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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技术并不适应第一界面胶结差的情况，此外第

二界面胶结成像及定量评价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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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声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交流会在南昌召开

4月 14日，中国声学学会青年人才交流会在南昌召开。
学会负责人、常务理事以及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声学科技

工作者、声学相关企业技术人员等 50余人参加会议。2018
年中国声学学会推荐至中国科协的三位被托举人才应邀作

学术报告。

西北工业大学汪勇副教授报告题目为《圆环形声学传

感器阵列超指向性理论与方法》。报告介绍了声学传感器阵

列超指向性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展示了圆环阵超指

向性的研究成果，指出利用圆环阵的空间对称性，其超指向

性最优解可分解为有限阶分量的叠加，不同阶分量具有不同

的指向性和稳健性，通过合理选取稳健的分量，可获得更高

的指向性。

上海交通大学黎洁助理研究员报告题目为《海洋环境

噪声中的虚拟头波》。报告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基于海洋环境

噪声互相关，利用四种不同阵列 -声源类型提取虚拟头波并
反演海底声速的原理，并证明了水声学和地震学中提取虚拟

头波的两种方法本质上相同。

同济大学李勇研究员报告题目为《轻薄低频宽带吸声

结构机理研究》。轻薄宽带吸声结构是噪声控制领域追求的

目标。本次报告首先探讨了内插管结构在设计轻薄低频完

美吸声中的独特优势，制备了厚度仅为波长百分一量级的低

频完美吸声单元。其次利用单元间近场耦合效应，实现了轻

薄宽带吸声结构，在航空等对空间要求苛刻的领域有着重要

的应用前景。

三位报告人汇报了成为第四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项目扶持人才以来在工作中取得的进展。在项目实施

期间，中国声学学会根据培养方案对被托举人进行了系统性

培养，结合被托举人的课题研究内容，将相关学科领域知识

转化为解决本项目课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着重培养被托

举人后续深化本学科领域知识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培养

效果。

学术报告后，还进行了 2019年中国声学学会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项目申报人的答辩，共 17位声学青年人才参加。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在学会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青年人才的成长搭建了平台。中国

声学学会将继续大力扶持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 32
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帮助他们在创造力黄金时期做出突出

业绩；通过组织交流会等活动，展示声学青年人才的学术风

采，使青年人才托举工作更有实效。

(中国声学学会 耿祎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