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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声学测量是对声学现象进行客观度量的一项专门技术，同时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背景。
声学测量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工程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是探索自然奥秘、发展声学理论、推动
声学技术的基石。
熟练掌握各种声学测量方法、娴熟使用各类声学仪器是加深声学基础知识、锻炼实践动手能力、掌握
科学实验方法的重要手段。
　　本书侧重于室内外环境声的测量，重点面向噪声控制、建筑声学和环境声学方向的本科专业，同
时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和广大声学工作者的参考书。
本书正文分为8章，首先介绍了与声学测量有关的基础知识，如声学基础与声信号采集与分析方面的
理论与专门知识，然后就声学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分别加以介绍，包括常用声学仪器与声学设施，以
及通用的声学测量流程与误差分析方法，并罗列了与环境声测量相关的声学标准，后4章分别对专门
领域的声学测量给予详细介绍，包括噪声源测量、声学材料与声学结构测量、室内声场测量以及环境
噪声测量等。
另外，附录中给出了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及4种重要的噪声限值标准。
　　本书的主要特色表现在：　　（1）内容广泛、系统性强。
既介绍了有关声学测量的基础知识，如声学基础、测量基础、基本的声学仪器和设施，又针对环境声
学、噪声与振动控制、建筑声学讲述了噪声源测量、声学材料与声学结构的测量、室内声场测量、环
境噪声测量的各种知识。
另外，在附录中，给出了有关噪声污染与控制的国家法律和标准，对树立使用者环境保护的全局观念
大有帮助。
　　（2）内容新颖、反映最新发展动向。
近年来，声学测量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新的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不断涌现。
为尽量反映这种发展变化，本书的编写增强了声强技术及其在声学测量中的应用、数字化声学测量仪
器和系统的功能和使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声学测量中的应用等内容。
　　本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环境工程系历届本科生与研究生，在教学与科研中
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使本书质量大幅度提升。
　　作者虽竭尽全力，但书中错误仍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并对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宝贵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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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广泛、系统性强，既介绍了有关声学澍量的基础知识，如声学基础、测量基础、基本的声学
仪器和设施，又针对环境声学、噪声与振动控制、建筑声学讲述了噪声源测量、声学材料与声学结构
的测量、室内声场测量、环境噪声测量的各种知识。
近年来，声学测量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新的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不断涌现。
为尽量反映这种发展变化，本书的编写增强了声强技术及其在声学测量中的应用、数字化声学测量仪
器和系统的功能和使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声学测量中的应用等内容。
    本书内容侧重于室内外环境声的测量，可作为面向噪声控制、建筑声学和环境声学方向的相关课程
的本科教材，同时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和广大声学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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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1声场的分类声场所在空间总体上分为自由空间和有界空间两大类。
理想的自由空间是指无限大的、没有障碍物的空间。
有界空间指的是空间部分或全部被边界所包围，又分为两类：一类指那些有部分开口的闭合空间，如
通风管道、输液输气管道、消声器等，由此形成的声场称为管道声场；另一类指完全封闭的闭合空间
，如生产车间、办公室、音乐厅、会议室等，由此形成的声场为封闭空间声场或室内声场。
纯粹的自由空间并不多见，如果空间边界和空间内物体对声传播方式的影响很小，则该空间中的声场
可近似为自由声场，如旷野中的变压器噪声声场、空中航行的飞机辐射的噪声声场、封闭空间中机械
设备所在位置附近区域直达声形成的声场等。
在自由声场中，声波只是从声源向四周辐射出去，而不受边界和其他物体的阻碍，同时也没有另外的
声波干扰，声场中只传播自由行波。
对于一维管道，如果管道无限长，则在管道方向上的声传播与自由空间无异，所传播的声波为行波。
在管道横截面上声波则形成特定形式的驻波或简正波。
任意声源都可以激发出许多阶简正波，当声源的振动频率小于管道截止频率时，管道中的高次波将沿
管道方向逐步衰减，最后只能传播均匀平面波。
在封闭空间中，声源发出的声波向四周传播，在碰到边界产生反射之前的声波称为直达声；一次以上
的反射声波将在空间中产生驻波，形成混响声。
按声源频率的高低，混响声场又分为驻波声场和扩散声场。
在低频段，声波在空间的传播会形成明显的驻波分布，每一个具有驻波形式的声场分布又称为声模态
，相应的声场分析采用简正波理论或波动声学理论；当声源频率逐渐升到所谓的Schmeder频率后，一
个声模态特征频率的半功率带宽内存在三个以上的声模态时，声场中各点的声能密度从统计的观点来
看表现出大致均匀的倾向，此时的声场称为扩散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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