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建筑声学的 ��年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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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建筑声学在近 �� 年间
，

无论在科研
、

设计
、

声学材料 �结构�的研制
、

生产和应用方面

均有较大的发展
。

在厅堂音质设计的个别领域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本文就上述几方面作概要的

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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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国近代建筑声学始于 ����年叶企荪和

施汝威两教授对清华大学弯顶大礼堂音质的研

究
，

而在国际声学界早期最有影响的开创性工

作之一则为马大酞教授于 ����年在美国对矩

形房间简正振动方式的研究 ���
。

除此以外
，

旧中国处于战乱时期
，

建筑声学几乎是一片空

白
。

建国后
，

于 �� 年代初
，

在中科院马大酞教

授等的积极参与下
，

国家制定了声学 �包括建

筑声学在内�远景规划 ���
。

随后马大酞等对建

筑声学开展了多方位的基础建设
�

建立实验基

地
，

培养专业人才
，

开设研究课题和招收研究

生
，

进行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建声实验工作

���
，

组织和参与国内
、

外建声学术活动
，

引入

有关文献资料
，

翻译出版建声书刊 阂
，

使建筑

声学这一边缘学科得以迅速发展
。

特别是 ����

年人民大会堂内万人大礼堂声学设计的成功
，

为厅堂音质设计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

至 �� 年代中期
，

国内己有相当一部分大专院

校
、

科研和设计部门建立声学实验室 阁
，

配备

了相当规模的建声人员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
，

不断在噪声控制和厅堂音质方面取得成果
。

但

正值建筑声学处于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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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技术设计

和施工图

竣工验收

组织鉴定

音音乐建筑用地选择择

用用地的噪声和振动测定定

总总平面布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确确定防噪声的规划方案案案 声乐专业业

围围护结构的隔声声

设设备和结构隔振振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调机房的隔声空空
设设备专业业业 调制冷设备的消声声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隔振振

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体缩尺声学模型试验
，，

���

确定各项声学设计计计 核对声学计算算

指指标
，

进行音乐估算算算 检查音质缺陷陷

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气���受备的消声声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隔隔振振

修修正体型
、

内装修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音音质指标
，

进行详细计算算

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动吊杆升升扩扩声专业业业 降乐池电动动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乐罩车台
、、

视视视视视视频专业业业 转台假台口口
修修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

设设计计计计

修修改装修写写

业业主提出使用效果的的

初初步意见和对设计的评价价

图 � 目前采用的切合实际的声学设计操作程序

簧
、

橡胶隔振器
、

弹簧吊钩
、

橡胶和不锈钢软

接管等 �在市场上由专门的工厂生产作为商品

出售
，

多年的使用表明
，

是有效和可靠的
。

目前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构件
，

如轻质

隔墙 �石膏板复合墙体
，

加气混凝土条板和砌

块墙体
，

圆孔炭化石膏板等轻墙 �已有系列的构

造图集
，

并对每种构造标有计权隔声量数据�

单层重墙 �混凝土
、

砖墙 �和设有空气间层的

复合墙体
，

虽无系列图册
，

但在多种
“
声学设

计手册
”
内都有详细介绍� 标准隔声门窗 �隔

声
、

防火隔声钢
、

木门窗�作为定型产品在工

厂预订出售
。

建筑师可根据隔声和装修要求选

用
，

改变了过去单体加工造价高
、

工期长
，

难

以确保质量的缺点
。

大大方便了噪声控制工程

的设计和施工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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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声设计和声学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近 �� 年来
，

在全国声学标准化委员会

的领导下
，

组织编制了几十项声学设计和声

学测量规范和行业标准并参与了与建筑声学

有关的建筑设计规范
。

如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
一

���� �
，

体育馆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
一

���� �
，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
一

�� �
，

建筑隔声评价标准�������
�

�� �
，

还有厅堂音质设计规范
，

厅堂缩尺模型

试验规范
，

以及隔声
、

吸声
、

隔振
、

噪声等测

量规范
，

这对建声设计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为

获得良好的音质效果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

有关建筑声学近年的发展还有多方面的研

究成果和工程实践的经验
。

如同济大学和南

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对厅堂音质评价的研究� 华

南理工大学
、

浙江大学对语言清晰度评价的研

究
，

以及中科院声学所
、

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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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位对有源消声的实验室研究和对噪声
、

振

动控制方面的研究工作
，

均有不少成果
，

由于

受篇幅所限
，

不一一介绍
。

� 对新世纪建筑声学的展望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

人民物质

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

以及 ����年申奥成

功
，

北京和全国必将兴起文化建设的高潮
，

促

进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

建筑业
，

特别是文

化建筑必将得到巨大的发展
。

建筑声学将面临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

�
�

� 促进和推动厅堂音质设计和评价方法的

研究

在文化建筑中表演高雅艺术的音乐厅
、

歌

剧院
、

戏剧院工程将占主要部分
。

由于音质标

准高
，

又要求自然声演出
，

因而建声设计将成

为这类工程设计中的主导
。

从而促进和推动建

筑声学这一学科内各个领域的发展
。

特别是对

适应国情的声学设计指标和对厅堂音质主观评

价方面的研究
，

将取得进展
。

以解决大量工程

设计的实际需要
。

�
�

� 可调混响
、

可变容积将成为新世纪厅堂的

发展方向

近代大型观
、

演建筑
，

音质和装修艺术要

求高
、

投资大
、

建造周期长
，

为充分发挥其经

济和社会效益
，

对
“
一厅多用

”
的要求将更加迫

切
。

可调混响设计将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得到扩展
，

并成为多功能厅堂不可缺少

的一项技术措施
。

而不同功能对厅堂容积 �每

座容积 �也有各 自的最佳值
，

因此
，

可变容积

也必将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发展
。

�
�

� 声学构件的标准化
、

定型化和商品化将进

一步扩展

无论是建声构件 �吸声
、

扩散
、

反射等构

件 �或噪声控制的构件 �消声
、

减震
、

隔声等 �

为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

必须有专业的工厂

生产
，

进行标准化设计作为定型产品销售
，

才

能确保质量
，

便于选用
。

在声学工程施工中
，

承接声学装修的专业队伍
，

将通过大量的工程

实践得到发展
，

并逐渐成为建筑施工中必不可

少的新兴业务
，

弥补目前声学工程在施工中的

薄弱环节
。

��� 有望在新世纪初培植一批有较高理论水

平
、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建筑声学专业人才

大量的高质量文化建设和体育场馆建设
，

以及配套的公寓
、

旅馆
、

新闻发布中心和娱乐

设施
，

均离不开建筑声学设计
、

音质设计
、

噪声

和振动控制都将成为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关键性

专业
。

没有建筑声学的参与
，

就不可能有满足

使用要求的现代建筑
。

通过大量的工程实践是

培养建声专业人才最有效的途径
。

可以预见
，

今后肯定会有一些高等院校
、

科研机构
，

设置

有针对性的研究课题展开工作
，

并参与工程实

践活动
。

理论联系实际
，

为我国建筑声学创造

新的业绩
。

回顾建筑声学近 �� 年来所经历的不平凡

的历程和在困境中所取得的成果
，

展望未来
，

在新的大好形势下
，

必将获得辉煌的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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