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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声学既是一门经典学科，又是一门“常为新”的学科。
从经典声学到现代声学，声学始终是最具生命力的学科之一，表现为其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扩大
。
现代声学是一门跨层次的基础性学科，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次声(长波)到特超声(短波)的一切形式
的线性与非线性声(机械)波现象。
同时，现代声学具有极强的交叉性与延伸性，它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部分学科发生了交叉，形成了一
系列诸如医学超声学、生物声学、海洋声学、环境声学等交叉学科方向，在现代科学技术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现代声学更是一门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学科，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国防事业的现
代化以及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声学学科已经大大超越了物理学的经典范畴，成为包括信息、电子、机械、海洋、生命、能源
等学科在内的充满活力的多学科交叉学科。
随着与当代电子与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融合，以及声学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声学无疑是2l世纪最具
发展潜力的学科之一，将迎来更辉煌的篇章。
新中国的声学事业是由老一辈科学家创立的，他们包括：汪德昭院士、马大猷院士、魏荣爵院士、应
崇福院士等。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张仁和院士、张淑仪院士、侯朝焕院士、李奇虎院
士、汪承灏院士、王威琪院士、杨士莪院士、马远良院士和宫先仪院士的带领下，中国的声学事业突
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际上占了一席之地。
为了总结中国声学工作者在声学各子领域内的贡献，同时也为了让新涉及声学的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对
各子领域内学科发展情况有所了解，中国声学学会决定编写《创新与和谐——中国声学进展》一书。
本书全部由工作在一线的科技人员撰写而成，涉及的国内单位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京大
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杭州
应用声学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
究所，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后勤工程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
在此向所有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十分感谢南京大学985工程(二期)“声学与声信息处理”平台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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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与和谐：中国声学进展》系统地介绍了声学领域各交叉学科方向的研究进展，重点突出中
国声学工作者的贡献。
现代声学已渗透到几乎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
步、国防事业的现代化以及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
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新与和谐>>

书籍目录

前言线性与非线性声学颗粒介质中的声散射声空化与声致发光研究进展大振幅驻波的研究进展颗粒物
质中的非线性波动与输运研究进展高斯束展开法在计算菲涅尔场积分中的应用声子晶体研究的若干进
展含气泡软媒质中声传播特性的研究进展水声学与水声信号处理水声物理现状与发展趋势水声信号处
理中若干研究方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水下噪声及其控制技术研究现状与发展概述船舶随机声弹性研究
进展水声换能器技术展望超声无损评价和检测超声超声无损检测的一些新进展激光超声和声成像技术
多相孔隙储层介质声学研究进展光声光热研究及其应用进展非线性超声兰姆波在板材无损评价中的应
用超声电子学声学微电子机械系统超声电机的发展与展望声表面波传感器的研究进展声表面波滤波器
技术的发展状况声表面波的精确理论叫EM／BEM功率超声及应用功率超声技术在环保、能源领域的
应用功率超声的产生及测试研究进展超声化学法合成功能纳米材料超声波与光协同降解水中污染物的
研究功率超声在有机废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大功率超声技术进展超声能量应用机理及其声空化研
究生物医学超声医学超声成像的进展超声血流信息的分析与处理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及应用进展声孔效
应引起的靶向给药和DNA传送研究进展非线性超声医学成像的研究进展超声微泡造影剂在疾病诊断与
治疗中的研究进展超声评价松质骨状况的研究进展超声热疗下的声场和温度场研究进展环境声学和建
筑声学环境声学研究及应用进展有源噪声控制研究进展环境声的主观评价及应用噪声的主观感知特征
及声品质研究进展建筑声学——室内声学研究进展建筑声学——房屋隔声学研究进展建筑声学研究进
展语言声学、通讯声学和声频工程语音识别及其应用综述中国语音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语音合成技术
现状头相关传输函数与虚拟听觉的研究进展声场控制中的面向目标声辐射生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声回
声抵消研究进展扬声器阵列研究进展微型电声器件国内外动态电声学科的跨越特点和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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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颗粒介质中的声散射钱祖文l 引言列声波在均匀各向同性介质中传播时，只要碰不到边界，它将以“
自由场”的形式继续向前传播。
如果介质中存在其他物体(该物体称为非均匀体)，且其声学特性与其周围介质有区别，则介质中的声
场除了原来的入射波部分以外，还多了一部分声波，前者称为人射波，后者称为次级波(包括散射波、
黏滞波等)，在线性声学范畴内，后者与前者叠加。
液体中的气泡、空气中的尘埃、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悬浮泥沙，甚至海洋沉积物中的颗粒部分等都
是非均匀体的实例。
由于非均体的散射改变了声场特性，故需要对它进行专门研究并加以利用，从而形成一门分支学科—
—散射。
历史上的瑞利散射解释了天空是蓝色的原因。
实际上非均匀体的形状各式各样，但在作理论研究时，用有关的特征尺度(如声波波长、黏滞波长等)
来看它们时往往将它们抽象成规范形状(如球、柱等)，这样不仅方便于数学处理，同时让读者在物理
上也易于理解。
小尺度规范体单散射问题的研究已颇为深入，其解析解的形式也很干净利索，但是大尺度体的散射问
题却并非如此。
如果空间存在多个散射体，它们之间存在单次相互作用，我们将相应的问题称为多体一次散射问题；
如果它们之间存在多次相互作用，我们将相应的问题称为多体多次散射问题。
在规范体散射的基础上，本文将着重讨论后者。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流体和固体中颗粒物质的散射问题，后者可以是固体粒子也可以是气体(气泡)。
今后我们所论流体称为主体，非均匀体称为散射体，而将整个介质(包括主体和散射体)称为颗粒介质(
有的文献称为二相介质)。
2 球体的单散射自然界散射体的形状是各式各样的，一般处理起来不那么容易。
故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理论工作者总是根据物理实际来尽量简化它。
如处理声波为主体的问题时，则用声波波长的尺度来看散射体。
若波长很长，可以将一个小的散射体看成为小球体，将一个细长的散射体看成为一个细长柱体。
若处理的问题是以黏滞波扩散为主体时，则要用黏滞波的穿透深度(或它的波长)为尺度来观察物体的
形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新与和谐>>

编辑推荐

《创新与和谐:中国声学进展》可作为声学专业的研究生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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