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

讨 论

综上所述
,

吸声材料的模拟试验
,

原则上要

遵守各自的模拟条件
,

但影响材料模拟的准确

度的因素很多
,

有时虽然符合了模拟条件
,

而模

拟的吸声特性不一定能完全相同
,

因此还得通

过大量测试来寻找
.

我们体会若控制好模拟条

件
,

则寻找合适的模拟材料就简便些
.

一般说

来
,

吸声构造的共振峰比较容易模拟
,

要使得整

个吸声特性完全相同则比较困难
.

在两个 实际

的混响室测量同一种材料的吸声特性
,

往往也

存在差异
,

因此在模拟材料的吸收时
,

也允许有

一定的误差范围
.

通常实际建筑所使用的吸声材料和构造的

种类繁多
,

我们所进行模拟的是一些常用材料
,

文中列举只是几个典型例子
,

今后还要通过不

断的试验研究
,

以充实这方面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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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

全 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 于 19 8 1

年 口 月 1 4一 21 日在北京召开
,

出席会议 的委员共 3 。

人
·

因故缺常 2 人
.

在此期间技术委员会的四 个分技

术委员会也召开了会议
.

会 议是在主任委员马大酞同志主持下 进行的
,

国

家标准总局董跃先副局长出席了会议
.

这次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 : 研究分析与声学有关的国际标准 ; 审查声

学方面的国家标准草案
,

讨论和审批秘书处关于 1 9 81

年度的工作总结及 1 9 8 2 年工作要点
、 1 9 8 2 年 制订 国

家标准项目计划
、

五年滚动计划
、

标准体系表以及国家

标准制订工作程序的技术文件等
.

这次会议批准了超

声水声分技术委员会成立超声
、

水声 两专业组
,

并增 设

一名副主任
,

还通过了增补七名分会委员
.

为了加速国家标准的制 订工作
,

技术委员会研究

分析了 ” 个国际标准 J S O 标准和 IE C 标准 )
.

对符

合我国国情
,

能 全部采 用的国际标准
,

决定直接转写或

改写成国家标准
.

会议特别分析 了 15 0 一 3 8 9 “
校准纯

音听力计用的标准零级
” ,

一致认为此标准适合我国情

况
,

可 以直接用作我国的国家标准
,

因此对于我国的听

力计
,

应以 15 0 的标准零级作为听力零级
,

不能使用

没有成为国家标准的其他标准零级
,

以免引起 混乱
.

技术委员会审查通过了
“
声学量与单位

, , 、 “
声学量

的 级及其基准值
” 、 “
声学侧量中的常 用频率” 、 “

空气中

声和噪声强弱的 主观和客 观表示法
” 、 “

声和振动分析

用 l 1/ 和 1 / 3 倍频程滤波器
, , 、 “ `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 、 “
城市环境噪声测量 方法

” 、 “
混响室法吸声系数测

量规范
” 、 “
水声换能器自由场校准方法

”
等九个国家标

准草案
,

由秘书处审订后报国家标准总局审批颁布
.

会议还对今后加强声学标准化的工作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

最后
,

会议确定技术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将

于 1 9 8 2 年 9一 1() 月在杭州 召开
.

(徐唯义 )

卷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