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大路，西拉雅大道和大學路道路噪音測試 

指導老師:莊侑哲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 4A:張峻諺 

實驗目的: 

台灣道路交通長期存在噪音問題，而噪音的定義為

讓人不適的聲音，而根據土地使用情況，行政區

域，人口分佈，在長大路，西拉雅大道和大學路的

馬路口進行噪音測量，之所以要在這三個地點進行

測量的原因，是因為長大路所在點靠近省道，大學

路由於在台南火車站後面而西拉雅大道則是在台南

科學園區，進行測量完之後，會進行噪音分析，並

且提供如何降低噪音分貝之方法 

實驗方法: 

這次的實驗用 center329 噪音計進行測量，會在早

上七點至七點半進行測量，一方面再這個時段進行

測量可以了解上班上學期間噪音的分貝數，來進行

不同程度的探討 

步驟一:用皮尺測量一公尺，三公尺，五公尺的距離 

步驟二:在一尺，三公尺，五公尺每點進行三次噪音

測量，每點進行三分鐘測量 

步驟三:測量完畢之後進行紀錄和探討道路噪音測試 

噪音對人體的影響: 

人類說話的聲音差不多在 60分貝，而在音量在 50

分貝下，對人體的影響是最小的，在這個環境當

中，人是最容易覺得舒適，注意力集中，但是當人

處在 70分貝下，人就會覺得心情煩噪，神經緊張，

無法專注，而當人長期處在 85分貝的環境當中的

話，會造成聽力受損，血壓增高，心跳加快，而嚴

重者會造成耳膜破裂等問題 

結果和探討 

經過測量計算過後長大路的噪音測量不管是在一公

尺，三公尺，五公尺的距離，都是處於 65分貝到 70 

分貝，所以符合法規 

西拉雅大道上則是在三者當中聲音最大，噪音最多

的場所，原因是由於在測量期間有機車，汽車，挖

土機，聯結車，公車和聯結車 

在大學路上測量時由於沒有車和機車等，所以和在

長大路上測量時一樣，噪音處於可接受的範圍，由

以上三種方式進行測量，可以理解為噪音的大小跟

交通工具，行人和各種機械都是息息相關的，而交

通噪音的控制是由分層控制的方式進行，從源頭，

途徑和受體入手，源頭的控制可以降低車輛的噪

音，從途徑下手可以採取屏障，綠化帶來阻隔音

源，而受體的保護則是可以安裝隔聲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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