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系统共振的位移节点
.

这个问题还可作如下

说明
.

换能器与变幅杆组成的驱动系统 D,

如果

变幅杆输 出端固定
,

换能器后端面 自由
,

根据前

述计算方法可求得本文分析用 D 系统此时的共

振频率为 3
.

8 7 k H z , 1 4
.

6 k H z ,

和 2 4
.

2 k H z .

设想按这三个频率中的任一个
,

在固定
一
自由边

界条件下
,

设计出对应长度的工具杆
,

此时工具

杆与 D 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
,

不管变幅杆端直

径与工具杆直径比如何
,

在对应的频率上共振
,

连接点处总是节点
.

这时似乎出现了
“
局部共

振
”

现象
,

但实际上系统是全谐振的
.

1
.

9 3 , ,

尤其是当工具杆与变幅杆的连接点近节

点时
,

振速比更大
.

正如文献【l] 所观察到的
,

此时加工效率高
.

用非半波型工具杆
,

反而得

到相对大的振速比
,

这是因为此时从变幅杆到

工具杆的截面变化起了变幅作用
,

正象阶梯型

变幅杆一样
,

大端与小端连接处越近节点
,

其变

幅比越大
.

本文只作了理论上的分析
,

其结果符合声

学一般理论
.

文献 〔l] 在测量工具杆的振 速 分

布时
,

要同时测量 D 系统的振速分布
,

可以预

计
,

其测量结果与本分析结果一致
.

六
、

结 论
五

、

讨 论

文献【l] 的实验发现
,

工具杆不满足半波长

整数倍时
,

仍可以在工具杆输出端得到大的位

移振幅
,

甚至比半波长型工具杆输出的位移振

幅大
.

这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
.

如采用半波

长型工具杆
,

可以算得振幅比是 1
.

9 3 5
,

即锥形

变幅杆的放大倍数
.

本文给的例子
,

工具杆长

是 3 0 3
.

, , m m
,

不满足 2 0 k H z
时半波长 整数

倍关系
.

由表 1 可看 出
,

此时的振速比均大于

“

局部共振
”

实质是复合系统的某些共振频

率与工 具杆固定
一

自由条件下的谐振频率一 致

或接近时出现的现象
,

此时复合系统仍是全谐

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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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项 声 学 国 家 标 准 介 绍

1
.

G B/ T 14 25 , 声学 关 于空气噪声的

侧盆及其对人影响的评价的标准的指南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 15 0 2 2“ 《

声学 关于

空气噪声的测量及其对人影响 的 评 价 的 标 准 的 指

南
》 .

它规定了有关噪声测量及其对人们影响的 评 价

方面的基本问题
.

标准中把噪声问题基本分 为 两 大

类
: ( l) 一个或多个噪声源所辐射的噪声大小和特性

钓确定
,

或者规定条件下声源性能预测的问题 ; ( 2 )噪

声对人们各种影响的评价和预测问题
.

同 时 对 噪 声

特性作了分类
,

并对各类噪声给出了简要的定义
.

对于第一类噪声问题
,

本标准叙述了需测的物理

量
、

测量方法的选择及描述问题的严密性
.

并把所采

用的测量方法分为三个等级
,
即调查法 ( 3 级 )

、

工程方

法 ( 2 级 )
、

精密方法 l( 级 )
.

对于第二类噪声问题
,

标

准对描述噪声对人影响的量 (如 : 噪声的 A 计权声级 ;

躁声的响度级 乙川 噪声的感觉噪声级 与` 噪声对

听力损伤的危险性 ;噪声对人们工作
、

交谈
、

休息
、

睡眠

的干扰等 )
,

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

并介绍了与这些量

有关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

本标准可作为我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公布的有

关标准的指南
,

包括噪声测量和评价方法
、

详细的实验

规程和解释方法
.

本标准由中科院声学所负责
,

南京大学
、

同济大

学
、

北京市劳动保护所参加编制
.

主要起草人章汝威
.

2
.

G B / T 1 4 3 6 5
一

9 3 声学 机动车辆定

t 噪声侧 l 方法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 15 0 5 1 3。一 1 9 8 2“声学

机动车辆定置辐射噪声的测量一简易法
》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各类型的机动车辆在

定置时噪声的测量
.

定置是指车辆不行驶
,

发动机处

于空载运转状态
.

用本方法所得测量数据可评价
、

检

查机动车辆的主要噪声源
一

排气噪声和发动机噪 声 水

1 3 卷 6 期



平
,
但不能表征车辆行驶的最大噪声级

.

本标准对测量环境如测量场地
、

背景噪声以及风

速都有具体规定
,
对测量仪器有明确的要求

,

对测量程

序作了详细描述和规定
.

并给出了记录测量数据的表

格
.

本标准由北京市劳保所负责
,
交通部公路科研所

和长春汽车研究所参加共同编制
.

3
.

G B / T 1 4 3 6 6
一

9 3 声学 职业噪声洲

t 与噪声引起的听力损伤评价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15 0 19 , 9《 声学 职业

噪声侧量与噪声引起的听力损伤评价
》 .

它规定了 成

年人群因不同噪声暴露级和暴露时间引起的
“
永久性

听阐值改变
”

( N IP T s) 的计算方法
,

评价其每天重复

性噪声暴露引起听力损伤的危险率
.

本标准给出的因噪声暴露引起听 力 损 伤 N IP T s

的计算公式是相应于测量听力的频率为 0
.

5一 6 k H , ;

每天 ” 小时的平均噪 声 暴 露 水 平灰 ”
·

3 6 4 x ` ” 3

一
l

.

1 5 x 1 0
’

p a , ·
s ,
即 7 5一 1 0 o d B ; 暴露时 间 为 。一

钓 年
.

并详细规定了 N IP T s 的中值以及。
.

05 一 0
.

”

范围内的高于或低于中值的统计分布情况
,

男女群体

相同
.

本标准适用于稳态
、

间歇
、

起伏
、

不规则或脉冲

性特点的声频 (低于 1 0 k H )z 噪声
.

对于瞬态声压级

超过 1呼0 d B (基准声压为 20 卜aP ) 和更高声压时
,

可

用本标准外推
.

职业噪声引起的潜在性听力损伤
,

直接用噪声引

起永久性听阑改变进行评价
.

可有三种方 法 来 考 虑
N IP T s : ( l) 对每一有意义的频率分别考虑 ; ( 2 ) 增加

一定数 目频率以得到一项总的听阐改变 ; ( 3 )对一些选

定的频率取平均值
,

这些频率通常代表语言可懂度的

主要范围
.

使用一些规定频率的听闭值的综合量来计

算听力障碍
.

可选定一个开始产生听力障碍的听闭值

界线
,
然后计算出人群中平均听阑值等于或大于选定

的界线值的分位值
,

则可根据定义推导出噪声暴露和

年龄等综合影响引起听力障碍危险率和单独由噪声暴

露引起的听力障碍危险率
.

.

本标准是建立在统计数据上的
,

只用于群体
,

而不

用于个人的听力损伤或听力障碍的预测或评价
.

本标准由北京市劳动保护科研所负责
,

中科院声

学所参加
.

主要起草人张家志
、

章汝威
.

4
.

G B / T 1 4 3 6 7
一

9 3 声学 噪 声 源 声

功率级的侧定 使用墓础标准与制订噪声侧试

规范的准则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 15 0 3 7 4 。 《
声学 噪 声

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使用基础标准和制订噪声测试

规范的导则
》 .

它给出了制定噪声源声功率级测 量 规

范的指导原则
,
对测定机器设备声功率级的精密法

、

工

程法
、

准工程法和简易法等国家标准系列作了简要说

明
.

用此国家标准系列测得的声功率级的 数 据 可 用

在 :

( l) 在规定环境中
,
运转机器对已知距离处产生

的声压级的估计 ;

( 2 ) 比较同一型号和同样大小机器所 辐 射 的噪

声 ;

( 3 ) 比较不同型号和同样大小机器所 辐 射 的噪

声 ;

( 4 ) 确定机器所辐射的噪声是否符合规 定 的 上

限 ;

( 5 ) 在设计时确定某些环境中所要求的传声损失

和需要达到的噪声降低量 ;

( 6 ) 为研制低噪声的机器设备提供参数
.

除行驶中的车辆或其它非固定的设备外
,

本标准

适用于各种类型机器设备的噪声声功率级测试规范的

制订
,

且仅适用于空气声
。

本标准给出了有关术语及符号
.

它主要对 4 种噪

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国家标准 (即G B 6 8 8 :1 混响室精

密法和工程法
、

G B 6 8 8:2 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
、

G B 3 7 6 7 :
工程法及准工程法

、
G B 3 7 6 :8 简易法 ) 作

了适用性
、

测试环境
、

噪声源的尺寸及特性
、

准确度的

等级和需要确定的量值等的提要说明
,

并列表明述
,
以

便使用者可根据 自己的需要
,
选用合适的国家标准

.

本标准由中国计量科研院负责
、

中科院声学所和

机械部环保所参加编制
.

主要起草人于渤
。

5
.

G B / T 14 3 6 8
一

9 3 声学 标 准 超 声

功率漂

本标准规定了 0
.

5一 10 M H :
频率范围内

,
用于水

中的标准超声功率源的主要性能参数
,

各分部的技术

要求以及校准和使用方法
.

标准超声功率源是一种稳定的
、

已知输出超声声

功率的单频超声功率源
.

它由超声频振荡器
、

阻抗匹

配器与换能器组成
.

主要用作超声声功率测量的传递

标准
,
以比对和校准各种超声声功率测量装置

.

本标准给出的超声功率源的主要参数有 : 工作频

率及其稳定度
、

额定输出超声声功率
、

输出超声声功率

级的准确度
、

失真度
、

稳定性等
,

并规定主要性能参数

的测量均需在温度为 23 士 3℃ 的除气蒸馏水中
、

无强

烈机械振动与无空化的条件下进行
.

同时对换 能 器
、

超声频振荡器及阻抗匹配器提出了技术要求
.

超声功

率源的校准应按 G B 7 9 6 6 中规定的一级校准方 法 进

行
,

并对使用方法作了具体规定
.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72 1
,

厂负责
,

中国

计量科研院
、

广东省计量科研所参加编制
.

主要起草

人吴在勋
.

6
.

G B / T 1 4 3 6 9
一

9 3 声学 水声材料

样品插人损失和回声降低的侧 t 方法

应用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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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B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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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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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标准由中科院声学所
、

中船总 7 15 所
、

中船总

72 1厂负责编制
.

主要起草人是王荣津
、

缪荣兴
.

7
.

G B / T 1 4 5 7 3
.

1一 1 4 57 3
.

4
一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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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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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标准由机械部机械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负责
,

上海电器科研所
、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参加编制
.

主

要起草人 : 高德源
、

陈业绍
、

张玉峰
、

蔡复之
、

谢德海
、

戴宏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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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