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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图书馆声环境研究
王舒超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给予了越来越大的重视，高校的学习环境相对自由，图书馆作为学生
学习的主要场所，其声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有重大的影响。文章以厦门大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图书馆声环境存在问题，并
提出了合理的改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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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在高校教
育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随着高校办学规模
的不断扩大，高校学生的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图书馆想要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
的学习需求，就需要不断转换思想，创建
良好的声环境，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1  研究背景

厦门大学图书馆成立于 1921 年，最
早设有一个总馆与两个分馆。自我国改
革开放以后，厦门大学也开始加大对图
书馆的投入，截止 2005 年，该图书馆藏
书达到 409 万册，且对电子化与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极为广泛，走在了科技的最
前沿。但受到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厦
门大学图书馆还存在一定的噪声污染问
题，这不仅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还
会影响到校园整体环境的美化。由此可
见，加强对图书馆声环境的研究也是刻
不容缓的。

2  图书馆声环境研究

声环境是建筑物理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微观度角度来讲，它是指在一
定空间范围内人耳能感受到的声音的震
动频率。学生在图书馆中能接触到的声
环境主要分为内部与外部两种。例如，
内部声环境包括自习室内的翻书声、人
们走动的声音、桌椅摩擦的声音等；而
外部环境则是指图书馆建筑物以外的声
音，例如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人们嬉戏
打闹的声音等等。这些声音有的会让人
喜欢，有的则会使人厌恶。面对喜欢的
声音，学生会感到欣慰，心态更加放松；
反之，面对厌烦的声音，学生会感到烦
躁不安，进而失去学习兴趣。由此可见，
声环境对学生学习状态会带来很大的影
响，它同时也是用来衡量校园环境质量
的重要指标。

3  厦大图书馆声环境调查分析

3.1  概况
厦门大学图书馆始建于 1921 年，著

名图书馆学家裘开明、博物馆学家冯汉
骥、文学巨匠林语堂、金融学家朱保训
和数学家陈景润等都曾任职于此。
3.2  图书馆声环境实测分析

文章用声级计对图书馆进行了实地

声环境测量。在图书馆每层的各个功能
区设立测量点，每个测量点测量 3 个数
据取其平均值，为该测量点的实测数据。

测量发现，图书馆内影响使用者的
噪声来源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使用
者互相之间的影响，体现为桌椅挪动产
生的突发噪声，接打电话对周围人员的
干扰；第二，空调设备产生的噪声，在
某些摆放不当的位置尤为明显；第三，
来自南普陀的游客及交通噪声，此处对
于靠北侧阅览室的影响较大，在不使用
空调的开窗期间，噪声值超标严重。

4  厦大图书馆声环境改良研究

4.1  图书馆声环境改善建议
（1）使用者的自律：①手机噪声。

人们在进入图书馆之前都应该自觉将手
机调成振动或静音状态。这应该成为一
种行为习惯，也是一个人应有的素质。
设置专门接听电话的公共区域，接听电
话去这些区域，并不要高声说话；②做
到轻拿轻放。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图书馆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学生可以带
笔记本电脑到图书馆上网，节省查阅书
籍的时间。但笔记本、水杯等与桌椅接
触会产生很大的声响，很可能会对周边
学习的同学造成影响，因此，学生在使
用噪声较大的设备与物件时应当注意轻
拿轻放，无论是拉出椅子准备坐下、还
是到借阅室寻找书籍，都要尽量避免毛
躁，做到举止文明，创建更加和谐的阅
读环境；③在图书馆设置独立的讨论区。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
认同的观点，转而与身边的人进行交流，
影响到周边学生的学习兴致。对此，学
校可在阅览室旁设置一个独立的讨论区
域，一方面可以拓展图书馆的功能；另
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保证阅读声环境的
质量；④其他。杜绝在自习室内嬉戏打
闹，尽量穿软底的运动鞋与宽松舒适的
衣服，在自习室设置建议栏等，检举行
为不当的学生，广泛收集学生的意见，
使读书馆环境得到良好的维护。

（2）消减设备噪声。在阅览室的实
际使用过程中，空调设备的运行噪声成
为持续干扰使用者的重要因素。对此提
出两方面的改进建议：①合理摆放空调
位置，远离座区；②对于放置于角落的

空调，噪声难以快速消散者，建议于周
边墙面放置吸声装饰板，以达到吸收噪
声的目的。 

（3）改善声环境空间。南普陀一侧
阅览室受室外噪声影响严重，建议增加
绿化种植作为隔声屏障。结合许多同学
需要一个接打电话及有声讨论空间的需
求，可以考虑在北侧设置半室外缓冲空
间。既可以对学生行为进行疏导，又可
以减轻室外环境对于图书馆内部的噪声
干扰。
4.2  图书馆声环境改善设计

通过之前的分析，文章希望在图书
馆靠近南普陀那一侧设计一个缓冲空间，
并在原来外墙上增加隔声材料。既可以
满足学生讨论、接听电话和休息观景的
需求，又可以大大改善靠近南普陀一侧
的声环境。

为此，文章选择图书馆靠近南普陀
一侧的一个声环境较差的阅览室，进行
改造设计。其他部分可以参照此处改造
方法进行复制，适当修改。

5  结束语

声环境在图书馆整体环境的建设中
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通过对厦
大图书馆声环境的问卷和实测分析，研
究厦大图书馆的声环境存在的问题，并
对此进行可行性改进研究，为图书馆的
声环境改进提升提供一些建议措施。以
期厦门图书馆能够转换思想，积极吸纳
学生的意见与建议，使图书馆的声环境
得到良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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