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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利用自製的實驗裝置及自行推導的公式，推算出材料的吸音率。 

材料的吸音率，一般是送至專業的迴響實驗室測量（如：成大迴響實驗室），且單一樣

品測試費用昂貴（每件樣品 4～6 萬元）。 

我們  設計的實驗將迴響空間縮小，會遭遇到直傳音場影響大過反射音場的問題，因此

利用合成音場公式將兩者分離，再利用均能音量及方向因子 Q，以及吸音率、室型常數 R 之

間的關係，建立迴響時間的函數。 

複合材料運用範圍廣，但若要得知吸音率，又需花費一筆可觀費用。本實驗模組能快

速、方便、經濟地得到各樣品（包含複合材料）的吸音率。同時由音頻分析可得知噪音的頻

段，即可選擇最適合的材料進行裝修，達到最佳的吸音效果和最高的經濟效益。 

 

壹、 研究動機 

學校的活動中心常會有回音過大，影響演奏者和聽眾的聽覺品質的問題，一般利用加裝

吸音材料來改善。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多種吸音材質，且材料的吸音率可由量化回

音大小的迴響時間推算得知。但吸音率必須送由專業的迴響實驗室測定，既耗資又缺乏

便利性。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實驗測量及公式推算，建立實驗模組將迴響時間與吸音

率做轉換。 

貳、 研究目的 

一、由實驗一、二、三，測量各吸音材料對八音度頻率迴響時間及均能音量Leq，並分析

各吸音材料的吸音情形。 

二、由實驗四與推導，及實驗一、二、三的數據，找得自製迴響箱內合成、直傳及反射

音壓位準、方向因子Q、室型常數R、吸音率�̅�、迴響時間的關聯。 

三、由實驗五，找出各頻率的Q值，分離合成音場中的直傳音與迴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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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吸音材料 

 
蛋形波浪棉  

波浪泡棉 
 

吸音毯 

 
岩棉 

 
礦纖板 

 
羊毛毯 

二、器材 

1/1&1/3 OCT 頻譜分析儀（TES 1358C）、個人電腦、麥克風、音響、壓克力箱（長

49cm 寬 60cm 高 40cm）。 

三、軟體 

聲頻分析軟體 Audacity、Microsoft Excel 

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驗前置準備 

1. 自製迴響箱：訂做適當大小的壓克力箱，作為小型迴響室使用（以下稱壓克力

迴響箱），裁切吸音材料並黏貼於箱內。壓克力箱不能使聲波產生駐波，故

長、寬、高要避開測試頻段的波長。 

在實驗桌上標記位置，以確保每次實驗的位置與環境都相同。 

 
                   黏貼材料前              黏貼材料(波浪泡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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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源：製作 1/1OCT（八音度頻率）的中央頻段（125Hz、250Hz、500Hz、

1000Hz、2000Hz、4000Hz）的單頻音檔並加大音量超過 90dB，降低環境噪音

所造成的影響，亦可使波形的 T60 更完整。用喇叭(Creative mf8090)放送。 

3. 吸音材料：裁切前述吸音材料成適當大小，使其恰能貼附於六個壁面，且轉折

處不得有空隙。 

4. 接收設備與分析軟體： 

I. 使用頻譜分析儀測量均能音量（Leq），連接電腦記錄 

II. 使用錄音及分析軟體 (Audacity)，連接麥克風  

 

二、實驗操作流程 

1. 測量均能音量（Leq）： 

均能音量：指特定時段內所測得音量之能量平均值。 

將音源、接收器放入裝置內，播放聲源 10 秒，待聲能已達到均勻穩定的狀

態，以 OCT 頻譜分析儀接收。讀取頻譜分析儀測量後電腦顯示的 Leq 值記錄

之。（單位：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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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頻譜分析儀中測量均能音量(Leq，或稱 LAeq)的功能，測量 Leq 值。 

上圖為連接電腦後顯示的介面，讀取右下方紅框中數據。 

 

2. 測量迴響時間（T60）： 

迴響時間：聲音減弱 60 分貝所需要的時間。 

將音源、麥克風放入箱內，待音場穩定後暫停聲音，並使用軟體 Audacity，測

量音量衰減的趨勢，分析波形，由此找出迴響時間。（單位：sec） 

 

3. 合成音壓位準（𝐿𝑝𝑇）： 

音壓位準(sound level pressure)：該聲音的聲音壓力均方根值的平方與依某參考

聲音壓力的比值，取以 10 為底的對數，再乘 10 的結果。 

10
LpT
10  =10

Lp(直)

10 +10
Lp(反)

10  

Lp(直)=Lw + 10log(
Q

4πr2) 

Lp(反)=Lw + 10log(
4

R
) 

直傳音壓位準Lp(直)：聲音直接傳到受音點的音壓位準。 

反射音壓位準Lp(反)：聲音在空間中經無數次反射後，傳到受音點的音壓位

準。（單位：(dB)，以 Leq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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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實驗一：測量單一材料的音壓位準 Leq 值——藉由測量箱內的 Leq，得知材料於各

頻段的吸音效果。 

說明：如何知道吸音材料的效能？查閱資料後，得知相關業者會將吸音材料送至

迴響室（或稱音響實驗室），測量該材料的吸音率。吸音率是一個國際通用的指標

（國內及歐盟體系皆使用 ISO 認證規章），但每一次送件測量需花費五至六萬元的

金額，並非在一般民眾可負擔的範圍內。因此，我們以尋求一個簡便、經濟的方

式得知材料的吸音效果為目標。 

操作：利用 OCT 頻譜分析儀中等效連續聲級（Leq）的功能，與空白實驗比較，得

知材料吸音的情形。將材料貼於自製迴響箱內側，音源和 OCT 頻譜分析儀以固定

間隔距離放置於箱內，由喇叭放音，頻譜分析儀連接電腦進行數據收集。 

實驗結果： 

1. 材料於 OCT 頻率的吸音情形 

與空白實驗相比，分貝值降低越多的頻段為此材料吸音效果越佳之處。 

我們將 OCT 頻率中 125Hz、250Hz 定為低頻音，500Hz、1000Hz 為中頻音，

2000Hz、4000Hz 為高頻音做討論。 

測量材料於各頻率之 Leq，與空白實驗比較。 

  

蛋形波浪棉於中低頻吸音率較佳 波浪泡棉於 1000Hz 吸音效果佳 



 6 

 
 

吸音墊出現測得的 Leq 值大於空白實驗

的狀況，我們推測其為迴響音場導致分

貝值加大。 

岩棉的吸音效果在中高頻特佳，亦為所

有材料中平均吸音效果最佳之材料。 

  

礦纖板在中、高頻段的吸音效果佳，其

中又以高頻中 2000Hz 最佳。 

羊毛氈在高頻部分吸音效果較佳，於中

低頻則較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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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CT 頻率中各材料的吸音情形 

淺色長條為空白實驗之 Leq 值，深色長條所代表各材料 Leq，由左而右依序為：蛋

形波浪棉、波浪泡棉、吸音毯、岩棉、礦纖板、羊毛氈。 

I. 低頻（125Hz、250Hz） 

  

所有材料對於 125Hz 之吸音能力皆微弱；蛋形波浪棉、吸音毯和岩棉於 250Hz

之吸音率則相對較佳。 

II. 中頻（500Hz、1000Hz） 

 

岩棉於 500Hz 吸音效果能由圖表中明顯看出；波浪泡棉於 1000Hz 表現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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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高頻（2000Hz、4000Hz） 

 

各材料於高頻率的吸音能力皆較佳，其中又以波浪泡棉、岩棉與羊毛氈特佳。 

  

各材料於低頻音的吸音效果皆不佳；其中

由岩棉為最佳，波浪棉最差。 

由圖表可以看出在低頻音表現最差的波浪

棉，於中頻段 1000Hz 的部分表現特佳。 

 

各材料於高頻皆有吸音的效果，其中

以波浪泡棉、岩棉及礦纖板的效果最顯著。

負值部分為測得的 Leq 值大於空白實驗，表

示材料的反射效果大於吸收。 

OCT 頻譜分析儀做八音度分析材料在

不同頻率的吸收狀況。我們能由以上實驗看

出材料對各頻段的音源具選擇性，並了解各

頻段的吸音效果並無明顯的直接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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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測量複合材料的音能位準 Leq 加成作用 

說明：許多吸音板、吸音牆面，都是兩種或以上的材料疊合，以達到雙重的效

果。若將兩種材料合併為複合材料，其吸音率並無法由組成中各材料的吸音率直接

運算得知。欲得知其吸音率，又得花費大筆金額至迴響室測量。而我們藉由測量複

合材料置於箱內時的 Leq 值，即可看出複合材料在 OCT 個頻段的表現，如此可省

下一筆可觀的費用。 

操作：選用兩種吸音材料，利用 OCT 頻譜分析儀中等效連續聲級（Leq）的功

能，與空白實驗比較得知材料吸音的情形。將材料貼於自製迴響箱內側，音源（喇

叭）和 OCT 頻譜分析儀以固定間隔距離放置於箱內，由喇叭放音，頻譜分析儀連

接電腦進行數據收集。 

1. 複合材料的吸音情形：以波浪泡棉和吸音墊為例 

下圖為複合吸音材料的 Leq 與單一材料 Leq 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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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目的性的複合材料——以兩種材料疊合測試其等效連續聲級（Leq）值，

並內外交替測量之，分析其吸音情形。 

說明：數種材料材料疊加時，有一者比較靠近聲源的順序問題。我們好奇，兩種吸

收不同頻段的材料疊合起來，效果是否會共顯？兩種吸收同頻段的材料疊合起來，

是否有加成的效果？ 

操作：選用兩種吸音材料，利用 OCT 頻譜分析儀中等效連續聲級（Leq）的功能，

與空白實驗比較得知材料吸音的情形，並將內外曾置換測量。將材料貼於自製迴響

箱內側，音源（喇叭）和 OCT 頻譜分析儀以固定間隔距離放置於箱內，由喇叭放

音，頻譜分析儀連接電腦進行數據收集。 

實驗結果： 

1. 波浪泡棉與吸音墊的 Leq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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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複合材料於低、中、高頻的 Leq 與空白實驗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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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蛋形波浪棉與礦纖板 

 

 

 

 

 

 



 13 

3. 羊毛氈與礦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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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知道疊合材料能使吸音效果加強後，期望搭配出針對不同環境需求的

材料組合。環境中，會有幾個頻段的噪音分貝值特別高，例如：壓縮機旁、卡拉

OK 間附近的環境容易遭受低頻段的聲音的干擾，工地旁則會有高頻噪音的影響。

差值出現負值之狀況代表材料於此頻段反射效果較吸音效果更顯著，故要避免於對

應頻段使用。 

針對不同環境，我們建議可選擇以下不同材料的組合： 

I. 中、高頻噪音（如：馬路、工地旁）： 

礦纖棉（內）蛋形波浪棉（外） 

波浪泡棉（內）吸音毯（外） 

羊毛氈（內）礦纖板（外） 

II. 中、低頻噪音（如：壓縮機旁、卡拉 OK 室鄰近區域） 

蛋形波浪棉（內）礦纖棉（外） 

礦纖板（內）羊毛氈（外） 

 

四、推導及實驗四 

迴響實驗室中由於空間夠大（大於 200 m3），音源與受音點距離夠遠，聲音四處擴

散產生反射音場後才傳至受音點（如左圖虛線部分），導致空間中的音場由迴響音

主導（可對應至右下圖左側），並可忽略直傳音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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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可對應至右上圖偏左的位置：箱內合成音場由直傳音場主導，且受迴響音

場影響。因此，以本實驗裝置模擬迴響室時，必須將直傳音場的影響納入考量。 

以下以能量觀點推導出室內音場、迴響音場、直傳音場、合成音場、方向因子及迴

響時間的函數。 

1. 室內音場 

𝑑𝛿′

𝑑𝑡
+

𝑐𝑠𝛿′�̅�

4𝑉
=

𝑊

𝑉
 

𝛿′：瞬間平均能量密度，𝑊：音源功率，𝑉：室內體積 

解一階常微分方程 

⇒ 𝛿′ =
4𝑊

𝑠𝑐�̅�
{1 − 𝑒−[

𝑠𝑐�̅�

4𝑉
]𝑡}  

當時間夠長，音場經過充分反射平衡後，穩態音場𝛿′為 

𝛿′ =
4𝑊

𝑠𝑐�̅�
  

上述穩態音場任點的𝛿′包括直傳部的音能密度𝛿′
𝑑及反射部的音能密度𝛿′

𝑟，即 

𝛿′ = 𝛿′
𝑑 + 𝛿′

𝑟 

針對一等向性音源而言，其直傳部的音能音能密度𝛿′
𝑑為 

𝛿′
𝑑 =

𝐼

𝑐
=

𝑊

4𝜋𝑟2𝑐
  

其反射部的音能密度 

𝛿′
𝑟 =

𝛿′ ∙ 𝑉 − ∫ 𝛿′
𝑑𝑑𝑉

𝑉

𝑉
=

4𝑊

𝑐𝑅
 

瞬間平均能量密度𝛿′亦可表示為 

𝛿′ =
𝑝2

𝜌0𝑐2
 

對具有方向性的音源而言，直傳部的音能密度𝛿′
𝑑可寫為 

𝛿′
𝑑 = 𝑄

𝑊

4𝜋𝑟2𝑐
 

Q 為方向性因子，由上式推得  𝑝2 = 𝑊𝜌0𝑐 [
𝑄

4𝜋𝑟2 +
4

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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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迴響音場 

音源傳至牆面做無數的音反射，最後達到一個均勻的音場，稱之為迴響音場，

由於反射音的強弱取決於牆面的吸音能力，故牆面的吸音性亦為迴響音的控制

參數之一。 

𝑝𝑟
2 =

4𝑊𝑝𝑜𝑐

𝑅
 

Lp(反射音) = 10log [
𝑝𝑑

2

𝑝𝑟𝑒
2 ] = Lw + 10log(4/R)， 

R(室型常數) =
𝑆𝑇�̅�

1−�̅�
 ；𝑆𝑇(室內總面積) = ∑ 𝑆𝑖

𝑛
𝑖=1  ；�̅� = ∑

𝑆𝑖𝛼𝑖

∑ 𝑆𝑖
  𝑛
𝑖=1

  𝑛
𝑖=1  

3. 直傳音場 

直傳音場𝐿𝑝直指由音源直接傳播至受音點處的音量所形成的音場。由前述知直

傳部的均方音壓𝑝𝑑
′為𝑝𝑑

′=
𝑊𝑄𝜌0𝑐

4𝜋𝑟2  

𝐿𝑝直=10 log (
𝑝𝑑

2

𝑝𝑟𝑒
2) =Lw+10 log (

𝑸

𝟒𝝅𝒓𝟐)， 

其中的方向因子 Q 為分離直傳、合成音場的重要因素。 

4. 合成音場 

同時考慮直傳音與反射音的效應，室內任一點的合成音壓位準為 

LpT =10log（10
Lp(直)

10 +10
Lp(反)

10 ） 

其中， Lp(直)=Lw + 10log(
Q

4π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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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反)=Lw + 10log(
4

R
) 

得Lp𝑇 = Lw + 10𝑙𝑜𝑔 (
𝑄

4𝜋𝑟2
+

4

𝑅
) 

式中，室形常數 R 代表該室內音場在八音頻吸音能力與特性，主要影響參數為

壁面材質的吸音率 α 與表面積𝑆𝑇。 

對於低吸音能力的室內音場而言，R 值近於 0，即由迴響音場所主宰。 

當室內牆面具有高吸音能力時，R 值趨近於無限大，即由直傳音場所主宰。 

5. 方向因子 Q 

由前述知直傳部音場為Lp直=10 log (
𝑝𝑑

2

𝑝𝑟𝑒
2) =Lw+10 log (

𝑄

4𝜋𝑟2) 

方向性因子 Q 一音源與牆面的相對位置而定，其關係如圖 

 

 

上圖的狀況皆視反射音為鏡像音源，但現實生活中的鏡像音源不可能完全反射，意

即 Q 值並不可能為整數。而 Q 值為影響吸音率和迴響時間的重要因子，因此將所有

Q 視為 1 的沙賓公式僅適用於大型空間（視為無鏡像音源），無法適用於所有狀況。

而找出各空間的方向因子即為我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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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迴響時間的函數 

使用頻譜分析儀測量 Leq，測得開放空間中的直傳音壓位準 Lp(直) 

由公式 Lp(直傳音) = Lw + 10𝑙𝑜𝑔 (
𝑄

4𝜋𝑟2
)，此時因無反射面，故 Q 值可代 1， 

得 Lw = Lp(直傳音) − 10𝑙𝑜𝑔 (
1

4𝜋𝑟2)，可算得Lw 

將音源、接收器放入貼有吸音材料的箱內，播放聲源 10 秒，以頻譜分析儀接

收，並讀取頻譜分析儀上顯示的 Leq，測得Lp𝑇（合成音壓位準）。 

同時考慮直傳與反射音的效應，室內任點的合成音壓位準Lp𝑇為 

Lp𝑇 = 10𝑙𝑜𝑔 (10𝐿𝑝(直傳音)/10 + 10𝐿𝑝(反射音)/10) 

其中，Lp(直傳音) = Lw + 10𝑙𝑜𝑔 (
𝑄

4𝜋𝑟2) 

Lp(反射音) = Lw + 10𝑙𝑜𝑔 (
4

𝑅
) 

合成音壓位準 Lp𝑇 = Lw + 10𝑙𝑜𝑔 (
𝑄

4𝜋𝑟2
+

4

𝑅
) 

Q

4πr2 +
4

R
中，令 

1

R
=

1

𝑆𝑇
(

1

α̅
− 1) 

Ｑ = 1 + q(1 − α̅) 

 �̅� =
mV

T𝑆𝑇
， 

（q、m 為常數）整理得 

10
𝐿𝑝𝑇−𝐿𝑤

10 =
Q

4πr2
+

4

R
 

=(
𝟒

𝐕𝒎
)T +(

−𝒎𝒒𝑽

𝟒𝝅𝒓𝟐𝑺𝑻
)

𝟏

𝑻
+(

𝟏+𝒒

𝟒𝝅𝒓𝟐 −
𝟒

𝑺𝑻
) 

即推得一迴響時間對合成音壓位準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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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驗四：沙賓公式與迴響時間——由實驗得 m 

說明：吸音率為吸音效果量化的精確指標。由已知吸音率的材料，已知岩棉的

吸音率，推得迴響時間的理論值，再與實驗值相對照。接著從迴響時間和吸音

率推算前述假設之 m 值。 

操作：材料貼於箱內六面，把音響和麥克風放置箱內適當間隔距離。喇叭放送

聲音，待至聲音已達均勻的穩定音場時，關閉聲音，由麥克風連接電腦測量迴

響時間。以測得的迴響時間與理論的迴響時間對照，確認我們的做法是否可

行。 

下表為理論值與實際值之比較： 

Hz 已知吸音率 理論迴響時間 實驗迴響時間 m 

125 0.18 0.0725 0.0709 0.157 

250 0.44 0.0296 0.1349 0.732 

500 0.75 0.0174 0.0208 0.192 

1000 0.81 0.0161 0.0138 0.138 

2000 0.87 0.0150 0.0140 0.151 

4000 - - 0.0058 - 

討論：得常數 m=0.159，與沙賓公式中常數 0.161 大致符合。利用此常數，即可推

算個材料之 q 值。 

  



 20 

五、實驗五：各材料的吸音率 

由前述�̅� =
mV

T𝑆𝑇
，m=0.159，可由實驗測得的迴響時間求得各頻率吸音率 

各材料迴響時間如下表： 

迴響時間(ms) 

Hz 蛋形波浪棉 波浪泡棉 吸音墊 岩棉 礦纖板 羊毛氈 

125 0.076 0.063 0.108 0.070 0.151 0.072 

250 0.147 0.130 0.226 0.134 0.134 0.230 

500 0.040 0.071 0.155 0.020 0.018 0.023 

1000 0.021 0.019 0.066 0.013 0.020 0.024 

2000 0.015 0.020 0.039 0.014 0.026 0.010 

4000 0.014 0.014 0.123 0.005 0.081 0.033 

利用上表實驗迴響時間推算得到的吸音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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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時間(ms) 

Hz 
波浪泡棉 

吸音墊 

吸音墊 

波浪泡棉 

蛋形波浪棉 

礦纖板 

礦纖板 

蛋形波浪棉 

礦纖板 

羊毛氈 

礦纖板 

羊毛氈 

125 0.087 0.089 0.100 0.096 0.031 0.089 

250 0.206 0.162 0.149 0.091 0.178 0.016 

500 0.027 0.057 0.029 0.040 0.026 0.021 

1000 0.020 0.053 0.016 0.049 0.012 0.018 

2000 0.019 0.038 0.016 0.024 0.011 0.014 

4000 0.055 0.053 0.028 0.015 0.088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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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𝐋𝐩𝑻、Lp 直、Lp 反比較及 Q 值 

將合成音場（Lp𝑇）中直傳音場（Lp 直）與反射音場（Lp 反）分離。 

以岩棉 500Hz 為例： 

開放空間中無反射音場，因此測得之 Leq 值即為直傳音，且方向因子 Q=1。 

由 Lp(直)=Lw + 10log(
Q

4πr2)，帶入實驗值Lp(直）= 97.3，得 

Lw=97.3 –10log(1/4π*0.3*0.3)= 87.9 

測得箱內之合成音壓位準Lp𝑇=95.0 

由Lp𝑇 = Lw + 10𝑙𝑜𝑔 (
𝑄

4𝜋𝑟2 +
4

𝑅
)，得

𝑄

4𝜋𝑟2 +
4

𝑅
 =0.57 

已知 m=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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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0
𝐿𝑝𝑇−𝐿𝑤

10 = (
4

V𝑚
)T +(

−𝑚𝑞𝑉

4𝜋𝑟2𝑆𝑇
)

1

𝑇
+(

1+𝑞

4𝜋𝑟2
−

4

𝑆𝑇
)，得 q = 12.08 

α̅=0.62，帶回Ｑ = 1 + q(1 − α̅)，得 Q = 5.51 

帶入Lp(直傳音) = Lw + 10𝑙𝑜𝑔 (
𝑄

4𝜋𝑟2)，得Lp(直傳音)＝94.78 

由Lp(反射音) = Lw + 10𝑙𝑜𝑔 (
4

𝑅
)，得Lp(反射音)＝87.31 

完成自合成音場（Lp𝑇）分離直傳音場（Lp 直）與反射音場（Lp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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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材料方向因子 Q 值 

Hz 蛋形波浪棉 波浪泡棉 吸音墊 岩棉 礦纖板 羊毛氈 

125 6.60 6.82 6.52 6.61 6.34 6.70 

250 5.42 6.30 5.08 5.46 5.89 5.23 

500 5.45 6.92 6.73 5.51 4.82 6.99 

1000 3.03 3.00 6.35 3.05 3.27 3.90 

2000 7.01 4.13 5.04 7.02 3.01 4.08 

4000 5.78 3.25 6.30 5.81 3.89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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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材料對各頻段的音源具有相當明顯的選擇性 

二、各頻段的吸音效果並無明顯的直接相關性 

三、中、高頻噪音適用材料：礦纖棉（內）蛋形波浪棉（外）、波浪泡棉（內）吸音毯

（外）、羊毛氈（內）礦纖板（外）；中、低頻噪音適用材料：蛋形波浪棉（內）

礦纖棉（外）、礦纖板（內）羊毛氈（外） 

四、根據實驗結果，驗證各因子的相關性 

1. 開放空間Lp(直) = Lw − 0.55 

2. 𝟏𝟎
𝑳𝒑𝑻−𝑳𝒘

𝟏𝟎 =
𝐐

𝟒𝛑𝐫𝟐 +
𝟒

𝐑
 =(

𝟒

𝑺𝑻𝒎
)T +(

−𝒎𝒒

𝟒𝝅𝒓𝟐)
𝟏

𝑻
 +(

𝟏+𝒒

𝟒𝝅𝒓𝟐 −
𝟒

𝑺𝑻
) 

3. 方向因子 Q 與吸音率�̅�、室型常數 R 的關係為 

𝑸 =1+q(1−�̅�)=1+
𝐪𝐒𝐓

𝐒𝐓+𝐑
 

4. 吸音率�̅�和室型常數 R 關係 �̅� =
𝐦𝐕

𝐓𝑺𝑻
=

𝐑

𝐑+𝐒𝐓
 

5. 將自製小型迴響箱實驗測得的迴響時間 T、直傳音壓位準Lp(直)、音能位

準 Lw、方向因子 Q、室型常數 R 代入我們所導出的函數中，即可推得空

間中之直傳音場（Lp 直）與反射音場（Lp 反）。 

6. 與大型迴響實驗室比較，本實驗能以更經濟方便的方式得知各吸音材料的

吸音率。 

7. 由於吸音率無法直接相加減，欲得知複合材料吸音率時，理論公式便無法

運用；大型迴響實驗所得單一材料結果亦無法套用。使用本實驗模組，則

可方便快速的得知單一和複合材料的吸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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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51810  

用一個簡易的方法來測吸音率是還不錯的想法，也有能力提出

一個分析方法，大致得到合理的數據，值得鼓勵。如果能對各種材

料本身的參數與吸音率找到有些定量的關係，問更深入的問題會對

分析的方法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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