辐射值都低于该值
.

标牌值

考虑了机器设备本身的变化和在重复条件下的随机侧

量误差等两种变化带来的影响
.

本标准规定
,

检验批

量机器噪声的标牌值采用随机取样法
.

第四部分 : 成批机器标牌值的确定和 检验 方 法

( G B / T l呼5夕3
.

碍)

本部分规定了确定和检验批量生产的机器噪声辐

射值的统计学方法
.

它适用于确定和检验批量生产机

器设备的标牌值
.

但对批量机器进行检验其规定值得

不到肯定时
,

不作处理
.

标准中确定的标牌值主要目的是规定和限制批量

机器中的大部机器噪声在此标牌值之下的原则 方 法
,

其标牌值以分贝为单位的整数表示
.

检查 机 器 噪 声

时
,

以检查一连续批中的一个样本为原则
,
主要以风险

的权衡为依据
,
检查机器噪声是否超过规 定 的 上 限

值
.

本部分给出了确定标牌值的原则
,

检查批量机器

噪声标牌值的方法
,
以及估算风险系数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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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声标技委会秘书处 章汝威 李 真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成立份周年

1 9 9 4 年 7 月 1 日 ,

声学所度过了自己拼周岁的生

日
.

中科院老一辈领导严济慈
、

郁文
,

中科院周光召院

长
、

国家科委惠永正副主任及国防科工委
、

中船总
、

海

军等 80 余位来宾出席了声学所建所姗周年庆祝会
.

会

上
,

侯自强所长做了题为
“
面向廿一世纪的声学所 ” 的

报告
,
周光召院长

、

惠永正副主任
,

以及中科院院士汪

德昭
、

马大献
、

应崇福等做了重要讲话
.

侯自强所长的报告
,
从声学所的实际出发

,

面对声

学发展和信息产业革命
,

把声场声信息研究和数字信

号处理研究确定为声学所的两个研究方向
.

前者重点

是水声物理和海洋声学
、

非线性声学
、

有源消声
、

检测

超声
、

晶体声学
、

汉语人机对话工程等 ; 后者的任务是

在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及算法研究与产品设计生产之间

起桥梁作用
,

当前重点是声音图象压缩技术在音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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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通讯方面的应用研究
.

周光召院长希望声学所要不

断注意发展声学与 各领域交叉学科的研究
,

把声学研

究推广到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最前沿上面去
.

惠永正副

主任指出
,

科学技术除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

服务于经

济发展的规律外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

科学技术的发

展要符合两个规律
,

基于这样的概念
,

在科技体制深化

改革中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
.

汪德昭院士说

全国各方面都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奔腾大潮的新形势为

声学所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天地
.

马大酞院士讲声学方

法是观察世界的三种方法之一
,
它在人体成象

、

海洋
、

物体结构
、

环境
、

通讯方面有大量的应用基础课题
,

做

好了
,

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且有实际价值

.

应崇福

院士明确指出
,

声学所要
“
创一流” , “

保名牌” ,

一要解

决快出人才
,

增强凝聚力
,
二要有学术上创新意识

.

上述领导和专家的发言给声学所的发展指出了努

力的方向
.

份年来
,

声学所通过全体人员奋发图强
、

不

断开拓进取的努力
,

取得约 4 00 项科技成果
,

其中获国

家奖励 4 1项
.

培养造就了近 2 50 名约占全体科 技 人

员总数 37 % 的高级科技人才
.

三十而立
.

声学所正

处在根深叶茂的壮年时期
.

当前
,

声学所面临着我国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和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

新形势的双重挑战和重大机遇
.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
、

扬长避短
、

把内部结构调整好
,

方能迎接挑战 ; 集思

广议
,

审时度势
,

看准方向
,

才能把握机遇
.

声学所三

十周年庆祝会上领导和专家们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从不

同角度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予以阐述
,

给 我 们 以 启

迪
.

(罗恩生 )

中国声学学会理事换届会议暨 1” 4 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

中国声学学会于 1 9 , 4年 6 月 8 日至 12 日在河北

省承德市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
会前召开

了二届五次常务理事会
.

大会出席代表 l 巧 人 (其中

包括特意从海外归来的工作及留学人员 )
.

名誉理事

长马大献教授
、

应崇福教授出席了大会
.

开幕式由关定

华理事长主持
,

陈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代表二届理事

会作学会工作总结
,
他简述了学会几年来工作中取得

的成绩 : 会员由本届开始时的 2 3 3 。人发展到 3 0 。 ,人
,

现拥有团体会员 37 个
,

地方学会已发展到 12 个 ; 五年

来组织各类学术会议 朽 次
,

发表文章 4 0 6 7篇
,

参会人

员达 4今2 9 人次
,

尤其是 1 9 9 2 年在我国召开的第 1峪届

国际声学会议
,

是一次水平高
、

文章多
、

参会人数多的

会议
,
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赞扬 ;学术委员会组织

对青年优秀人才的评选
,

受到大家重视 ;科普工作拍制

了
{(

中国古代声学
》
录像片

,

对科协科技馆声学厅的展

示内容作了大量的补充修改
,

对声学知识的普及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 《
中国古代声学

》
录像片还参加了科蕾

奖评选活动
.

我会对专家学者写的科普文章还进行了

搜集整理 ;技术咨询开发工作亦有一定进展
,
工作总结

同时提出了学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工作的意

见
.

组织委员会主任张家教教授介绍了本届组织工作

情况及下届理事会改选的准备情况
,
对一些有关问题

给予了解释和说明
.

声学学会挂靠单位声学所所长侯

自强教授做了题为
“
现代信息社会和声学 ” 的报告

,
对

声信号处理和今后声学发展提出了全面系统的 看 法
,

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好评和重视
.

随后学会办公室主任

宗健同志就会议日程和有关问题向参会代 表 做 了 说

应用声学

明
.

本次会议受到了我国声学界的普遍重视
,

声学学

会名誉理事长汪德昭教授请关定华理事长转达了对大

家的问候
,

名誉理事长魏荣爵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
,

请

吴文虹副理事长转达对大家的问侯
.

中国超声医学工

程学会会长郭万学教授发来了贺电
.

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 由” 名理事组

成的三届理事会
.

在三届一次理事会上选出常务理事

24 名 (留一名常务理事名额给声频工程分会 )
.

常 务

理事会选举陈通教授为理事长
,
吴文虹

、

侯自强
、

杨士

获
、

赵松龄教授为副理事长
,

选举侯朝焕教授任秘书

长
,

聘任孙广荣教授
、

宗健高级工程师为副秘书长 ; 常

务理事会一致同意聘请魏墨宣教授为名誉理事长 ; 车

世光
、

周永昌
、

郑光祖三位教授为名誉理事 ; 同时聘任

了学术
、

国际交流
、

技术咨询
、

科普
、

组织工作会员会的

主任
,
增设了青年工作委员会

.

大会闭幕式上
,

新任理事长陈通教授介绍了三届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改选情况及今后的工作与设想
.

在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同时举行了 1 , 9 4年全 国 声

学学术会议
,

大会共垠告了 30 篇论文
,

分别介绍了各

分科学科的现状
、

成就
、

国内外发展方向和今后应解决

的问题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学术会议 学 术 气 氛

浓
、

文章涉及面广
、

水平高
,

基本上涉及了国内外声学

前沿的各个领域 ; 这些报告除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一

定成绩外
,

有很多对应用开发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

将会

在经济建设中发生影响
,

并取得一定的效益
.

(学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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