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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噪声与振动控制》由基础篇、控制篇、应用篇三大部分组
成。
基础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振动基础和噪声控制基础，以及振动与噪声控制的一般过程。
控制篇详细阐述了吸振、隔振、阻尼减振、吸声、隔声、消声等专项控制技术。
在实际工程运用中，每一种专项控制技术并不是孤立的，应用篇介绍了减振降噪技术在高速轨道交通
中的应用，这是噪声与振动控制各专项技术的综合运用的典型例子。
另外，应用篇也介绍了噪声与振动的利用。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噪声与振动控制》可作为大专院校安全工程、环境工程、机械
工程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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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2.1 吸声材料及其吸声机理 多孔吸声材料通常作为主要的吸声材料，种类很多，
过去多以棉、麻、棕、丝、毛、发为主，属天然的具有一定弹性的动、植物纤维，现在按照材料种类
可以分为玻璃棉、岩棉、矿棉等，按多孔性形成机理及结构状况又可分为三种：纤维状、颗粒状和泡
沫塑料等。
纤维型材料是由无数细小纤维形状材料堆叠或压制而成的，如毛毡、木丝板、甘蔗纤维板等有机纤维
与玻璃棉、矿渣棉等无机纤维材料。
玻璃棉与矿渣棉分别是用熔融状态的玻璃、矿渣棉和岩石吹制成细小纤维状的吸声材料。
泡沫型材料是由表面与内部都有无数微孔的高分子材料制成的，如聚氨酯泡沫塑料、微孔橡胶等。
颗粒状材料主要有膨胀珍珠岩和其他微小颗粒状材料制成的吸声砖等，如膨胀珍珠岩是将珍珠岩粉碎
、再急剧升温焙烧所得的多孔细小粒状材料，如陶土吸声砖等。
 多孔吸声材料在结构上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在表面和内部都有无数微细的孔隙，微孔的孔径多在数微
米到数十微米之间。
这些微孔互相贯通，具有良好的通气性能，这些微孔总体积约占总体积的95%以上。
如超细玻璃棉层，孔隙率可大于99%。
个别材料如膨胀珍珠岩等虽然材料内部的孔为闭孔，即孔不与外界相通，但细小的颗粒与颗粒间却可
形成无数的微细孔隙，多孔吸声材料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特殊的结构，才具有良好的吸声性能。
 当声波入射到多孔吸声材料表面时，一部分声波从多孔材料表面反射，另一部分声波透射进入孔隙，
并衍射到材料内部的微孔内。
进入多孔材料的这部分声波，会引起孔隙中的空气运动，从而引起多孔性吸声材料内空气和材料细小
纤维的振动，由于空气分子之间的黏滞阻力，以及孔隙中的空气和孔壁与纤维之间的热传导，从而相
当一部分能量转化为热能而被消耗掉。
这就是多孔材料的吸声机理。
特别是低频的吸收，主要依靠材料细纤维的振动来实现。
此外，声波在多孔性吸声材料内经过多次反射进一步衰减，当进人多孔性吸声材料内的声波再次返回
时，声波能量已经衰减很多，只剩下小部分的能量，大部分则被多孔性吸声材料损耗吸收掉。
由以上吸声的机理可知，只有那种细孔对外敞开，并且数量丰富，内部孔与孔之间互相连通的多孔材
料才可能使声能深入到材料内层。
这样，声波才可以顺利地透入。
而一些具有封闭微孔的整体材料，如聚氯乙烯和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虽也属多孔材料，但吸声性能并
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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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噪声与振动控制》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
、工业设计及相关专业学生的选用教材，企业安全与环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培训教材
，亦可作为职业安全工程、环境工程专业的科研技术人员与设计人员、职业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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