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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魔音不穿屋-消除噪音的方法	

摘要 

	 我曾經在書上看到，如果長期生活在吵雜的環境下，會產生焦躁、精神不佳等症狀。

所以我常常擔心練琴時製造的噪音會吵到鄰居，所以就決定利用這次實驗找出減少居家噪音

的合適方法。在實驗後發現	-	隔音效果最好的是關窗戶，其次是關窗戶搭配隔音棉或隔音膠

條。由此可見，關窗戶是減少居家噪音的簡易好方法。	

壹、前⾔ 

一、研究動機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製造很多噪音，尤其是練琴的時候，總是會擔心吵到左鄰右

舍。所以，我就開始留意各種消除噪音的方法。但是，消除噪音的方法有很多，例如：

加裝隔音窗簾、關緊窗戶、使用隔音棉⋯⋯等等。我很好奇這些隔音方法的實際效果，

也想知道在不同環境條件下，例如：下雨天、週遭環境吵雜時，隔音效果會不會因此有

所差異。希望能藉由這次實驗，找出減少居家噪音最適當的方法。	

二、研究目的	

（一）比較不同隔音方法的效果差異。	

（二）比較不同環境條件下的隔音效果差異。	

（三）找出居家生活中，能夠消除噪音的最佳方法。	

貳、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隔音膠條	

二、隔音棉	

三、噪音計	

	照片1：隔音膠條	 	 	 照片2：隔音棉	 	 	 	 照片3：噪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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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 

一、如何決定實驗內容	

						我在《漫畫大英百科-光與聲音》書中讀到軟、表面不平的物體會吸收聲音；相反

的，硬、表面平滑的物體則會反射聲音。由於實驗的目的是要降低樂器聲音對鄰居的影

響，因此我也在網路上搜尋容易取得且能自行安裝的隔音材料，其中，隔音膠條可以讓

門窗更為密合，減少的聲音的傳播；而隔音棉材質軟、表面凹凸不平的特性會吸收聲

音，因此，我最後選定使用「隔音膠條」和「隔音棉」來作為吸音物，看看是否有降低

音量的效果。	

						我曾經想把二胡的弱音夾、鋼琴的弱音踏板也納入實驗。弱音夾的使用是夾在二胡

琴碼中間的洞裡，因為夾子擋住洞口會使聲音變小；正常情況下彈琴，琴槌是敲到三條

弦發出聲音，而弱音踏板則是讓琴槌只敲到兩條弦，聲音因此而變小。考量到連自己都

聽不清楚自己在拉什麼、彈什麼，會失去練習的意義，所以最後決定不採用。	

						另外，也搭配居家環境的改變：開關窗戶。來設計我的實驗內容。	

						因此，在我的實驗中，會有三種防治噪音的方式：鋪設隔音棉、黏貼隔音膠條、關

窗戶。會測量在以下不同組合方式下的聲音數值：完全不使用隔音措施（實驗一）、分

別採取單一噪音防治方式（實驗二、三、四）、採取兩兩搭配噪音防治方式（實驗五、

六、七）、三種噪音防治方式全數使用（實驗八）。	

						實驗一：無隔音措施	

						實驗二：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三：使用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四：使用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五：關窗戶加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六：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七：使用隔音膠條加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八：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關窗戶，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二、實驗過程注意事項	

（一）實驗時間及人員	

1.	預計進行連續兩週的實驗，因此會得到	14	回實驗數據。	

2.	實驗參與人員有我、爸爸、媽媽和弟弟。為了減少人為操作錯誤，噪音計操作

人員選定成人，由爸爸和媽媽負責操作並記錄數值；弟弟負責開關窗戶；媽媽、

弟弟和我負責鋪設及取下隔音棉；爸爸負責黏貼及取下隔音膠條；我負責使用鋼

琴製造聲音。為避免人為實驗誤差，每次進行實驗皆由相同人員負責固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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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聲音數值	

1.	在每回實驗，皆會量測實驗一至實驗八的屋內、屋外聲音數值。	

2.	在每回實驗前所測量的背景值、實驗前及實驗後得到的聲音數值，皆是採計噪

音計所顯示的「最大值」。噪音計只能測量當下數值、最小值及最大值，無法測

得平均值，因此選擇「最大值」作為測量的數值。	

3.	準備兩台相同的噪音計，每回實驗，噪音計操作人員都必須在固定位置量測聲

音數值。在同一個時段，分別在屋內、屋外量測聲音數值。	

4.	實驗時會盡量避免人為聲音干擾，以免影響實驗結果。室內外操作人員在量測

聲音時，所有人員不交談；同時，會避開以下情形：屋外巷弄有汽機車正在通過

時、附近有救護車消防車警車經過時、鄰居上下樓或開關門時...	等較大聲響。		

5.	除以上情形外，若同一實驗有重複施測，所測得數值皆保留，並取平均值登錄

於實驗結果，在表格中以底線標示。	

6.	實驗數據整理，配合噪音計，數值皆取至小數點第一位。	

7.	實驗時的聲音製造，使用鋼琴彈奏以下片段：	

(1)	第一段：雨滴前奏曲第	1	小節至第	4	小節（於第一回和第二回實驗）	

(2)	第二段：雨滴前奏曲第	40	小節至第	44	小節（於第三回至第十四回實驗）	

	 	

照片4：		 	 	 照片5：	 	 	 	 照片6：	
爸爸在屋外使用噪音計	 媽媽在屋內使用噪音計	 	 噪音計最大值	 	

（三）隔音措施	

1.	每回實驗，開關窗戶人員在關窗戶時都必須完全關閉窗戶；打開窗戶時，必須

開至固定位置，以確保每回開關窗戶的程度皆為一致。由於家中有養貓，窗戶原

本就有設置木條以阻隔窗戶開放程度，實驗目的是想了解日常生活狀態下的噪音

影響，因此就以平常狀態進行實驗。	

照片7：		 	 照片8：	 	 	 照片9：		
弟弟關窗戶	 	 弟弟開窗戶	 	 	 窗戶開啟程度	

第	 	頁	/	共	 	頁3 27



2.	鋪設隔音棉時，盡可能保持平整，每次實驗都鋪設在固定位置。由於需要多次

重複鋪設及取下，以萬用黏土代替既有背膠來固定隔音棉。	

3.	隔音棉的鋪設位置固定於鋼琴背面牆壁、鋼琴下方地板。	

照片10：	 	 	 	 	 照片11：	 	
鋪設隔音棉	 	 	 	 	 完成舖設隔音棉	

4.	黏貼隔音膠條時，由於需要多次重複鋪設及取下，同樣以萬用黏土代替既有背

膠，將隔音膠條固定於門框上下。因原本的居家大門已自有膠條，四周都貼上膠

條的話，則無法緊閉大門。觀察後，發現門框上下的原有膠條較薄，因此選擇補

強於門框上下側。	

照片12：	 	 	 	 	 照片13：	
將隔音膠條固定於門框上側	 	 	 將隔音膠條固定於門框下側	

（四）實驗步驟	

為了讓實驗流程更為順暢，將八項實驗的順序調整如下：	

1.	無隔音措施（實驗一）	

2.	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實驗二）	

3.	關窗戶加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實驗五）	

4.	使用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三）	

5.	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六）	

6.	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關窗戶，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八）	

7.	使用隔音膠條加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七）	

8.	使用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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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實驗步驟如下：	

步驟1：測量屋內外的背景值	

步驟2：進行實驗一（無隔音措施）	

步驟3：關窗戶	

步驟4：進行實驗二（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步驟5：鋪設隔音棉	

步驟6：進行實驗五（關窗戶加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步驟7：開窗戶	

步驟8：進行實驗三（使用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	

步驟9：黏貼隔音膠條	

步驟10：進行實驗六（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步驟11：關窗戶	

步驟12：進行實驗八（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關窗戶，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步驟13：取下隔音棉	

步驟14：進行實驗七（使用隔音膠條加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步驟15：開窗戶	

步驟16：進行實驗四（使用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肆、研究結果 

一、十四回實驗數值與研究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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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第一回：2021/10/23	16:00-16:30	小雨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4.2 66.6

實驗一 58.1 77.8 19.7 66.2 67.8 1.6 10.0 18.1

實驗二 67.1 83.2 16.1 64.5 66.8 2.3 16.4 13.8

實驗三 63.6 82.1 18.5 64.4 70.3 5.9 11.8 12.6

實驗四 67.8 81.1 13.3 66.1 72.2 6.1 8.9 7.2

實驗五 62.2 79.9 17.7 63.4 64.9 1.5 15.0 16.2

實驗六 63.3 83.2 19.9 63.9 69.4 5.5 13.8 14.4

實驗七 65.9 82.6 16.7 64.0 70.8 6.8 11.8 9.9

實驗八 61.1 81.4 20.3 63.6 68.6 5.0 12.8 15.3

日誌
1. 在屋外量測的實驗前後差異值（欄位F）不大，會不會是下雨天的關係？	
2. 比較屋內外實驗後差異（欄位G）發現，只關窗戶是效果最好的措施，是不是多
重隔音措施不見得會帶來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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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第二回：2021/10/24	11:00-11:30	雨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9.4 69.8

實驗一 65.7 86.3 20.6 68.0 69.0 1.0 17.3 19.6

實驗二 64.4 86.7 22.3 66.7 67.7 1.0 19.0 21.3

實驗三 64.4 79.2 14.8 66.1 68.0 1.9 11.2 12.9

實驗四 67.2 80.8 13.6 67.5 66.8 -0.7 14.0 14.3

實驗五 67.7 80.7 13.0 68.7 69.7 1.0 11.0 12.0

實驗六 66.1 79.4 13.3 64.9 66.8 1.9 12.6 11.4

實驗七 62.1 86.2 24.1 70.0 67.7 -2.3 18.5 26.4

實驗八 68.5 80.9 12.4 64.7 66.2 1.5 14.7 10.9

日誌 1. 和前次實驗結果雷同，在屋外量測的差異值（欄位F）不大，或許製造更大的聲
音效果試試看。

表格3：	
第三回：2021/10/25	17:00-17:30	小雨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7.9 65.8

實驗一 67.9 87.0 19.1 65.8 69.8 4.0 17.2 15.1

實驗二 69.2 90.1 20.9 65.2 64.8 -0.4 25.3 21.3

實驗三 70.8 90.7 19.9 64.1 69.2 5.1 21.5 14.8

實驗四 65.1 89.0 23.9 65.1 68.3 3.2 20.7 20.7

實驗五 65.7 91.2 25.5 64.8 68.2 3.4 23.0 22.1

實驗六 64.7 88.4 23.7 65.8 67.8 2.0 20.6 21.7

實驗七 66.4 91.7 25.3 64.8 67.4 2.6 24.3 22.7

實驗八 70.1 90.2 20.1 64.8 67.3 2.6 22.9 17.6

日誌
1. 這次實驗開始使用另一段可以製造更大聲音的旋律，屋內分貝已達87~91.7，但
屋外實驗前後的差異（欄位F）依然不顯著。是否仍是因為下雨造成背景值較大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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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第四回：2021/10/26	20:00-20:30	晴時多雲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51.0 51.2

實驗一 65.0 89.7 24.7 59.0 65.0 6.0 24.7 18.7

實驗二 64.4 93.9 29.5 52.4 58.6 6.2 35.3 23.3

實驗三 66.1 89.4 23.3 54.7 62.6 7.9 26.9 15.5

實驗四 65.6 88.7 23.1 53.5 61.8 8.3 26.9 14.8

實驗五 65.7 89.2 23.5 56.6 62.2 5.7 27.0 17.9

實驗六 63.9 93.4 29.5 53.8 59.4 5.6 34.0 23.9

實驗七 64.6 90.4 25.8 51.3 59.8 8.5 30.6 17.3

實驗八 65.6 88.6 23.0 52.5 58.3 5.8 30.3 17.2

日誌

1. 實驗時，由於屋內屋外見不到彼此，屋外量測人員只能透過聲音的變化來量測
數值。遇有疑慮，在實驗參與人員的同意下進行重測，唯所測數值皆保留，取
其平均。	

2. 實驗一，屋內人員認為換了旋律後的實驗聲音仍不夠大聲，要求盡可能製造90
分貝左右的音量，因而在同一實驗中彈了兩次旋律，因此有兩個屋內數值。	

3. 實驗三和實驗五，理由實驗一，但屋外人員同步重測兩次數值。

表格5：	
第五回：2021/10/27	19:30-20:00	晴時多雲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6.7 52.3

實驗一 66.1 90.6 24.5 57.2 64.7 7.5 25.9 17.0

實驗二 61.5 89.3 27.8 57.2 64.4 7.2 25.0 20.6

實驗三 63.7 88.8 25.1 55.2 69.0 13.8 19.8 11.3

實驗四 69.5 94.3 24.8 58.2 68.9 10.7 25.4 14.1

實驗五 64.4 87.5 23.1 55.7 65.0 9.3 22.5 13.8

實驗六 63.0 87.5 24.5 53.5 68.6 15.1 18.9 9.4

實驗七 64.5 87.1 22.6 54.9 67.7 12.8 19.4 9.8

實驗八 65.4 89.1 23.7 54.3 64.9 10.6 24.2 13.1

日誌

1. 實驗二，屋外人員表示希望在關上門後能間隔五秒後再開始實驗，並拉長實驗
聲音時間，以確保有足夠時間能進行量測。故重測數值。	

2. 實驗五，屋內人員認為實驗聲音偏小（87.1），與前兩次（90以上）有落差，因
而在同一實驗中彈了兩次旋律，因此有兩個屋內數值。	

3. 實驗八，量測時室內有其他聲響，不確定是否會影響數值，故在同一實驗中再
彈一次旋律，因此有兩個屋內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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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	
第六回：2021/10/28	19:30-20:00	晴時多雲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3.2 52.0

實驗一 69.5 90.9 21.4 51.4 66.8 15.4 24.1 6.0

實驗二 65.5 93.3 27.8 51.5 66.7 15.2 26.6 12.6

實驗三 67.0 91.9 24.9 54.8 67.4 12.6 24.5 12.3

實驗四 60.7 92.1 31.4 54.3 68.6 14.3 23.5 17.1

實驗五 63.4 90.4 27.0 52.3 68.0 15.7 22.4 11.3

實驗六 63.7 93.2 29.5 51.9 67.8 15.9 25.4 13.6

實驗七 64.3 92.2 28.0 53.3 64.0 10.7 28.2 17.3

實驗八 64.6 93.9 29.3 52.1 64.4 12.3 29.5 17.0

日誌 1. 實驗七，開門時發現膠條前段脫落，故重測數值。

表格7：	
第七回：2021/10/29	19:30-20:00	陰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4.7 52.3

實驗一 67.0 88.7 21.7 52.3 68.6 16.3 20.1 5.4

實驗二 66.0 88.6 22.6 52.5 66.8 14.3 21.8 8.3

實驗三 66.5 89.2 22.7 53.3 69.2 15.9 20.0 6.8

實驗四 64.4 88.9 24.5 52.1 69.7 17.6 19.2 6.9

實驗五 60.0 87.0 27.0 51.8 66.7 14.9 20.3 12.1

實驗六 66.7 88.1 21.4 53.8 68.2 14.4 19.9 7.0

實驗七 66.6 90.2 23.6 54.4 68.7 14.3 21.5 9.3

實驗八 63.5 88.9 25.4 51.7 67.0 15.3 21.9 10.1

日誌
1. 屋外人員忘了量測初始背景值，以實驗一的實驗前數值代替，故將數值以斜體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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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8：	
第八回：2021/10/30	16:00-16:30	陰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1.0 55.8

實驗一 62.3 87.1 24.8 55.8 68.7 12.9 18.4 11.9

實驗二 65.0 86.6 21.6 52.8 67.1 14.3 19.5 7.3

實驗三 64.2 87.6 23.4 55.6 70.2 14.6 17.4 8.8

實驗四 65.0 88.1 23.1 52.2 66.8 14.6 21.3 8.5

實驗五 64.7 86.8 22.1 55.7 69.9 14.2 16.9 7.9

實驗六 65.6 88.0 22.4 54.9 66.3 11.4 21.7 11.0

實驗七 64.2 88.0 23.8 52.3 62.2 9.9 25.8 13.9

實驗八 64.9 87.7 22.8 54.4 65.8 11.4 21.9 11.4

日誌

1. 接連幾日沒有下雨，在實驗時發現，在沒有下雨時，屋外的背景環境值（欄位

C）多半落在	51~55	，相較於下雨時（第一回～第三回），實驗前的數值落	63	
以上。	

2. 屋內實驗前的背景值（欄位A）卻差異不大，數值約在	60~69。	
3. 屋外人員忘了量測初始背景值，以實驗一的實驗前數值代替，故將數值以斜體
表示。

表格9：	
第九回：2021/10/31	19:30-20:00	晴時多雲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7.8 56.4

實驗一 67.5 87.6 20.1 56.1 67.4 11.3 20.2 8.8

實驗二 67.0 88.6 21.6 55.8 65.6 9.8 23.0 11.8

實驗三 67.3 88.7 21.4 54.3 67.1 12.8 21.6 8.6

實驗四 65.5 88.8 23.3 54.5 68.2 13.7 20.6 9.6

實驗五 69.4 89.4 20.0 54.8 66.9 12.1 22.5 7.9

實驗六 67.4 89.5 22.1 54.8 67.2 12.4 22.3 9.7

實驗七 64.6 88.5 23.9 52.7 68.7 16.0 19.8 7.9

實驗八 64.4 88.4 24.0 53.3 65.8 12.5 22.6 11.5

日誌
1. 經過多日實驗，熟能生巧，實驗人員對於自己負責的內容越來越上手，流程順
暢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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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0：	
第十回：2021/11/1	19:30-20:00	晴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4.9 53.3

實驗一 68.9 86.8 17.9 53.3 68.2 14.9 18.6 3.0

實驗二 65.2 88.4 23.2 54.1 67.7 13.6 20.7 9.6

實驗三 66.6 86.8 20.2 53.8 68.2 14.4 18.6 5.8

實驗四 65.8 88.9 23.1 54.3 71.6 17.3 17.3 5.8

實驗五 66.3 89.9 23.6 52.7 66.5 13.8 23.4 9.8

實驗六 65.3 90.0 24.7 53.8 69.0 15.2 21.0 9.5

實驗七 65.8 89.0 23.2 52.5 70.2 17.7 18.8 5.5

實驗八 68.2 89.8 21.6 52.3 67.0 14.7 22.8 6.9

日誌
1. 屋外人員忘了量測初始背景值，以實驗一的實驗前數值代替，故將數值以斜體
表示。

表格11：	
第十一回：2021/11/2	20:00-20:30	晴時多雲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5.3 51.1

實驗一 65.5 89.2 23.7 51.1 66.6 15.5 22.6 8.2

實驗二 67.6 88.9 21.3 52.7 64.6 11.9 24.3 9.4

實驗三 65.9 88.1 22.2 51.2 66.8 15.6 21.3 6.6

實驗四 65.7 89.1 23.5 50.8 68.2 17.4 20.9 6.1

實驗五 68.4 89.6 21.2 50.6 64.5 13.9 25.1 7.3

實驗六 64.4 89.2 24.8 51.7 64.7 13.0 24.5 11.8

實驗七 64.4 88.5 24.1 50.3 65.8 15.5 22.7 8.6

實驗八 65.5 89.7 24.2 52.5 65.2 12.7 24.5 11.5

日誌
1. 屋外人員又忘了量測初始背景值，以實驗一的實驗前數值代替，故將數值以斜
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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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2：	
第十二回：2021/11/3	19:40-20:00	晴時多雲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50.4 52.6

實驗一 64.0 87.9 23.9 52.6 67.9 15.3 20.0 8.6

實驗二 64.3 88.9 24.6 52.7 65.9 13.2 23.0 11.4

實驗三 66.8 87.3 20.5 51.3 68.2 16.9 19.1 3.6

實驗四 64.8 87.4 22.6 53.2 67.5 14.3 19.9 8.3

實驗五 63.6 89.4 25.8 51.9 66.8 14.9 22.6 10.9

實驗六 66.9 88.8 21.9 51.9 67.5 15.6 21.3 6.3

實驗七 62.3 87.4 25.1 52.1 67.8 15.7 19.6 9.4

實驗八 62.2 89.3 27.1 50.9 66.8 15.9 22.5 11.2

日誌
1. 屋外人員還是忘了量測初始背景值，以實驗一的實驗前數值代替，故將數值以
斜體表示。

表格13：	
第十三回：2021/11/4	19:40-20:00	陰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1.5 51.4

實驗一 63.9 89.9 26.0 51.4 66.7 15.3 23.2 10.7

實驗二 65.1 91.2 26.1 50.9 66.0 15.1 25.2 11.0

實驗三 65.2 88.4 23.2 51.9 67.2 15.3 21.2 7.9

實驗四 64.5 89.5 25.0 51.6 67.4 15.8 22.1 9.2

實驗五 63.8 89.8 26.0 51.4 65.8 14.4 24.0 11.6

實驗六 63.7 90.5 26.8 51.5 67.5 16.0 23.0 10.8

實驗七 63.0 92.6 29.6 51.4 66.7 15.3 25.9 14.3

實驗八 63.6 87.2 23.6 50.7 65.5 14.8 21.7 8.8

日誌

1. 屋外人員再度忘了量測初始背景值，以實驗一的實驗前數值代替，故將數值以
斜體表示。我們疑惑地詢問爸爸為什麼總是忘記，才發現他認為沒有必要特地
量測初始值，因為每次實驗前都會再量一次，我覺得似乎也有道理。但實驗流
程既然有包含這個步驟，還是請爸爸下次要記得測量。	

2. 實驗二，實驗時有其他聲音干擾，故在同一實驗中再彈一次旋律，因此有兩個
屋內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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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4：	
第十四回：2021/11/5	19:50-20:10	晴時多雲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差異	

H	
=E-F

背景值 61.4 53.0

實驗一 62.0 87.1 25.1 52.1 67.7 15.6 19.4 9.5

實驗二 65.0 87.4 22.4 52.4 66.4 14.0 21.0 8.4

實驗三 64.1 88.0 23.9 52.3 69.4 17.1 18.6 6.8

實驗四 63.7 87.8 24.1 51.2 68.4 17.2 19.4 6.9

實驗五 58.8 89.3 30.5 51.2 67.2 16.0 22.1 14.5

實驗六 64.5 88.4 23.9 53.8 69.2 15.4 19.2 8.5

實驗七 56.7 87.7 31.0 52.6 66.7 14.1 21.0 16.9

實驗八 57.8 87.7 29.9 52.9 67.9 15.0 19.8 14.9

日誌 1. 最後一次實驗，順利完成。



二、實驗數據整理	

（一）比較十四回屋內及屋外的實驗前數值（欄位A及欄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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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5：屋內實驗前（欄位A）及屋外實驗前（欄位C）

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平均
值

背景值 64.2 69.4 67.9 51.0 66.7 63.2 64.7 61.0 67.8 64.9 65.3 50.4 61.5 61.4 62.81

實驗一 58.1 65.7 67.9 65.0 66.1 69.5 67.0 62.3 67.5 68.9 65.5 64.0 63.9 62.0 65.24

實驗二 67.1 64.4 69.2 64.4 61.5 65.5 66.0 65.0 67.0 65.2 67.6 64.3 65.1 65.0 65.52

實驗三 63.6 64.4 70.8 66.1 63.7 67.0 66.5 64.2 67.3 66.6 65.9 66.8 65.2 64.1 65.87

實驗四 67.8 67.2 65.1 65.6 69.5 60.7 64.4 65.0 65.5 65.8 65.7 64.8 64.5 63.7 65.38

實驗五 62.2 67.7 65.7 65.7 64.4 63.4 60.0 64.7 69.4 66.3 68.4 63.6 63.8 58.8 64.58

實驗六 63.3 66.1 64.7 63.9 63.0 63.7 66.7 65.6 67.4 65.3 64.4 66.9 63.7 64.5 64.94

實驗七 65.9 62.1 66.4 64.6 64.5 64.3 66.6 64.2 64.6 65.8 64.4 62.3 63.0 56.7 63.95

實驗八 61.1 68.5 70.1 65.6 65.4 64.6 63.5 64.9 64.4 68.2 65.5 62.2 63.6 57.8 64.67

平均值 63.7 66.2 67.5 63.5 65.0 64.7 65.0 64.1 66.8 66.3 65.9 62.8 63.8 61.6 64.77

天氣 雨 雨 雨 晴 晴 晴 陰 陰 晴 晴 晴 晴 陰 晴

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平均
值

背景值 66.6 69.8 65.8 51.2 52.3 52.0 52.3 55.8 56.4 53.3 51.1 52.6 51.4 53.0 55.97

實驗一 66.2 68.0 65.8 59.0 57.2 51.4 52.3 55.8 56.1 53.3 51.1 52.6 51.4 52.1 56.59

實驗二 64.5 66.7 65.2 52.4 57.2 51.5 52.5 52.8 55.8 54.1 52.7 52.7 50.9 52.4 55.81

實驗三 64.4 66.1 64.1 54.7 55.2 54.8 53.3 55.6 54.3 53.8 51.2 51.3 51.9 52.3 55.93

實驗四 66.1 67.5 65.1 53.5 58.2 54.3 52.1 52.2 54.5 54.3 50.8 53.2 51.6 51.2 56.04

實驗五 63.4 68.7 64.8 56.6 55.7 52.3 51.8 55.7 54.8 52.7 50.6 51.9 51.4 51.2 55.83

實驗六 63.9 64.9 65.8 53.8 53.5 51.9 53.8 54.9 54.8 53.8 51.7 51.9 51.5 53.8 55.71

實驗七 64.0 70.0 64.8 51.3 54.9 53.3 54.4 52.3 52.7 52.5 50.3 52.1 51.4 52.6 55.47

實驗八 63.6 64.7 64.8 52.5 54.3 52.1 51.7 54.4 53.3 52.3 52.5 50.9 50.7 52.9 55.05

平均值 64.7 67.4 65.1 53.9 55.4 52.6 52.7 54.4 54.7 53.3 51.3 52.1 51.4 52.4 55.82

表格16：雨天非雨天時屋內雨屋外實驗前數值平均值

雨天平均 非雨天平均

屋內實驗前（欄位A）數值 65.8 64.5

屋外實驗前（欄位C）數值 65.8 53.1



1.	屋內實驗前數值（欄位A）代表屋內的背景值，根據實驗結果整理成表格15發

現，屋內背景值在不同天氣狀態下，差異並不顯著。十四回平均值為	64.77，每

回實驗會進行	8	次以上的背景值量測，每回平均值落在	61.6	~	67.5。根據表格

16，雨天平均為	65.8，非雨天平均為	64.5，差異不明顯。	

2.	屋外實驗前數值（欄位C）代表屋外的背景值，根據實驗結果整理成表格	15	

發現，屋內背景值在不同天氣狀態下，數值有差異。十四回平均值為	55.82，每

回實驗會進行	8	次以上的背景值量測，每回平均值落在	51.4	~	67.4。根據表格	

16，雨天平均為	65.8，非雨天平均為	53.1，兩者有明顯差異，屋外的實驗前數值

在雨天時較大。	

（二）比較十四回屋外實驗後的數值（欄位D）	

						欄位D的意義：屋內產生噪音時，屋外測得的最大值。這個數值也代表著

「鄰居所聽見的聲音」，表格呈現背景值、實驗一至實驗八的十四回實驗結果以

及平均值。	

1.	欄位D的數值代表著「鄰居所聽見的聲音」，因此數值越小，代表隔音效果越

好。根據實驗結果，依照十四回實驗的平均值判斷，效果最好至最差依序如下：	

(1)	實驗二（65.65）：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2)	實驗八（65.76）：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關窗戶，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3)	實驗五（66.59）：關窗戶加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4)	實驗七（66.73）：使用隔音膠條加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5)	實驗六（67.10）：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6)	實驗一（67.49）：無隔音措施	

(7)	實驗三（68.05）：使用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8)	實驗四（68.17）：使用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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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7：屋外實驗後數值（欄位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平均
值

背景值 66.6 69.8 65.8 51.2 52.3 52.0 52.3 55.8 56.4 53.3 51.1 52.6 51.4 53.0 55.97

實驗一 67.8 69.0 69.8 65.0 64.7 66.8 68.6 68.7 67.4 68.2 66.6 67.9 66.7 67.7 67.49 6

實驗二 66.8 67.7 64.8 58.6 64.4 66.7 66.8 67.1 65.6 67.7 64.6 65.9 66.0 66.4 65.65 1

實驗三 70.3 68.0 69.2 62.6 69.0 67.4 69.2 70.2 67.1 68.2 66.8 68.2 67.2 69.4 68.05 7

實驗四 72.2 66.8 68.3 61.8 68.9 68.6 69.7 66.8 68.2 71.6 68.2 67.5 67.4 68.4 68.17 8

實驗五 64.9 69.7 68.2 62.2 65.0 68.0 66.7 69.9 66.9 66.5 64.5 66.8 65.8 67.2 66.59 3

實驗六 69.4 66.8 67.8 59.4 68.6 67.8 68.2 66.3 67.2 69.0 64.7 67.5 67.5 69.2 67.10 5

實驗七 70.8 67.7 67.4 59.8 67.7 64.0 68.7 62.2 68.7 70.2 65.8 67.8 66.7 66.7 66.73 4

實驗八 68.6 66.2 67.3 58.3 64.9 64.4 67.0 65.8 65.8 67.0 65.2 66.8 65.5 67.9 65.76 2



2.	「關窗戶」的隔音效果最好，且隔音效果最好的前三名措施都有包含「關窗

戶」。	

3.	「無隔音措施」比「單獨使用隔音棉」和「單獨使用隔音膠條」都來得好。	

4.	比較使用單一隔音措施時的效果，關窗戶（65.65）＞隔音棉（68.05）＞隔音

膠條（68.17）。	

5.	比較使用兩種隔音措施時的效果，關窗戶＋隔音棉（66.59）＞關窗戶＋隔音

膠條（66.73）＞隔音棉＋隔音膠條（67.10）。	

6.	實驗八，「關窗戶」、「隔音棉」和「隔音膠條」三種隔音措施全數使用時

的效果並不是最好的，其效果比實驗二單獨使用「關窗戶」還要差。	

7.	觀察欄位D發現，每一次實驗的數值大多落在	70	分貝以下，在總共	112	次量

測中，只有	6	次量測的最大值超過	70	分貝，最大數值為	72.2	分貝。我在《康

軒學習雜誌》中讀到，聲音若達到	70	分貝以上，就會讓人感覺不舒服，而讓人

感到不舒服的聲音就可以算是噪音。因此，即使我們在屋內製造了	80	分貝，甚

至超過	90	分貝的聲音，在屋外所量測的數值，卻大多尚未達到噪音程度。	

（三）比較十四回屋內屋外實驗後的數值（欄位G）	

						欄位G的意義：在產生噪音時，屋內最大值和屋外最大值的差異。這個數值

也代表著「練琴所產生的聲音和鄰居所聽見的聲音的差異」，表格呈現實驗一

至實驗八的十四回實驗結果以及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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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8：屋內外實驗後差異（欄位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平均
值

實驗⼀ 10.0 17.3 17.2 24.7 25.9 24.1 20.1 18.4 20.2 18.6 22.6 20.0 23.2 19.4 20.12 6

實驗⼆ 16.4 19.0 25.3 35.3 25.0 26.6 21.8 19.5 23.0 20.7 24.3 23.0 25.2 21.0 23.29 1

實驗三 11.8 11.2 21.5 26.9 19.8 24.5 20.0 17.4 21.6 18.6 21.3 19.1 21.2 18.6 19.53 8

實驗四 8.9 14.0 20.7 26.9 25.4 23.5 19.2 21.3 20.6 17.3 20.9 19.9 22.1 19.4 20.01 7

實驗五 15.0 11.0 23.0 27.0 22.5 22.4 20.3 16.9 22.5 23.4 25.1 22.6 24.0 22.1 21.27 5

實驗六 13.8 12.6 20.6 34.0 18.9 25.4 19.9 21.7 22.3 21.0 24.5 21.3 23.0 19.2 21.30 4

實驗七 11.8 18.5 24.3 30.6 19.4 28.2 21.5 25.8 19.8 18.8 22.7 19.6 25.9 21.0 21.99 3

實驗八 12.8 14.7 22.9 30.3 24.2 29.5 21.9 21.9 22.6 22.8 24.5 22.5 21.7 19.8 22.29 2



1.	欄位G的數值代表著「在屋內產生的聲音和鄰居所聽見的聲音的差異」，因此

數值越大，代表屋內所產生的聲音比屋外所聽見的聲音差異程度越大，也就是

隔音效果越好。根據實驗結果，依照十四回實驗的平均值判斷，效果最好至最

差依序如下：	

(1)	實驗二（23.29）：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2)	實驗八（22.29）：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關窗戶，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3)	實驗七（21.99）：使用隔音膠條加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4)	實驗六（21.30）：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5)	實驗五（21.27）：關窗戶加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6)	實驗一（20.12）：無隔音措施	

(7)	實驗四（20.01）：使用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8)	實驗三（19.53）：使用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2.	「關窗戶」的隔音效果最好，且隔音效果最好的前三名措施都有包含「關窗

戶」。	

3.	「無隔音措施」比「單獨使用隔音棉」和「單獨使用隔音膠條」都來得好。	

4.	比較使用單一隔音措施時的效果，關窗戶（23.29）＞隔音膠條（20.01）＞隔

音棉（19.53）。	

5.	比較使用兩種隔音措施時的效果，關窗戶＋隔音膠條（21.99）＞隔音棉＋隔

音膠條（21.30）＞關窗戶＋隔音棉（21.27）。	

6.	實驗八，「關窗戶」、「隔音棉」和「隔音膠條」三種隔音措施全數使用時

的效果並不是最好的，其效果比實驗二單獨使用「關窗戶」差。	

（四）比較十四回屋內屋外實驗前後差異值的差異（欄位H）	

						欄位H的意義：產生噪音前後的屋內差異值與屋外差異值比較，比較「屋內

在產生噪音前後的差異」與「屋外在產生噪音前後的差異」。這個數值也代表

著「練琴前後，在屋內所感受的聲音差異和鄰居所聽見的聲音差異，這兩者的

差異」，表格呈現實驗一至實驗八的十四回實驗結果以及平均值。	

1.	欄位H的數值代表著「產生噪音前後，在屋內所感受的聲音差異和鄰居所聽見

的聲音差異，這兩者的差異」，因此數值越大，代表屋內所感受的聲音差異比

屋外所聽見的聲音差異來得大，差異程度越大，數值越大，也就是隔音效果越

好。根據實驗結果，效果最好至最差依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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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二（13.58）：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2)	實驗七（13.51）：使用隔音膠條加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3)	實驗八（12.66）：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關窗戶，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4)	實驗五（12.51）：關窗戶加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5)	實驗六（12.07）：使用隔音棉加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6)	實驗一（11.47）：無隔音措施	

(7)	實驗四（10.68）：使用隔音膠條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8)	實驗三（9.59）：使用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2.	「關窗戶」的隔音效果最好，且隔音效果最好的前三名措施都有包含「關窗

戶」。	

3.	「無隔音措施」比「單獨使用隔音棉」和「單獨使用隔音膠條」都來得好。	

4.	比較使用單一隔音措施時的效果，關窗戶（13.58）＞隔音膠條（10.68）＞隔

音棉（9.59）。	

5.	比較使用兩種隔音措施時的效果，關窗戶＋隔音膠條（13.51）＞關窗戶＋隔

音棉（12.51）＞隔音棉＋隔音膠條（12.07）。	

6.	實驗八，「關窗戶」、「隔音棉」和「隔音膠條」三種隔音措施全數使用時

的效果並不是最好的，其效果比實驗二單獨使用「關窗戶」差，也比實驗七

「關窗戶＋隔音膠條」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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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9：屋內屋外實驗前後的差異（欄位H）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平均
值

實驗一 18.1 19.6 15.1 18.7 17.0 6.0 5.4 11.9 8.8 3.0 8.2 8.6 10.7 9.5 11.47 6

實驗二 13.8 21.3 21.3 23.3 20.6 12.6 8.3 7.3 11.8 9.6 9.4 11.4 11.0 8.4 13.58 1

實驗三 12.6 12.9 14.8 15.5 11.3 12.3 6.8 8.8 8.6 5.8 6.6 3.6 7.9 6.8 9.59 8

實驗四 7.2 14.3 20.7 14.8 14.1 17.1 6.9 8.5 9.6 5.8 6.1 8.3 9.2 6.9 10.68 7

實驗五 16.2 12.0 22.1 17.9 13.8 11.3 12.1 7.9 7.9 9.8 7.3 10.9 11.6 14.5 12.51 4

實驗六 14.4 11.4 21.7 23.9 9.4 13.6 7.0 11.0 9.7 9.5 11.8 6.3 10.8 8.5 12.07 5

實驗七 9.9 26.4 22.7 17.3 9.8 17.3 9.3 13.9 7.9 5.5 8.6 9.4 14.3 16.9 13.51 2

實驗八 15.3 10.9 17.6 17.2 13.1 17.0 10.1 11.4 11.5 6.9 11.5 11.2 8.8 14.9 12.66 3



（伍）比較十四回屋內屋外實驗前後差異值（欄位E、欄位F）	

1.	雨天時，屋外實驗前後差異值（欄位F）數值小，平均數值落在	0.97	~	4.30。	

2.	非雨天時，例如：晴天、晴時多雲、陰天時，屋外實驗前後差異值（欄位F）

數值比較大，平均數值落在	12.08	~	14.52。	

伍、討論 

一、不同天氣下的背景值	

						根據表格15，屋內的實驗前數值（欄位A）平均值，在下雨時是	65.8，在非下雨時

是	64.5，不同天氣下的屋內背景值差異不大。然而，屋外的實驗前數值平均值，在下雨

時是	65.8，在非下雨時是	53.1，不同天氣下的屋外背景值差異相對明顯，在雨天時數值

較大。我覺得是因為屋內的背景值大於此次實驗期間的下雨聲。若是雷陣雨或豪大雨，

推測室內實驗前的背景值就會較原有數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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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0：屋內實驗前後差異（屋內欄位E）及屋外實驗前後差異（欄位F）

E 1 2 3 雨天	
平均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非雨	

平均
平均
值

天氣 雨 雨 雨 雨天 晴 晴 晴 陰 陰 晴 晴 晴 晴 陰 晴 非雨

實驗一 19.7 20.6 19.1 19.80 24.7 24.5 21.4 21.7 24.8 20.1 17.9 23.7 23.9 26.0 25.1 23.07 22.37

實驗二 16.1 22.3 20.9 19.77 29.5 27.8 27.8 22.6 21.6 21.6 23.2 21.3 24.6 26.1 22.4 24.41 23.41

實驗三 18.5 14.8 19.9 17.73 23.3 25.1 24.9 22.7 23.4 21.4 20.2 22.2 20.5 23.2 23.9 22.80 21.71

實驗四 13.3 13.6 23.9 16.93 23.1 24.8 31.4 24.5 23.1 23.3 23.1 23.5 22.6 25.0 24.1 24.40 22.80

實驗五 17.7 13.0 25.5 18.73 23.5 23.1 27.0 27.0 22.1 20.0 23.6 21.2 25.8 26.0 30.5 24.52 23.28

實驗六 19.9 13.3 23.7 18.97 29.5 24.5 29.5 21.4 22.4 22.1 24.7 24.8 21.9 26.8 23.9 24.68 23.46

實驗七 16.7 24.1 25.3 22.02 25.8 22.6 28.0 23.6 23.8 23.9 23.2 24.1 25.1 29.6 31.0 25.51 24.76

實驗八 20.3 12.4 20.1 17.60 23.0 23.7 29.3 25.4 22.8 24.0 21.6 24.2 27.1 23.6 29.9 24.96 23.38

F 1 2 3 雨天	
平均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非雨	

平均
平均
值

實驗一 1.6 1.0 4.0 2.20 6.0 7.5 15.4 16.3 12.9 11.3 14.9 15.5 15.3 15.3 15.6 13.27 10.90

實驗二 2.3 1.0 -0.4 0.97 6.2 7.2 15.2 14.3 14.3 9.8 13.6 11.9 13.2 13.2 14.0 12.08 9.70

實驗三 5.9 1.9 5.1 4.30 7.9 13.8 12.6 15.9 14.6 12.8 14.4 15.6 16.9 16.9 17.1 14.40 12.24

實驗四 6.1 -0.7 3.2 2.87 8.3 10.7 14.3 17.6 14.6 13.7 17.3 17.4 14.3 14.3 17.2 14.52 12.02

實驗五 1.5 1.0 3.4 1.97 5.7 9.3 15.7 14.9 14.2 12.1 13.8 13.9 14.9 14.9 16.0 13.21 10.80

實驗六 5.5 1.9 2.0 3.13 5.6 15.1 15.9 14.4 11.4 12.4 15.2 13.0 15.6 15.6 15.4 13.60 11.36

實驗七 6.8 -2.3 2.6 2.37 8.5 12.8 10.7 14.3 9.9 16.0 17.7 15.5 15.7 15.7 14.1 13.72 11.29

實驗八 5.0 1.5 2.6 3.02 5.8 10.6 12.3 15.3 11.4 12.5 14.7 12.7 15.9 15.9 15.0 12.92 10.80



二、用來判斷隔音措施成效的三個數值	

						根據表格17、表格18、表格19的結果，以	1.	比較屋外實驗後的數值（欄位D）、2.	

比較屋內屋外實驗後的數值（欄位G）、3.	比較屋內屋外實驗前後差異值的差異（欄位

H），這三種數值來判斷隔音措施的成效。第一種，屋外實驗後的數值，欄位D，數值

越小代表隔音效果越好；第二種，屋內屋外實驗後的數值，欄位G，差異越大代表隔音

效果越好；第三種，實驗前後，屋內屋外差異值的差異，欄位H，差異越大代表隔音效

果越好。	

三、比較單一隔音措施	

（一）根據表格17、表格18、表格19的結果，比較單一隔音措施時，	

1.	表格17：比較欄位D屋外實驗後數值（越小效果越好，依效果排序）：	

關窗戶（65.65）＞隔音棉（68.05）＞隔音膠條（68.17）	

2.	表格18：比較欄位G屋內屋外實驗後數值（越大效果越好，依效果排序）：	

關窗戶（23.29）＞隔音膠條（20.01）＞隔音棉（19.53）	

3.	表格19：比較欄位H實驗前後屋內屋外差異值的差異（越大效果越好，依效果

排序）：	

關窗戶（13.58）＞隔音膠條（10.68）＞隔音棉（9.59）	

（二）比較單一隔音措施時，	

第一名都是關窗戶，但隔音膠條和隔音棉則互有勝負，無法透過此次實驗分出高

下。推測原因是，我們家的窗戶是氣密窗，隔音效果良好，如果是普通窗戶，就

不一定有此結果。	

四、比較兩種隔音措施	

（一）根據表格17、表格18、表格19的結果，比較兩種隔音措施時，	

1.	表格17：比較欄位D屋外實驗後數值（越小效果越好，依效果排序）：	

關窗戶+隔音棉（66.59）＞關窗戶+隔音膠條（66.73）＞隔音棉+隔音膠條

（67.10）。	

2.	表格18：比較欄位G屋內屋外實驗後數值（越大效果越好，依效果排序）：	

關窗戶+隔音膠條（21.99）＞隔音棉+隔音膠條（21.30）＞關窗戶+隔音棉

（21.27）。	

3.	表格19：比較欄位H實驗前後屋內屋外差異值的差異（越大效果越好，依效果

排序）：	

關窗戶+隔音膠條（13.51）＞關窗戶+隔音棉（12.51）＞隔音棉+隔音膠條

（12.07）。	

（二）比較兩種隔音措施時，	

第一名的組合都有關窗戶，但兩兩一組的搭配則沒有絕對突出的組合。合併單一

隔音措施的結果，我的推測是「關窗戶」的效果明顯最好，但「隔音棉」和「隔

音膠條」的隔音效果較小且兩者的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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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較所有隔音措施	

（一）根據表格17、表格18、表格19的結果，隔音效果最好的措施都是「關窗戶」，而

且隔音效果最好的前三名措施都有包含「關窗戶」，所以「單獨使用關窗戶」是本實驗

中最佳的隔音措施。	

（二）根據表格17、表格18、表格19的結果，「無隔音措施」比「單獨使用隔音棉」和

「單獨使用隔音膠條」的效果都來得好。推測可能的原因是，家中大門的隔音效果已經

比「單獨使用隔音棉」和「單獨使用隔音膠條」都來得好。	

（三）根據表格17、表格18、表格19的結果，「關窗戶」「隔音棉」和「隔音膠條」三

種隔音措施全數使用時的效果並不是最好的，都比單獨使用「關窗戶」來得差。我覺得

是因為「關窗戶」本身的效果大於「隔音棉」，也大於「隔音膠條」，因此，「隔音棉」

和「隔音膠條」的加入，並不能使隔音效果更好。	

六、天氣對噪音的影響	

						根據表格20，得知雨天時，屋外實驗前後差異值（欄位F）數值小，平均數值落在	

0.97	~	4.30，代表在屋外所聽見的下雨聲幾乎蓋過了彈鋼琴所產生的聲音。	

七、第二次實驗的補充討論	

（一）與第一次實驗的異同	

						我利用寒假進行了第二次實驗，十回，噪音製造改以音響的最大音量來播放

固定音樂片段，並加入濕度測量，取消隔音膠條的使用，其餘維持不變，來進行

以下四個實驗：	

1.	無隔音措施（實驗一）	

2.	關窗戶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實驗二）	

3.	關窗戶加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實驗五）	

4.	使用隔音棉並測量屋內外的音量	（實驗三）	

（二）第二次實驗的收穫	

1.	從實驗結果無法明確得出濕度和聲音值的關係。	

2.	在原本的實驗中，下雨天因為背景值提高而導致噪音產生前後的差異變小，這

和加入濕度想要導出的結論會有衝突，溼度比較高，理論上聲音傳播會比較快，

但在我既有的實驗設計中，並不適合用來找出濕度與聲音值的關係，太多影響變

數沒有被控制，得出的結論就可能與濕度無關。如果想要討論濕度和聲音的關

聯，我覺得可能要採用別的實驗設計。	

3.	在第二次實驗中，有控制噪音的產生，用一致的聲音來做實驗。在這樣的條件

下，也得到了和第一次實驗相同的結論。缺點是，收音機的最大聲竟然沒有我彈

鋼琴來得大聲，沒辦法得到更顯著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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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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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回：2022/1/21	10:30~10:45	雨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63 71.9 90.9 19.0 67 68.3 71.5 3.2 19.4 15.8

實驗二 63 72.0 91.2 19.2 69 67.9 69.5 1.6 21.7 17.6

實驗五 63 71.9 91.9 20.0 69 64.5 68.3 3.8 23.6 16.2

實驗三 63 73.0 90.1 17.1 69 66.1 68.6 2.5 21.5 14.6
平均	
濕度 66

第2-2回：2022/1/22	13:40~14:00	雨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60 72.3 90.8 18.5 64 63.6 71.3 7.7 19.5 10.8

實驗二 60 69.9 93.7 23.8 66 69.8 69.8 0.0 23.9 23.8

實驗五 61 70.0 90.1 20.1 66 68.8 69.9 1.1 20.2 19.0

實驗三 61 71.1 90.0 18.9 67 68.6 70.9 2.3 19.1 16.6
平均	
濕度 63

第2-3回：2022/1/23	10:30~10:45	陰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68 71.9 90.0 18.1 74 67.2 71.1 3.9 18.9 14.2

實驗二 68 72.3 90.0 17.7 75 64.4 68.9 4.5 21.1 13.2

實驗五 69 71.4 90.2 18.8 75 64.3 68.1 3.8 22.1 15.0

實驗三 71 72.4 90.4 18.0 75 65.8 71.1 5.3 19.3 12.7
平均	
濕度 72



第	 	頁	/	共	 	頁22 27

第2-4回：2022/1/24	13:30~13:45	陰時有雨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62 68.4 90.0 21.6 64 67.3 69.6 2.3 20.4 19.3

實驗二 62 68.5 90.2 21.7 63 68.5 69.3 0.8 20.9 20.9

實驗五 63 68.5 90.1 21.6 66 66.5 69.4 2.9 20.7 18.7

實驗三 62 69.0 90.1 21.1 64 65.0 68.8 3.8 21.3 17.3
平均	
濕度 63

第2-5回：2022/1/25	13:00~13:15	陰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57 69.0 90.0 21.0 60 64.2 68.6 4.4 21.4 16.6

實驗二 57 68.0 90.7 22.7 60 64.5 67.4 2.9 23.3 19.8

實驗五 57 68.0 90.0 22.0 57 65.0 68.3 3.3 21.7 18.7

實驗三 57 68.5 90.5 22.0 58 63.7 69.1 5.4 21.4 16.6
平均	
濕度 58

第2-6回：2022/1/26	13:30~13:50	晴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67 68.3 90.2 21.9 67 59.3 66.6 7.3 23.6 14.6

實驗二 67 67.8 90.3 22.5 67 62.5 66.2 3.7 24.1 18.8

實驗五 66 67.5 90.0 22.5 68 63.8 66.2 2.4 23.8 20.1

實驗三 67 68.0 90.0 22.0 69 64.5 67.4 2.9 22.6 19.1
平均	
濕度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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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回：2022/1/27	13:15~13:30	晴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72 68.5 90.2 21.7 73 71.6 73.0 1.4 17.2 20.3

實驗二 70 66.9 90.0 23.1 77 68.3 69.5 1.2 20.5 21.9

實驗五 70 66.9 90.0 23.1 70 68.3 69.2 0.9 20.8 22.2

實驗三 70 68.0 90.1 22.1 67 68.9 71.0 2.1 19.1 20.0
平均	
濕度 71

第2-8回：2022/1/28	10:00~10:20	陰時有雨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70 65.9 90.0 24.1 71 70.2 70.7 0.5 19.3 23.6

實驗二 69 67.9 90.1 22.2 68 73.7 73.7 0.0 16.4 22.2

實驗五 66 66.9 90.2 23.3 67 73.8 73.8 0.0 16.4 23.3

實驗三 69 67.8 90.1 22.3 68 74.5 74.5 0.0 15.6 22.3
平均	
濕度 69

第2-9回：2022/1/29	09:50~10:00	雨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65 67.0 90.0 23.0 64 64.7 67.9 3.2 22.1 19.8

實驗二 64 66.8 90.7 23.9 68 64.9 67.9 3.0 22.8 20.9

實驗五 64 67.0 90.1 23.1 67 64.9 67.3 2.4 22.8 20.7

實驗三 65 67.4 90.0 22.6 65 64.8 68.8 4.0 21.2 18.6
平均	
濕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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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回：2022/1/30	10:30~10:45	雨

屋內	
濕度

屋內	
實驗前	
A

屋內	
實驗後	
B

屋內	
差異值	
E	
=B-A

屋外	
濕度

屋外	
實驗前	
C

屋外		
實驗後	
D

屋外	
差異值		
F	
=D-C

屋內外	
實驗後
差異	
G	
=B-D

屋內外	
差異值
差異	
H	
=E-F

實驗一 57 66.7 90.1 23.4 61 70.5 70.0 -0.5 20.1 23.9

實驗二 57 66.4 90.1 23.7 60 72.0 71.8 -0.2 18.3 23.9

實驗五 58 66.6 90.2 23.6 60 73.2 73.9 0.7 16.3 22.9

實驗三 58 67.0 90.0 23.0 60 74.5 75.1 0.6 14.9 22.4
平均	
濕度 59

第二次實驗：屋內實驗前（欄位A）及屋外實驗前（欄位C）

A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實驗一 71.9 72.3 71.9 68.4 69.0 68.3 68.5 65.9 67.0 66.7 68.99

實驗二 72.0 69.9 72.3 68.5 68.0 67.8 66.9 67.9 66.8 66.4 68.65

實驗五 71.9 70.0 71.4 68.5 68.0 67.5 66.9 66.9 67.0 66.6 68.47

實驗三 73.0 71.1 72.4 69.0 68.5 68.0 68.0 67.8 67.4 67.0 69.22

平均值 72.2 70.8 72.0 68.6 68.4 67.9 67.6 67.1 67.1 66.7 68.83

天氣 雨 雨 陰 陰雨 陰 晴 晴 陰雨 雨 雨

平均濕度 66 63 72 63 58 71 65 69 65 59 65

C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實驗一 68.3 63.6 67.2 67.3 64.2 59.3 71.6 70.2 64.7 70.5 66.69

實驗二 67.9 69.8 64.4 68.5 64.5 62.5 68.3 73.7 64.9 72.0 67.65

實驗五 64.5 68.8 64.3 66.5 65.0 63.8 68.3 73.8 64.9 73.2 67.31

實驗三 66.1 68.6 65.8 65.0 63.7 64.5 68.9 74.5 64.8 74.5 67.64

平均值 66.7 67.7 65.4 66.8 64.4 62.5 69.3 73.1 64.8 72.6 67.32

第二次實驗：雨天非雨天時屋內雨屋外實驗前數值平均值

雨天平均 非雨平均

屋內實驗前 68.7 69.0

屋外實驗前 68.6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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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實驗：屋外實驗後（欄位D）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排序

實驗一 71.5 71.3 71.1 69.6 68.6 66.6 73.0 70.7 67.9 70.0 70.03 3

實驗二 69.5 69.8 68.9 69.3 67.4 66.2 69.5 73.7 67.9 71.8 69.40 1

實驗五 68.3 69.9 68.1 69.4 68.3 66.2 69.2 73.8 67.3 73.9 69.44 2

實驗三 68.6 70.9 71.1 68.8 69.1 67.4 71.0 74.5 68.8 75.1 70.53 4

平均數值 69.5 70.5 69.8 69.3 68.4 66.6 70.7 73.2 68.0 72.7 69.85

平均濕度 66 63 72 63 58 67 71 69 65 59 65

第二次實驗：屋內外實驗後差異（欄位G）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排序

實驗一 19.4 19.5 18.9 20.4 21.4 23.6 17.2 19.3 22.1 20.1 20.19 3

實驗二 21.7 23.9 21.1 20.9 23.3 24.1 20.5 16.4 22.8 18.3 21.30 1

實驗五 23.6 20.2 22.1 20.7 21.7 23.8 20.8 16.4 22.8 16.3 20.84 2

實驗三 21.5 19.1 19.3 21.3 21.4 22.6 19.1 15.6 21.2 14.9 19.60 4

平均數值 21.6 20.7 20.4 20.8 22.0 23.5 19.4 16.9 22.2 17.4 20.48

平均濕度 66 63 72 63 58 67 71 69 65 59 65

第二次實驗：屋內屋外實驗前後的差異（欄位H）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排序

實驗一 15.8 10.8 14.2 19.3 16.6 14.6 20.3 23.6 19.8 23.9 17.89 4

實驗二 17.6 23.8 13.2 20.9 19.8 18.8 21.9 22.2 20.9 23.9 20.30 1

實驗五 16.2 19.0 15.0 18.7 18.7 20.1 22.2 23.3 20.7 22.9 19.68 2

實驗三 14.6 16.6 12.7 17.3 16.6 19.1 20.0 22.3 18.6 22.4 18.02 3

平均數值 16.1 17.6 13.8 19.1 17.9 18.2 21.1 22.9 20.0 23.3 18.97

平均濕度 66 63 72 63 58 67 71 69 65 59 65



陸、結論 

						根據實驗結果，隔音效果最好的措施是「關窗戶」，而且使用方便，不需要額外購

買材料或施工。	

						三種隔音措施皆使用，並非最佳的隔音措施，因為「關窗戶」本身的效果大於「隔

音棉」，也大於「隔音膠條」，因此，「隔音棉」和「隔音膠條」的加入，並不能使隔

音效果更好。	

						如果家中門窗的縫隙大，隔音效果差，才需要使用膠條來增加密閉性。	

						「無隔音措施」時的隔音效果還比使用「隔音棉」或使用「隔音膠條」的隔音效果

來得好，推測是因為大門本身的隔音效果比使用「隔音棉」或使用「隔音膠條」好。	

						最適合彈奏音樂的天氣狀況是下雨天，因為雨聲會蓋過琴聲，所以鄰居聽到的音樂

聲音也比較小。	

						因此，以目前居家條件，在一般正常練習情況下，甚至可以不用做任何隔音措施。

因為在無隔音措施下，屋外實驗後的聲音最大值數值也沒有超過	70	分貝。若擔心吵到

鄰居，或是彈奏比較澎湃激昂的樂曲時，就可以採取「關窗戶」這個最有效的隔音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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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實驗：屋內實驗前後差異（屋內欄位E）及屋外實驗前後差異（欄位F）

E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雨天 非雨天

天氣 雨 雨 陰 陰雨 陰 晴 晴 陰雨 雨 雨

實驗一 19.0 18.5 18.1 21.6 21.0 21.9 21.7 24.1 23.0 23.4 21.23 21.60 20.68

實驗二 19.2 23.8 17.7 21.7 22.7 22.5 23.1 22.2 23.9 23.7 22.05 22.42 21.50

實驗五 20.0 20.1 18.8 21.6 22.0 22.5 23.1 23.3 23.1 23.6 21.81 21.95 21.60

實驗三 17.1 18.9 18.0 21.1 22.0 22.0 22.1 22.3 22.6 23.0 20.91 20.83 21.03

平均濕度 66 63 72 63 58 67 71 69 65 59 65 64 67

F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雨天 非雨天

實驗一 3.2 7.7 3.9 2.3 4.4 7.3 1.4 0.5 3.2 -0.5 3.34 2.73 4.25

實驗二 1.6 0.0 4.5 0.8 2.9 3.7 1.2 0.0 3.0 -0.2 1.75 0.87 3.08

實驗五 3.8 1.1 3.8 2.9 3.3 2.4 0.9 0.0 2.4 0.7 2.13 1.82 2.60

實驗三 2.5 2.3 5.3 3.8 5.4 2.9 2.1 0.0 4.0 0.6 2.89 2.20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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