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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住宅的評估項目，發現在

日常生活與工作，建築物除了保護人們免受自然災害的侵襲外，

亦無時無刻地在影響著使用者的生活與室內環境品質（IEQ）。為

有效控制室內污染源，延長建築物的生命週期，建築室內環境的

永續與健康成為現階段刻不容緩的課題。 

建築物之室內環境中可能潛藏著許多危害因子，增加了居住

者的健康風險，在國內大眾尚未對此方面多所認知的情況下，除

急需大力教育民眾對於室內環境危害的認知，也需要建立一套完

善的診斷、檢測的流程與方法，並尋求改善對策，以確保居住或

使用者之身心健康，免於室內環境品質不良的慢性傷害。健康室

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之建立將來有助於台灣整體建築室內環境

品質的提升與健康建築科技產業之研發，然而在擴大執行前必須

先經過試行，評估後檢討，建立整體改善之流程架構，冀望未來

的推動可逐步改善國內既有建築物室內環境品質，提昇國人對室

內環境品質的注重，刺激建築室內環境專業診斷與改善體系的出

現，營造健康舒適的使用生活環境。 

本手冊撰寫之目的在於台灣整體建築室內環境獲得改善，並

確保品質，然而在擴大執行前必須先經過試行，評估後檢討，建

立整體驗證架構流程，才能夠依此模式擴大推廣之，此亦為本手

冊之主要目的。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為方針，從

「發展室內環境品質技術，創造舒適健康室內生活環境」觀點出

發，依循其實施項目分工表中第十項次的「建立室內環境品質診

斷改善及驗證制度」為主要目的，整合前期「室內環境品質改善

補助計畫」、「病態建築診斷機制建立計畫」的成果基礎。進行健

康室內環境診斷評估並提供相關環境診斷及影響因子分析，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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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室內環境控制技術，創造舒適與優質居住空間，建立一套完善

之健康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 

在日常生活與工作，建築物除了保護人們免受風、霜、雨、

雪的侵襲外，亦無時無刻地在影響著使用者的生活與地球環境。

從建造過程開始，大量的建材原料不斷地消耗地球的能源與資

源，直接或間接破壞地球自然環境；在使用階段，建材隨時間及

溫度變化，而在室內環境中產生有害氣體危害人體健康；為有效

控制室內污染源、延長建築物的生命週期與材料的再利用，建築

室內環境的永續與健康成為現階段刻不容緩的課題。自 1980 年

代以來，病態大樓症候群、退伍軍人症以及 SARS 蔓延全球，造

成全球恐慌，凸顯室內環境污染問題之嚴重性，世界各國已警覺

到 21 世紀我們所處之地球環境，將有更多威脅人類生存的挑戰

孕育而生，未來可能面臨更多更強悍的病毒出現，必須以預防醫

學觀念面對下一波的生存危機。在環境方面，人類所倚賴之建

築，應具有保護人類生命安全及健康舒適的意義與功能，未來建

築的技術與觀念，隨著各種環境挑戰而持續地研發與提升，才有

辦法對抗新的環境危機。在高溫、高濕氣候的台灣，既有建築佔

有 97％的數量，必須承受 21 世紀新議題的考驗，不斷的再活化、

再更新，以持續發揮其基本的功能。 

目前國際上重要之綠建材標章、綠建築及永續建築等最新趨

勢議題，皆是以室內環境健康品質(IEQ)為主要目標，包括「ISO 

21931 系列」(建築營建之永續發展)、「ISO 15686 系列」(建築生

命週期成本評估)及「ISO 16813 系列」(建築環境設計)等三部分

皆有顯著之健康室內環境 (IEH)項目，而美國 LEED-2008、

ASHRAE 2008 標準、日本 CASBEE-2008 及歐洲 Sustainable 

Buildings 等標準，皆考量了「健康」、「能源」及「經濟成本效益」

等因子，並直接透過「綠建材」(GBMs)產品方式建構優質室內環

境，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從 2004 年推動之「綠建材標章」，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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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8 年底已核發 191 件標章產品共 1598 種產品，並可有效整

合於「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標章」、「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及

「CNS 國家標準」等法令制度，未來提升性能與效益評估，更可

擴大應用於發展「生態城市及社區」之基礎。 

本手冊增加「健康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之建立，能夠更

完整的管理室內環境品質控制及空間使用人員的舒適健康，維持

基本之健康效益與環境友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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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評估概述 

過去國內相關研究包含了內政部建研所委託之「辦公建築室

內空氣品質與空調設備之診斷研究」及環保署委託關於辦公空間

空氣品質調查與管制策略系列研究，針對室內空氣環境的診斷調

查與改善評估，已建立相當完整的基礎資料及標準操作法。在落

實改善成果中，自 2001 年起之「室內環境品質改善補助計畫」

已進行 18 例室內環境品質診斷及改善案例之操作，將範圍擴大

至針對室內音、光、溫熱、空氣等環境因子進行全面性的診斷及

改善，並發展出一套室內環境診斷及改善可操作之流程，以逐步

達成健康室內環境品質的確保，以保障全民健康。 

目前國內已建立完整建築物室內環境診斷方法與流程（如圖

2-1），以現場量測室內環境品質狀況之方式瞭解室內環境品質不

良的問題，並提出改善對策及進行實質改善工程；過程中，採用

標準化「建築醫生」三階段診斷流程，檢測項目因應各案例室內

環境問題，部分酌有增減，以輔助判斷室內環境之問題並進行改

善；經改善目標之確立、設計規劃、施工及複檢，最終達成室內

環境品質之提升並評估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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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室內環境診斷與改善標準操作流程(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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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實改善成果中，本計畫自 2001 年起陸續完成 18 例室內

環境品質診斷及改善案例之操作，91 年度三個改善案例、92 年

度三個改善案例、94 年度四個改善案例、95 年度四個改善案例，

以及 96 年度四個改善案例，分別呈現北、中、南不同特色之示

範案例，將範圍擴大至針對室內音、光、溫熱、空氣等環境因子

進行全面性的診斷及改善，除證明其改善成效外，並發展出一套

室內環境診斷及改善可操作之流程，有助於政府相關單位未來執

行獎勵室內環境品質改善案之參考，以逐步達成健康室內環境品

質的確保，以保障全民健康。本計畫將依循前四年度之研究成

果，透過文獻回顧、專家會議及診斷分析執行機制，進行室內環

境品質的診斷與改善並建立驗證制度，作為日後擴大推行之參

考。 

國際間對永續建築、綠建築、健康建築等研討會，包含 2000

年於芬蘭赫爾辛基舉之 HB2000 國際研討會、2000 年於英國舉辦

之 ROOMVENT 2000 研討會、荷蘭馬斯垂克所舉行之 GBC 2000

國際研討會、挪威 SB2002、新加坡 HB2003、葡萄牙 ROOMVENT 

2004、大陸北京 Indoor Air2005、日本東京 SB2005 等相關國際資

料之趨勢統計得知，主要以「既有建築物再造」、「建築節約能

源」、「室內環境控制」之議題為主，而如何落實綠建築技術更是

未來所強調的課題；在 Indoor Air2008、SB08 以及 RoomVent 

2009、HB2009 等國際會議中對於室內環境控制方面強調「效率」

的提升、個人化及 Hybrid 空調系統、室內「污染物移除」等新科

技、新趨勢，未來國內可就不同氣候與地域特性，持續探討室內

環境污染之相關議題，以健康與能耗平衡為根基，兼顧生態保

育、環境共生、居家健康等議題，未來可建立居家環境監測系統、

研擬室內環境改善技術對策、環控系統智慧生活化、提高環境效

率，以維護居住者基本健康需求與舒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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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國際間研究顯示，一般室內生活環境危險因素被分析

出生活模式與其生活中的疾病及健康條件相關聯。有很多的方式

令空間使用者暴露於污染物中，例如：居家維護困難、喜歡待在

廚房、經常性的使用清潔化學品等。然而，健康問題中被論證出

主要的危險是不足的通風裝置，其致使室內污染濃度增加。這些

不適當的通風引起的危險在無形中漸漸的擴張開來。歐洲與世界

各地許多的國家已經意識到健康的室內環境對於公共衛生非常

的重要。現今歐洲已經成功的提升他們的室內環境品質，例如：

空氣污染物的控制或著重於室內空氣方面政策的擬定等。 

本研究計畫採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立診斷室內環境品質

之標準診斷流程，以問卷訪查及現場量測室內環境品質狀況之方

式分析室內環境品質問題點；過程中，採用標準化「建築醫生」

診斷流程，檢測項目因應各案例室內環境問題，部分酌予增減，

以輔助判斷室內環境之問題並進行診斷與建議，達成室內環境品

質之提升。 

世界衛生組織- Housing and health Programmes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1 年透過「歐洲地區辦公室」及「環境

與健康中心」(EEHC)進行大規模、跨國性的「住宅與健康計畫」

(Housing and health Programmes)，最主要的原因及目的是，考量

每人平均待在室內的時間超過 90%以上，在某些國家，「不良的

室內環境品質」造成的傷害與死亡率，甚至比街道的交通意外更

高，因此，透過計畫能夠「有效降低室內健康危害」，讓建築不

再是「病態建築」，以保障居住者之健康安全，此計畫包含了兩

個主要次計畫：「居住者的健康狀況與住宅狀態」、「提出改善健

康及住宅狀態的策略」，藉由多國合作的方式操作，提出適宜的

「健康住宅規範」(自然通風、建築材料、設計、量測、安全方面

等)。 



 

8 

健
康
室
內
環
境
診
斷
評
估
手
冊
（
草
案
） 

此計畫的主要是將住宅環境分成「物理性」、「化學性」、「生

物性」及「社會性」、「建築」因子，並調查與使用者連結關係之

疾病或症狀(氣喘、過敏、呼吸疾病、心血管影響、外部傷害、中

毒及精神疾病)等，其診斷機制之項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世界衛生組織住宅與健康診斷項目 

1.住宅狀態 2.住宅與建築特性 3.周遭環境 4.社會面向 

(a)基本設施 (a)影響性 
(a)接近大眾

運輸系統 
(a)住宅津貼 

 食物儲存環境及

烹飪 

 盥洗及衛生設施 

 特殊房間之通風 

 易受影響之特殊

房間 

 房間及衛生設施

之數量 

 小孩、老人與殘障

人士之影響 

 適用性 

(b)綠色空間

及公共空

間 

(b)集合住宅 

(b)能源設施 (b)建築材料 (c)自身健康 
(c)保障擁有

住宅 

 住宅供電規範 

 暖房及熱水系統 

 暖房及熱水系統

之測試與維護 

 使用安全建築材料

的規範 

 石綿、VOCs 及鉛之

特別建議標準及規

範 

(d)鄰近街道

維護管理

的品質 

(d)社會住宅 

(c)住家安全 (c)建築格局   

 家庭事故的原因

紀錄 

 家庭傷害的預防 

 新建築之地理方位

規範 

 適於居住房間之日

光規範 

(d)室內空氣品質 (d)構造物本體   

 通風換氣率規範 

 特定污染物規範 

 受洪水、地震、高

溫之住宅發展 

 鄰近核能及化學污

染物之住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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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病住宅診斷制度 

在日本，「病態建築」的問題主要發生在「住宅建築」較多，

不良之室內環境，引起使用者生理及心理的健康問題，包括「化

學過敏症」、「氣喘」、「呼吸系統疾病」、「黏膜刺激」等問題，因

此，日本政府結合「跨部會」及「產官學合作」方式，同步進行

「病態建築」及「病住宅」之問題。 

日本之病態建築管理制度，主要分為四個政府部門管理，包

括「國土交通省」、「厚生勞働省」、「經濟產業省」及「文部科學

省」等單位，各司其職管理室內空氣品質，根據其主管權責，管

理項目分為「一般建築物」、「特定建築物」、「建築材料」及「學

校建築物」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並立法規定「建築通風」、「建

材使用」、「室內空氣基準值」、「定期檢查項目」、「建材逸散」等

條文。 

(e)噪音 (e)集合住宅建築的維

護系統 

 

 

 

 

 戶外噪音規範 

 鄰房噪音規範 

 降低噪音之不同應

用 

 噪音地圖 

 抱怨登記 

 廢棄物管理 

 公共空間管理 

 公共服務區的規則 

(f)水質 (f)最低標準 

 水供應 

 水分配 

 水質標準 

 供水建築材料 

 廢水 

 最小需求居住面積 

 窗戶大小與特性 

 天花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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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室內環境診斷評估項目與因子 

為因應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以及落實其計畫及其他相

關方案之執行，由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中之工作項目即可知

室內環境診斷評估之重要性。 

 

 

圖 2-2 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之工作項目 

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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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中為實施室內環境品質提昇計

畫，於各年度完成階段性之工作項目： 

1. 97 年度： 

97 年度先行辦理托兒所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共計完

成北中南 15 件托兒所現場室內環境之實測並研提改善建議，做

為建立室內環境品質驗證之基礎﹔另舉辦 2 場室內環境品質講習

會，以促進民眾對提升室內環境品質之瞭解。環保署 97 年度亦

完成 135 件公共場所自主管理及 55 件實地檢測與改善輔導作

業，並積極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草案)」之立法工作，使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改善室內環境空氣品質有明確法令依

據，確保使用者之健康。 

2. 98 年度： 

98 年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先行辦理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

服務，完成 11 件老人安養中心之室內環境品質現場實測及研提改

善建議。並舉辦 2 場講習會，共計 462 人次參加。除此之外，環

保署已研擬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並推動立法工作，進行國內各大

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制度建置，完成場所現況訪查共

255 家，並進行現場監測調查及輔導改善工作共 100 家，地方政

府亦配合辦理自主管理宣導活動。另完成捷運車廂、台灣鐵路及

汽車客運車站大廳(等候區)、月台或聯絡道室內音量量測，合計

量測達 60 點次以上，並統計分析其結果。 

3. 99 年度： 

彙整歷年相關研究成果，建立一套建築物室內環境診斷方法

及流程，經由書面審查、初勘、複評等階段評估，診斷方法採現

場實測與使用者訪談調查並行，針對室內之音、光、溫熱、空氣、

電磁、生物性等環境因子，進行長時間(8 小時以上)現場實測，以

瞭解室內環境品質問題，最後整合實測數據及訪談調查結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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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性的診斷，並研擬具體改善建議報告書供參，俾利營造健康

舒適的優質室內環境。完成國內 150 處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現況訪

查並搭配簡易式二氧化碳濃度測量巡檢，並針對前述各類型公共

場所完成 80 處室內空氣品質採樣工作。 

研提「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立法說帖」轉交立法委員參

考，持續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草案）」立法工作。標準

檢驗局協助協助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完成包括 CNS 15160-1「聲學

－建築物及建築構件之隔音量測法－具有抑制側向傳播之實驗

室測試設施要求」等 14 個聲學類國家標準之制定作業。 

4. 100 年度： 

100 年度預計完成 8 建學校類建築教學空間之室內環境品質

現場實測及研提改善建議。預計舉辦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講習會

北、南共 2 場，參加人次約有 300 人。 

97-100 年累計將完成 36 案（托兒所 15 案、老人安養中心 11

案、住宅 10 案、學校 8 案）之室內環境診斷諮詢服務，並研擬

具體建議供參與單位自行改善參考。每年均舉辦南北 2 場室內環

境品質講習會，97-100 年預計共約有 1,700 人次參與。 

健康室內環境改善分為自體檢查、初勘與建築物檢測三個層

級，檢測項目包含室內音、光、熱、氣等環境的診斷調查，找出

室內問題點供後續之改善；包括改善目標之確立、設計規劃、施

工及複檢，最後得以確認改善之成效。各檢測項目之檢測方法將

於後續章節詳細解說。 

javascript:accessDetail('1516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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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音環境 

音響學所包含的範圍相當的廣泛，以建築物理環境的觀點而

言稱為建築音響學（Architectural Acoustics），分為二部分，第一

部分為建築音響環境控制或稱噪音控制（Noice Control），第二部

分為室內音響學。 

建築音環境控制是利用噪音控制的手法來提高室內音環境

的品質，設計者需要了解室內音環境基準的訂定，採取必要的措

施如隔音、吸音與防振等來達成目標，並且有能力作完工作後的

檢測查核。室內音響學除了建築音環境控制的基本需求之外，所

追求的是良好的音響效果如音樂廳、演講堂等空間，所謂良好的

音響效果要視空間的用途、要求品質來訂立，並要考慮電器音響

設備需要的可能性。 

設計者具備建築音響學的專業知識，對於空間設計，材料的

選擇能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以提高整體建築環境的品質。以下將

針對音環境之基礎學理進行解說。 

(一) 音波 / Sound Wave 

音波來自於音源的振動，以波動的形式透過介質如水、空

氣、結構體等傳播，到達人耳。音波傳播的空間稱為音場(Sound 

Field)，在音場中音能量的傳遞靠介質在平衡位置往復運動，介質

音能量靠粒子的運動密集與疏散來傳播，如以壓力高低來表示，

粒子密集時壓力較高，反之則較低，音能量就在粒子高低變化的

過程中傳遞，這種高低的變化稱為音壓(Sound Pressure)。 

音波能夠在一秒中進行的距離稱為音速(Sound Velocity)，單

位為 m/s，而音波在介質粒子中每秒振動的次數稱為頻率

(Frequency)，一般以ƒ表示，建築音響學中常用的單位為 Hz，音

波振動一次往復運動所行徑的距離稱為音波的波長 (Wave 

Length)，以λ表示，單位為 m。音波、頻率、波長的關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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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長

音速

頻率

 

圖 2-3 音波、頻率與波長的關係(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聲音是一種生理的感覺，對人體而言主要的聽覺特性由音高

(pitch)、音色(tonal quality)、音量(loundness)音的三要素所組合決

定。 

(二) 音高 / Pitch 

音高是指人耳對聲音高低的感覺，音高一般與頻率有關。 

16 20 31.5 63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10K 20K

Hi-Fi裝置之再生音

鋼琴聲

蝙蝠

音響試驗、測定

耳聽之領域（青年）

耳聽之領域（老年）
7~120kHz

會話

 

圖 2-4 頻率範圍(資料來源：江哲銘，1997) 

 

波長 λ (Wavelength) 

頻率 ƒ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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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音色 / Tonal Quality 

音源發出的音波通常包括眾多頻率，每個頻率又具有各自不

同的能量，因此我們可以分析每個音源發音的頻率和能量分布的

特性，據以辨別音源的種類，稱為音色。 

齒輪
轉動聲

下雨聲

敲打聲

齒輪
轉動聲

下雨聲

敲打聲

齒輪
轉動聲

下雨聲

敲打聲

 

圖 2-5 音色之種類(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四) 音量 / Loundness 

音量的大小和音波的能量（音壓、音強均是音能傳播的物理

現象）及頻率有關，並且依每個人耳朵的聽覺能力而不同。但基

本上人耳對於低頻的聲音感覺較遲鈍，對中高頻 3~4KHz 的聲

音，感覺較靈敏。 

(五) 聲音評價尺度 

 dB 尺度（聲壓位準） 

以 1000Hz人耳可聽到的最小量基準值，單位為分 decibel(dB)。 

 dB(A)尺度（噪音級） 

對不同頻率的聲音感受並考慮人耳的感受，國際上採用 A、

B、C 三條加權曲線。 

適用頻率範圍適用頻率範圍

 

圖 2-6 頻率與音壓之關係(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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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聲音的傳播 

 空氣傳播（Airborne Sound） 

由發生源直接放射於空氣中。如電視、音響等視聽器具、會

話、鄰近住戶開口或開門窗所傳播的室內噪音、汽機車發動

引擎聲。 

 固體傳音（Structure-brone Sound） 

由對牆壁或者樓板等施加衝擊力，而引起該部位的振動後，

藉著建築物結構體的傳遞，再向其他鄰接住戶、居室放射的

聲音。如人們跳動、跑動、物體碰撞或挪動桌椅對直下層住

戶的樓板衝擊音，或是廚房浴室等空間在使用給排水設施

時，透過管路向上下樓層傳播的給排水系統噪音。 

 空氣傳播+固體傳播 

由發生源同時進行對空氣直接放射音波及對牆壁或地板等

施加衝擊力振動的固體傳音方式。如門窗開關時所產生的衝

擊音、彈奏鋼琴時所發生的振動音、操作洗衣機時或其他家

用設備機械時所產生的振動音。 

室內噪音發生常發生於我們日常生活中，噪音對人體易產生

生理層面之影響，而暴露於噪音環境下對於健康可能易造成之危

害，足量的噪音暴露會引起聽力損害、缺血性心臟疾病，並使生

活作息干擾影響正常睡眠與工作表現等。因此提升建築聲學環境

設計技術，並擴大應用層面刻不容緩。 

 

圖 2-6 聲音的傳播(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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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室內音環境課題中，噪音干擾可分為戶外環境噪音及

室內環境噪音，為追求理想之室內音環境，音環境控制或稱噪音

控制（Noise Control）為首要設計之目標。 

目前國內音環境之相關法規，包含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46 條，係針對連棟住宅、集合住宅、寄宿舍、旅館等之

臥室或客房或醫院病房等建築類型，並依分界牆、分間牆及樓板

天花之構造設立規範；噪音管制法係由環保署所訂定之噪音管制

標準，以環境噪音之控制為主要目標。 

室內噪音現場測試方法國內尚無制式之規範，本研究之測試

方法乃依 據國際標 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於 ISO 1996（1987）中對環境噪音相關量測

之建議規範，以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7183 噪音級測定方法，

其相關內容詳細說明如下。 

(一)音環境之診斷 

A. 室內環境噪音之診斷 

室內環境噪音診斷可參考環保署環境音量標準量測之方

法，量測儀器為符合國際電工協會 IEC 61260 之積分噪音計。量

測頻帶選用 1/1 倍頻帶，測定頻率範圍 31.5~8000 Hz 之 dB（A）

值。量測時高度距離樓地板為 1.2 m，距離窗戶 1.5 m 並打開窗戶。

檢測特性方面，以快特性為主，但如音源發出聲音變動性不大

時，可使用慢特性進行測定。 

檢測時間方面，道路之噪音需進行 24 小時監測，一般環境

噪音量測以噪音計 10 分鐘為測定時間，每間隔一秒取樣，數據

為 10 分鐘均能音量值 Leq。量測時為避免人員影響檢測值，檢測

人員應位於儀器相距半徑 50cm，角度 45 度以上，盡可能將儀器

麥克風以訊號線拉出相距 1.5m 以上，如圖 2-3 所示。對於室內環

境噪音之測定方法，除與前段環境噪音使用之測定方法相同外，

另可使用自動連續測定法或由波形紀錄器進行連續監測判斷所

發生之噪音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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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室內環境噪音測定與實測系統圖例(資料來源：江哲銘，1997) 

B. 牆板隔音性能診斷 

牆板隔音性能診斷可參照 CNS 15160-4 相關規定，為進行牆

板隔音性能之現場量測。聲源室以無指向性揚聲器為聲源。量測

包含受音室迴響時間、背景噪音、聲壓位準及聲源室聲壓位準之

量測。量測採 1/3 倍頻帶 50~5000 Hz 為主，計算以 100~3150 Hz

為主。 

受音室迴響時間量測程序為無指向性揚聲器經功率擴大器

輸出噪音訊號，待空間充穩定之訊號後，即關閉聲源，由分析儀

計算其受音室之迴響時間；受音室背景噪音量測程序為待量測儀

器設後，以麥克風記錄噪音量，由分析儀顯示背景噪音值；兩室

聲壓位準量測程序為無指向性揚聲器經功率擴大器輸出噪音訊

號，待兩者空間充穩定之聲源訊號後，以麥克風分別記錄聲源室

及受音室之聲壓位準量，由分析儀器顯示兩室之聲壓位準值，如

圖 2-4 所示。 

 
圖 2-8 牆板隔音性能量測示意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研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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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樓板衝擊音隔音性能診斷 

樓板衝擊音隔音性能診斷可參照 CNS 15160-7 相關規定，為

進行樓板衝擊音隔音性能現場量測，上室空間為聲源室，下室空

間為受音室。聲源室以輕量衝擊器為聲源；受音室以麥克風為受

音源。量測包含受音室迴響時間、背景噪音及衝擊聲壓位準之量

測。量測採 1/3 倍頻帶 50~5000 Hz 為主，計算以 100~3150 Hz 為

主。 

受音室迴響時間量測程序為無指向性揚聲器經功率擴大器

輸出噪音訊號，待空間充穩定之訊號後，即關閉聲源，由分析儀

計算其受音室之迴響時間；受音室背景噪音量測程序為待量測儀

器設後，以麥克風記錄噪音量，由分析儀顯示背景噪音值；受音

室聲壓位準量測程序為輕量衝擊源敲擊後，待受音室充穩定聲源

訊號後，以麥克風記錄受音室之衝擊聲壓位準，由分析儀器顯示

受音室之位準值，如圖 2-5 所示。 

 
圖 2-9 樓板衝擊音機制與量測系統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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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音環境量測儀器 

儀器名稱 儀器示意圖 儀器特點 

積分噪音計 

 

 符合 IEC 61672-1（2002）Class 1

及 IEC 61260（1995）Class1 

 可量測倍頻帶及 1/3倍頻帶噪音值 

 量測 A、C等不同頻率權衡或 Fast、

Slow等時間權衡噪音值 

 適用於單點噪音或全天噪音值監測 

音源校正器 

 

 可用於 Class1與 Class2之噪音計 

 符合標準 IEC 60942（2003）Class1

及 JIS 1515（2004）Class1 

 聲壓位準為 94 dB±0.3 dB 

 校正頻率為 1000 Hz ±2% 

訊號紀錄器 

 

 適用於環境、設備等噪音、及振動量

測記錄 

 麥克風、加速規等可直接連接 

 可記錄量測聲音波形 

 波形可由頻譜分析儀分析 

頻譜分析儀 

 

 麥克風、加速規等可直接連接 

 診斷及分析聲音和振動量測檔 

 頻譜處理與包含倍頻帶及 1/3 倍頻

帶分析 

輕量衝擊源 

 

 可用於樓板衝擊音實驗室及現場量

測 

 5 個錘處於同一線上，相鄰錘頭之中

線間隔距離為 100±3 mm 

 每一錘之質量為 500±12 g，衝擊速

度符合 0.886±0.022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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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名稱 儀器示意圖 儀器特點 

收音麥克風 

 
 適用於迴響時間及室內聲壓分布之

量測 

 適用於建築聲學、隔音性能、樓板衝

擊音量測 

 可產生白色噪音及粉紅色訊號供量

測使用 

無指向聲源 

 

功率擴大器 

 

(二) 各國室內環境品質相關建議與規範 

1. 加拿大 

目 前 根 據 加 拿 大 環 保 部 公 佈 其 噪 音 評 估 指 標 為

Leq24Hours，主要是管制道路與鐵路等公眾交通幹線產生的噪音

對室內的影響。主要基準分為以下三大部分： 

（1） 低於 55dB(A)以下者為合格，不需要另外施做隔音設

備 

（2） 超過 55dB(A)低於 75 dB(A)以下者，需要於道路旁增

設隔音設備，降低噪音以免影響住戶 

（3） 超過 75dB(A)的道路與鐵路週遭則不應規劃成住宅區 

2. 丹麥 

目前根據丹麥相關環保部門公佈其噪音評估指標為

Leq24Hours，主要是管制道路交通幹線產生的噪音。主要基準分

為以下三大部分： 

（1） 鄉下住宅區之道路噪音不得超過 4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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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郊區住宅區之道路噪音不得超過 45dB(A)。 

（3） 商業區之道路噪音不得超過 50dB(A)。 

（4） 工商混合區之道路噪音不得超過 55dB(A)。 

3. 芬蘭 

芬蘭是少數先進國家有針對室內環境噪音制定相關規範與

建議，其採用的標準為 Leq。規範中將住宅室內劃分為以下三類： 

（1） 起居室不得超過 35dB(A) 

（2） 廚房以外之室內空間不得超過 40dB(A) 

（3） 室外空間不得超過 55dB(A) 

4. 匈牙利 

匈牙利主要是針對都市環境噪音與工業區噪音來做評估，其

採用的指標為 Leq8Hours 與 Led30Min 兩種評估模式來量測密集

住宅區與稀疏住宅區，其相關表準如下： 

（1） 稀疏住宅區：白天(06:00-22:00)不得超過 45dB(A)，夜

間不得超過 35 dB(A) 

（2） 密集住宅區：白天(06:00-22:00) 不得超過 55dB(A)，

夜間不得超過 45 dB(A) 

5. 中華民國 

室內音環境之評估基準，住宅類及辦公空間之評估基準，本

研究參酌 IEI 所推薦之住宅及辦公空間音環境基準值作為評估準

則（如表 2-3），以 56dB(A)之評價點作為最基本評估基準值。 

表 2-3  室內綜合評估音環境評價點 

音環境評價點 20 40 60 80 100 

住宅類 Leq24H  ＞55≧  ＞50≧  ＞45≧  ＞40≧  

一般辦公空間 LeqD  ＞59≧  ＞56≧  ＞5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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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國室內音環境指標總表 

國名 評估指標 適用場所或對象 規定基準 

加拿大 Leq24hours 道路、鐵路 

55 dB(A)，不限制 

55-75 dB(A)，需設置隔音設施 

75 dB(A)，不得為住宅區 

丹麥 Leq 24hours 道路 

40 dB，鄉下住宅區 

45 dB，郊外住宅區 

50 dB，商業區 

55 dB，商工業區 

芬蘭 
dB(A) 

Leq 

集合住宅、 

連棟式住宅居室 

日間 35dB(A) 

夜間 30dB(A) 

巴西 
Leq 

Lx 
都市、工廠 L10、L50 

匈牙利 
Leq 8hours 

Leq 30min 
都市、工廠 

稀疏住宅區，白天 45 dB(A) 

夜間 35 dB(A) 

密集住宅區，白天 55 dB(A) 

夜間 45 dB(A) 

荷蘭 Leq 
都市各類 

建築物 

起居室、臥室、一流旅館， 

白天 40 dB(A)  夜間 30 dB(A) 

宿舍、次等旅館， 

白天 45 dB(A)  夜間 35 dB(A) 

挪威 
Leq 24hours 

Lmax 
一般環境噪音 Leq24max50-60 dB(A) 

南非 
Leq 

L10 
一般環境噪音 L10 適用於環境噪音 

瑞典 
NR 

Leq 24hours 

NR 定常音 

一般環境噪音 

窗戶緊閉，30 dB(A) 

窗戶打開，55 dB(A) 

澳大利亞 
Lh 

Lx 

工廠噪音 

一般環境噪音 
早晚夜間各時間帶算數平均值 

英國 L10(6-24)  

都市起居室，50dB(A) 

都市臥室，35dB(A) 

郊區起居室，45dB(A) 

鄉村起居室，40dB(A) 

瑞士 
dB(A) 

Lx 

道路噪音 

戶外噪音 

住宅區（L50），白天 50 dB(A) 

              夜間 45 dB(A) 

      商業區，白天 55 dB(A) 

              夜間 45 dB(A) 

美國 EPA 
Ldn 

L10 

集合住宅、 

連棟式住宅居室 
室內 45dB(A)  室外 55dB(A) 

日本 

（日本建

築學會） 

dB(A) 
集合住宅、 

連棟式住宅居室 

特級，30 dB(A)或 N-25 

一級，35dB(A) 或 N-30 

二級，40dB(A) 或 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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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光環境 

光照環境包含了自然採光及人工照明兩大部分。自然採光即

自然光經過建築的開口部對室內之照明，但是自然光通常無法提

供均勻恆久的照度，更無法滿足不同空間機能之照度標準，因此

人工照明設施即為不可或缺的依賴工具。室內光環境診斷方面，

綜合考量室內光照環境，進行室內照度、昡光、均齊度及晝光率

等之評估與計算。其基本知識與診斷量測方式與評估基準將詳述

如下。 

（一） 晝光 

抵達地球之自然光乃由太陽直射光及天空光所組成，總稱為

全晝光。天空光為直射日光受大氣中的空氣分子、水蒸氣、塵埃

等散亂後而成的漫射光，並含有自地面之反射光射入大氣後，再

經反射而成之光，此反射光為日光之第二次光源。因此，廣義的

晝光包含了所有的天然光，而通常所指之晝光是針對天空光。 

（二） 晝光率 

採光設計時須設法使室內空間的照度分布達到合理，但是由

於室外的晝光照度差異變化頗大，因此不易控制。晝光率為一根

據室內外照度比的一個指標，以 D 表示。 

D =
E

ES

D：晝光率
E：室內被照面上某一點之照度
ES：室外全天空照度

圖 2-10 晝光率示意圖(資料來源：江哲銘，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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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眩光 

在照明或採光中，因光源種類或方向，有炫耀刺眼之光線而

妨礙物體之辨識，並影響工作效率，此類光線稱為眩光，其種類

劃分如下： 

 對比眩光 

對象物其本身對比過大時而感到炫耀刺目，如面對太陽

而無法辨識來人之面孔。 

 斜照日光 

被視物體附近有較高亮度光源時，此物體常發生無法辨

識之現象。 

 反射眩光 

金屬面或其他光華之表面因反射而無法看清之現象。 

 光幕眩光 

也可稱為表膜眩光，眼睛對被視物觀視時所發生被視物

多餘之強烈反光。如觀看高照度物體時，視線中有塵

埃、煙霧等發亮物質，就如同玻璃膜之存在。 

 順應眩光 

由黑暗之處所突然來至光明之處所時所產生。因人眼調

適尚未來得及，常於 1~2 分鐘後消失。也稱暫時眩光。 

 過照炫光 

直接投射於視覺器官之光通量過大時所產生，如太陽或

高照度之發光體於視線前方時，無法清晰辨認光源與試

點之物體。 

 

圖 2-11 燈具降低眩光投射角範圍限制圖 

（資料來源：學校教室照明與節能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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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度 

受照平面上接受光通量的密度，可用每一單位面積的光通量

來測量。一般來說，要求事物看得清楚，需要有足夠的照度，也

就是被照射物體要有足夠的光線。照度常用的單位為勒克斯

(Lux)，1Lux =1m/m
2。 

（五） 均齊度 

均齊度是指作業面上之「最低照度與平均照度的比值」或「最

小照度與最大照度的比值」。如果作業場所內環境的明暗差異極

大，也就是照度不佳，則當視線從一個表面轉移到另一個表面

時，眼睛會產生調適現象，因此，容易感到眼睛疲勞並影響視力。 

光源

桌面

(光通量) (輝度)

(反射率)

(輝度)

(照度)

眼睛

 

圖 2-12 照明指標示意圖（資料來源：學校教室照明與節能參考手冊） 

 

室內光環境之量測方法 

1. 室內照度量測 

依 CNS 之照度標準測定方法，無特別指定作業面之高度時，

以距離地板 85cm 為準（走廊、室外以地面高度計算）。 

2. 均齊度 

均齊度之定義為作業面上最低照度與平均照度的比值，乃藉

由室內照度量測值計算轉換而得，其所謂的作業面應除去距離周

壁 1M 以內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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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眩光 

在視野中應避免光源輝度過高，照明器具之擴散面太大，以

及窗戶等開口部之強光，否則易造成眩光傷害，其改善辦法係擴

大發光體的面積或藉燈具特別構造，使人在工作中不輕易視及發

光體，因此在診斷上需實地診斷照明器具是否具備防眩光設計。 

4. 晝光率 

晝光率是指室內某一點之照度對應於當時室外全天空照度

比值之百分率，乃是評估建築物自然採光優劣之重要指標。 

5. 其他相關紀錄 

A. 照明條件：光源、照明設施之規格和設計圖，及其使用

時間，白晝狀況。 

B. 測量條件：測量基準點位置等。 

C. 環境條件：時間、天氣狀態，牆壁、天花板、地板等之

表面條件（顏色、材料等）之記錄。以上各條件、空間

描述由現埸勘查時進行詳細紀錄。 

 
圖 2-13 多點照度計同步量測儀器系統(資料來源：周伯丞，2002) 

 

圖 2-14 四點法平均照度計算(資料來源：CNS5065) 



 

28 

健
康
室
內
環
境
診
斷
評
估
手
冊
（
草
案
） 

室內光環境之評估基準 

由於各空間用途不同，工作項目亦不相同，其所需之照度也

會有所差異，針對室內光環境之評估基準，室內照度參考我國國

家標準 CNS，及日本工業標準（JIS）規定，依研究對象列舉其基

準；晝光率評估參考日本建築學會所訂定之基準（如表 2-5 所

示），根據不同空間種類或不同作業行為而有較細微之規定；辦

公室或教室等希望作業面照度均勻分佈而進行全面照明時，其均

齊度應達 1/3 以上，住宅均齊度應達 0.6 以上（IEI 所推薦 60 之

評價點）；眩光方面，國際照明委員會（CIE）有訂定眩光指數

CGI（CIE Glare Index），英國照明學會（IES）採不適眩光評分（DGR, 

Discomfort Glare Rating），然而由於人員位置之多樣性，其計算方

式過於複雜，故本研究於評估時直接判別空間是否易受直射日光

之影響而產生眩光，及燈具是否具防眩光設計。 

表 2-5 各種室間使用目的的採光所需之晝光率 

作業或室間之種類 基本晝光率 ％ 

修理鐘錶.依晝光之手術室 10 

長時間之縫紉.精密繪圖.精密工作 5 

短時間之縫紉.長時間之閱讀.繪圖.打字.齒科

診所 
3 

閱讀.辦公.一般診療室.普通教室 2 

會議.會客室.講堂.體育館.一般病房 1.5 

短時間閱讀.美術館展覽廊.圖書館書庫.車庫 1 

旅館大廳.住宅餐廳.一般起居室.電影院休息

室.教堂座席 
0.7 

一般走廊.樓梯.小型貨物倉庫 0.5 

大型貨物倉庫.住宅儲藏間.壁櫥 0.2 

表 2-6 室內綜合評估光環境評價點 

光環境評價點 20 40 60 80 100 

住宅均齊度  ＜0.5≦  ＜0.6≦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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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光環境量測儀器 

儀器名稱 儀器示意圖 儀器特點 

照度計 

 

 多功能且便捷的操作 

 可與電腦連線，可通過

記錄器對照度作連續

紀錄 

 快速自動的歸零校正 

輝度計 

 

 輕便容易攜帶 

 可以做非接觸測量 

 將測量區域的顏色轉

換為數值 

色溫度對室內光環境之影響 

色溫度( color temperature )是用以評價光源色彩的標準，以絕

對溫度 K 為單位(K=℃+273.15)，根據 Max Planck 的理論，若將

一具完全吸收與放射能力的標準黑體加熱，溫度逐漸升高，其光

色亦隨之改變，在 CIE 色座標上的黑體曲線(Black body locus)顯

示黑體由紅→橙紅→黃→黃白→白→藍白的過程，若某光源所發

射顏色與黑體在某－溫度下所輻射的光顏色相同，則黑體的絕對

溫度就稱為該光源的顏色溫度。 

黑體溫度(K) 光色

室溫 黑

800 紅

3,000 黃白

4,000 白

5,000 冷白

8,000 藍白

60,000 深藍

  

 

 

圖 2-15  色度圖與黑體軌跡(資料來源：許招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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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視覺對光源色溫種類之偏好與照明環境照度值的多寡

有相對應之關係，A.Kruithof 於 1941 年藉由實驗以探討光源色溫

度與照度對人體視覺之舒適範圍與組合模式，研究結果顯示色溫

度與照度對於人體舒適感影響呈現某種程度之正比關係（如圖

2-16 所示），光源色溫度與照度不同的組合會使視覺感官產生不

同評價，圖中白色區塊代表人體感覺較為舒適愉悅之範圍，而黑

色部分則為人體感覺較為不舒適愉悅之範圍。因此在低照度之照

明環境下，人們會較偏好低色溫之照明；而照度越高時則越傾向

較高色溫之照明方式。而在高照度時採用低色溫光源，則會使人

感覺較不自然與產生溫熱之不舒適感，若在低照度時採用高色溫

光源，則易使人感覺較為陰鬱（dim）與產生寒冷（cold）之不舒

適感。 

 

圖 2-16  色溫度與照度曲線（資料來源：本手冊參照 A.Kruithof 繪製整理） 

光源色溫度的選擇取決於室內照明環境所要塑造的氛圍，根

據國外對於色溫假設（hue-heat）議題之相關研究結果指出，人體

視覺會因照明環境光源色溫之差異而呈現不同感受，例如，低色

溫（暖色系＜3300°K）光源能塑造溫熱與親切輕鬆的氣氛，而高

色溫（冷白色系＞5300°K）光源則易塑造出清冷、緊張、使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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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振奮之工作氣氛。因此國際照明委員會（CIE）將室內照明光

源常用的色溫分成三類（如圖 2-17），其中第一類光源色溫適用

於住宅類建築物之室內照明，尤其以在寒冷地區特別喜愛；第二

類光源色溫則慣用於一般作業性質之室內空間，如：辦公室、醫

院病房……等運用最為廣泛；而第三類光源色溫則建議應用於需

高照度水平之照明環境，適用於特殊工作性質，如：精密作業、

製圖、珠寶加工與手術室或熱帶地區之室內空間照明。 

12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晴空

陰天

正午的太陽

日出2小時

日出1小時

蠟燭

日光燈 晝光色

日光燈 晝白色

日光燈 白色

日光燈 暖白色

日光燈 燈泡色

白熾燈泡

建
議
色
溫
度

第三類 冷色系

第二類 中間色系

第一類 暖色系

 

圖 2-17  光源的色溫度與分類(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若是想要營造舒適涼爽的氛圍或是活潑的氣氛時，可以利用

高色溫度的燈具；若欲營造溫暖及沉穩的氣氛時，則可以選用低

色溫度的燈具。（如圖 2-12） 

高色溫度
高照度
高位置

低色溫度
低照度
低位置

較溫暖、沉穩
較涼爽、活潑

 

圖 2-18  色溫度與氛圍之關係(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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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溫熱環境 

人體對於環境變化感知甚快，除了光環境、音環境外，溫熱

環境對於人體舒適與活動影響較為直接與迅速，雖然人體對於溫

度急遽變化具有一定之延遲反應，但對於工作環境的溫差變化及

工作效率之反應，相較於室外環境影響而言較為穩定。研究顯

示，人體處於溫熱濕環境中，如長期累積冷擊、熱壓力等效應，

對人體健康易產生負面之影響。因此，對於室內環境品質控制而

言，室內溫熱濕環境的舒適度，為長期生活與工作的重要考量項

目之一。 

人體與室內環境的冷熱反應關係，乃立足於微妙生理及心理

反應上，而此反應藉由生理所接受的刺激而產生變化，但此一刺

激並非由單一的環境要素所造成。綜合來說，影響人體冷熱感覺

之要素如下表： 

表 2-8 人體冷熱感覺影響因子 

周遭環境的影響因子 人體狀態的影響因子 

1.氣溫  3.周壁溫度 
2.濕度  4.氣流 

1.工作強度（代謝率） 
2.著衣量 

（一） 溫度、濕度、氣流 

室內氣溫並非每一個角落都相同，根據建築物構造與隔熱之

良莠、外界的氣候條件、冷暖房方式等會產生上下，以及水平向

的差異。上下溫度差很容易由身體察覺，在體感上有相當大的影

響。 

空氣中所含水蒸氣量大小，一天之中濕度的變化有一定的傾

向，通常一天之內空氣中的水蒸氣量亦即絕對濕度不會有太大的

變化。至於相對濕度則與氣溫變化成相反傾向，通常在氣溫最低

的清晨時相對濕度昇至最高，在最高溫的午後 2~3 時左右相對濕

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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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的流動稱之為氣流，氣流可促進人體產生的對流以及蒸

發放熱，藉冷卻作用使體感變為舒暢。一般舒適的風速約在 1m/s

以下，夏季可能大些，而冬季則小些，特別是暖房開機時以在室

內的人員沒有感覺最好。風速 0.5m/s 時人體就會感覺有風。 

 周壁表面溫度高低（℃） 室內相對溼度高低（％）

室內氣溫高低（℃）
室內氣流大小（m/s）

作
業
強
度

 

圖 2-19 人體熱平衡狀態圖(資料來源：江哲銘，1997) 

（二） 工作強度（代謝率） 

人體本身是一個生物機體，無時無刻不再製造熱能與放射熱

能，以便和外界環境達成一種「熱平衡」，因此，輻射之熱量隨

著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例如秋冬時，人體散熱顯著的降低，以

維持個體所需，若於夏天，則大量放射熱量，以降低不舒適的程

度，同時人體之產生熱量亦隨著活動、人類種別、性別之不同，

而有所差異，如表 2-9 所示。 

表 2-9 人體的放熱量(kcal/h‧人) 

作業程度 適用例 MET

室 溫
20℃ 22℃ 24℃ 26℃

SH LH SH LH SH LH SH LH

躺臥、休息 劇場、中小學校 1.0 59 18 56 22 51 27 46 33

坐姿、輕作業 高中 1.1 65 26 58 30 53 36 46 43

辦公作業 辦公室、大學 1.2 66 34 61 40 54 46 46 53

站姿、步行 銀行、百貨公司 1.4 68 44 62 49 57 55 47 64

輕作業 工廠 2.0 87 81 77 90 65 95 53 114

重作業 工廠、保齡球館 3.7 141 181 129 193 117 206 107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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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經由各種方法或途徑所消耗之熱量稱為代謝量，而人體

在安靜狀態(空腹、仰臥狀態)時所產生之熱量稱之為「基本代謝

量」。成年男子（標準體格為身高 177.4cm，體重 77.1kg，體表面

積 1.8m
2 之美國規定）靜坐時，每單位表面積之代謝率為

58.2W/m
2。一般來說，人體表面積每差 1 m

2，代謝量約差 35W

左右。而工作時之代謝量與安靜狀態下之基本代謝量之比率稱為

代謝率，以 MET 為單位來表示。 

（三） 著衣量 

著衣量亦可影響及調整人體之舒適感，例如在冬天裡人們穿

上厚重的衣物，以隔絕冷空氣保持身體之溫暖，而在夏天大家則

穿著短袖或通風涼快之少量衣物，以加速人體之散熱，而達舒適

程度，故著衣量之多寡亦會影響人體之舒適度。著衣量之單位為

clo。1clo 是指在 21.2℃、50%、0.1m/s 之空氣條件下，人體感覺

舒適時之著衣量。若以衣服之隔熱程度表示的話，1clo 等於 0.8 

m
2
h℃/kcalo clo 值之計算根據表 2-10 各衣類的 col 值「Ci」依下

式合計而得。 

  0.1Ci0.75C男人  .................................... 式 2-2 

  0.05Ci0.80C女人  .................................. 式 2-3 

表 2-10 人體之著衣量 

男人之著衣量值 女人之著衣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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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溫熱環境之量測方法 

甲、 溫濕度、風速量測 

為釐清室內溫熱舒適性等物理性因子對室內環境之影響狀

態，於各量測空間進行溫度、相對濕度與風速之連續性量測，其

監測高度約離地面 1.5M 高處之人體呼吸面，觀察 24 小時以上之

變化，並同時具備室外採樣點，以瞭解室外溫熱環境對室內之影

響狀態。本研究所採用之室內溫熱環境測試儀器特性如表 2-11 所

示。 

表 2-11 室內溫熱環境測試儀器特性 

測定因子 測 定 原 理 量測範圍 量測精度 

溫    度 電  阻  式 即時連續監測 -10～60℃ All range ±0.5℃ 

相對濕度 電  容  式 即時連續監測 0.8～100％ 
0.8～90％±2％RH 

90～100％±3％RH 

風    速 熱感應方式 即時連續監測 0.2～2.0m/s All range ±0.2m/s 

 

乙、 溫熱舒適度反應值（PMV）與人體熱舒適不滿意度

（PPD）量測 

溫熱環境方面，除上述之測定因子外，將於空間中同時記錄

PMV 之監測值，以做為人體溫熱舒適度評估診斷之參考。所謂 

PMV 指標乃是一種堪稱最完備之熱環境指標，已列入國際標準之

列，為丹麥學者 P.O.Fanger 所研究；乃是將 1300 位左右的人，置

於「人工控制熱環境實驗室」中進行實驗，再將心理量依氣溫、

濕度、氣流、著衣量及工作強度等物理量進行統計分析，以歸納

找尋出舒適與不快之範圍，所確立之 PMV 與 PPD 評估指標。 

Fanger 將 PMV 值依照人的熱感覺分成熱、暖、稍暖、無感

覺、稍涼、涼、冷七個等級（如表 2-12），並通過大量試驗獲得

感到不滿意等級的熱感覺人數佔全部人數的百分比 PPD，畫出

PMV-PPD 曲線如圖 2-20 所示。使用 PMV-PPD 曲線，可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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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著裝，從事不同活動的人在環境中的溫熱感覺。國際標準化

組織 ISO 7730（12-15-1994）已規定 PMV：-0.5~0.5 範圍為室內

熱舒適指標。 

表 2-12  熱環境心理評估尺度 

心 理 感 覺 PMV 

冷 Cold -3 

涼 Cool -2 

稍涼 Slightly cool -1 

無感覺 Neutral 0 

稍暖 Slightly warm 1 

暖 Warm 2 

熱 Hot 3 

  

圖 2-20 ISO7730 所規範之熱舒適評估指標(資料來源：ISO 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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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溫熱環境相關規範建議 

1. 新加坡 

新加坡環境部室內空氣品質技術顧問委員會於 1996 年出版

的辦公室優良空氣品質指南 (Guidelines for Good Indoor Air 

Quality in Office Premises)，內容物包括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最高濃

度限值以及溫度、溼度與風速等相關物理因子之建議範圍。 

表 2-13  新加坡室內溫熱環境基準 

溫度 22.5~25.5 

相對溼度 70% 

風速 0.25m/s 

2. 日本建築衛生管理法施行令 

考量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日本建築衛生管理

法施行令第 2 條第 1 項依據建築衛生管理法第 4 條第 1 項針對浮

游粉塵等七項污染物訂定室內空氣品質基準值，其中有關溫熱環

境規範基準部分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日本室內溫熱環境基準 

溫度 17~28℃ 

相對溼度 40~70% 

風速 0.5m/s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室內空氣質量標準) 

中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對於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起始於 2002

年，同年 11 月發布室內空氣質量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GB/T1883-2002)，隔年 3 月正式施行。 

表 2-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室內溫熱環境基準 

序號 参數類別 参數 單位 標準值 備註 

1 

物理性 

温度 ℃ 
22~28 夏季冷房 

16~24 冬季暖房 

2 相對溼度 % 
40~80 夏季冷房 

30~60 冬季暖房 

3 空氣流速 m/s 
0.3 夏季冷房 

0.2 冬季暖房 

4 新風量 m3/(h.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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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 

經歷過 2003SARS 風暴，香港行政區目前在室內空氣品質推

動管理上表現得非常積極。目前雖然尚未針對室內空氣品質訂定

專法，但不斷透過專屬網站增進一般民眾對於室內空氣品質的認

識，並印製相關文宣手冊宣導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性，其中在名

為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的手冊中對於室內

溫熱環境品質標準的建議如下表所示。 

表 2-16  香港室內溫熱環境基準 

參數 單位 
八小時平均 參數 

卓 越 級 良 好 級 

室內溫度 ℃ 20 至 < 25.5 < 25.5 

相對濕度 % 40 至 < 70 < 70 

空氣流動速度 m/s < 0.2 < 0.3 

表 2-17 溫熱環境量測儀器 

儀器名稱 儀器示意圖 儀器特點 

移動式溫熱

因子儀器 

 

 可測量溫度、溼度、風速/風

量、壓力、CO、CO2等多種參數 

 可外接二組測棒，自動判定測

棒類型 

小型溫濕度

記錄器 

 

 小型體機設定可用於安裝任何

地方 

 低成本的價格，能讓使用者做

多點監測 

 簡易的操作設定，減少時間的

浪費 

熱舒適因子 

測定儀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儀可對室內

空氣中的顆粒物濃度、CO、

CO2、氣溫以及濕度進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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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空氣環境 

建築物之室內空氣品質影響因子甚多，包括建築物、室內裝

修、人員、事務設備等，其中主要的影響因子為建築的「通風換

氣」，例如一些中央空調的辦公類建築物，常為了節省初期設備

經費或天花高度不足而採用完全無外氣系統的 FCU 空調，甚至有

些大樓為了減少外氣空調負荷而關閉外氣供應，造成嚴重的「病

態大樓症候群」。 

  

氣狀污染物 

粒狀污染物 

空

氣

污

染

物

 

無機性氣體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臭氧等等） 

有機性氣體 

（臭氣、碳氫化合物、甲醛、苯類、醇類、酮類等等） 

固體粒子 

液體粒子 

非生物粒子 

生物粒子 

一般粉塵 

放射性物質 

纖維狀粒子 

花粉 

微生物 
真菌 

細菌 

病毒  

圖 2-21 空氣污染物質分類(資料來源：江哲銘，1997) 

室內人員與設備都可能是產生污染室內空氣品質的來源，受

污染的室內空氣若不排出，並輸入乾淨的外氣，室內空氣品質會

因此而愈來愈惡化，排出惡化的室內空氣並以乾淨的外氣替代，

稱之為「換氣」。而換氣的方式可依動力之種類可區分為自然換

氣及機械換氣。自然換氣通常利用在沒有冷暖房設備的建築物，

以風力所達成之換氣方式，又稱之為「通風」。 

因此，在設計階段或更新改造階段時，就必須注意室內通風

換氣的條件，並以預防控制的方法預先設計，在設計上不僅要兼

顧建築物之節能效益，更要注意室內通風的健康品質。目前國際

上綠建築的設計手法，即符合未來建築發展的形式，而國內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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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建築設計上，可依循「綠建築標章」制度的評估指標系統，

其中，室內環境指標在通風環境及建材使用上，都有很好的設計

及改善方式。 

 

圖 2-22 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示意圖(資料來源：江哲銘，1997) 

建築物通風換氣的目的主要在於（1）供給充分氧氣、（2）

稀釋污染物質、（3）除去污染源、（4）調整空間壓力控制氣流進

出、（5）削減部分熱負荷、（6）排除臭氣等功能以確保室內空氣

的品質。 

為瞭解國內目前各變因對室內空氣品質影響程度，將同時進

行建築室內空氣環境實地採樣分析與資料收集工作：從建築、設

備、空調機械等建築硬體與設計部分之調查（Walk Through 

Investigation & Collection Information），到實地監測、採樣與使用

行為之調查（Real Time Sampling & Investigation Analysis），皆採

用標準操作程序進行（如圖 2-23 所示），其中所包含之項目如下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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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空氣品質調查方法流程與細部說明(資料來源：江哲銘，1997) 

 

室內空氣品質採樣策略規劃原則 

室內空氣品質之採樣策略規劃，與基地微氣候環境、周遭環

境使用分區、建築物類型、使用規模、建築物設計、使用人員密

度、空間格局配置、設備形式、空調系統形式、室內裝修、建材

及家具配置、室內機具設施管理、維護清潔計畫、禁煙策略、化

學品管制等項目，主要分為三大部分：(1)訂定採樣之目的、(2)

現場調查及巡檢、(3)規劃合適之採樣策略。分述如下： 

(一) 訂定採樣之目的 

室內空氣品質攸關居住者之「健康」性能，因此在訂定採樣

目的上，必須以「人」為出發點，最主要是先調查「室內環境」

中是否有「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投訴、抱怨」，以瞭解該空

間是否存在「室內空氣品質問題」，並進一步進行「背景資料之

蒐集」，瞭解建築物或室內場所之基礎資訊，最後進行初步調查

及簡易之評估，再進行第二階段之現場巡檢。 

(二) 現場調查及巡檢(Walk though) 

在現場調查及巡檢(Walk though)方面，主要是以建築室內出

現之「環境病症」為調查及巡檢點，例如，天花板發霉、地板積

水、空調風管冷凝結水等症狀，都是生物性問題的來源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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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污染部分，現場調查及巡檢就必須依據不同「污染物來源」

判定位置，例如，人員密集度高、建材裝修量過多、清潔用品儲

存處、廚房或燃燒器具處、外氣進氣口等，在物理性部分，依據

溫熱環境、濕度環境、風速及風壓等項目判定，例如，室內溫熱

不均、濕度過高、風擊冷擊效應等，下表依據室內空氣品質因子

建議室內污染源判定，作為現場調查及巡檢(Walk though)選取之

依據： 

表 2-18 室內空氣品質因子與室內污染源判定建議 

項次 項目 建築物之污染來源及病症 

1 一氧化碳 

 優先選點：地下停車場、鄰近進氣口(開窗)之停車場、

廚房或餐廳、鍋爐燃燒設備、浴室或溫水泳池、鄰近

周遭工廠之進氣口(開窗)、吸煙場所等 

 一般選點：鄰近地下停車之空間、鄰近戶外停車場之

空間、鄰近廚房、鍋爐燃燒設備之空間、鄰近浴室或

溫水泳池之空間、鄰近吸煙場所之空間、一般人員密

度高之進氣口及回風口等 

2. 二氧化碳 

 優先選點：人員密度高之空間、汽機車排放之空間、

廚房或餐廳、鍋爐燃燒設備、鄰近周遭工廠進氣之空

間、吸煙場所、空調系統之末端送風或回風口等 

 一般選點：辦公空間、集會空間、會議空間、表演或

運動空間、教室、亟需新鮮空氣之場所等 

3. 
懸浮微粒

PM10 

 優先選點：地下停車場、鍋爐燃燒設備、鄰近周遭工

廠之進氣口、室內裝修大量(地毯、纖維、布織建材)、

吸煙場所、外氣進氣口、工廠工作區或機具設備、空

調或設備機房、防火或隔熱披覆、儲藏空間、清潔儲

存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調送風口及回風口、物品存放大量處、

長期高溫或日光直射處、機械設備區、事物機具區(如

影印機)等 

4. 
懸浮微粒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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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建築物之污染來源及病症 

5. TVOC 

 優先選點：建材裝修大量、剛清潔維護區域、更新改

造區域、化學品儲存區域、空調系統之末端送風或回

風口、事物機具區(如影印機)、空氣清淨機、展示空

間、繪畫空間、吸煙場所、鄰近周遭工廠之進氣口、

儲藏空間、實驗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間封閉區域、通風路徑不良區域、空調

送風口及回風口、防火、吸音建材、設備儲存區等 

6 甲醛 

 優先選點：大量使用木質建材、發泡隔熱建材、黏著

劑建材、油漆類建材區域、吸煙場所、化學品儲存區

域、展示空間、繪畫空間、實驗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間封閉區域、通風路徑不良區域、空調

送風口及回風口、防火、隔音、隔熱建材、設備儲存

區等 

7 真菌 
 優先選點：空調系統、空調風管、人員密度高、潮濕

發霉區域、儲水或排水區域、污水處理區域、機械設

備場所、地下空間、儲藏空間、衛浴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調系統之末端送風或回風口、冷凝或結

露區域等 

8 細菌 

9 臭氧  一般選點：臭氧空氣清淨機、吸煙場所等 

10 溫度  一般選點：溫熱不均地區、空調外週區等 

(三) 規劃適合之採樣策略 

由於所選取之取樣數目是否足以代表該空間中各污物之濃

度，從統計學上的觀點來看，應視各污物之空間濃度變化情況而

定。另應配合空調管線之分布來分配取樣點，較能取得具代表性

之檢測數據。 

1. 取樣點空間分配： 

取樣區域選取及取樣點數決定後，隨即進行取樣區域內之取

樣點選擇，以樓板面積 2,500 m
2 為例，即可劃分為 100 個 5m x 5m

小區塊，並於其中隨機選取 4~5 小區塊作為取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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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測位置注意事項： 

(1)取樣點應避免在完全密閉且未設置機械通風及空調系統

(或設有獨立機械通風及空調系統)的空間，如雜物間、電氣(機)

房等非污染源頭之位置取樣。 

(2)進行大樓取樣規劃時，原則上應涵蓋高、中、低樓層。每

樓層至少應採 1 點，取樣人員可視大樓內不同樓層之公眾使用密

度，增加取樣點數。 

(3)執行辦公、營業場所取樣時，應充分考量該場所之不同營

運特性。營業場所之取樣時段，應包括室內空氣品質最惡劣的情

況(如人潮最多的時段)。取樣點之佈置應避開如電梯出入口、走

道等人行干擾，或如吸煙區、影印室等其他污染物干擾的位置，

並選擇受干擾影響最小之處取樣。細菌/真菌樣本之取樣，原則

上，辦公場所可選擇 2 至 4 個不同時段，並平均分配在辦公時間

內取樣。 

(4)同一大樓或辦公、營業場所，可能有不同的個別通風及空

調系統分區，取樣點應平均分佈於不同分區中。各分區的取樣點

應距離其區隔(如牆壁)或角落最少 50 公分以上。取樣時，取樣口

之位置應放置於地面約 120 至 150 公分之高度。 

表 2-19 室內空氣品質因子與室內污染源判定建議 

步驟 內容 

1 將測定區域依 5m x 5m 劃分成每一個小區塊 

2 
確認每個劃分小區塊內，皆有 50%以上區域包括全職人

員及進行一般正常工作與活動 

3 將每個小區塊進行編號 

4 
隨機選擇小區塊以決定取樣地點(如在 100 個小區塊內

隨機選取 4 個取樣區塊，例如：編號為 47, 72,97, 22) 

5 
放置取樣及監測儀器於決定之取樣區塊，進行取樣及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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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各國室內空氣環境基準總表 

國家  

項目  

台灣 香港 
中國 日本 新加坡 

南韓 

第一類 第二類 卓越級 良好級 A B C 

物
理
性 

Temp(℃) 15~28 — 20~22.5 25.5 22~28 夏 16~24 冬 17~28 22.5~25.5 — — — 

RH(%) — — 40~70 70 40~80 夏 30~60 冬 40~70 70 — — — 

Air Velocity(m/s) — — 0.2 0.3   0.3 夏  0.2 冬 0.5 0.25 — — — 

化
學
性 

CO 2 (ppm) 600-8hr 1000-8hr 800 1000 0.1(%)-month 1000 1000-8hr 1000 1000 1000 

CO(ppm) 2-8hr 9-8hr 1.7 8.7 10(mg/m3) -1hr 10 9-8hr 10 10 25 

HCHO(ppm) 0.1-1hr 0.024 0.081 0.1(mg/m3) -1hr 0.08(µg/m3) 0.1-8hr 120(µl/m3) 120(µl/m3) 120(µl/m3) 

TVOC(ppm) 3-1hr 0.087 0.261 0.6(mg/m3) -8hr 400 3 — — — 

O3(ppm) 0.03-8hr 0.05-8hr 0.025 0.061 0.16(mg/m3) -1hr — 0.05-8hr — — — 

PM10(µg/m3) 60-24hr 150-24hr 20 180 0.15(mg/m3) -1day 150 150 150(µl/m3) 100(µl/m3) 200(µl/m3) 

PM2.5(µg/m3) 100-24hr — — — — — — — — 

NO2(ppm) — — 0.021 0.08 0.24(mg/m3) -1hr — — — — — 

SO2 (ppm) — — — — 0.5(mg/m3) -1hr — — — — — 

Lead(µg/m3) — — — — — — — — — — 

Radon (Bq/m3) — — 150 200 200 400 — — — — 

生
物
性 

Bacteria(CFU/m3) 500 1000 500 1000 2500 — 500 — 800 — 

Fungi(CFU/m3) 1000 — — — — 5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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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項目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WHO 英國 瑞典 德國 

Primary Secondary 

物

理

性 

Temp(℃) — — — — — — 16~27 — 

RH(%) — — 
30~80 夏 

30~55 冬 
— — 70~90 — — 

Air Velocity(m/s) — — — — — — 0.15 夏  0.25 冬 — 

化

學

性  

CO 2 (ppm) — — 3500-24hr — — — — 
5000-8hr 

10000-1hr 

CO(ppm) 
9-8hr 

35-1hr 
— 

25-1hr 

11-8hr 
9-8hr 

30(mg/m
3
) -1hr 

10(mg/m
3
) -8hr 

25-1hr 

10-8hr 
10(mg/m

3
)-24hr 

30-8hr 

60-30min 

HCHO(ppm) — — 
0.10-action 

0.05-target 
0.1 0.1(mg/m

3
)-30min 

0.1(mg/m
3
)-30

min 
— 

0.3-8hr 

1.0 

TVOC(ppm) — — — 5-1hr — 3 -8hr —  

O 3(ppm)  
0.12-1hr 

0.08-8hr 

0.12-1hr 

0.08-8hr 
— 

0.1-1hr 

0.08-4hr 
100(µg/m

3
) -8hr 100(µg/m

3
) — 0.12-1hr 

PM 1 0(µ g/m
3
) 

150-24hr 

50-1year 
50-1year — 90-1year 

50 -24hr 

20-1year 
— 

50 -24hr 

40-1year 
4(µg/m

3
)-8hr 

PM 2 . 5(µ g/m 3) 
65-24hr 

15-1year 
15-1year 

100-1hr 

40-24hr 
— 

25-24hr 

10-1year 
— — 1.5(mg/m

3
) 

NO 2(ppm) 0.053-1year — 
0.25-1hr 

0.05-24hr 
— 

200(µg/m
3
)-1hr 

40(µg/m
3
)-1year 

0.15-1hr 

0.02-24hr 

90(µg/m
3
)-1hr 

60(µg/m
3
)-24hr 

40(µg/m
3
)-1year 

5-8hr 

10-5min 

SO2 (ppm) 
0.14-24hr 

0.03-1year 
0.5-3hr 

0.38-5min 

0.019-24hr 

0.25-10min 

0.2-1hr 

0.02-1year 

500(µg/m
3
)-10min 

20(µg/m
3
)-24hr 

— 
200(µg/m

3
)-1hr 

100(µg/m
3
)-24hr 

0.5-8hr 

1.0 

Lead(µg/m3) 1.5-Quarterly — — 1.5-3month 0.5-1year — 0.5-1year 
0.1(mg/m

3
)-8hr 

1(mg/m
3
)-30min 

Radon (Bq/m3) 150 150 — 200-1year — 200 200 800 

生

物

性  

Bac te r ia (CFU/m
3
) — — — — — — — — 

Fung i (CFU/m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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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生物環境 

表 2-21 常見的生物性樣本採樣原理、儀器與特點 

採樣原理 採樣器種類 儀器示意圖 儀器特點 

Impaction 

Andersen  

N1, N2, N6 

 

 採樣較不費人力與時間且容易操作 

 可依欲培養的微生物種類選擇適當的培養基 

 多階採樣器可藉由衝擊原理採集到不同粒徑範

圍的微生物，以供瞭解環境中微生物的粒徑分

佈 

 僅可提供定點、短時間的樣本收集，無法瞭解

環境中長時間的室內生物性污染情形 

Burkard 

Sampler 

 

 採樣較不費人力與時間且容易操作 

 可依欲培養的微生物種類選擇適當的培養基 

 僅可提供定點、短時間的樣本收集，無法瞭解

環境中長時間的室內生物性污染情形 

Biostage 

 

 採樣較不費人力與時間且容易操作 

 可依欲培養的微生物種類選擇適當的培養基 

 僅可提供定點、短時間的樣本收集，無法瞭解

環境中長時間的室內生物性污染情形 

MAS-100 

 

 採樣較不費人力與時間且容易操作 

 可依欲培養的微生物種類選擇適當的培養基 

 僅可提供定點、短時間的樣本收集，無法瞭解

環境中長時間的室內生物性污染情形 

Impingement 
BioSampler 

(ex. AGI-30) 

 

 可長時間採集空氣中的微生物，且可依需求塗

抹在適當的培養基上 

 可依需求調整培養的採樣液，以避免菌落數過

多或過少等問題發生 

 玻璃材質易損壞，進而增加設備添購成本 

 於低溫環境下，易因低溫造成採樣液結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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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ration 

Filter 

cassette 
 

 容易操作 

 樣本可被用於不同的菌種培養或分析方法 

 樣本收集時間較長 

 樣本後續處理較為繁覆 

 採集的樣本為環境中的灰塵樣本，較可反映出

長時間的生物性污染情形 

Air-O-Cell 

 

 容易操作 

 樣本可被用於不同的菌種培養或分析方法 

 樣本收集時間較長 

 樣本後續處理較為繁覆 

 採集的樣本為環境中的灰塵樣本，較可反映出

長時間的生物性污染情形 

 

表 2-22 主要的生物性樣本鑑屬方法 

菌種鑑屬原理 儀器示意圖 鑑屬方法特點 

依菌種的 

型態鑑屬 

(如顏色、菌絲長度 

與外型等) 

 

 [光學顯微鏡] 

 可鑑定出採樣當下，空氣樣本中確實

存活且可培養出之菌落種類，亦可達

定量目的 

 需耗費較長的時間與人力 

 易因技術人員主觀認定影響鑑屬結

果 

透過菌種的 

DNA 序列鑑屬 
 

[聚合酵素鏈鎖反

應器] 

 可迅速鑑菌且可在短時間內同時分

析大量樣本 

 鑑屬成本高且處理流程較繁複 

 仍需克服靈敏度與定量問題 

 目前所能鑑屬的菌種種類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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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關法令規定 

在對於相關基礎理論觀念大致了解後，另一項重要的是國內

在對於相關法令之認知，確保室內環境改善之過程，是否符合國

內法令規範。以下為有關室內環境品質相關法令及規範整理。 

 音環境 

建築構造隔音性能依據 CNS 8465-1 建築物及建築構件之隔

音量評定-空氣隔音，進行分界牆、開口部構件隔音量評定 Rw；

根據 CNS 8465-2 建築物及建築構件之隔音量評定-衝擊音隔音，

進行樓板隔音量評定 Ln,w。 

 
圖 2-24 1/3 倍頻帶空氣音隔音之基準值曲線圖（左）倍頻帶空氣音隔音之基準

值曲線圖（右）（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8465-1） 

圖 2-25 1/3 倍頻帶衝擊音之基準值曲線圖（左）倍頻帶衝擊音之基準值曲線圖

（右）（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8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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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性能防音健康綠建材之應用部分，能有效防止噪音

影響生活品質的建材或建材組件。並將牆壁及屋頂構件、窗戶、

門扇、樓板緩衝材、吸音材列為評定項目（綠建材解說與評估手

冊 2011 年更新版）。 

 光環境 

室內光環境設計規範可依 CNS12112 之規定，主要說明使用

人工照明之場所，需考量照明及其分布、眩光、陰影及光色之規

定。照度主要以目視作業面上之水平面照度表示（距地板上

80cm；坐姿時離地 40cm，走廊、屋外以地面高度計算）。我國在 

CNS12112 照度標準中各類不同空間之作業性質分別加以規定適

當之照度基準值（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CNS 12112 各類空間室內照度規範值 

 
CNS 12112 各類型建築物作業空間室內照度範圍 

照度等級（Lux） 辦公室 住宅 學校 醫院 工廠 百貨商場 

20000       

15000       

10000       

7500       

5000       

3000       

2000       

1500       

1000       

750       

500       

300       

200       

150       

100       

75       

50       

30       

20       

10       

5       

2       

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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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熱與空氣環境 

建材，其使用率應達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總面積百

分之三十以上。」而室內裝修材料與樓地板面材料與「低逸散健

康綠建材」關係最為密切，舉凡牆壁類建材、木質板類建材、地

板類建材、塗料類建材、天花板建材及單一材料製作之門窗建材

或櫥櫃隔屏，皆可以運用、應用，以降低室內空氣汙染，減少建

材甲醛及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之逸散。 

立法院於民國 100年 11月 8日三讀通過了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將過去室外大氣管制為主的空氣污染防制，延伸至公共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的管理，也讓台灣成為繼韓國之後，世界第二個推

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立法的國家。 

並且將陸續完成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室內空

氣品質標準、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逐批

公告公共場所、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等相關子法，建立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改善輔導平台，同時辦理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專責人員培訓

課程及相關宣導說明活動等工作，以推動國內各公共場所未來依

法落實管理室內空氣品質。 

另外，國內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篇規定，建築物供各種用途使

用之空間，設置機械通風設備時，通風量不得小於下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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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建築技術規則通風量規定（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 

房間用途 
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所需 

通風量(立方公尺／小時) 

臥室、起居室、私人辦公室等容納人數不多

者。 
8 8 

辦公室、會客室 10 10 

工友室、警衛室、收發室、詢問室。 12 12 

會議室、候車室、候診室等容納人數較多者。 15 15 

展覽陳列室、理髮美容院。 12 12 

百貨商場、舞蹈、棋室、球戲等康樂活動室、

灰塵較少之工作室、印刷工場、打包工場。 
15 15 

吸煙室、學校及其他指定人數使用之餐廳。 20 20 

營業用餐廳、酒吧、咖啡館。 25 25 

戲院、電影院、演藝場、集會堂之觀眾席。 75 75 

廚房 

營業用 60 60 

非營業用 35 35 

配膳

室 

營業用 25 25 

非營業用 15 15 

衣帽間、更衣室、盥洗室、樓地板面積大於

15平方公尺之發電或配電室 
－ 10 

茶水間 － 15 

住宅內浴室或廁所、照相暗室、電影放映機

室 
－ 20 

公共浴室或廁所，可能散發毒氣或可燃氣體

之作業工場 
－ 30 

蓄電池間 － 35 

汽車庫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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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執行成果 

3-1 診斷諮詢服務 

在 97、98、99、100 年度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

畫中，於不同機能空間考量之下，針對公立托兒所、老人安養中

心、公寓大廈（集合住宅）以及國民小學為診斷諮詢案例，共計

初勘案例為 46 例，其中經由專業長時間診斷為 44 例，如圖 3-1

所示，有效將健康室內環境品質政策推廣於民眾之中。 

34

15

12 11
10

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97托兒所 98安養中心 99集合住宅 100國民小學

案例初勘

專業診斷

 

圖 3-1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畫診斷案例統計 

 

各年度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畫之詳細案例件

數與區位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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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畫 

97 年度： 

針對國內公立托兒所提出室內環境品質診斷及改善申請案

共計三十四件，分別為北區二十件，中區三件，南區七件，東區

三件；本年度最後選定的 15 個案例，分別位於台灣的北部、中

部、南部、東部地區，其氣候特徵與空間特性各異，可作為各區

域氣候下之室內環境改善操作之示範。 

 

案例代號 機關名稱 樓地板面積 使用人數

N2 臺北縣蘆洲市立托兒所 1051.72 90

N4 臺北市立南港托兒所 537.03 150

N5 苗栗縣大湖鄉立托兒所 90.9 109

N6 臺北市立中山托兒所 1630.76 250

N7 臺北市立信義托兒所 710.47 300

N9 苗栗縣通宵鎮立托兒所 1983.72 278

C1 彰化縣芳苑鄉立托兒所 484.37 35

S1 高雄縣湖內鄉立托兒所 983.7 265

S10 屏東縣牡丹鄉立托兒所 484 70

S12 屏東縣竹田鄉立托兒所 1703.58 306

S13 屏東縣萬巒鄉立赤山托兒所 － 17

E1 台東縣大武鄉立托兒所 418.96 60

E2 花蓮縣萬榮鄉立示範托兒所(明利所) 560 34

E3 花蓮縣萬榮鄉立示範托兒所(紅葉所) 722.67 30

E4 宜蘭縣冬山鄉立托兒所 2425 209

案例代號 機關名稱 樓地板面積 使用人數

N2 臺北縣蘆洲市立托兒所 1051.72 90

N4 臺北市立南港托兒所 537.03 150

N5 苗栗縣大湖鄉立托兒所 90.9 109

N6 臺北市立中山托兒所 1630.76 250

N7 臺北市立信義托兒所 710.47 300

N9 苗栗縣通宵鎮立托兒所 1983.72 278

C1 彰化縣芳苑鄉立托兒所 484.37 35

S1 高雄縣湖內鄉立托兒所 983.7 265

S10 屏東縣牡丹鄉立托兒所 484 70

S12 屏東縣竹田鄉立托兒所 1703.58 306

S13 屏東縣萬巒鄉立赤山托兒所 － 17

E1 台東縣大武鄉立托兒所 418.96 60

E2 花蓮縣萬榮鄉立示範托兒所(明利所) 560 34

E3 花蓮縣萬榮鄉立示範托兒所(紅葉所) 722.67 30

E4 宜蘭縣冬山鄉立托兒所 2425 209

申請診斷諮詢案件：34例 北區： 6 例 中區： 1 例

診斷改善檢測案件：15例 南區： 4 例 東區： 4 例

 

圖 3-2  97 年度公立托兒所診斷案例全國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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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畫 97 年度案例數值統計 

NO. N2 N4 N5 N6 N7 N9 C1 S1 S10 S12 S13 E1 E2 E3 E4 

區位 桃園 台北 苗栗 台北 台北 苗栗 彰化 彰化 屏東 屏東 屏東 台東 花蓮 花蓮 宜蘭 

總樓地板面積(m
2
) 1051.72 537. 0 3 90.9 16 30 . 7 7 1 0 . 4 7 1 9 8 3 . 7 4 8 4 . 3 7 9 8 3 . 7 484 1703.5 - 418.96 560 722.67 2 4 2 5 

音
環
境 

db(A) 

建議值 

56db(A) 

In 67.3 83 67 62.3 46.7 57.4 60.7 69.4 65.07 61.5 62.1 64.8 54.8 62.8 66.2 

Out 68.9 40 67.1 60.7 40 40.5 58.7 43.8 47.6 46.2 48.2 49.6 -- -- -- 

光
環
境 

Lux 

建議值 

500Lux 

In 460.7 243.7 410 537.7 372.8 695.1 277.9 392.4 298.11 339.04 462 777.7 159.6 513.2 659.1 

Out 2457  3813  418 3167.2 1269 3819.8 2626 4833 1869.4 1324 1456 4592 920.3 5155 614 

溫
熱
環
境 

Temp ℃ 

建議值 

23-28℃ 

In 28.6 29.5 32.2 31.7 26.3 29.1 30.1 30.6 31.8 31.5 32.7 30.6 28.6 30.5 28.2 

Out 33.4 33.9 33.4 33.2 28.4 33.8 29.4 32.8 32.6 31.4 32.8 32.1 29.1 31.8 26.7 

RH % 

建議值 

40-70% 

In 52.4 57.9 50.5 60.9 60.6 57.4 68.6 56.4 48.7 66.3 69.3 69.8 63.2 62.8 73.8 

Out 47.7 53.8 56.8 63.4 63.5 54.3 70.2 53.7 55.9 59.1 65.7 69.9 65.9 60.7 83.7 

V m/s 

建議值 

0.5m/s 

In 0.33 0.46 0.27 0.3 0.58 0.37 0.17 0.25 0.32 0.25 0.16 0.29 0.51 0.33 0.3 

Out 0.82 0.36 0.28 0.62 0.38 0.36 0.22 0.47 0.45 0.11 0.25 0.33 0.28 0.64 0.11 

PMV 

建議值 

-0.5-0.5 

In -0.1 0.11 0.79 0.96 -1.1 0.18 0.15 0.66 0.71 1.05 2.83 0.62 -0.4 0.41 -0.1 

Out 1.4 1.4 1.58 1.22 0.13 1.42 0.4 0.9 1.42 0.72 2.13 1.91 0.72 1.74 -0.3 

PPD % 

建議值 

≦10% 

In 7.03 32.9 23.1 27.2 40.2 15.6 7.24 15.3 16.01 29.03 35.3 13.9 11.7 9.6 5.66 

Out 47.8 47.8 55.7 38.7 7.18 46.9 9.37 24.6 46.8 21.36 73.3 70.9 17.8 62.7 6.23 

空
氣
環
境 

CO2 

建議值 

600ppm 

In 910 1253 956 639 1728 419 542 1253 647 1301 548 562 530 581 701 

Out 362 432 474 411 536 347 348 536 362 649 394 466 457 457 497 

CO 

建議值 

2 ppm 

In 0.01 0.01 0.03 0.17 -- 0.31 0.02 0.77 1.09 0.86 0.83 0.05 0.45 0.68 - 

Out 0.45 0.98 0.02 0.53 0.05 1.36 11.9 1.38 0.16 0.53 0.23 0.09 0.01 0.06 0.002 

HCHO 

建議值 0.1 ppm 
0.67 0.77 0.76 0.81 0.76 0.07 0.05 0.77 0.72 0.74 0.07 0.86 0.73 0.79 0.88 

TVOC 

建議值 3 ppm 
7.32 8.7 8.78 9.91 7.7 0.74 1.33 8.7 8.16 7.91 1.46 10.4 8.47 9.39 9.98 

PM10 

建議值 
0.06mg/m

3 

In 0.0025 0.0045 0.016 0.001 0.014 0.03 0.031 0 . 0 4 0.005 0.057 0.063 0.066 0.001 0.003 0.008 

Out 0.0175 0 . 0 0 9 0 . 0 0 9 0 . 0 1 4 0 . 0 2 0 . 0 1 1 0 . 0 6 2 0 . 1 1 0 . 0 2 9 0 . 0 2 6 0 . 1 1 0 . 0 0 9 0 . 0 0 8 0 . 0 1 0 . 0 3 2 

PM2.5 

建議值 
0.1mg/m

3 

In - - -- -- -- 0.0076 0.01 0.007 0.015 0.008 -- 0.016 0.003 0.002 0.003 0.008 

Out - - - - - - - - 0.0062 0 . 0 1 0 . 0 0 7 0 . 0 2 1 0 . 0 0 6 - - 0 . 0 2 1 0 . 0 0 2 0 . 0 0 2 0 . 0 0 2 0 .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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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 

針對公立老人安養中心提出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申請案

共計 12 件，分別為北區五件，中區三件，南區兩件，東區一件，

離島一件。本年度最後選定的 11 個案例，分別位於台灣的北、中、

東、南部地區，其氣候特徵與空間特性各異，可作為各區域氣候

下之室內環境改善操作之示範。 

 

公立與公設民營老人安養中心 申請診斷諮詢案件：12例

北區：5例 中區：3例

南區：2例 東區：2例（含離島）
案例代號 區位

N1 基隆市

N2 台北市

N3 台北市

N4 新北市

N5 新北市

C1 苗栗縣

C2 苗栗縣

C3 彰化市

S1 台南市

S2 高雄市

E1 花蓮市

M1 連江縣

 

 

圖 3-2  98 年度公立老人安養中心診斷案例全國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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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畫 98 年度案例數值統計 

NO. N1 N2 N3 N4 N5 C1 C2 C3 S1 S2 E1 

區位 市郊 市郊 市區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工業 市郊 市郊 

總樓地板面積(m
2
) 19232 40465 - 13720 10259 4905 4280 18000 - 6596 4236 

音
環
境 

db(A) 

建議值 

56db(A) 

In 58 54.8 52.5 54 50.1 51.9 52.9 54.5 53 48.7 58.4 

Out 65.8 61.1 64.2 65.1 68.4 64.5 66.8 61 51.4 50 60.2 

光
環
境 

Lux 

建議值 

500Lux 

In 18.4 159.2 96.1 12.7 65.2 29.7 120.3 291.5 74.8 54.5 34.3 

Out 1567 744.5 235.4 76.9 475.2 2864 2276 2492 1570 1588 31.1 

溫
熱
環
境 

Temp ℃ 

建議值 

23-28℃ 

In 29.4 26.6 29.9 32 31.8 32 30.6 31 27.7 31.7 28.8 

Out 26.8 29.9 30.6 31.2 31.4 32.1 30.5 32.4 32.2 30.9 28.4 

RH % 

建議值 

40-70% 

In 78 73.3 67.9 62.5 55.4 69.3 70.7 64.6 72.2 70.6 81.6 

Out 88 66 67.6 62.7 53.1 66.6 69.6 66.4 63 70.6 82.9 

V m/s 

建議值 

0.5m/s 

In 0.051 0.121 0.029 0.225 0.111 0.158 0.064 0.354 0.159 0.105 0.172 

Out 1.351 0.398 0.08 0.12 0.324 0.18 0.318 0.185 0.195 0.101 0.42 

PMV 

建議值 

-0.5-0.5 

In 0.53 -0.64 0.69 0.81 0.85 0.99 0.85 0.406 -0.34 1.113 -- 

Out -4.01 -1.3 -1.26 -0.55 -0.54 0.072 -0.88 0.48 0.11 -0.39 -2.04 

PPD % 

建議值 

≦10% 

In 13.6 16.04 15.9 19.1 21.8 26.7 22.46 9.48 10.97 32.05 -- 

Out -- 55.06 39.48 22.87 27.8 25.9 65.65 37.45 36.09 47.45 76.8 

空
氣
環
境 

CO2 

建議值 

600ppm 

In 488.3 523.7 585.6 459.2 486.5 480.4 486.3 563.2 514.7 497.8 504.2 

Out 359.9 352.9 355.7 388 459.1 413.9 354 346 367 338 373 

CO 

建議值 

2 ppm 

In 0.039 0.074 0.243 0.04 0.065 1.066 0.328 0.47 0.954 0.44 0.074 

Out -- -- -- -- -- -- -- -- -- -- -- 

HCHO 

建議值 0.1 ppm 
0.79 0.741 0.777 0.758 0.723 0.82 0.81 0.79 0.78 0.83 0.82 

TVOC 

建議值 3 ppm 
10.4 8.48 9.63 9.72 8.53 10.8 10.3 9.6 9.47 10.7 10.73 

PM10 

建議值 
0.06mg/m

3 

In 0.028 0.009 0.013 0.02 0.002 0.035 0.053 0.023 0.032 0.063 0.007 

Out 0.017 0.012 0.007 0.008 0.001 0.009 0.04 0.014 0.021 0.035 0.009 

PM2.5 

建議值 
0.1mg/m

3 

In 0.01 0.002 0.003 0.008 0.002 0.005 0.009 0.005 0.006 0.012 0.01 

Out 0.017 0.012 0.007 0.008 0.001 0.009 0.04 0.014 0.021 0.035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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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 

執行診斷諮詢對象為公寓大廈（集合住宅）類型，將依據氣

候及住宅空間類型的分區擇適當案例進行實測。操作程序如下：

依據不同類型公寓大廈（集合住宅）及分區提出診斷單位之資料

先行書面審查或現場勘查，擇定案例後進行長時間的實測診斷。

為避免建築空間分類上之複雜度影響後續，本計畫將優先選擇都

會地區「公寓大廈型集合住宅」，並評估診斷案例之基本特性，

有利於後續統計分析。 

 

編號 區位
案例名稱 / 基礎資料

（屋/裝）

1. S.01
高雄市
三民區

張宅
8F / 13F 

13年 / 10年

2. S.02
高雄縣
鳳山市

陳宅
11F / 14F

3年 / 1年

3. S.03
高雄市
左營區

歐宅
2F / 10F

8年 / 8年

4. S.04
台南市
北區

江宅
7F / 12F

12年 / 2年

5. S.05
台南市
北區

陳宅
5F / 18F

10年 / 3年

6. S.06
高雄市
鼓山區

簡宅
13F / 16F

2年 / 1年

7. C.01
台中市
西屯區

葉宅
15F / 18F

25年 / 2年

8. C.02
台中市
北屯區

郭宅
7F / 22F

3年 / 1年

9. N.04
台北市
中山區

黃宅
5F / 18F

3年 / 10年

10. N.05
台北縣
新店市

林宅
7F / 22F

30年 / 3年

集合住宅診斷案例

北區：2   例 南區：6   例

中區：2   例 共計：10 例

 

圖 3-3  99 年度公寓大廈（集合住宅）診斷案例全國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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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畫 99 年度案例數值統計 

NO. N1 N2 C1 C2 S1 S2 S3 S4 S5 S6 

區位 都會區 

總樓地板面積(m
2
) 95.5 134.55 111.81 79.45 89.62 98.6 68.22 87.99 78.3 80.75 

音
環
境 

db(A) 

建議值 

56db(A) 

In 38.9 55.8 53.2 53.6 75.3 40 40 40 57.9 50.7 

Out 53.3 45.4 55.9 57.8 51.2 47.19 47.8 48.7 54.3 59.4 

光
環
境 

Lux 

建議值 

500Lux 

In 22.6 67.8 550 533.4 88.7 131.7 45.4 40.07 136.6 675.6 

Out 150.3 1929 3392 934.6 5474 570.2 1485 674.3 2973 4028 

溫
熱
環
境 

Temp ℃ 

建議值 

23-28℃ 

In 29.07 31.4 29.6 30.2 27.7 30.9 28.9 30.9 27.6 29.1 

Out 27.3 29.1 27.5 28.6 30.2 29.9 27.6 30.7 30.1 33.8 

RH % 

建議值 

40-70% 

In 64.6 61.2 64.6 66.7 54.6 70 72.04 69.5 61.3 53.7 

Out 67.7 69.7 67.1 73.3 45.9 75.8 78.2 72.4 68.7 69.9 

V m/s 

建議值 

0.5m/s 

In 0.045 0.028 0.045 0.129 0.015 0.113 0.124 0.066 0.03 0.022 

Out 0.179 0.039 0.161 0.41 0.303 0.101 0.474 0.044 0.25 0.28 

PMV 

建議值 

-0.5-0.5 

In 1.094 1.454 1.095 1.035 0.624 0.996 0.449 1.105 1.76 1.74 

Out 0.136 -0.09 0.204 0.951 0.647 1.411 0.515 1.636 1.95 0.81 

PPD % 

建議值 

≦10% 

In 31.08 49.03 31.08 29.66 13.86 29.16 11.05 31.62 64.9 66.2 

Out 7.14 15.74 8.15 25.37 26.65 47.5 19.29 57.54 69.8 23.3 

空
氣
環
境 

CO2 

建議值 

600ppm 

In 560.7 460.7 480 452.1 111.8 111.8 512.3 429.8 438.1 474.1 

Out 415.1 426.3 414.3 424.2 421.2 404.9 413.7 405.2 419.1 424.9 

CO 

建議值 

2 ppm 

In 1.09 0.86 0.023 0.77 0.011 0.006 0.029 0.17 -- 0.31 

Out 0.16 0.53 1.93 1.38 0.45 0.98 0.016 0.53 0.054 1.36 

HCHO 

建議值 0.1 ppm 
0.06 0.156 0.056 0.49 1.23 1.13 0.086 0.048 0.034 0.085 

TVOC 

建議值 3 ppm 
1.37 1.81 2.11 1.48 2.12 1.13 0.086 0.05 1.55 1.77 

PM10 

建議值 
0.06mg/m

3 

In 0.015 0.007 0.008 0.056 0.056 0.006 0.009 0.01 0.056 0.044 

Out 0.017 0.023 0.01 0.049 0.073 -- -- 0.028 0.074 0.023 

PM2.5 

建議值 
0.1mg/m

3 

In 0.004 0.002 0.0013 0.016 0.015 0.003 0.0025 0.0021 0.016 0.01 

Out 0.005 0.003 0.001 0.015 0.017 -- -- 0.009 0.017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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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 

執行診斷諮詢對象為國民小學(普通教室與電腦教室)類型，

案例共計計 8 件，分別為北區二件，中區二件，南區三件，東區

一件。每間學校皆選擇普通教室及電腦教室進行診斷，各學校因

座落方位不同，其氣候特徵與空間特性各異，可作為各區域氣候

下之室內環境改善操作之示範。 

 

案例代號 區位

N1 新北市

N2 台北市

C1 台中市

C2 南投縣

S1 高雄市

S2 高雄市

S3 台南市

E1 宜蘭縣

國民小學診斷案例

北區：2   例 南區：3 例

中區：2   例 東區：1例 診斷案例共計：8 例

 

圖 3-4  100 年度國民小學診斷案例全國分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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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諮詢服務計畫 100 年度案例數值統計 

NO. N1 N2 C1 C2 S1 S2 S3 E1 N1 N2 C1 C2 S1 S2 S3 E1 

區位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都會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市郊 都會 市郊 市郊 

總樓地板面積(m
2
) 62.6 66.4 80.8 68.9 58.2 79.5 82.8 58.2 117.3 104.1 113.2 62.7 62.7 126.4 155.3 60.8 

音
環
境 

db(A) 

建議值 

56db(A) 

In 51.2 58.4 41.2 38.8 49.0 57.1 60.5 42.7 46.8 46.7 43.7 34.6 40.7 41.2 48.8 44.5 

Out 58.9 56.8 48.8 38.6 42.3 58.6 61.9 58.4 56.7 71.0 51.6 50.1 46.1 52.5 51.3 57.9 

光
環
境 

Lux 

建議值 

500Lux 

In 85.5 116.2 140.8 253.5 310.2 110.1 215.1 121.3 143.2 116.2 86.58 29.53 75.8 176.4 336.3 158.3 

Out 528.6 935.5 1083 2088 3254 1035 474.2 206.4 818.7 935.5 734.1 3267 903.5 2749 992.2 668.4 

溫
熱
環
境 

Temp ℃ 

建議值 

23-28℃ 

In 29.5 29.6 28.6 28.3 23.6 30.1 33.0 28.1 30.0 29.6 31.5 30.5 22.9 30.8 33.0 28.4 

Out 27.8 25.3 27.1 26.6 22.1 28.2 30.1 24.5 29.1 25.3 27.8 28.7 18.2 28.4 31.6 26.2 

RH % 

建議值 

40-70% 

In 68.8 66.4 72.3 66.3 63.7 68.0 64.2 67.4 68.7 66.4 60.7 63.4 60.1 67.9 64.7 71.3 

Out 71.9 84.1 80.4 73.1 68.6 73.7 69.0 83.6 69.8 84.1 78.7 70.7 78.3 79.2 67.0 81.1 

V m/s 

建議值 

0.5m/s 

In 0.037 0.16 0.088 0.063 0.079 0.14 0.16 0.00 0.03 0.16 0.024 0.009 0.00 0.043 0.011 0.09 

Out 0.132 0.79 0.427 0.297 0.156 0.43 0.28 0.25 0.18 0.79 0.327 0.435 0.16 0.80 0.248 0.29 

PMV 

建議值 

-0.5-0.5 

In 0.67 1.07 -0.05 0.48 -1.36 0.93 2.05 0.46 0.88 1.07 1.10 1.03 -1.5 1.59 2.08 0.56 

Out -0.31 -2.11 -0.06 -1.04 -1.6 -0.61 0.49 -1.69 0.077 -2.11 0.325 -0.38 -2.1 -0.82 0.79 -1.1 

PPD % 

建議值 

≦10% 

In 15.38 38.5 10.55 11.9 47.3 24.4 77.8 10.8 21.8 38.5 31.8 28.3 53.8 55.7 77.9 13.09 

Out 10.7 70.8 12.59 46.7 77.2 18.1 12.6 59.2 7.95 70.8 11.6 25.7 99.3 35.9 24.5 39.6 

空
氣
環
境 

CO2 

建議值 600ppm 
474.1 429.6 457.8 326.6 368.9 349.1 327.1 334.1 440.2 402.1 461 333.7 366.5 344.5 458.2 340.6 

HCHO 

建議值 0.1 ppm 
0.260 0.279 0.243 0.191 0.139 0.11 0.207 0.192 0.253 0.227 0.356 0.206 0.197 0.13 0.22 0.271 

TVOC 

建議值 3 ppm 
1.646 1.35 1.487 1.03 0.711 1.22 1.363 1.35 1.69 1.576 2.02 1.288 0.83 1.39 1.28 1.48 

PM10 

建議值 
0.06mg/m

3 

In 0.032 0.045 0.07 0.014 0.049 0.046 0.036 0.266 0.018 0.047 0.019 0.334 0.013 0.014 0.015 0.011 

Out 0.044 0.044 0.095 0.021 0.034 0.056 0.043 0.30 0.031 0.048 0.011 0.037 0.019 0.039 0.035 0.027 

PM2.5 

建議值 
0.1mg/m

3 

In 0.009 0.009 0.026 0.003 0.008 0.017 0.015 0.004 0.007 0.008 0.049 0.009 0.007 0.001 0.009 0.002 

Out 0.016 0.009 0.038 0.004 0.009 0.021 0.016 0.004 0.012 0.008 0.086 0.014 0.012 0.001 0.015 0.003 

 
一般教室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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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建築類型空間常見的室內環境問題 

在不同空間類型的室內環境診斷的過程中，採用標準化「建

築醫生」三階段診斷流程；而檢測項目，因應各案例室內環境問

題，酌增部分檢測項目，以輔助判斷室內環境之問題並進行改

善；從健康觀點出發，室內環境之改善需回歸到確保使用者之健

康，因此室內人員的使用情況、對所處室內環境的抱怨程度及因

室內環境而引起之症狀，都是有必要蒐集之情報；在改善設計過

程中，也應保留更多機會與使用單位、設計單位溝通協調，目的

在確保經改善後之室內環境品質，及後續使用維護上的檢討。 

國內新舊有建築物所處之環境及分佈區位皆不同，外在氣候

條件及建築物周遭的微氣候條件亦不同，且不同建築使用類別所

存在之室內環境問題不同，其評估準則要項應根據個別案例適用

之室內環境基準來評估室內環境健康與否，方能準確判斷是否需

加以改善。 

室內環境診斷及改善是需要產、官、學、民眾各界的相互配

合，藉由本案之改善經驗，驗證其最適當之設計方式，以提供未

來設計師規劃之參考。宣導其重要性，整合資源與人力，使之持

續推廣，才能真正獲得實質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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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人的年齡增長與空間分類對應(本手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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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建築（辦公及一般事務場所） 

音環境（噪音問題） 

由於室內辦公人員交談所產生之噪音嚴重，將對使用者的心

理和生理造成干擾，根據健康基準要求，環境噪音值應維持在 56 

dB(A)以下，應適當規劃吸音設計以降低背景噪音對使用者之生

理及心理影響。 

   56dBA 以下為舒適範圍 

室內人員辦公交談之噪音 

 
圖 3-5  某辦公空間案例噪音量歷時變化 

光環境（照度問題） 

許多的辦公空間的照明環境，從作業面照度固定點的長時間

監測結果來看，多數辦公室之使用範圍於使用時間時的實測平均

照度值皆高於健康基準，但活動區域之移動點的照度量測有室內

照度均齊度不佳之問題，應依使用人員需求進行改善。 

  開窗位置 

均齊度不足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圖 3-6  某辦公空間案例照度分佈圖 



 

64 

健
康
室
內
環
境
診
斷
評
估
手
冊
（
草
案
） 

溫熱環境（空調問題） 

室內溫度於空調開啟，空調運轉一段時間達穩定狀態後，位

於中央空調系統尾端之辦公易產生空調性能降低有空調冷房不

足之現象，多數使用時段之平均溫度超過舒適度標準。 

  

空調性能降低 

冷房不足 

23-28℃為舒適範圍 

 

圖 3-7  某辦公空間案例溫度歷時變化 

空氣環境（換氣問題） 

由於辦公場所易產生工作人員密度過高情形若無搭配較佳

之空調設備，經過長時間監測之結果皆顯示二氧化碳平均濃度值

會超過健康基準 1000ppm，污染物濃度長時間持續累積，新鮮外

氣不足易造成 CO2 濃度超過基準值之現象。 

  1000ppm 以下為健康範圍 

人員密度高 

 
圖 3-8  辦公空間案例二氧化碳濃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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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辦公服務類常見室內環境問題點 

環境因子 常見問題 

音
環
境 

外部噪音 

 交通噪音 

 戶外人員活動噪音 

 戶外施工噪音 

內部噪音 

 走動行為樓板衝擊音 

 人員談話噪音 

 建築設備振動問題 

 空調設備低頻噪音 

 辦公設備噪音 

光
環
境 

 照度分佈不均 

 照明開關無分區控制 

 採光面積不足 

 空間採光深度過深 

 採用高反射材質玻璃（光害） 

溫
熱
環
境 

 悶熱潮濕現象 

 空調無區劃 

 室外熱取得無法有效隔絕 

 室內熱源無法排出 

 冷房不足 

 無外氣引入 

空
氣
環
境 

 開窗面積不足 

 通風換氣效率不佳 

 相對開口自然通風問題 

 空調風擊現象 

 室內換氣率不足 

 新鮮外氣不足 

 二氧化碳濃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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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類（社會、兒童福利場所） 

音環境（噪音問題） 

由於衛生、福利類案例大部分皆設置於市區主要道路旁，戶

外之環境噪音影響較高，難免會影響室內音環境。室內噪音來源

為空調出風口以及幼童活動聲，及吸音材料與反射材質的運用。 

 

 
北區案例N2   平均噪音量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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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某衛生、福利類空間案例噪音量歷時變化 

光環境（照度問題） 

進行光環境綜合檢測時，一方面進行作業面照度固定點的長

時間監測，一方面進行室內空間主要人員活動區域之移動點的照

度量測，許多衛生、福利類空間皆有燈具不足、燈具位置不佳的

情形，就長時間監測之結果來看會導致室內照度低於健康舒適的

建議值。 

 

 北區案例N7  平均照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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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某衛生、福利類空間案例照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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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熱環境（空調問題） 

由於許多衛生、福利類空間的經營預算有限，因並未使用空

調系統，進行溫熱環境檢測時，室內空調為關閉狀態，呈自然通

風模式，門為一般使用狀況開啟。從檢測後可得知室內溫度多在

28℃~30℃之間，已超過健康建議值。 

 

 北區案例N9 平均溫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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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某衛生、福利類空間案例溫度歷時變化 

空氣環境（換氣問題） 

福利類空間場所，多數為求室內空間之教學氛圍，教室內使

用大量木質家具、室內裝修以及木質地板，再加上空調系統設計

不良無法有效排除室內污染物，導致室內 TVOC、HCHO 濃度高

於健康基準值甚多，也會造成污染物的累積，已嚴重危害到人體

健康，有立即改善之必要性。 
 北區案例N7  TVOC濃度平均歷時變化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9:25 10:37 11:49 13:01 14:13

平

均

濃

度

(ppm)

3ppm 以下為舒適範圍 

（1）TVOC

 北區案例N7 甲醛濃度平均歷時變化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1.10

1.20

1.30

9:25 10:37 11:49 13:01 14:13

平

均

濃

度

(ppm)

0.1ppm 以下為舒適範圍 

（2）HCHO 北區案例N5  CO2濃度平均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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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案例N7 平均臭氧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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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某衛生、福利類空間案例空氣污染物濃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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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衛生、福利類空間常見室內環境問題點 

 

環境因子 常見問題 

音
環
境 

外部噪音 

 戶外交通噪音 

 戶外人員活動噪音 

內部噪音 

 人員談話噪音 

 建築設備振動問題 

 空調低頻噪音 

 孩童玩耍噪音 

光
環
境 

 照度分佈不均 

 採光面積不足 

 空間採光深度過深 

 照明開關無分區控制 

 燈具高度過高 

 燈具老舊效能過低 

溫
熱
環
境 

 悶熱潮濕現象 

 室內熱源無法排出 

 出風口型式不當，風擊現象 

 室內熱源無法排出 

空
氣
環
境 

 通風換氣效率不佳 

 空調風擊現象 

 室內換氣率不足 

 新鮮外氣不足 

 粉塵量過高 

 二氧化碳濃度過高 

 不良室內裝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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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文教類（健身休閒、文教校舍場所） 

音環境（噪音問題） 

由於室內修習人員授課、交談、討論所產生之噪音，以及校

舍外部之環境噪音，將對使用者的心理和生理造成干擾，長時間

量測結果顯示，使用階段平均噪音量多超出基準值 56dB(A)，應

適當規劃吸音設計以降低背景噪音對使用者之生理及心理影響。 

 

圖 3-13 某休閒文教類空間案例噪音量歷時變化 

光環境（照度問題） 

許多的文教校舍場所空間的照明環境，從作業面照度固定點

的長時間監測結果來看，使用範圍於使用時間時實測平均照度值

皆高於健康基準；從活動區域之移動點的照度量測值中，作業面

照度足夠，但照明均齊度< 1/3，空間內局部區域之作業面照度不

足，應依使用人員需求進行改善。 

 
圖 3-14 某休閒文教類空間案例照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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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熱環境（空調問題） 

文教校舍場所空間的室內溫熱環境控制，通常皆是空調系統

搭配風扇裝置，但當空調運轉一段時間達穩定狀態後，位於室內

空間溫度分佈不均情形，且有部分區域產生風擊現象，使用時段

之平均溫度超過舒適標準。 

 

圖 3-15 某休閒文教類空間案例溫度歷時變化 

空氣環境（換氣問題） 

由於文教校舍場所空間的空間使用模式上，易產生短時間快

速增加上課使用人員，人員密度過高情形若無搭配較佳之空調設

備，最易發生現象為短時間內的空氣換氣效率較低，污染物濃度

累積、新鮮外氣不足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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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某休閒文教類空間案例空氣污染物濃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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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休閒文教類空間常見室內環境問題點 

環境因子 常見問題 

音
環
境 

外部噪音 

 交通噪音 

 戶外人員活動噪音 

 戶外活動噪音 

內部噪音 

 人員談話噪音 

 建築設備振動與低頻噪音問題 

 擴音設備干擾談話 

 吸音面積不足 

 迴響時間過長 

光
環
境 

 自然光源不足 

 照度分佈不均 

 光源演色性不佳 

 照明開關無分區控制 

 燈具炫光影響 

 採用高反射材質玻璃（光害） 

溫
熱
環
境 

 空調溫度過低或不足 

 室內外溫差過大 

 空調無區劃 

 室外熱取得無法有效隔絕 

空
氣
環
境 

 通風換氣效率不佳 

 室內換氣率不足 

 新鮮外氣不足 

 二氧化碳濃度過高 

 排出口配置不當 

 空調設備系統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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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住宅類 

音環境（噪音問題） 

由於室內使用人員活動、交談所產生之噪音，以及住宅外部

之環境噪音，將對使用者的心理和生理造成干擾，長時間量測結

果顯示，使用階段平均噪音量多於基準值 56dB(A)之內，但亦有

少部分案例超出基準值，應適當規劃吸音設計以降低背景噪音對

使用者之生理及心理影響。 

 
圖 3-17 某集合住宅類空間案例噪音量歷時變化 

光環境（照度問題） 

集合住宅類的照明環境，從作業面照度固定點的長時間監測

結果來看，使用時實測平均照度大多低於 150Lux 之健康基準值，

建議可考慮增加部分的高效率燈具，另外調整燈具配置位置，依

照使用需求，以求燈具有最好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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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某集合住宅類空間案例照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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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熱環境（空調問題） 

集合住宅空間的室內溫熱環境控制，各戶通常皆是空調系統

搭配風扇裝置，但當空調運轉一段時間達穩定狀態後，位於室內

空間溫度分佈不均情形，且有部分區域產生風擊現象，或室內空

氣滯留，造成死域現象使用時段之平均溫度超過舒適標準。 
 案例S01  平均溫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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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某集合住宅類空間案例溫度歷時變化 

空氣環境（換氣問題） 

在集合住宅空間的使用模式上，多屬搭配空調之空間，因此

應較著重於室內通風環境，以及室內裝修建材之部分。空調應設

置適當的外氣引入或廢氣排出系統，以利空氣污染物的排除和稀

釋，並提高室內的換氣量，降低使用者的健康風險，或選用綠建

材降低室內 TVOC、HCHO 濃度。 

案例S01  甲醛濃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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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某集合住宅類空間案例空氣污染物濃度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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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集合住宅類空間常見室內環境問題點 

環境因子 常見問題 

音
環
境 

外部噪音 

 交通噪音 

 戶外人員活動噪音 

內部噪音 

 設備運作噪音 

 活動振動噪音 

 人員談話 

 視聽器材 

 回音問題 

光
環
境 

 照度不足 

 照度不均 

 眩光問題 

 燈具效率不佳 

 照明無分區控制 

 採光不當、晝光不足 

 照明氣氛不當 

溫
熱
環
境 

 悶熱潮濕感 

 室內氣流滯留 

 出風口產生風擊 

 空調無區劃 

 室內熱源無法排出 

 室外熱源無法有效隔絕、濕度過高，產

生結露 

空
氣
環
境 

 室內汙染源 

 新鮮外氣不足 

 室內氣流短路 

 空調設備老舊 

 使用者抽菸行為 

 外氣引入/廢氣排出設置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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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環境診斷各評估因子綜合分析 

針對台灣之既有建築物，運用台灣既有建築物實質環境改善

並且導入生命週期評估概念，針對全項目對於生命週期成本（元

/m
2
.年）之個別影響與 AHP 專家問卷結果比對後，分別對環境品

質中「室內音響環境改善」、「室內照明環境改善」及「室內空氣

品質改善」進行權重值分析，其中「室內用稅品質改善」及環境

負荷「有害之逸散氣體管制」以原始調查權重值為評估權重值。 

其中，建築物之使用年限設定為 13~24 年之階段，可繪製出

各環境因子之權重比例（如圖 3-5），亦可建置出『台灣既有建築

物環境效率模型（TBEE）』（如式 3-1） 

 

圖 3-5 各項評估項目權重值修正前後比對圖 

 

式 3-1 台灣既有建築物環境效率模型 

 

（資料來源：劉光盛、江哲銘，2010 建築學報 Vol73，pp12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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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流程 

21 世紀在生態永續趨勢下，發展健康零碳之綠建築已成為世

界各國政府重要課題，其中，提升室內環境之健康性能（IEH），

更是建立新型態綠建築之「關鍵要項」；台灣位處亞熱帶氣候地

區，室內環境品質不良問題，大部分為室內建材所引起，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透過「綠建材標章」之推動，已建立優質綠建材管制

政策，推動至今獲得標章產品眾多，並提高「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321 條「綠建材使用比例」管制，由 5%提升至 30%，

顯示綠建材可直接「擴大應用」於室內環境之中，包括室內整體

建材裝修及建材產品等，然而，擴大綠建材應用於室內環境，其

使用後之「健康性能評估」亟需建立，以瞭解提升室內健康性能

之整體效益，維護國人室內居住健康品質及協助創新產業發展。 

面對健康室內環境品質眾多而複雜的室內環境評估因子項

目與議題，可以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建構出在延續過去完整健

康室內環境品質診斷制度，評估完善的診斷評估方法與改善方

針。依循國際標準組織所擬定之 ISO16813 之相關標準，透過建

立一套室內環境設計診斷評估程序，主要提供設計端與使用端在

初始階段即能納入永續健康議題，使用階段即能評估室內環境品

質。 

目前室內環境品質透過驗證制度的設計評估流程，能夠有效

瞭解並控制室內環境品質的健康舒適居住生活狀態，其主要健康

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主要評估流程初步擬定以下三項程序 12

項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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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申請、設計開始 

 

程序一 

【Step 01】設計原則判定，使用者條件設定 

1.基礎條件分析（環境條件與區域限制..等） 

2.設計規劃定義（空間機能與計畫定義..等） 

3.提供建立 a.假設條件（可變動） 

b.限制條件（不可變動） 

c.預期目標（設計行為.. 等） 

 

【Step 02】建築類型定義 

1.建築物空間機能 

2.環境控制系統設備需求 

3.使用維護管理方式 

4.使用人員密度 

5.其他 

 

【Step 03】室內環境品質標準判定（設計目標之訂定） 

 

【Step 04】室內環境品質初判 

1.新建設計（污染控制建議） 

2.既有更新（環境初勘診斷） 

a.現況建築構體調查 

b.現況設備系統調查 

c.人員使用調查 

d.簡易儀器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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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源可能
來自何處?

室內空調
形式為何?

Step 02

建築類型定義

Step 01

設計原則判定，
使用者條件設定

建築物
空間
區位

-都會
-市郊...等

建築物
周遭環境

周遭是否
有汙染源?

否

是

建物內部
是否裝修?

環境控制
系統設備

否

-自然通風
-窗型冷氣
-分離式空
調…等

是
裝修比例?

-0%~10%
-10%~30%
-30%~60
-60%~80%
-80%以上

-停車場廢氣
-禽畜飼養
-建築工地
-其他

以室內空氣
環境基準值
為基準

環境初
勘診斷

裝修是否
使用綠建材?

隔音性能
是否良好?

採光是否
足夠?

是

是

否

否

利用簡易
儀器進行
測量

重新檢視
建材使用

尋求改善
方法

接程序二

否

Step 03

室內環境品質
標準判定

Step 04

室內環境品質
初判

 

 

 

圖 3-21 證制度流程程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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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檢核表-程序一 

程序一 

Step 01 設計原則判定，使用者條件設定 

 基礎條件分析 

空間區位 

都會地區市郊地區 

_______ （ex.住宅區、商

業區、工業區、農業區…） 

建築物周邊土地使用狀況 

住宅區商業區工

業區農業區工業區

文教區 行政區  

特定用區_______ 

鋪面是否為低輻射熱材質（草坪、透水

鋪面等） 

是   否 

建築物總樓層數 地上______層 

地下______層 

建築物使用類別 公寓（五樓以下）

透天   大樓 

建築物週遭交通流量大(建築物鄰接主

要幹道) 

是   否 

建築物周遭是否有停車場廢氣排放 是   否 

建築物週遭是否有任何大型家禽、家畜

或寵物飼養場 

 

是   否 

建築物週遭有任何建築工地或拆除工

程 

是   否 

建築物週遭是否有加油站或儲油槽 是   否 

建築基地周遭種植大量植物 是   否 

 設計規劃定義  

建築物的主要構造 
木造  磚造  RC 

SC SRC 其他 

建築物內部隔間牆 
木造  磚造  RC 

SC SRC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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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的總樓地板面積 

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1 坪約 3.24 平方公

尺） 

室內主要地板材質 

地毯(短毛)柔軟毛

料材質的地毯(長毛) 

塑膠地墊(巧拼) 石

材(大理石、花崗岩) 

磁磚 發泡軟墊  

磨石子、混泥土、輕

質混泥土 

塑膠(聚氯乙烯)材質

地板 

其他材質__________ 

室內主要牆面材質 

壁紙 木製牆版  

瓷磚 紡織品 

上漆的纖維織品  

油漆過的混泥土 

其他材質__________ 

室內主要天花板材質 

壁紙 木質天花板  

矽酸鈣板、石膏板 

塑膠板 礦纖材質

天花板  

油漆過的混泥土 

油漆(包含上漆的木

質板或壁紙) 

其他材質__________ 

室內主要窗簾材質 

無 塑膠 木製  

金屬製 紡織品 

其他材質__________ 

室內主要家具材質（複選） 

木質櫥櫃塑膠櫥櫃 

金屬櫥櫃 

木質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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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質塑膠桌椅  

布織桌椅 

人造皮革桌椅 

金屬桌椅 

木質門塑膠門 

金屬或玻璃門 

  

 建築物之條件與設計行為  

綠建材的使用率，是否超過應達室內裝

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總面積 5％以上 

 

是   否 

近期內室內是否有重新裝修 是   否 

最近一次裝修日期 中華民國_____年 

_____月_____日 

建築開口部外側，是否裝有遮陽裝置 是   否 

房屋方位 ________向 

  

Step 02 建築類型定義 

 建築物空間機能  

場所所在之樓層 ______樓 

是否含停車場  是 （ 地 上 / 地 下      

_____樓）  

否 

停車場是否與其他室內空間合併於同

一層樓 

是   否 

其他補充___________ 

建築物內部之隔間 _____ 房  _____ 廳 

_____衛浴 

建築物內部空間是否有裝修 是   否 

若有裝修，裝修比例為 ＿＿＿ % 

內部隔間是否有做更動 

（ex.開放性空間改為私密性空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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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控制系統設備需求  

建物內部使用空調系統形式 

自然通風 窗型冷

氣  

分離式空調 

中央空調:： AHU  

FCU 

空調外氣引入口是否裝設濾網 是   否 

室外通風口的位置在哪裏 位於建物____________ 

室外通風口狀況 
______________ （ ex.

良好、阻塞…） 

窗戶選用何種玻璃 

運用____________玻璃

（ex.透明玻璃、Low-E

玻璃等） 

  

 使用維護管理方式  

建築物的機械通風及空調系統是否有

定期清潔與保養 

是   否 

多久_______保養一次 

獨立空調系統之濾網是否已髒污或長

有霉斑 

是   否 

多久_______清洗一次 

  

 使用人員密度  

空調系統最常使用的時間 
（早、中、晚）時間

______ 

建築物空間內人員最多的時間 
（早、中、晚）時間

______ 

  

Step 03 室內環境品質標準判定 

室內 CO2 於標準值 1000ppm內 是   否 

室內 CO 於標準值 10ppm內 是   否 

室內粉塵量於標準值 0.15mg/m3 內 是   否 

室內相對溼度於 40-70%以內 是   否 

室內溫度平均約在幾度 _____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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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照度高於 150lux 是   否 

室內是否含有甲醛等揮發性物質 是   否 

Step 04 室內環境品質初判  

 新建設計  

室內主要裝修材質 ________________ 

使用率建材比例 _____________% 

內部隔音性能 佳 尚可不良 

分戶隔音性能 佳 尚可不良 

採光方位 ________向 

室內採光度 佳 尚可不良 

  

 既有更新  

分戶牆隔音性能：RC、磚造單層牆的厚

度，是否大於 12cm 或空心磚、輕質混

凝土造單層牆厚度是否大於 15cm 

 

是   否 

 

外牆開口部隔音性能：窗戶是否符合氣

密性 2等級且玻璃厚度大於 5mm或符合

氣密性 8等級之雙層窗 

 

是   否 

 

地坪是否採用多孔質材料（地毯等）或

版狀材料（木板等）裝修 

是   否 

 

天花板是否採用版狀材料（木板等）或

開孔版（甘蔗板等）裝修 

是   否 

 

開窗採光方位是否屬南北向 是   否 

窗戶面積與樓地板面積比例是否大於

1/8 

是   否 

有效自然採光（採光深度小於 2.5）的

空間面積比例是否大於 70% 

是   否 

 

燈具是否採用電子式安定器 是   否 

照明方式是否採全面照明併用局部照

明的混合照明 

是   否 

 

有效自然採光（採光深度小於 2.5）的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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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面積比例是否大於 70%  

  

燈具是否有防眩光處理（採用漫射透光

材料、增加燈具保護角等） 

是   否 

 

照明方式是否採全面照明併用局部照

明的混合照明 

是   否 

 

空調冷凍能力，是否足以負擔室內熱負

荷 

是   否 

空調系統是否具有能源管理系統（運轉

負載控制、電腦控制系統應用、設備管

理維護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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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二 

 

【Step 05】室內環境污染影響控制 

1.移除或減少污染源之可能性 

2.透過使用行為減少污染源之可能性 

 

【Step 06】客觀量測（長時間診斷檢測） 

1.室內環境影響因子判定 

2.診斷實測計畫擬定 a.採樣位置 

b.診斷採樣時間 

c.背景資料紀錄 

d.訂定特別需求 

 

【Step 07】評估更新改善方法 

1.個別因子性能技術需求 

2.環境影響因子改善技術 

3.空間環境使用模式 

4.特殊規格技術 

 

【Step 08】新建或更新營建工程 

1.健康診斷設計建議 

2.健康管理諮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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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5

室內環境汙染
影響控制

汙染源
-自然來源
-建材逸散
-空間中分布

是否可能移
除或減少汙
染源之影響?

是否有其他
的汙染源?

是

否 是 實行

長時間診
斷檢測

診斷時間
與空間位置

是否有
特殊需求?否

室內影響
因子判定

-採樣點分布
-外氣引入位置

實行

使用特殊
需求

否

空間環境
使用模式

音
環境

室內環境維
持良好通風

光
環境

溫熱
環境

空氣
環境

生物
環境

室內環境維
持良好清潔

是否使用
特殊規格

技術

使用特殊
需求

實行

是

否

診斷與建議

建築物
設計建議

實行

Step 06

客觀量測
(長時間診斷檢測)

是

是

個別因子
改善策略

Step 07

評估更新
改善方法

是

是

否

使用者
健康管理

諮詢

接程序三

室內是否有
明顯汙染物?

Step 08

新建或更新
營建工程

 

 

圖 3-22 證制度流程程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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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檢核表-程序二 
程序二 

Step 05 室內環境汙染影響控制 

 移除或減少污染源之可能性 

建築物噪音側的開窗面積，是否盡量

減少 

是   否 

室內裝潢是否採取簡樸設計，沒有過

度裝修 

是   否 

室內裝設臭氧清淨機 是   否 

定期清潔建築物內部空間 

（ex.塵埃、塵蟎） 

是   否 

多久__________一次 

  

 透過使用行為減少污染源之可能性 

是否採用適當的清潔用品 是   否 

是否不正確地使用殺蟲劑 是   否 

間隔、擴散器被膠布貼封或被文件

夾、紙張、書本或文件櫃阻擋 

是   否 

空調系統定期維修 是   否 

  

  

Step 06 客觀量測（長時間診斷檢測） 

 室內環境影響因子判定 

天花板或牆面或家具是否有明顯之黴

菌滋生 

是   否 

具有_________情形發

生 

空調設備是否具有引入新鮮外氣之設

計 

是   否 

 

檢查是否有熱坡度的迹象。地板至天

花的溫度不應相差超過 3°C？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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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斷實測計畫擬定 

測試空間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 

採樣點 __________________ 

外氣引入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 

診斷採樣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 

Step 07 評估更新改善方法 

 個別因子性能技術需求 

室內 CO2濃度改善策略  

室內 CO濃度改善策略  

室內粉塵量濃度改善策略  

室內甲醛等其他揮發性物質減量  

 環境影響因子改善技術 

室內空氣環境： 

增加室內通風，CO2、CO減量 

 

室內音環境： 

RC、鋼構複合樓版之厚度使用大於

12cm者或樓版空氣層厚度大於 30cm，

增加樓板隔音性能 

 

室內光環境： 

使用南北向自然採光或使用高效率光

源燈具 

 

室內溫熱環境： 

窗戶、落地窗等開口部內側裝設隔熱

窗簾，廚房或衛浴空間設除濕通風設

備 

 

室內生物環境： 

定期清掃居家建築牆壁、天花板、地

板、空調設施等，避免霉斑與細菌生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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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環境使用模式 

室內環境維持開窗、自然通風  

空調設備定期檢查清潔，阻止黴菌滋

生 

 

廁所設立獨立排風系統  

  

 特殊規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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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三 

 

【Step 09】新建或更新後客觀量測（長時間診斷檢測） 

1.原始建物病症及病源檢測 

2.空間性能診斷 

3.其他 

 

【Step 10】使用端影響記錄 

1.人員生理及心理狀態 

2.使用模式記錄 

 

【Step 11】預期目標評估 

1.環境因子評估 

2.環境構成評估 

 

【Step 12】後續追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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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病源
檢測

室內通風
是否良好

空間性能
診斷

環境因子
評估

環境構
成評估

建築物
室內配置

使用者
心理狀態

使用模式
紀錄

廚房或衛浴
是否

日曬充足

室內採光
是否充足

室內隔音
是否良好是

否 否 否

嗅覺 聽覺 視覺 味覺 觸覺

設備是否
定期檢查

直覺

是否有
特定使用

空間

-同時有多人
在一空間內
-固定時間使
用某空間

室內CO2、CO、粉塵
、甲醛等揮發性物
質合乎評估標準

是

是

否

適當的使用設備
改善室內環境

是

是

是

否

Step 09

建物病源檢測 是 是

Step 10

使用端影響
紀錄

Step 11

預期目標評估

否

Step12

後續追蹤紀錄

否

 

 

圖 3-23 證制度流程程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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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健康室內環境品質驗證制度檢核表-程序三 

程序三 

Step 09 新建或更新後客觀量測（長時間診斷檢測） 

 原始建物病症及病源檢測 

開窗面積與樓地板面積的比值是否

大於 1/20，有利於自然通風 

 

機械通風之空調設備是否具有引入

新鮮外氣之設計 

 

室外通風口是否被堵塞，導致通風不

良 

 

地坪是否採用地毯等多孔質材料或

木板等版狀材料裝修，以增加建築吸

音性能 

 

窗戶是否符合氣密性2等級且玻璃厚

度大於 5mm或符合氣密性 8等級之雙

層窗，以增強外牆開口部隔音性能 

 

窗戶面積與樓地板面積比例是否大

於 1/8，以利自然採光 

 

燈具是否採用漫射透光材料、增加燈

具保護角等，防眩光處理 

 

鋪面是否為草坪、透水鋪面等低輻射

熱材質 

 

建築開口部外側是否有遮陽裝置，減

少日照量 

 

冷卻水塔、濾網、集水盤、風管等空

調設備是否定期清潔，避免黴菌滋生 

 

  

 空間性能診斷 

浴室設計是否採用乾濕分離設計  

廚房或衛浴空間在平面配置上，是否

配置在日曬充足的東向或西向方位 

 

廚房或衛浴空間在平面配置上，是否

遠離客廳或臥室等長時間使用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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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盆栽放置位置，是否放置在通風良

好、光線充足的地方 

 

Step 10 使用端影響紀錄 

 人員生理及心理狀態 

嗅覺部分：處於空間中是否會感覺到

不適 

胸悶 咳嗽、喉嚨乾癢  

打噴嚏 鼻塞 

無特別感覺 

聽覺部分：處於空間中是否會感覺到

不適 

耳鳴耳痛聽力下降 

無特別感覺 

視覺部分：處於空間中是否會感覺到

不適 

流淚結膜紅腫 

眼睛乾癢 眼睛痠痛 

無特別感覺 

觸覺部分：處於空間中是否會感覺到

不適 

皮膚乾癢悶熱潮濕 

無特別感覺 

味覺部分：處於空間中是否會感覺到

不適 

食慾不振消化不良 

噁心嘔吐 

無特別感覺 

直覺部分：處於空間中是否會感覺到

不適 

頭痛精神緊張 

情緒焦躁 精神渙散 

無特別感覺 

 使用模式紀錄 

是否會長時間待在特定空間 是   否 

________________空間 

室內是否有異味、骯髒或衛生欠佳

（例如滿佈塵埃） 

是   否 

 

室內人員過多以至於室內空間過於

擠迫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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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1 預期目標評估 

 環境因子評估 

建築物內部 CO2、CO、粉塵、甲醛等

揮發性物質合乎評估標準 

 

建築物內部吸音與隔音性能符合評

估表準 

 

建築物室內照明與自然採光符合評

估標準 

 

建築物室內溫度與濕度維持在標準

範圍內 

 

  

 環境構成評估 

適當使用室內通風換氣設備  

適當使用室內空調設備  

適當使用室內照明設備與自然採光  

適當使用室內隔音設備  

Step 12 後續追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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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室內環境品質改善技術 

室內環境品質改善自推行以來改善了許多案例，在改善技術

方面，依據各類環境評估因子音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

環境等在改善技術上進行統整。其詳細改善技術將於 4-1 進行敘

述。 

改善案例分布之地理位置從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到東部皆

有，所在的地點之緯度皆不同，呈現台灣多種氣候型態下的室內

環境改造示範。目前關於健康室內環境方面之產業設備之研發仍

持續進行；目前即藉由本手冊之改善經驗，驗證其最適當之設計

方式，以提供未來產、官、學界規劃之參考。 

4-1 各項室內環境品質評估因子改善技術 

 音環境 

室內音環境改善是利用噪音控制之方法以提升室內音環境品

質，一般可運用建築音響材料達到室內音環境品質之提升，常見

之材料可分為吸音、隔音及防振材料，普遍用於住宅之壁體、樓

板或天花板等構造上。 

為建立良好之室內健康音環境，隔音計劃為優先考量項目，

其中包含了防音材料及吸音材料之應用。隔音材料應用之目的即

隔離背景噪音之干擾，並防止聲音外漏影響鄰近之住宅；吸音材

料應用上，是以室內音響迴響時間的調整與減低噪音量為目的。 

A. 防音材料應用 

 

一般建築物之外牆及內牆大多為 RC 混凝土之構造，對噪音

之隔絕已有充分之隔音性能。為求牆壁之隔音性能，應注重於材

料之質量法則，即面密度越大，隔音值越高。一般常見於單層牆

與多層牆之應用，均質單層牆的隔音性能，取決於材料之面密度

牆板之隔音性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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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這類之牆壁是依質量法則之曲線來決定。牆壁之面密度每

增加一倍其隔音量可增加 6dB。 

除了將牆板之厚度或重量增加兩、三倍，得到較佳之隔音性

能外，也可考慮以多層牆來提高隔音性能。多層牆係由不同材料

及空氣層所組成，在應用上需考量材料與空氣層之厚度，可於中

空層增加其吸音力，如於中空層加設一整塊或補釘之吸音毯。在

多層牆結構部份，應採用交錯之間柱以避免音橋現象之發生。 

 

建築物開口部著重於門板及窗戶構造之隔音性能，一般而

言，玻璃門，鋁窗等，門窗上框溝與開口周圍都會有縫隙，噪音

會從此部份產生透音現象，一般常見於門窗框內使用橡皮帶或是

木框以便密觸側門，減少縫隙透音之現象。 

窗戶之隔音性能，以氣密型或二重窗為較佳之選擇，氣密型

窗其構造須高防漏音，並於玻璃接合處加橡膠皮或填縫材，透過

損失值約有 25~30 dB。一般而言，玻璃厚度越大，其隔音效果越

佳。二重窗之構造空氣層達 20 cm 以上時，500 Hz 之透過損失值

約為 40 dB。 

 

一般樓板構造之隔音計劃可區分為天花板隔音與樓板隔音，

建築物室內天花板大多因隔間牆未能封到樓板底，或因有配管貫

穿而未加縫隙，產生聲音由鄰室侵入房間內。因此天花板之改善

計劃應注重於防止側路傳播之現象。一般隔間牆之天花板內存有

空氣音，可於天花板內加遮音板以防止漏音現象，或加裝石膏板、

岩棉吸音材，增加天花板之吸音。 

建築物構造垂直之牆體隔音性能注重於隔絕空氣音之傳播，

樓板隔音性能除隔絕空氣音外，主要目的為減小衝擊音之傳遞。

樓板隔音性能注重於減低振動源的振動量與減少振動源能量的傳

遞。 

開口部構造之隔音 

樓板構造之隔音性能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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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室內音環境中，室內活動行為所產生的固體音稱

為樓板衝擊音，並區分成兩種類型，分別為輕量衝擊源及重量衝

擊源，輕量衝擊源類似穿高跟鞋走路的聲音，而重量衝擊源則類

似小孩在屋內蹦跳的低頻音。輕量衝擊源加設地毯等緩衝材料能

有效改善；重量衝擊源，則必須加強樓板的剛性。樓板加設緩材

料其意義與加設防振材料相同，而加強樓板剛性如增加板厚、增

加小樑支數，可有效減少重量衝擊源的能量傳遞。 

B. 吸音材料應用 

吸音材料可依構造分為三大類，一為多孔質型吸音材，材料

特性在低頻吸音係數較小，中高頻處吸音係數較大；二為板模振

動型吸音材，材料特性為低音頻可提供較大之吸音係數，高頻部

份需與多孔質材料合用才有效果；三為共鳴型吸音材料，低音頻

處類似板膜振動型，高音頻處類似多孔質材料。 

 

相同之材料，由於厚薄，性能各異。一般常見之吸音材料為

玻璃棉與布類，特性為越厚低音域之吸音性能越佳。 

 

材料背後之空氣層可有效提高材料之吸音能力，例如將三夾

板密接在水泥牆壁時，吸音係數很小，若將在背後以木框墊出空

氣層，可提高低音域之吸音性能。 

 

吸音材料在建築的完成後無法配合室內裝修時，就要做上漆

或貼紙貼布等表面加工處理。如像多孔質材料表面的固定材開口

率太小，則其吸音率會降低。 

 

材料的背後構造 

表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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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音率會因聲音的頻率而異，如某頻率需要某種吸音特性之

吸音構造，可同時組合不同幾種的材料應用。 

1
   

2
 

3
   

4
 

1. 採用音反射板，反射演講者的聲音至後排。 

2. 利用雙層窗隔絕外部噪音。 

3. 利用開孔天花板材吸音，減少中高頻音的干擾。 

4. 以懸掛的吸音筒減少反射音，主要針對中高頻。 

 

5
    

6
    

7
 

5. 以開孔材作壁面裝修。 

6. 室內空調機覆以消音箱。 

7. 對噪音源頭旁設隔音板，做源頭控制。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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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環境 

作業面照度會影響人體視覺對外界環境的辨識力，而光源色

溫度也能決定照明環境之氛圍，所以在進行改善工程時，除了同

時有省能的考量外，尚需營造舒適健康的光環境品質，使此光環

境操作能同時兼顧「功能」、「效率」、「氣氛」與「節能」四個大

方向。即整體空間和閱讀亮度需充足，能配合空間使用強度配置

開關迴路，調節空間的使用氣氛，以及配合效率應用達到能源節

省目標。 

A. 高效能燈具之選用 

為符合各種機能場所的照度需求，又避免對於能源之浪費，

建議依據不同場所的差異性，調整其燈具及照明方式。 

 採均齊式照明模式 

 重點區域照明模式 

配合設計使用高效率電子式安定器並附有防眩光設計之燈

具，設計要求為平均照度 500Lux 以上，以改善現況照度嚴重不

足情形。 

 

 

    

（1）重點區域照明          （2）均齊式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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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照明迴路控制系統 

因應燈具數量之增加，並配合不同使用模式的調整，建議照

明設備開關迴路系統亦一併加以重整，電力負載同步昇級，以符

合電力安全之相關規定。 

    

    

圖 4-1 不同燈光效果及開關迴路控制 

 溫熱環境 

由於既設空調系統較為老舊，效率較低，無法有效進行移除

室內熱量以降低室溫，改善策略上除針對既有空調系統進行更新

修護之外，也可增對其是建築環境提出自然誘導式通風的可能性。 

A. 誘導式通風設計 

藉由自然通風設計增加室內空間氣流流通，利用導風板設置

並以下對上之貫流模式予以設計，間接提高室內空氣品質之提

升；而在屋頂層部分則以誘導式通風設計改善室內蓄熱而產生之

悶熱情況，以改善室內空間空氣不流通及悶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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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誘導式自然通風設計示意圖與水平導風板通風設計之設置 

 

B. 新增空調設備 

建議在無法使用自然通風狀態的情況之下，再新增空調設

備，在既有空調系統熱量移除效能不佳，室內溫度、相對濕度及

氣流無法調控，使室內溫度偏高且污染物濃度有累積偏高之疑

慮，經由新增空調設備並改善室內空調系統性能，並且裝設外氣

引入與廢氣排出的裝置，以維持健康舒適之室內溫熱環境。 

SA EA

新作隔熱雙層天花板+24k玻璃棉ABS回風天花板
抽排風機.800CFM

空氣引入側 空氣排出側

抽排風機.800CFM

屋頂傳熱 屋頂傳熱

下方玻璃窗加裝活動式鋁百葉
(w275* h50 cm 三組)

上方玻璃窗加裝活動式
鋁百葉(w275* h50 cm 三組)















(30*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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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新增空調設備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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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環境 

根據初步的診斷與分析得知，在現況空氣品質方面，相關空

氣污染物值皆存有超出健康舒適基準的風險的情況下，便需針對

空氣環境部分予以改善。針對現況原有之通風設備加以評估檢

討，運用即時置換室內空氣功能的方式，以維持良好的空氣品質。 

A. PUSH-PULL 換氣系統 

台灣地區部分空間目前雖設有外氣引進系統，但因風管配置

位置及抽排氣設備不足，所以無法在第一時間將汙染源即時排

出。為提高室內空氣品質，避免廢氣長時間累積在環境中，建議

於污染源發生處，加裝箱型抽送風機並配置獨立風管，將廢氣導

出至連接戶外，並在遠離出風口處加設新鮮空氣導入口搭配箱型

抽排風機與高效率濾網，以上述一進一出之 PUSH-PULL 換氣系

統，提高廢氣排出語新鮮空氣引入之運作效率。 

 

EA

1/2HP低噪音型抽風機
1200CFM

預冷空調機
800CFM

SA

預冷空調室外機
外氣引入

預冷空調機
800CFM

EA

EA

SA

SA

SA

SA

SA

N

(既設鋁窗配合修改)

EA

EA

EA
EA

1/2HP低噪音型抽風機
1200CFM

預冷空調機
800CFM

SA

預冷空調室外機
外氣引入

預冷空調機
800CFM

EA

EA

SA

SA

SA

SA

SA

N

(既設鋁窗配合修改)

EAEA

EAEA

EAEA

CO2偵測器

CO2偵測器

 
圖 4-4  PUSH-PULL 換氣系統設計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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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氣引入位置           （2）換氣系統控制 

圖 4-5 外氣引入與廢氣排出設置位置圖 

B. 污染物濃度即時反應系統 

考量室內環境品質之健康標準，裝置 2 組 CO2 濃度自動感應

器，CO2 濃度值可即時由螢幕顯示，判斷當時之濃度值是否超過

健康基準值 1000ppm。根據現場使用狀況評估，CO2 濃度自動感

應器應裝設於污染物濃度較高之所在，如回風口處，達到最佳之

警示效益。 

    

    

圖 4-6 二氧化碳偵測器及新鮮外氣送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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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室內環境品質改善案例 

 

 

改善前: 

 

改善範圍 

部分燈具產生昡光 

線性出風口有

風擊現象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改善前實測值，換氣量 1.63 ACH、CO2濃度 550ppm、

甲醛濃度 由 0.08 ppm。CO2濃度為安全標準，但換

氣量略嫌不足。出風口風擊效應使人體感受不適。 

光環境 ：因為部分裝潢的間接照明，使得室內均齊度低於 1/3，

造成眩光。照度無法依不同使用方式切換，且牆面輝

度值過高。 

溫熱環境：出風口風擊效應使人體感受不適。 

 案例 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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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室
內
環
境
診
斷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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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草
案
） 

改善後: 

  

（1）燈具增設防眩光隔柵出風口以及燈具位置，按照使用狀況新規劃 

      

（2）增設外氣引入系統      （3）燈具開關迴路控制，使燈具使用彈性化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設外氣引入系統，使換氣率增加 2.44 ACH、CO2濃度

降至 360 ppm、甲醛濃度降至 0.02 ppm。。出風口風

擊效應使人體感受不適。 

光環境 ：部分間接照明，室內均齊度照明均齊度提升至 5/8；

燈具全面裝設防眩格柵，減低眩光困擾。並依據使用

方式重新配置燈具位置和控制模式，符合使用需求。 

溫熱環境：動部份線性出風口位置，降低風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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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案
例
篇 

 

 

 

改善前: 

 

地上三樓辦公室平面示意圖 

甲醛濃度值偏高 人事室 

企劃組辦公室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室內空氣無法與戶外對流，換氣效率明顯不足（人事

室 2.67 ACH 企劃組 11.4 ACH），甲醛高於健康基準

值 0.1 ppm（人事室 0.197 ppm 企劃組 0.15 ppm）。 

溫熱環境：中央空調風管分配不佳，造成區域冷熱不均；通風路

徑不佳，熱氣不易散出，造成室內熱環境不舒適。量

測空間室內溫度實測值皆超過健康基準值。 

 案例 2.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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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
斷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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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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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溫熱環境改善工程及改善後現況  （2）新鮮外氣送風口 

    

（3）、（4）外氣引入與廢氣排出設置位置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新設外氣引入/廢棄排出裝置，提升換氣效率。改善後

測值，（人事室 4.79ACH、企劃組 22.75ACH），符合

Mass Balance 換算基準。甲醛濃度也降至標準值以

內（人事室 0.033ppm、企劃組 0.031ppm）。 

溫熱環境：重新規劃室內空調風管配置，新增空調設備，使室內

出風平均。改善後室內測值，人事室 25 ℃、企劃組

24.8 ℃，皆屬舒適基準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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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CO2濃度過高 

照度不足 

吸音效果不佳 

換氣效率不足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空間人員密度高，且空氣對流不佳，CO2 濃度 1564.8 

ppm，超過健康標準，而一方面換氣量也不足（僅 3 

ACH），使 CO2容易累積。 

光環境 ：作業面照度不足，燈具老舊，照明效率不佳。 

音環境 ：室內裝修吸音效果不佳，以致辦公交談及作業時所產

生的噪音，易對人生心理產生影響。 

 

 

 

 案例 3.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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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
斷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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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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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新增之吸音性天花板            （2）燈具防眩光處理 

    

（3）、（4）建管組外氣引入與廢氣排出設置位置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增設外氣引入系統，有效移除室內累積的污染物。改

善後 CO2濃度降至 603 ppm，換氣量 25.06 ACH，符合

基準需求。 

光環境 ：依使用狀況重新配置燈具位置，並將老舊的燈具更新，

以適當色溫和高效率為考量，並全部增設防眩處理。

全空間照明由區域照明系統控制，可按照使用需求做

適當調整。  

音環境 ：增設吸音天花板，降低反射音強度，改善後測值約維

持 55.56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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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地上六樓辦公室平面示意圖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換氣量雖達基準值以上，經 Mass Balance所推算，辦

公室人數達 70人時，於 90分鐘左右，二氧化碳濃度

值將超過健康基準値 1000 ppm。 

溫熱環境：辦公空間換氣效率不足，僅 68.19 ACH，導致部份空

間冷熱不均。  

音環境 ：影印室室內裝修吸音效果不佳、辦公室實測值尚屬健

康範圍內。 

光環境 ：照度分佈未達理想範圍。平均作業面照度不足，影響

照明效率，照明品質及效率明顯偏低。 

 案例 4.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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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新增之天花板及吸音筒           （2）新增之吸音壁板 

    

（3）改善後光環境現況               （4）外氣引入及抽風機排風設置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增設兩組預冷式空調箱，搭配兩組箱型抽風機配置獨

立風管，有效移除室內污染物至戶外。改善後換氣率

達 83.82 ACH。 

溫熱環境：由新設的空調箱，加強大空間整體的空調性能。  

音環境 ：於影印室天花板懸掛吸音筒，減低事務噪音干擾；辦

公空間牆面則裝置吸音版材，多方向吸收瞬間噪音，

改善後實測值影印室 53.5 dB(A)。 

光環境 ：採用高效率低發熱量燈具，配合防眩的 PCL26W 崁燈，

做適當的局部照明。改善後辦公空間平均照度值為

527.8（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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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照度不足且

均齊度不佳 

室內氣流滯留， 

污染物濃度偏高 

玻璃窗反射面，室

內環境噪音過大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現有空調送風量不足，換氣量 3.7 ACH，未達依 Mass 

Balance換算基準，CO2濃度 845 ppm(無人使用時)，

相當接近基準值（1000 ppm）。 

音環境 ：平均噪音量超過健康基準值，應適當規劃吸音設計以

減低環境噪音對使用者之心理及生理影響。 

光環境 ：空間現況局部區域照度不足且均齊度分布不佳，應依

使用人員需求進行改善。 

 

 案例 5.影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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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影印機側裝設吸音隔板           （2）影印室內裝設吸音筒 

    

（3）裝設防眩嵌燈，加強背景照明    （4）新增外氣引入廢氣排出系統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設置外氣引入/廢棄牌出口，並於影印機排後側地板設

置抽風口，直接由源頭排除污染物質。改善後換氣量

達 9.66 ACH， CO2濃度降至 763 ppm，有足夠空間提

供短時使用。 

音環境 ：於影印機側面加設吸音版，有效減低背景噪音至 54.2 

dB(A)。 

光環境 ：加裝部分燈具，加強背景照明。改善後室內照度值，

1F 359（lux）、2F 418（lux）；並於原本燈具加做防

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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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鐵 道

交 通 噪 音 源

西曬、室內過熱

分離式冷氣
效率不佳

缺少新鮮外氣
且照度不足 原室外機

百葉簾
壞損

窗
簾
損
壞
缺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缺少新鮮外氣，換氣量僅 1.19ACH， 

溫熱環境：日間使用時均溫約 34℃，超過室內舒適建議值 28℃。 

光環境 ：使用面照度不足，低於教室空間建議值 500（lux）。 

音環境 ：使用時間值為平均 65.2 dB(A)，超過室內基準值 58 

dB(A)。 

 

另外，在設備方面，研究室東側窗戶的百葉簾壞損過多；及空

調室外機距離室內空間過近，易造成噪音干擾的問題。而在大會議

室的西側窗，下午時段常有西曬影響靠窗位置使用者的情形，並也

使室內溫度上升，影響溫熱舒適度；而因其鄰近鐵路，也容易受到

外環境噪音的影響，干擾室內上課或討論的進行。 

 案例 6.研究討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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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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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講台天花音反射設計            （2）雙層窗設計 

    

（3）加裝外氣引入和廢氣排出系統    （4）加裝適當的照明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裝設外氣引入/廢氣排出系統，換氣量增加 0.41ACH。 

溫熱環境：改換空調主機，並整理管線系統增加冷房效率。日間

使用時均溫降至 25.4℃。 

光環境 ：改換部分老舊燈具，在照度不足的部分加裝新的照明。

使用面照度提升至 537（lux）。 

音環境 ：使用雙層窗隔音下，使用時間平均值為 50.7 dB(A)。 



 

    117 

三 

改
善
案
例
篇 

 

 

 

改善前： 

噪 音 源

（ 既 有 空 調 ）

木 櫃 損 壞

室 內 溫 熱 分

佈 不 均 ， 且

空 調 出 風 口

風 速 過 大

穩
壓
器
位
置

掃
具
雜
物
堆
放
位
置

配
電
盤
位
置
嚴
重
壁
癌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換氣量僅 0.31ACH，嚴重不足。 

溫熱環境：空調對室內的冷房不均，空調開啟時對室內造成風擊

現象。 

音環境 ：使用時段平均值近 80dB(A)，部分來自於空調設備運

轉噪音。 

 

主要因為空調機放至於室內，於使用時容易造成過大的噪音干

擾，又出風口配置不佳，導致空調對室內的冷房不

均。且出風口直對使用者吹送，也導致了高風擊不滿

意度，影響使用者的舒適度。而配電盤及穩壓器直接

暴露於室內空間，導致電/磁場過高，有影響健康的

可能。 

 案例 7.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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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增設外氣引入管線，增加室內新鮮外氣  （2）增設空調箱外部隔音櫃 

    

（3）天花板空調出風口更新          （4）空調機周圍加裝隔音體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增加 0.48ACH的通風量。 

溫熱環境：室內風速也低於 0.35 m/s 以下，降低風擊現象產生 

音環境 ：噪音值在空調開啟時低於 55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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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白板 

投影幕 

麥克風設備 

室內人數 30~35 人 

木質展示板 

地震實驗場 

門打開，
噪音干擾 
，粉塵量
大，需適
當控制正
負壓狀況 

開窗，北側晝光利用不足 

鄰

棟 

使用時窗
簾關上 

開
窗
，
東
側
晝
光
利
用

不
足 

N 

窗型冷氣 窗型冷氣 

門關閉，換氣不足，通風效率不佳 

天花板有疑似水痕 

a 
b 

e 

c 

d 

g 

h 

f 

室內淨高
235cm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善前實測值為 CO2濃度 860 ppm(無人使用狀態)，於人

員使用期間 CO2濃度很可能超過基準值 1000 ppm，窗

型冷氣造成室內出風不均、冷熱不均的現象。 

溫熱環境：內平均溫度約 29.6 ℃，已超過溫熱舒適範圍。 

光環境 ：業面照度足夠，但照明均齊度 < 1/3，且白板容易產

生眩光。 

音環境 ：打開時有嚴重噪音干擾，室內噪音測值為 69.4 dB(A)。 

生物環境：菌濃度約為建議值（1000CFU）的 2.5倍。 

 案例 8.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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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防塵防眩光窗簾               （2）外氣引入風扇處設置吸音材 

     

（3）加裝奈米光觸媒殺菌裝置              （4）管道間使用氣密窗隔音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善後實測值為 CO2濃度 750 ppm (正常使用狀態)，改

由天花板出風的方式，改善原本溫度不均，出風不均

的現象。 

溫熱環境：內平均溫度皆在 23-28 ℃舒適範圍。 

光環境 ：動部份燈具，使位置照明均齊度達 1/3以上，白板往

壁面方向退縮，減低眩光的干擾。 

生物環境：經由安裝過濾裝置後，細菌濃度明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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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空調冷房不足，室

內溫熱環境偏高 

室內區域照度普遍不足 

室內裝修量大，甲

醛濃度值偏高 

人員密度高時，人員談

話導致環境噪音偏高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室內空氣無法與戶外對流，現有空調設備送風量不足

(換氣量僅 0.67 ACH)，甲醛濃度（0.2 ppm）在量測

時段內皆高於基準值，CO2濃度 493 pm。 

光環境 ：室內背景照度不足，平均照度僅 54.9（lux）。 

音環境 ：背景噪音達基準值邊緣，測值為 57.8 dB(A)；瞬間噪

音值高達 61.5dB(A)，足以影響參觀。 

溫熱環境：建築外殼隔熱性能不佳，室內空氣無法與戶外對流，

使得平均室溫達 28.2 ℃，風速 0.06 m/s 也容易造

成風擊。 

 案例 9.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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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上照式壁燈改善全區照明          （2）裝設遮光布幕，避免引起眩光 

    

（3）裝設吸音筒增強吸音力           （4）增設分離式和空調箱及抽風機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增設抽風機，以機械式強迫室內和戶外空氣流通，改

善後換氣量達 2.53 ACH，甲醛濃度也降至 0.05 ppm，

屬健康範圍。 

光環境 ：加裝 HQI 上照式壁燈、IRC 冷光燈，加強室內背景照

明，改善後室內平均照度達 328（lux），符合該空間

使用的需求。 

音環境 ：於天花板裝設 44支吸音筒，有效減低室內噪音至 46.9 

dB(A)。 

溫熱環境：增設分離式空調箱，加強室內冷房效能，使平均室溫

可控制在 25.03 ℃左右；減少了風擊的產生。 



 

    123 

三 

改
善
案
例
篇 

 

 

 

改善前：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改善前實測值為換氣量 2.62 ACH、 CO2濃度 700 ppm。

換氣量明顯不足且 CO2濃度於未使用時即已接近基準

值 1000 ppm。 

光環境 ：平均照度僅 38（lux），雖為展覽場地，但過低照度將

導致觀覽困難。照明展示物所用投射燈產生直接眩光

與反射眩光。 

溫熱環境：室內風速 0.05 m/s，造成部分風擊不舒適感。 

 案例 10.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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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展示櫃換裝 IRC 防眩冷光燈         （2）設軌道投燈，加強背景照明 

    
（3）更換開孔石膏板，增加吸音力     （4）新增外氣引入廢氣排出系統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增設外氣引入系統，使改善後實測值為換氣量 4.25 

ACH、 CO2濃度 506 ppm。 

光環境 ：改善後平均照度 163.8（lux），增設部分投射燈於重

點照明位置，增加室內空間整體照度，以利物品的展

出。 

音環境 ：天花板更換穿孔石膏版，增加室內吸音力。 

溫熱環境：更動出風位置，使室內平均風速減至 0.1 m/s，提高

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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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前問題： 

光環境 ：室內平均照度僅 50（lux），均齊度也僅 1/4，兩項皆

不符基準值。 

空氣環境：空調出風口有積塵現象，出風口配置不佳。 

設備方面：配電箱裸露於壁間影響美觀性。 

 

 

 

 

 

 

 案例 11.醫療場所等候空間 



 

126 

健
康
室
內
環
境
診
斷
評
估
手
冊
（
草
案
） 

改善後: 

 

    

（1）依空間分布配置燈具            （2）燈具配合晝光面配置 

   

 

 

（3）受潮損壞天花板修繕更換      （4）燈具開關迴路控制、隱藏式配電箱 

 

 

 

 

改善成果： 

光環境 ：透過燈具的修整和配置的整合，室內照明均齊度提升

至 2/5，平均照度維持 675（lux）；利用照明迴路控

制燈具，可兼顧便利及省能。 

生物環境：將老舊的天花板更新，減低生物性危害。 

設備方面：隱藏式配電箱設計兼顧美觀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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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地上一樓門廳平面示意圖 

封閉式中庭隔絕
自然通風之效率 

 

改善前問題： 

空氣環境：換氣量雖達基準值以上，但因空間係採自然通風方式，

易外環境條件影響使用者開窗行為，進而降低換氣

量，導致 CO2濃度問題產生。 

溫熱環境：天花板出風位置風量不固定，易產生室內風擊效應。

對室內使用人員造成不舒適感 

音環境 ：背景噪音嚴重（電視機及交談音量），據現場查勘，當

室內人數密集時，產生背景噪音並在空間缺乏吸音材

料的情況下產生回音的音質缺陷。 

 案例 12.醫療場所交誼用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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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1）新增之天花板及吸音筒          （2）水平導風板 

    

（3）水平導風板                   （4）外氣引入 

 

 

 

改善成果： 

空氣環境：增設水平導風版，有效降低污染物濃度。改善後測值，

甲醛濃度已由 0.106ppm（超過基準值 0.1 ppm）降至

0.033 ppm。 

溫熱環境：利用水平導風版提高自然通風效率，頂層則以誘導式

通風改善室內悶熱蓄積的情況。改善後測值為室溫

27.13 ℃、風速 0.275 m/s(無空調)。 

音環境 ：增設開孔天花板以及懸掛式吸音筒於噪音源(電視機)

旁，增加空間吸音力，降低反射音能。改善後背景噪

音測值為 54.34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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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材料之隔音性能係數 

表 1 窗之隔音性能 TL（dB） 

      材

料 

 

中心頻率 

5mm Glass 

C.W.雙動

橫拉鋁窗

(無氣窗) 

5mm Glass 

C.W.雙動

橫拉鋁窗

(有氣窗) 

5mm Glass 

C.W.固定

鋁框窗 

5mm Glass 

C.W.推開

鋁框窗 

5mm 光板

玻璃 

100 14.3 11.6 15 17.9 16.1 

125 14.9 11.2 18.4 18.6 16.4 

160 17 13.1 21.3 21.5 19.9 

200 18.3 15 22.7 23.5 21 

250 18 15.2 22.5 23.6 22.9 

315 20.1 16.7 24.4 26.9 25.5 

400 19.6 18.4 27.2 29.6 27.2 

500 21.1 17.9 28 30 26.9 

630 21.9 18.7 30 31.8 30.4 

800 21.5 18.2 31.6 31.8 33.4 

1000 19.5 15.7 32.6 32.8 34.3 

1250 18.5 14.8 34 36 35.7 

1600 17.2 13.8 33.2 36.3 35.9 

2000 16.3 13.4 28.5 35.3 33.5 

2500 17.2 13.8 25.5 27.4 28 

3150 19.8 15.9 24 26.2 31 

4000 22.7 19.5 27.6 30.5 35.4 

5000 27.7 23.4 32.4 34.7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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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牆板之隔音性能 TL（dB） 

      材

料 

 

中心頻率 

水泥中空

複 合 版

7.5cm

  

水泥中空

複 合 版

10cm  

水泥複合

構 造 牆

10cm  

石膏空心

磗 牆

10cm  

輕質混凝

土 磚

10cm  

輕質混凝

土 磚

15cm 

100 18.1 26.6 27.8 39.3 35.3 39.2 

125 29.9 32.6 30.5 38.3 26.7 32.2 

160 35 34.4 29.2 31.8 32.8 34.9 

200 31.4 33.6 30.8 37.4 36.2 36.8 

250 27.3 33.1 30.6 40.4 35 40.2 

315 31.9 36.6 33.3 37.3 33 39.5 

400 33.7 39 36 39.6 39.2 42.2 

500 35.2 41.5 39.4 39.5 37.4 41.2 

630 34.6 41.1 41.7 43.3 39.4 42.7 

800 37.8 41.8 42.6 42.3 41.8 44.3 

1000 39.9 43.1 40.6 47 43.7 48.1 

1250 41.5 45.6 36.5 49.8 48 52.2 

1600 44.3 47.5 34.1 50.5 48.8 52.1 

2000 46.1 48.1 36.8 51.1 49.5 52 

2500 48.6 50.8 43 50.5 50.4 57.6 

3150 52.1 54.7 50.9 60.2 52.3 59.5 

4000 53.7 56.9 56 63.4 52.8 58.8 

5000 56.3 52.1 46.9 48.4 56.3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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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輕量隔間牆之隔音性能 TL（dB） 

     材   

  料 

 

 

中心頻率 

12mm 石膏

板 (耐燃一

級) 

9mm 水泥

纖維板 

12mm 石膏

板+9mm 水

泥纖維板 

石膏空心磚 

12mm 石膏

板+1mm 軟

質鹽化乙烯

樹脂隔音毯

+12mm 石

膏板 

12mm 石膏

板+空氣層

+12mm 石

膏板 

100 11.5 14.9 19.2 34 24.3   

125 15.5 19 21.7 28.4 21.6 16.7 

160 18.8 21.3 25.7 33.2 25.4 19.2 

200 21.4 25.1 27.3 37 27.2 22.3 

250 20.9 24.5 26.7 35.6 26.9 33.6 

315 23.3 26.6 28.3 33.4 29.6 32.8 

400 24.1 27.9 27.6 37.6 30.5 37.5 

500 25.5 28.6 25.4 36.1 31.1 39 

630 28.4 31.9 26.8 38.1 33.7 43.8 

800 30 33.5 28.8 39.6 35.7 48.8 

1000 30.9 33.8 32.4 42.4 36 46 

1250 32.9 35.7 35.4 44.7 38.1 50 

1600 32.9 35 36.9 46.3 37.6 52.4 

2000 31.6 33.8 37.5 45.8 36.8 52.2 

2500 28.1 29.2 32.3 47.9 36.9 49.3 

3150 26.1 29.7 33.2 44.4 40.2 42.4 

4000 28.5 32.8 41.1 48.1 42.8 39.5 

5000 33.6 37.8 49.7 51.4 47.6   

 



 

134 

健
康
室
內
環
境
診
斷
評
估
手
冊
（
草
案
） 

附錄二  材料之熱傳導係數 

表 4 材料之熱傳導係數 

分類 

材料 密度 

 

Kg/M3 

熱導係數

k 

乾燥 

W/m‧k 

熱導係數

k 

濕潤 

W/m‧k 

備註 

名稱 分類 

金屬 

、 

玻璃 

鋼才 

鋁及鋁合金 

板玻璃 

 7860 

2700 

2540 

45 

210 

0.78 

45 

210 

0.78 

不 因 吸

水、吸濕而

改變 k 值 

水泥 

、 

石 

輕質泡沫混凝土 

人工輕骨材 

鋼筋混凝土板 

輕骨材混凝土 

預鑄混凝土 

灰漿 

石灰 

石板 

磁磚 

石棉柏油磚 

紅磚 

岩石 

 600 

1600 

 

2200 

2400 

2000 

1950 

2000 

2400 

1800 

1650 

2800 

0.15 

0.65 

 

1.1 

1.3 

1.3 

0.62 

0.96 

1.3 

0.33 

0.62 

3.5 

0.17 

0.8 

 

1.4 

1.5 

1.5 

0.8 

1.0 

1.3 

0.33 

0.8 

3.5 

含水狀態 k

值 增 加

100% 

木質

纖維 

軟質纖維板 

軟質纖維板 

軟質纖維板 

半硬質纖維板 

硬質纖維板 

塑合板 

木泥板(鑽泥板) 

木泥板(鑽泥板) 

普通木片水泥板 

硬質木片水泥板 

A 級 

B 級 

 

 

 

 

普通品 

耐燃品 

 

 

200~300 

200~400 

200~400 

400~800 

1070 

400~700 

430~700 

670~800 

670~800 

830~1080 

0.046 

0.081 

0.058 

0.11 

0.18 

0.15 

0.15 

0.22 

0.16 

0.18 

0.0056 

0.0097 

0.0060 

0.13 

0.22 

0.17 

0.18 

0.26 

0.19 

0.22 

柏油含浸

材、吸煙少

0.05g/M3，

表面防濕

處理，濕潤

注意通氣

特性 

合成 成形聚苯乙烯保 1 號 30 0.037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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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脂

板 

溫板-保麗龍 

成形聚苯乙烯 

保溫板-保麗龍 

成形聚苯乙烯 

保溫板-保麗龍 

成形聚苯乙烯 

保溫板-保麗龍 

押出發泡聚苯乙

烯 

押出發泡聚苯乙

烯 

硬質聚烏保溫板 

(PU 板) 

硬質聚烏保溫板 

(PU 板) 

噴硬質聚烏板 

噴硬質聚烏板 

軟質聚烏板 

PE 發泡板-25 倍

獨 

立氣泡 

PE 板 

硬質塑鋼板 

 

2 號 

 

3 號 

 

4 號 

 

普通品 

氖化發泡 

2 號、5 號 

 

3 號、4 號 

 

氖化發泡 

氖化發泡 

各種 

各種 

 

各種 

各種 

 

25 

 

20 

 

16 

 

23 

40 

25~50 

 

30~40 

 

25~50 

30~39 

20~40 

30 

 

30~70 

30~70 

 

0.038 

 

0.041 

 

0.044 

 

0.037 

0.025 

0.027 

 

0.024 

 

0.028 

0.026 

0.042 

0.038 

 

0.044 

0.036 

 

0.0040 

 

0.0045 

 

0.0048 

 

0.0037 

0.0025 

0.0028 

 

0.0025 

 

0.0029 

0.0027 

0.0050 

0.0038 

 

0.0044 

0.0035 

 

 

 

比 重

30kg/m3 

 

 

 

 

比 重

29kg/m3 

 

 

 

 

軟質吸濕

性大，不適

用於建築

用 

纖維

材 

玻璃棉保溫板 

玻璃棉保溫板 

玻璃棉保溫板 

玻璃棉保溫板 

玻璃棉保溫板 

玻璃棉保溫板 

玻璃棉保溫板 

玻璃棉保溫板 

岩棉保溫材 

噴岩棉 

 10 

12 

16 

20 

24 

32 

96 

96 

40~140 

1200 

0.051 

0.048 

0.044 

0.041 

0.039 

0.036 

0.035 

0.041 

0.038 

0.046 

0.056 

0.0056 

0.0048 

0.0044 

0.0042 

0.0040 

0.0039 

0.0045 

0.0042 

0.0051 

玻璃密度

為 30kg/m3

時，熱導係

數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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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吸音板 200~400 0.058 0.0064 

木質

材 

合板 

木材 

木材 

木材 

木材 

鋸木屑 

絲狀木屑 

含各種化裝板 

各種輕量材 

各種中量材 

各種重量材(1) 

各種重量材(2) 

500 

400 

500 

600 

700 

200 

130 

0.15 

0.12 

0.14 

0.16 

0.18 

0.07 

0.065 

0.18 

0.14 

0.17 

0.19 

0.21 

0.093 

0.088 

美耐板受

水濕潤之

影響小 

 

比 重 ：

300~700 

kg/m3 

其他 水蒸氣 

水 

冰 

雪 

空氣 

 - 

998 

917 

100 

1.3 

0.02 

0.6 

2.2 

0.06 

0.022 

- 

- 

- 

- 

- 

 

土瀝

青、

塑膠

薄板 

泥壁(和式房屋 

之隔間牆) 

纖維質塗漿 

榻榻米 

合成榻榻米 

地毯 

內填斷燃材料包

塑膠皮 

塑膠地磚 

硬塑膠、油地毯 

玻璃纖維強化膠 

(FRP) 

瀝青柏油屋 

面材料 

瀝青柏油屋頂材 

牆壁、天花板裝

修用壁紙 

防潮紙類 

 1300 

 

500 

230 

200 

400 

600~700 

 

1500 

1000~1500 

1600 

 

1000 

 

1150 

550 

 

700 

0.68 

 

0.12 

0.11 

0.065 

0.073 

0.078 

 

0.19 

0.19 

0.26 

 

0.11 

 

0.11 

0.13 

 

0.21 

0.8 

 

0.15 

0.15 

0.70 

0.08 

0.078 

 

0.19 

0.19 

0.26 

 

0.11 

 

0.11 

0.1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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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

岩、

石膏 

板條石膏板 

石棉水泥矽酸鈣

板 

石棉水泥矽酸鈣

板 

石棉水泥珍珠岩

板 

石棉水泥珍珠岩

板 

泡沫水泥板 

半硬質碳酸鎂板 

硬質碳酸鎂板 

石棉水泥板 

0.8k 

1.0k 與 c 

0.5 級 

0.8 級 

710~1110 

600~900 

900~1200 

400~700 

700~1000 

1100 

450 

850 

1500 

0.14 

0.12 

0.12 

0.093 

0.15 

0.2 

0.093 

0.18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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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材料透濕係數及透濕抵抗係數 

表 5 材料透濕係數極透濕抵抗係數 

材料名稱 說明 厚(mm) 
透濕係數 

(g/m2hmmHg) 

透濕抵抗 

(g/m2hmmHg) 
提出者 

木材 Spurce 

Pine 

Sugar Pine 

Scot Pine 

美松板紋 

美松直木紋 

    切口 

櫸木板紋 

    植木紋 

    切口 

Pine 

Pine 面漆鋁漆 1 道 

Pine 面漆鋁漆 2 道 

Pine 面漆鋁漆 3 道 

Yellow Pine 

 

Yellow Pine 

(面漆鋁漆 1 道) 

12.7 

12.7 

6.4 

25.4 

6.0 

6.0 

6.0 

6.0 

6.0 

6.0 

12.9 

12.9 

12.9 

12.9 

12.9 

 

6.4 

 

 

0.051 

0.047 

0.047~0.53 

0.289 

0.590 

0.710 

3.570 

0.790 

0.640 

2.700 

0.087~0.090 

0.046~0.052 

0.012~0.026 

0.010~0.021 

0.024 

 

0.017 

19.60 

21.28 

21.28~1.89 

3.46 

1.70 

1.40 

0.28 

1.26 

1.57 

0.37 

11.5~11.1 

21.7~19.2 

83.3~38.5 

100.0~47.6 

47.70 

 

58.80 

Babbitt 

Babbitt 

Joy & Queer 

Martley 

齊藤 

齊藤 

齊藤 

齊藤 

齊藤 

齊藤 

Babbitt 

Babbitt 

Babbitt 

Babbitt & 

Wray 

Van 

Vorst 

紙 硫酸紙 

桐油紙 

吸墨紙 

0.06 

0.14 

0.5 

2.090 

2.630 

0.370 

0.48 

0.38 

2.70 

齊藤 

齊藤 

宮部 

玻璃紙 Cellophane 

Cellophane 

普通品 

防濕用 

0.1 

0.025 

0.32~0.52 

0.450 

7.7~9.4 

0.048 

3.13~1.92 

2.22 

0.130~0.106 

20.83 

宮部 

武田 

齊藤 

齊藤 

石棉板 

 

 3.0 

6.0 

0.410 

0.340 

2.44 

2.94 

齊藤 

齊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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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灰板 

(Plaster 

Board) 

 6.0 

8.0 

9.5 

9.5 

9.5 

0.43~0.58 

0.370 

0.480 

0.940 

1.370 

2.32~1.72 

2.70 

2.08 

1.60 

0.73 

齊藤 

齊藤 

齊藤 

Babbitt 

ASHRAE 

木纖維板  

 

 

斷熱用 

12.0 

12.7 

25.4 

12.7 

0.220 

0.817 

0.499 

1.37~2.47 

4.55 

1.22 

2.00 

0.73~0.40 

宮部 

Babbitt 

Babbitt 

ASHRAE 

岩綿 200Kg/M3 

300Kg/M3 

25~50 

25~50 

25.4 

2.61~1.32 

2.84~1.24 

0.697 

0.38~0.76 

0.35~0.81 

1.43 

齊藤 

齊藤 

Barre 

鋸木屑  

132~176Kg/M3 

51.0 

100.0 

0.862 

0.57~0.49 

1.16 

1.75~2.04 

Barre 

齊藤 

混凝土 1:2:4 100.0 

38.0 

0.0223 

0.045 

44.84 

22.22 

ASHRAE 

Barre 

灰漿 1:4 

 

 

1:3 

1:2 

21.0 

20.0 

10.0 

10.0 

10.0 

0.235 

0.350 

0.613 

0.330 

0.158 

4.25 

2.86 

1.63 

2.5 

6.33 

前田、松本 

Sckack 

齊藤 

齊藤 

齊藤 

混凝土 

空心磚 

空心洞 3 個 

輕質 

重質 

203.0 

200.0 

200.0 

0.052~0.066 

0.0184 

0.0174 

19.23~15.15 

54.35 

57.47 

Queer 

齊藤 

齊藤 

紅磚牆  100.0 

 

100.0 

0.030 

 

0.022 

33.33 

 

45.45 

Barre & 

Miller 

ASHRAE 

漆料膜 磁漆 2 道 

 

PVC 系漆 2 道 

鉛白亞麻仁油 3 道 

- 

 

- 

- 

0.012~0.023 

 

0.09~0.08 

0.008~0.027 

83.3~43.5 

 

11~13 

125~37.0 

Joy & Queer 

齊藤 

ASHRAE 

膠合板 

(三夾板) 

Douglass Fir 12.7 

6.4 

0.073~0.092 

0.118~0.177 

13.7~10.9 

8.47~5.61 

Teesdale 

Teesdale 



 

140 

健
康
室
內
環
境
診
斷
評
估
手
冊
（
草
案
） 

膠合板 Cinac 級木 

柳安 

普通品 

耐水 

耐水 

外裝修用美松 

外裝修用美松 

面漆瀝青漆 2 道 

面漆鋁漆 2 道 

6.0 

2.8 

3.0 

6.0 

3.0 

6.4 

6.4 

6.4 

6.4 

0.210 

0.540 

1.270 

0.610 

1.080 

0.020 

0.051 

0.012 

0.036 

4.76 

1.89 

0.79 

1.64 

0.93 

50.00 

19.60 

83.30 

27.80 

宮部 

前田、松本 

齊藤 

齊藤 

齊藤 

ASHRAE 

ASHRAE 

Teesdale 

Tees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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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室內空氣品質採樣策略規劃原則 

表 6 室內空氣品質因子與室內污染源判定建議 

項次 項目 建築物之污染來源及病症 

1. 一氧化碳 

 優先選點：地下停車場、鄰近進氣口(開窗)之停車場、

廚房或餐廳、鍋爐燃燒設備、浴室或溫水泳池、鄰

近周遭工廠之進氣口(開窗)、吸煙場所等 

 一般選點：鄰近地下停車之空間、鄰近戶外停車場之空

間、鄰近廚房、鍋爐燃燒設備之空間、鄰近浴室或

溫水泳池之空間、鄰近吸煙場所之空間、一般人員

密度高之進氣口及回風口等 

2. 二氧化碳 

 優先選點：人員密度高之空間、汽機車排放之空間、廚

房或餐廳、鍋爐燃燒設備、鄰近周遭工廠進氣之空

間、吸煙場所、空調系統之末端送風或回風口等 

 一般選點：辦公空間、集會空間、會議空間、表演或運

動空間、教室、亟需新鮮空氣之場所等 

3. 
懸浮微粒

PM10 

 優先選點：地下停車場、鍋爐燃燒設備、鄰近周遭工廠

之進氣口、室內裝修大量(地毯、纖維、布織建材)、

吸煙場所、外氣進氣口、工廠工作區或機具設備、

空調或設備機房、防火或隔熱披覆、儲藏空間、清

潔儲存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調送風口及回風口、物品存放大量處、長

期高溫或日光直射處、機械設備區、事物機具區(如

影印機)等 

4. 
懸浮微粒

PM2.5 

5. TVOC 

 優先選點：建材裝修大量、剛清潔維護區域、更新改造

區域、化學品儲存區域、空調系統之末端送風或回

風口、事物機具區(如影印機)、空氣清淨機、展示空

間、繪畫空間、吸煙場所、鄰近周遭工廠之進氣口、

儲藏空間、實驗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間封閉區域、通風路徑不良區域、空調送

風口及回風口、防火、吸音建材、設備儲存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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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甲醛 

 優先選點：大量使用木質建材、發泡隔熱建材、黏著劑

建材、油漆類建材區域、吸煙場所、化學品儲存區

域、展示空間、繪畫空間、實驗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間封閉區域、通風路徑不良區域、空調送

風口及回風口、防火、隔音、隔熱建材、設備儲存

區等 

7. 真菌 
 優先選點：空調系統、空調風管、人員密度高、潮濕發

霉區域、儲水或排水區域、污水處理區域、機械設

備場所、地下空間、儲藏空間、衛浴空間等 

 一般選點：空調系統之末端送風或回風口、冷凝或結露

區域等 

8. 細菌 

9. 臭氧  一般選點：臭氧空氣清淨機、吸煙場所等 

10. 溫度  一般選點：溫熱不均地區、空調外週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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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綠建材標章評定之內涵 

「綠建材標章」的內涵是依據建築生命週期「資源採取、製造、

使用、廢棄再生」訂定四大範疇(如下圖)，前 2007 年版手冊以生態、

健康、再生及高性能綠建材分別評定；而 2011 年版手冊則修正為

生態、「低逸散健康」、再生及高性能，並分別評定： 

1. 資源採取與製造階段：秉持取之

於自然，用之於自然原則，考量建材之

天然性與低人工處理過程，以無匱乏之

虞的天然材料經低人工處理過程製造，

以求對環境無害、對人體無毒之天然建

材，是為「生態綠建材」之範疇。 

2. 建材裝修使用階段：針對室內裝

修材料成分及塗裝、膠合等製造過程中

皆含有或添加過多的甲醛及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VOCS)，在台灣高溫高濕氣候條

件下有害化學物質之逸散量倍增，直接影

響人體健康與室內環境品質，健康綠建材

針對健康風險危害程度進行管控，此為「低逸散健康綠建材」之範

疇。 

3. 使用性能及效率提昇階段：因應國內建築常見之問題如建築

環境噪音、基地保水性不佳、玻璃帷幕外殼耗能、光害等問題，可

藉由科學技術提升，以獲得問題改善，並提高建材性能效率，提升

建築品質與生活環境之水準、降低整體能、資源的耗用，是為「高

性能綠建材」之範疇。 

4.廢棄再生階段：為達成營建廢棄物減量、再利用、再循環目

標，著重綠建材之再生性並確保基本安全與功能性要求，提高廢棄

材料再利用率，以達成永續循環社會的需求，此為「再生綠建材」

之範疇。 

   建材生命週期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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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建材標章評估特點 

1.為自願申請性質：綠建材標章承襲自綠營建、綠建築政策，

依據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2008-2011 年）其申請方式係依綠

建材標章相關作業要點(「綠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

點」、「綠建材標章評定專業機構申請指定作業要點」及「綠建材性

能試驗機構申請指定作業要點」)辦理。 

2.具產品基本性能確保：綠建材標章為四大類分類評定但具共

通性基準，即「通則」評定，以確保產品之基本功能與不具人體健

康危害，且材料採取、製造過程皆對環境是友善且無害的，此為保

護消費者的積極作法。 

3.具積極鼓勵性意義：綠建材除符合既定性能標準外，更積極

提升建材性能與品質，增加裝修使用的環境保育的「生態性」、「低

逸散健康性」、廢棄回收的「再生性」及使用效能的「高性能」，並

作為國內優良建材的品質評定與確保。 

4.綠建材標章針對「生態綠建材」、「低逸散健康綠建材」、「再

生綠建材」及「高性能綠建材」等分類評定如下圖所示： 

 

 
台灣綠建材標章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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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建材標章圖樣說明 

綠建材標章設計以「綠環保，美

家園」的理念為出發點，運用簡單大

方的造型變化，表現出綠建材的概

念，以葉子及中文「人」字的造型為

屋頂，表現出綠建材〝以人為本〞的

精神。底下以房子的圖案巧妙結合

Green〝G〞字的造型，運用圓形的文

字編排整合生態、低逸散健康、再生

及高性能等主題，勾繪出以優質綠建

材建構美麗家園的意象，以及「人本

健康、地球永續」的想法，並搭配仲夏樹葉的明綠色及沉穩的墨綠

色，完整呈現綠建材的意涵，如左圖綠建材標章所示。各分類標章

如說明如下。 

(一) 「生態綠建材」： 

採用生生不息、無匱乏危機之天然材

料，具易於天然分解、符合地方產業

生態特性，且以低加工、低耗能等低

人工處理方式製成之建材，稱為生態

綠建材。目前針對此分類標章以「無

匱乏危機」及「低人工處理」為評定

要項，標示如左圖。 

 

(二) 「低逸散健康綠建材」： 

該建材之特性為低逸散量、低毒害、

低健康危害風險之建築材料。目前針

對此分類標章以「低甲醛」及「低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逸散為評定要項，

標示如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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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生綠建材」： 

利用回收材料，經過再製程序，所製

造之建材產品，並符合廢棄物減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及再循環

(Recycle)等 3R 原則製成之建材。目前

針對此分類標章以「回收材料來源」、

「回收材料掺配比率」及「產品個別

要求」為評定要項，標示如左圖。 

 

 (四)「高性能綠建材」： 

是指性能有高度表現之建材、材料組

件，能克服傳統建材、建材組件性能

缺陷，以提升品質效能。高性能防音

綠建材：能有效防止噪音影響生活品

質的建材與建材組件。高性能透水綠

建材：對地表逕流具良好透水性之產

品，符合基地保水指標之要求。高性

能節能玻璃指能有效防止室外熱能進入建築物內，達到節約能源之

目的，並且提升生活品質之玻璃建材，除考量玻璃建材對建築物外

殼空調耗能外，亦針對玻璃建材對建築物照明耗能以及對建築物外

圍環境光害等部分進行規範。標示如左圖。 

 

 

 


	cover-0112.pdf
	頁面  1

	手冊
	頁面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