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全国气动噪声及控制技术学术会议 

征文通知（第一轮） 
全国气动噪声及控制技术学术会议旨在交流气动声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新

的发展方向，推进气动声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验技术发展，推动气动声学在工程，特别是在航

空航天领域的应用，加强气动声学研究领域人员经验交流和信息沟通，促进气动声学学科的

创新发展。 

“第二届全国气动噪声及控制技术学术会议”拟定于 2019年 8月在贵阳召开。会议由中

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低速空气动力研究所主办，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气动噪

声控制重点实验室承办。现面向有关单位发送征文通知，欢迎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专家、

学者、科研人员和院校研究生踊跃投稿并参会交流。  

现将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 

1、气动噪声机理及预测方法； 

2、气动噪声试验测试技术； 

3、气动噪声数值模拟方法； 

4、机体噪声问题及控制方法； 

5、发动机声学问题及其控制方法 

6、螺旋桨/机翼干扰噪声机理及控制技术； 

7、对转桨噪声机理及数值预测技术； 

8、直升机旋翼气动噪声机理及控制技术； 

9、基于仿生学气动噪声抑制方法； 

10、涡与固体边界干扰噪声机理及其抑制方法； 

11、射流稳定性及其噪声控制方法研究； 

12、声目标特征分析与识别； 

13、其它与气动噪声相关的问题。 

二、论文投稿要求 

1、论文题目和摘要：2019年 6月 20日前; 

2、提交论文全文：2019年 7月 20日前; 

3、提交论文格式：见附件，可参照《空气动力学学报》或《实验流体力学》; 

4、论文提交方式：电子邮件：ancloffice@163.com; 

5、论文内容应可公开发表，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6、会议计划提供论文电子版论文集（U盘）; 

7、会议面向提交全文并宣讲的文章评选优秀论文，颁发证书和奖金; 

8、会议论文将择优向《空气动力学学报》和《实验流体力学》杂志推荐。 

三、会务费 

本次会议收取会务费，标准为 1200元/人（研究生 800元/人）。 

四、联系方式 

地  址:四川绵阳涪城区二环路南段 6号      Email:  ancloffice@163.com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黄  奔   0816-2461271  15280960100 

陈正武   0816-2461271  1388116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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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全国气动噪声及控制技术学术会议 

论文征稿简则 

1．全文不超过7000字，要求主题突出，逻辑严密，数据真实和准确，论证充分，过程清楚，

结论明确。 

2．文摘应写成报道性文摘；必须包括所研究的问题、过程和方法、结果等三部分（字数控制

在300～500字）,能具体而准确地概括出正文的关键内容和创新点。 

3．文稿必须包括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全称、摘要、关键词（以上内容必须中、英文一

一对应）、所在省市及邮编、中图分类号、正文（5号宋体）、参考文献、第一作者简介（姓名、

性别、出生年、籍贯、职称、学位）。 

4．文稿章节编号采用三级标题顶格排序。一级标题按1，2，3，…排序；二级标题按1.1，l.2，…；

2.1，2.2，…排序，三级标题按1.1.1，1.1.2，…；2.1.1,2.1.2…排序，引言不排序。 

5．数学公式、物理量的符号和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GB3100-3102293《量和单位》要求：量符

号、代表变动性数字的符号以及坐标轴的符号均用斜体表示；矢量、张量用黑斜体表示；量

符号的下标，若是变量用斜体表示，其他情况则用正体表示。量符号尽量用一个字母（特殊

情况除外）表示，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必须给出量的名称及单位。 

6．科技术语和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如系作者自译的新名词，

在文稿中第一次出现时请给出外文原词。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并以国际符号表示。 

7．附图必须线条光洁、文字清晰，按其在文中出现先后排序。插图尺寸不超过210 mm×290mm 

幅面。文稿中应留出插图的位置，插图中的文字、图题、图例均用中英对照。标全坐标轴的

英文物理量名称（或符号）与单位。附表请使用三线表，标明表题（小五宋体）和表注（六

号宋体），表身（六号宋体），列于正文的适当位置，表的结构要简明。表内各栏目中参量符

号之后注明单位(同插图)。 

8．参考文献著录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文献序号以文中出现先后顺序编排。期刊书写格式为：

作者（多位作者保留前 3 位姓名）.论文题目.期刊名，年份，卷号(期号)：页码；图书书写

次序为：作者（多位作者保留前 3 位姓名）.书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 全书页码(×

×pp)。 

  



 

 

附件 2 

气动噪声控制重点实验简介 

气动噪声控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是部委级重点实验室，依

托单位为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低速空气动力研究所。实验室定位于开

展气动噪声基础和应用研究，是加强国内外气动声学学术交流，吸引和培养气

动声学研究高级人才的重要平台。 

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以

解决目前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键气动噪声问题为主要目标，利用依托

单位现有的气动声学试验设施，重点研究气动噪声产生机理和传播特性，完善

气动声学理论体系，取得降噪技术方面的创新成果，打造世界一流的气动噪声

研究平台和创新研究团队，推动气动声学学科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1）旋涡与分离流动噪声产生机理及传播特性，主要

包括涡与固体或涡与激波相互作用的气动噪声产生机理及控制方法、机翼后缘

噪声产生机理及控制方法、复杂流动环境下的噪声传播等内容。2）旋转机械噪

声产生机理及控制技术，主要包括直升机旋翼、螺旋桨和涵道风扇的气动噪声

产生机理及控制技术等内容。3）气动噪声数值模拟方法及实验测试技术，主要

包括气动噪声数值模拟方法及应用研究、气动噪声源的识别与定位技术研究等

内容。 

实验室硬件条件处于国内一流水平，并对实行开放共享。目前拥有专用于

气动噪声研究的 0.55 米×0.4 米声学风洞和 5.5 米×4 米航空声学风洞。风洞试

验大厅是净尺寸为 27 米×26 米×18 米（长×宽×高）的全消声室。实验室还拥有

专用于气动噪声研究的全消声室设备一座，该消声室 10.8米（长）×8.4米（宽）

×7米（高）。同时实验室拥有多种气动噪声的测试设备--256通道的传声器阵列

测量系统、100通道自由场传声器、100通道内流传声器、标准声源等，并配备

了脉动压力传感器、高频 PIV测试系统、热线风速仪等流场测试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