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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场声全息技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噪声源识别、定位及声场可视化技术，它只需在靠近声源的全息面
上测量复声压，就可以重建与预测整个三维空间声场中任意点处的声压、质点振速矢量、声强矢量以
及声源辐射的声功率等声学量。《基于统计最优和波叠加方法的近场声全息技术研究》由李卫兵著，
本文在简要回顾了近场声全息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决的
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解决途径。为了克服基于空间声场变换的近场声全息技术对全息测量孔径
面积的严格要求，《基于统计最优和波叠加方法的近场声全息技术研究》发展了基于统计最优方法的
近场声全息技术；针对基于常规波叠加方法的近场声全息技术在相干声场和半自由声场重建与预测过
程中的局限性，提出了基于联合波叠加方法的相干声场重建技术和基于波叠加方法的半自由声场全息
技术；对点激励固支板辐射声场的实验研究，验证了近场声全息技术在声场重建与可视化过程中的有
效性、可行性以及准确性，为近场声全息技术走向实际应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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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统计最优和波叠加方法的近场声全息技术研究》由李卫兵著，本书为《斛兵博士文丛》之一。
此次入选《斛兵博士文丛》的论著，均为200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我
校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旨在逐步建立有效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培养和激励我校在学博士
生的创新精神，构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的优良氛围。同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代表着我校博士
生培养的最高水平，对我校博士生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这套丛书中的论文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显著
特点：一是选题均为本学科的前沿，具有较大的挑战性：二是论文的创新性突出，或是在理论上或是
在方法上有创新：三是论文的成果较为显著，大多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与该论文有关的学术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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