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这一方法还可以研究振动系统振速比的频

率特性
。

同时
,

对于夹心式压电超声功率换能

器
,

还可以探讨换能器前后振速比与其激发功

率或激发电压的关系
。

在传统的测试方法中这

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

因为当振动系统处于非共

振状态时
,

系统的振动位移是很小的
,

无论是

显微镜法还是干涉法
,

对小位移的测试是比较

困难的
,

并且这两种方法对实验设备的要求比

较高
,

也不能对实用状态下的振动系统进行测

试
。

速比以及共振频率的简单方法
。

与传统的测试

方法相 比
,

本方法将力学量
,

如振速和位移等
,

变成 了电学量的测试
,

将绝对测量变成了相对

测量
,

因此
,

不仅降低了对测量设备的要求
,

有利于提高测试精度
,

而且可以对实际工作状

态下的超声振动系统进行测试
。

另外
,

利用本

方法还可以对功率超声振动系统的共振频率进

行测试
,

以及对振动系统的振速比与频率和激

发电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

从而有利于

功率超声振动系统的优化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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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学学会第五届年会 一 贺杜连耀教授 9 0 华诞

暨杜连耀声学奖颁奖会在京召开

20 00 年 6 月 14 日上午
,

北京声学会在北京大学

正大国际会议中心隆重聚会
,

热烈庆贺杜连耀教授 90

岁华诞
.

同时
,

北京声学会召开了第五届学术年会
,

进行了学术交流
,

并进行了第二届
“

杜连耀声学奖
”

的颁奖活动
,

以特殊的方式
,

为杜连耀教授的 9 0 华诞

献上一份有意义的贺礼
.

杜连耀教授是我国声学界老前辈
,

是我国声学科

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50 年代从美国回国以来
,

从

事声学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达四十余载
,

为我国声学

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

也培养了大批年轻声学科学

家
. “

杜连耀声学奖
”

就是由杜连耀先生在海外的弟

子发起
,

由众多海内外学生捐资设立基金
,

专门用于

奖励对声学事业有重要贡献的我国青年声学工作者的

奖项
.

这次杜连耀声学奖是继 1 9 9 5 年 6 月第一次颁奖

后的第二次颁奖
.

此前
,

北京声学会向全国征集论文
,

共收到稿件 3 0 余篇
,

内容涉及超声
、

水声
、

语声
、

噪

声
、

建声
、

换能器等众多领域
.

经过专家们的认真评

审
,

从中选出优秀学术论文 10 篇
,

予以奖励
.

参加此次学术及庆祝活动的来宾有我国著名声

学科学家
,

杜连耀教授的挚友马大酞教授和应崇福教

授
.

著名声学科学家关定华教授
、

张仁和教授等以及

北京声学界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共有 80 余人参加了会

议
.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

北京市科协有关领导也到会

祝贺并致贺词
.

会上
,

获奖作者宣读了自已的论文
,

应崇福教授

与许多同行极有兴趣地听取了全部学术报告
.

与会者

一致认为
,

此次论文的评选客观
、

公正
、

获奖论文具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北京声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推出了学术论文集

《工程声学》 第三卷
。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李朝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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