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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與聲音賽跑 

一、摘要 

目標： 

驗證都卜勒效應，即當聲波的波源與觀察者發生相對運動時，觀察到的波頻率會發生變化。 

 

聲波驗證： 

1.聲源不同的等速度 

2.聲源不同的等加速度 

3.聲源不同的分貝 

讓小號安裝在移動的滑板上。 

觀察者拿著測量儀器位於固定位置，記錄聲波頻率的變化。 

計算理論頻率變化值，與實驗測得的結果比較。 

 

結論： 

實驗結果1.2.證實都卜勒效應的存在，並且其頻率變化符合都卜勒效應的數學公式。這一效

應在聲學、雷達技術、醫學超聲波掃描、天文學等領域都有重要應用。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發現當救護車或警車經過時，警笛聲的高低會隨遮距離變化而改變， 

我們覺得速度和距離跟聲音的頻率有關;有時救護車經過我們時會導致我們耳朵刺痛，有時

卻不會，我們在想是很大聲的經過我們，還是速度很快的經過我們才會讓頻率變高。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 

 

● 對於課本上的內容進一步驗證 

在學習多普勒效應時，課本通常會提供標準化的實驗結果與理論數據，這些結果往往被視為

理所當然。然而，在實際操作或觀察時，可能會發現某些數據與課本上的理論值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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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引發了我們對課本內多普勒效應實驗結果的懷疑。 

● 複習都普勒效應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學習與探討，重新複習多普勒效應的基本概念、數學公式以及其在日常

生活與科學技術中的應用。多普勒效應是一個與波動傳播和相對運動密切相關的重要物理

現象，廣泛應用於聲波、光波、雷達測速、醫學超音波與天文觀測等領域。因此，藉由回顧這

一理論，我們不僅可以加深對物理波動特性的理解，還能更清楚它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與科

技發展，並為進一步的研究或實驗打下堅實的基礎。 

 

假設 

● 實驗一 

探討在不同聲壓級（以分貝為單位）下，聲音頻率的變化情況。聲音的感知主要由三個要素決

定：響度、音高和音色。其中，響度與聲壓級相關，音高則與頻率直接相關。 

● 實驗二 

探討在不同速度下，聲波頻率的變化情況，特別是多普勒效應在此過程中的作用。雌` 

● 實驗三 

探討在不同速度下，聲音頻率的變化情況，特別是當聲源或觀察者以非均勻運動（即存在加

速度）時，所觀察到的頻率如何變化。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在地點、人員、實驗器材都相同的情況下，研究在等速度、變速度和分貝不同的情況下聲音

頻率的變化。 

 

實驗一：分貝 

① 使用同一部手機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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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聲源，使聲源分貝固定 

② 用繩子拉動滑板固定速度 

③測量不同分貝時頻率的改變                      

 

實驗結果：在不同分貝的情況下，所呈現的

結果為，聲音的頻率不變。 

 

 

 

實驗二：等速度 

① 使用同一部手

機測量聲源，使聲

源分貝固定 

②用繩子拉動滑板固定速度 

③測量不同等速度時頻率的改變 

 

實驗結果：在不同的聲音頻率情況下，聲音

頻率越高，聲音的頻率變化越大。 

 

 

實驗三：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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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使用同一部手機測量聲源，使聲源分貝固定 

② 用繩子拉動滑板做加速運動 

 

③測量不同加速度時頻率的改變 

 

實驗結果：在不同的聲音加速度情況下， 

聲音的加速度越高，聲音的頻率改變越大。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分貝對聲音的頻率變化量沒有關係，所以當救護車大聲等速經過時，頻率不會改變耳朵也

不會痛，與假設不同。 

2.聲音速度的改變，會造成聲音頻率的改變，而生活中的運用像是，觀測天氣變化、或者感測

血液的流動。 

3.聲源加速度對聲音的頻率變化量有很大的關係，所以當救護車剛起步往你這開來，耳朵會

痛，與假設相同。 

參考資料 

都卜勒效應-維基百科 

註： 

1. 報告總頁數以6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成果報告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4.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12pt，不得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20點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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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4%9A%E6%99%AE%E5%8B%92%E6%95%88%E5%BA%94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對

齊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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