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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主要想探討的是阻尼器與建築物的關係。首先我們製作不同彈性係數、重量的阻

尼器，並模擬真實建築物並且依照比例縮小，再透過 tracker 程式分析最大加速度，比較各

種阻尼器的抗震程度。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除了測試單一阻尼器的避震能力，我們也決定嘗

試兩個阻尼器並且透過數據觀察其抗震效果是否會更好。 

壹、 研究動機 

    台灣位於地震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火山帶上，每年受到約 23000 次大大小小的地震衝

擊，更不用說每隔幾年就發生一次驚天動地的地震。某次我們在台北進行天文觀測時，遇到

世界上最難預測的災害—地震。然而，歷經完 5 級的地震，一眼望去卻發現台灣最高的建築

物—台北 101 只有輕微的搖晃，這與我們所想「越高樓越容易倒塌」的觀念產生矛盾，因此

啟發我們去探討建築物的阻尼器與耐震程度的影響，並嘗試使用種阻尼組合並觀察其抗震之

差異。

 

貳、 研究目的 

一、利用彈簧原理製作阻尼器將其放置於不同樓層，探討其抗震程度。 

二、運用不同彈簧阻尼器載重，觀測其效果之差異。 

三、使用不同彈性係數探討其抗震效果。 

四、嘗試使用兩個阻尼器探討其是否能減輕搖晃。 

五、探討同一阻尼器對不同樓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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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攝影機＆腳架：錄製影片 

二、地震模擬（搖擺機）： 

(一) 購買二手搖擺機並且加以改裝成地震震源  

(二) 底部則透過木板以及螺絲固定建築物                                                        

三、自製簡易模擬建築物： 

(一) 材料：塑膠棒、紙板、保麗龍 

(二) 將保麗龍板、紙板穿洞，再將塑膠棒插入，使紙板置於保麗龍板底下 

(三) 木板與保麗龍透過熱熔膠黏合以防分離 

(四) 每棟以每層 15 公分高，製作共 4 層樓的建築物 

(五) 建築物底部之木板穿四個洞以利與建築物接合並且將保麗龍與木板用熱熔膠加以黏

合 

(六) 每層樓加上 20 克的砝碼載重，模擬真實樓層中的重物 

(七) 在建築物每層樓上的塑膠棒增加多圈的膠帶以利確保每次放置阻尼器的位置相同 

四、自製彈簧阻尼器                                      

(一) 將彈簧插入乒乓球內 

(二) 在乒乓球內放入砝碼 

 

 

  

 

 

 

 

 

 

 

 

 

 

 

 

 

 

 

 

腳架＆攝影機 搖擺機 建築物 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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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racker 軟體 

(一) 將已錄製好的影片在 Tracker 上打開 

(二) 分析建築物各時間之加速度 

 

 

六、實驗裝置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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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震震度表 

 

  

震度分級 
地動加速度 

(cm/s2,gal)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0 

 

0.8 以下 無感 無明顯變化 

 

無明顯變化 

1 
 

0.8~2.5 

極少數（少於 1％）

在戶內特別敏感的位

置且靜止不動的人感

到震顫 

 

無明顯變化 

 

無明顯變化 

2 

 

2.5~8.0 

戶內少數人感覺到，

處於靜止的人感到搖

擺或輕微震顫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 
靜止的汽車輕微搖

晃 

3 

  

8~25 

戶內少數人感覺到，

處於靜止的人感到輕

微震顫 

房屋震動，玻璃器皿、

門窗作響 

靜止的汽車明顯搖

動，電線略有搖晃 

4 

 
25~80 

在戶內的多數人感覺

到，戶外少數的人感

覺到，睡眠中的人幾

乎都會驚醒 

房屋搖動甚烈，底座不

穩物品傾倒，較重傢俱

移動，可能有輕微災害 

汽車駕駛人略微有

感，電線明顯搖

晃，部分步行中的

人也感到搖晃 

5 

 

80~250 
室內絕大多數人和室

外少數人感覺到地震 

懸掛的物體晃動很大 
汽車駕駛人明顯感

覺地震 

6 

 

250~400 
室內絕大多數人和室

外多數人有感 

部分建築物受損，穩定

性一般的小器物可能掉

落，家具可能移位 

汽車駕駛人開車困

難，出現噴沙噴泥

現象 

7 

 

400 以上 
絕大多數人驚慌，試

圖逃出 

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或

倒塌，幾乎所有傢俱都

大幅移位或摔落 

山崩地裂，鐵軌 

變形下管線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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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及方法 

 

 

 

 

 

 

 

 

 

 

 

 

 

 

 

 

 

 

  

不同載重 不同樓層 不同彈性係數 不同阻尼數量 

實驗一 

利用彈簧原理製作

彈簧阻尼器，探討

放置不同樓層抗震

效果及改變彈簧阻

尼器載重，觀測其

效果之差異。 

實驗二 

探討建築物有雙阻

尼時效果將增益或

抵消。 

 

實驗三 

固定一個阻尼器，

探討其對於層之每

一層樓之影響。 

分析 討論 

結論 

不同阻尼數量 

自製彈簧阻尼器 

提出疑問 

參考文獻及相關資料 

料 

製作建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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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一：探討阻尼器放置不同樓層、改變彈簧阻尼器載重及彈簧之抗震效果，觀測其效

果之差異。 

（一）步驟一：將做好的模擬建築物置於搖擺器上方，並用熱熔膠固定。 

（二）步驟二：將彈簧阻尼器固定於建築物上。 

（三）步驟三：架設攝影機於模擬器正前方。 

（四）步驟四：改變 K1=41.7gw/cm 阻尼之重量，錄製其放置於不同樓層之影片。 

（五）步驟五：改變 K2=24.2gw/cm 阻尼之重量，錄製其放置於不同樓層之影片。 

（六）步驟六：將錄好的影片再透過 Tracker 程式分析平均加速度與最大加速度。 

（七）步驟七：平均重複三次實驗之數據。  

實驗結果如下表： 

阻尼重量 40g 30g 20g  阻尼重量 40g 30g 20g 

阻尼放置處 最大加速度(m/s2)  阻尼放置處 最大加速度(m/s2) 

4F 11.034 12.071 13.079  4F 11.140 12.863 13.022 

3F 13.608 14.084 14.367  3F 14.642 15.029 15.304 

2F 15.771 16.226 16.462  2F 15.952 16.264 16.489 

1F 16.821 17.016 17.254  1F 16.678 16.840 17.533 

              表一：K1= 41.7gw/cm                    表二：K2=24.2gw/cm 

  

    圖表一：固定彈性係數為 K1=41.7gw/cm     圖表二：固定彈性係數為 K2=24.2gw/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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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 k1 k2  阻尼 k1 k2  阻尼 k1 k2 

阻尼放置處 最大加速度(m/s2)  阻尼放置處 最大加速度(m/s2)  阻尼放置處 最大加速度(m/s2) 

4F 11.034 11.140  4F 12.071 12.863  4F 13.079 13.022 

3F 13.608 14.642  3F 14.084 15.029  3F 14.367 15.304 

2F 15.771 15.952  2F 16.226 16.264  2F 16.462 16.489 

1F 16.821 16.678  1F 16.654 16.840  1F 17.254 17.533 

        表三：M=40g                 表四：M=30g                表五：M=20g 

   

     圖表三：固定 M=40g         圖表四：固定 M=30g         圖表五：固定 M=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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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 k1 k2  阻尼 k1 k2 

阻尼重量 最大加速度(m/s2)  阻尼重量 最大加速度(m/s2) 

40g 11.034 11.140  40g 13.608 14.642 

30g 12.071 12.863  30g 14.084 15.029 

20g 13.079 13.022  20g 14.367 15.304 

 表六：阻尼放置於 4F                      表七：阻尼放置於 3F 

  

           圖表六：阻尼放置於 4F                  圖表七：阻尼放置於 3F 

阻尼 k1 k2  阻尼 k1 k2 

阻尼重量 最大加速度(m/s2)  阻尼重量 最大加速度(m/s2) 

40g 15.771 15.952  40g 16.821 16.678 

30g 16.226 16.264  30g 17.016 16.840 

20g 16.462 16.489  20g 17.254 17.533 

  表八：阻尼放置於 2F                      表九：阻尼放置於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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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八：阻尼放置於 2F                  圖表九：阻尼放置於 1F 
 

最大加速度(m/s2) 

對照組 17.09 

26g 12.108 

36g 11.579 

45g 10.945 

60g 10.422 

70g 10.279 

80g 9.587 

圖表十、十一：固定彈性係數為 K1=41.7gw/cm、阻尼放置於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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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探討建築物有雙阻尼時效果將增益或抵消。 

（一）步驟一：經由實驗一的結論，選出一效果最佳（阻尼一：載重 40g、

k=41.7gw/cm）以及一效果最差（阻尼二：載重 20g、k=24.2gw/cm）的彈簧

阻尼器。 

（二）步驟二：架設攝影機於模擬器正前方。 

（三）步驟三：將雙阻尼放置於不同樓層後錄製。 

（四）步驟四：將錄好的影片再透過 Tracker 程式分析最大加速度。 

（五）步驟五：平均重複三次實驗之數據。 

實驗結果如下表：（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 m/s2 ） 

最大加速度 
阻尼一放置處 

1F 2F 3F 4F 

阻尼二 

放置處 

1F  22.206 19.613 15.252 

2F 21.756  17.362 15.104 

3F 19.752 18.891  14.114 

4F 18.089 17.972 16.936  

表十二 

 

圖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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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固定一個阻尼器，探討其對於每一樓層之影響。（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 m/s2 ） 

（一）步驟一：固定一個阻尼器（阻尼：載重 40g、k=41.7gw/cm），錄製其放置於

不同層樓之影片。（對照組：不放阻尼器） 

（二）步驟二：將錄好的影片再透過 Tracker 程式分析最大加速度。 

（三）步驟三：平均重複三次實驗之數據。實驗結果如下表： 

最大加速度 
阻尼放置樓層 

對照組 1F 2F 3F 4F 

測各樓層加速度 

1F 4.657 4.637 4.582 4.685 5.165 

2F 5.084 4.999 4.403 3.650 2.869 

3F 10.388 10.220 9.781 7.526 6.349 

4F 17.091 16.821 15.771 13.608 11.034 

表十四 

 

圖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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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探討阻尼器放置不同樓層、改變彈簧阻尼器載重及彈簧之抗震效果，觀測其效

果之差異。（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 m/s2 ） 

（一） 

 

 

40 公克的彈簧的減震效果相較於其他組阻尼效果最佳，依重量遞減減震能力也變

差。其中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若將 K1 或 K2 彈簧配上質量 20g 的阻尼時，反而增強了

建築物的最大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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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阻尼器放置於 4 樓時，減震效果最佳。依樓層遞減，減震效果也逐漸變差。其中將

阻尼擺放在 3 樓時，K1 或 K2 彈簧的減震差異最明顯。以下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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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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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可知，當使用不同彈性係數的彈簧時，差異並不明顯。然而當我們把不同彈性係

數的彈簧放置於 3 樓時，相較其他樓層較能看出不同彈性係數對建築物的影響。 

二、實驗二：探討建築物有雙阻尼時效果將增益或抵消。（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 m/s2 ） 

（一）以下為(阻尼一，阻尼二)排列，阻尼一（k1=41.7gw/cm、40g）、阻尼二

（k2=24.2gw/cm、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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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個阻尼器放置在建築物上，大多將會造成減震效果變差。然而當我們將阻尼一放

置於 4 樓時，雙阻尼造成的減震效果會比單獨放阻尼二更佳。 

三、實驗三：固定一個阻尼器，探討其對於每一樓層之影響。（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

m/s2 ） 

 

(一) 將阻尼至於 1F 時，各樓層的加速度與對照組相近（表示阻尼器置於 1F 對於減震

無效） 

(二) 不論阻尼放置於任何樓層，對 1F 皆無影響。 

(三) 阻尼置於 2、3、4F 時，減震效果皆為 4F>3F>2F。 

(四) 將阻尼置於 4F 的減震效果優於 1、2、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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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一、實驗一：探討阻尼器放置不同樓層、改變彈簧阻尼器載重及彈簧之抗震效果，觀測其

效果之差異。 

（一）由實驗一得知，當彈性係數增大、阻尼變重、放置的樓層越高時，減震效果均會增

強。但是，若是將效果最差之阻尼器（K2=24.2gw/cm、M=20g）放置於 1 樓反而會

增強建築物的搖晃程度。我們推想當阻尼器放置於 1 樓時，它為建築物增加之重量

的影響大於減震，因此建築物搖晃得更劇烈了。 

（二）其中效果最佳的阻尼組合為 K1=41.7gw/cm、M=40g、放置於 4F，而效果最差之阻尼

為 K2=24.2gw/cm、M=20g、放置於 1F，此組合和對照阻（17.533>17.090）相比震度

稍強，得證此阻尼置於 1F 並無減震效果，同於 K1=41.7gw/cm、M=20g、置於 1F。 

對照組（不放任何阻尼器） 

最大加速度(m/s2) 

對照組 1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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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探討建築物有雙阻尼時效果將增益或抵消。（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 m/s2 ） 

（一）將實驗二之結果與實驗一比較後發現，建築物放兩個阻尼比單放一個阻尼效果更

差，且其對照組（不放阻尼）之最大加速度為 17.09，雙阻尼除了較佳之阻尼置於

4F 以外，皆相較於不放阻尼之震度更大。由此數據可知放置雙阻尼可能使得建築物

之加速度變大，則震度更強。 

最大加速度(m/s2) 

對照組 17.090 

 

下表為實驗二之結果： 

阻尼一 阻尼二 
阻尼一+二 單放阻尼一 單放阻尼二 

最大加速度(m/s2) 

1F 

2F 21.757 16.821 16.489 

3F 19.753 16.821 15.304 

4F 18.089 16.821 13.022 

2F 

1F 22.206 15.772 17.533 

3F 18.891 15.772 15.304 

4F 17.973 15.772 13.022 

3F 

1F 19.613 13.609 17.533 

2F 17.362 13.609 16.489 

4F 16.937 13.609 13.022 

4F 

1F 15.252 11.035 17.533 

2F 15.105 11.035 16.489 

3F 14.115 11.035 1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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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固定一個阻尼器，探討其對於每一樓層之影響。（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

m/s2 ） 

（一）由實驗數據可知，建築物各層樓搖晃程度隨著層樓遞減也逐漸變小。若阻尼放置

4F、3F、2F，二樓之搖晃程度最小（加速度最小）。我們原本認為其加速度應為

4F>3F>2F>1F，但其結果為 4F>3F>1F>2F。 

（二）由下圖實驗三之結果可知，測量 4F、3F 及 2F 之數據，不論其阻尼器置於哪一層樓

或不放置阻尼器，其線條皆呈現向下的趨勢，而測量 1F 之數據，其線條並無太大起

伏。 

（三）根據下圖，我們發現 4F、3F、2F 的減震幅度為 4F>3F>2F，且阻尼放置越高減震效

果越好，由此可知當阻尼效果越好時，對於高樓層影響較大，減震程度也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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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實驗一 

經由多次實驗後，我們得知： 

1. 使用彈性係數大的彈簧 

2. 增加彈簧阻尼器之載重 

3. 並將之放置於較高的樓層 

會達到最好的減震效果。 

二、實驗二 

在完成實驗後，我們得知當一棟建築物擺放兩個以上的阻尼器時會造成反效果，造成建

築物相較於裝置一個阻尼器搖晃程度更大。參考其他文獻後，我們知道水塔亦具有阻尼

效果。因此，我們推論當建築物包含兩個水塔或阻尼器時反而會令建築物搖晃得更劇

烈。 

三、實驗三 

根據實驗數據，我們發現建築物在二樓的搖晃程度最小，且將阻尼器放置樓層愈高，對

高樓層減震效果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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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阻尼器與建築物的關係，題材貼近生活，實驗

方法設計合宜，分析方法明確並作出確切結論，唯實驗數據整理可

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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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器材

壹、研究動機
台灣位於地震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火山帶上，每年受到約23000次大大小小的地震衝擊，更不用說每
隔幾年就發生一次驚天動地的地震。某次我們在台北進行天文觀測時，遇到世界上最難預測的災害—
地震。然而，歷經完5級的地震，一眼望去卻發現台灣最高的建築物—台北101只有輕微的搖晃，這與
我們所想「越高樓越容易倒塌」的觀念產生矛盾，因此啟發我們去探討建築物的阻尼器與耐震程度的
影響，並嘗試使用種阻尼組合並觀察其抗震之差異。

貳、研究目的
一.利用彈簧原理製作阻尼器將其放置於不同樓層，探討其抗震程度。
二.運用不同彈簧阻尼器載重，觀測其效果之差異。
三.使用不同彈性係數探討其抗震效果。
四.嘗試使用兩個阻尼器探討其是否能減輕搖晃。
五.探討同一阻尼器對不同樓層的影響。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攝影機＆腳架：錄製影片
二.地震模擬（搖擺機）：
• 購買二手搖擺機並且加以改裝成地震震源
• 頂部則透過木板以及螺絲固定建築物
三.自製簡易模擬建築物：
• 材料：塑膠棒、紙板、保麗龍
• 將保麗龍板、紙板穿洞，再將塑膠棒插入，使紙板置於保麗龍板底下
• 每棟以每層15公分高，製作共4層樓的建築物
• 建築物底部之木板穿四個洞以利與建築物接合並且將保麗龍與木板用熱溶膠加以黏合
四.自製彈簧阻尼器
• 將彈簧插入乒乓球內
• 在兵乓球內放入砝碼
五. Tracker軟體
• 將已錄製好的影片在Tracker上打開且分析建築物各時間之加速度

腳架＆攝影機 搖擺機 建築物 彈簧

研究方法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實驗一：探討阻尼器放置不同樓層抗震效果及改變彈簧阻尼器載重，觀測其效果之差異。

表一：K1= 41.7gw/cm             表二：K2=24.2gw/cm

阻尼重量 40g

阻尼放置處 最大加速度

4F 11.034 12.071 13.079

3F 13.608 14.084 14.367

2F 15.771 16.226 16.462

1F 16.821 17.016 17.254

阻尼重量 40g

阻尼放置處 最大加速度

4F 11.140 12.863 13.022

3F 14.642 15.029 15.304

2F 15.952 16.264 16.489

1F 16.678 16.840 17.533

二.實驗二：探討建築物有雙阻尼時效果將增益或抵消。
經由實驗一的結論，選出一效果最佳（阻尼一：載重40g、k=41.7gw/cm）以及一效果最差（阻尼二：
載重20g、k=24.2gw/cm）的彈簧阻尼器。

最大加速度 阻尼一放置處
1F 2F 3F 4F

阻尼二放置處

1F 22.206 19.613 15.252
2F 21.756 17.362 15.104
3F 19.752 18.891 14.114
4F 18.089 17.972 16.936

三.實驗三：固定一個阻尼器，探討其對於每一樓層之影響。
固定一阻尼器（阻尼：載重40g、k=41.7gw/cm）

最大加速度 阻尼放置樓層

對照組 1F 2F 3F 4F

測各樓層加速度

1F 4.657 4.637 4.582 4.685 5.165

2F 5.084 4.999 4.403 3.650 2.869

3F 10.388 10.220 9.781 7.526 6.349

4F 17.091 16.821 15.771 13.608 11.034



伍、實驗結果
一、實驗一：探討阻尼器放置不同樓層、改變彈簧阻尼器載重及彈簧之抗震效果，觀測其效果之差異。

（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m/s2）

40公克的彈簧的減震效果相較於其他組阻尼效果最佳，依重量遞減減震能力也變差。其中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
若將K1或K2彈簧配上質量20g的阻尼時，反而增強了建築物的最大加速度。

將阻尼器放置於4樓時，減震效果最佳。依樓層遞減，減震效果也逐漸變差。其中將阻尼擺放在3樓時，K1或K2
彈簧的減震差異最明顯。

由圖可知，當使用不同彈性係數的彈簧時，差異並不明顯。然而當我們把不同彈性係數的彈簧放置於3樓時，相
較其他樓層較能看出不同彈性係數對建築物的影響。

在我們固定彈簧以及放置層樓的情況下，同時大幅改變阻尼的
重量得到的圖表如右。依據圖表，我們可以知道隨著阻尼的重
量提升，減震效果將會越來越好，但增幅卻會逐漸降低。

二、實驗二：探討建築物有雙阻尼時效果將增益或抵消。 三、實驗三：固定一個阻尼器，探討其對對於每一樓層
以下為阻尼一、阻尼二排列（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m/s2） 之影響。（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m/s2 ）
（阻尼一 k1=41.7gw/cm、40g ; 阻尼二 k2=24.2gw/cm、20g）

將兩個阻尼器放置在建築物上，大多將會造成減震效果變
差。然而當我們將阻尼一放置於4樓時，雙阻尼造成的減震
效果會比單獨放阻尼二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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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阻尼至於1F時，各樓層的加速度與對照組相近
（表示阻尼器置於1F對於減震無效）

(二)不論阻尼放置於任何樓層，對1F皆無影響
(三)阻尼置於2、3、4F時，減震效果皆為4F>3F>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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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實驗一：探討阻尼器放置不同樓層、改變彈簧阻尼器載重及彈簧之抗震效果，觀測其效果之差異。
(一)由實驗一得知，當彈性係數增大、阻尼變重、放置的樓層越高時，減震效果均會增強。但是，
若是將效果最差之阻尼器（K2=24.2gw/cm、M=20g）放置於1樓反而會增強建築物的搖晃程度。我們
推想當阻尼器放置於1樓時，它為建築物增加之重量的影響大於減震，因此建築物搖晃得更劇烈了。
(二)其中效果最佳的阻尼組合為K1=41.7gw/cm、M=40g、放置於4F，而效果最差之阻尼為
K2=24.2gw/cm、M=20g、放置於1F，此組合和對照組（17.533>17.090）相比震度稍強，得證此阻尼
置於1F並無減震效果，同於K1=41.7gw/cm、M=20g、置於1F。

二.實驗二：探討建築物有雙阻尼時效果將增益或抵消。（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m/s2 ）
將實驗二之結果與實驗一比較後發現，建築物放兩個阻尼比單放一個阻尼效果更差，且其對照組
（不放阻尼）之最大加速度為17.090，雙阻尼除了較佳之阻尼置於4F以外，皆相較於不放阻尼之震度
更大。由此數據可知放置雙阻尼可能使得建築物之加速度變大，則震度更強。

三.實驗三：固定一個阻尼器，探討其對於每一樓層之影響。（以下加速度單位全為m/s2 ）
(一)由實驗數據可知，建築物各層樓搖晃程度隨著層樓遞減也逐漸變小。若阻尼放置4F、3F、2F，二
樓之搖晃程度最小（加速度最小）。我們原本認為其加速度應為4F>3F>2F>1F，但其結果為
4F>3F>1F>2F。
(二)由右上圖實驗三之結果可知，測量4F、3F及2F之數據，不論其阻尼器置於哪一層樓或不放置阻尼
器，其線條皆呈現向下的趨勢，而測量1F之數據，其線條並無太大起伏。
(三)根據右上圖，我們發現4F、3F、2F的減震幅度為4F>3F>2F，且阻尼放置越高減震效果越好，由此
可知當阻尼效果越好時，對於高樓層影響較大，減震程度也較大。

阻尼一 阻尼二
阻尼一+二 單放阻尼一單放阻尼二

最大加速度

1F
2F 21.757 16.821 16.489
3F 19.753 16.821 15.304
4F 18.089 16.821 13.022

2F
1F 22.206 15.772 17.533
3F 18.891 15.772 15.304
4F 17.973 15.772 13.022

3F
1F 19.613 13.609 17.533
2F 17.362 13.609 16.489
4F 16.937 13.609 13.022

4F
1F 15.252 11.035 17.533
2F 15.105 11.035 16.489
3F 14.115 11.035 15.304

最大加速度
對照組 1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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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實驗一
經由多次實驗後，我們得知：
1.使用彈性係數大的彈簧
2.增加彈簧阻尼器之載重
3.並將之放置於較高的樓層
會達到最好的減震效果。
二.實驗二
在完成實驗後，我們得知當一棟建築物擺放兩個以上的阻尼器時會造成反效果，造成建築物相較於
裝置一個阻尼器搖晃程度更大。參考其他文獻後，我們知道水塔亦具有阻尼效果。因此，我們推論
當建築物包含兩個水塔或阻尼器時反而會令建築物搖晃得更劇烈。
三.實驗三
根據實驗數據，我們發現建築物在二樓的搖晃程度最小，且將阻尼器放置樓層愈高，對高樓層減震
效果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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