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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9D_E4_B8_AD_E7_c64_96895.htm 声学是研究媒质中声

波的产生、传播、接收、性质及其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的科

学。 声学是经典物理学中历史最悠久而当前仍在前沿的一个

分支学科。因而它既古老而又颇具年轻活力。 声学是物理学

中很早就得到发展的学科。声音是自然界中非常普遍、直观

的现象，它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无论是中国还是古代希腊

，对声音、特别是在音律方面都有相当的研究。我国在3400

多年以前的商代对乐器的制造和乐律学就已有丰富的知识，

以后在声音的产生、传播、乐器制造、乐律学以及建筑和生

产技术中声学效应的应用等方面，都有许多丰富的经验总结

和卓越的发现和发明。国外对声的研究亦开始得很早，早在

公元前500年，毕达哥拉斯就研究了音阶与和声问题，而对声

学的系统研究则始于17世纪初伽利略对单摆周期和物体振动

的研究。17世纪牛顿力学形成，把声学现象和机械运动统一

起来，促进了声学的发展。声学的基本理论早在19世纪中叶

就已相当完善，当时许多优秀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都对它作

出过卓越的贡献。1877年英国物理学家瑞利（Lord John

William Rayleigh，1842～1919）发表巨著《声学原理》集其大

成，使声学成为物理学中一门严谨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

并由此拉开了现代声学的序幕。 声学又是当前物理学中最活

跃的学科之一。声学日益密切地同声多种领域的现代科学技

术紧密联系，形成众多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从最早形成

的建筑声学、电声学直到目前仍在“定型”的“分子量子声



学”、“等离子体声学”和“地声学”等等，目前已超过20

个，并且还有新的分支在不断产生。其中不仅涉及包括生命

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的基础自然科学，还在相当程度上

涉及若干人文科学。这种广泛性在物理学的其它学科中，甚

至在整个自然科学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发展初期，声学原是

为听觉服务的。理论上，声学研究声的产生、传播和接收；

应用上，声学研究如何获得悦耳的音响效果，如何避免妨碍

健康和影响工作的噪声，如何提高乐器和电声仪器的音质等

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声波的很多特性和作用

，有的对听觉有影响，有的虽然对听觉并无影响，但对科学

研究和生产技术却很重要，例如，利用声的传播特性来研究

媒质的微观结构，利用声的作用来促进化学反应等等。因此

，在近代声学中，一方面为听觉服务的研究和应用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开展了许多有关物理、化学、工程

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声的概念不再局限在听觉范围以内

，声振动和声波有更广泛的含义，几乎就是机械振动和机械

波的同义词了。 自然界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简单的机

械运动到复杂的生命运动，从工程技术到医学、生物学，从

衣食住行到语言、音乐、艺术，都是现代声学研究和应用的

领域。 声学的分支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从频率上看，

最早被人认识的自然是人耳能听到的“可听声”，即频率

在20Hz～20000Hz的声波，它们涉及语言、音乐、房间音质、

噪声等，分别对应于语言声学、音乐声学、房间声学以及噪

声控制；另外还涉及人的听觉和生物发声，对应有生理声学

、心理声学和生物声学；还有人耳听不到的声音，一是频率

高于可听声上限的，即频率超过20000Hz的声音，有“超声学



”，频率超过500MHz的超声称为“特超声”，其对应的波长

约为10－８m量级，已可与分子大小相比拟，因而对应的“

特超声学”也称为“微波声学”或“分子声学”。超声的频

率还可以高1014Hz。二是频率低于可听声下限的，即是频率

低于20Hz的声音，对应有“次声学”，随着次声频率的继续

下降，次声波将从一般声波变为“声重力波”，这时必须考

虑重力场的作用；频率继续下降以至变为“内重力波”，这

时的波将完全由重力支配。次声的频率还可以低至10－4Hz。

需要说明的是，从声波的特性和作用来看，所谓20Hz

和20000Hz并不是明确的分界线。例如频率较高的可听声波，

已具有超声波的某些特性和作用，因此在超声技术的研究领

域内，也常包括高频可听声波的特性和作用的研究。 从振幅

上看，有振幅足够小的一般声学，也可称为“线性（化）声

学”，有大振幅的“非线性声学”。 从传声的媒质上看，有

以空气为媒质的“空气声学”；还有“大气声学”，它与空

气声学不同的是，它主要研究大范围内开阔大气中的声现象

；有以海水和地壳为媒质的“水声学”和“地声学”；在物

质第四态的等离子体中，同样存在声现象，为此，一门尚未

成型的新分支“等离子体声学”正应运而生。 从声与其它运

动形式的关系来看，还有“电声学”等等。 声学的分支虽然

很多，但它们都是研究声波的产生、传播、接收和效应的，

这是它们的共性。只不过是与不同的领域相结合，研究不同

的频率、不同的强度、不同的媒质，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这

就是它们的特殊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