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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1 年 7 月 8日收到

声学对化学的渗透与影响从 八 十 年 代 中

期起开始有了新的转折
,

表征声学这一外在特

性的边缘学科
—

声化学或曰超声波化学业 已

形成
.

从我们跟踪众多国家的研究工作来看
,

声化学的迅速发展正从学术上给化学研究开拓

新 的领域 ; 将 从应用上对化学工业产生重大影

响 ;声化学与热化学
、

光化学等具有等同地位的

论点 日逐扩大
.

下面列出声化学崛起的一些重

要标志 ;

19 8 6 年 4 月
,

英国皇家化学 学 会 ( R s C )

在 W ar w ic k 大学举行首届国际声化学专题讨

论会
.

同年 4 月
,

《泰晤士报》宣称
, “

一场新的

工业革命就在眼前
,

它将使塑料
、

洗涤剂
、

医药

和农业化学的传统技术焕然 一新… … 这就是称

作为声化学的新的科学分支
. ”

19 8 6 年
,

美国化学学会 ( A C S ) 在 A n a h e -

i m 召开全国会议
,

其主题就是
“

有机金属化学

中的高能技术
” ,

即声化学
.

19 8 7 年
,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成立声化学学

科组
.

同年在法国 S a vo ie
,

关于
“

有机化学中的

新的合成方法
”

的 E U C H EM ;专题研究小组把

声化学作为它的主要工作内容
.

19 8 8 年
,

英国 20 家公司联合签约成立
“

声

化学俱乐部
” ,

从经济上支持声化学研究
.

19 9 0 年
,

欧洲声化学学会 ( E
u r o p e a n S o n -

o e h e m i e a l S o e i e t y ) 宣告成立
,

并组织了专题

学术交流 会
.

19 91 年 4 月
,

美国声学学会第 121 次年会

专门组织了
“

声化学与声空化
”
专题讨论会

.

与此同时
,

苏联
、

德国
、

加拿大
、

日本和瑞士

等国也在竞相发展
.

英
、

苏和美已有声化学专

著问世
,

我国也行将出版
.

近两年
,

我们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于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进

行的医疗超声空化致经 自由基
`

O H 的电子 自

旋共振 ( E S R ) 及荧光光谱检测等 基 础 研 究
,

以及在江西省物理学会关心下于江西师范大学

物理系进行的声致化学发光光谱的摄取均有很

大进展
.

据悉
,

中国科学院
、

成都科技大学
、

复

旦大学
、

厦门大学
、

云南大学和湘潭大学等科研

机构或高等院校也 已经或正在准备开展这一新

的科学分支的研究
.

但是迄今我们还未曾听说我国有任何全 国
J

胜或地区性的有关声化学的学术组织 或 团 体
,

也没有看到有关声化学专题讨论活动 的 报 导
,

有关化学教材上还未见反映
.

这似乎与声化学

的崛起与发展颇不适应
.

因此
,

我们深感有必

要建议
,

我国从事声学
、

化学和化工的科技
、

教

育界人士和学术团体
,

应该联合并及时地把握

这一新的科学分支
,

加强横向联系
,

在学术活动

内容
、

学术组织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予以充

分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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