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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功音樂廳的關鍵包括餘響時間、背景噪音、樓板共振、管道穿音控制，而於規劃、設計、施工等階段掌握影響上述因素

之各細項因子才能確保完成品質良好的音樂廳。 本研究主要以實際案例操作，並藉由文獻蒐集、訪談、問卷調查及POE等

方法，探討面對一個新的音樂廳設計案時，在音樂、聲學與建築之間的相互關係，建築各階段應重視並配合事項，以達到

符合使用者、設計建築師、音響專家期許功能之大專院校音樂廳。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1. 學校(小規模)音樂廳建築規劃各

階段重點：分為規劃階段－「依基地條件分析主要振動源及環境背景噪音」、初步設計階段－「廳堂功能確認以利餘響時

間設定」、細部設計與施工詳圖階段－「材料運用及訂定完工驗收標準」、施工階段－「工程變更審核流程及因應對策」

、完工驗收階段－「以專業儀器測試數據作為完工驗收成果」、階段界面整合－「串連界面、整合問題，作為循環回饋績

效」。 2. 整合的建築規劃是掌控良好品質之正確方式與關鍵。 從經營管理的空間需求及預算作為案件定位，進一步作為

策略計畫及執行準則完成整合計畫並達成音響要求合適的建築空間。針對建築規劃每一階段中之影響因子考量越週詳，為

完善的工程預算及品質控制之要點。藉由專業知識之提供，可降低市場風險度及成本損失，同時解決獨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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