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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声学学会 �� 周年暨 ���届学术会议建筑
声学论文评介

‘

吴硕贤 ’ 赵越吉吉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 广州 �������

美国声学学会最初是于 ����年 �月 �� 日

由 �
�

�
�

从与����
，
�

，

�
�

������� 以及 �
�

从与
�

���

����倡议作为建筑声学工程师的组织而成立

的
。

����年 �� 月 �� 日在纽约贝尔电话实验

室举行成立会议
，

至今已走过了 �� 周年的历

程
。

���� 年 �月 ��、 �� 日
，

美国声学学会在纽

约喜来顿 ���������酒店举行建会 �� 周年

庆典活动暨 ��� 届美国声学学会学术会议
。

应

美国声学学会的邀请
，

笔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资助下
，

出席了该次会议和庆典活动
，

并且在会议上分别作了题为
“

基于仿真脉冲响

应的厅堂音质评价
”

�作者
�

吴硕贤
、

王红卫
、

赵赵品�和
“

由实测双耳脉冲响应计算厅堂声

学参数
”

�作者
�

赵越品
、

吴硕贤�的邀请论文

报告
。

论文介绍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
“

民族乐器声功率测定与民族音乐厅

堂音质评价
”

�资助号
�

���������资助下所取

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

本届学术会议所交流的论文
，

涵盖建筑声

学
、

动物声学
、

生物医学超声学
、

生物对振动

的反应
、

声学中的信号处理
、

噪声学
、

物理声

学
、

生理声学与心理声学
、

语言通讯
、

水声学与

海洋声学等诸多领域
，

反映了现代声学 日益广

泛的渗透性以及与诸多其它学科的交叉性
。

会上的论文交流依照许多专题来组织
，

例

如
，

在建筑声学领域
，

论文报告的专题包括
�

室

内声学环境对人
、

生产效率和行为的影响
，

多种

感官集成作用及音乐会的体验
，

视觉如何对听

觉产生影响
，

歌剧院音质定量评价方法
，

虚拟环

境音质及表演艺术环境的可变声学条件等
。

此

外
，

在建筑声学领域
，

还举办了以大学生设计

竞赛和歌剧院声学设计 ��年实践 �����、 �����

为主题的海报展示及交流活动
，

还举办以
“
贝

尔试验室与声学
”
为题的专题介绍

。

会上
，

著

名建筑声学专家白瑞纳克
、

马歇尔
、

安藤四一

等人均作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

白瑞纳克和戴维
·

格里辛格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
“

聆听音乐厅
”

的专题讲座
。

声学家简
·

布劳特也做了题为
“
通

讯声学
”
的讲座

，

讲述了声学与信息及通讯技

术的关系
。

在简要回顾学科的历史后
，

重点介绍

了德国鲁尔大学通讯声学研究所的研究进展
，

包括在计算听感分析
、

虚拟听觉环境方面的工

作
，

两者均涉及听感的参量表述
。

�月 �� 日
，

会议在纽约市中心剧院组织了

若干位年轻的副教授和博士后
，

以
“

声学的未

来
”

为主题
，

分别就海洋声学与水声学
、

语言通

讯
、

结构声学
、

听觉的处理与感知
、

医学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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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资助
�

������国科金工外资助字第 ������������
，
������������号

作者简介
�

吴硕贤�������
，

男
，

汉族
，

福建人
，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建筑声学研究
。

赵越品 �����
一

�
，

女
，

满族
，

辽宁人
，

副研究员
，

博士
。

�通讯联系人 ������ ���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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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建筑声学与音乐声学
、

物理声学
、

工程声

学及声学中的信号处理等领域未来 �� 年的发

展作了分析和预测
。

会后还举办了虚拟交响乐

队伴奏音乐会
，

展示了计算机音乐的新成就
。

建筑声学一直是美国声学学会所关注的重

要学术领域
。

本届会议各国与会建筑声学家做

了大量讲座与学术报告
，

充分展示了这一领域

近年的新进展和若干前沿课题
。

首先体现在理论的进展
。

由白瑞纳克和戴

维
·

格里辛格所做的题为
“

聆听音乐厅
”

的学

术讲座表明
，

在近年厅堂音质研究中
，

除了混

响时间外
，

还重点关注反射声对音乐音质的作

用
，

指出混响声的强度和方向对音质具有与混

响时间同等的重要性
，

同时指出反射声能量的

频率特性会对音质感受产生重要影响
。

理想而

言
，

总的早期反射声能 ����
�
以内�应控制在

一定的范围内
，

使之比直达声能低 �����
，

否

则
，

会使后期混响声能过弱
。

而后者
，

尤其是

直达声后 ���、 �����
后到达的来自各个方向

的混响声能
，

对音乐的混响感和包围感至关重

要
。

他们提出混响响度 ����的概念
，

指的是

混响声的绝对声压级
。

其与混响声的方向和频

率特性有关
。

由此理论表明
，

在音乐厅的设计

中
，

由于被观众吸收的直达声对混响响度无贡

献
，

因此
，

若从舞台上望过去
，

看到的都是观

众席 �如多层楼座与包厢�
，

则对大多数听众而

言
，

听到的主要是直达声
，

这对清晰度有利
，

但对温暖度和丰满度不利
。

因此
，

需要提供较

多的表面
，

使直达声能不被吸收
，

而是使它们

被反射多次
，

形成较强的混响响度
。

对歌剧院音质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重要论

题
。

会议由著名声学家安藤四一组织了题为
“

歌

剧院音质定量评价方法
”
的专题报告会

，

许多

论文围绕歌剧节目的自相关函数的有效持续时

间
，

针对乐池与舞台的声平衡开展的测量
、

计

算机仿真与缩尺模型研究
、

著名歌剧院脉冲响

应的测量
、

可听化技术用于对歌剧院音质的定

质评价等课题进行交流
，

有的论文还建议了平

面为树叶状的歌剧院新的建筑平面
，

并分析其

音质优点
。

建筑声学的其它前沿课题包括可听化技术

的应用和发展
，

鉴于脉冲响应是厅堂音质的
“

印

记
”
和可听化技术的核心

，

因此
，

对如何更精确

地进行脉冲响应的仿真计算和测量是重要的研

究课题
。

论文中有关于用数字波导网格 �����

模型以及在低频段 �����
�
以下�采用边界元等

方法来计算波动效应
，

在中高频采用几何声学

方法仿真
，

二者相结合以计算虚拟房间脉冲响

应的工作
。

可听化技术还与网络技术相结合
，

可使观众通过在网上点击某个著名厅堂的仿真

模型以便远距离聆听其音质
。

考虑基于包括反

射声方向仿真的 �� 脉冲响应的可听化技术也

是这一领域的新进展
。

对历史传统建筑的音质进行复原研究
，

也

是声学家关注的领域
。

有的论文介绍了对欧洲

����� 世纪有代表性的�� 栋建筑
，

包括巴西利

卡
、

管风琴教堂
、

宫廷等建筑进行系统测量
，

以

及采用可听化技术来聆听其虚拟音质的工作
。

对于观演建筑以外其它类型的公共建筑 �称为

非声学空间�
。

例如商场
、

图书馆
、

体育场
、

游

泳馆
、

餐厅
、

户外公共空间的声环境与声质量

的研究己成为欧洲声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
。

另一项重要的前沿课题是开展关于声学与

非声学参量 �包括视觉
、

热舒适等�对听觉和音

质感受的共同影响的研究
。

研究结果表明
，

视

觉对听觉有重要影响
，

它可影响人们对响度
、

音

色和声源定位以及亲切度等的判断
，

包括厅堂

中主观响度随距离变化呈现出的相对稳定性
。

这方面的研究有的也采用虚拟厅堂和可听化技

术展开
。

其它前沿课题还包括对声扩散和低频声对

人的听觉的意义和人的行为与舒适度的作用
，

以及有源声场控制技术等
。

后者利用电子技术

可以改善室内声场
。

例如对于一个低天花
，

吸

声较强的钢琴房
，

利用有源声场控制技术
，

可

使听者感到天花变高
、

混响时间变长
、

吸声量

减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