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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声学应如何面对时代的发展
李明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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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声学是以声波作为载体
，

采集信息
，

在不损坏被检对象的情况下
，

探测其内部的缺

陷或目标
，

测量其物理和力学性质
，

分析其组

织结构作媒质的质量评价等
。

它是工业上的医

生
，

资源勘探的侦察兵
，

探索物质结构的利器
。

声学检测涉及到几乎所有各个工业部门
，
己成

为这些部门中为保证质量
、

保证安全
、

保证效益

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技术
。

作为一门专业技术
，

它所涉及部门之广
，

领域之深
，

对工业发展和

国防建设影响之大
，

不可代替作用之独特
，

是一

般的其它专业技术无法与之比拟的
。

这样一个

重要的学科和技术
，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
，

检测声学学科和声学检测技术应该是大发展的

有利时机
。

回顾近一二十年来检测声学的发展
，

我认

为是喜忧兼半
。

说是喜
，

近年来检测声学研究

取得了长足进步
，

不但在不同分支领域都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可喜成果
，

同时还涌现出一批年

轻有为的中青年骨干
。

有一些项 目纳入了国家

的相应计划
，

取得重要成果
，

在国家发展中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
。

说是忧
，

近些年来检测超声

似乎又有不太景气的征候
。

面对国际上的科技

发展
，

面对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工业经济的迅速

发展
，

检测声学应如何发展的问题
，

摆到我们

每个从事检测声学研究与应用的工作者面前
。

现拟就这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看法与大家交流
。

检测声学研究 与其它学科一样有基础研

究
、

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
。

基础研究

应是以揭示 自然界规律
、

现象和建立新的理论

为目标
，

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应结合发展经济

和国防安全需要
，

以建立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产品为目标
，

最终形成生产力
。

检测声学本

身就是一个应用性强的学科
，

大部分研究实际

上都是集中在应用基础和应用方面
。

就忧而言
，

我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

第一是就基础性强的一些研究讲
，

缺乏对影

响学科的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系列的研究工作
。

早在约 �� 年前
，

国内中科院声学所的固体中声

波散射特性的系列研究
、

检测用压电换能器的

瞬态特性的系列研究等
，

南京大学的光声与声

光系列研究
、

压电复合材料的系列理论研究和

固体界面物理模型的系列研究等
，

这些工作
，

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

对推动检测声

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但近些年来
，

现

在还看不到有类似的系列研究在进行
。

第二就

应用性强一些的研究而言
，

有脱离实际脱离应

用的倾向
，

目前除少数参与国家和部门的计划

的项 目研究
，

目标明确
，

研究内容密切结合实

际之外
，

其余大多数的研究工作在选题中
，

虽

然都有其应用背景
，

但过于分散
，

从文献中选

题多
，

从解决国家急需工程技术中选题少
，

而

且重复性研究严重
，

缺乏长远战略性考虑
，

常

为短期行为
，

多数形成不了技术和得到实际应

用
。

这类研究工作往往发表文章数量多
，

有影

响的少
，

往往形成不了系统性成果和原创性成

果
。

用应用部门同志的话说
，

就是
， “

中看不

中吃
，

隔靴搔痒
，

总觉得与实际有一层皮
” 。

这

种情况的产生
，

一方面可能是研究者对实际需

要缺乏深入了解
、

沟通
，

另一方面是为了研究

方便
，

把实际条件简化为理想的条件
，

脱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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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
。

我认为产生这种情况同样也有应用

方面的问题
，

早在 �� 世纪六七十年代
，

应用上

遇到的问题只能求助于国内
，

在那个时期
，

我

们同时承担了许多应用部门提出的重要国家项

目
，

我们几乎跑遍了几个重要工业部门的各个

大的工厂和基地
，

研究密切与应用相关
，

我们

与应用部门同志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

而 �� 年

代改革开放后
，

应用部门遇到的问题
，

可以直

接求助于国际上的技术和设备
，

只有那些国际

上尚未解决的问题或由于保密而无法得到国外

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才找国内其它部门
。

就喜而言
，

我今年有幸参加了几个重要的

评审会
，

其中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审
，

国家

奖励办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和国家发改委的

产业化项 目评审等
，

我们检测声学也可谓是个

丰收年
，

有几项获国家级的奖励
，

有的项 目获

国家产业化项 目的支持
，

这在以前是少有的
。

总结这些项 目存在一些共同特点是
，

第一进入

了国家项 目计划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
，

第二都

是属于国家急需
、

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

响
，

第三都是属于国内外没有很好解决
，

结合

我国国情和特点有原创性的成果
，

第四都是坚

持几十年研究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
。

这说明我

们检测声学是可以挤进国家发展计划并有所作

为的
。

使我们看到了检测声学的希望和美好前

景
。

对于喜忧参半的今天
，

我们应如何面对

呢�我认为
�

��� 在基础性强的研究方面
，

有条件的单

位和个人
，

应组织精干的队伍
，

选择对学科有

重要影响的课题
，

开展有计划有长期战略考虑

的相关研究
，

争取坚持十至二十年
，

取得系列

系统在学科发展方面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

���在应用性强的研究方面
，

有条件的单

位和个人
，

抓住国家经济发展重要需要
，

选择

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
，

开展研究工作
，

要咬住不放
，

争取在五至十年后具备一定的基

础和储备
，

争取能纳入国家计划
，

进行最后的

攻关取得突破
。

当然如果能先进入国家计划也

很好
。

���对于一般性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
，

要

从实际条件出发
，

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
，

开展

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
，

不但要从理论方法取

得突破
，

还要争取取得技术上突破
，

使其更有

利于实际应用
。

���作好新老交替
，

作好优势学科的继承和

发展
。

老同志几十年的系统系列研究成果是一

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

能够继承发展好是比较快

捷的方式
，

避免重打旗鼓另开张
，

从头作起
。

���加强相关研究单位的合作
。

一个单位

往往力量有限
，

可以组织跨单位和跨学科研究

团队
，

这样更有利于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
。

���不断发掘新单位新人才
，

壮大研究队

伍
。

十年前参加西气东输管道超声检测招标评

审会
，

看到了国外公司的相控阵检测系统
，

而

前不久看到原来不了解的某大学研制的相控阵

管道检测系统
，

虽然技术工艺条件不能与之相

比
，

但其性能指标已与之相当
，

这对我们是 一

个启示
，

不但要发挥原有单位和人才的作用
，

而且要不断发现和发掘新单位新人才
。

就应用而言
，

我认为
，

检测声学工业
��

�提

出有三大问题
。

第一是新型特殊材料介质和结

构
，

原有的检测理论方法不能进行检测
，

要求发

展可探性研究
。

第二是常规材料介质和简单结

构
，

原有检测理论方法可以实现其缺陷有无的

检测
，

要求进一步发展定量检测理论和方法
，

这其中包括缺陷形状大小性质的定量检测
，

也

包括对无缺陷的材料介质给出质量评价
。

主要

方法有逆散射和缺陷反演
，

信号处理和缺陷类

别识别
、

声成像等
。

第三是工业在线 自动化检

测需要发展在线 �在役�检测方法和技术
，

这其

中主要是发展非接触检测方法
，

其中包括电磁

超声
，

激光超声
，

电子束超声等
。

应用需求展示了检测声学美好的前景
。

早

在上世纪 �� 年代张劲夫就提出了
“
以任务带

学科
”

的方针
。

我相信只要我们认清形势
，

面

对国家发展的机遇
，

把握好我们的研究方向和

选题
，

一定会使检测声学学科
，

在国家的建设

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