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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看常熟”品牌叫响

初夏时节，行走在常浒河畔，声学产业发
展的滚滚浪潮竞相奔涌。立在潮头的是声学
技术的接连突破。

5月28日，东航MU9191航班平稳降落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这一趟安
全飞行有来自苏州·中国声谷的护航。C919
发动机依靠燃烧室产生约1700℃的高温高压
气体，推动叶片高速旋转而产生巨大动力。
但燃烧室材料耐受温度一般只有1200℃，需
要在火焰筒上使用气膜孔冷却技术，保证火
焰筒在极端高温高压环境下长时间稳定工
作，相当于给火焰筒“降温”。“气膜孔孔型极
端复杂，种类多达50多种、数量高达几十万
个，最小间隔只有人类头发丝的1/3。这一
技术对加工质量和精度要求极高。”声光微
纳所超限制造研发中心工程师陈龙说，声光
微纳所与中国商飞合作研发，解决了气膜孔
涂层剥离和内部孔型不可控等加工痛点，顺
利通过2200次的热冲击循环的测试，基本上
达到国际较高水平。

紧随技术突破的是各方“智囊团”的建言
献策。

4月，2023年MATI苏州·中国声谷专
场｜材料声学技术与产业化发展国际论坛
举行。来自各高校与科研院所声学领域的
专家学者就微结构声学材料、声学超构材料
等声学相关发展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3
月，声景产业发展论坛举行。来自上海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多
个国内声景设计高校专家团队分别从声景
研究现状、声景营造、声景疗愈作用、声景与
心理关系等维度细致普及声景设计概念，深
入开展工程技术探讨。一场场论坛不仅给
各方搭建了声学产业交流的平台，更在反复
的沟通了解中开拓了常熟声学产业发展的
视野。

“智囊团”来了，各方创新创业人才也接
踵而至。

4月，2023年全国声学创新创业大赛暨
苏州·常熟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南京站）举
行。15个人才团队围绕项目核心技术、产品
优势、市场前景及发展规划等方面对项目进
行了详细介绍。大赛特邀来自学界、业界以
及投资界的5位资深专家作为评委，从前期准
备、团队综合实力、技术可行性、项目投融资
计划等多维度对项目进行评比，并与创业者
进行深入探讨，给予专业的指导性意见。获
奖项目将推荐进入苏州·常熟全国创新创业
大赛总决赛，有机会直接立项常熟市“昆承英
才”计划，更有机会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项
目资助。

还有项目建设你追我赶。
4月28日，苏州·中国声谷科技产业园开

工。该园区践行“四链融合”路径，融入“创新
街区”理念，致力成为声学产业聚集的创新经
济孵化区、综合服务齐全的滨江新城核心
区。与苏州·中国声谷科技产业园咫尺相望
的长三角（常熟）国际先进制造产业园已经基
本完工。一栋栋欧式标准厂房排列整齐，彩
钢板装饰的外墙别具风格。目前一期8栋标
准厂房已竣工验收。

经过近三年的发展，以常熟经开区为示范
区，声学培育中心、声学产业科技展示中心、国
际声学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声谷创新加速中

心、声学产业制造中心的“一区五中心”发展格
局已经成型，声学产业创新集群初具规模。

因地制宜促产业谋发展

在江苏佰家丽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产品展厅展示着各式各样自主研发的吸音
材料。“小到猫爬架、家庭装潢，大到地铁、火
车站、机场，都需要用到这种材料。”作为首个
选择落户苏州·中国声谷的项目，该公司董事
长左洪运十分庆幸自己的选择，常熟良好的
营商环境以及对打造苏州·中国声谷、扶持声
学产业的决心成为公司布点于此的关键要
素，公司将以这里为新的起点，建设声学科技
基地，助力声谷发展。

声学产业在常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聚变效应，无不彰显常熟经开区应对时代变
化，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打造有竞争力的特色
产业，不断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魄力。

2020年，一张新的产业蓝图在长江之
畔、常浒河边徐徐展开。常熟选择具备转型
爆发力和牵引力的声学产业，携手南京大学、
中国声学学会等共同启动建设苏州·中国声
谷。虽然声学应用广泛，但常熟对于从哪一
角度切入声学产业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

“我们发展声学产业是在现有产业赛道
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研究。”常熟市委常
委、常熟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陈国栋说，当前，苏州·中国声谷从声功能材
料切入到声学产业，聚焦先进声功能材料、智
能电声、汽车声学三大细分领域，深化头部企
业定向招商，大力建设国际声学产业技术研
究院创新内核和公共平台，争取设立声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打造国际一流的声学技术创
新策源地。

以常熟经开区的主导产业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为例。面对汽车电动化、智能网联化的趋
势，常熟经开区从声学中看到了汽车产业发展
的新天地。“新能源汽车对减震隔音降噪提出
了更高要求，同时汽车的智能化趋势，也给以
人机语音交互、音响娱乐系统为代表的智能座
舱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常熟经开区招商局局
长许俊说，常熟经开区以声学赋能汽车产业，
筑牢NVH、智能座舱等汽车声学的产业基础，
并向智能驾驶、车规级半导体延伸。

2月3日，华域智能视觉项目和华域三电
热管理系统项目签约落户。其中，华域智能
视觉项目中的智能车载语音交互系统是高阶
自动驾驶标配，高度契合当地“以声学赋能汽
车”的产业愿景。还有去年9月落户的长城控
股系列项目，总投资70亿元，包括诺博汽车
智能座舱项目、未势能源氢燃料电池制造基
地项目以及长城新能源智能网联产业基地项
目。“智能座舱项目中车载音响是很重要的一
部分，我们知道常熟经开区在声学产业上已
经有了一定积累，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将会是
一个极大的助力。”诺博汽车智能座舱项目总
经理李君洋说。

近三年的发展，常熟立足现有产业优势，
实现了与声学产业同频共振，一座声学产业
高地在这里拔节生长。截至目前，常熟已集
聚声学产创项目152个，总投资超220亿元。

创新驱动“四链”相融共生

来到苏州锦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
房，这里的生产设备都被一件“白色外套”遮盖
着。“这是隔声罩，可以减少机器的噪声污染。”

该企业制造经理顾志强打开隔声罩后，噪
声明显高了许多。锦艺新材料主要研发、生
产高端无机非金属粉体材料，在生产过程中
有一步研磨的程序，会发出巨大噪声。在前期
遍寻解决方法无果之后，常熟经开区为该企业
找到了国际声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其专业
团队和人才的帮助下，企业的降噪治理取得了
非常明显的效果，噪声强度从治理前的100分
贝左右降到了75分贝左右。

“声谷建设是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的
全新探索！”常熟市委副书记、市长秦猛说，
在声谷布局之初，常熟就清醒地认识到，声
学产业的发展不能走建园区搞招商的传统
路径，而是要坚持以创新为核心，建设一批
高能级平台，以平台聚人才、以人才强平台，
着力构建人才带动创新、创新推动产业、产
业引聚资本、资本反哺人才的闭环生态体
系，打造声学产业创新集群，形成声学产业
和技术创新高地。

对于苏州·中国声谷而言，创新驱动的核
心策源地是国际声学产业技术研究院。“研究
院瞄准国际声学科技前沿、面向国家产业发
展需求，以突破声学基础材料关键技术、研制
关键核心器件、攻关重大装备体系为使命。”
国际声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卢明辉介
绍，以研究院为核心平台，目前，声谷已经引
进中科院院士、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等国
内国际顶尖团队5个，与武汉大学、上海音乐
学院等共建研发平台，规划建设医疗声学技
术研究所、航空轨交声学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为了让创新技术加速融入市场，常熟经
开区建设了中国声谷创新加速中心，将声学
产业链企业在发展中所需的资源，进行有效
整合，建设声谷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最近，声
学联合检测中心检测技术部部长林支平忙得
不可开交，在混响室内加班加点地测试声屏
障挡板产品的吸声系数与隔声系数。“这些产
品将用在苏州轨交沿线苏虞张路段，我们通
过对样品各项数据进行精准采集和分析，最
大程度降低列车经过城市中心时对周边区域
造成的噪声影响。”林支平说。

林支平所在的声学联合检测中心集合消
音器测试室、混响室、隔声室、声场重构实验
室、半消声室、全消声室等12个专业功能检
测室，为全国首家。其中，全消声室更是首屈
一指，堪称全亚洲“最安静的地方”。该中心
主要针对声学材料检测、整车NVH检测、电
声产品测试、音品质测评等检验检测业务需
求，为细分领域内的头部企业提供服务。

创新之声“传得出、听得见”，还需要“资
本之力”的支撑。为了消除企业发展的资金
顾虑，常熟经开区配备专项资金。“当前，在
声谷中，已经形成了平台孕育出技术、技术
推动产业发展、产业撬动社会资本、社会资
本反哺给技术的闭环，专门针对声学企业的
招引进行资本扶持。”常熟经开控股相关负
责人姜添翼说。

如今，常熟经开区形成了三级基金架构：
苏州市级的天使投资基金，常熟市级的常创
基金、新动能基金，以及经开区本级的2亿
元声谷专项基金。截至目前，常熟经开区基
金规模达到52.4亿元，其中46亿元用在声
学产业，另外还开发了“声谷贷”“专项债”
等金融产品。

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

在江南大道与扬子江大道交界处，“七溪

通海”形态的常熟经开区文体中心已经揭开面
纱。作为核心功能区的多功能剧场，声谷大剧
院的座椅材质、吸音墙、反声罩、升降乐池、环
绕音响等设施设备，都运用声学产业中最先进
的技术，能够让声场更加丰满均匀，确保每个
在场的观众都能享受到最佳的声感效果。

对于常熟经开区而言，声学技术及产业
不单单是赋能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
还是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城市更有温度的新
内涵。

最近，家在常熟经开区滨江花园二期的
张淑娟一到傍晚，就约邻居去跳广场舞。以
前，张淑娟一直担心广场舞扰民，但有了“智
慧舞场系统”后就不一样了。这套系统可以
把声音控制在固定区域内清晰传播，最大限
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噪声干扰，还能避免广
场舞各队伍之间的互相干扰和相互“斗音”。

与“智慧舞场系统”同步上线的还有智慧
交通应用场景。位于龙腾南路和江浦路路口
的红绿灯，上方装有行人抓拍取证相机，下方
两个显示屏上分别滚动播放着行人闯红灯曝
光记录和宣传警示表扬通报。一旦行人有闯
红灯行为，红绿灯就会响起“你已闯红灯”语
音提示。常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滨江中
队中队长顾郡明说，这套系统以定向声控技
术，通过融入视频分析、运动跟踪、人脸识别
等技术手段，实现自动检测行人闯红灯违规
行为，实时定向警示。

像这样的声学技术场景，常熟经开区已
在区域内布置了6个，声学已经慢慢融入这座
城市的生活。再加之良好城市生态，不少声
学产业青年科创人才选择滨江。近3年来，通
过举办全国声学创新创业大赛，联合中国声
学学会，牵手全国声学领域知名机构、头部企
业、高校院所等方式，常熟经开区吸引了科研
人员超150人，引进培育高端创新技术型、应
用型人才超1000人。

吕鸿祥与袁婷，一位是声学产业资深工
程师，一位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他们
因声学研发项目相识，不仅结为夫妻，还一同
来到了国际声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工作。“这几
年，经开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类建筑拔地
而起，产业项目签约不断，城市功能逐步提
升。这里的工作生活环境、氛围也正是我们
所需要的。”吕鸿祥经常到单位百米外的长江
边散心，每每面对浩瀚长江，他总在心底告诉
自己，这里就是自己打拼的家园。

长江之畔，风起云涌，潮声渐起。那低
沉且雄厚的声响令人想起中国科学院院
士、声学家张淑仪对苏州·中国声谷的那段
寄语——

琴川高山流水，妙音千古佳传。声之创
新谷，虞地而起，乃举科学之道、造民族之
福。创声之蓝图，振我之中华，声而不息，声
满天下。

带着寄语再出发，苏州·中国声谷高质量
发展强音势必响彻天空，并将久久回响在常
熟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

本版撰稿 韩雷
(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供图)

江与河的交汇处，往往会
激荡出发展的澎湃潮声。

眼下，长江之畔的常熟正
不断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
音，沿着常浒河声学走廊传遍
广袤大地。

6月1日至3日，中国声学
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中国（苏
州）声学产业博览会将在常熟
举行，全方位打造一场引领行
业风向的声学盛宴。在此期
间，大会将发布苏州·中国声谷
战略发展规划与中国声学产业
发展指数（常熟指数）、首发一
系列声学前沿产品、签约一批
重大创新合作和产业项目……
多角度展现常熟“重仓”声学产
业的勃勃雄心，以及加快培育
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声学产业
创新集群的坚定信心。

苏州·中国声谷先后被列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
四五”实施方案》、苏南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和
苏州市“十四五”规划，成功创
建江苏省新型研发机构，引进
一批声学产创项目，吸引一众
高精尖人才落户……自2020
年启动建设以来，一项项重点
工程、一次次创新突破、一个个
前沿产品，从不同维度以独特
标识记录着苏州·中国声谷的
非凡成就。

“苏州·中国声谷建设是常
熟贯彻建设更高品质的‘江南
福地’的应有之义。”常熟市委
书记周勤第说，常熟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抢抓发展
机遇，强化组织领导，提供要素
保障，举全市之力推动苏州·中
国声谷规划建设，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大江奔流听潮声大江奔流听潮声
——苏州苏州··中国声谷中国声谷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