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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控制与声舒适》

内容概要

《噪声控制与声舒适(理念吸声体和消声器)(精)》将给出市场可供应的各种噪声控制和实现声舒适环
境的声学处理材料、构件及相应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本书用三章篇幅以代表性的实例详细介绍
了在室内声学、自由场测试室以及管道中的声学处理技术声学工程师和建筑专业人员除从本书中获得
噪声控制和声舒适的基础知识外。还能学到直接应用的思想方法、创新声学技术和经济实用构造以及
具体措施方案。本书在室内声学这一章中。着重讨论了房间混响时间对于不同用途影晌的新认识，并
给出现代的范例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赫尔姆特·富克斯教授的《噪声控制与声舒适(理念吸声体和消声器)(精)》不仅提供给声学研究人员
、室内声学设计咨询顾问、噪声控制设计者许多实用的技术资料和解决方案，也是隔声设计、建筑规
划设计、施工设计人员的实用工具书：同时，也为家用技术设备、生态技术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解决现实声学技术问题的答案，并非深藏在尚未发现的理论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实际应用的问题。
对于标准和规范。不仅对它们在各自应用邻域的促进作用。也对起阻碍作用的都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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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赫尔姆特·富克斯 译者:汪涛、查雪琴赫尔姆特-富克斯教授(Prof  Dr一『ng HeI mut v Fuchs)：
   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Tu Berl i n)电子工程系，并在该校师从克莱默教授(Prof L Greme r)和维勒教
授(Prof R wille)，获博士学位。他曾在柏林及上法费诺芬的德国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南安普顿大学和
斯坦福大学从事振动与声学、空气动力学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自1979年起，  富克斯教授在德国
斯图加特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FnG，IBP)工作，并在该研究所建立了应用声学部，开展了多方
面的应用技术研发  1986年起，他担任斯图加特技术大学建筑物理和噪声控制学教授。并于1 995年起担
任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应用声学及室内声学部主任。    富克斯教授也是德国应用
系统安全与健康研究协会的客座研究员。并担任食品工业与餐饮业同业协会的顾问。他正努力将本书
中的先进技术和替代型吸声构造推向市场，并应用于降低噪声和创造更好的声舒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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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吸声构造和吸声体，必须满足现代声学、环保、美观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的综合要求。因此，通常使用
的纤维性／多孔的材料已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而赫尔姆特·富克斯教授的《噪声控制与声舒适(
理念吸声体和消声器)(精)》将给出市场可供应的各种噪声控制和实现声舒适环境的声学处理材料、构
件及相应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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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印刷质量很好，所用纸张是我买到的书中最好的！
2、行业需要，专业并联系实际。
3、书的质量没问题！挺好的！物流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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