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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市場主流之液晶電視揚聲器規格開發新型之複合材料平板揚聲器，其主要規格為L58×W25×H15 mm 

與L116×W25×H15 mm 之平板揚聲器，透過設計振膜之複合材料花樣加勁條件及變換懸邊材料之彈簧係數，目的為追求

聲壓曲線之平滑，能完整重現各頻率之訊號，並獲得平板揚聲器之最佳聲音品質、延伸高頻聲壓以增加頻寬，提昇高音清

晰度等。另將兩款單體組合為一雙振膜平板揚聲器，此應用能使發聲音域更寬廣，並同時以密閉式與倒相式開發平板揚聲

器音箱結構製作，可提昇平板揚聲器在中低頻之發聲效率，聲壓曲線變異數也降低14%。 本研究運用ANSYS有限元素分

析軟體建立揚聲器模型進行頻率響應分析，並與實驗量測之聲壓曲線作比對，即可驗證該建模之正確性並有效的預測揚聲

器的特性，最後以Fortran軟體運用粒子群最佳化設計演算法計算液晶電視雙振膜平板揚聲器之最佳製造參數，其L116

×W25×H15 mm 之平板揚聲器振膜最佳製造參數為樣式一加勁單面碳纖維、懸邊材質採用聚氨酯合成皮；L58×W25

×H15 mm 之平板揚聲器振膜最佳製造參數為樣式一加勁單面碳纖維、懸邊材質採用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雙振膜間距

為35mm，期能提供廣大的液晶電視消費市場一種新的揚聲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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