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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阿明在一間生產螺絲、螺帽的工廠上班，生產線上，各式

機械的馬達聲，金屬材料的切割聲，此仆彼起，隆隆不絕。

機器運轉時，甚至要和隔壁的同事交談都有困難。 

 

 最近，阿明下班非後常覺得有耳鳴現象，在接聽電話時，

也常常聽不清楚對方在說些什麼？阿明心理想，是不是因

自己工作的環境太吵，才導致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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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各位可以思考一下，阿明的問題到底出在那裡？ 

 

 噪音是相對於樂音而言，凡是會令人生厭煩的聲音，都可

以說是噪音。在生產線上或是各項進行中的工程建設，都

無可避免的會造成噪音，如何利用工程改善的技術將這些

噪音值降到最低與如何保護在這些工作場所中的作業人員，

是本章要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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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噪音的定義與物理學基礎 
一、噪音的定義 

 噪音以主觀的定義而言是指「不想要的聲音」或是「令人

厭煩的聲音」。因此舉凡各種交通工具的吵雜聲、野台戲

的擴音器音響，對許多人而言，均是噪音；熱情有勁的搖

滾樂雖受年青朋友喜愛，但對某些人而言，也可能是噪音。

按此定義，噪音的評定，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很大，若要據

此管理，易造成困擾。因此噪音需要一種更客觀及量化的

定義，以利噪音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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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客觀的執行噪音的管制與評估，噪音的另一定義為：

超過法令管制標準的聲音即是噪音。目前，國內管制噪音

的法規有兩大體系，其一是屬環境保護法規體系中的噪音

管制法暨其施行細則。另一則著眼於保護勞工健康的勞工

安全衛生法暨其施行細則與相關法令。生活環境或是工作

場所中的聲音大小，若超過法規中訂定的標準值，則須依

法取締或改善，以免妨礙居家安寧，損害人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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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音的物理學基礎 

 噪音也是聲音的一種，故可從瞭解聲音的一些基本的物理

學特性，來認識噪音。 

 描繪聲音的三個指標：音色、音頻、音量。音色是代表聲

音的特質，一般正常人的耳朵可以輕易的區別出動物叫聲

與機械聲音的差別，主要是音色的不同；音頻是聲音的頻

率分佈情形，同樣屬機械噪音，有的機械發出較低沉的聲

響，如引擎的轟轟聲，有的則是鑽孔機所發出高頻率的聲

響；音量就是聲音的大小，音量愈大，對週遭環境及人的

影響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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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音的波特性及其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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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噪音對人體之影響 
 

噪音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可歸納為： 

 

噪音造成聽覺能力的降低，甚至變成永久性耳聾、噪音引
起情緒緊張、易怒、煩燥等心理效應、噪音造成心跳加速、
血壓上升、睡眠週期的改變等生理效應等。現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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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噪音對聽覺的影響： 

 聲波由外耳、中耳、內耳、傳至基底膜的聽覺感受器，將

聲波造成的神經衝動，再傳至大腦的聽覺區，造成聲音的

知覺。若長期暴露在高噪音的環境下，會造成內耳的損傷

與嚴重的職業性聽力損失（俗稱耳聾）。由噪音引起的聽

力損失分成兩大類，其一是暫時性的聽力損失(Temporary 
Threshold Shift, T.T.S)：此種聽力損失常發生在離開高噪

音環境後，造成暫時性的聽覺能力降低的現象，此種現象

會因休息而慢慢恢復正常的聽覺。另一是永久性的聽力損

失(Permanent Threshold Shift, P.T.S)，此種因噪音造成的聽

力損失，不會因休息而恢復。因此種永久性聽力損失，其

聽覺細胞已退化甚至嚴重受損，故往往造成永久性的失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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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音對心理的影響： 
   暴露在噪音的環境下，易造成注意力不易集中、分心

等作用。有些研究指出，噪音會干擾思考作業的進行。且

因噪音反覆的刺激，也容易激怒暴露者，造成人們煩燥、

情緒不穩定等現象。所幸這些不良效應，在暴露者離開高

噪音環境後，均會慢慢地消失。 

三、噪音除造成對聽覺的不良效應外，也曾有研究指出噪
音會刺激腎上腺素的分泌，造成血壓上昇、心跳加速、胃
液分泌失常等生理效應。在動物實驗中，曾發現暴露在高
噪音環境下的母鼠生殖能力降低、攻擊行為增加及解剖後
發現胃黏膜出血等症狀，可見噪音實在是潛在的隱形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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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噪音的測定與評估 
一、噪音的測定 

 噪音測定的種類極多，包括：評估勞工作業環境是否符合

法規要求的噪音測定、評估作業環境控制工程改善前後差

別的測定、交通工具噪音大小的測定、生活環境中噪音值

的測定等。不管是屬那一種型式的測定，在測量進行時，

至少須考慮下列步驟： 
 1.測定的目的為何？思考噪音測定的目的，僅是單純地想知

道機械發出的音壓位準值為多少？抑或是要評估勞工接受

噪音暴露的累積劑量。因測定目的不同，噪音測定時要選

配的儀器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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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測定地點在何處？決定測定目的之後，其次要決定在何處

進行測定，也就是測定點的選擇。為能正確的決定測點，

在測定進行前，最好先進行現場訪察，以瞭解欲測環境的

背景資料，如作業人數、作業型態、噪音源的位置等相關

情形。 

 

 3.測定的環境條件為何？測定現場是否為高溫、高濕環境，

測定儀器若須24小時監測，是否俱安全的擺放位置？現場

是否俱高馬力的馬達或電磁場，干擾噪音計的測量？又欲

測環境是否有燃燒爆炸之可能？在瞭解這些環境條件後，

才可確保測定正常安全的進行及數據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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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測定結果的記錄：依據測定目的，測定結果的準確度要求

為何？所得資料若要做進一步的處理分析，則測定時，最

好選配俱記憶裝置的噪音計，以利資料的儲存。不然至少

要聯接印表機，列印測定所得結果。 

 

 5.測定儀器的搬運及電力供應：噪音儀器易受振動而損壞，

因此測定前，須考慮如何將測定儀器安全地攜至測定地點。

測定後，儀器也須收拾好，卸下電池，置入防震盒中保存。

此外，測定前，須確定電池的電力量否足夠，若測定時間

長，則須準備備用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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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音測定儀器的種類及選配 

 噪音測定儀器，品牌眾多，依其功能，至少可分成： 
 1.音壓位準器(Sound Pressure Level Meter)：此種音壓位準計，

可測得環境中的音壓位準(Sound Pressure Level)，做為環境

中基本的噪音資料。一般測定時，選定A-特性位置，則所

測得值即為多少dB(A)，例如某一工作場所，其噪音值經測

定可記為90dB(A)，即是如此！ 

 2.積分噪音計(Integrating Sound Level Meter)：此種噪音計可

測得聲音的均能音壓位準值，即Leq值。均能音壓位準也稱

均能音量，是聲音在某一時段內的能量平均值。若噪音的

變動性大，則測量時宜採用積分噪音計，或是具有Leq功能

鍵的噪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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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頻率分析器(Octave band filter)：若測量的目的，不僅想知

道噪音的音量大小，也想知道聲音的頻率組成，則在測定

時，須將音壓位準器，再組裝接上頻率分析器，如此所測

得的資料，將可顯示聲音在各頻帶的音壓位準值。頻率分

析器常用者有八音幅頻帶與1/3八音幅頻帶頻率分析器。 

 

 4.噪音劑量計(Dose-Meter)：若測定的目的是評估勞工在作

業期間內，接受到多少噪音劑量的暴露，則最好選擇劑量

計來測定。簡易型的劑量計只要設定好參數，經測定後，

即可得知勞工暴露的劑量值甚為方便。也有些劑量計附有

測量音壓位準(S.P.L.)均能音壓位準(Leq)，時量平均音壓階

(T.W.A)等多項功能，在使用上甚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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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依國際電氣委員會(I.E.C)的標準，將噪音計區分為

Type Ⅰ：精密等級，（誤差為1.5dB）；Type Ⅱ：普通等

級，（誤差為±3dB），在選用儀器時，須注意其等級，以

得知測值的誤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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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音測值的評估 

 1.環境監測：將測值與現行法規中所規定的噪音限值做比

較，以決定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例如噪音管制法中，對噪

音實施分區、分時段管制，因此，據測量時的基本資料，

即可判定噪音值是否過高。 

 2.勞工暴露劑量的判定：參照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中規

定，工作場所噪音值在90分貝以上，雇主應採取工程控制。

對於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階超過85分貝，或劑量超

過50%時，即需配戴安全防護具。對於工作場所中噪音值

大於80分貝以上者（80分貝為起算值），在計算暴露劑量

時，即須併入。若勞工劑量大於100%，則判定此工作場

所不合格。雇主須依法改善該工作場所噪音，不然會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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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噪音的工程控制 
 噪音的控制，涉及很多音響學、材料學及各種相關的機械

學原理，這裡僅提供幾項控制的原則供參考，分述如下： 

 

一、音源控制 

 最直接控制噪音的方法就是降低噪音源，但效果如何，須

視現場的條件而定。 

 以下是幾個常運用的法則： 
 1.降低衝擊力或落差：例如織布機改採無梭式，則可消除木

梭的衝擊聲。為降低成品或半成品在生產線高度的落差，

則須採用輸送帶，以減少物體落下的衝擊聲。 

http://www.wun-ching.com.tw/�


P. 27 

 2.降低摩擦係數：適時適度的保養機械，加潤滑油或更換材

料，可降低噪音。 

 

 3.消除不必要的振動或共振：以鋼筋混凝土固定易產生振動

的機械底座。對於鬆動的零件須鎖緊，損壞的部份也須儘

早移除或維修，以消除不必要的振動，對於會造成共振的

聯結體，須利用俱彈性的鋼筋如彈簧等減振。例如汽車的

減振彈簧，可減少因路面顛頗而造成的噪音。對於會造成

強大振動的噪音源，往往需要使用俱彈性的減震材料（如

彈簧）與鋼性材料如（鋼筋混凝土）兩者的交互使用，方

能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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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斷聲音的傳播途徑 

 1.控制室與生產現場隔離：在遙控室控制生產現場，控制

室可以強化的建築阻絕噪音侵入。 

 

 2.設置隔音屏：針對作業性質及聲音傳輸的特性，設置防

音牆阻絕聲音的傳播。防音牆愈厚、愈重，防音效果也愈

佳。若是屬臨時性作業，則可採用活動性較佳的隔音屏，

也可阻絕一部份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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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用吸音材料：在噪音源所在空間的牆壁上，可設置各

式多孔的吸音板，以防止聲波反射。此外，堅硬的地板也

會增加聲音反射而提高噪音值。因此若要提高吸音效果，

地板也須考慮加舖吸音材料。 

 

 4.設置消音器：汽機車排氣，在引擎排氣後，加裝消音器，

降低擾流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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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護噪音的接受者 

 在嘗試其他噪音控制的方法，均無法有效降低噪音分貝值

時，最後的考慮，是讓暴露在噪音環境下的工作者配戴耳

罩或耳塞。有效的使用聽力防護具，可保護勞工以免聽力

受損。尤其是對室外的工作者，配戴聽力防護具簡便可行，

但仍有許多人嫌麻煩而不願配戴，這實在是有待勞工個人

及衛生管理者極待克服的難題。 

 

http://www.wun-ching.com.tw/�


P. 31 

16.5 聽力保護計畫與聽力防護具 
一、聽力保護計畫 

 依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勞工工作場所噪音超過85
分貝(A)，即屬高噪音工作環境，雇主必須實施聽力保護

計畫，以保護勞工。其實施步驟簡述如下： 
 1.作業環境的管理 

• (1)調查作業環境中的噪音源分佈，並記錄其音壓位準值與頻

率特性。 

• (2)針對音源音量過大者，進行工程改善控制。 

• (3)評估工程改善的實效，做為環境管理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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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業者的健康管理： 
• (1)利用劑量計建立勞工實際的噪音暴露劑量。 

• (2)對工作在高噪音環境下的工作者，實施聽力檢查，建立聽

力圖。 

• (3)對於已聽力受損者，須調換工作或降低在噪音區暴露的時

間。 

• (4)建立個人聽力防護具的使用計劃，並督導確實執行。 

 3.行政管理： 
• (1)調查勞工暴露於各主要噪音源的時間表，並利用排班、輪

調，降低勞工實際的暴露量。 

• (2)若某人的噪音暴露劑量大於100%，可利用多人，將其工作

分散均攤，以降低其實際暴露量。 

• (3)加強勞工衛生教育及宣導，以提高正確使用聽力防護具的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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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力保護用具 
 1.覆耳式的耳罩效果較佳，但在夏天較不舒適。 

 2.可拋棄式耳塞，配戴較簡易，實用方便，但阻絕噪音的

效果不若耳覆式佳。 

 

 噪音的傷害，因是漸進性的，常令人忽略其嚴重性。又因

噪音的暴露，不像其他化學物質俱惡息的特性，更易讓一

般作業人員習以為常，但卻深受其害而不自知。因此必須

提高作業人員及雇主對噪音危害的認識，進而控制噪音、

保護作業人員，如此方不致因職業性失聰、耳聾等職業病

的發生，而造成雇主及勞工不可彌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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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摘要 
噪音就是人們不想要的聲音。以現行的法規而言，只要是
超過管制標準的聲音即是噪音。 

衡量聲音的單位是分貝，分貝數愈高代表音量愈大。在同
樣的音量下，頻率較高者，人耳聽起來，音量也會主觀地
感覺較大聲些。 

測量聲音的三種方式是：1.測量音波的壓力位準即音壓級
(Sound Pressure Level)，2.測量聲音的功率大小即音功
率級(Sound Power Level)，3.測量聲音的強度大小即音
強度級(Sound Intensity Level)。 

 

http://www.wun-ching.com.tw/�


P. 35 

噪音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有：1.噪音造成聽覺能力的降低。
2.噪音引起情緒緊張、易怒、煩燥等心理效應。3.噪音造
成心跳加速、血壓上升、睡眠週期的改變等生理效應。 

測量噪音可用音壓位準器(Sound Pressure Level Meter)
選定A-weighting即可測得dB(A)值，使用噪音劑量計可
評估勞工暴露的累積劑量。 

噪音的控制可從：①音源的控制②阻斷聲音的傳播③保護
接受者三方面著手，以降低勞工作業時噪音暴露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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