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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学学会六届六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会议纪要
2009年11月10日

 

   

      中国声学学会六届六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于2009年10月16日在长沙召开，参加会议的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代表

27人，各地方学会代表以及学会各分会代表9人列席会议。 

 

      会议由田静理事长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传达学习中国科协近期工作精神。宗健副理事长向会议通报了中国科协近期的主要会议精神和工作安排，

要求大家明确形势，适应国家对学会工作的新要求，新变化，加快实现学会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 

      二、审议学会二级机构换届情况。会议听取了宗健副理事长及各分会主任或主任代表关于各分会的换届改选情

况的汇报，讨论并通过了各分会新一届委员的名单，同意上报中国科协备案。 

      三、听取2009年中国声学学会青年学术会议的筹备情况汇报。青年学术委员会陈伟中主任汇报了会议论文征

集、录用及参会情况，常务理事会对会议的筹备情况表示满意，并对优秀论文的评选、青年会员发展等事项提出了

指导性意见。 

      四、总结学会2009年主要工作。田静理事长、程建春副理事长、宗健副理事长及学会办公室的同志向常务理事

会汇报了国际学术交流、会员发展、申请和承担中国科协项目、学会网站建设、现代声学系列丛书征集与出版等方

面的工作。 

      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方面，中国声学学会于2009年5月与“国际声学与振动学会（IIAV）”签订协议，成为其

正式会员。 

      2009年8月21-26日，田静理事长率团参加了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有源噪声与振动控制国际学术会议

(ACTIVE'2009)”和“国际噪声控制工程大会(Inter-Noise’2009)”，会议期间，田静出席了“国际噪声控制工程学会

(I-INCE)”理事会并被任命为Inter-Noise’2009的评估委员会主席，代表学会参加了会员大会，应邀参加了“国际科

学技术研究院委员会”的噪声研究分会的研讨并被提名为其组成人员，还与美国声学学会及香港声学学会的代表讨

论了2012年在香港召开中美联合声学会议的可行性。侯朝焕院士参加了同期召开的“国际声学委员会”年会。 

      2009年09月16～20日，由中国声学学会与美国声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声场声信

息国家重点实验室、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和佐治亚理工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二届国际浅海声学会议

（SWAC’2009）”在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隆重召开。田静理事长与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主任Jeffrey 

Simmen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席；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张仁和院士和佐治亚理工学院海洋声学首席科学家周

纪浔教授为荣誉主席。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近10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共计发表学术论文69篇。 



      2009年09月21～23日，“第十届西太平洋声学会议（WESPAC’X）”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

声学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和西太平洋声学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声学领域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

的共计300多名代表、5个展商参加了会议和展览，发表学术论文260多篇。 

      2009年9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声学学会、美国声学学会、加拿大声学学会联合主办，水声分会与西北工业大

学承办的“第二届环太平洋水声学国际学术会议（PRUAC2009）”于在西安凯悦酒店隆重召开。田静理事长、水

声学分会孙超主任和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李风华副主任担任会议共同主席。来自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韩国，部分欧洲国家和我国国内多家水声学研究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进行了

论文报告和学术讨论。 

      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连续召开三个具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声学学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三个

会议学科覆盖面宽，但又各具特色，参加人员以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同行为主，反映了该地区声学家们共同关心的学

术问题。国内各研究单位和学者参加踊跃，交流充分，特别是年轻一代声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出色表现及好学精

神，均给国际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期间，通过学会领导的积极努力以及与西太平洋声学委员会和美国、香港地区的同行们的良好沟通，确定

将2012年的“第十一届西太平洋声学会议（WESPAC’XI）”暨“中美首届联合声学会议”在我国香港举办。这也

是声学领域一个较有影响的国际会议首次连续在我国召开。 

 

      五、学会2009年第四季度及2010年工作要点的汇报。会议对学会2009年工作总结和2010年工作要点进行了审

议，提出了相关的意见与建议，主要有： 

      1.作为社团组织，学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加强学会的组织文化建设，提升学会整体

形象，培育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学会文化。 

      2.学会要进一步搞好学术交流活动，努力提高学术会议的质量，扩大学术会议的影响，同时在学术交流的宣传

活动上要跟上时代步伐。 

      3.为更加有效地以科技进步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学会需要研究提出更加有力的措施，有效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

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加强在决策咨询方面的工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出具有科学

依据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4.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积极主动地以一个学术团体的形式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加强学会与国际声学组

织的交流，逐步扩大学会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 

      5.进一步加强学会的信息化建设，提高网上学术交流和沟通的效率及水平，通过发布网页消息和邮件信息的方

式逐步加强与会员的联系。以多种方式创造性地增加学会的凝聚力，加大吸收和发展会员的工作力度，要尽可能地

把广大的声学科技工作者团结到学会中来。 

 

      会议决定，2010年4月召开中国声学学会六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审定学会的换届方案，同时决定学会换届大

会与2010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委托哈尔滨工程大学承办。 

 

      田静理事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号召全体会员要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自觉认清形势，明确任务。面对当前新情况、新问题，学会要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抓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键需求，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

国家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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