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1：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居声环境—建筑声学研究新进展 

泰山科技论坛暨山东声学学会 2022 年度理事会议日程安排 

会议时间：2022 年 8 月 13 日 13:00—18:00 

会议地点：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北海研究站 7 楼多功能厅 
参会人员：领导、特邀专家、理事、会员、建筑声学爱好者 

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山东声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 2022 年度理事会议 

12：45-13:00 山东声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入场 林建恒

13:00-13:45 
1. 学会 2022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2. 学会 2022 年下半年及 2023 年工作计划

3. 其他事宜

慈国庆

山东省科协泰山科技论坛 

（主题：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居声环境—建筑声学研究新进展） 

13:45-14:00 参会人员入场 林建恒

14:00-14:10 山东声学学会理事长致辞 慈国庆

14:10-14:40 吴硕贤院士：重视听觉关怀，改善人居声环境

慈国庆

14:40-15:10 康健院士：声景：过去五十年的进展和未来的挑战

15:10-15:40 赵越喆教授：室内声学设计新技术及其应用

15:40-16:00 中场休息

16:00-16:30 曾向阳教授：室内声场重构/重放技术研究进展 

16:30-17:00 宋拥民高工：二十年来我国剧院建设与音质设计技术

的发展

17:00-17:30 李晓东研究员：房间混响时间测量-历史和发展 

17:30-18:00 与会者与专家交流



附录 2：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居声环境—建筑声学研究新进展 

泰山科技论坛特邀专家简介 

吴硕贤，1947 年 5月生于福建泉州，博士，建筑技术科学专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技术科学研究所

所长。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

主任，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任主任。主要从事建筑环境声学的

教学与研究。吴院士系统提出城市交通噪声预报、仿真及防噪规划的理论与

方法；首次阐明声学虚边界原理，推导出混响场车流噪声简洁公式；基于概

率论，推导出随机车流噪声预报公式；建立居住区环境质量评价科学架构；

提出扩散声场仿真新方法和评价音乐厅响度的新指标及计算公式；完成首例

声场仿真与建筑模型链接的工作；承担了包括东坡大剧院、中山文化中心大

剧场、人民大会堂音质改建工程声场仿真、广州大剧院、广州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广东科学中心等 70 多项工程建筑声学研究与设计。在包括《美国声学

学会志》、德国《声学》学刊、英国《声与振动学报》、《应用声学》学刊等国

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 篇。曾先后到 21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做研究或应邀

在国际会议上做特邀报告，并担任国际会议主席及分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偶

吟集》、《音乐与建筑》、《室内声学与环境声学》、《室内环境与设备》、《建筑

声学设计原理》、《吴硕贤文集》、《吴硕贤诗词选集》、《吴硕贤行书选》、《成

语新解与杂谈》、《恒吟集》等。 

康健，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UCL）

巴特莱特建筑学部教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学士及硕

士，剑桥大学博士，德国建筑物理所洪堡学者。国际声学与振动学会主席，

欧洲声学学会噪声委员会主席，欧洲声景联盟主席。主持80余项基金课题，

90余项工程咨询设计，发表物800余篇/部，国际大会主旨报告50余次，获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9%A2%E5%A3%AB/3271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9%A2%E5%A3%AB/3271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9%A2%E5%A3%AB/327194


洲杰出资深科学家基金奖、康奈尔奖、廷德尔奖等90余项荣誉。 

赵越喆，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 1999 年在浙江

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长期致力于建筑与环境声学

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多项，负责或参加

了数十项建筑声学设计及咨询工作。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4 项（排

名第一 1项，排名第二 3 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 1部，译著 1

部，参编教材 2部。现为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建筑学系副系主任。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分会副理事长、原建筑

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声学分会委员、

中国声学学会环境声学分会委员等职。 

曾向阳，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现

为航海学院副院长，“海洋声学信息感知”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学术委

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声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声学标准化委员会噪声

分会委员、中国声学学会建筑声学分会理事、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噪声与振动

控制专委会常务理事、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教指委委

员、装发部某专业组专家。主要从事声场建模与控制、水声目标识别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十三五领域基金重点项目、

863、GF 预研和省部级基金等项目 40 余项。出版专著 4 部，教材 7 部，发表

论文近 180 余篇，SCI/EI 检索 100余篇次，专利 20余项。获陕西高校科技

二等奖 1项、陕西省科技三等奖 1项、陕西省及西安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

3 篇；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提名奖、陕西青年科技奖、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西北工业大

学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 

宋拥民，博士，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环保工程师。中国演艺设备技术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兼首届优秀中青年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噪声与振动



专业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声学学会建声分会委员；上海市声学学会

理事；《声学技术》编委；上海章奎生声学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

年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技术科学专业硕士，2006年同济大学声学研究

所声学专业博士。同年 3 月师从章奎生教授从事厅堂音质及噪声与振动控制

工程设计及研究工作。主持完成 100 余项大型工程项目的声学设计，参与的

声学工程项目 200余项，发表论文 50余篇。完成的代表性声学作品包括天津

茱莉亚学院、上海世界会客厅、上海大剧院大修工程，上海音乐厅修缮工程、

上海保利大剧院，长沙音乐厅，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声学方案)，敦煌

大剧院，延安大剧院，世博中心，援老挝国际会议中心，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等。 

李晓东，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

岗位教授。曾任通信声学实验室首届主任、噪声与振动院重点实验室首届主

任，兼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先后从事过声学、信息与

信号处理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负责承担和参加过数十项国家项目和企

业合作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院重大和基础研究项

目、国家863项目、国家973项目等。发表各类科技论文逾300篇。主持和参与

制定国家标准20余项，获各类专利授权40余项。先后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50余人。目前的研究兴趣是结合声学和通信、信号处理领域的成果和新进展，

开展声信号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参加多个学术团体，目前担任中国《声学

学报》中英文版主编、中国声学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电声学标准化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音响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声学

学会常务理事/建筑声学分会主任委员/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计

量测试学会声学分会主任委员等。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居声环境—建筑声学研究新进展 

泰山科技论坛专家讲座内容简介 

 

吴硕贤：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题目：重视听觉关怀，改善人居声环境 

讲座内容：报告首先阐明听觉的重要性，指出早在人类发明文字，能够通过

视觉传承文化之前的漫长岁月，听觉就通过语言与音乐承担起交流信息，传

承文明的重要历史使命。报告指出，能够发出和收听语言与歌声如此复杂的

声音，是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显著的特征和能力。报告从人类思维的本质

论述良好人居声环境对创造性思维及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从室内声学、城市

环境声学及声景学等学科论述如何构建良好的声环境。最后，介绍构建与评

价声环境的若干前沿科技。 

 

康健：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UCL）巴特莱

特建筑学部教授 

讲座题目：声景：过去五十年的进展和未来的挑战 

讲座内容：与传统噪声控制不同，声景研究与设计融合有利声源、以人为本。

报告首先回顾近 50 年来从噪声控制向声景营造的范式转变，以及声景从概念

走向实践的进程。然后从声景的基础研究、收集与记录、标准化、营造与设

计、政策与推广等方面论述当前声景的发展。最后，面对新工业革命、气候

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探讨声景领域的未来挑战。 

 

赵越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题目：室内声学设计新技术及其应用 

讲座内容：报告介绍了室内音质设计计算机仿真技术、厅堂声学缩尺模型实

验技术、虚拟可听化及视听一体化技术的原理、发展现状及工程应用，并介

绍了界面声散射系数的测量原理、测量方法及典型扩散构造的声散射系数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9%A2%E5%A3%AB/327194


 

曾向阳：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题目：室内声场重构/重放技术研究进展 

讲座内容：室内声场重构或重放技术研究对于现代视听系统、听觉虚拟现实

以及各种舱室内部声场设计与噪声控制、声环境评估及声品质设计等工作具

有重要的价值。本报告主要介绍基于波动声学建模的室内声场重构方法、基

于可变指向性扬声器阵列的室内声场重放技术和 3D 虚拟声设计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 

 

宋拥民：上海章奎生声学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 

环保工程师 

讲座题目：二十年来我国剧院建设与音质设计技术的发展 

讲座内容：随着观演建筑的大量兴建，国际上优秀的设计团队进入国内市场，

促进了国内剧院建设的发展及音质设计水平的提高。报告简要介绍了近二十

年来国内剧院建设的概况，重点阐述了剧场音质设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包

括声场计算机模拟分析技术、声学缩尺模型试验技术、数字化无线现场音质

测试技术、耦合空间等可变混响设计技术、超大规模厅堂混响控制可靠性研

究及观众厅音质预测评价技术等。 

 

李晓东：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讲座题目：房间混响时间测量-历史和发展 

讲座内容：房间混响时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房间声学参数。1895年赛

宾通过混响时间测量，得到著名的赛宾公式，被视为近代声学发展的里程碑

工作。报告首先回顾百年混响时间测量技术的发展历史，介绍现行的系列方

法、规范和标准。报告随后重点介绍近年来基于深度学习技术，估计房间混

响时间和其它声学参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

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