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振動及噪音檢測方法與分析工具之發展 
王栢村1  黃國棟2  

1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2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研究生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912屏東縣內埔鄉學府路一號機械系振動噪音實驗室 
Tel：(08)7703202轉 7036   FAX：08-7740142 
E-MAIL：Wangbt@mail.npust.edu.tw

摘要 
環境噪音與振動問題日益受到重視，本文擬探討噪音與振動量測儀器及其量

測方法之應用，並建立軟體工具使量測數據能達到自動化分析之目標。首先簡介

環境噪音與振動之評估指標及其相關管制標準與規範，接著就量測儀器之選用及

檢測流程步驟作探討，依照環境噪音與振動管制標準及其對應之評估指標，發展

軟體工具，使加速量測數據處理與分析，文中分別就長時間如 24 小時監測及短
時間或固定區間監測，探討噪音與振動量測數據之表示方法及評估流程步驟，並

舉實例針對環境噪音與振動評估所需之圖表資訊作探討。所建立之量測方法與分

析工具將可提供後續從事環境振動與噪音檢測人員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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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vibration problems have increasingly drawn 
much attention. This work discusses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techniques, in particular, for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vibration. The analysis 
tool is also developed to achieve the goal for automatic data analysis. First, 
evaluation indices and control criterion for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vibration 
are briefly reviewed. Next, the implement of measurement equipment and the 
inspection procedure a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control criterion and its 
evaluation indices, the analysis tool is established to accelerate the data 
processing and presentation. This work details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and 
measured data analysis for both short and long periods of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vibration monitoring. Examples are shown to demonstrate the 
necessary figures and table to evaluate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vibration. 
The developed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analysis tools can be usefu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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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s who perform the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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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地小人稠，人口密集度高，伴隨而來的問題也多，許多的污染產生，造

成生活環境的惡化。隨著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環保意識漸漸抬頭，針對各項環

境污染開始立法規範，防止其惡化，以求維持一個乾淨舒適的環境。環境振動及

噪音污染也是其中一項，但以往卻不太受到重視，不像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早已制

定相關法規與管制標準於予控制，直到國人漸漸提高生活品質，追求更舒適之生

活環境，才驚覺此問題之嚴重性實不下於任何一種污染，因此根據國外所制定的

標準訂立相關法規，用以規範控制環境振動及噪音量。就振動與噪音兩方面來

說，國內對於環境振動方面之法規，並不像環境噪音方面完善，直至目前為止都

還未制定出如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一樣之振動管制法可供遵循，因此國人

在從事振動檢測時，通常引用國外之研究報告或是管制標準作為評估之參考。 
噪音乃是一種令人不舒服之聲音，主要是由物體振動所產生，因此振動與噪

音總是伴隨而生。假如人常時間處於噪音環境當中，會造成心理與生理上的問

題，輕則產生焦慮、失眠、工作效率降低，嚴重的話則會造成聽力的受損。振動

之傳遞不同於噪音輻射傳遞，而是利用地面來傳遞，能量隨距離的增加而衰減，

其不僅會造成人心理與生理上的危害，更會損害到建築物的主體結構。因此許多

學者紛紛投入環境振動與噪音方面之研究，分析評估環境振動與噪音對人或是建

築物的影響，以了解其產生之危害有多大。 
陳[1]所譯之振動量測中對於何謂振動、振動之來源、振動之參數、加速度

計之選擇、量測儀器之設定、量測方式與應用、環境影響因素等等，有著詳細的

說明。崔[2]則根據國內外之研究報告與相關準則，說明振動對於人類身體的影

響，介紹日本 JIS規範振動位準檢測評估之方法，並闡述工廠振動對於附近週遭
居民以及建築物之影響。謝[3]則介紹了振動感測器之原理構造、檢測信號之處

理、自然頻率之量測與辨識方法、模態測試之步驟與實例、以及利用振動信號作

為機械預知保養與故障診斷之概念。何等[4]分別探討局部振動與全身振動對於
人身體健康之影響，並對勞工從事振動作業之危害做測定與評估，提出振動作業

危害的防治辦法。崔[5]則是利用振動量測技術，建立環境振動之檢測方法，並

參照國外相關之法規準則，擬定振動管制標準之建議值以供未來環保署訂立法規

之參考。 
在噪音方面則有王等[6]提出施工機械噪音量之檢測及作業員暴露量之評

估，對裝載機、推土機以及挖土機三種機械做噪音量測，並用以計算操作員之暴

露量。Sharma et al.[7]則是探討煤礦工業噪音發散位準，對煤礦工業所使用工程
作業機具之噪音量，更是有詳細的敘述，並提出噪音源之隔離、機械噪音之控制、



工人防護裝備與允許暴露量來保護工人的健康。王等[8]探討噪音評估指標之選
用，需依量測背景情形與需求來決定所要選取之評估指標，才能正確地對量測結

果做有效之評估。Fitzgerald[9]則提出城市鐵路噪音控制量測之發展與成果，在

鐵路附近安裝一年的監控器與噪音吸收器，有效的監控與降低噪音值。Hardy[10]
提出火車乘客噪音之量測與估計，所需要之標準有噪音標準、優先噪音標準、噪

音等級以及房間標準。Bjorkman and Rylander[11]提出城市交通最大噪音位
準，來自城市交通內部實際道路之不同行駛車輛所產生之噪音，結果顯示中卡車

之噪音為城市交通中最大噪音位準。而胡[12]則對現行噪音與振動兩方面測定分

析之相關研究與規範，做一整體評估，並建議較具實質意義的指標計量關係。 
 

二、評估指標與管制標準規範 
目前國內外對於環境振動及噪音之管理控制，都有制定有相關之管制規範，

以下分別就環境振動及噪音兩方面之管制法規作一簡介說明。 

（一）環境振動 

1. ISO 2631-1[13]：人類全身振動暴露量之評估第一部分-一般要求。 
2. ISO 2631-2[14]：人類全身振動暴露量之評估第二部分-建築物內連續振動和 
衝擊引起的振動(1-80Hz)。 

3. ISO 2631-3[15]：人類全身振動暴露量之評估第三部分-人體處於 Z軸垂直方
向，頻率範圍在 0.1-0.63Hz之全身振動暴露量之評估。 

4. 振動規制法[16]：日本環境省所制定之振動管制法。 
5.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7]：規定勞工從事振動作業，每天全身與局部振動

暴露量之限制。 
6.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18]：說明在進行環境開發時，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 

（二）環境噪音 

1. 噪音規制法[19]：日本環境省所制定之噪音管制法。 
2. 噪音管制條例簡介[20]：香港對於噪音管制方面所制定之條例。 
3. 噪音管制法[21]：我國對於噪音方面所制定之管制法。 
4. 噪音管制法施行細則[22]：針對噪音管制法第 25條條文所制定。 
5. 噪音管制標準[23]：訂立各類型噪音源在各管制區及時段之限定標準。 
6.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24]：對民用航空器噪音制定管制辦法。 
7.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25]：針對各式各樣的民用航空器噪音，訂立不同

之噪音管制標準。 
8.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26]：對於居住於機場附近之居民，所制定
之飛機航空噪音防制法。 



9. 軍事機關及其所屬單位之場所工程設施及機動車輛航空器等裝備噪音管制辦

法[27]：對於各軍事單位及其所轄之設施裝備，制定之噪音管制辦法。 
10. 機動車輛噪音管制辦法[28]：對於機車產生噪音所制定之管理辦法。 
11. 汽車噪音檢驗處理辦法[29]：針對汽車產生之噪音所訂之管理方法。 
12. 易發生噪音設施設置及操作許可辦法[30]：對於容易發生噪音之設施設置地

點以及申請操作許可，所制定之法規。 
 

三、檢測準備工作 
在進行環境振動及噪音檢測之前，有兩項準備工作需完成，以利檢測工作之

順利進行。 

（一）量測儀器之選用 

由於要檢測環境振動及噪音，因此需要使用個別量測振動及噪音之儀器。在

振動方面，使用 731A地震加速度計配合 SIGLAB頻譜分析儀量測環境振動，而

在噪音方面，則使用 CEL593噪音計進行環境噪音之量測。 

（二）規劃檢測之流程步驟 

1. 調查與振動噪音源之形式與發生時間 
對於待量測地區之振動噪音源，調查其產生之形式以及發生之時間，以利後

續檢測之規劃。 
2. 附近居民對振動噪音源之反應 
針對待量測地區之居民作問卷調查，了解居民對振動噪音源之反應與其因應

作為。 
3. 選擇振動及噪音之量測地點 
於陳情人所指定之地點或振動噪音源之財產周界處，選擇三個量測點進行檢

測。量測地點需具下列之特性： 
(1) 無緩衝物，且踩踏十分堅固、堅硬之地點。 
(2) 無傾斜及凹凸之水平面地點。. 
(3) 未受到溫度、電氣、磁氣等外在條件影響之地點。 

4. 選擇檢測方式 
根據振動噪音源之形式與發生時間，選擇適合之檢測方法。其檢測方式有： 
(1) 24小時長時間監測 
(2) 短時間或固定區間監測 

5. 決定實際量測時間 
根據調查振動噪音源形式與產生時間所得之結果，決定實際量測時間。 

6. 進行環境振動及噪音之量測 
在決定之量測地點架設振動及噪音量測儀器，於振動噪音源產生時進行環境



振動及噪音之量測。由於測量儀器的不足，因此必須將量測過程分為三次，每次

量測一個地點，量測所得之結果需考量各點檢測時間的不同所產生的差異。 
7. 資料分析處理 
分別就環境振動及噪音方面所量得之數據下載做分析處理，求出我們有興趣

了解之數值，以利與管制標準做比較。 
(1) 環境振動：振動加速度位準 ( )、振動位準vaL ( )vL 、時間率振動位準 。 ( xL )

(2) 環境噪音：均能音量位準 ( )eqL 、時間率音壓位準 ( )nL 。 

8. 結果報告 
將所得之分析結果與管制標準作比較，檢查是否有超出標準，了解振動噪音

源對環境振動及噪音之影響程度。 
 

四、分析工具之發展 
通常量測環境振動及噪音所得之數據相當繁雜，造成資料後續處理時會耗費

相當多的時間。因此，利用 SIGLAB頻譜分析儀與 CEL593噪音計可將量測之數

據下載轉換成 EXCEL檔案之功能，按照所下載之 EXCEL檔案格式編寫適當之
程式，並代入環境噪音與振動管制標準及其對應之評估指標，爾後下載之數據資

料即可利用已編寫好之 EXCEL檔案進行分析處理，以達成資料處理自動化，求

得所需要之結果。此種方法不但可以大幅縮短數據資料分析處理之時間，更可以

提高運算結果之準確性。因此，在進行環境振動及噪音檢測之前，首先要建立起

檢測資料下載分析處理檔案之自動化，以快速獲得分析之結果。其進行分析工具

自動化之步驟如下： 

（一）調查量測儀器資料下載之檔案格式 

了解檢測儀器資料下載之 EXCEL檔案格式，以利後續編寫程式之用。 

（二）編寫分析處理程式 

根據所下載之 EXCEL檔案格式，分別就 24小時長時間監測與短時間或固
定區間監測兩部分，編寫計算程式，快速計算分析量測結果。 

（三）製作相關圖表 

將經由分析處理後之結果，製作相關需要之圖形表格。 

（四）代入管制標準 

查詢環境振動及噪音之管制標準，代入檔案與分析結果做比較評估。 
 

五、量測實例 



屏東縣車城鄉保力村位於國軍三軍聯合演訓基地附近，人口大約一千七百人

左右，由於演訓基地軍事演習的關係，保力村長年受到軍事演習產生之巨大振動

噪音源所影響，不但影響居民之生活品質，更影響其身體健康，造成心理與生理

上的傷害，甚至連所居住之房子也可能受到結構上的損壞。所以針對保力村進行

環境振動及噪音之檢測，並將量測結果與管制標準作比較，了解軍事演訓對於保

力村環境振動及噪音之影響程度有多大。本次檢測主要是對保力村在無軍事演習

期間，進行 8 分鐘短時間背景振動及噪音監測，圖 1 與圖 2(a)、(b)、(c)分別為
振動與噪音檢測儀器架設圖。檢測結果分為環境振動與噪音兩方面來探討： 

（一）環境振動 

在環境振動方面於保力橋進行 Z 方向垂直振動檢測，因國內尚未制定出振
動管制法，因此採用日本振動規制法之管制標準與檢測結果作比較評估。日本之

振動規制法將地區劃分為兩個區域，在此將保力村所在地區劃分為第 2 種區域
（兼供居住用之商業、工業用區域，有必要防止發生顯著振動之區域），量測時

間為日間（08:00～19:00），將量測之結果與振動管制標準作比較。結果如表 1
所示，背景振動量並未超過管制標準。圖 3為背景振動在 1/3八音頻帶之表示圖。 

（二）環境噪音 

根據國內噪音管制法裡管制區之劃分，在此將保力村劃分為第三管制區（供

工業、商業及住宅使用且需維護其住宅安寧之地區），量測時間為日間(07:00～
20:00)，分別於保力橋、保力靶場與保力國小三個地點進行量測，將檢測所得結

果與噪音管制標準作比較。結果如表 2、表 3、表 4所示，3個地點 8分鐘所檢
測得到之背景噪音均能音壓位準值(Leq)皆未超過管制標準。圖 4(a)、(b)、(c)為
背景噪音在時間域之表示圖，圖 5(a)、(b)、(c)則為背景噪音在 1/3 八音頻帶之
表示圖，圖 6(a)、(b)、(c)為背景噪音時間率音壓位準。 

 

六、結論 
環境振動及噪音對於人類的影響很大，除了有害人體健康之外，還會造成建

築物的損壞，因此逐漸受到國人的重視，陸續對於噪音污染方面訂立法規，加以

管理控制，但對於振動方面的問題，卻遲遲未能立法規範，令國內學者從事環境

振動方面之檢測研究時，都只能參考國外法規準則或是研究報告。本篇報告主要

是提供一個環境振動及噪音之檢測方法，並建構 EXCEL軟體自動化分析工具，
使檢測之數據資料經由此分析工具之分析處理，能夠快速獲得所需之結果，減少

資料分析處理之時間，並將分析結果代入環境振動及噪音之管制標準作比較評

估。目前對於環境振動及噪音方面之研究人員日益漸多，本報告期能提供後續研

究人員一個參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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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錄（圖、表） 
表 1、保力橋振動檢測值 

管制標準 日間 檢測值 
特定工場 65 48.66  
道路交通 70 48.66  

  dB 
 

表 2、保力橋噪音檢測值 

管制標準 日間 檢測值 
工廠 70 56.1 

娛樂場所 75 56.1 
擴音設施 80 56.1 

  dB(A) 
 

表 3、保力靶場噪音檢測值 

管制標準 日間 檢測值 
工廠 70 56.2 

娛樂場所 75 56.2 
擴音設施 80 56.2 

  dB(A) 
 

表 4、保力國小噪音檢測值 

管制標準 日間 檢測值 
工廠 70 56.3 

娛樂場所 75 56.3 
擴音設施 80 56.3 

  dB(A) 

 
圖 1、保力橋振動儀器架設圖 

 

 
(a)保力橋 

 



 
(b)保力靶場 

 

 
(c)保力國小 

圖 2、噪音計架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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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八音頻帶振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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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時間域之噪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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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力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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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八音頻帶噪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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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保力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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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保力國小 
              圖 6、時間率音壓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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