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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近年來資訊園區與商業區快速發展，造就全球辦公家具產量提升，

辦公環境根據後疫情時代工作者回歸職場做出相對應的改變，設計靈活

的辦公空間成為了趨勢。故本研究根據 ISO 23351-1 (2020)，對辦公家具

進行語音位準降低量測，以市售 OA辦公家具作為研究對象，透過隔間

型態改變、隔間增高以及使用吸音材料，探討其不同變因條件對語音位

準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之隔間型態可有效將指向性聲源能量阻

隔在辦公家具隔間之中，藉由背板及側板的設計降低噪音對相鄰辦公單

元之影響。而辦公家具隔間高度與語音位準降低值呈正相關，且吸音材

料之應用亦可減少噪音能量之傳遞。 

關鍵字：辦公家具、隔間型態、位準降低值、語音位準降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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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parks and 

commercial districts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global office furniture 

production. The office environment has made corresponding changes as 

workers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designing 

flexible office spaces has become a trend. Therefore,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speech level reduction of office furniture according to ISO 23351-1 (2020). 

Commercially available OA office furniture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changing the partition type, increasing the height of the partition and 

using sound-absorbing materials, th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ariable 

conditions on the pronunciation leve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partition types can effectively block directional sound source energy in office 

furniture partitions, 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noise on adjacent office units 

through the design of back panels and side panels. The height of office 

furniture partition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duction in speech level,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ound-absorbing materials can also reduce the 

transmission of noise energy. 

Keywords: Office furniture, Partition type, Level reduction, Speech level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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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辦公室環境與時俱進，ABW(Activity Based Working)活動式辦公設

計四大要素如圖 1所示，設計、感官體驗、行為強化、迭代學習，其中

設計以一個辦公空間內提供不同性能辦公區域，例如會議室、個人工作

站、沙發共同討論區…等，辦公人員根據工作需求使用，透過感官體驗

辦公人員意識專注區域與協作區域不同，使用行為隨著不同區域改變。

管理階層對員工收集定性、定量資料作為工作回饋，並經由回饋改善工

作空間，確保 ABW概念實施。 

根據統計人們一天當中有九成時間在室內度過，其中工作又占去一

半，生活品質提升促使人們逐漸注重環境舒適度、健康與工作效率，室

內環境品質 IEQ(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提及室內環境受多種條件影

響，熱舒適性、室內照明、聲環境、室內空氣品質…等。辦公空間聲環

境影響取決於辦公區域，專注工作使用高隔間辦公家具保持專注程度與

隱私，協作工作使用低隔間辦公家具保持同事間交談流暢，不同辦公區

域造成人為辦公噪音程度不同。舒適的辦公空間環境音為 50 dB，環境

音達到 50 dB以上，每增加 10 dB就會導致 1.9%的生理健康減退，每降

低 10 dB則會導致 5.4%生理健康減退(Srinivasan et al., 2023)。 

 

圖 1活動式辦公設計 

Fig. 1 Activity based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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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空間噪音包含打字聲、電話響鈴、人的語音、印表機…等，人

的語音干擾程度最高(Tang & Wong, 1998)，間歇性噪音無法被預測因此

影響甚大，為了維持舒適的辦公空間環境音，使用不同類型辦公家具改

變工作區域內聲場，噪音透過不同隔間型態隔絕聲源。 

2023-2035年全球辦公家具市場規模預測與趨勢亮點如圖 2，估計到

2035年底，全球辦公家具市場將獲得約 800億美元的收入，在預測期內

複合年增長率約 6%。市場成長主要歸因於商業房地產數量的增加，例

如 2018年出現大量商業建築，資訊科技園區與商業區快速發展也是推

動預測期內市場成長的因素。 

圖 2全球辦公家具市場規模預測 

Fig. 2 Global office furniture market overview 

資料來源：researchnester.com 

二、研究範圍 

言語溝通頻率約為 500 Hz~2k Hz，過去研究中使用吸音性能建材能

有效減緩噪音，利用多孔性吸音原理幫助辦公家具隔間內聲源吸收，噪

音隨距離逐漸消散，本研究收音範圍設定至隔間外距離聲源 2 m。綜上

所述，本研究依據 ISO 23351-1：2020 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特性作為

量測標準，主要以獨立工作者使用之辦公家具隔間以及其型態作為變

因，探討隔間高度增高、貼覆不同密度吸音棉及隔間型態改變對各頻率

之影響，實測不同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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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公家具名詞解釋 

辦公家具所指商業和企業環境中使用的功能性產品，以提高空間的

整體美學價值，同時滿足工作者的需求。可由木材、石材、金屬…等材

質製成，單一部件則可分為書桌、座椅、書櫃、隔間板…等，如圖 3共

同組合成會議室、個人工作站、沙發共同討論區。 

本研究辦公家具隔間所指辦公桌周圍隔板，隔間增高則為基礎隔板

高度，透過材料加工製作出相同造型不同高度隔板。辦公家具隔間型態

改變則是製作不同造型隔板，設置至辦公桌周圍作為不同型態。依隔板

高度及寬度裁切相同尺寸，貼覆吸音棉為辦公家具隔間內。 

   

a.Workstation with 

open ceiling 

b.Workstation with 

closed ceiling 

c.Sofa group for 

meetings 

   

d.Partially closed chair 
e.Mobile working 

booth 
f.Mobile phone booth 

圖 3辦公家具類型 

Fig. 3 Examples of furniture ensembles 

資料來源：ISO 23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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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辦公空間聲環境之影響 

開放式辦公室的聲學量測從 1970年至今，辦公空間聲環境改變許

多，其中包括更安靜的暖氣、通風與空調系統，增強帷幕玻璃並減少外

部噪音，電腦取代打字機與不同的電話鈴聲…等。 

根據文獻統計，同事談話和電話響鈴聲被認為是最容易分散注意力

的噪音源，為求良好的辦公空間環境音，需要考慮多種因素才能落實，

例如：辦公區域規劃、辦公空間吸音材使用、遮蔽系統改變環境音。辦

公區域規劃中，個人工作站之間的距離，天花板和牆壁使用吸音材，個

人工作站之間安裝隔間，以及使用聲音遮蔽系統都是常見手段，前三項

措施主要降低語音產生的聲壓，後者則使用可控制的背景噪音改變辦公

環境中帶來間歇性的噪音(Renz et al., 2018)。 

如圖 4所示，辦公聲環境中最佳改善位置可判斷於遮蔽系統聲源擺

放位置，位於工作者後方干擾程度高，工作錯誤率隨干擾程度提升，個

人工作站受環境音影響，後方噪音可優先列入改善考量。 

 

圖 4遮蔽系統安裝位置影響 

Fig. 4 Effects of the location of sound masking loud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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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靈活利用使開放式辦公室具有創造性以及不受約束的工作流

程，然而開放性會導致辦公隱私問題，語言隱私、聽覺干擾會對工作者

滿意度與生產力造成負面影響，研究指出，清晰的對話與不相關的談論

聲為工作者腦力負荷增加的主要原因。 

語音噪音的傳播是開放式辦公室聲學品質的一個主要面向，依據

ISO 3382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room acoustic parameters，提供兩

種不同理念的量測結果，第一種方法為量測 A加權聲壓位準在空間內衰

減，第二種方法著重於語音清晰度在空間內衰減。ISO 3382室內聲學參

數量測 A加權聲壓位準使用無指向性聲源，主要量測辦空空間內迴響時

間，其中辦公空間天花板為首要吸音考量，其次是牆面吸音。噪音負面

影響的科學證據愈加成熟，芬蘭新建築法規涉及對開放式辦公室聲學品

質要求，頻率 250~2k Hz最高迴響時間為 0.6秒，與聲源距離大於 8 m

時，語音清晰度 STI(Sound Transmission Index)最高允許值為 0.5。 

  

a.迴響時間 b.語音清晰度 

圖 5迴響時間及語言清晰度 

Fig. 5 Reverberation Time and Sound Transmiss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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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公空間工作環境之影響 

近年來，全球數百萬人從辦公室工作轉向在家辦公，引發了人們對

在家工作時的生產力、健康行為和幸福感的質疑。使用比較方法和數據

驅動的框架來評估家庭和辦公室工作場所，如圖 6所示，辦公室工作與

在家辦公之差異(Srivastava et al., 2024)，其中以舒適度、工作表現、幸

福感作為分析主軸，總共收集了 614份來自美國與加拿大的工作者問卷

回饋。結果表明，在辦公室工作對於工作表現有顯著提升，而在家中較

能感受到舒適度與幸福感。 

工作者普遍認為在辦公室工作的優勢在於辦公家具以及辦公設備使

用便利，兩者皆有提升辦公舒適度。工作表現中專注與工作績效差異不

大，反而是在辦公室工作心理負擔較大，容易因為壓力而產生焦慮感，

以及精神疲倦影響身體疲勞，儘管如此工作動機對於在辦公室工作者還

是有較高優勢。與家人或朋友聯繫對於在辦公室工作幸福感提升最高。 

 

圖 6工作者對工作場所感受調查 

Fig. 6 Impact of workplace design on perceiv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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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空間聲環境影響工作績效的重要因素，現有研究主要關注聲學

環境對單一視覺認知工作績效的影響。這項研究考慮多任務視覺認知工

作。選出 41位受訪者參與不同聲環境下，多任務視覺認知-行為認知實

驗，研究了不同聲源類型、聲壓位準和迴響時間對設計辦公室多任務視

覺認知表現的影響(Meng et al., 2021)。 

結果顯示如圖 7，聲源類型對不同受訪者工作表現的反應時間有顯

著影響，一般環境音下反應時間平均值為 2.838秒，音樂環境音下反應

時間平均為 2.560秒。交通噪音與空調噪音增加會顯著降低記憶精度，

交通噪音從 50 dB增加至 65 dB時，記憶經度下降 4.42%。語音迴響時

間增加有效縮短反應時間，並增加圖形記憶精度，迴響時間由 0.3秒增

加至 1.5秒，反應時間減少 0.274秒，圖形記憶精度提高 2.03%。綜上所

述，受訪者的個人特質會影響視覺認知工作，因此辦公空間環境設計直

接影響辦公室工作者的視覺認知以及工作效率。 

 

圖 7聲音環境影響視覺認知 

Fig. 7 Visual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office space 

  

 

 

 



8 

 

三、工作者對辦公空間之感受 

現有文獻表明，辦公室環境對工作者履行職責的方式以及舒適度和

健康有重大影響，少有研究探討在辦公室待的時間長短所造成的影響。

這項研究中使用來自全球 5149名工作者的資料，調查了在辦公大樓和

工作站上花費的時間對室內環境品質(IEQ)與工作績效、舒適度和健康之

間關係的影響(Rasheed et al., 2021)。 

統計在辦公空間內工作 4~8小時約佔 65%，超過 8小時佔 32.4%，

其中少於 4小時僅 2.6%。問卷調查採七分制，各項 IEQ因素當中，工

作者對辦公空間內照明的回饋分數最佳，工作 4~8小時平均分數 5.16，

超過 8小時平均分數 5.33，少於 4小時平均分數 5.21，分數皆為中上。 

工作者對辦公環境內噪音的回饋分數最差，工作 4~8小時平均分數

4.39，超過 8小時平均分數 4.34，少於 4小時平均分數 4.52，依據分數

回饋，工作者對超過 8小時工作時長噪音滿意度不佳，噪音接受度也隨

工作時長成反比。 

表 1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Table 1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五分貝法則 

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小時） A加權噪音聲壓位準 dB(A) 

8 90 

4 95 

2 100 

音量每增加五分貝，容許暴露時間減半。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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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辦公家具隔間對辦公環境噪音改善之影響，針對辦公家

具量測語音位準降低值，從相關文獻當中擷取有利於隔間聲學性能提升

之條件，詳細研究流程及步驟如圖所示。 

圖 8 研究流程圖 

Fig. 8 Flow chart for research work 

 

 

 



10 

 

一、量測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照 ISO 23351-1 (2020)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speech 

level reduction of furniture ensembles and enclosures —進行實驗室量測分

析方法之實際操作。聲功率位準是在無辦公家具以及有辦公家具兩種情

況下量測，從 125 Hz~8k Hz的 1/1倍頻帶內測得的聲功率位準差 Di，語

音位準降低值 DS,A為單一數值參量，表示在 125 Hz~8k Hz的整個頻率

範圍內，標準語音的 A加權聲功率位準的相對降低值。 

該方法適用於量測辦公家具或封閉式工作亭，量測對象為一個完整

的家具組件，使用對象因此可以獲得更好的語言隱私空間。單一組件不

列入量測範圍內，例如：桌燈、櫥櫃、書架、椅子、牆面吸音材、天花

板吸音材…等。 

二、實驗場地配置 

實驗場地位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綠建材技術服務中心聲學實驗室，

迴響室規模符合 ISO 3741 (2010) Acoustics — Determination of sound 

power levels and sound energy levels of noise sources using sound pressure 

— Precision methods for reverberation test rooms規範標準。 

迴響室內避免聲音入射直接被牆面之間以及天花板與地板反射，因

此牆面之間互不平行，天花板與地板亦同，量測過程測試件與迴響室邊

界、指向性聲源、麥克風距離均大於 1 m，並且依 ISO 3741規定測試件

的大小不超過迴響室容積的 5%，其中指向性聲源使用粉紅噪音作為能

量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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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地配置 

如圖 10所示，參照 ISO 23351-1配置為實驗變因設計基礎，指向性

聲源如同辦公人員語音發聲位置向前方釋放能量，聲源高度設定為辦公

人員坐下高度 1.2 m。辦公家具配置於迴響室架構中，距離門口最近牆

面鈍角處，實驗進行中更換實驗變因較為安全便利。 

（二）麥克風位置 

如圖 9所示，麥克風位於指向性聲源正後方，距離 2 m處收音。麥

克風收音距離根據 ISO 23351-1規範，距離 1.7 m量測為標準量測位

置，本研究將以隔間外距離聲源 2 m作為標準結果呈現。 

（三）實驗變因設計 

如圖 9所示，製作三種類型辦公家具隔間套用至 OA家具，量測辦

公家具隔間型態改變，語音降低位準(Di)與不同頻率降低值的異同以及

其顯著差異，同時量測單一類型辦公家具語音降低位準(DS,A)。 

辦公家具變因設置為隔間高度增高 0、30、60、90 cm，隔間內貼覆

三種密度吸音棉 24K、48K、96K。隔間型態 A為 OA家具原始造型，

隔間型態 B於聲源後方增設背板、隔間型態 C於聲源後方及左側增設背

板及側板。 

高度變因設置需求為增加視覺隱蔽性以及辦公人員語音隱私，貼覆

不同吸音棉吸收隔間內多餘聲能，以改善語言清晰度與辦公人員自身聽

覺受損程度，隔間外量測出噪音降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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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場地配置圖 A a.型態 A位準降低測試圖 

 

a.場地配置圖 B b.型態 B位準降低測試圖 

 

a.場地配置圖 C c.型態 C位準降低測試圖 

圖 9 三種型態測試 

Fig. 9 Three tes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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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公家具結構 

如圖 10所示，辦公家具結構主要由三項組件組成，其一於變因設

計中提及辦公家具隔間，使用木心板作為隔板材料，吸音材料使用玻璃

棉貼覆於隔間內部，兩種材料皆為 OA家具構造之延伸。 

辦公家具隔板由背板、側板、隔板組成，背板及側板隨隔間型態不

同增設，隔間無增高條件下，背板及側板高度與原 OA家具同高，高度

為 101 cm桌面高度為 71 cm，原 OA家具隔間高度即為 30 cm。 

辦公家具隔間高度增高為另外增加木心板構造作為隔板增高。隔間

型態 A隔間增高基礎，設置於原 OA家具隔間上。隔間型態 B與隔間型

態 C增高基礎，如上述先設置原 OA家具同高隔間後，以其作為基礎高

度再次增設木心板作為隔間增高。 

 

圖 10辦公家具結構 

Fig. 10 Office furnitur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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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因代號 

辦公家具隔間實驗變因透過排列組合可得出多項結果，組合繁多故

使用代號作為簡易辨別辦公家具變因情況，順序決定方式為探討辦公家

具語音位準降低值結果之重要一環，第四章結果與討論中會依序解答實

驗設計變因之邏輯。 

表 2 變因代號 

Table 2 Conditions code 

變因條件 代號說明 

有無貼覆吸音棉 
無貼覆吸音棉：N。 

有貼覆吸音棉：24K、48K、96K。 

辦公家具隔間增高 0 cm、30 cm、60 cm、90 cm 

辦公家具隔間型態 A、B、C 

麥克風收音位置 距離聲源後方：2 m 

例如：N-60B2：無貼覆吸音棉，隔間增高 60 cm，隔間型態 B 

四、辦公家具 

如圖 11-a所示，本研究使用市面常見 OA家具作為辦公家具改善基

礎（尺寸：長 166.4 cm*寬 75.2 cm*高 101 cm），隔間增高材料使用木心

板架構，OA家具為隔間型態 A，增設背板為隔間型態 B，增設背板及

側板為隔間型態 C。單一類型辦公家具根據 ISO 23351-1規範量測，透

過數據分析出，不同辦公家具隔間型態對辦公空間聲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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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00A b.N-00B c.N-00C 

   

d.N-30A e.N-30B f.N-30C 

   

g.N-60A h.N-60B i.N-60C 

   

j.N-90A k.N-90B l.N-90C 

圖 11 辦公家具 

Fig. 11 Office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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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流程 

（一）實驗前置 

本研究依照 ISO 23351-1規範製作辦公家具隔間，不違背天花板開

放式之原則，建立不同隔間型態與隔間增高作為實驗變因，實驗材料經

3D建模，開出所需數量之材料單，隔間使用木心板架構與市售不同密

度吸音棉，材料選用操作性高且市面較常使用之建材。 

（二）測試件製作 

材料製程依照實驗前置製作材料單，尺寸定長、寬，木心板加工採

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木材加工廠之圓鋸機裁切，吸音

棉加工採用美工刀與鋼尺手工切割，隔間組合為製作高度 30、60 cm隔

間，兩者堆疊組合高度 90 cm隔間進行量測。此外，吸音棉尺寸亦同，

密度 96 K吸音棉視為板料切割，與 24 K、48 K吸音棉捲不同。 

（三）實驗進行 

辦公家具第一階段量測有貼覆吸音棉之變因，使用其一吸音棉密度

作為隔間內部吸音材料，量測順序由隔間增高 0 cm依序堆疊至隔間增

高 90 cm，再次使用不同密度吸音棉作為量測結果，實驗過程隔間型態

為全部變因量測結束後更換，隔間型態全數量測完畢即完成第一階段實

驗進行。 

辦公家具第二階段量測無貼覆吸音棉之變因，其過程同第一階段順

序，差異為隔間內無吸音材料，僅依靠木心板作為隔音材料，無須更換

吸音棉，場地需將第一階段實驗殘留吸音棉清潔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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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實驗前置作業 

Fig. 12 Experiment Preparatory work 

 

 

圖 13 實驗步驟 

Fig. 13 Experiment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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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儀器說明 

表 3 實驗儀器 

Table 3 Experimental instruments 

 實驗儀器 說明 儀器照片 

聲

源

釋

放

儀

器 

指向性聲源 

（Artificial mouth） 

模擬工作者正常 

發聲之語音位準 

 

傳輸線 

（Transmission line） 
訊號傳輸功能 

 

功率放大器 

（Amplifier） 

調整音訊之聲功率

位準，並將其傳至

指向性聲源 
 

收

音

儀

器 

麥克風 

（Microphone） 

語音位準降低值 

量測之訊號接收 

 

校正器 

（Calibrator） 

以 1k Hz 94dB 

之能量進行 

麥克風校正 
 

頻譜分析儀量測系統 

（Real Time Analyzer） 

麥克風接收語音之

紀錄，以及量測數

據之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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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評估指標 

（一）位準降低值 Level Reduction（Di）（dB） 

位準降低值（Di）可以初步計算出各頻率有效降低值之分析量測位

準降低值計算如式（1）： 

Di = LW,P,1,i – LW,P,2,i （1） 

LW,P,1,i ：沒有測試件的情況下，聲源開啟時所釋放的聲功率位準 

LW,P,2,i ：有測試件的情況下，聲源開啟時所釋放的聲功率位準 

1/1倍頻帶以 i表示，P表示寬頻帶穩定噪音，聲源使用粉紅噪音。 

（二）語音位準降低值 Speech Level Reduction（DS,A）（dB） 

Di為不同頻率位準降低值，用以決定語音位準降低值 DS,A，聲功率

位準 LW,S,1,i使用表 4中給出的未加權語音標準聲功率位準，實驗釋

放的聲功率位準 LW,S,2,i由式（2）計算： 

LW,S,2,i = LW,S,1,i - Di （2） 

125 Hz~8k Hz頻率釋放之 A加權聲功率位準由式（3）計算： 

𝐿W,S,A,2 = 10 log10 [∑ 10(𝐿W,S,2,𝑖+𝐴𝑖)/107
𝑖=1 ] （3） 

Ai：1/1倍頻帶 A加權(A-weighting)值，參照表 5代入 

語音位準降低值由式（4）計算： 

DS,A = LW,S,A,1 – LW,S,A,2 （4） 

LW,S,A,1 = 68.4 dB是標準化的聲音 A加權聲功率位準。A加權聲功

率位準(A-weighted Sound Power Level)，將不同頻率 dB值，由表 5

取 A加權的頻率加權函數計算，度量單位仍為 dB（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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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未加權語音聲功率位準 

Table 4 Unweighted sound power level of genderless speech 

頻率(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LW,S,1 (dB) 60.9 65.3 69.0 63.0 55.8 49.8 44.5 

表 5頻率 A加權函數 

Table 5 Frequency A weighting function 

頻率(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A加權 dB(A) 

頻率加權函數 
-16.1 -8.6 -3.2 0 1.2 1.0 -1.1 

（三）聲功率位準 Sound Power Level（Lw）（dB） 

聲功率為單位時間內聲源量測所產生的能量。噪音量測中，聲功率

指聲源釋放所接收到的總聲功率。聲功率位準則是不同頻率中所接

收聲功率，聲功率單位為 W。 

聲功率位準以 Lw或 PWL表示： 

PWL = 𝐿𝑤 = 10 log (
𝑊

𝑊0
) 

W：聲功率 

W0：10−12𝑊 

  

 

 

 



21 

 

肆、結果與討論 

本章結果分析依照 ISO 23351-1量測標準，辦公家具隔間外距離聲

源 2 m作為討論，主要探討隔間型態、隔間高度、吸音材料使用後，聲

學性能改善結果，以及辦公家具單一組件語音位準降低值。其餘麥克風

收音點位量測結果紀錄於附錄中。 

一、隔間高度變化對位準降低值之影響 

無貼覆吸音棉，辦公家具隔間增高至 90 cm，對隔間型態 A、B、C

位準降低值之影響。指向性聲源為線性向正前方釋放能量，辦公家具隔

間高於聲源，以隔絕直接音影響辦公環境造成不必要聲響。 

如表 6~8所示，圖 15為不同型態隔間增高對比圖，辦公家具隔間

由原高度之條件增高至 90 cm時，其位準降低量隨之增加。其中隔間型

態 B、C在頻率 125 Hz噪音降低量有顯著提升，隔間型態 A則無顯著

差異。隔間型態 B、C背板設計有利於聲源後方距離 2 m噪音改善。 

N-30A位準降低量改善不佳，指向性聲源高度為 1.2 m，OA辦公家

具高度為 101 cm，隔間增高 30 cm後將指向性聲源阻擋，直接音經過反

射傳入麥克風收音，隔間型態 B與隔間型態 C增設背板改善較佳。 

綜上所述，隔間增高對低頻 125 Hz位準降低量有顯著提升。無貼

覆吸音棉吸音情況下，辦公家具隔間增高 30 cm阻擋直接音造成反射音

傳入麥克風收音，無吸音材料吸收過多聲源導致內部能量無法消散，因

此噪音改善不佳，不同隔間型態增設背板改善較佳，其中改善效果最佳

為隔間型態 C。 

  

 

 

 



22 

 

表 6增高至 90 cm隔間型態 A位準降低值 

Table 6 Increased to 90 cm compartment type A level reduction 

位準降低值 Level Reduction（Di） 

Spectrum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N-00A2 -1.6 0.7 0.7 0.4 0.4 0.1 -0.4 

N-30A2 -2.6 0.9 0.6 0.6 0.3 -0.3 -0.4 

N-60A2 -0.4 0.8 0.2 0.5 0.3 -0.2 -0.9 

N-90A2 0.4 1.4 0.9 1.0 0.4 0.0 0.0 

表 7增高至 90 cm隔間型態 B位準降低值 

Table 7 Increased to 90 cm compartment type B level reduction 

位準降低值 Level Reduction（Di） 

Spectrum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N-00B2 -1.7 0.2 1.3 0.7 0.7 0.2 -0.1 

N-30B2 -2.0 1.5 0.9 0.8 1.0 0.5 -0.2 

N-60B2 -0.9 1.3 1.3 0.7 1.2 0.3 -0.2 

N-90B2 1.2 1.7 1.1 1.2 1.4 0.7 0.4 

表 8增高至 90 cm隔間型態 C位準降低值 

Table 8 Increased to 90 cm compartment type C level reduction 

位準降低值 Level Reduction（Di） 

Spectrum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N-00C2 -0.2  1.5  1.5  0.9  0.8  0.5  -0.1  

N-30C2 -0.7  1.4  1.0  1.6  1.2  0.4  -0.1  

N-60C2 0.7  1.1  1.6  1.6  1.2  0.7  0.1  

N-90C2 3.1  1.9  1.7  1.5  1.8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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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型態 A 

  

b.型態 B c.型態 C 

圖 14不同型態隔間增高 

Fig. 14 Different types of partitions increase in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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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吸音棉密度與隔間高度變化對位準降低值之影響 

不同吸音棉使用方式對位準降低值之分析，吸音材料作為改善辦公

噪音主要變因，量測隔間外距離聲源 2 m，不同吸音綿密度下位準降低

值之影響。辦公家具隔間高度增高後，直接影響辦公家具隔間內部吸音

面積。隔間型態改變，辦公家具吸音面積與隔間包覆性同時增加。 

本節共探討三項辦公家具使用吸音棉後之影響，不同變因條件下對

辦公家具改善條件有所差異，有無貼覆吸音棉為第四章第一節之延伸。

隔間高度增加屬於隔音材料架構，辦公家具隔間內使用吸音棉為吸音材

料架構。 

隔間增高對辦公家具位準降低值有正向改善，本節分析中隔間增高

變因將以高度 60、90 cm討論，差值為改善後效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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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無貼覆吸音棉隔間增高 

有無貼覆吸音棉，辦公家具隔間增高至 90 cm位準降低值之影響，

隔間型態 A、隔間型態 B、隔間型態 C貼覆 96 K吸音棉作為吸音材

料，量測有貼覆吸音棉與無貼覆吸音棉噪音改善程度之差異，改善後差

值如表 9與圖 16所示，圖 15為有無貼覆吸音棉對比圖。 

貼覆吸音棉對各頻率位準降低量有顯著提升，其中頻率 1k Hz噪音

降低量最為顯著。不同型態貼覆吸音棉效果有所差異，隔間型態 A貼覆

吸音棉對頻率 4k~8k Hz噪音降低量改善效果顯著，位準降低值改善後

4k Hz降低值提升 5.1 dB、8k Hz降低值提升 5.5 dB。 

隔間型態 B貼覆吸音棉對頻率 1k Hz及 4k~8k Hz噪音降低量改善

效果顯著，位準降低值改善後 1k Hz降低值提升 6.5 dB、4k Hz降低值

提升 6.0 dB、8k Hz降低值提升 6.3 dB。 

隔間型態 C貼覆吸音棉對頻率 1k Hz及 8k Hz噪音降低量改善效果

顯著，位準降低值改善後 1k Hz降低值提升 7.6 dB、8k Hz降低值提升

7.4 dB。 

貼覆吸音棉同時隔間增高對各頻率位準降低量有顯著提升，其中頻

率 1k Hz噪音降低量最為顯著，其次為 8k Hz。頻率 125 Hz因隔間增高

與貼覆吸音棉，隨高度提升噪音降低量提升效果愈加顯著。隔間型態 B

與隔間型態 C增高至 90 cm，頻率 250 Hz再次提升。 

綜上所述，有貼覆吸音棉對於位準降低量有顯著提升，隔間增高後

貼覆吸音棉效益更佳，隔間型態 B與隔間型態 C貼覆吸音棉位準降低量

提升高於隔間型態 A，透過型態改變吸音面積增加，有效增加辦公家具

位準降低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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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覆 96 K吸音棉 

圖 15有無貼覆吸音棉 

Fig. 15 With or without sound-absorbing cotton 

表 9位準降低值 96K 

Table 9 Level Reduction 96K 

位準降低值 Di (dB) 

Spectrum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N-90A2 0.4 1.4 0.9 1.0 0.4 0.0 0.0 

96K-90A2 4.4 3.7 2.9 5.1 4.7 5.1 5.5 

Difference 4.0 2.3 2.0 4.1 4.2 5.1 5.5 

N-90B2 1.2 1.7 1.1 1.2 1.4 0.7 0.4 

96K-90B2 4.9 4.9 6.5 7.7 6.7 6.8 6.7 

Difference 3.7 3.2 5.4 6.5 5.3 6.0 6.3 

N-90C2 3.1 1.9 1.7 1.5 1.8 1.1 0.1 

96K-90C2 7.3 5.7 6.9 9.1 7.3 7.2 7.5 

Difference 4.2 3.8 5.2 7.6 5.6 6.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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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貼覆 96 K吸音棉型態 A 

  

b.貼覆 96 K吸音棉型態 B c.貼覆 96 K吸音棉型態 C 

圖 16有無貼覆 96 K吸音棉隔間增高 90 cm 

Fig. 16 With or without 96 K sound-absorbing cotton partitions to increase 

height 9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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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吸音棉密度隔間增高 

貼覆吸音棉同時隔間增高 60、90 cm效果較佳，圖 17不同吸音棉

密度隔間高度以增高 60、90 cm作對比，同一種隔間型態比較隔間增高

後，使用不同密度吸音棉對位準降低之影響。 

辦公家具使用不同吸音棉密度對位準降低量改善甚微，同隔間型態

對比，吸音棉密度 96 K與 48 K改善效益幾乎相同且優於密度 24 K。不

同吸音棉密度用於不同隔間型態對位準降低量有所差異，隔間型態 A在

頻率 1k Hz~8k Hz噪音降低量較佳，隔間型態 B在頻率 500 Hz~1k Hz

噪音降低量較佳，隔間型態 C在頻率 500 Hz~1k Hz噪音降低量較佳。 

辦公家具使用不同吸音棉密度，隔間增高 60 cm至 90 cm對位準降

低量之影響。隔間型態 A貼覆密度 96 K吸音棉與 48 K吸音棉，在頻率

125 Hz~250 Hz及 2k Hz~8k Hz噪音降低量優於貼覆密度 24 K吸音棉。 

隔間型態 B貼覆密度 96 K吸音棉在頻率 250 Hz噪音降低量改善不

佳，貼覆密度 96 K與 48 K吸音棉在頻率 125 Hz及 500 Hz~8k Hz噪音

降低量優於貼覆密度 24 K吸音棉。 

隔間型態 C貼覆密度 96 K吸音棉在頻率 250 Hz噪音降低量改善不

佳，貼覆密度 48 K吸音棉在頻率 125 Hz噪音降低量改善不佳，貼覆密

度 96 K與 48 K吸音棉在頻率 500 Hz~8k Hz噪音降低量優於貼覆密度

24 K吸音棉。 

綜上所述，同隔間型態貼覆不同吸音棉密度差異不大，隔間型態 A

在頻率 500 Hz噪音降低改善量無顯著差異、隔間型態 B與隔間型態 C

在頻率 250 Hz噪音降低改善量無顯著差異。貼覆不同吸音棉密度改善

效果，密度 96 K吸音棉與 48 K吸音棉效果較佳。表 10為不同吸音棉

密度隔間增高 60、90 cm，同型態各頻率位準降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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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位準降低值 90cm 

Table 10 Level Reduction 90 cm 

位準降低值 Di (dB) 

Spectrum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24K-90A2 3.4  2.7  2.6  4.3  3.9  4.3  4.7  

48K-90A2 4.3  3.3  2.8  4.7  4.6  5.0  5.7  

96K-90A2 4.4  3.7  2.9  5.1  4.7  5.1  5.5  

24K-90B2 4.0  5.0  5.3  6.4  6.1  6.1  5.5  

48K-90B2 4.6  5.5  6.0  7.2  6.4  6.7  6.3  

96K-90B2 4.9  4.9  6.5  7.7  6.7  6.8  6.7  

24K-90C2 6.4  5.6  5.9  7.5  6.7  6.8  6.1  

48K-90C2 6.6  5.7  6.7  8.9  8.0  7.2  7.0  

96K-90C2 7.3  5.7  6.9  9.1  7.3  7.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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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同吸音棉密度 A型態 

  

b.不同吸音棉密度 B型態 c.不同吸音棉密度 C型態 

圖 17不同吸音棉密度隔間增高 60、90 cm 

Fig. 17 The height of the partitions with different sound-absorbing cotton 

densities increases by 60 or 9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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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型態貼覆吸音棉隔間增高 

不同型態貼覆相同吸音棉密度，隔間增高 90 cm對位準降低量之影

響如表 11所示。改變辦公家具隔間型態對位準降低量影響效益顯著，

如圖 18、19所示，隔間型態 C及隔間型態 B各頻率位準降低量高於隔

間型態 A，在頻率 500 Hz及 1k Hz噪音改善量顯著。 

隔間型態 A改變為隔間型態 B，貼覆 48 K吸音棉對頻率 500 Hz及

1k Hz噪音降低量改善效果顯著，位準降低值改善後 500 Hz降低值提升

3.2 dB、1k Hz降低值提升 2.6 dB。 

隔間型態 A改變為隔間型態 C，貼覆 48 K吸音棉對頻率 500 Hz及

1k Hz噪音降低量改善效果顯著，位準降低值改善後 500 Hz降低值提升

3.9 dB、1k Hz降低值提升 4.3 dB。 

隔間型態 A改變為隔間型態 B，貼覆 96 K吸音棉對頻率 500 Hz及

1k Hz噪音降低量改善效果顯著，位準降低值改善後 500 Hz降低值提升

3.6 dB、1k Hz降低值提升 2.6 dB。 

隔間型態 A改變為隔間型態 C，貼覆 96 K吸音棉對頻率 500 Hz及

1k Hz噪音降低量改善效果顯著，位準降低值改善後 500 Hz降低值提升

4.0 dB、1k Hz降低值提升 4.0 dB。 

綜上所述，辦公家具使用不同隔間型態對位準降低量有顯著差異。

隔間型態改變，對頻率 500 Hz及 1k Hz位準降低量提升較為顯著，其中

隔間型態 C位準降低值改善較佳。對比隔間型態 B改善後降低值提升，

隔間型態 C在頻率 125 Hz及 8k Hz有較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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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位準降低值 48、96 K與 90 cm 

Table 11 Level Reduction 48, 96 K and 90 cm 

位準降低值 Di (dB) 

Spectrum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48K-90A2 4.3  3.3  2.8  4.7  4.6  5.0  5.7  

48K-90B2 4.6  5.5  6.0  7.2  6.4  6.7  6.3  

Difference 0.3  2.2  3.2  2.6  1.8  1.7  0.6  

48K-90A2 4.3  3.3  2.8  4.7  4.6  5.0  5.7  

48K-90C2 6.6  5.7  6.7  8.9  8.0  7.2  7.0  

Difference 2.3  2.4  3.9  4.3  3.4  2.2  1.4  

96K-90A2 4.4  3.7  2.9  5.1  4.7  5.1  5.5  

96K-90B2 4.9  4.9  6.5  7.7  6.7  6.8  6.7  

Difference 0.5  1.2  3.6  2.6  2.0  1.6  1.2  

96K-90A2 4.4  3.7  2.9  5.1  4.7  5.1  5.5  

96K-90C2 7.3  5.7  6.9  9.1  7.3  7.2  7.5  

Difference 2.9  2.1  4.0  4.0  2.6  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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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同型態貼覆 48 K吸音棉 

  

b.48 K吸音棉型態 B差值 c.48 K吸音棉型態 C差值 

圖 18貼覆 48 K吸音棉隔間增高 90 cm型態改變後差值 

Fig. 18 Difference types covered with 48 K sound-absorbing cotton and the 

height after the change of shape by 90 cm  

 

 

 



34 

 

 

a.不同型態貼覆 96 K吸音棉 

  

b.96 K吸音棉型態 B差值 c.96 K吸音棉型態 C差值 

圖 19貼覆 96 K吸音棉隔間增高 90 cm型態改變後差值 

Fig. 19 Difference types covered with 96 K sound-absorbing cotton and the 

height after the change of shape by 9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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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 

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代表家具的性能，決定聲源對隔間外降低

分貝程度，綜合各項變因位準降低量計算後得出。其中距離聲源 2 m為

ISO 23351-1規範中量測標準，本研究結果將性能較佳之辦公家具作為

重點，以 CH2語音位準降低值呈現。 

（一）CH2語音位準降低值 

不同吸音棉密度隔間增高作為排序如表 12所示。根據 ISO 23351-1

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量測結果平均為 0~5 dB。表 12取語音降低值

大於 5 dB之數據呈現。其中 24 K吸音棉佔 3項、48 K吸音棉佔 4項、

96K吸音棉佔 5項，皆為隔間型態 B與隔間型態 C。 

隔間增高至 30 cm隔間型態 C貼覆 96 K吸音棉，語音位準降低值

可達 5.1 dB。隔間增高至 90 cm後隔間型態 B與隔間型態 C，貼覆不同

吸音棉密度，語音位準降低值皆可大於 5 dB，最佳為 96K-90C位準降

低值為 7.4 dB。 

隔間型態 A為原 OA辦公家具隔間型態，隔間型態改變及隔間增高

對語音位準降低量有顯著改善，貼覆不同吸音棉密度隨著隔間型態改變

以及隔間增高，對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有顯著影響。 

表 12大於 5 dB語音位準降低值 

Table 12 Greater than 5 dB speech level reduction 

編號 
DS,A

（dB） 
編號 

DS,A

（dB） 
編號 

DS,A

（dB） 

- - - - 96K-30C 5.1 

- - 48K-60B 5.1 96K-60B 5.6 

24K-60C 5.3 48K-60C 6.0 96K-60C 6.1 

24K-90B 5.6 48K-90B 6.7 96K-90B 6.7 

24K-90C 6.3 48K-90C 7.2 96K-90C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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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公家具改善後語音位準降低值 

隔間型態改變語音位準降低值提升顯著。對比 OA家具語音位準降

低值改善後結果，如表 13及圖 20所示。隔間型態 A辦公家具改善後語

音位準降低值，最佳為 3.1 dB、隔間型態 B辦公家具改善後語音位準降

低值，最佳為 6.1 dB、隔間型態 C辦公家具改善後語音位準降低值，最

佳為 6.8 dB。 

貼覆不同吸音棉密度語音位準降低值提升效果較小。對比 OA家具

語音位準降低值改善後結果，如表 13及圖 20所示。以隔間增高 90 cm

隔間型態 C為例，貼覆 24 K吸音棉辦公家具改善後語音位準降低值，

最佳為 5.7 dB、貼覆 48 K吸音棉辦公家具改善後語音位準降低值，最

佳為 6.6 dB、貼覆 96 K吸音棉辦公家具改善後語音位準降低值，最佳

為 6.8 dB。 

綜上所述，語音位準降低值改善利用不同型態作為變因效益優於貼

覆不同吸音棉密度之辦公家具。透過隔間型態改變阻擋聲音繞射與反射

音傳入麥克風收音，因此隔間型態 C增設背板以及側板對語音位準降低

值有顯著提升。貼覆 96 K吸音棉與貼覆 48 K吸音棉語音位準降低值改

善後相差 0.2 dB，使用不同密度吸音材料對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改

善無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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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辦公家具改善後語音位準降低值 

Table 13 Speech level reduction after improved office furniture 

編號 
DS,A

（dB） 
編號 

DS,A

（dB） 
編號 

DS,A

（dB） 

24K-00A 0.9 48K-00A 1.2 96K-00A 1.4 

24K-30A 1.1 48K-30A 1.5 96K-30A 1.8 

24K-60A 1.6 48K-60A 2.2 96K-60A 2.4 

24K-90A 2.5 48K-90A 2.9 96K-90A 3.1 

24K-00B 2.4 48K-00B 2.5 96K-00B 2.5 

24K-30B 3.2 48K-30B 3.4 96K-30B 3.6 

24K-60B 3.9 48K-60B 4.5 96K-60B 5 

24K-90B 5 48K-90B 5.7 96K-90B 6.1 

24K-00C 2.6 48K-00C 2.9 96K-00C 3.3 

24K-30C 3.6 48K-30C 4.1 96K-30C 4.5 

24K-60C 4.7 48K-60C 5.4 96K-60C 5.5 

24K-90C 5.7 48K-90C 6.6 96K-90C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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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同吸音棉密度 A型態 

  

b.不同吸音棉密度 B型態 c.不同吸音棉密度 C型態 

圖 20不同吸音棉密度語音位準降低值 

Fig. 20 Different sound-absorbing cotton densities reduce speech level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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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根據 ISO 23351-1量測規範，對市售辦公家具進行語音位準

降低值量測，透過改變隔間型態、隔間增高以及貼覆吸音材料，探討位

準降低值與語音位準降低值之改善效益。實驗結果顯示，辦公家具語音

位準降低值在本研究各變因條件下，其位準降低值皆有所提升，具體結

論如下： 

（一）隔間型態之影響 

隔間型態改變直接影響聲音反射方向，不同隔間型態之設計影響聲

音繞射，並有效改善語音位準降低值，其中隔間型態 C因增設背板及側

板之設計，將指向性聲源有效阻隔在辦公家具隔間之中。本研究於指向

性聲源後方設置麥克風，其背板可有效阻擋指向性聲源第一次反射音，

對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改善效果顯著。 

（二）隔間增高之影響 

辦公家具隔間高度需高於聲源所設置之高度 40 cm以上，位準降低

值才會穩定提升。低頻噪音透過隔間增高其位準降低值有所提升，而不

同型態下隔間增高結果亦同，辦公家具隔間框架範圍愈廣，低頻噪音位

準降低值提升愈顯著。 

（三）增設吸音材料之影響 

辦公家具在貼覆吸音棉條件下可有效改善語音位準降低值。同為使

用吸音材料下，貼覆不同密度對位準降低值改善不大，但隨著隔間增高

其吸音面積增加，對辦公家具語音位準降低值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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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辦公家具材料改變 

本研究辦公家具由隔音材料與吸音材料組成，使用木心板作為辦公

家具隔音材料，吸音材料貼覆吸音棉。辦公家具材料改變可由隔音表面

材與內裝吸音材料為設計，隔音表面才可使用市面裝修隔間常使用之矽

酸鈣板，或是纖維水泥板作為表面材，為求美觀及多元表面可使用貼皮

美耐板作為架構。辦公家具隔間內吸音材料可選用木絲水泥板作為吸音

材料，纖維屬於多孔性材料有助於達成多孔性吸音原理。辦公家具屬於

辦公設備，可設立便於工作之平台或書架來達到整體性能使用。 

（二）麥克風收音點位改變 

依據規範距離圓心 1.7 m做麥克風收音點位變換，或是等比距離延

伸收音可以量測指向性聲源影響範圍，過去辦公空間屬於密集式排列，

多項點位測試亦可幫助傳統辦公室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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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不含辦公家具在 125 Hz~8k Hz的頻率範圍內，語音的 A加權聲功

率位準 LW,S,A,1為 68.4 dB。表 1在 125 Hz~8k Hz的頻率範圍內，使用辦

公家具時，語音的 A加權聲功率位準 LW,S,A,2為 40.0 dB。語音位準降低

值 DS,A為 28.4 dB。 

表 A-1主要測試結果的計算列表 

表 A-1 Example of the calculation of the main test results 

指

數 

1/1

倍頻

帶 

未加權值 

Di 

未加權值 

Ai 

α加權值 

LW,P,1,i LW,P,2,i LW,S,1,i LW,S,2,i LW,S,A,1,i LW,S,A,2,i 

i Hz dB dB dB dB dB dB dB dB 

1 125 75.0 64.0 11.0 60.9 49.9 -16.1 44.8 33.8 

2 250 85.3 62.0 23.3 65.3 42.0 -8.6 56.7 33.4 

3 500 85.9 57.0 28.9 69.0 40.1 -3.2 65.8 36.9 

4 1k 86.2 49.0 37.2 63.0 25.8 0.0 63.0 25.8 

5 2k 87.7 49.0 38.7 55.8 17.1 1.2 57.0 18.3 

6 4k 85.0 50.0 35.0 49.8 14.8 1.0 50.8 15.8 

7 8k 85.5 48.3 37.2 44.5 7.3 -1.1 43.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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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編號 24K-60C2 

使用變因 貼覆 24 K吸音棉，隔間增高 6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3.1 

250 4.4 

500 4.9 

1k 6.2 

2k 5.8 

4k 5.1 

8k 4.8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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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4K-90B2 

使用變因 貼覆 24 K吸音棉，隔間增高 90 cm，型態 B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4.0 

250 5.0 

500 5.3 

1k 6.4 

2k 6.1 

4k 6.1 

8k 5.5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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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4K-90C2 

使用變因 貼覆 24 K吸音棉，隔間增高 9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6.4 

250 5.6 

500 5.9 

1k 7.5 

2k 6.7 

4k 6.8 

8k 6.1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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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8K-60B2 

使用變因 貼覆 48 K吸音棉，隔間增高 60 cm，型態 B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2.2 

250 4.0 

500 5.0 

1k 5.8 

2k 5.6 

4k 5.0 

8k 5.1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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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8K-60C2 

使用變因 貼覆 48 K吸音棉，隔間增高 6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3.2 

250 4.2 

500 5.6 

1k 7.1 

2k 6.7 

4k 6.0 

8k 5.5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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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8K-90B2 

使用變因 貼覆 48 K吸音棉，隔間增高 90 cm，型態 B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4.6 

250 5.5 

500 6.0 

1k 7.2 

2k 6.4 

4k 6.7 

8k 6.3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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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8K-90C2 

使用變因 貼覆 48 K吸音棉，隔間增高 9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6.6 

250 5.7 

500 6.7 

1k 8.9 

2k 8.0 

4k 7.2 

8k 7.0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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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6K-30C2 

使用變因 貼覆 96 K吸音棉，隔間增高 3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1.6 

250 3.6 

500 5.1 

1k 5.9 

2k 4.8 

4k 4.4 

8k 4.0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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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6K-60B2 

使用變因 貼覆 96 K吸音棉，隔間增高 3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2.4 

250 3.6 

500 5.6 

1k 6.3 

2k 5.7 

4k 5.6 

8k 5.3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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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6K-60C2 

使用變因 貼覆 96 K吸音棉，隔間增高 3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4.1 

250 4.8 

500 5.7 

1k 7.5 

2k 6.4 

4k 5.9 

8k 6.0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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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6K-90B2 

使用變因 貼覆 96 K吸音棉，隔間增高 3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4.9 

250 4.9 

500 6.5 

1k 7.7 

2k 6.7 

4k 6.8 

8k 6.7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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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6K-90C2 

使用變因 貼覆 96 K吸音棉，隔間增高 30 cm，型態 C 

Frequency 

(Hz) 

Level 

reduction 

(dB) 

 

125 7.3 

250 5.7 

500 6.9 

1k 9.1 

2k 7.3 

4k 7.2 

8k 7.5 

DS,A 

Speech level reduction 

(dB)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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