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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国内外超声学方面的专著数量不能算 少
,

但不是出版年份过早
、

内容不够新颖
,

就是偏重超声学

的某些分支而内容不够全面
.

因此
,

很久已来
,

从事超

声学教学和科研的人员以及攻读超声学的研究生都渴

望有一部内容比较新而全面的超声学参考书
,

针对读

者的需要
,

近六百页的
《
超声学

》
巨著

,

终于由科学出版

社出版了
.

此书是由我国超声学专家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

所应崇福教授主编的
.

他亲自写了前三章 (引言
、

弹性

介质中的声波
、

超声的产生和接收 )
.

而该所的其他六

位同志结合其各自长期从事研究的超声学分支
,
分写

了后面五章
,
他们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而且富于写作

经验
.

因此
,

本书的作者阵营强大
,

无怪本书有下列三

个明显的特色
。

第一个特色是科学性强
,

论证严密
,

观点颇高
,
逐

字逐句均经考虑
,
落笔都有尺度

,
尤以第二

、

第三章最

为显著
.

第二个特色是比较新颖
,
书中尽可能介绍国

际近年超声学成就中已经公认成熟的内容
,

也引人了

作者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

这一点在前七章中都很明显
,

相比起来
,
第八章中却较少见到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

有些读者认为书中并未详细报道超声学及其分支中的

最新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向
,
未免美中不足

.

其实
,
新颖

是相对的
,
比之其它超声学著作

,

本书已经删去了部分

陈旧内容而尽量地引入新内容了
.

而且作为一部郑重

写作的参考书
,
就不能列人处于探索阶段而尚无定论

的内容
,
这些内容固然 日新月异

,

但最后却并不一定被

公认为正确或成熟
.

第三个特色是比较全面
,
书中既

讨论了超声波的产生
、

接收和传播
,
也介绍了大多数超

声学分支的理论和应用
,

与 已出版的超声学方面专著

相比
,

显然比较全面
.

曾听到周围一些读者所提出不

少希望本书能增加的内容
,
例如超声在粘弹性介质中

的传播
、

在两相或多相媒质中的传播
、

大振幅和非线性

声波传播
、

超声对物质的作用机理
、

分子声学
、

声光学

和光声学等
,

甚至认为超声学应该基础理论写全些
,

而

应用部分不妨分专题另写专著
.

但也有另一部分读者

反映
,

认为应用部分要增加而且写得全些
、

具体些
,

才

能使此书更为实用
,

对超声在各方面的应用才能起指

导作用
,

为祖国经济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

这些意见都言

之有理
,
要全面满足这些要求

,

看来应该动员更多的作

者
,
写部超声学大全或超声学丛书

.

可是我国目前 自

然科学专著的出版很困难
,

能够出版一部六百页的超

声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

篇幅有限
,

从首先满足研究生

教学参考书这一主要企图来说
,
也从充分体现作者们

的特长来说
,

本人认为这部书的内容取舍已经充分地

综合考虑
,
足够全面的了

。

如果要提些建议供作者们

在再版时参考
,
那就是各章之间的联系协调还应加强

才能使整书浑成一体
,
而在可接受性方面似乎也应再

努力改善
.

从书的扉页上看到
,

此书是 l , , 。 年 12 月出版的
,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共 1 3 0 0 册
.

实际到读者手中最早

约在 l , 91 年的 5 月或 6 月
,
各单位的图书馆大多到 9

月份才出借
,

而个别读者想自己购买时却发现书店书

架上已难以找到此书
.

科学专著的出版困难
,

购书亦

难
.

估计见到此书的读者还并不太多
.

本人是很早就

见到此书的幸运者
,

为了向尚未见到此书的同志作一

推荐
,

也为了促进此书今后早日重印或再版
,

不嫌冒昧

写此书评以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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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组件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已在内部发行

由第七一五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俞 宏沛 撰写的
` 超声组件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
小册已于 l , 91 年 10 月

在内部发行
.

作者俞宏沛同志长期从事换能器的研究与设计工

作
,
在功率超声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

他很早就

应用声学

在换能器设计中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
,

并取得

显著成效
.

该小册 5万多字
,

是俞宏沛同志多年从事

功率超声振动组件 (换能器
、

变幅杆和工具头 )计算机

辅助设计的经验总结
.

小册中部分内容曾在功率超声

(下转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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