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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委科技项目《民族乐器代用蟒皮的研究与实验》顺利通过
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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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2月13日上午9：00，在中国音乐学院外办会议室召开北京市教委科技

项目《民族乐器代用蟒皮的研究与实验》(项目负责人：肖剑声、赵承伟)结项会议。
评审专家分别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振先、韩宝强、中国煤矿文工团一级演员张永
智、中国乐器学会信息部主任、工程师丰元凯、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教授张尊连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评审组组长王振先教授主持。 
      会议开始，由该项目负责人赵承伟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和成果研制情况。该项目

自2005年立项起，在之前对三弦的人造皮进行了一定程度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乐器
代用蟒皮制作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由于民族乐器制作中需要天然蟒皮作为制作材
料，而天然蟒皮材料有限且破坏生态平衡，因此需要研发出代替天然蟒皮材料制作民
族乐器的皮质材料。由此，本课题提出用人造皮代替天然蟒皮，通过一定的研发测试
后将乐器制作的材料进行改良，提供不断的材料和保护生态平衡。课题小组成员在研
发过程中对许多材料进行了材质分析和对比，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中国民族乐器中
皮膜乐器在演奏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和独具特色的声音效果，人造皮模的研制本着保
持生态平衡，材料高效利用的初衷，传承中华文化，达到了自然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本课题针对民族乐队弦乐器的突出问题。通过材料的改造来改变以往的音质，产生圆
润、清晰的音色效果。选材过程中研究其粘合强度、配胶比例、固化速度等方面的问
题并设置和印制了蟒皮的花纹，逐步地改进工序，减少了工时，提高了效率。另外，
在多次研制过程中还研发出了应用于三弦和胡琴两种特殊民族乐器的张力测试仪，增
加了本课题的技术含量。 
      目前，此研发产品已推广于新加坡、香港等地，反映良好。研究内容具有针对性
和实用性，研究方法具体、科学，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在工艺和音质上保证了音质
好、杂音少、余音长而且不受气候、湿度等条件影响的优点。 
      会议期间，肖剑声、赵承伟两位老师用天然蟒皮制作的三弦和人造蟒皮制作的三
弦进行了现场演奏效果的对比，使在场专家们对乐器改良后的声音效果有最直观的视
听感受。国乐系梁玲玲老师现场分别演奏了天然蟒皮和人造蟒皮的二胡、高胡等弦乐
器。张勇智专家还专门试奏了人造皮制的雷琴，并与其原来的雷琴作对比。他对人造
皮制的雷琴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说人造皮制的雷琴所演奏出的声音正是雷琴这种乐
器所需要的声音标准。另外，张永智老师还针对三弦等各种乐器的改良在明亮度、花
纹印制图案和尺寸琴筒的位置以及琴弓的长度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中央音乐学院韩宝强教授对改良乐器进行了专业测试。他在测试报告中指出，本
次测试主要从音色和音量两个方面进行了测定。在注重频谱上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按照一定的客观参量，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造皮制的民族乐器在视听效果上有了
很大的改进。代用蟒皮的拉弦乐器的高频泛音较强，但是由于中频和低频相对弱一
些，所以感觉有一点空，厚度不够，在这个方面，今后要进行完善。通过测试，三弦
的差异性不是很大，今后在其他民族乐器的改良研究中也可以加入一些现有的研究成
果。丰元凯教授提出本课题的研发是经济价值的体现，就人造皮节约的资源和代替天
然蟒皮的程度上要进行进一步的定性定量分析。张尊连教授则针对二胡教学的宽度和
广度提出其音效的改良并建议以后应在二胡的制作改良方面加大力度。 
      最后，专家组组长王振先教授做了简短发言。他指出，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得到了
在场各位专家的高度认可。在民族乐器的改良中，该项目已经走在了前沿，并在演出
中已取得了一定良好的反响。本课题可以扩大为“代用材质”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经
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另外，对于人造皮的材质档次划分要有细致的研究，针对不同的
乐器匹配不同材质档次的材料。在音区研究上，日后，可在高频泛音较强的同时，要
考虑如何增强中频和低频，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试验的。另外，本课题的研究领域
可以进一步拓宽，不仅限于三弦、二胡等乐器的改造，如鼓类的研发也可以进行研究
和试验，这样使得该课题的研究更广泛的激励作用和深远意义。 
      本次结项会议经专家评审组讨论，认为该课题在规定时间内研制出了具有专业特
色且较强应用性的民族乐器，研究成果显著，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科技含量，在演
出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课题研究目标。最终，专家们一致通过了该项
目的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