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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避難設備、消防法規 

壹、 研究主題及緣起 

本研究檢討之高層建築物，其總樓高 50公尺或是樓層 16層以上之建築物。

臺灣地狹人稠，都市土地取得不易，使用空間水平發展受限，垂直利用空間所

產生之高層建築已為整體建築產業之主要趨勢。高層建築之高樓層部分因高度

距離及可及性，具有救災、逃生、避難困難之特性。 

內政部營建署所制定之建築技術規則為國內目前建築管理及設計的主要依

據。鑒於自民國 83 年迄今，國內高層建築規模、數量增加，都會中之重劃區、

都更區高層建築物漸形普及，同時建築之工法、材料、設備等技術也有長足的

進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二章高層建築專章之規定內容，自民

國 83年增訂至今有 20年的時間，期間僅有零星的修正，實有必要針對高層建

築防火避難的規定，進行整體檢視與檢討。透過防火避難法規重新研擬並將新

補充條文導回建築技術規則，提供設計施工者明確規範，進而保障使用者生命

財產安全。 

 本研究逐條整理主要檢討條文的立法理由及相關解釋令，參酌同編第三章、

第四章等有關於防火避難的基本規定、日本高層建築相關規定，國內、外高層

建築防火避難科技與理論等，綜合檢視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規定，經由法規競

合分析提出草案，召開專家座談會進行專業設計者之經驗意見交流，逐一檢視

條文實務執行規範妥適性，提出整體檢討結果，供主管機關作為修正建築技術

規則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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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用 1.文獻回顧法 2.專家座談法等兩種方法進行，

說明如下： 

一、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之方式，整理國內、外相關高層建築物設施及設備法

規及研究，討論檢視防火避難相關規定。收集國內外有關法規及函釋、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相關研究及台灣建築中心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之案例，進行整理

及分析。 

二、專家座談法： 

藉由工作小組會議累積初步見解，於專家座談會時提出與討論，藉此列出

法規修正建議，說明相關檢討。透過詢問相關實務與專業設計者之經驗與意見，

檢討本研究初步彙整之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解釋令修訂條文，以及實務規範執行

內容。邀請有經驗之專家藉由座談方式研討原訂法條及建議修正條文逐一檢視

妥視性。配合後續之法制化作業，預期為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

建立依據與標準規範，以提升避難安全預防率及救援率。 

 

參、 重要發現 

本研究經由彙整多次專家意見資料，提出針對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十二章高層建築專章，防火避難設施第 241條到第 244條，以及建築

設備第 245條到第 259條為主要的條文修改，並將相關聯的法條併同列於表內，

待日後內政部營建署參酌檢討之用，成果如下： 

一. 國內外針對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相關條文進行蒐集及檢討。 

不同於既有研究僅針對現有條文及規範進行蒐集及分析，本研究彙整並歸

納相關法規、立法緣由及解釋沿革，以相互競合、篩選條文，召開學者專家諮

詢會議，並廣納各界意見並彙整檢討後提出修改條文建議及補充改善建議。目

的在於希望基於救災避難安全之設施、設備性能及法規扞格處等，重新提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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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修改，以因應不可知之危害發生時保護生命財產安全。 

二. 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條文研訂。                           

彙整重要之法規檢討項目，再依我國國情(法規條件、適用常態)進行調整，

整理相關條文及彙整各界委員專家意見進行修改檢討。完成條文修改研擬，針

對實際國內使用其規範之建築開發者、建築師事務所進行適用性檢驗，並修正。 

 

肆、 主要建議事項 

「研擬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之修正條文」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本

研究從研究過程及結果中，可整理立即可行與長期性之發展建議，說明如下： 

建議一： 

將本研究回饋於營建署修改條文參考之使用：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行政院營建署、行政院法務部 

完成檢視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二章第三節防火避難設施及第

四節建築設備各條文，針對有需要增修之條文提出具體修正建議及條文草案，

無須修正者另提出相關學理說明或國內外相關規範資料參考。高層建築物之使

用戶重新提出快速並且確實之秉持緊急救難原則。透過避難法規重新研擬並將

新技術及新補充條文導回建築技術規則，提供生命財產安全保障。提供建築技

術規則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建築設備規定增修建議之基礎資料，供主管

機關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條文之參考依據，並提出對於現代高層建築物規範適合

之研擬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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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 

提供建築技術規則防火避難設施及建築設備相關條文增修建議之基礎：及中長

期建築發展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提供建築技術規則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建築設備規定增修，於後續

建議之基礎資料，以供主管機關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條文之參考依據。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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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 High-rise buildings, Fire refuge facilities,      

          Refuge equipment, Fire regulations  

research topic and origin 

Building technical rules developed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is 

currently the main basis for the domestic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design. 

Given the date, the size of the domestic high-rise building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83 years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in the redrawn district, district high-rise 

buildings are becoming more popular form, while the building's construction 

methods, materials, equipment and other technolog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Building Technology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rules, Chapter XII rise building 

special chapter of content, since the addition of the Republic 83 years since a 

20-year period, only sporadic correction period, there is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for high-rise building fire evacuation carried out overall view and review. Through 

the fire and the new asylum regulations re Yanni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back into 

the building technical rules, to provid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thus protect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user.  

In this study, one by finishing the main reason to review the provisions of the 

legislation and related interpretations and, deliberate with, Chapter III, Chapter IV, 

and other basic provisions concerning fire refug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Japan's 

high-rise buildings, domestic and foreign high-rise building fire refuge Technology 

and theor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asylum-rise buildings fire regula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mpeting draft regulations, to convene a forum of experts 

specializing in designer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f the exchange, each of the 

substantive provis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rmative view of Botox, made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results for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as amend the rules of 

building technology reference. 



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之檢討研究 

X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壹、 研究緣起 

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建築基地地價高漲，為充分達到土地使用效益，

高層建築為整體建築產業發展之主要趨勢。我國建築相關法規所定義的「高

層建築」，即為高度 50 公尺或樓層在 16 層以上之建築物，其高樓層的部分

因可及性、距離等實質因素，具有救災困難以及垂直避難困難的特性。建築

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十二章 高層建築專章自民國 83 年增訂至今

已經實行約 20 年時間，在這段期間之中，僅於 91、92 年間做過零星的文字

酌修。 

近年有關高層建築專章第 243 條規定高層建築物使用燃設備空間應防火

區劃之規定產生執行疑義，經營建署召會討論，認為：如強化使用瓦斯安全

之漏氣感知、自動遮斷、減少管線層間變位等措施，於現行建築法規或其他

法規已完備，則該條文可檢討修正。 

又同章第 247 條規定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

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業界對何為「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

有所疑義。 

鑒於現今國內高層建築物漸形普及，其就空間特性而言，在人員避難與

消防救災上，隱藏著人員避難時間與救援可及性之潛在風險問題，為確保建

築物防火避難安全，實有必要全面檢討相關技術規定，建立性能法規，以提

昇國內建築防火避難之周全性，並兼顧合理性與經濟性。 

 

貳、 研究背景 

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二章「高層建築物」專章自民國 83 年增訂迄今，有

關第三節「防火避難設施」及第四節「建築設備」之相關規定，除民國 92 年

配合同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三章及第四章之檢討修正結果，酌作文字修正

外尚未進行整體性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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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二章高層建築物的第三節防

火避難設施第 241 條至第 244 條以及第四節建築設備第 245 條到第 259 條為

主要檢討對象，並同步檢視該章其他小節，涉關防火避難與常於綜合檢討審

查會議檢討條文，近期有關該章第 243 條規定高層建築物使用燃氣設備空間，

應行防火區劃之規定產生執行疑義，經內政部營建署召開會議討論，認為「如

強化使用瓦斯安全之漏氣感知，自動遮斷減少管線層間變位等措施，於現行

建築、消防或其他法規已完備，則該條文可檢討修正。  

 承接上述，建築技術規則同章第四節第 247 條規定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

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業界對「具有同等效

能之防火措施」之具體作法有疑義。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去文內政部營建署建議修正，將該條文中「各種配管」排除給水系統

之配管。  

 此外，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4 條自民國 92 年頒佈實施以來，高度

達二十五層或 90 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檢具「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

書」評定認可，評定期間累計了部份有利防火避難安全性能提昇事項，可經

由整理過後檢討是否適合作通案性之規定，納入本章中。  

 

參、 研究目的 

研究需先逐條整理主要檢討條文的立法理由及相關解釋令，參酌同編第

三章、第四章等有關於防火避難的基本規定、日本高層建築相關規定，國內

外高樓建築防火避難科技與理論等，整體檢視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規定，提

出整體檢討結果。研究目的如下：  

一. 整體檢視現行建築技術規則高層建築防火避難規定。  

二. 檢討結果有必要修正或增列者提出法規修正建議，提供主管機關修法研

議之參考。  

三. 檢討結果無需要修正之條文，說明相關學理或收集國內外相關規範等資

料，提供主管機關補充解釋令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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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期目標 

     檢討規範建議條文之執行，為提升後續法制作業效率，故本研究所設定

之預期目標如下所示：  

一. 法規之檢討與修正:  

完成檢視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2 章高層建築物第 3 

節防火避難設施及第 4 節建築設備各條文，針對有需要增修之條文提出

具體修正建議及條文草案，無須修正者另提出相關學理說明或國內外相

關規範資料參考。  

二. 基礎資料系統之建構:  

提供建築技術規則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建築設備規定增修建

議之基礎資料，供主管機關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條文之參考依據，並提出

對於現代高層建築物規範適合之研擬修正。 

 

第二節 計劃內容與研究目標 

壹、 計劃內容 

有鑑於我國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相關法規之檢討，整合歷年修改之規範及比

較國內外相對應規範及準則進行競合及進行計畫性之修訂條文，分別從需求面、

技術面、綜合性法規比較及經由專家意見之回饋進行探討並提出相關建議。 

 

貳、 預期成果 

    表 1-1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十二章第三節防火避難設施預期修訂表 

第 241條 特別安全梯主要為深開挖建築的因應及對應解釋。 

第 242條 目前傾向不修正。然而為不讓後續施工及解釋產生誤解，須應附

上圖說解釋法規之細節說明。 

第 243條 牽涉燃氣設備是否為集中設置之課題，並檢討關於高樓層餐廳一

詞解釋並對於規範進行補強。 

第 244條 緊急升降機、梯廳間及連接走廊之防火區劃，定義與重新規範其

防火時效之範圍。而第 241條及第 244條專針對地下深開挖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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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之到達便利性、救援性以及救災配套因應之討論對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2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十二章第四節建築設備預期修訂表 

第 245條 針對配管層間變位及樓板層間變位差為討論比較，設備截至目前

為止尚無相關疑義。 

第 246條 針對關於瓦斯系統牽涉之條文與必須修正之配套討論。 

第 247條 燃氣設備之管材材質及防護為研究案之討論及規範要項重點。 

第 248條、

第 249條、

第 250條 

針對設備層之設備、給水系統的水壓做為討論要點，目前共識認

為並無太大疑義。 

第 251條至

第 258條 

討論相關設備法規於其於條文規範中相互重複及相互競合比較及

以案例解釋說明適用與否。 

第 259條 檢討建築防災中心設置及對應高層建築物配套關係，且提出後續

改善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整體檢視現行建築技術規則高層建築防火避難規定。 

二. 檢討結果有必要修正或增列者提出法規修正建議，提供主管機關修法研議

之參考。 

三. 檢討結果無需要修正之條文，說明相關學理或收集國內外相關規範等資料，

提供主管機關補充解釋令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壹、 研究方法 

本計劃運用相關文獻資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研究、最新法規研擬、學

者專家座談會等方法，藉以探討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研擬，並提出

研究成果及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用 1.文獻回顧法 2.專家座談法等兩種方法進行，

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 

5 
 

一、 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之方式，整理國內、外相關高層建築物設施及

設備法規及研究，討論檢視防火避難相關規定。收集國內外有關法規及

函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相關研究及台灣建築中心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

定之案例，進行整理及分析。 

二、 專家座談法： 

藉由工作小組會議累積初步見解，於專家座談會時提出與討論，藉

此列出法規修正建議，說明相關檢討。透過詢問相關實務與專業設計者

之經驗與意見，檢討本研究初步彙整之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解釋令修訂條

文，以及實務規範執行內容。邀請有經驗之專家藉由座談方式研討原訂

法條及建議修正條文逐一檢視妥視性。配合後續之法制化作業，預期為

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建立依據與標準規範，以提升避

難安全預防率及救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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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流程 

本文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 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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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經由前述，針對研究背景、動機、目的、範圍及方法流程進行說明後，本

章節繼續探討既有防火避難相關理論，以及整理歸納國內外相關法規規範、相

關研究文獻，並參照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研究成果。國內相較於日本等先進國

家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制定及管理尚處於較為初步階段，且由於國外相關研究

文獻與累積之技術規範相對較多，以致於設計實務上之應用及國內法規，大多

仍參考或沿用日本相關之規範。 

第一節 國內相關法規規範 

相關規範相互參照並將其矛盾進行修正或補充。國內相關法規架構大致相

同，但因制定背景差異造成法規範圍相互重複但條文內容又有些許不同。 

施工編就細則規定明顯不足。部分條文會參照專業設計書籍及相關條文，

本研究將其基本資料彙整，除既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法規彙篇也包含相關防

火避難、消防、避難、設備等文獻並進行探討，並成為提出規範增修之建議依

據，並後續以及技術專業者、設計者、使用者之自身經驗法則等，做為條文訂

定符合國情之準則。 

表 2-1國內相關法規規範及研究 

文獻名稱 作者/時間 研究角度 協助本研究檢討內容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 

詹氏書局編輯

部，100.02.25 

國內法規競合探討 1. 地下室深開挖基本準則 

2. 建築室內防火區劃準則 

3. 昇降機道、機械間安全裝置設置規範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設備編 

詹氏書局編輯

部，100.02.25 

國內法規競合探討 1. 給排水管路設置規範 

2. 防火區劃貫穿管線說明 

3. 水管水壓設置及相關規範 

4. 雷擊裝置設置規範 

5. 昇降機設置規範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A9%B9%E6%B0%8F%E6%9B%B8%E5%B1%80%E7%B7%A8%E8%BC%AF%E9%83%A8&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A9%B9%E6%B0%8F%E6%9B%B8%E5%B1%80%E7%B7%A8%E8%BC%AF%E9%83%A8&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A9%B9%E6%B0%8F%E6%9B%B8%E5%B1%80%E7%B7%A8%E8%BC%AF%E9%83%A8&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A9%B9%E6%B0%8F%E6%9B%B8%E5%B1%80%E7%B7%A8%E8%BC%AF%E9%83%A8&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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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構造編 

詹 氏 書 局 編 輯

部，100.02.25 

國內法規競合探討 地震力及水平向變位造成構造物層間變

位安全規範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 

陳炎火，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解說(六

版)，102.05.01 

國內法規競合探討 1. 廣播系統設置規範 

2. 防災中心設置規範 

消防法令解釋彙編 李易倡，消防法令

解釋，98.08.01 

國內法規競合探討 1. 自動灑水設備設置規範 

2. 火警自動警報裝置設置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國內相關規範 

文獻名稱 作者/時間 研究角度 協助本研究檢討內容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 NCC通信類電信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95.07.05 修正 

相關法規補充解釋 無線通信設備設置規範 

耐燃電纜認可基準 內政部消防局，

98.02.24修正 

相關法規補充解釋 耐燃電纜及電路管線防火基準 

102 年建築物消防

安全審查管理制度

研討會 

內政部消防局，

102.10.15 修正 

相關法規補充解釋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自動灑水設備設置規

範 

住宅性能評估實施

辦法 

內政部營建署，

101.12.25 修正 

相關法規補充解釋 外牆防火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消防安全設備解釋

性規定 

內政部消防局，

80.01.26修正 

相關法規補充解釋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自動灑水設備設置規

範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

障礙燈設置標準 

助航設施部， 

97.05.14修正 

相關法規補充解釋 航空障礙燈設置規範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

及社區共同天線電

視設備設立辦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通訊目， 

101.05.31 修正 

相關法規補充解釋 無線通信設施及收訊設備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A9%B9%E6%B0%8F%E6%9B%B8%E5%B1%80%E7%B7%A8%E8%BC%AF%E9%83%A8&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A9%B9%E6%B0%8F%E6%9B%B8%E5%B1%80%E7%B7%A8%E8%BC%AF%E9%83%A8&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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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相關法規整理一覽 

整理相關條文及法規，並將與建築技術規則之檢討出入條文作重點是摘錄，

供後續修改參考依據，或作為補充修正用。 

因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檢討第 241條至第 259條相關參考文獻、條文範圍

關係，故以下整理表格則將相關之條文以施工篇、構造篇、設備篇、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航空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信類電信法、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作為分類

依據。 

表 2-3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與本研究相關之條文解釋及條文內容參考 

條文號 條文相關內容參考 

施工編    

第 79條 

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最少 1小時防火時效。 

施工編    

第 79 條 

1.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 1500 平方公尺，以具

有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 

2. 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前項應予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地 

面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施工編    

第 93 條 

1. 十四層以下或通達地下二層之各樓層，應設置安全梯 

2. 通達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 

施工編    

第 95 條 

1. 八層以上之樓層之建築物，應自各該層設置二座以上之直通樓梯達避難層或地面。 

2. 建築物之樓面居室任一點至二座以上樓梯之步行路徑重複部分之長度不得大於本編

第九十三條規定之最大容許步行距離二分之一。 

施工編    

第 96 條 

1. 下列建築物依規定應設置之直通樓梯，其構造應改為室內或室外之安全梯或特別安全

梯，且自樓面居室之任一點至安全梯口之步行距離應合於本編第九十三條規定：  

2. 通達六層以上，十四層以下或通達地下二層之各樓層，應設置安全梯 

3. 通達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但十五

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各樓層之樓地板面積未超過一百平方公尺者，戶外安全梯或特

別安全梯改設為一般安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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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達供本編第九十九條使用之樓層者，應為安全梯，其中至少一座應為戶外安全梯或

特別安全梯。但該樓層位於五層以上者，通達該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戶外安全梯或

特別安全梯，並均應通達屋頂避難平臺。 

5. 直通樓梯之構造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施工編    

第 107 條 

1. 緊急用昇降機之構造除本編第二章第十二節及建築設備編對昇降機有關機

廂、昇降機道、機械間安全裝置、結構計算等之規定外。 

2. 應有能使設於各層機間及機廂內之昇降控制裝置暫時停止作用，並將機廂呼返避難層

或其直上層、下層之特別呼返裝置，並設置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等機間內，

或該大樓之集中管理室 (或防災中心) 內。 

施工編    

第 201 條 

1. 設有燃氣設備及鍋爐設備之使用單元等，應儘量集中設置，且與其他使用單元

之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

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施工編    

第 203 條 

1. 超過一層之地下建築物，其樓梯、升降梯道、管道及其他類似部分，與其他部

分之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予以區劃。 

施工編    

第 205 條 

1. 給水管、瓦斯管、配電管及其他管路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其貫通防火區劃時，

貫穿部位與防火區劃合成之構造應具有二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施工編    

第 206 條 

（瓦斯供氣設備）地下建築物內不得存放使用桶裝液化石油氣。瓦斯供氣管路規定：  

(1) 燃氣用具應使用金屬管、金屬軟管或瓦斯專用軟管與瓦斯出口栓連接，並

應附設自動熄火安全裝置。  

(2) 瓦斯供氣幹管應儘量減少而單純化，表面顏色應為鉻黃色。  

(3) 天花板內有瓦斯管路時，天花板每隔三十公尺內，應設檢查口一處。  

(4) 中央管理室應設有瓦斯漏氣自動警報受信總機及瓦斯供氣緊急遮斷裝置。  

(5) 廚房應設煙罩及直通戶外之排煙管，並配置相應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 

施工編    

第 210 條 

1. 單元與地下通道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

備及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2. 設備及鍋爐設備之使用單元等，應儘量集中設置，且與其他使用單元之間，應

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 

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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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編    

第 211 條 

（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地下使用單元等使用瓦斯之場所，均應設置左列瓦斯漏

氣自動警報設備：  

(1) 瓦斯漏氣探測設備：依燃氣種類及室內氣流情形適當配置。 

(2) 警報裝置。  

(3) 受信總機。 

施工編    

第 259 條 

1. 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1) 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2) 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3) 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包括底材），以

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2. 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1) 電氣、電力設備。  

(2) 消防安全設備。  

(3)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4) 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5) 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6) 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置之瓦斯緊急遮斷設備。  

(7) 其他之必要設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4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與本研究相關之條文解釋及條文內容參考 

條文號 條文相關內容參考 

構造編     

第 42 條 

1. 建築物構造之耐震設計、地震力及結構系統，應依下列規定：  

(1) 耐震設計之基本原則，係使建築物結構體在中小度地震時保持在彈性限

度內，設計地震時得容許產生塑性變形，其韌性需求不得超過容許韌性

容量，最大考量地震時使用之韌性可以達其韌性容量。  

(2) 建築物結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及非建築結構物，應設計、建造使其

能抵禦任何方向之地震力。  

(3) 地震力應假設橫向作用於基面以上各層樓板及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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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抗地震力之結構系統分下列六種：  

(1) 未定義之結構系統：不屬於前四目之建築結構系統者。  

(2) 非建築結構物系統：建築物以外自行承擔垂直載重與地震力之結構物系

統者。  

3. 建築物之耐震分析可採用靜力分析方法或動力分析方法，其適用範圍由規範

規定之。  

4. 前項第三款規定之基面係指地震輸入於建築物構造之水平面，或可使其上方

之構造視為振動體之水平面。 

構造編     

第 45-1條 

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物部分構體及附件、永久性非結構構材與附件及支承於結構

體設備之附件，其設計地震力依規範規定。包括錨定裝置及所需之支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5 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與本研究相關之條文解釋及條文內容參考 

條文號 條文相關內容參考 

設備編     

第 21 條 

1. 避雷設備受雷部之保護角及保護範圍，應依下列規定： 

(1) 受雷部採用富蘭克林避雷針者，其針體尖端與受保護地面周邊所形成之

圓錐體即為避雷針之保護範圍，此圓錐體之頂角之一半即為保護角，除

危險物品倉庫不得超過四十五度外，其他建築物之保護角不得超過六十

度。 

(2) 受雷部採用前款型式以外者，應依本規則總則編第四條規定，向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後，始得運用於建築物。 

設備編     

第 23 條 

1. 受雷部之支持棒可使用銅管或鐵管。使用銅管時，長度在一公尺以下者，應

使用外徑二十五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一點五公厘以上 

2. 超過一公尺者，須用外徑三十一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二公厘以上。使用鐵管

時，應使用管徑二十五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三公厘以上，並不得將導線穿入

管內。 

設備編     

第 24 條 

1. 建築物高度在 30公尺以下時，應使用斷面積 30平方公厘以上之銅導線；建

築物高度超過 30公尺，未達 36公尺時，應用 60平方公厘以上之銅導線 

2. 建築物高度在三十六公尺以上時，應用一百平方公厘以上之銅導線。導線裝

置之地點有被外物碰傷之虞時，應使用硬質塑膠管或非磁性金屬管保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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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編     

第 25 條 

1. 避雷設備之安裝應依下列規定：  

(1) 距離避雷導線在一公尺以內之金屬落水管、鐵樓梯、自來水管等應用十

四平方公厘以上之銅線予以接地。  

(2) 避雷導線除煙囪、鐵塔等面積甚小得僅設置一條外，其餘均應至少設置

二條以上，如建築物外周長超過一百公尺，每超過五十公尺應增裝一

條，其超過部分不足五十公尺者得不計，並應使各接地導線相互間之距

離儘量平均。  

(3) 避雷系統之總接地電阻應在十歐姆以下。  

(4) 接地電極須用厚度一點四公厘以上之銅板，其大小不得小於零點三五平

方公尺，或使用二點四公尺長十九公厘直徑之鋼心包銅接地棒或可使總

接地電阻在十歐姆以下之其他接地材料。接地電極之埋設深度，採用銅

板者，其頂部應與地表面有一點五公尺以上之距離；採用接地棒者，應

有一公尺以上之距離。  

(5) 一個避雷導線引下至二個以上之接地電極以並聯方式連接時，其接地電

極相互之間隔應為二公尺以上。  

(6) 導線之連接： (一)導線應儘量避免連接。 (二)導線之連接須以銅焊或

銀焊為之，不得僅以螺絲連接。  

(7) 導線轉彎時其彎曲半徑應在二十公分以上。  

(8) 導線每隔二公尺須用適當之固定器固定於建築物上。  

(9) 不適宜裝設受雷部針體之地點，得使用與避雷導線相同斷面之裸銅線架

空以代替針體。其保護角應符合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10) 鋼構造建築，其直立鋼骨之斷面積三百平方公厘以上，或鋼筋混凝土建

築，其直立主鋼筋均用焊接連接其總斷面積三百平方公厘以上，且依第

四款及第五款規定在底部用三十平方公厘以上接地線接地時，得以鋼骨

或鋼筋代替避雷導線。  

(11) 平屋頂之鋼架或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裝設避雷設備符合本條第十款規定

者，其保護角應遮蔽屋頂突出物全部與建築物屋角及邊緣。其平屋頂中

間平坦部分之避雷設備，除危險物品倉庫外，得省略之。 

(12)  



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之檢討研究 

14 
 

設備編     

第 29 條 

給水排水管路之配置，應依規定，貫穿防火區劃牆之管路，於貫穿處二側各一公

尺範圍內者，應為不燃材料。製作之管類。但配置於管道間內者，不在此限。 

設備編     

第 44 條 

消防栓之消防立管管系竣工時，應作加壓試驗，試驗壓力不得小於每平方公分十

四公斤，如通水後可能承受之最大水壓超過每平方公分十公斤時，則試驗壓力應

為可能承受之最大水壓加每平方公分三‧五公斤。試驗壓力應以繼續維持兩小時

而無漏水現象為合格。 

設備編     

第 62 條 

1. 裝置自動撒水設備之建築物，應自備一種以上可靠之水源。水源容量，應依

左列規定： 

(1) 十層以下建築物：不得小於十個撒水頭繼續放水二十分鐘之水量。 

(2) 十一層以上之建築物及百貨商場、戲院之樓層：不得小於三十個撒水頭

繼續放水二十分鐘之水量。 

2. 水源應為自動供水之重力水箱，地下水池及消防水泵、或壓力水箱及加壓水

泵。水泵均應連接緊急電源。 

設備編     

第 65 條 

裝設火警自動警報器之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劃定火警分區： 

(1) 每一火警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且不得超過樓地板面積 600平方公尺，

但上下兩層樓地板面積之和不超過 500 平方公尺者，得二層共同分區。 

(2) 每一分區之任一邊長，不得超過五十公尺。 

(3) 如由主要出入口，或直通樓梯出入口能直接觀察該樓層任一角落時，第

一款規定之六○○平方公尺得增為一、○○○平方公尺。 

設備編     

第 115條 

昇降機房應依下列規定：  

(1) 機房面積須大於昇降機道水平面積之二倍。但無礙機械配設及管理，並

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2) 二、機房內淨高度不得小於下表現定：  

昇降機設計速度 （公尺／分鐘） 機房內淨高度 （公尺） 

六十以下 二點零 
 

設備編     

第 118條 

1. 支承昇降機之樑或版，應能承載該昇降機之總載量。  

2. 前項所指之總載量，應為裝置於樑或版上各項機件重量與機廂及其設計載重

在靜止時所產生最大重量和之二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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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與本研究相關之條文解釋 

條文號 條文相關內容參考 

各類場所設置

標準第 134 條 

裝設緊急廣播設備之建築物，依下列規定劃定廣播分區：  

(1) 每一廣播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  

(2) 室內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應垂直距離每四十五公尺單獨設定一廣播分 

區。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地下層部分，另設定一廣播分區。 

各類場所設置

標準第 135 條 

緊急廣播設備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動時，其火警音響之鳴動準用第 133條之規

定。緊急廣播設備之音響警報應以語音方式播放。 

各類場所設置

標準第 184 條 

1. 送水設計壓力，依下列規定計算：  

(1) 立管水量，最上層與其直下層間為每分鐘 1200 公升，其他樓層為每分

鐘 2400公升。  

(2) 每一線瞄子支管之水量為每分鐘 600 公升。 

各類場所設置

標準第 238 條 

中心樓地板面積應在四十平方公尺以上，並依下列規定設置： 

一、 防災中心之位置，依下列規定： 

01. 設於消防人員自外面容易進出之位置。 

02. 設於便於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全梯處。 

03. 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在三十公尺以下。 

二、防災中心之構造，依下列規定： 

01. 冷暖、換氣等空調系統為專用。 

02. 防災監控系統相關設備以地腳螺栓或其他堅固方法予以固定。 

03. 防災中心內設有供操作人員睡眠、休息區域時，該部為火區劃。 

三、防災中心應設置防災監控系統，以監控或操作下列消防安全設備： 

01.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 

02.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 

03. 緊急廣播設備之擴音機及操作裝置。 

04. 連接送水管之加壓送水裝置及與其送水口處之通話連絡。 

05. 緊急發電機。 

06. 常開式防火門之偵煙型探測器。 

07. 室內消防栓、自動撒水、泡沫及水霧等滅火設備加壓送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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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乾粉、二氧化碳等滅火設備。 

09. 排煙設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7航空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條文號 條文相關內容參考 

航空物標誌與

障礙燈設置 

第 4條 

免設置航空障礙物標誌：  

(1) 不含雜項工作物之建築物。  

(2) 高度未超過所在地表或水面一百五十公尺並於日間使用Ａ型中亮度 障

礙燈者。  

(3) 於日間使用高亮度障礙燈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8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通信類電信法 

條文號 條文相關內容參考 

通信類電信法

第 33 條 

1. 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機關因無線電通信工程之需要，得有償

使用私有建築物，設置無線電臺。但以不妨礙原有建築物安全為限。  

2. 前項使用之建築物如為公寓大廈，應取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其未

設管理委員會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同意，不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通信類電信法

第 34 條 

1. 為使衛星通信及微波通信等重要無線電設備之天線發射電波保持暢通，得由

交通部會商內政部選擇損害最少之方法或處所劃定範圍，報經行政院核定

後，公告禁止或限制妨害電波暢通之任何建築。  

2. 輸電、配電系統對電信設備產生有害之感應電壓者，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

管理限制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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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條文號 條文相關內容參考 

社區共同天線

電視設備設立

辦法 第 3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設立，應以電視臺服務區域內因

受地形或建築物影響之收視障礙地區為限。 

社區共同天線

電視設備設立

辦法 第 5條 

1. 集合住宅或高層建築物為提供住戶及鄰近低樓層住宅收視不良，所設置之社

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者，得不受前項及第十條限制。集合住宅係指具有共同

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宅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2. 同一服務區域內，已設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者，以不得再行設立為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國外相關法規與研究文獻 

藉相互比較其內容並進行修正或補充依據。例如，第 241條高層建築物地

下室深開挖直通樓梯必須為特別安全梯之設置；第 242 條電梯乘場門外側需設

置獨立防火區劃；第 243條瓦斯安全系統規並針對遮斷裝置、配管構造、瓦斯

洩漏警報系統、瓦斯設備器具等均有明確規定等。並經由專家座談會以及技術

專業者、設計者、使用者之自身經驗法則，並做為條文訂定符合國情之準則。 

表 2-10國外相關法規 

文獻名稱 作者/時間 研究角度 協助本研究檢討內容 

日本建築基準法施

行令 

日本國土交通省，

101.08.22 修改 

國外法規與國內法

規競合探討 

消防安全構造及設備設置標準總則解釋 

日本建築基準法的

修正經緯 

国土交通省住宅局

建築指導課， 

101.08.22 修改 

國外法規與國內法

規競合探討 

1. 特別安全梯及緊急昇降機之設置 

2. 規範管材貫穿防火規範及不燃材料

應用。 

予防事務審查檢查

基準 

日本東京消防庁，

102.10.15 修改 

國外法規與國內法

規競合探討 

1. 針對自動遮斷裝置、配管構造、瓦

斯洩漏警報系統、瓦斯設備規定。 

2. 設置緊急昇降機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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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同意事務審查

要領 

火災予防審議会， 

97 年度修改 

國外法規補充解釋 集合住宅與非集合住宅用途之高層建築

使用燃氣設備之規定 

高層共同住宅指導

基準 

火災予防審議会， 

97 年度修改 

國外法規補充解釋 瓦斯安全系統規定 

耐火性能試験(日本 

総務省消防庁) 

総務省消防庁，

102.01.31 修改 

 

國外法規與國內法

規競合探討 

1. 檢討失火防止對策 

2. 針對瓦斯使用限制 

瓦斯警報器規格基

準 

ガス警報器工業

会，97.10.01 修改 

國外法規補充解釋 瓦斯管線設置自動警報裝置 

瓦斯管(技術基準・

省令) 

電気設備に関する

技術基準を定める

省令，101.9.14修

改 

國外法規補充解釋 瓦斯管線設置漏氣偵測裝置 

相關昇降機(日本建

築基準法施行令) 

日本建築基準法，

101.08.22 修改 

國外法規補充解釋 1. 昇降機間設置規範 

2. 昇降機道設置規範補充 

升降機防火區劃及

遮煙認定 

国土交通省住宅局

建築指導課， 

92.2.18修改 

國外法規補充解釋 昇降機防火區劃及遮煙性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相關研究 

經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過去做過相關研究為條文檢討及修正參考相關依據，

檢討內容，並將與建築技術規則之條文作相關檢討，供修改參考依據及補充條

文用。主要研究案相關蒐集範圍為防災中心設置研究、防火安全之研究、防火

避難管理之研究、避難性能設計之研究參考、防火性能驗證之研究參考、避難

設施及設備相關研究、防火設計審議機制之研究及防火條文相關規定之檢討研

究。將整理表格及檢討內容作為後續條文修正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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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政部建築研究所相關研究 

文獻名稱 作者/時間 研究角度 協助本研究檢討內容 

建築物防災中心設

置規範之研究 

鄧子正、陳瑞鈴，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委託報告，98年度 

防災中心設計準則

及相關規範 

檢討防災中心設置面積、步行距離、動線要

求、各項設備功能以及管理規定做進一步的

研究並補充、修正規範。 

建築物依法設置室

內停車空間防火安

全之研究 

李玉生, 鄧子正，

国土交通省住宅局

建築指導課， 

97 年度 

建築物地下層及地

下停車空間防火安

全之討論 

1. 停車場火災屬性與防護方面 

2. 檢討國內停車空間現存問題 

建築資訊型應用與

建築物防火管理決

策輔助之研究-以大

型醫院為例 

羅紫萍，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委託報

告，102年度 

檢討防火管理與自

我救濟能力之調

查，藉以瞭解防火管

理之實際情況，以及

於防火上之需求。 

1 以研究方式發展建築消防設備與緊急應

變減災與救援輔助系統雛型。 

2 成果可供行政院衛服部安全通報系統採

用。 

台灣建築中心防火

避難性能設計評定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委託報告， 

101 年度 

研究結論期望使社

會大眾均能自主性

與建築物使用管理

的工作，達到全民

化、自治化風氣。 

1. 針對國內防火避難設施採用性能設計

建築物，提出公共安全檢查書表與流程

之修正建議。 

2. 將防火避難設施製成公共安全檢查之

查核表，供後續公共安全檢查參考。 

 

 

昇降機門之防火性

能驗證研究 

蘇鴻奇，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委託報

告，101年度 

昇降機門房之防火

性能測試，配合目前

法規有關區劃構件

之耐火性能修訂。 

1. 將昇降機配合其他防火設備操作或連

動火災偵測與緊抱設備進行管理探討。 

2. 提升未來昇降機門的安全性能，建議未

來應制定昇降機層門之防火性能規範。 

改善高層住辦混合

使用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之研究 

盧珽瑞，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委託報

告，94年度 

國內高層住辦混合

使用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之相關法令

規定檢討分析 

1. 將高層住辦混合建築物防災區劃規定

納入建築技術規則中，以利公共安全。 

2. 將高層住辦混合使用建築物兩方向避

難原則納入建築技術規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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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高層住辦混合使用建築物安全梯之

寬度及數量，應依建築物使用用途、性

質及密度作管制。 

4. 高層住辦混合建築物各樓層出入口寬

度依建築物用途、性質及密度管制。 

性能式建築防火設

計審議機制整合之

研究 

簡賢文、丁育群

等，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委託研究，93

年度 

檢討建築技術規則

總則篇第三條及第

三條之四之相關條

文。使業者依循相關

規範或配套措施進

行彈性設計，並檢討

建築與消防之性能。 

1. 整合建築與消防之性能式設計審議機

制，規範合乎本土化之性能式審議程序

作業流程，以提升防火設計審核作業之

效率，以此結論參考。 

2. 該研究提供防火安全設計及送審機制

予設計者依循，進而對政府機構審核作

業標準規範提出參考內容。 

建築技術規則防火

安全有關規定之修

訂-第四章 防火避

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蕭江碧，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委託研

究，89年度 

透過對世界各先進

國家現行防火法規

架構之分析，並檢討

與國內相關條文進

行研究與探討。 

將『建築技術規則』第四章條文建議增(修)

訂條文完整列出，尚包括原條文之內容說

明、檢討其不合理之處、原條文存在之疑

慮，對世界各先進國家日本、加拿大、紐西

蘭、美國、及澳洲相比較，並與增(修)訂條

文之修正方向、背景、目的、原因、增(修)

訂條文之根據即最終之因應對策等。 

 

建築物防火法規與

防火安全設計研討

會論文集 

王榮進，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委託研

究，84年度 

1. 建築物用途分

類整合。 

2. 競合防災計畫

準則與防火避

難安全規範。 

3. 檢討水平避難

逃生規定。 

4. 防火材料與防

火構造測試。 

解決目前建築防火管理所遭遇之困難，並將

相關技術規定之修正及建議加強落實相關

替代性。並參照先進國家之作法，檢討相關

法規並建立性能法規制度，以提升國內建築

防火之安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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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 

壹、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檢查基準 

日本建築基準法及施行令中，並無高層建築物之專章，檢視「東京都消防

廳預防事務高層建築物審查基準」中，依建築形態別列有「高層建築物」專節，

作為建築同意事務審查時之行政指導。(行政命令)該專節之審查要領如附件。 

整理相關條文及法規，並將與建築技術規則之檢討出入條文作重點是摘錄，

供後續修改參考依據，或作為補充修正用。 

一. 所謂「建築同意」係消防主管機關以防火專業之立場，對新建建築物之建

築防火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審查，審查時不限於規格式之形式規定，包括規

定之目的、立法精神等行合理之行政指導。 

二. 「防火審查」之範圍包括建築物之失火防止、火災發生後之避難、防止延

燒擴大及消防救助等綜合性之防災對策。 

三. 故除法令規定之事項外，有利防災之相關事項亦可積極的向申 請者說明

要旨、消防目的後行具體之行政指導。 

貳、 規範範圍 

一. 失火防止對策： 

01. 瓦斯器具使用限制 

二. 主要構造之耐火性能 

三. 火災擴大防止對策： 

01. 防火區劃(面積、避難路徑、豎穴) 

02. 內裝材料不燃化 

四. 避難設施： 

01. 特別安全梯之構造 

02. 排煙室、排煙設備 

五. 消防活動、救助設施： 

01. 消防隊之進入路徑及進入口 

02. 緊急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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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其他(通信輔助設備、避難路徑開口) 

六. 消防設備之耐震措施： 

01. 自動撒水設備 

02. 緊急電源 

七. 防災中心 

01. 位置 

02. 構造 

03. 機能 

參、 使用裸火之設備器具 

(集合住宅以外之用途使用時) 

一. 應儘量抑制都市瓦斯之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符合下列限制。 

01. 僅使用於 31m以下之樓層。 

02. 超過 31m以上之樓層，最上層因展望目的附設餐飲店或中間樓層因必

要供員工餐廳使用之廚房設備器具或建築物之屋頂層設置機械室供冷

暖氣設備、鍋爐設備等使用之必要機能時。 

03. 瓦斯配管之設計施工依高層建築物瓦斯安全系統第 1-1表規定設置。 

04. 使用裸火之設備器具應集中設置，並與其他部份以具 1小時防火時效

之牆壁、樓板、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區劃內之牆壁、

天花板等面向室內之裝修材料、表材裏材均應為不燃材料。 

二. 不得使用桶裝瓦斯供給之裸火設備器具。 

三. 以電氣作為熱源之設備器具，最大使用熱量合計 2000 kcal/小時以上時，

按(1)-d辦理。 

四. 除以電氣作為熱源者外，暖爐、箱型暖氣機等局部暖房儘量避免使用瓦斯

作為熱源。 

五. 下示廚房設備設置之頂罩及排氣風管防止火焰傳送排氣罩應設置簡易自動

滅火裝置。 

01. 高度超過 50m或 15層樓以上建築物內之廚房設備。 

02. 高度超過 31m以上或 10層樓建築物以內最大使用熱量合計

300,000kcal/小時以上之廚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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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排氣罩等之簡易自動滅火裝置應依「排氣罩、風管用、瓦斯爐檯用或鍋爐

用之簡易自動滅火裝置」設置。 

肆、 集合住宅用途使用時 

一. 應儘量抑制都市瓦斯之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符合下列限制。 

01. 熱源及設置方法區分如下 

區分 
廚房設備 

熱水器、暖氣設備 
爐檯 電鍋 

A 電氣  

瓦斯（集中供給或各戶） B 瓦斯 電氣 

02. 瓦斯之主配管儘量設置於室外立管，配管等設計施工依「高層建築物

瓦斯安全系統第 1-3表」規定設置。 

03. 不得使用以桶裝瓦斯供給之火氣設備器具。 

伍、 運用上之注意事項 

一. 適用範圍如一所示，高度 50m 或樓層十六層以上部份之集合住宅屬適用對

象，但 50m 或 16層以下部份非適用範圍。 

二. 1之(1)之 6之最上層使用時，應同時考量使用目的之必要性及避難對策，

最上層為設備機械室、電機機械室時，其直下層亦可視為最上階。 

陸、 其他規範 

一. 蠟燭、媒油燈等裸火禁止使用。 

二. 發火性、引火性之危險物品禁止帶入。 

三. 受電設備、變電設備等之變壓器、遮斷器應使用乾式裝置。 

(相關法規詳細內容及比較表，詳見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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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築技術規則修改草案架構探討 

第一節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既有條文內容 

    本研究整理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各類場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消防法規等

進行內容檢討。並且將國內法規檢討內容與日本之消防基準法、東京都消防廳 

預防審查基準等進行比較相關條例競合比較，並紀錄兩者間比較結果之差異與

研究團隊提出建議修改內容，以供專家座談會之參考及討論。 

表 3-1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條文簡要內容分析表 

條文名稱 簡要條文內容說明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1條 

‧2座以上特別安全梯之設置原則 

‧連接特別安全梯之走廊 

‧地面層以上以下樓梯不直通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2條 

‧昇降機道、機間之防火區劃 

‧防火設備遮煙性能 

‧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獨立防火區劃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3條 

‧燃氣設備使用限制 

‧燃氣設備獨立防火區劃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4條 

‧緊急昇降機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5條 

‧配管立管之層間變位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6條 

‧管道間維修空間 

‧瓦斯管單獨設罝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7條 

‧配管管材不燃材料貫穿區劃處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8條 

‧機械設備之固定 

‧主要構材不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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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9條 

‧高架水箱水平變位不與其他部份兼用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0條 

‧給水適當水壓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1條 

‧消防連結送水管 

‧60m以上中繼泵設置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2條 

‧60m以上航空障礙燈設置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3條 

‧避雷設備考慮側擊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4條 

‧影響無線通信、電視收訊改善處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5條 

‧電線、電纜之防火時效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6條 

‧昇降設備之數量與容量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7條 

‧每樓層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1F以上偵煙警探測器 

‧自動撒水設備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8條 

‧警鈴之鳴動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9條 

‧防災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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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十二章                 

第三節 防火避難設施分析 

    本章節主要針對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二章第三節防火避難設施相關法規及研

究競合比較之結果，並將本研究進度與既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1條至第

244條整理之競提出初步修正建議提供參考。 

 

壹、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條第 241 條至第 244條相關法規對照 

表 3-2現行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條第 241條至第 244 條法規分析對照表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1 

條 

(100/07/01修正) 

一.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

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二方

向避難原則。二座特別安全

梯應在不同平面位置，其排

煙室並不得共用。 

二.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

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

窗等防火設備及該樓層防火

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

之防火區劃。 

三.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

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

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特

別安全梯，且通達地面以上

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之

梯間不得直通。 

一. 地下 3F以上深開

挖之地下樓層，基

於避難搶救之觀

點，及特定或不特

定人員之頻繁進

出，非居室之停車

場空間仍應檢討

步行距離，重複步

行距離及二方向

避難原則，並至少

設置 1座特別安

全梯。 

二. 特別安全梯之構

造參考審查基

準，「避難設施」

後。可另訂 241

條之 1強化相關

規定。 

一. 建築物之樓面居室任一

點至二座以上樓梯之步

行路徑重複部分之長度

不得大於本編第93條規

定之最大容許步行距離

二分之一。 

二.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95條： 

指出有關非居室部分得

免檢討步行距離、重複

步距、二方向避難等。

然而地下室之機能多非

以居室為用途，但樓層

數多時亦會產生救災、

逃生之課題。 

三.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96條： 

01. 設置之直通樓梯，

其構造應改為室內

或室外之安全梯或

特別安全梯，並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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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任一點至安全

梯口之步行距離應

合於本編第九十三

條規定 

02. 通達十五層以上或

地下三層以下之各

樓層，應設置戶外

安全梯或特別安全

梯。 

四. 特別安全梯之構造參考

審查基準「避難設施」。 

五. 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令

第五章避難設施篇    

第 122條規定：通達地

下三層以上的直通樓梯

須為特別安全梯。 

條文

解釋

函令 

台灣建築中心 103.10.24中建安字第 1032061474號函 

一. 按「高層建築物步行距離及步行速度審議原則。」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241 條第 1項所明定，步行距離檢討得於居士內開始分叉點，然兩方向避難逃生

路徑不得經由臥室等因私密性有上鎖之虞空間至居室出口。 

二. 按「地下停車空間之防火區劃、避難逃生等設計原則。」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241 條第 3項，建築物地下層超過 3層(自地下 4層起)或地下樓層任一樓

地板面積超過 2,000平方公尺者，應設置以下避難設施： 

01. 地下各樓層應設置兩座以上安全梯。 

02. 安全梯及昇降機應增設前室提供消防搶救據點。 

03. 地下各樓層倘因基地面積限制無法設置兩座以上樓梯者，得設置已自成獨立防

火區劃如同安全梯性能之坡道(不得經由各樓層其他空間避難)或經核定單位召

開委員會同意之其他替代方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0.04.27 營署建管字第 1002906950號函 

一. 按「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二座特別

安全梯應在不同平面位置，其排煙室並不得共用。」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41條第 1項所明定，上開「二方向避難原則」即以同編第 95條第 2項「樓面

居室任一點至二座以上樓梯之步行路徑重複部分之長度不得大於本編第 93條規定

之最大容許步行距離二分之一」控制，是有關非居室部分，得免檢討步行距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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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步行距離及二方向避難原則。 

內政部營建署 96.07.02.營署建管字第 0960034261號函 

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1條第 2項規定「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

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樓層防火構

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上開規定係限制走廊之防火性能，緊急昇

降機之機間應具備之防火性能同編第 107條已另有規定。高層建築物縱需藉走廊及

緊急昇降機之排煙室（機間）方能連接兩座特別安全梯，緊急昇降機之機間應符合

第 107 條規定，無涉第 241條第 2項。 

內政部 94.7.5 台內營字第 09400837585 號函 

一. 按「……通達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

梯。但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各樓層之樓地板面積未超過一百平方公尺者，戶

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改設為一般安全梯。」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6

條第 1款所明文，又同編第 241 條第 3項規定：「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

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特別安全梯，且通達地面以上樓層

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有關高層建築物得否設置戶外安全梯乙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1條已明定高層建築物應設置特別安全梯之規

定，應請依上開規定辦理。另因考量風壓影響防火門開啟等因素，戶外安全梯不宜

設於高層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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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2 

條 

(93/01/01修正) 

一.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

降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

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造

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

火區劃。 

二. 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

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連接

昇降機間之走廊，應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

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

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一. 維持原條文之內

容不予更動，但

應附相關圖例以

易於瞭解，可比

照 79-2及 203條

之規定修正。 

二. 參考「審查基準」

之「火災擴大防

止對策」可另訂

241條之 1強化

防火區劃。 

(面積、避難路

徑、豎穴區劃)

及內裝材料不燃

化之相關規定。 

一. 防火性能： 

(中升總字第 10001006

號)台中市建築師公會提

出具防火時效的電梯乘

場門在防火功能方面尚

無法取代防火間隔，故電

梯協會建議於電梯門前

規劃防火區劃(如防火捲

門)以替代。 

二. 遮煙性能： 

(營署建管字第

1032914233號)營建署公

告目前已有 6 件遮煙布

幕及 12件遮煙門已試驗

或評定通過，但因研發技

術困難，尚未申請認可。 

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03 條： 

01. 昇降機道應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牆壁等防火設備

予以區劃分隔。 

02. 管道間之維修門應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03. 昇降機道前設有昇

降機間且併同區劃

者，昇降機間出入口

裝設具有遮煙性能

之防火設備時，昇降

機道出入口得免受

應裝設具遮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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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設備之限制。 

04. 昇降機間出入口裝

設之門非防火設備

但開啟後能自動關

閉且具有遮煙性能

時，昇降機道出入口

之防火設備得免受

應具遮煙性能限制。 

四.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79-2條： 

昇降階梯間、機道，應以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之牆壁等防火設備與

防火構造樓地板形成區

劃分隔。昇降機道裝設防

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 

五. 日本建築基準法的修正

經緯規範： 

電梯乘場門的外側需設

置獨立的防火區劃，須設

置具有遮煙與防火性能

的相關設備(如鐵捲門)。 

條文

解釋

函令 

內政部營建署 103.06.18 營字第 1030804037 號令 

一. 公告「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一日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

七條、第二百零三條及第二百四十二條條文，及一百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同

編第七十九條之二條文，均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二.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

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昇降機間出入口裝

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內政部營建署 96.03.01 營字第 0960800733 號令 

一.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其中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一百六

十四條自發布日施行；第七十九條之二、第九十七條、第二百零三條及第二百四十

二條，施行日期另定。 

http://w3.cpami.gov.tw/law/law/lawe-2/0960800733.doc
http://w3.cpami.gov.tw/law/law/lawe-2/0960800733.doc
http://w3.cpami.gov.tw/law/law/lawe-2/100080080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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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3 

條 

(93/01/01修正) 

一.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

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

部分，除住宅、餐廳等係建

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

使用燃氣設備。 

二.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

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

置，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

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以

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

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

區劃分隔。 

一. 集合住宅用途屬於

燃氣設備分散設置

者，配備瓦斯探測、

警報、遮斷等措施，

可免除該條文之限

制規定。 

二. 設置空間用途：營業

用廚房，除設置瓦斯

漏氣自動警報設

備，應以具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牆壁

等防火設備將該區

域予以區劃。 

三. 參考「審查基準」之

「失火防止對策」火

源管理，並區分住宅

及非住宅類增訂使

用燃氣設備時相關

規定，「洩漏警報自

動遮斷裝置」、「各戶

遮斷裝置」、「建物全

體遮斷裝置」 

四. 瓦斯配管及器具按

裝等則比照「高層建

築物用瓦斯設備耐

震設置施工指針」之

中華民國公用瓦斯

事業協會規定。 

一. 東京都消防廳在  

「予防事務審查檢查

基準」： 

第 2章第 4節第 1條

第三目 「失火防止對

策」： 

01. 針對集合住宅與

非集合住宅用途

之高層建築使用

燃氣設備規定，

非住宅使用之燃

氣設備其中設置

並利用防火區花

分隔。 

02. 住宅使用針對遮

斷裝置、配管構

造、瓦斯洩漏警

報系統、瓦斯設

備器具本體有明

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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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解釋

函令 

內政部營建署 96.6.26 營署建管字第 0962910169號函 

一. 按建築物內使用燃氣設備需設置管路，管路是否發生瓦斯洩漏偵測不易，且於地震

時有造成二次災害之虞，又因高層建築物救災不易，爰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43條第 1項規定「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

分，除住宅、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有關旅館或

觀光旅館用途使用之建築物因機能所需設置之鍋爐，除燃氣方式尚有其他選擇，故

採用之鍋爐如屬燃氣設備，仍請依上開規定辦理。如有個案擬不適用前揭規定，得

依總則編第 3條規定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申請認可。 

內政部營建署 95.05.10.營署建管字第 0950018535號書函 

一.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除住宅、餐廳等建

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第 2項）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

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以具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

隔。」。依上開規定，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之住宅使用燃

器設備之空間，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依規定與其他部分區劃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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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4 

條 

(92/10/04修正) 

一.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

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

上之樓層應設置緊急昇降

機間，緊急用昇降機載重

能力應達十七人 (一千一

百五十公斤) 以上， 

二. 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

十公尺，且自避難層至最

上層應在一分鐘內抵達為

限。 

一. 參考「建築技術規則

施工編第 107條」、

「建築技術規則施

工編第 97-1條」、

「東京都預防事務

審查基準」之 「消

防活動救助設施」內

容強化規定包括： 

01. 消防隊之進入

路徑 

02. 進入口 

03. 緊急昇降機之

補充規定。 

一. 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細

則： 

緊急昇降機並未特別就

地下室的部分規定緊急

昇降機需要到達。「予防

事務審查檢查基準」規

定：不屬於建築基準法

設置緊急昇降機之建

築，規模深於地下四

層，亦需設置緊急昇降

機通達。 

二.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107 條： 

01. 機間應具有 1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及樓板及裝修，

使用耐燃 1級材料 

02. 出入口 1 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防火門。 

03. 除開向特別安全梯

外，限設一處，且

不得直接連接居室 

04. 應設置排煙設備 

05. 昇降速度每分鐘不

得小於六十公尺。 

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9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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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無法區劃分隔部

分，已具有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等防火設備自成

防火區劃。 

02. 特別安全梯不得由

他座特別安全梯排

煙室或陽台進入。 

條文

解釋

函令 

內政部營建署 101.04.25.營署建管字第 1012909178號函 

一. 按緊急昇降機之機間「出入口應為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除開向特別

安全梯外，限設一處，且不得直接連結居室。」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7 條第 1 款第 3目所規定，有關上開出入口限設一處之規定，系限制開向特別安

全梯以外之出入口數量，該條文並有補充圖例圖 107 說明。 

二.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7條應須符合營建署 93年 8月 16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54220 號函釋說明所列情況者，使得經由緊急昇降機之機間進入室內安全梯

或是戶外安全梯外。另如以緊急昇降機間連接 2做特別安全梯，特別安全梯應符合

同編第 97 條之 1規定「特別安全梯不得經由他座特別安全梯之排煙室或陽台進入。」 

內政部營建署 95.08.08.營署建管字第 0950036269號函 

一. 緊急昇降機之機間「四周應為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樓板，其天花板及

牆面裝修，應使用耐燃一級材料。」為同編第 107條所明文，請依上開規定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 95 年 3 月 21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52904794 號函 

同編第 107 條依同編第 1 條第 39 款「直通樓梯：建築物地面以上或以下任一樓層可直

接通達避難層或地面之樓梯（包括坡道）。」緊急昇降機係供消防人員執行救災工作使用，

如避難層以外樓層自居室任一點至直通樓梯口，或避難層自居室任一點或直通樓梯口通

往屋外，不需通過緊急昇降機之機間，則該樓層設置於機間出入口之防火門無涉前揭第 

76 條第 5 款規定「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宅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客房、

醫院病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規定之避難方向，該防火門之開啟方向尚無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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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十二章                 

第四節 建築設備分析 

    本章節主要針對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二章第四節建築避難設備相關法規及研

究競合比較之結果，並將本研究進度與既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5條至第

259條整理之競提出初步修正建議提供參考。 

 

壹、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條第 245 條至第 259條相關法規對照 

表 3-3現行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條第 245條至第 259 條法規分析對照表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5 

條 

(83/10/28) 

一. 配管立管應考慮

層間變位，一般

配管容許1/200，     

消防、瓦斯配管

為 1/100。 

一. 目前無相關疑義，

故提出暫不予更動

之見解。 

一. 單元構件無脫落之餘界線為容許

位移量 1.5倍。 

二. 一般配管容許層間變位，即允許層

間變位 1/200，消防、瓦斯配管變

位，即允許層間變位 1/100。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6 

條 

(83/10/28) 

一. 高層建築物配管

管道間應考慮維

修及更換空間。 

二. 瓦斯管之管道間

應單獨設置。但

與給水管或排水

管共構設置者，

不在此限。 

一. 瓦斯管外管設置於

室外配管 

二. 室內設於單獨管道

間，裝設瓦斯洩漏

偵測器、警報器、

遮斷裝置(垂直幹

管應為各自探測) 

三. 檢討「與排水管共

構設置者，不在此

限。」是否刪除。 

一. 東京都消防廳「予防事務基準」之

「瓦斯洩漏警報設備、瓦斯自動遮

斷裝置」方面規定通風不良場所應

設置瓦斯洩漏警報裝置：瓦斯遮斷

閥室、瓦斯表室、主配管管道間。 

二. 配管設置於管道間內者，建議不論

是否單獨設置或與給水管共構設

置，均需考量上方通氣口之通氣性

及管道間內通風不良之問題，因恐

影響偵測之準確性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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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7 

條 

(93.01.01) 

一. 高層建築物各種

配管管材均應以

不燃材料製成，或

使用具有同等效

能之防火措施，其

貫穿防火區劃之

孔隙應使用防火

材料填滿或設置

防火閘門。 

一. 配管除應選用不

燃材料裝設，應

加上例外規定： 

防火區劃管道間

內之幹管及貫穿

防火區劃已填塞

之給排水平支管

不在此限。 

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受營建館字第

130803589 號： 

01. 管材非以不燃材料製成，且未依

同編第 247條規定使用具有不

燃材料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

者，不得使用。 

02. 貫穿處二側各 1公尺範圍內之

管材非以不燃材料製成，依同規

則建築設備編 第 29 條之規

定，除配置於管道間內者外，不

得使用於給排水管路。 

二. 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令第 112條第

15項、第 16項，第 113 條第 2項： 

針對貫穿防火區劃的管材部分規定： 

貫穿處二側各 1公尺須以不燃材料

製成，但 PVC管厚超過一定厚，貫穿

區劃部上下各 1公尺不須額外包覆

不燃材料。 

三. 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第 29 條： 

01. 給水排水管路之配置，應依規定 

02. 貫穿防火區劃牆之管路，於貫穿

處二側各一公尺範圍內者，應為

不燃材料。 

03. 配置於管道間內者，不在此限。 

四.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05 條：給水管、瓦斯管、配電管及

其他管路均以不燃材料製成，其貫通

防火區劃時，貫穿部位與防火區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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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構造應有 2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五.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條： 

依據同編 第 114條第 2款與設備編 

第 51 條規定，必須設置自動撒水設

備。若以前述理由，區劃內之管線材

料本體似可不須為不燃材料。 

條文

解釋

函令 

內政部營建署 102.07.22營署建管字第 10229154943號函 

一. 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05條及第 247條分別規定「給水管、瓦斯管、

配電管及其他管路均應不燃材料製成，其貫通防火區劃時效。」「高層建築物各種配

管管才均應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其貫穿防火區劃之孔

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火閘門。」幼童規定建築設備編第 29條規定「給水

排水管路之配置，應依下列規定…八、貫穿防火區劃之管路，於貫穿處二冊各一公

尺範圍內者，應為不燃材料製作之管類。但配置於管道間內者，不再此限…。」合

先敘明。 

二. 經本部認可通過之防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類廠品，其貫穿物館才知使用限制如下： 

01. 管材非以不燃材料製成者，依上開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05條規定，不得使

用於地下建築物 

02. 管材非以部材料製成，且未依同編第 247條規定使用具有不燃材料同等效能之

防火措施者，不得使用於高層建築物。 

03. 貫穿處二側各 1公尺範圍內之管材非以不燃材料製成者，依同規則建築設備編

第 29 條規定，除配置於管道內者外，不得使用於給排水管路 

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5月 31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0031041 號 

併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2年 5月 14日建開全聯字第 7694號函。 

一. 高層建築配管是否貫穿防火區劃均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7條有

關「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使用具有同等之防火措施」之規定。爭議

所涉之戶外水池之排水配管，與建築物本體支配管為分別獨立不同系統，其排水配

管於戶外部分署上開第 247條規範範疇，配管穿入建築物本體部分仍應符合「各種

配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之規定，其以非不

燃材料製成支配管得以不燃材料包覆後，視為符合「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 

二.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7條等高層建築物專章規定，自 83 年訂定迄

今，國內高層建築物規模、數量增加，公法、材料、設備已具有長足進步，除前已

提案建議本部建築研究所將其防火避難設施及建築設備規定之研修納為研究課題

外，高層建築物專章亦有整體檢討修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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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8 

條 

(83/10/28) 

一.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屋頂上或

中間設備層之機械設備應符

合下列規定： 

01. 應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

構上，其支承系統除須

有避震設施外，並須符

合本規則建築構造編之

相關規定。 

02. 主要部分構材應為不燃

材料製成。 

一. 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予

更動之見解。 

一.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 

第 42條： 

01. 未定義之結構系

統：不屬於前四目

之建築結構系統。 

02. 非建築結構物系

統：建築物以外自

行承擔垂直載重與

地震力之結構物系

統者 

二. 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 

第 45-1條： 

設計地震力依規範規

定，前項附件包括錨定

裝置及所需之支撐。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建議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49 

條 

(83/10/28) 

一.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內、屋頂

層或中間樓層或地下層之給

水水箱，其設計應考慮結構

體之水平變位，箱體不得與

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並應

可從外部對箱體各面進行維

修檢查。 

 

 

 

一. 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予

更動之見解。 

一.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

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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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0 

條 

(83/10/28) 

一. 高層建築物給水設備之裝置

系統內應保持適當之水壓。 

一. 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予

更動之見解。 

一.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

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1 

條 

(83/10/28) 

一. 高層建築物應另設置室內供

消防隊專用之連結送水管，

其管徑應為一百公厘以上，

出水口應為雙口形。 

二. 高層建築物高度每超過六十

公尺者，應設置中繼幫浦，

連結送水管三支以下時，其

幫浦出水口之水量不得小於

二千四百公升／分，每增加

一支出水量加八百公升／

分，至五支止，出水口之出

水壓力不得小於三‧五公斤

／平方公分。 

一. 消防設備之條文

若消防法規已有

規定者，則可於後

續討論決議是否

刪除。 

一. 內容應比照「設置

基準」增訂耐震措

施，並參考附件表

4-10、表 4-11、

表 4-12 

一.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 第 183條： 

參考中繼幫浦水壓計

算。 

二.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 第 184條： 

立管水量，最上層與其

直下層間為每分鐘 1200

公升，其他樓層為每分

鐘 2400公升。 

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設備編 第 44 條： 

試驗壓力應為可能承受

之最大水壓加每平方公

分 3.5公斤。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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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2 

條 

 (83/10/28) 

一. 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

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十

五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

向皆可視認知航空障礙

燈。 

一. 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

予更動之見解。 

一. 參考航空障礙標誌與障礙燈

設置標準第 4條已有詳細規

定。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3 

條 

 (83/10/28) 

一. 高建築物之避雷設備應

考慮雷電側擊對應措施。 

二. 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

予更動之見解。 

二. 參考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 設備編第 21 條至第 25

條已有詳細規定。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4 

條 

(83/10/28) 

一. 高層建築物設計時應不

得影響無線通信設施及

地區電視收訊。或於屋頂

提供適當空間供電信機

構裝設通信設施，或協助

鄰近地區改善電視收訊。 

二. 前項電視收訊改善處理

原則，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定之。 

三. 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

予更動之見解。 

一. NCC通信類電信法第 34 條： 

衛星通信及微波通信之發射

電波暢通。交通部選擇損害最

少之方法或處所劃定範圍。 

二.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辦法第 3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應電視臺服

務區域內因受地形或建築物

影響收視障礙地區為限。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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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5 

條 

(83/10/28) 

一.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

用強弱電之電線電纜應採

用強電三十分鐘、弱電十

五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配

線方式。 

一. 消防設備之條文若消

防法規已有規定者，則

可於後續討論決議否

刪除。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

之見解。 

一. 參考依照耐燃電纜設

置標準 

二. 參考「設置基準」     

增訂耐震措施，並參考

附件表 4-10、表

4-11、表 4-12。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6 

條 

(83/10/28) 

一. 高層建築物之升降設備應

依居住人口、集中率、動

線等三者計算交通量，以

決定適當之電梯數量及載

容量。 

一.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

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 設備編 第 118條： 

支承昇降機之樑板，應

能承載該昇降機裝置

於樑或版上各項機件

重量與機廂及其設計

載重在靜止時所產生

最大重量和之 2倍。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7 

條 

(83/10/28) 

一. 高層建築物每一樓層均應

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設

置偵煙型探測器為原則。 

二. 高層建築物之各層均應設

置自動撒水設備。但已設

有其他滅火設備者，於有

效防護範圍內得免設置。 

一. 檢討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自動灑水設備與現

行消防法法規規定內

容之競合情形。 

二. 消防設備之條文若消

防法規已有規定，則可

於後續討論決議是否

刪除。 

 

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 設備編 第 62條： 

11層以上之建築物及

百貨商場、戲院之樓

層：不得小於 30個撒

水頭繼續放水 20分鐘

之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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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容應比照「設置基

準」增訂耐震措施，並

參考附件表 4-10、表

4-11、表 4-12。 

二.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 設備編 第 65條： 

01. 每火警分區不得

超過一樓層，且不

得超過樓地板面

積 600 平方公尺 

02. 上下兩層樓地板

面積之和不超過

500平方公尺，得

二層同一分區。 

條 

文 

解 

釋 

函 

令 

內政部營建署 88.1.20 營署建字第 34314 號函 

一. 主旨：有關高層建築物設置自動灑水設備，適用各類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

條表列第 5 項及第 7項疑義 

二. 說明：高層建築物設置自動灑水設備，各層有分散設置之電氣、電信或機械室時，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49條規定，因此此類建築屬得檢討免設灑水頭

之處所，惟須同時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條檢討乾粉、二氧化碳

等滅火設備之設置，但並無不論面積大小均要求設置之情事。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8 

條 

(83/10/28) 

高層建築物火警

警鈴之設置，其嗚

動應依下列規定： 

一. 起火層為地上二

層以上時，限該樓

層與其上兩層及

其下一層嗚動。 

二. 起火層為地面層

時，限該樓層與其

上一層及地下層

各層嗚動。 

 

一. 本條文內容與

「各類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 113條相

似，惟後者規定

對象 「五樓以上

且總樓地板面積

在 3000 平方公

尺以上」建物。 

二. 目前無相關疑

義，故提出暫不

予更動之見解。 

一.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13 條： 

01. 起火層為地上二層以上時，限該

樓層與其直上二層及其直下層

鳴動。 

02. 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樓層與

其直上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03. 起火層為地下層時，限地面層及

地下層各層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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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起火層為地下層

時，限地面層及地

下層嗚動。 

二.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34 條： 

01. 每一廣播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 

02. 室內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應垂

直距離每 45公尺單獨設定一廣

播分區。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

地下層部分，另設定廣播分區。 

03. 建築物挑空構造部分，所設揚聲

器音壓符合規定時，得為一廣播

分區。 

三.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35 條： 

緊急廣播設備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連動時，其火警音響之鳴動標準同用

本設置標準第 113條規定。 

條文

解釋 

(暫無需修改資料) 

條文

編號 
現行條文內容 檢討內容 相關法規對照說明 

第 

259 

條 

(93/01/01) 

高層建築物設置防災中心： 

一. 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二. 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三. 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

火構造樓地板予以區劃，室內牆面及天

花板 (包括底材) ，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四. 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

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01. 電氣、電力設備。 

02. 消防安全設備。 

03.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一. 防災中心可參

考「審查基準」

之相關規定予

以修訂。 

01. 位置 

02. 構造 

03. 機能 

一. 參考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 第

238 條，及    

「日本東京都

高層建築物審

查要領」。如附

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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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05. 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06. 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

置之瓦斯緊急遮斷設備。 

07. 其他之必要設備。 

五.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

以上者，防災中心應具備防災、警報、

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監控系統： 

01. 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02. 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03. 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04. 火災處理流程指導。 

05. 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06. 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條文

解釋

函令 

內政部令 99.11.30 台內營字號 0990809492 號 

一. 高層建築物依規定設置之防災中心，得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項

第 2 款有關機電設備空間規定計入容積。唯一賴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 條第 2 款第 3目之規定以防火區劃間隔供操作人員睡眠、休息之區域，不得視

為機電設備空間，仍應討論容積檢討。 

內政部建管署 99.2.4 營屬台內營字號 0992902266號 

一. 「防災中心應具有 2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窗等防火設備及該曾防火構造之棲地

板予以區畫分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施工編第 259條第 3款所明定，該規定係

因防災中心於災害中具有監視、控制災害之特殊任務而需要提高其整體構造防護握

施性能，確保至少 2小時內不被同一建築物其他部分或其他來自外牆之火源延燒。

考量建築物外牆於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店 110條、第 79條第 3項及第 4 項、同編

79條之 3規定，尚未能防範鄰近防災中心外牆之空地設置可燃物，或來自與防災中

心外牆相對之建築物開口等火源經由防災中心外牆延燒之情形，為確保防災中心之

功能，本編第 259條第 3款規定應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區劃構件，應包含防

災中心外牆及開設於外牆之門窗等開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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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修改草案建立 

第一節 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配合本研究計畫之進行，研究團隊於本年度期中前已召開五次專家諮詢會議，

並將本研究進度與既有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1條至第 259條整理之競合法

規與提出初步修正建議進行簡報說明。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針對本編第 241條至第 243條相關條文內容修正提出疑義及修正說明。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針對本編第 244條至第 259條相關條文內容修正提出疑義及修正說明。 

第三次專家諮詢會議： 

針對本編第 243條、第 246條、第 247條、第 251條、第 255條、第 257 條

燃氣設備相關條文，並參酌瓦斯事業協會提出之現行實務上所面臨改善缺失，

並加入報告書之中。 

第四次專家諮詢會議： 

針對本編第 241條至第 259條相關條文，訂定條文修改草案及修改解釋。 

第五次專家諮詢會議： 

針對本編第 241條至第 259條相關條文，訂定具體條文修改建議。 

 

第二節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十二章第三節                  

防火避難設施修正草案內容 

    本章節主要針對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二章第三節防火避難設施篇提出與現有

相關法規及研究競合比較之結果，並專家委員做進一步的分析及討論。檢討結

果經過整理與彙整並將條文修改建議列於下，並進行初步條文修訂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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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1 條 

檢討背景： 

    考量採深開挖之建築物因地下樓層數多，易衍生消防活動困難與人員避難

時間較長等情形，故檢討原條文中對於地下樓層垂直動線設置規定不足現況。 

條文說明： 

一. 本條規定建築物高度 50公尺以上，或 16層樓以上者及特定對象之建築物，

不論樓地板面積多寡，各層均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直通樓梯達避難層或地面，

其樓面居室須檢討步距、重複步距、二方向避難等，應符合本編第 93 條、

第 94條、第 95條，及本編第 96條特別安全梯之相關規範。 

二. 高層建築地下室應與一般建築地下室逃生為相同標準檢討，設置兩座安全

梯符合兩向避難原則。並依照「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令第五章避難設施篇

第 122條」規定，通達地下三層以上的直通樓梯須為特別安全梯，其建議

設置一座以上之(含兩座)，並其中一座為緊急昇降機。 

三. 本條第 3 項規定：「高層建築物其直通樓梯均應為特別安全梯，且通達地面

以上樓層與地面以下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換言之，高層建築物地面層

上下樓層應區劃分開，各自獨立，使其通達個別地面或避難樓層。就其目

的在於避免地下層發生火災時，高溫之空氣及濃煙藉由直通樓梯梯間竄升，

而波及到其他各樓層之故。但同時因考量到避難路徑之安排，建議於條文

最後增加一條「通達地面層(避難層)之避難之特別安全梯，其出入口至少

一座通向戶外」為避難安全之完整考量。 

四. 特別安全梯之構造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避

難設施」可另訂 241條之 1強化相關規定。參照表 4-1 

五. 排煙設備之運用及排煙設備考慮煙控時之基本避難誘導程序，參照表 4-2。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凡通達地下三層以上規模，基於避難搶救之觀點，及特定或不特定人員之

頻繁進出，非居室之停車場空間仍應檢討步行距離，重複步行距離及二方

向避難原則，並至少設置 1座特別安全梯及至少一座直通至避難層緊急昇

降機。 

二. 「通達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避難層以下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應附上圖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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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充條文解釋： 

01. 於消防搶救上下樓層都必須設置有緊急排煙室 (特別為地下層現無相

關規定)。須增設特別安全梯，同時具備可自然排煙之排煙室。 

02. 特別安全梯設置應與至少一前室併同劃入防火區劃之中。 

四. **補充條文規範： 

01. 條文第 3項增修「通達地面層(避難層)之避難之特別安全梯，至少一

座出口通向戶外」。 

五. 特別安全梯之構造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避

難設施」可另訂 241條之 1強化相關規定。 

 

表 4-1 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避難設施」相關規定參考 

章節 說明 

一. 特別安全

梯之構造 

一. 排煙室（含陽台）通往樓梯間之出入口，應為常閉式防火門。 

二. 屋內通往排煙室之出口入防火門不得使用防火捲門。 

三. 屋內通往排煙室之出入口上方應有 30公分以上可有效防煙之固定垂壁。 

四. 排煙室應由走廊進入。 

五. 排煙室設置之送風用風道或風管，應以 10~15 層樓為單位設置外氣進風

口，且外氣進風口應與排煙口相互隔離。 

六. 儲藏室出入口及電氣管道間之維修口上不得面向梯間及排煙室設置。 

七. 排煙室內除緊急昇降機或災害時輔助弱勢救助之昇降機之出入口外，不

得設置其他昇降機之出入口。 

八. 排煙室內設置室內消防栓或連結送水管之放水口時，從走廊等屋內通往

排煙室出入口之防火門下方應設置消防用帆布管之通過孔。 

二. 其他 一. 各樓層通往特別安全梯之走廊等避難路徑應單純明快。 

二. 避難層使用旋轉門作為出入口時，應另行設置避難用出入口，同時考量

回轉門之事故防止措施。  

三. 高度 100m以上之建築物，排煙室除直接面向外氣者外，應設置附固定爬

梯之陽台等輔助避難措施。 

四. 設置排煙室設備，當該設備啟動時，不得因內外靜壓差發生避難時防火

門開閉之障礙，各樓避難路徑上應設可有效空氣流通面向外氣之開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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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之「排煙設備煙控之避難誘導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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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94條 兩項避難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圖 4-2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1條 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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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2 條 

檢討背景： 

近來有關「昇降機道」的獨立區劃在建築業界引發討論，主要以「具防火時效

之電梯乘場門可否視為防火設備而視為區劃之構成」有所疑義；而昇降機間出

入口的防火設備是否應具遮煙性能亦為待釐清之部分。 

條文說明： 

一. 連結特別安全梯之走廊、通道，不僅應考量兩方項避難原則，更應使昇降

機之機道及其梯廳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且因高層建築物之救災、

避難，均較一般建築物困難，固本條規定在於強化其避難設施及其設備(可

參考本編 247條)。 

二. 昇降機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牆壁等防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且

若道前及機間併同區劃者，昇降機間之出入口裝設具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及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

能防火設備之限制。可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203條。 

三. 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昇降機道裝

設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條文可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79-2條。 

四. 建議維持原條文之內容不予更動，但可比照 79-2及 203條之規定修正，但

應附相關圖例以易於瞭解。緊急昇降機之構造，則仍應回歸本編第 107 條

之基本規定。 

五. (中升總字第 10001006號)台中市建築師公會提出具防火時效的電梯乘場門

在防火功能方面現階段技術尚無法取代防火間隔，故電梯協會建議於電梯

門前規劃防火區劃(如防火捲門)以替代。 

六. (103.8.12 營署建管字第 1032914233 號)營建署公告已有 6件遮煙布幕及

12件遮煙門評定通過試驗或遮煙性能檢測，但因研發技術困難，尚未認可。 

七. 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火災擴大防止對策」

可另訂 242 條之 1強化防火區劃。(面積、避難路徑、豎穴區劃)及內裝材

料不燃化之相關規定。參照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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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電梯乘場門外側需設置獨立的防火區劃，並須設置具有遮煙與防火性能的

相關設備(如營建署已評定通過試驗或遮煙性能檢測公告之遮煙布幕及遮

煙門(防火鐵捲門)。須於條文解釋中補上補充圖例，及測試遮煙與排煙性

能之圖例標示說明。 

二. 維持原條文之內容不予更動，但可比照 79-2及 203 條之規定修正，並附上

電梯廳防火區鐵捲門劃詳細圖說與梯廳連結走廊部之防火分隔詳細圖說，

以易於條文解釋。 

三. 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火災擴大防止對策」

可另訂 242 條之 1強化防火區劃。(面積、避難路徑、豎穴區劃)及內裝材

料不燃化之相關規定。 

 

表 4-3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火災擴大防止對策」相關規定參考 

章節 說明 

一. 防火區劃 一. 面積區劃 

01. 每一防火區劃應確保居室任一點均有 2方向之避難路徑，但區劃面

積在 100㎡以下者不在此限。 

02. 防火區劃設置防火門時，該防火門上方應設置 30㎝以上之防火構造

垂壁。 

03. 防火區劃使用防火捲門時，寬幅之淨尺寸應在 6.5m以下。 

04. 防火區劃採用 ALC（輕質氣泡混凝土）、PC混凝土（預鑄混凝土板）

等接合部及按裝部，應以岩棉或水泥砂漿等不燃材料填塞，確保區

劃之耐火性能及防煙性能。 

05. 電線等貫穿防火區劃牆或樓板時，貫穿部應以不燃材料填塞，確保

區劃之耐火性能及防煙性能。 

06. 小型冷風機（FCU）等配管類貫穿樓板時，貫穿部應以具氣密性、耐

火性之岩棉或具同等性能以上之材料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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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避難路徑等之區劃 

01. 除特別安全梯、緊急用昇降機之昇降機道及排煙風管管道間外，建

築物之樓層樓板不得設置豎穴。 

02. 除緊急昇降機外，電梯應以 15層~20 層為單位行垂直分區。 

03. 電梯梯廳應以耐火構造之牆、樓板及常閉式防火門或以煙探測器連

動之常開式防火門與其他部份予以區劃分隔。 

04. 電扶梯原則上不得通行 3層樓以上，電扶梯貫樓板部份之防火區劃

應於乘降面設置具防煙性能之防火門，其他面可以嵌鐵絲網之防火

玻璃或防火捲門區劃之。 

05. 配管管道間、電線管道間應以具樓板區劃相同耐火性能、防火性能

之材料填塞。且應避免大量電纜線之貫穿設置。  

06. 通風換氣、冷暖氣設備之風管風道，儘量不貫穿樓板，採用各樓設

置空調機械室之各樓空調方式。但使用耐熱處理之金屬風管作為新

鮮空氣之供給風道或排氣用風道，貫穿樓板設有防火閘門不在此限。  

07. 前目設置有困難時，儘量不跨越多層樓，而以數層樓行水平區劃，

並配合電梯垂直分區之豎穴系統。 

三. 外牆之帷幕牆與樓板之區劃等 

01. 帷幕外牆與樓板之接合部位，應以具氣密性及耐火性能之濕式岩

棉、水泥砂漿等不燃材料充填，但應加置鋼絲網、鐵板等材料防止

脫落。 

02. 帷幕牆之支撐鐵件及結構上重要之固定按裝鐵件應行耐火被覆。 

03. 帷幕外牆之室內側仍須具備與外牆同等性能以上之耐火性能。 

四. 內裝材料之不燃、難燃化 

01. 內裝材料包含底材應為不燃或準不燃材料。 

02. 設置於天花板上照明用之燈罩不得為可燃材料，但樓地板面積 1/10

以下時不在此限。 

03. 桌椅等傢俱儘量使用不燃材料製造者。 

04. 可燃性之裝飾物品抑制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具防焰性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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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建築技術工編 第 79-2條 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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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建築技術工編 第 203條 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圖 4-5建築技術施工編 第 242條 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第四章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修改草案建立 

57 
 

參、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3 條 

檢討背景： 

近年來關於第 243條規定高層建築物除住宅、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

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使用燃氣設備空間應防火區劃之規定產生疑義，經營

建署召會討論，認為如強化使用瓦斯安全之漏氣感知、自動遮斷、減少管線層

間變位等措施，若現行建築法規及其他法規已完備，則本條文可檢討修正。 

條文說明： 

一. 本條特就易引起火災，具高危險性之燃氣設備予以建置，為兼顧實務上使

用燃氣設備之必要性，對於住宅、餐廳等屬於機能上之必要情形，仍予有

相應條件之准許使用。例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一律集中設置，此

一規定係基於整體性之安全考量，應無建築物高度是否 50公尺以上，或樓

層是否於 16層樓以上或以下而有所區別。 

二. 又本條第 2項規定，若高層建築物商業用途，必須規劃防火區劃以進行分

隔，如平面層過大或燃氣設備過多，須將燃氣設備與其他部分應以 1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門窗、防火樓板予以分區集中防火區劃分隔

方式以進行分隔。 

三. 若高層建築物住宅用途，應將其燃氣設備集中設置外，須裝設瓦斯漏氣自

動警報裝置及瓦斯自動遮斷裝置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 

四. 考量到高層建築物之瓦斯配管，其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之問題；一般配管

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分之一，消防、瓦斯等配管容許變位為百分之一。 

(本編第 245 條) 

五. 高層建築物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置，並設置瓦斯洩漏偵測器、自動警

報器、瓦斯自動遮斷裝置(垂直幹管更要求為各支獨立裝設偵測器)。(本編

第 246條) 

六. 高層建築物之瓦斯管材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

施(金屬套管包覆)，其貫穿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

火閘門。(本編第 247條) 

七. 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失火防止對策」之

火源管理，並將建築分類增訂使用燃氣設備時之相關規定。參照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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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各戶需設置配套消防設備、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自動遮斷裝置。 

二. 瓦斯配管及器具安裝設置標準，比照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規定之「高

層建築物用瓦斯設備耐震設置施工指針」。 

三. 酌參考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之「失火防止對策」，並增

訂使用燃氣設備時相關規定： 

01. 各戶裝設瓦斯洩漏自動警報裝置 

02. 各戶裝設瓦斯自動遮斷裝置閥 

03. 建物裝設全體瓦斯遮斷裝置 

四. 明確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3條： 

01. 針對營業用廚房(燃氣設備)，除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應以具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將該樓地板區域予

以防火區劃分隔。 

02. 住宅廚房(非營業用空間)使用燃氣設備分散設置者，配備瓦斯洩漏自

動探測及警報裝置、瓦斯自動遮斷裝置等措施，可免除該條文獨立防

火區劃之限制規定。 

03. 可建議參考日本東京都消防廳規定，瓦斯管線之來源處設置瓦斯緊急

遮斷裝置；瓦斯明管可不須設置遮斷裝置，但管道間內瓦斯管線須強

制設置遮斷裝置；瓦斯漏氣偵測自動警報裝置於密閉空間內，並建議

定點設置(天花板亦同)。 

五. **補充修改：原條文所述之「餐廳」建議正名為「營業用廚房」，以免混淆 

 

表 4-4 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失火防止對策」相關規定 

章節 說明 

一. 使用裸火

之設備器

具 

一. 集合住宅以外之用途使用時 

01. 應儘量抑制都市瓦斯之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符合下列限制。 

a. 僅使用於 31m 以下之樓層。 

b. 超過 31m以上之樓層，最上層因展望目的附設餐飲店或中間樓

層因必要供員工餐廳使用之廚房設備器具或建築物之屋頂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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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機械室供冷暖氣設備、鍋爐設備等使用之必要機能時。 

c. 瓦斯配管之設計施工依高層建築物瓦斯安全系統表規定設置。 

d. 使用裸火之設備器具應集中設置，並與其他部份以具 1小時防

火時效之牆壁、樓板、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區

劃內之牆壁、天花板等面向室內之裝修材料均應為不燃材料。 

02. 不得使用桶裝瓦斯供給之裸火設備器具。 

03. 以電氣作為熱源之設備器具，最大使用熱量合計 2000 kcal/小時以。 

04. 除以電氣作為熱源者外，暖爐、箱型暖氣機等局部暖房儘量避免使

用瓦斯作為熱源。 

05. 廚房設備頂罩及排氣風管防止火焰穿透排氣應設置自動滅火裝置。 

a. 高度超過 50m 或 15層樓以上建築物內之廚房設備。 

b. 高度超過 31m 以上或 10層樓建築物以內最大使用熱量合計

300,000kcal/小時以上之廚房設備。 

06. 排氣罩等之簡易自動滅火裝置應依「排氣罩、風管用、瓦斯爐檯用

或フライャ用簡易自動滅火裝置」設置。  

二. 集合住宅用途使用時 

01. 應儘量抑制都市瓦斯之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符合下列限制。 

a. 熱源及設置方法區分如下 

b. 瓦斯之主配管儘量設置於室外立管，配管等設計施工依「高層

建築物瓦斯安全系統第 1-3表」規定設置。 

c. 不得使用以桶裝瓦斯供給之火氣設備器具。 

三. 運用上之注意事項 

01. 適用範圍如一所示，高度 50m或樓層十六層以上部份之集合住宅屬

適用對象，但 50m 或 16層以下非適用範圍。 

02. 6之最上層使用時，應同時考量使用目的之必要性及避難對策，最上

層為設備機械室、電機機械室時，其直下層亦可視為最上階。 

二. 其他 一. 蠟燭、媒油燈等裸火禁止使用。 

二. 發火性、引火性之危險物品禁止帶入。 

三. 受電設備、變電設備等之變壓器、遮斷器應使用乾式裝置。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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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高層建築物之瓦斯安全系統」(適用 50公尺以上或 16層樓以上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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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高層建築物之瓦斯安全系統」(適用 50公尺以下或 16層樓以下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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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高層建築物之瓦斯安全系統」(集合住宅適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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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瓦斯管線耐震固定支持方法圖說 

(資料來源：高層建築物用瓦斯設備耐震設置施工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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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燃氣設備自動警報及遮斷裝置設置圖說 

(資料來源：高層建築物用瓦斯設備耐震設置施工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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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4 條 

檢討背景： 

與第 241條背景類似，主要考量深開挖之建築物因地下樓層數多，因此火災發

生時為了爭取消防活動之時效，需檢討緊急昇降機是否需要到達至地下樓層。 

條文說明： 

一. 因應緊急救災使用，建議修訂 244條為特別規定。修改條文部分內容為「救

災時緊急昇降梯各樓層均可到達，非居室亦同」。(本編第 241條) 

二. 區劃或分隔其無窗居室之牆壁及門窗應以不燃材料較造，裝修材並以耐燃

一及材料為限。(本編第 87條) 

三. 因考慮消防隊之進入路徑及進出口使用方便性，建議修改 107條圖例，於

後續補充昇降機討論開門應須附詳細圖利於說明。 

四. 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消防活動、救助設

施」之救助管理，包括消防隊之進入路徑及進入口、緊急昇降機、其他(通

信輔助設備、避難路徑開口)之相關規定。參照表 4-8。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修訂 244 條為特別規定，規範內容須加入「救災時緊急昇降梯各樓層均可

到達，非居室亦同」。 

二. 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消防活動救助設施」

內容強化規定，包括消防隊之進入路徑及進入口，緊急昇降機之補充規定。 

三. **補充修改：「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107 條」補充圖例並詳細

說明。 

 

表 4-8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消防活動、救助設施」相關規定 

章節 說明 

一. 消防活動、

救助設施 

一. 消防隊之進入路徑及進入口 

01. 高層建築物除可由道路、廣場直接進入外，消防車使用之通路應使

2輛以上之消防車可進入並靠近建築物。 

02. 通路寬幅 5m 以上，且通路交叉、轉角部份應能有效通行及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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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通路應可承受 20噸以上雲梯車通行有效之構造。 

二. 緊急用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除依本篇相關規定外，應符合下示規定。 

01. 緊急用昇降機應充分考慮耐震性能。（耐震強度 P146） 

02. 集合住宅、醫院、飯店及福祉設施等設置緊急昇降機時，避難層以

上之樓層，應可收容急救擔架（電梯車廂深度 2m以上），但一般客

用電梯已有設置時不在此限。高層建築物中間樓層應比照辦理。 

三. 其他 

01. 高度 100m以上之建築物，其地下層部份無線通信困難者應設置無

線通信輔助設備。 

02. 火災發生時，為減壓及煙之有效排出，各樓之避難路徑上應有面向

外氣之開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8燃氣設備自動警報及遮斷裝置設置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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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十二章第四節                  

建築避難設備修正草案內容 

    本章節主要針對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二章第四節防火避難設備篇提出與現有

相關法規及研究競合比較之結果，並專家委員做進一步的分析及討論。檢討結

果經過整理與彙整並將條文修改建議列於下，並進行初步條文修訂之研擬： 

 

壹、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5 條 

檢討背景： 

高層建築物之配管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一般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

分之一，消防、瓦斯等配管為百分之一。 

條文說明： 

一. 考量到高層建築物之瓦斯配管，其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之問題；一般配管

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分之一，消防、瓦斯等配管容許變位為百分之一。 

二. 層間變位差小於結構體變位差即可，酌量放寬二百分之一變位差之規定。 

三. **補充說明：消防法第 15-1條為消防局管理之地下層瓦斯外洩認證。建議

不論地面層以上或以下，均應均強制安裝挖斯自動遮斷裝置。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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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 第 246 條 

檢討背景： 

為提升建築整體之防災性能與保障使用者之生命安全，需考量瓦斯管線(燃氣

配管)管道間配置漏氣自動警報設備之必要性。 

條文說明： 

一. 東京都消防廳在「予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針對瓦斯安全系統規範，其中

在「瓦斯（燃氣）洩漏警報設備、瓦斯（燃氣）自動遮斷裝置」方面，明

確規定下示通風不良場所應設置瓦斯洩漏警報裝置：瓦斯遮斷閥室、瓦斯

表室、主配管管道間內。 

二. 配管設置於管道間內者，建議不論是否單獨設置或與給水管共構設置，均

需考量上方通氣口之通氣性及管道間內通風不良之問題，因恐影響偵測之

準確性。 

三. 通風管部若有設置瓦斯漏氣偵測裝置，可能因藉由通風管可排出瓦斯減少

濃度累績相對較為安全，目前可不強制設置偵測裝置。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通東京都消防廳在「予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針對瓦斯安全系統規範，其

中在「瓦斯（燃氣）洩漏警報設備、瓦斯（燃氣）自動遮斷裝置」方面，

明確規定下示通風不良場所應設置瓦斯洩漏警報裝置：瓦斯遮斷閥室、瓦

斯表室、主配管管道間內。 

二. 建議應於各戶裝設瓦斯自動遮斷裝置。並也同時須注意經由室內天花板之

逸散瓦斯，於天花固定點亦同設置瓦斯自動偵測感知裝置。 

三. 高層建築物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置，並設置瓦斯洩漏偵測器、自動警

報器、瓦斯自動遮斷裝置(垂直幹管更要求為各支獨立裝設偵測器)。 

四. 後續條文修改檢討 「與排水管共構設置者，不在此限。」此項是否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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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7 條 

檢討背景：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業

界對「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之具體作法有疑義。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去文內政部營建署建議修正將該條文將「各種配管」排

除給水系統之配管。 

條文說明： 

一. 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令日 第 112條第 15項、第 16 項，施行令第 113條第

2項(施行細則)：規範內容並未對區劃內的管材本體規範防火性能，但在施

行令第 112 條第 15項、第 16 項，施行令第 113條第 2項的條文中，針對

貫穿防火區劃的管材部分進行規定。其中明確規範貫穿處二側各 1公尺須

以不燃材料製成，但 PVC管厚度超過一定厚度時，其貫穿區劃部上下各 1

公尺不須額外包覆不燃材料。 

二. 本條文可參照本編第 85條，做為本條文之補充規定：「貫穿防火區劃之填

塞」圖例及其解釋。 

三. 本條文可參照本編第 83條、第 86條，詳細規定不燃材料內裝之限制，於

後續研究列舉「同等效能防護措施」及其試驗方法參酌於解釋令中。 

四. 建築物內部裝修材料應依照本編第 88條耐燃等級，但若裝設自動滅火設備

者則為規範對象外。而高層建築依據同編 第 114條第二款與設備編 第 51

條規定，必須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但就前項所述，則區劃內之管線材料本

體可不須為不燃材料。 

五.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設備編 第 29條： 

給水排水管路之配置，應依規定，貫穿防火區劃牆之管路，於貫穿處二側

各一公尺範圍內者為不燃材料。但配置於管道間內者，不在此限。 

六.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設備編 第 205條： 

「給水管、瓦斯管、配電管及其他管路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其貫通防火

區劃時，貫穿部位與防火區劃合成之構造應具有二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規定明確表示區劃內的所有設備相關管路均應以不燃材料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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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配置於公共區域之管材，應依規定不燃材料內裝之限制，使用不燃材料或

於表面包覆金屬套管等「同等效能防護措施」。 

二. 依照本編 第 88條 放寬條文限制，室內不必為不燃材料，只要公共給、排

水及防火區劃完善，私人室內空間亦可不強制使用不燃材料。 

三. 承上述條文放寬，公共空間使用不燃材料內裝，但 1.2公尺以下酌量放寬

不在此限內。將居室內管材外部包覆金屬套管即可。並參考施工編 第 83

條及第 88 條(天花板內管材亦同)。即可解決自動灑水設備無法灑至天花板

上層區域問題。 

四.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設備編 第 93條、第 94條： 

風管及風管貫穿防火區劃部分應為不燃材料。風管內應設置符合建築設備

編 第 93 條、第 94條規定之防火閘門及防火閘板。風管外部與防火區劃貫

穿部分之孔隙，亦應使用水泥、砂漿或其他防火材料填塞。 

五. **補充規定：配管之不燃材料於防火區劃管道間內之幹管及貫穿防火區劃

已填塞之給給水平支管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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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建築技術施工編第 205 條 風管貫穿牆壁及樓地板之孔隙處理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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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建築技術施工編第 85條 風管貫穿防火區劃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圖 4-11建築技術施工編第 247條 風管貫穿防火區劃圖說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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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8 條 

檢討背景：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屋頂上或中間設備層之機械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構上，其支承系統除須有避震設施外，並須符合本

規則建築構造編之相關規定。 

二、主要部分構材應為不燃材料製成。 

條文說明： 

一. 檢討設置於屋頂層或中間設備層安裝固定之防震、耐震﹝防止傾倒﹞、吸

音減噪等必要規定。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應於後續附上案例檢視中間設備層現今改分布至底、頂層之案例，已用於

檢討新建高層建築物之耐震規範是否符合規範層。 

二.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篇 第 42條，建築結構物系統可自行承擔垂直載重

與地震力之結構 

三.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篇 第 45–1條，結構體設備之附件，其設計抵抗地

震力依規範規定。前項附件包括錨定裝置及所需之支撐。 

四.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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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9 條 

檢討背景：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內、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地下層之給水水箱，其設計應考慮

結構體之水平變位，箱體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並應可從外部對箱體各

面進行維修檢查。 

條文說明： 

一. 檢討給水水箱設置規定無疑意。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陸、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0 條 

檢討背景： 

高層建築物給水設備之裝置系統內應保持適當之水壓。 

條文說明： 

一. 檢討給水設備保持適當水壓是否可以具體數值規定。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第四章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修改草案建立 

75 
 

柒、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1 條 

檢討背景： 

檢討消防用連結送水管、中繼幫浦之規定是否與消防法規一致。若消防法

規已有規定，技術規則是否需要重複規定 

條文說明： 

一. 消防送水管水壓設定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4條及建築設

備篇設備篇第 44條均相同。建議條文維持不變，以補充性能說明即可。 

二. 消防設備之適用狀況與「消防法令」一致者暫不予更動，但增訂本編第 251

條、第 255 條、第 257條之耐震措施，並參考「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預

防事務審查基準)」之「耐震措施」附件，增訂耐震措施之規定。 

01. 表 4-10自動撒水設備之設計指針 

02. 表 4-11地震目標強度之設定 

03. 表 4-12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檢討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3條之中繼幫浦水壓計算，用於

檢視實務高層建築物之中繼幫浦消防用連結送水壓及使用設否適合。 

二.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但增訂增

訂本編第 251條、第 255條、第 257條之耐震措施，自動撒水設備之設計

指針、地震目標強度之設定、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 

表 4-9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消防活動、救助設施」相關規定 

章節 說明 

一. 消防設備 

耐震措施 

一. 自動撒水設備 

01. 自動撒水設備之耐震措施，依表 4-10之設計指針及表 4-11之目標

強度，又其他消防設備（屋內消防栓設備、泡沫 滅火設備、連結

送水管設備）比照及表 4-10之設計指針及表 4-11之目標強度。 

二. 緊急電源 

01. 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依表 4-12 

02. 一般電氣設備基於出火防止及機能確保之目的比照表 4-12辦理。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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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自動灑水設備設計指針」相關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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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地震目標強度之設定」相關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2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相關規定 

 

 

 

 

 

 

 

 

 

 

 

 

 

 

 

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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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2 條 

檢討背景： 

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十五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向皆可

視認之航空障礙燈。 

條文說明： 

一. 檢討航空障礙燈之設置規定參酌「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第 4條之「障礙燈類型及特性表」，如表 4-13、表 4-14、表 4-15。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參照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一.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表 4-13 障礙燈特性表 

 

 

 

 

 

 

 

 

 

 

 

 

 

 

(資料來源：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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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A 型中亮度障礙燈系統 

 

 

 

 

 

 

 

 

 

 

 

 

 

 

表 4-15 B 型中亮度障礙燈系統 

 

 

 

 

 

 

 

 

 

 

 

 

 

(資料來源：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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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3 條 

檢討背景： 

高層建築物之避雷設備應考慮雷電側擊對應措施。 

條文說明： 

一. 檢討雷電側擊對應措施，並參考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第 19條避雷導線，設

備編第 20 條建築物 20公尺以上裝設避雷設備，設備編第 21條避雷針裝設

角度，設備編第 23條避雷設備裝設要點，設備編第 24條避雷設備維護要

點，設備編第 25條避雷設備設置安全。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參照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第 19 條至第 25條。 

二. 目前條文不相矛盾，暫無疑義，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壹拾壹、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4 條 

檢討背景： 

高層建築物設計時應考慮不得影響無線通信設施及鄰近地區電視收訊。若有影

響，應於屋頂突出物提供適當空間供電信機構裝設通信設施，或協助鄰近地區

改善電視收訊。前項電視收訊改善處理原則，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定之。 

條文說明： 

一. 檢討高層建築物影響通訊設施、電視收訊等其他目的事業之法規是否有配

套情形，故提出參考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通信類電信法 第 34條 

為使衛星通信及微波通信等重要無線電設備之天線發射電波保持暢通，得

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選擇損害最少之方法或處所劃定範圍，報經行政院核

定後，公告禁止或限制妨害電波暢通之任何建築。 

三.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第 3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設立，應以電視臺服務區

域內因受地形或建築物影響之收視障礙地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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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參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通信類電信法、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

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二.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壹拾貳、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5 條 

檢討背景：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用強弱電之電線電纜應採用強電三十分鐘、弱電 

十五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配線方式。 

條文說明： 

一. 檢討電線電纜之防火時效競合結果與施工編一致，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

解。 

二. 增訂本編第 251條、第 255條、第 257條之耐震措施，並參考「高層建築

物審查要領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耐震措施」附件，增訂耐震措施之

規定。(詳本報告書本編第 251 條附件) 

01. 表 4-10自動撒水設備之設計指針 

02. 表 4-11地震目標強度之設定 

03. 表 4-12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參照耐燃電纜設置標準、日本耐火電線設置基準法。 

二. 檢討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3條之中繼幫浦水壓計算，用於

檢視實務高層建築物之中繼幫浦消防用連結送水壓及使用設否適合。 

三.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但增訂增

訂本編第 251條、第 255條、第 257條之耐震措施，自動撒水設備之設計

指針、地震目標強度之設定、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 

 

 



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之檢討研究 

82 
 

壹拾參、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6 條 

檢討背景： 

高層建築物之升降設備應依居住人口、集中率、動線等三者計算交通量，以決

定適當之電梯數量及載容量。 

條文說明： 

一. 檢討電梯數量及載客量，並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設備編第 115條、

第 118條之規定參考。競合結果與施工編一致，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01. 參考機房面積為昇降機道水平面積之兩倍 

02. 昇降機速度為 60公尺/分鐘 

03. 昇降機之總載重為靜止時產生最大重量和之 2 倍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參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18條探測器設置規範進行補充說

明。參照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篇第 115條、第 118條，升降機速度每分鐘 60

公尺以下。 

二. 承載之載重量應為：裝置於樑或版上各項機件重量與機廂及其設計載重在

靜止時所產生最大重量和之二倍。 

三.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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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 第 257 條 

檢討背景： 

檢討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自動灑水設備與現行消防法法規規定內容之競合情

形，若有雷同，則技術規則是否需重複規定。 

條文說明： 

一. 高層建築物設置自動灑水設備，各層有分散設置之電氣、電信或機械室時，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49條規定。 

二. 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條檢討乾粉、二氧化碳等滅火設

備之設置，則免設灑水頭。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參照自動灑水設備參考設備編第 62條，十一層以上之建築物及百貨商場、

戲院之樓層：不得小於三十個撒水頭繼續放水二十分鐘之水量。 

二. 自動警報設備參考設備編第 65 條，每一火警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且不得

超過樓地板面積 600平方公尺，但上下兩層樓地板面積之和不超過 500 平

方公尺者，得二層共同一分區。 

三. 參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18條探測器設置規範補充說明。 

四. 消防設備之條文已有規定者，則可於後續討論決議是否刪除。目前暫無疑

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五.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即可，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但增訂增

訂本編第 251條、第 255條、第 257條之耐震措施，自動撒水設備之設計

指針、地震目標強度之設定、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 

表 4-16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18條自動滅火裝置使用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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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表 4-17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18 條探測器設置規範 

 

 

 

 

 

 

 

 

 

 

 

 

(資料來源：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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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伍、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 第 258 條 

檢討背景： 

檢討火警警鈴裝置規定與現行消防法法規規定內容之競合情形，若有雷同，則

技術規則是否需重複規定。 

條文說明： 

一. 檢討防災中心設置規定與現行消防法規規定內容競合，條文不相矛盾，故

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二.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13條： 

三.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鳴動方式，建築物在 5樓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依下列規定： 

01. 起火層為地上二層以上時，限該樓層與其直上二層及其直下層鳴動。 

02. 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樓層與其直上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03. 起火層為地下層時，限地面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四.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34條： 

01. 每一廣播分區不得超過一樓層。 

02. 室內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應垂直距離每 45 公尺單獨設定一廣播分區。

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地下層部分，另設定一廣播分區。 

03. 建築物挑空構造部分，所設揚聲器音壓符合規定時，該部分得為一廣

播分區。 

五.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35條： 

01. 緊急廣播設備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動時，其火警音響之鳴動準用第

133條之規定。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參考比對後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13 條、第 134條與第 135

條相同，故提出保留及進行補充說明用。 

二. 目前暫無疑義，條文不相矛盾故提出暫不予變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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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陸、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 第 259 條 

檢討背景： 

檢討防災中心與現行消防法法規規定內容之競合情形，若有雷同，則技術規則

是否需重複規定。 

條文說明： 

一. 「防災中心」應將各項防災設備之顯示裝置及控制設備集中於防災中心，

以便全天候之監視，以及對於突發突發性事件之緊急應變與處理。設置防

災中心目的不僅是只為了火災，如其他地震、瓦斯、毒氣外洩等災害，或

突發性人為事故、斷電、盜賊或恐怖事件等，亦能發揮自救的功能。 

二. 防災中心至少有兩向不同方向之避難出口及通道，於防災中心設置位置： 

01. 應設置於避難層或其直通樓梯直通直上層或直下層，並能自外部道路

或廣場直接進入之位置。                                     

(本條第 1條第 1項、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1條第 2項) 

02. 且應設於消防人員自外容易進出之位置(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標準第 238 條第 1項第 1 目、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1 條第 1項)  

03. 應設便於通達緊急昇降機機間及特別安全梯之處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第 1項第 2目、預防事務審

查基準第 1條第 2項) 

三. 防災中心構造： 

01. 高層建築物應具 2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門窗、防火樓板

予以區畫分隔。                                              

(本條第 1項，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第 2項第 1目)  

02. 防災中心內設備，其配線應依照本編第 255條規定之防火時效與防火

性能設置 

03. 天花板及室內牆面包括其底才，均應以不燃材料裝修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第 2項第 2目、預防事務審

查基準第 3條第 1項) 

04. 冷暖、換氣等空調系統應為專用之獨立系統(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 238條第 2項第 3目、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3 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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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防災中心監控盤、操作盤等防災設備應以第腳螺栓或其他方法予固定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第 2項第 4目、預防事務審

查基準第 3條第 5項) 

06. 防災中心內社友人員睡眠、休息區域時，該部分予以防火區劃間隔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第 2項第 5目、預防事務審

查基準第 3條第 4項) 

四. 防災中心面積： 

01. 防災中心之面積大小應依建築物之用途類別、規模大小、設置於防災

中心各種設備，並依內容不同，活動其操作空間，以達到防災設備維

護管理、操作、檢核及監控之空間為原則。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3條第 3 項)  

02. 現行消防法系規定防災中心面積不得小於 40平方公尺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第 3項)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2條第 1 項) 

五. 本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高層建築物各項防災設備包括  01.電力設備、   

02.消防設備、03.排煙通風設備、04.昇降機設備、05.聯絡通信社備、     

06.燃氣設備、07.其他必要設備。消防法系規定防災中心應具備設備如下：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條第 3項) 

01.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 

02.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4條第 5 項亦同) 

03. 緊急廣播設備之擴音機及操作裝置。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4條第 5 項亦同) 

04. 連接送水管之加壓送水裝置及與其送水口處之通話連絡。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4條第 1 項亦同) 

05. 緊急發電機。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4條第 4 項亦同) 

06. 常開式防火門之偵煙型探測器。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4條第 5 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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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室內消防栓、自動撒水、泡沫及水霧等滅火設備加壓送水裝置。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4條第 2 項亦同) 

08. 乾粉、二氧化碳等滅火設備。 

09. 排煙設備。 

(預防事務審查基準第 4條第 3 項亦同) 

六. 因「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主為設備規範，故參考「日本東京

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檢查基準」予以補充設施相關條文說明 

 

條文修正草案內容： 

一. 防災中心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二. 防災中心設置位置除了現行條文中通達 「直上層、直下層」 外，並增加 「直

通達逃生避難層」 之補充說明。 

三. 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 (包括底材) ，以

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四. 防災中心空間配置、使用的完整性及合理化(須後續補充平面配置圖說明)，

設備機能可參考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238條」補充。 

五. 防災中心設置需求及「防災中心設施設備」保留原條文，但參考「日本東

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檢查基準」依設置位置、構造、機能等修訂

之，予以補充解釋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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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建築技術施工編第 259條 高層建築物防災系統 

(資料來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四章修正條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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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防災中心補充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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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條文修正建議彙整表 

 

壹、 既有技術規則施工篇與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之檢討： 

    在本研究案初步研提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十二章第 241條至第 259條之

修正建議。 

表 5-1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條文修正建議彙整表 

條文編號 專家座談會提出修正建議 

第 241條 條文內容與規範內容相對不足，故本研究提出修改及增加條文解釋之建議。 

第 242條 條文不進行修改。但需附上電梯廳防火區劃鐵捲門、梯廳連結走廊部防火區

劃之詳細圖說。 

第 243條 條文內容與規範內容相對不足，故本研究提出修改及增加條文解釋之建議。 

第 244條 條文內容與規範內容相對不足，故本研究提出修改及增加條文解釋之建議。 

第 245條 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第 246條 條文內容與規範內容相對不足，故本研究提出修改及增加條文解釋及補充規

範說明之建議。 

第 247條 條文內容與規範內容相對不足，故本研究提出修改及增加條文解釋及補充規

範說明之建議。 

第 248條 條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第 249條 條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第 250條 條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第 251條 內容條文於其餘法規補充解釋，回歸主管機關管理，並提出由建築法規進行

整合之建議。  

第 252條 條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第 253條 條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第 254條 條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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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5條 內容條文於其餘法規補充解釋，回歸主管機關管理，並提出由建築法規進行

整合之建議。  

第 256條 條文本身並不與設備法規相矛盾，暫不予以更動。 

第 257條 內容條文於其餘法規補充解釋，回歸主管機關管理，並提出由建築法規進行

整合之建議。 

第 258條 內容條文於其餘法規補充解釋，回歸主管機關管理，並提出由建築法規進行

整合之建議。 

第 259條 條文內容與規範內容相對不足，故本研究提出修改及增加條文解釋之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條文修改 

壹、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1 條 修改： 

表 5-2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1條條文修改表 

241 條原條文  241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

應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二座特別安全梯應 

在不同平面位置，其排煙室並不得共用。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應以具

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及該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

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公尺以上或

十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特別安 

全梯，且通達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 

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

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二座特別安全梯應在不 

同平面位置，其排煙室並不得共用。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應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 

設備及該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

之防火區劃。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公尺以上或十

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特別安全梯，

而且通達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 樓層之

梯間不得直通。通達避難層之特別安全梯，至  

少一座之出入口直接通向戶外。 

高度達二十五層以上或高度九十公尺以上之高

層建築物，並通達地下三層以上，供停車空間  

使用時仍應設置至少兩座安全梯，並應符合二 

方向避難原則，至少一座應為特別安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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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說明 

高度高度達二十五層以上或高度九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常因附設大量停車空間而深 開

挖，考量停車使用人之避難及消防援助之有效性，修正至少一座為特別安全梯通至地下層，且   

應考量兩方向避難原則而均衡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3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1-1條追加條文表 

241-1條追加條文  

高層建築之特別安全梯，其構造除依照本編第 79條第三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排煙室（含陽台）通往樓梯間之出入口，應為常閉式防火門。  

二. 排煙室應由走廊進入，且通往排煙室之出入口上方應有 30公分以上可有效防煙之固定垂壁。  

三. 高度達二十五層以上或高度九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排煙室設置之送風用風道或風管，

應以 10~15層樓為單位設置外氣進風口，且外氣進風口應與排煙口相互隔離。  

四. 儲藏室、機械式、茶水間等有失火之虞空間之出入口及電氣管道間，其維修口上不得面向   

樓梯間、排煙室設置。  

五. 排煙室內除緊急昇降機或災害時輔助弱勢救助之昇降機之出入口外，避免設置其他昇降機 

之出入口。  

六. 排煙室內設置室內消防栓或連結送水管之放水口時，從走廊等屋內通往排煙室出入口之防 

火門之上下方應設置消防用帆布管之通過孔。  

條文修正說明 

參考「日本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高層建築物審查基準」中對於「避難設施」之規定，另訂      

241 條之 1，強化特別安全梯的構造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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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242條 條文修改： 

表 5-4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2條條文修改表 

242條原條文  242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 

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

立之防火區劃。 

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

性能。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 

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

防火區劃。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 

備及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

火區劃。 

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

能。前項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劃

者，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 

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口，免受應裝設有遮煙  

性能防火設備之限制，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 

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即自動關閉，且具有  

遮煙性能時，昇降機道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免  

受遮煙性能之限制。  

條文修正說明 

一. 本條文維持原條文不予更動。 

二. 參考「審查基準」之「火災擴大防止對策」可另訂 242條之 1強化防火區劃。(面積、避        

難路徑、豎穴區劃)及內裝材料不燃化之相關規定。  

三. 一般昇降機非供避難使用，故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非避難路徑，不必為防火區劃，故取消。

但應將本編第 79 之 2條、第 203條之二項條文納為補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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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昇降機機間及梯廳獨立防火區劃圖說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表 5-5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2-1條追加條文表 

242-1條追加條文  

高層建築物之防火區劃，除應依照本編第三章第四節之相關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每防火區劃應確保居室任一點均有兩方向之避難路徑，但區劃面積 100㎡以下者不在此限。 

二. 防火區劃設置防火設備時，該防火設備上方應設置 30㎝之遮煙垂壁。  

三. 防火區劃若採用輕質氣泡混凝土、預鑄混凝土板者，其接合部應以岩棉或水泥砂漿等不燃  

材料填塞，確保區劃之耐火性能及防煙性能。  

四. 除特別安全梯、緊急用昇降機之昇降機道及排煙風管管道間外，建築物之樓板不得設置豎穴。 

五. 高度達二十五層以上火高度九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除緊急昇降機外，電梯應以 15層

~20層為單位行垂直分區。 

六. 通風換氣、冷暖氣設備之風管風道，儘量不貫穿樓板，採用各樓設置空調機械室之各樓空   

調方式。但使用耐熱處理之金屬風管作為新鮮空氣之供給風道或排氣用風道，且貫穿樓板  

設有防火閘門者不在此限。  

七. 帷幕外牆與樓板之接合部位，應以具氣密性及防火性能之濕式岩棉、水泥砂漿等不燃材料  

充填，但應加置鋼絲網、鐵板等材料防止脫落。  

八. 帷幕牆之支撐鐵件及結構上重要之固定按裝鐵件應行防火被覆。  

條文修正說明 

一. 本條文維持原條文不予更動。 

二. 參考「審查基準」之「火災擴大防止對策」可另訂 242條之 1強化防火區劃。(面積、避        

難路徑、豎穴區劃)及內裝材料不燃化之相關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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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3 條修改： 

表 5-6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3條條文修改表 

243條原條文  243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

十六層以上部分，除住宅、餐廳等係建築物  

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 

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  

且與其他部分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

區劃分隔。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

六層以上部分，除住宅、餐飲用廚房或屋頂層  

設置機械室供冷暖氣設備、鍋爐設備使用等係 

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除住宅外，應將  

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 

設備籍瓦斯自動遮斷裝置，且與其他部分應具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等防火設備及該層

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高層建築物之住宅使用燃氣設備，依下列規定： 

一. 於各瓦斯器具之使用場所裝設瓦斯洩漏自

動警報裝置。  

二. 住宅各戶裝設瓦斯自動遮斷裝置閥。  

三. 於建築物瓦斯外管引進管之近道路境界線

之基地內，應裝設由地面簡易操作之瓦斯 

整體遮斷裝置，其他有關瓦斯配管及器具 

之安裝，需同時符合本技術規則「建築設  

備編」之「第四章第一節燃氣設備」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條文修正說明 

參考「審查基準」之「失火防止對策」之火源管理，並區分住宅及非住宅類增訂使用燃氣設備     

時之相關規定，包括：洩漏警報自動遮斷裝置、各戶遮斷裝置、建物全體遮斷裝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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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4 條： 

表 5-7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4條條文修改表 

244條原條文  244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或十

六層以上之樓層應設置緊急昇降機間，緊急用

昇降機載重能力應達十七人 (一千一百五十

公斤) 以上，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

尺，且自避難層至最上層應在一分鐘內抵達 

為限。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

層以上之樓層應設置緊急昇降機間，緊急用昇 

降機載重能力應達十七人 (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以上，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尺，且自  

避難層至最上層應在一分鐘內抵達為限。高度 

達 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高到九十公尺以上之高 

層建築物，通達地下三層以上供停車空間使用

時，緊急昇降機仍應通達各該樓層。  

條文修正說明 

參考「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消防活動、救助設施」相關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2昇降機防火區劃及遮煙細部圖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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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5 條： 

表 5-8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5條條文修改表 

245條原條文  245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之配管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一 

般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分之一，消防、

瓦斯等配管為百分之一。 

高層建築物之配管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一般 

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分之一，消防、瓦  

斯等配管為百分之一。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陸、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6 條： 

表 5-9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6條條文修改表 

246條原條文  246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配管管道間應考慮維修及更換空

間。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置。但與給水  

管或排水管共構設置者，不在此限。 

高層建築物配管管道間應考慮維修及更換空

間。瓦斯管之主立管應設置於戶外為原則。但  

設置於室內時，則應為獨立管道間並設置洩漏 

警報與遮斷裝置。 

條文修正說明 

一. 配管設置於管道間內者，建議不論是否單獨設置或與給水管共構設置，均需考量上方通氣  

口之通氣性及管道間內通風不良之問題，因恐影響偵測之準確性。 

二. 東京都消防廳「予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在「瓦斯（燃氣）洩漏警報設備、瓦斯（燃氣）

自動遮斷裝置」明確規定下示通風不良場所應設置瓦斯洩漏警報裝置：「瓦斯遮斷閥室」、  

「瓦斯表室」、「主配管道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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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7 條： 

表 5-10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7條條文修改表 

247條原條文  247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

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其貫  

穿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

置防火閘門。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

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其貫穿  

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

火閘門。高層建築物內之給排水系統，若屬於  

防火區劃管道間內之幹管管材、以及貫穿區劃  

部分已施作防火填塞的水平支管，則不受前述 

不燃材料之規定。但設置於自樓地板面起高度 

一點二公尺以下部分支給排水、通氣等之管，  

得不受前述不燃材料之限制。 

條文修正說明 

一. 日本施行令第 113 條第 2項條文，貫穿防火區劃的管材規範貫穿處二側各 1公尺須以不燃材

料製成，但 PVC管厚度超過一定厚度時，其貫穿區劃部上下各 1公尺不須額外包覆不燃材料。  

二. 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去文內政部營建署建議修正將該條文將「各  

種配管」排除給水系統配管。  

三. 給排水支配管管材不敵自行引燃，故比照本編 88條附表備註二、三條原條文之材料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捌、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8 條： 

表 5-11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8條條文修改表 

248條原條文  248條修正後條文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屋頂上或中間設備層之機

械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構上，其支承系 

統除須有避震設施外，並須符合本規則 

建築構造編之相關規定。 

二. 主要部分構材應為不燃材料製成。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屋頂上或中間設備層之機械

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構上，其支承系統 

除須有避震設施外，並須符合本規則建築 

構造編之相關規定。 

二. 主要部分構材應為不燃材料製成。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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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9 條： 

表 5-12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49條條文修改表 

249條原條文  249條修正後條文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內、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 

地下層之給水水箱，其設計應考慮結構體之 

水平變位，箱體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

並應可從外部對箱體各面進行維修檢查。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內、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地 

下層之給水水箱，其設計應考慮結構體之水平 

變位，箱體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並應  

可從外部對箱體各面進行維修檢查。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拾、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0 條： 

表 5-13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0條條文修改表 

250條原條文  250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給水設備之裝置系統內應保持適

當之水壓。 

高層建築物給水設備之裝置系統內應保持適當

之水壓。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拾壹、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1 條： 

表 5-14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1條條文修改表 

251條原條文  251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應另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

結送水管，其管徑應為一百公厘以上，出水口

應為雙口形。 

高層建築物高度每超過六十公尺者，設置中繼

幫浦，連結送水管三支以下時，其幫浦出水口

之水量不得小於 2400 公升／分鐘，每增加一

支出水量加 800公升／分鐘至五支為止，出水

口之出水壓力不得小於 3.5公斤／平方公分。 

高層建築物應另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結

送水管，其管徑應為一百公厘以上，出水口應  

為雙口形。 

高層建築物高度每超過六十公尺者，設置中繼 

幫浦，連結送水管三支以下時，其幫浦出水口  

之水量不得小於 2400公升／分鐘，每增加一   

支出水量加 800 公升／分鐘至五支為止，出水  

口之出水壓力不得小於 3.5公斤／平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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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說明 

一. 251條、255條、257條、258條等消防設備之條文，若消防法規已有規定者可暫列予保留，

日後可考諒刪除，但比照「東京都預防事務檢查基準」，增訂相關耐震措施之規定。  

二. 本次修正消防設備法規保留本編原法規，故暫不更動。相關防震耐震措施列於後續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拾貳、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2 條： 

表 5-15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2條條文修改表 

252條原條文  252條修正後條文  

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

十五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向皆可視認之航 

空障礙燈。 

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十

五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向皆可視認之航空障 

礙燈。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拾參、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3 條： 

表 5-16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3條條文修改表 

253條原條文  253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之避雷設備應考慮雷電側擊對應

措施。 

高層建築物之避雷設備應考慮雷電側擊對應措

施。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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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4 條： 

表 5-17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4條條文修改表 

254條原條文  254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設計時應考慮不得影響無線通信

設施及鄰近地區電視收訊。若有影響，應於  

屋頂突出物提供適當空間供電信機構裝設通

信設施，或協助鄰近地區改善電視收訊。 

前項電視收訊改善處理原則，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定之。 

高層建築物設計時應考慮不得影響無線通信設

施及鄰近地區電視收訊。若有影響，應於屋頂  

突出物提供適當空間供電信機構裝設通信設

施，或協助鄰近地區改善電視收訊。 

前項電視收訊改善處理原則，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定之。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拾伍、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5 條： 

表 5-18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5條條文修改表 

255條原條文  255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用強弱電之電線電

纜應採用強電三十分鐘、弱電十五分鐘以上 

防火時效之配線方式。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用強弱電之電線電纜

應採用強電三十分鐘、弱電十五分鐘以上防火 

時效之配線方式。 

條文修正說明 

一. 251條、255條、257條、258條等消防設備之條文，若消防法規已有規定者可暫列予保留，

日後可考諒刪除，但比照「東京都預防事務檢查基準」，增訂相關耐震措施之規定。  

二. 本次修正消防設備法規保留本編原法規，故暫不更動。相關防震耐震措施列於後續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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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陸、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6 條： 

表 5-19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6條條文修改表 

256條原條文  256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之升降設備應依居住人口、集中

率、動線等三者計算交通量，以決定適當之電

梯數量及載容量。 

高層建築物之升降設備應依居住人口、集中率、

動線等三者計算交通量，以決定適當之電梯數量

及載容量。 

條文修正說明 

現有規定無競合或疑義，故維持原條文之架構與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拾柒、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7 條： 

表 5-20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7條條文修改表 

257條原條文  257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每一樓層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設置偵煙型探 

測器為原則。 

高層建築物之各層均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但已設有其他自動滅火設備者，其於有效防 

護範圍，內得免設置。 

高層建築物每一樓層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設置偵煙型探測器 

為原則。 

高層建築物之各層均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但 

已設有其他自動滅火設備者，其於有效防護範

圍，內得免設置。 

條文修正說明 

一. 251條、255條、257條、258條等消防設備之條文，若消防法規已有規定者可暫列予保留，

日後可考諒刪除，但比照「東京都預防事務檢查基準」，增訂相關耐震措施之規定。  

二. 本次修正消防設備法規保留本編原法規，故暫不更動。相關防震耐震措施列於後續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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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捌、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8 條： 

表 5-21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8條條文修改表 

258條原條文  258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火警警鈴之設置，嗚動應依規定： 

一. 起火層為地上二層以上時，限該樓層與 

其上兩層及其下一層嗚動。 

二. 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樓層與其上一 

層及地下層各層嗚動。 

三. 起火為地下層時，地面層及地下層嗚動。 

高層建築物火警警鈴之設置，嗚動應依規定： 

一. 起火層為地上二層以上時，限該樓層與其 

上兩層及其下一層嗚動。 

二. 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樓層與其上一層 

及地下層各層嗚動。 

三. 起火為地下層時，地面層及地下層嗚動。 

條文修正說明 

一. 251條、255條、257條、258條等消防設備之條文，若消防法規已有規定者可暫列予保留，

日後可考諒刪除，但比照「東京都預防事務檢查基準」，增訂相關耐震措施之規定。  

二. 本次修正消防設備法規保留本編原法規，故暫不更動。相關防震耐震措施列於後續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拾玖、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59 條： 

表 5-22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59條條文修改表 

259條原條文  259條修正後條文  

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防災  

中心： 

一. 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  

上層或直下層。 

二. 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  

公尺。 

三. 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  

地板予以區劃分隔，室內牆面    

及天花板 (包括底材) ，耐燃   

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一. 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二. 防災中心應設於消防隊由外部容易出入之位置。  

三. 防災中心應設於容易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

全梯之位置。  

四. 出入口至屋外任一出入口之步行距離，應於三十  

公尺以下 。  

五. 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其面積規模 

應能容易操作、維護防災設備   機器等之監視、

控制且能提供消防活動   之指揮據點使用。 

六. 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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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材為限。 

四. 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

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01. 電氣、電力設備。  

02. 消防安全設備。 

03.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04. 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05. 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06. 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

者，應設置之瓦斯緊急遮   

斷設備。 

07. 其他之必要設備。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  

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  

其防災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    

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  

系統設備；其應具功能如左： 

一. 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   

功能。 

二. 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三. 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四. 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五. 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六. 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與

建築其他部分予以區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 

(包括底材)，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七. 防災中心之換氣、冷暖氣設備應為專用。  

八. 防災中心供操作人員睡眠休息使用部份應設於鄰

近場所，設於防災中心內部時，該部份仍應防火  

區劃，且不得計入防災中心之面積。 

九. 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 

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01. 電氣、電力設備。(包括緊急發電機之顯示)  

02. 消防安全設備。(包括連結送水管等、通話、

室內、消防栓之啟動顯示) 

03.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包括排煙室防火門之

火警探測器聯動顯示) 

04. 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05. 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06. 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置之瓦斯 

緊急遮斷設備。 

07. 其他之必要設備。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者，除應 

符合前項規定外，其防災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   

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備；其應   

具功能如左： 

一. 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二. 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三. 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四. 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五. 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六. 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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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國內建築工法、材料、設備等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建築技術規則之內容

亦有其他相關法規陸續納入，為能配合時代的需求爰有全面檢討之必要。以專

家座談會與審查會議之專家委員意見彙整，並藉由與技術專業人員、工會代表、

實際使用戶提出落實修正建議的可行性。作為修改現有條文之相關必要設計規

範及依據。因此，將本研究過程提及之法規後續修正意見列於下，並提供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及內政部營建署參考之用。  

 

後續之檢討與修正:  

一. 地下三層樓之停車場同為非居室，應考量地下室屬於深開挖或大規模的條

件，並回歸本編第四章針對地下室討論。因檢討過程必定會牽涉防火區劃、

緊急昇降梯、特別安全梯及排煙相關設備。條文修正應同步檢視本編第十

三章「地下建築專章」之修改即檢討。 

二. 建技規則規定高層建築設置戶外逃生梯，國內普遍缺乏戶外逃生梯，以及

現有建築主要構造之耐火性能與被覆，室外防火漆許多防鏽失敗案例所造

成相關爭議，應參考日本防火披覆之實務操作，並會於後續蒐集相關法規

及參考文獻時納入檢討考量。 

三. 防災中心設置因目前本編第 259 條之修改尚未完善，還是為參考「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 條」及「日本東京都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為主，並於後續檢討使用空間完整性並繪製相關平面圖進行參考。 

四. 中繼幫浦設置於高層建築物中間避難層之疑義，因中間避難層通常為設備

層之設置，目前法規尚規範之矛盾，於報告內無此檢討。會於後續蒐集相

關案例並納入檢討考量。 

五. 本編第 247 條所提「同等效能防護措施」，建議後續於後續提出具體說明及

圖例，並提供於主管機關、相關公會團體參採使用。 

六. 將本研究之成果及相關條文解說、圖說彙集成參考手冊，供後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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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中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表 

日期：103年 7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林教授 

慶元 

 

1. 期中研究報告內容符合需求。 

2. 後續研究內容相關法規請配合 7

月 1日部分施行新規定調整。 

1. 於報告中所附之建築技術規則設備

編第 242 條補充圖例及條文已依照

7月 1日之修改法規進行調整修正。 

陳教授 

純森 

1. 報告書第 17 頁建技規則規定高層

建築須設戶外逃生梯，國內普遍缺

乏戶外逃生梯，有無探討之考量。 

2. 報告書第 26 頁主要構造之耐火性

能與被覆，有無包括防火漆審查，

室外防火漆許多防鏽失敗案例造

成爭議，也會間接影響後續防火性

能。室外空間如無火載量，且逃生

容易，其防火時效與工法如何考

量。 

1. 報告書第 17頁「建技規則規定高層

建築設置戶外逃生梯，國內普遍缺

乏戶外逃生梯…」，以及第 26頁「主

要構造之耐火性能與被覆，室外防

火漆許多防鏽失敗案例造成爭

議…」，因國情不同且台灣法規尚無

此相關規範，故於報告內無此檢

討。會於後續蒐集相關法規及參考

文獻時納入檢討考量。 

唐教授 

雲明 

1. 以往研究範圍之相關法條，在以往

執行過程中，若曾批評、釋疑、修

正的沿革，建議可依時間序列整

理，或許可以看出一些法規變革的

軌跡。 

1. 後續補充之解釋令將會參酌修改沿

革及營建署條文檢討建議，使法規

修正更貼近使用現況並提升落實可

行性。 

許委員 

哲銘 

1. 報告書第 12 頁 3 處「內政部消防

局」，請修正為「內政部消防署」。 

2. (特別)安全梯之安全門平時保持

關閉，係高樓避難逃生之關鍵，能

1. 報告書第 12 頁 3 處「內政部消防

局」，已修正為「內政部消防署」。 

2. 後續補充之解釋令將會參酌修改沿

革及營建署條文檢討建議，使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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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否探討安全門開啟警示裝置並顯

示於防災中心。以設備機能代替以

往之人為作為，提昇安全係數。 

修正更貼近使用現況並提升落實可

行性。 

楊委員 

逸詠 

1. 居室、非居室之檢討為申請建築執

照時之設定，往往與實際使用不

同，高層建築物法規之修正，請考

慮此因素。 

2. 設計施工篇第 259條增加「須直達

平面層」之補充說明，其含意應再

明確，以避免使用者在認知上誤

差。 

1. 居室、非居室之檢討往往與實際使

用不同，高層建築物法規之修正會

於第三次專家座談會邀請瓦斯相關

業者及燃氣管線業者，配合實際使

用者意見反映及案例分析進行檢

討。 

2. 高層建築物之安全門開啟警示裝置

顯示於防災中心之建議，目前報告

中所附之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第

259 條之修改，還是為參考「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

條」及「日本東京都高層建築物審

查要領」為主，會於後續將委員意

見納入修改參考。 

3. 設計施工編第 259 條增加「須直達

平面層」之補充說明，已將錯別字

修改為 “地面層”，以避免使用者

在認知上誤差。 

鄧教授 

子正 

1. 將文中參考研究報告列入參考文

獻中。 

2. 部分文字正確性請再檢視。(如報

告書第 11頁、第 4頁、第 50頁) 

3. 報告書第 24 頁說明是否移至第三

節較為妥適。 

4. 報告書第三章的檢討結果如何獲

1. 報告書第 24 頁說明已將東京都消

防廳預防審查基準之高層建築物審

查要領列於相關參考文獻內。 

2. 後續補充之解釋令將會參酌修改沿

革及營建署條文檢討建議，使法規

修正更貼近使用現況並提升落實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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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得請說明。 

5. 審查委員、座談專家意見，以及過

去的研究報告成果，應有更細緻的

整理。 

6. 許多問題尚未呈現，建議研究內容

再多留意處理。 

中華民國土

木技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林技師 

增志 

1. 建議後續研究成果應提出適合的

高層建築「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

規」明確之修正或增加條文。 

1. 後續補充之解釋令將會參酌修改沿

革及營建署條文檢討建議，使法規

修正更貼近使用現況並提升落實可

行性。 

中華民國消

防設備師公

會全國聯合

會林技師 

世昌 

1. 研究內容偏重於既有條文、日本法

規與消防法規的比較，及增加專家

學者意見。對於高層建築物應否設

置中間避難層完全未討論，相當可

惜。 

2. 高層建築物是否應檢討中間避難

層，何種情境下需要中間避難層。 

1. 高層建築物設置中間避難層之討

論，故中間避難層通常為設備層之

設置，目前法規尚規範之矛盾，於

報告內無此檢討。會於後續蒐集相

關參考文獻時納入檢討考量。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鄭主秘 

元良 

1. 高層住宅與餐廳燃氣設備相關規

定中例如偵測與遮斷之疑義與修

正內容，請研究團隊予以釐清。 

1. 檢討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第 243

條： 

01. 營業用空間使用燃氣設備，應

於空間設置獨立防火區劃。 

02. 非營業用空間使用燃氣設

備，應設置瓦斯緊急遮斷裝置

及瓦斯漏氣偵測自動警報裝

置，而不須獨立防火區劃。 

03. 可建議參考日本東京都消防

廳規定，瓦斯管線之來源處設



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之檢討研究 

110 
 

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置瓦斯緊急遮斷裝置；瓦斯明

管可不須設置遮斷裝置，但管

道間內瓦斯管線須強制設置

遮斷裝置；瓦斯漏氣偵測自動

警報裝置於密閉空間內，並建

議定點設置(天花板亦同)。 

2. 設備系統為配合國情使用需求差

異性，及鑑於檢討本編 第 243

條、第 247 條具備之設備技術專

業，於後續專家座談邀請瓦斯相關

業者及燃氣管線業者，並將回饋意

見納入做為修改條文之參考依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錄二 期末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表 

 

111 
 

附錄二 期末審查會議記錄及回應表 

日期：103年 11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報室 

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周智中主

任工程司 

1. 探討結果非常豐富且具有價值，希

望後續能看到具體修正條文。 

2. 建議能夠在成果報告書提出具體

明確修正條文內容。 

3. 建議修正條文是否能有解說和圖

例，對於條文未來執行更有幫助。 

1. 感謝委員肯定，預計會於第五次座

談會將具體修正條文列出，屆時也

請不吝賜教。 

2. 會於最後報告書呈現時一併將解說

圖說詳細附上，對於條文修改建議

及相關修正提供參考。 

唐雲明  

教授 

1. 提出法規修正時除技術議題考量

之外，並應分析對於各種層面或關

係人之影響利弊得失，再據以提出

法規修正建議，立法與執行之推動

時才能免除較少之阻力。 

1. 依委員建議，條文修改之利害關係

及得失考量會斟酌參考，並呈現於

本研究條文修改當中。 

許哲銘  

委員 

1. 建議二中提及「私人自行檢查」，

是否為專業技師、人員或業者自我

檢查。 

2. 報告書第 51頁缺少表格請補正。 

3. 第 259條條文，考量實務上部分縣

市皆設於避難層，如設於地下層涉

及防災中心獨立空調、管線、消防

人員進出之難易、安全疑慮等變

數，建議「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

或其直上層、直下層或直達地面

層」，修正為「防災中心應設於避

難層為優先，如有困難，方設於其

1. 應由事業主管機關派專業技師檢

查。 

2. 感謝委員指教，缺失部分目前已修

正。 

3. 第 259 條防災中心條文相關修正，

將參考許哲銘委員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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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直上層或直下層。」 

鄧子正  

教授 

1. 針對書面報告，建議報告撰寫內容

及排版格式請再檢查，以確定符合

委託單位要求。另內容亦應留意檢

視，是否符合合約書規定。 

2. 所作的結論與建議，應考量實務上

之操作可行性，以及法規彼此之間

的競合情形，確保本項法規檢討與

修正建議確實可行。 

1. 感謝委員指教，錯漏字及表達不清

楚部分目前已修正。 

2. 研究團隊會參考委員建議，將條文

修改之實務可行性之關係及得失考

量會斟酌參考，並呈現於本研究條

文修改當中。 

內政部  

營建署    

孫立言  

研究員 

1. 期末報告書內多處錯別字、漏字、

圖表未正確顯示或「詳見下表」但

未見表之情形，請檢視修正。另本

案研究內容為法規，內容請用正式

法規用詞，例如表 1-1、表 1-2提

到「設備篇」、「設施篇」，是否指

第 12 章之「防火避難設施」、「建

築設備」二節？ 

2. 現場提供資料中，第 242 條之說明

提到遮煙設備尚無認可通過產品

1節，目前已有認可通過產品，又

第 243 條有關使用燃氣設備空間

應為防火區劃之營建署 95.5.10

函解釋令，近期有新解釋令，均請

洽營建署更新。 

1. 錯漏字及圖表未標示清楚部分目前

已修正，內容法規詞彙也已整合完

畢，感謝委員指教。 

2. 已將最近期更新資訊及關於第 242

條之說明提及遮煙設備列表於本報

告第四章內。 

3. 於中文摘要內建議內容及不妥適部

分，均已修正。 

4. 會於最後報告書呈現時一併將解說

圖說詳細附上，對於條文修改建議

及相關修正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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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3. 中文摘要，主要建議事項，第 2

項建議內容及主協辦機關均不妥

適，請再檢視調整。 

4. 因本案研究成果將供本署修正法

規，請提供具體的修正草案，如建

議補充圖例，亦請繪製圖例。 

中華民國

土木技師

公會全國

聯合會  

林增志  

技師 

1. 請增加結論及建議以符合研究報

告之完整性。 

1. 已針對法規修正及本研究之結論建

議進行調整修正，感謝委員指教。 

雷明遠  

研究員 

1. 第 247條建請研提「同等效能防護

措施」具體說明及圖例，俾提供主

管機關、相關公會團體參採使用。 

2. 建請將相關條文解說、圖說彙集成

參考手冊，可供後續使用。 

3. 建請將研究成果彙整成法規修訂

格式，於下次專家座談會提出討

論，並納入成果報告。 

1. 會於最後報告書呈現時一併將解說

圖說詳細附上，對於條文修改建議

及相關修正提供參考。 

2. 將於第五次專家座談會之前列出三

欄式條文修改及說明草案。 

內政部  

建研所    

鄭元良  

主任秘書 

1. 修正條文請依三欄式格式具體研

擬，並於第五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

提出討論。 

2. 若有修正條文建議放寬限制時，其

理由和說明要非常的充分且完整。 

3. 天然瓦斯緊急遮斷器目前標準檢

驗局刻正檢討評估列為應施檢驗

項目，目前尚無認證，如強制規定

1. 將於第五次專家座談會之前列出三

欄式條文修改及說明草案。 

2. 第 247 條材料運用及條文的放寬，

會將放寬說明一併列於研究報告

內，以達到強化條文修改之目的。 

3. 因台灣尚無針對遮斷器之強制性規

範，目前相關事業協會僅比照中華

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規定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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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審查意見 執行單位回應 

需設置時，如何確保遮斷器的品

質。 

層建築物用瓦斯設備耐震設置施工

指針」採自我約束。建議可加入於

研究案後續建議內，將施工指針納

為條文修改之參考依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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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3年 05月 16日 

二、開會地點：本所簡報室（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13樓） 

三、主席：鄭主任秘書元良                             記錄：蘇鴻奇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簡報：（略） 

八、綜合討論（依研究計畫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1條 

原條文 

(100/07/01修正)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二座

特別安全梯應在不同平面位置，其排煙室並不得共用。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

為特別安全梯，且通達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 

 

檢討背景 

考量採深開挖之建築物因地下樓層數多，易衍生消防活動困難與人員避難

時間較長等情形，故檢討原條文中對於地下樓層垂直動線設置規定不足之現

況。 

 

現階段檢討內容 

1. 依據第 95 條規定，八層樓以上及特定對象之建築物各層需設置二座以上之

直通樓梯達避難層或地面，其樓面居室須檢討步距、重複步距、二方向避

難等 

2. 依據營建署於針對 95條的釋疑，以 100/04/27之解釋令(營屬建管字

1002906950 號)指出有關非居室部分得免檢討步行距離、重複步距、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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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等。然而地下室之機能多非以居室為用途，但樓層數多時亦會產生救

災、逃生之課題。 

3. 依據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令第五章避難設施篇第 122 條規定，通達地下三

層以上的直通樓梯須為特別安全梯。 

4. 依據上述，本研究團隊目前的檢討方向為：考量深開挖之地下室特性，若

屬地下三層以上的樓層規模，建議設置一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或是設置

緊急降機。 

專家會議討論項目 

1. 第 241條規定是否需要修正。 

2. 限制對象是否需擴及高層建築以外之建築物。 

3. 直通至地下室的垂直動線須要求的等級為何。 

4. 例如以通達地下三層的兩組直通垂直動線為例: 

a.1組普通直通樓梯+1組特別安全梯 

b.2組皆為特別安全梯 (依據日本基準法相互參考)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許委員宗熙： 

1.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二章 高層建築物相關消防法規檢討，特

別以 243 條防火區劃及 247條配管不燃材料為業界執行及法規檢討為模糊

地帶，營建署希望經由此次研究案進行可以作適當的修正。其餘法規如 241

條–242條、244條–246條、248條–259條也能做全面的檢討修正。 

2. 此條解釋令於 95條，非居室部分升降梯檢討是否到達、兩方向避難是不是

要檢討。當時 100/4月解釋令說都可以不要。參考日本的文獻，深開挖搶

救是有困難的，條文修正重點應放置於深開挖規模以現在高層建築物要不

要有所限制。另外三樓以上是之安全梯是否強化為特別安全梯，241 條尋求

共識重點於此。 

鄭主任秘書元良： 

1. 資料來源為營建署，當時只有收錄總解釋令或簡單意見的紀錄，並無執行

上的問題回應及答覆。需補充收集民眾反映或解釋以外的發生問題，了解

問題再定對策。 

2. 統一飯店在信義計畫區要排除規定，性能排除高層要收集，過去累積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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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性能的排除的案例，查詢能不能放進來參考。 

3. 日本或是其他國家對於高層法規是否有規範改變。例如緊急升降機，日本

是獨立區劃不與一般升降共用。 

4. 我們技術規則檢討給排水，原則性查詢哪有牽涉到消防法規，並且是否歸

屬責任與範圍。此原則性是否比照給排水要再討論。例如 241條「且通達

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應該附上圖例說明，

單純文字不太能讓人了解。 

5. 燃氣設備於去年經過檢討，瓦斯公會鑑定完畢後建築技術規格就會陸續拿

掉，但還是會保留設備構造部分。以實務界立場，有涉及到空間部分就一

定要由建築法規管理，凡有涉及到空間部分都是由建築公會決定；反之，

單純機能由瓦斯公會管理，應雙方相互補。 

許委員哲銘： 

1. 高層建築物專章跟各類場所消防設施設置標準，特別複雜。原則上高層建

築物法規條列上些許簡略，設置標準較為詳細；高層建築物法規若只有一

條規定，設置標準可能有二十幾條條文詳細說明的情形，後續應互相補充

說明。 

2. 承上述，高層建築物現有條文在設置標準反而沒有，例如 259條第二項設

置標準沒有。解消防局根據這條設置防災監控系統，消防法規定搭配著其

他法規適用性與之共同規範，只要內容不相違背，高層建築專章條文作補

充。 

3. 或許全部回歸消防法規或是建築及消防兩邊共同保留是可以在之後討論的

，從不同觀點角度來看取捨或統一規定，可能需要兩個機關營建署和消防

署做一個政策上的一致，後續再邀請技術團體來做一個整合性的討論。從

專業立場一部分給消防、一部分歸空間規劃，或許成為另一個題目討論。 

4. 設置標準對高層建築物並無特定某場所做規範，目前條文是 85年修正，距

離現在將近 20年之久，雖然中間已有局部的修正，但還是不太夠的。今天

例如以高層建築物討論，內容只有防震措施但在防震規範上並無特別討論

規章；不同於台灣，日本有高層建築物防震強度規範等，以台灣設置標準

沒有對高層建築物增訂或是加強細則，設置標準那邊還不夠完善這也是今

後要注意的部分。 

5. 建築物法是需要被深化的。首先台灣建築師要統合技師，因建築物從設計

建造監照之後被分割成各細項規範，整體架構並不完整。如說未來能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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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的制度深化或是相關配套措施訂定，可能後續再拜託營建署做統整

，將建築物到使用階段都連貫起來。或許是很大的工程，但整合過後許多

施共上共同遇到之問題將會被迎刃而解。 

許理事長俊美： 

1. 241條第三點，建議直通至地下室的垂直動線須要求等級分配。舉例：地下

三層的兩組直通垂直動線應該為 1組普通直通樓梯及 1組特別安全梯。請

參考技術規則 96條已經有所說明。 

林教授慶元： 

1. 近年還比較需檢討問題是超過地下三層樓，停車場也為非居室，不適上述

條文。地下室屬於深開挖或大規模的條件是否對應建築物條件不一定為高

層或是各種樓層，應回歸回第四章重新開條文針對地下室討論？因牽涉的

問題一為區劃，二為緊急升降梯、安全梯，三為排煙。過去開專家座談會

時委員普遍都擔心地下室太深，應需要要有排煙功能會比較理想。是否地

下室法規不應該歸屬在高層討論，或許應另設一條文把問題釐清。 

2. 241條應檢討無論各層樓層是否為非居室，都應討論計算步距之問題，因有

若干案例將之做為更衣室使用，營利事業商業單位利用法規漏洞此行為反

而是有危險的，今後規則建議應設置條件交為保障。 

3. 241條另一嚴重問題即是步距跟重複步距之問題。計算重複步距須遵照兩方

向避難原則，但兩路徑夾角時常是非常小的甚至於就在同一走廊上，但若

將將此條文看作不是重複步距也不合理。後續簡套是否將這部分夾角度數

詳細規以上才算重複步距，以下則不。檢討上需有一實際規定較為理想，

在高層住宅升降梯間之區劃，不論是否為緊急升降梯，應有獨立的防火門

較理想。 

4. 到達避難層兩座特別安全梯均會在同一大廳。但討論現大廳有許多家具，

兩避難梯是否需要最少一支通戶外，較能降低危險性。則討論地下室深開

挖，緊急升降梯和特別安全梯還是分開討論。 

5. 特別安全梯設置牽涉到規模和深度問題，應經安全梯與至少一前室依同劃

入防火區劃之中，此二安全區劃才能有提高安全防護等級。 

6. 現高層建築物如若使顧及通用避難而使用電梯避難，有時電梯間是煙流串

之空間，當初法規設定將免計容積從 10%提高至 15%，但業界多將多出的 5%

空間另行填補作其他使用。原初構想若在高樓層無法快速至避難層避難或

許可暫時利用排煙室甚至預留一座輪椅空間當作緊急使用，現反而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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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逸詠： 

1. 基於研究團隊專業領域及研究案合約內容，尤其不應把屬於一般建築通用

法規於此談論。 

2. 以深開挖的坡道也能當作一座樓梯，因可下至地下一樓以及車道是被解釋

可以在規範之中。雖審查時會勸導規劃成層間區劃，但在法規的解釋上是

被允許的。類似這些東西不用把它當作研究案。建築能夠談論到僅進入至

安全廳空間尺寸大才，並不能概括用於此研究案談論。例如討論之重複步

行距離的關係，若干案件把主臥當作私用空間，應重新檢討此問題來討論

重複步距的計算法(到達玄關後就不算重覆步距)。 

3. 承上述，自防災計畫後不再核准此計算方式，因此問題也是為高層建築的

統一解釋不構精確問題，諸如此細項說明建議不用加入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與消防法規不要重複與相互矛盾即可。此研究案即點出以目前技術無法

被實現或修正之問題將此記錄下來即可。 

4. 建議高層建築務相關法規既然要強化應全面進行強化修正。反觀政策執行

面或許無法一次到位，但研究案能往前提升一些那就不無助益。如同 241

條檢討步行距離，期望此研究案可貢獻對應計算距離提出並落實執行。 

雷研究員明遠： 

1. 241條中討論高層建築附設深開挖地下室，其中條文內容有關深開挖或是大

規模規定，建議不應於此修正，建議回歸於地下建築技術規則或其他條文

進行修改，此研究案僅提出如何修整之建議。 

2. 深開挖步行距離若真要修正，因地下室危險度比較高救災也較困難，建議

較為較嚴格之特別規範檢視訂定。 

3. 解釋令建議加註圖示說明，較為清楚，解說圖例會列入此次必要加註。 

楊委員檔巖： 

1. 早期地下室做為停車場同時也做防火區劃，檢討步行距離時都照兩隻梯設

置，但第四章逃生避難限制排除非居室同時加上內政部解釋，業界作法都

變為單支梯。有疑慮的是高層建築地下室和一般建築地下室逃生應為一樣

，唯一差別為高層建築物地下室開挖規模深度較為大，所以檢討當然以兩

支安全梯設置為妥適。對應此種需求應各強況都要可以照應，唯一差別只

取決於基地規模尺寸為考量。贊成兩向逃生符合比例原則，以高層建築物

檢討不用考量一般建築物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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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前解釋車道為另一避難方向，但若一向為避難安全梯梯子下去另一方向

則為車道是否與解釋令相矛盾，解釋令討論非居室部分得免檢討步行距離

、重複步距、二方向避難，凡只要非居室就不需討論，應於此研究案定義

範圍。 

3. 96條中提及非居室直接排除於此高層建築物案。或許依照比例原則的是用

上地下是非居室那它可以酌量放寬，高層建築物法規較為嚴格執行。 

許委員哲銘： 

1. 以消防搶救觀點檢討，地下室增設消防設備較容易對於消防隊員緊急自救

。但現解釋令尚未詳細定義，於消防搶救上較無保障又較危險。另外於消

防搶救上下樓層都必須有緊急排煙室，但目前地下層則無相關規定，是否

研究案可協助將規定補充進去。設置特別安全梯同時有自然排煙之排煙室

，可提供在地下層排煙功能，同時在避難上也幫助，建議於此次加入條文

補充說明。 

許委員宗熙： 

1. 以設計實務討論地下，本身排煙較難做原因為進風口處從地面層進入，地

下排煙無法使用自然通風法經由屋頂排出。再者，設計規劃階段書面計算

是以完全氣密計算，但於施工時氣密性本身不好無法達到預期成果。日本

消防強化規定排煙不能由單支排煙排出，樓梯也規定必須錯開，是為了減

少風險，建議利用此次高層建築研究案修正此條文。 

2. 須實際檢討重複步距問題，例如高層步距原訂 25M 但經壓縮後減為 10M，或

許後續檢討案例面積討論。 

蔡組長綽芳： 

1. 呈上討論，是否修改整體本身法規架構問題？高層建築物相關架構說明，

或許修正一條及章節的修整。修正特別安全梯、緊急升降梯或許增加補充

條文。 

241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解釋令無法詳述部分須附詳細圖說以利於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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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2條 

原條文 

(93/01/01修正)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昇降

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連接昇降機間之走廊，應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

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檢討背景 

近來有關「昇降機道」的獨立區劃在建築業界引發討論，主要以「具防火

時效之電梯乘場門可否視為防火設備而視為區劃之構成」有所疑義；而昇降機

間出入口的防火設備是否應具遮煙性能亦為待釐清之部分。 

現階段檢討內容 

1. 本條文的內容檢討需同時檢視空間的「防火」與「遮煙」性能。 

2. 以防火性能而言，依目前之升降機的材料技術，具防火時效一小時電梯乘

場門屬一般的常態規格(CNS 2866 規定電梯乘場門需具一小時之防火時效)

。然而依據中華民國電梯協會於 100年 1月 25日以函覆(100中升總字第

10001006 號)台中市建築師公會對於「具防火時效一小時電梯乘場門可否直

接作為建築物防火區隔之一部分」疑義，明文表示具防火時效的電梯乘場

門在防火功能方面尚無法取代防火間隔，其主要原因在於電梯門屬於活動

開關設計，故在火災造成斷電狀況下無法確保電梯門在火災發生樓層呈關

閉狀況，故電梯協會建議於電梯門前規劃防火區劃(如防火捲門)以替代。 

3. 以遮煙性能而言，電梯協會以同函回覆電梯乘場門與大樓樓面、樓地板間

存有若干間隙，若無適當遮蔽且在遮煙效果尚無從認定之時，若大樓發生

火災恐因升降機道煙囪效應而無法達到充分遮煙功能。 

4. 依據日本建築基準法的修正經緯，西元 1981年所公布的函文(昭和 56年建

設省告示 1111號)中，升降機的乘場門可被認定為「具有遮煙性能的防火

門」，但因實務上電梯的乘場門在構成上無法滿足充分的遮煙效果，因此在

2000年修正基準法內容並廢止原有的函文，明文規定電梯乘場門的外側需

設置獨立的防火區劃，並須設置具有遮煙與防火性能的相關設備(如鐵捲門

等)。 

5. 依據上述，本研究團隊目前的檢討方向為：維持原條文之內容不予更動，

但應附相關圖例以易於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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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議討論項目 

1. 第 242條規定是否需要修正。 

2. 圖例內容的適當性、如何強化區劃之防火、遮煙性能。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許委員宗熙： 

1. 電梯公會表示防火乘場門雖具有防火時效，但因設計為活動式開口設計所

並無法具備遮菸功效。營建署偏向將防火及遮煙分開討論及區劃，防火為

乘場門防火區劃，遮煙只需做到遮蔽隔間牆或利用防煙垂壁並加排煙口。

遮煙和防火應分開處裡。 

林教授慶元： 

1. 7月 1日之後 242條正式實施，內容包括將機道與梯廳一同區劃，並且連同

走廊一同區劃。換言之機道不用乘場門也不用設置防煙。 

2. 電梯區劃須具備防火門需求，因設備大廠及小廠間無硬性規定造成各自為

政，電梯協會無法控管。防火性能建議可做兩道分隔，防火門前僅排煙及

可。過去 7月 1日前還沒實施之前，因為法規規定為垂直區劃概念，而不

將梯間納入區劃，建議還是梯廳與電梯一同區劃。 

周主任工程司智中： 

1. 在日本具有防火門性能的乘場門與非具有防火性能之乘場門都有廠商製作

生產，主要原因還是商業競爭力考量。以過往案例討論電梯外部應還是設

置區劃作為雙重保障。 

楊委員逸詠： 

1. 大廠依照美國試驗標準 10B試驗的壓力結果為負壓。鐵捲門設計利用負壓

的壓力差，達到垂直通道煙囪效應。請營建署注意現都使用 127標準，與

其他門為不一樣標準。 

林教授慶元： 

1. 7月 1日實施併同區劃，將梯廳外鐵捲門遮菸及防火併同啟動實施。如同乘

場門同時遮菸及防火會連同區劃實施。 

2. 門需要同時具備防火又需具備遮菸效能。雖與營建署開會決定可以將性能

分區但防火門些許漏煙還有拍煙區劃可幫忙排煙，可至少保證空間具有安

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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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宗熙： 

1. 建議此條文不用修，滿足具備防火時效之乘場門，補充些圖例即可。測試

遮菸性能之圖利也可標示說明清楚。具備遮菸性能的同時滿足營建署防火

之解釋。 

2. 以台北車站設計，電梯外部加上隔菸模及橫木，並設置防火遮蔽。 

3. 因應電梯協會的要求將防煙設備設於外部，增寫於 242條補充，升降梯道

併同升降機間處裡。 

4. 7月 1日實施後，升降機間之防火設備具有遮煙性，過去以往分開討論，現

合併機能滿足。 

楊委員檔巖： 

1. 電梯乘場門應設計自動回歸裝置，裝置必須附在驗證報告裡。斷電後使用

重力式自動回歸是必要的，不管任何時間必須要維持區劃；不管任何時候

也必須是關閉狀態，除非電梯到達該樓層才會打開。 

2. 一般情形兩種情況自動開啟，第一類型設定為會下降至最低層直接打開；

第二類型設定為最近樓層即自動開啟。討論梯間區劃是否考量。 

3. 以往規範僅只有防火區劃並無討論遮煙性能，現法規修改為同時顧及防火

及遮煙之區劃，由解釋令詳述說明。 

4. 獨立區劃將會衍生問題，須附註圖例解釋走廊軌跡線扣除後是否符合 92 條

之寬度規定？最新規範為 7月 1日之後必須要增加扣除軌跡線。 

5. 242條文不動，但須補上圖例解釋之，並且附圖例須通用性質。 

242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不進行修改，但需附上電梯廳防火區鐵捲門劃詳細圖說與梯廳連結走

廊部之防火分隔詳細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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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3條 

原條文 

(93/01/01修正)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除住宅、餐

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

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

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檢討背景 

近來關於本條規定高層建築物除住宅、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外，不

得使用燃氣設備，且使用燃氣設備空間的防火區劃之規定等產生疑義。經營建

署召會討論，認為如強化使用瓦斯安全之漏氣感知、自動遮斷、減少管線層間

變位等措施，若現行建築法規及其他法規已完備，則本條文可檢討修正。 

現階段檢討內容 

1. 日本對於燃氣設備的使用限制方面，雖然建築基準法並未明確規定，但東

京都消防廳在「予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第 2章「建築同意事務審查要領

」第 4節「形態別審查要領」第 1.「高層建築物」中第三目「失火防止對

策」中，針對瓦斯使用限制，制定「審查要領」，其內容中針對集合住宅與

非集合住宅用途之高層建築使用燃氣設備時有不同的規定。兩用途之規定

最大的不同在於集合住宅並無「設備集中設置、獨立防火區劃」的要求。 

2. 東京都消防廳在「予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的瓦斯安全系統規定中，針對

遮斷裝置、配管構造、瓦斯洩漏警報系統、瓦斯設備器具本體有明確規定

。 

3. 檢討高層建築使用燃氣設備之空間是否需要獨立區劃：例如集合住宅用途

屬於燃氣設備分散設置者，若有相關安全配套系統如瓦斯探測、警報、遮

斷等措施，可否免除該條文之規定。 

4. 若屬於集中設置燃氣設備之空間用途(如營業用廚房)，則需考量建築物與

使用者的安全性，則沿用原條文之規定，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且

與其他部分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5. 原條文所述之「餐廳」建議正名為「營業用廚房」，以免混淆。 

 

專家會議討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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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243條規定是否需修正。 

2. 限制對象是否區分住宅類及其他類高層建築物。 

3. 如何強化燃氣使用安全之必要規定。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許委員宗熙： 

1. 「目前法規建築物高度 50公尺或 16層以上之高層建築物不得使用燃氣設

備，除住宅廚房外其餘不得使用。若例如餐廳為必須使用燃氣設備之使用

空間，應集中設置並設置防火區劃。」，以上條文帶有語病部分為 “住宅

餐廳” ，日本法規設定為非住宅廚房必須「集中設置」，住宅附設廚房則

屬於為「分散設置」。再者，餐廳一般不使用燃氣設備；主要對象為廚房適

用，凡高層建築物均不使用燃氣，除非將設備改為鍋爐間使用。 

2. 當時 79年資料為日方提供原本為日本消防廳之規定，卻因為開發時間台灣

相對於日本較晚，為了快速取並得使用瓦斯之而將相關法規加入至原始條

文使用限制。討論營業廚房是否使用防火區劃及其他配套查詢瓦斯系統本

身安全性是否有好的限制條件並提出細則補充。日方對於防止之對策內容

主要針對住宅用途限制及非住宅用途限制。 

3. 此條規範較屬技術規範類型，瓦斯系統於安置時會同時檢查管線外部之遮

斷洩漏檢報，規範細部交由瓦斯公會自行訂定，建築法規保留原則上大規

範即可。 

楊委員逸詠： 

1. 過去於職業上經常於防火區劃區分會遇到之問題為住宅與餐廳若於高層建

築物中即為辦公室或飯店，日本對於附設之廚房規劃為集中設置防火區劃

；鍋爐反之，高層建築中間層設置必須與瓦斯保護層上有一段完整的的安

全措施。 

2. 低樓層可設置集中式防火區劃，但在築物高度 50公尺或 16層以上之高層

建築物群樓建議不使用燃氣設備。 

雷研究員明遠： 

1. 對於燃氣設備、自動遮斷器即自動警報設備系統的性能審查應予以放寬，

但在條文中規範不宜放寬。 

2. 瓦斯公司生意甚至熱水器都是瓦斯公司有一套自己的內部規定，規定應是

由消防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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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哲銘： 

1. 若參考日本相關法規，建議同時也必須知道當時制定的背景與搭配案例，

或許比較符合台灣訂定需求。 

2. 查詢日本配套措施，並且應附配套消防設備、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及自

動遮斷裝置相互連結方式。 

3. 詳附說明以上之各消防設備之說明及各配套之後續(消防設備、瓦斯漏氣自

動警報設備及自動遮斷裝置)。 

楊委員檔巖： 

1. 日本規範自治條例中提到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裝置警報聲設置於電梯間，因

考慮瓦斯洩漏並經由管道間逸散，建議於瓦斯表室及管道間也必須裝設瓦

斯漏氣警報裝置。甚至過往案例因管道間通風不良及漏氣應於天花板密閉

空間固定位置裝設裝探測器。 

2. 自動遮斷裝置必須與警報裝置連動設置，建議裝置以測流量為設置，一旦

瓦斯流量超過平時的流量即會自動關閉。另設定為凡偵測地震會自動關閉

總表，並發出警報聲響通知瓦斯洩漏。可防止瓦斯中毒、一氧化碳中毒，

甚至因洩漏的發生引發火災之問題。 

3. 不論是防止瓦斯中毒、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因洩漏的發生引發火災之問題

。但防火區劃並不為所有場合都適用，因若瓦斯洩漏於密閉空間內可能因

星火即產生氣爆危險，防火區劃用意為預防延燒之使用。 

4. 自動遮斷裝置可直接切斷瓦斯減少延燒機會，需再麻煩建研署與消防署切

割管理區域。 

5. 高層建築物應規定禁止使用桶裝瓦斯，較為符合現實現狀。 

6. 熱水器如設置於外面、住宅瓦斯外管也設置於戶外，住宅廚房則不須刻意

區劃，且如僅一簡單爐台要製造大量火災還是有限的。 

許委員宗熙： 

1. 住宅及餐廳可使用燃氣設備，餐廳必須設定防火區劃及集中設置。住宅則

比照消防廳規範設置。 

2. 243條文修正 “餐廳” 為住宅廚房，營業用廚房必須註明清楚，因限制對

象與其對應之裝置設置條件，台灣不得鬆於日本規範，以此為基準。 

許委員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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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案例為超高樓層建築物之餐廳，建議燃氣設備集中設置後再各別區劃。 

2. 補充案例：101高樓之 85樓各別餐廳，將餐廳各自燃氣設備集中後，再各

別獨立區劃，較為現實合理。 

243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高層建築物住宅用途，必須裝設瓦斯偵測漏氣警報裝置及瓦斯自動遮斷裝

置。 

2. 高層建築物商業用途，必須規劃防火區劃以進行分隔，如平面層過大或燃

氣設備過多可採用各自集中防火區劃分隔方式以進行分隔。 

九、散會(下午 5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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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3年 05月 28日 

二、開會地點：本所簡報室（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3樓） 

三、主席：鄭主任秘書元良                             記錄：蘇鴻奇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簡報：（略） 

八、綜合討論（依研究計畫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4條 

原條文 

(92/10/04修正)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之樓層應設置緊急昇

降機間，緊急用昇降機載重能力應達十七人 (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以上，其速

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尺，且自避難層至最上層應在一分鐘內抵達為限。 

檢討背景 

與第 241 條背景類似，主要考量深開挖之建築物因地下樓層數多，因此火

災發生時為了爭取消防活動之時效，需檢討緊急昇降機是否需要到達至地下樓

層。 

現階段檢討內容 

1. 日本建築基準法及施行細則雖明確規定緊急昇降機的設置對象，但其中並

未特別就地下室的部分規定緊急昇降機需要到達。而東京都消防廳在「予

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中則規定：即使不屬於建築基準法中須設置緊急昇

降機的防火建築物，當樓層規模達到地下四層以上，還是需設置緊急昇降

機通達。 

2. 此條文與第 241條合併討論。 

專家會議討論項目 

1. 第 244條規定是否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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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下室超過一定層數時，緊急昇降機是否要通達到地下樓層以提升建築

物的防災性能。 

3. 承上，第 2 項次，當緊急昇降機無法到達該樓層時，是否需要設置至少一

座特別安全梯通達。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楊教授詩弘： 

1. 日本基本法跟施行細則有去明確規定緊急升降梯的細則，其中他沒有去規

定地下室部分緊急升降梯一定要到達。但是東京都消防廳，在審查基準，

即使不屬於建築基本法，即便他在對向外，當他樓層達到地下 4 層外，他

還要設置緊急升降梯。背景主要在考量緊急時間救災的方便性。241 條將見

解彙整意見並討論非居室的部分在垂直動線到達性能的確保。 

2. 於 244 條並無修正之必要。但可討論配套方案若緊急升降梯無法到達該樓

層是否需設置一座特別安全梯到通達。 

許委員哲銘： 

1. 高層裡面早期緊急升降機是都有通道地下層，均有一個排煙室並附設消防

設備的操作，包括排煙以及照明。消防人員可透過緊急升降機把泡沫機、

排煙機等送至地下各層。不僅為地下四層以下，一樓到三樓都是有需要的

。假若以特別安全梯運送因設備重量負擔，消防人員搬運過程將會是危險

的。是否修正以緊急升降機等，不論是否為高層建築物均通達地下各層。

也可避免消防救災消防人員救災時的損傷及達到搶救的時效與目的性。 

鄭主任秘書元良： 

1. 特別安全梯是否直通於地下樓層及包括停車道檢討是否視為另一避難出口

，均會再參考。 

2. 日本緊急升降機為獨立區劃，台灣則是與梯廳區劃在一起。緊急升降機是

否獨立區劃可藉由研究案討論。過去會獨立區劃之原因為緊急升降機被當

作貨梯使用，控管疏失造成救災上的危險所以當時設置獨立。 

孫研究員立言： 

1. 對於緊急升降梯是否通到地下層具體意見，高層建築物和其他章節法規區

分，緊急升降梯主要為 107條，之所以無法通至地下層因 92年修正時曾予

以放寬，放寬限制為假若地下層沒有使用或均以停車空間為使用可不直通

。法令解釋為緊急升降機下於停車空間因升降機之規格附排煙室及排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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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配備等全部需符合，認為多此一舉。若修正 108 條強制升降機下至地

下室，高層建築物整棟列為特別規定，或許為法規上兩種不同解釋及考慮

。 

2. 地下室設計手法為非居室，即升降機不直通於地下。 

楊教授詩弘： 

1. 研究團隊補充，雖此次研究範圍以 241-259 條之高層建築專章為主，基本

上例如垂直動線、垂直直通樓梯規定以及升降機之相關設備規定，均與其

他章節有關係。尤其 244 條牽涉解釋見解主要以各樓層救災迅速性，必須

確保安全性前提下救災，與地下樓層及總共樓層數並無直接相關聯。凡地

下空間到達一定規模，如緊急升降機無法直通將會造成緊急救災上之困難

。或許於建議及後續部分配套，將會於報告中會有三欄式的陳列提出未來

修正及補充部分，或許可當作安災組未來計劃案研究之延伸。 

林教授慶元： 

1. 本次研究案主要針對在高層建築物檢討，而此強調之 244 條建議先修訂，

剛提及 107 條，應為建議之權益考量，可以列於建議欄位提及此次專家座

談會之意見與傾向。 

2. 244條寫法不夠明確，機間應補充解釋危機道機間，機間應等同排煙室。  

蔡組長綽芳： 

1. 補充說明：機間為等待乘坐之空間。 

244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昇降機討論開門應須附詳細圖利於說明。 

2. 修訂 244 條為特別規定，規範內容須加入「救災時緊急昇降梯各樓層均可

到達，非居室亦同」。 

3. 建議修改 107條補充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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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5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之配管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一般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

分之一，消防、瓦斯等配管為百分之一。 

現階段檢討內容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專家會議討論是否需要修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許委員哲銘： 

1. 目前尚無強制要求配至於管道間內，一般為了後續維護使用明管，供給系

統強制外管，瓦斯、水、電皆設於管道間內。 

許理事長俊美： 

1. 現作法配管多於都埋設於牆、樓板內，後續維修、損壞及漏水，若修改於

外管道則較為容易後續管力且較為安全。 

周主任工程司智中： 

1. 管線避震系統應交由其於專業者設計管線配置處理即可。建築專業僅討論

變位差之問題即可。 

楊委員逸詠： 

1. 配管變位差小於層間變位差即可，並無法規強制定義變位就行了，1/200 之

定數為參考，考慮建築層間變位計算即可。發生問題之案例通常於免證之

建築物，凡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之建築過程皆會與結構技師共同討論並無此

顧慮。 

鄭主任秘書元良： 

1. 日本 311 時火災發生問題多於低層木構造因地震產生瓦斯管進而燃燒引起

大火。高層若使用自動遮斷裝置基本上無此顧慮。 

許理事長俊美： 

1. 自動遮斷系統管理應與瓦斯公會合作討論之管理機制，因通常為人為管理

失當導致問題發生為主要因素。 

許委員哲銘： 

1. 若建築消防管列管安檢去，瓦斯公會定期每兩全面檢查。消防法 15-1應加

強宣導民間自主檢查燃氣設備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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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防法 15-1為燃氣設備，裝設燃氣熱水器時瓦斯行皆申請營業項目及聘請

技術人員職訓局訓練的安裝人員，依照配管安裝辦法安裝。減少因一氧化

炭中毒而發生之問題。 

3. 消防法 15-1為瓦斯外洩之認證，消防局目前管理項目皆為地下層。地上均

強制安裝自動遮斷裝置。 

楊委員逸詠： 

1. 不用刻意將變位差將變位差以數字呈現(1/200)，層間變位差小於結構體變

位差即可。 

2. 可能後續參考日本數據，並再加入台灣案例而補充一安全係數。 

245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管材間變位差小於建築物層間變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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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6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配管管道間應考慮維修及更換空間。瓦斯管之管道間

應單獨設置。但與給水管或排水管共構設置者，不在此限。 

檢討背景 

為提升建築整體之防災性能與保障使用者之生命安全，需考量瓦

斯管線(燃氣配管)管道間配置漏氣自動警報設備之必要性。 

現階段檢討內容 

1. 東京都消防廳於「予防事務審查檢查基準」瓦斯安全系統規定中，針對遮

斷裝置、配管構造、瓦斯洩漏警報系統、瓦斯設備器具本體有明確規定。

其中在「瓦斯（燃氣）洩漏警報設備、瓦斯（燃氣）自動遮斷裝置」方面

，明確規定下視通風不良場所應設置瓦斯洩漏警報裝置：瓦斯遮斷閥室、

瓦斯表室、主配管管道間內。 

2. 承上，若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置且通風不良者，建議設置；而與給水

管或排水管共構設置者，則需考量上方通氣口之設置，若阻塞恐影響偵測

之準確性。 

專家會議討論項目 

1. 第 246條規定是否須修正。 

2. 條文中加註通風不良之主配管管道間內設置警報裝置的規定之可行性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孫研究員立言： 

1. 瓦斯管線設置於管道間內，但目前尚無光纖專設之管道案例。 

楊委員逸詠： 

1. 過去職業經驗 50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瓦斯公司配管明管。但若討論高

層建築物瓦斯管線是否置於單獨管道間內之問題，施工安全上無任何問題

基本上沒有強制管理。 

2. 現高層建築物之瓦斯配置管線全以明管做設置。若需要設置管道間則單獨

設置，若無管道間則以明管設置即可。 

許委員哲銘： 



附錄四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135 
 

1. 管道間的設置與否並不為強制規定，因瓦斯管若已設置為明管安全性就可

不太擔心。反而應考慮問題為瓦斯主幹管配置於建築物室內，不但會引發

甚至有漏氣之疑慮。建議若瓦斯管設置於室內應加裝感知系統。通氣管並

不強制加裝感知器，因排送風時時即將瓦斯排走。 

2. 消防法規設備篇針對瓦斯器具設置檢知器。日本消防法規並無相關規範。 

3. 日本消防法規標示三處場所為通風不良場所，均應設置瓦斯洩漏警報裝置

：「瓦斯遮斷閥室」、「瓦斯表室」、「主配管管道間內」。 

楊委員逸詠： 

1. 建築技術規則已經有部分細則進入規範層次，除為了提醒設計者之外，不

宜寫太細否則補充不完。對於高層設備上述提醒注意事項，則是規範來訂

定即可。 

2. 從安全上考量最大問題為瓦斯漏氣、其二為地震。安全觀點是否加強管理

或許使用自動遮斷裝置就足夠了。 

孫研究員立言： 

1. 建議瓦斯公司應為各層均設置自動遮斷裝置。但同時也必須注意經由室內

天花設置之瓦斯管道，必須強制設置感知器。 

許委員哲銘： 

1. 管道間內若沒有偵測器無法感知瓦斯漏氣，特別高層建築空間累積下來瓦

斯會蓄積於建築頂部，甚至引燃大火造成意外危險。 

2. 統整意見為，通風管部分有他有設置瓦斯漏氣偵測裝置之需求相對因通風

管可排出瓦斯減少濃度累績相對較為安全，可不強制設置偵測裝置。 

246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建議瓦斯業者及公會嚴格管理安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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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7條 

原條文 

(93.01.01)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

效能之防火措施，其貫穿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

防火閘門。 

檢討背景 

建築技術規則同章第四節第 247 條規定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

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業界對「具有同等

效能之防火措施」之具體作法有疑義。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去文內政部營建署建議修正將該條文將「各種配管」

排除給水系統之配管。 

現階段檢討內容 

1. 目前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就管材本體的防火性能規定:第 205條「給水

管、瓦斯管、配電管及其他管路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其貫通防火區劃時

，貫穿部位與防火區劃合成之構造應具有二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第 247

條「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

之防火措施，其貫穿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火閘門

」。上述規定明確表示區劃內的所有設備相關管路均應以不燃材料構成。 

2. 同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29 條記載：「給水排水管路之配置，應依下列規定：

……八、貫穿防火區劃牆之管路，於貫穿處二側各一公尺範圍內者，應為

不燃材料製作之管類……」。其中僅就貫穿區劃部分的防火性能進行規定，

並未就區劃內的給排水管材本體加以規範。 

3. 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令(施行細則)並未對區劃內的管材本體規範防火性能

，但在施行令第 112 條第 15 項、第 16 項，施行令第 113 條第 2 項的條文

中，針對貫穿防火區劃的管材部分進行規定。其中明確規範貫穿處二側各 1

公尺須以不燃材料製成，但 PVC 管厚度超過一定厚度時，其貫穿區劃部上

下各 1公尺不須額外包覆不燃材料。 

4. 我國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 88條規定建築物內部裝修材料的耐燃等級

，但裝設自動滅火設備者則為規範對象外。而高層建築依據同篇 114 條第

二款與設備篇第 51條規定，必須設置自動撒水設備。若以前述理由，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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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管線材料本體似可不須為不燃材料。 

 

專家會議討論項目 

1. 第 247 條規定是否須修正。 

2. 給排水管口否免除其規定。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楊委員逸詠： 

1. 於公共配管不以不燃材製成這是有疑義的。一般建築物因 88條放寬限

制室內不必為不燃材料，只要公共給排水及防火區劃完善私人室內空

間部分沒有絕對必要不燃材，沒必如此嚴格規定。 

孫研究員立言： 

1. 營建署整理報告關於管材條文其規定些許差別，205條地下建築物部分

要求全為不燃材料；247 條高層建築物要求不燃材料，可允許使用具同

等效能之防火措施；設備篇 29條給排水部分，要求貫穿處各 1公尺為

不燃材料，配管管道間內不受此限制。應建議各單位回頭討論相互競

合情形。 

2. 建商公會建議排除給排水系統。給水系統管內充滿水，但排水系統管

內大部分時間為連接通透氣管之無水狀態，不認為排水系統理由足以

說服條文限制不燃材料。應規定使用不燃材料之可能性，若破壞防火

區劃，如 85條規定貫穿部份具相同防火時效，貫穿部使用填塞材讓防

火區劃的完整。 

3. 除非以降低火災負荷為考量，不然非必要限制管材之材料理由。 

鄭主任秘書元良： 

1. 若修改、放寬條文內容須注意法規委員因本身並不是建築背景，修改

條文理由需充分至普通民間也可接受範圍，否則擔心公務安全疑慮。 

楊委員檔巖： 

1. 檢視現市面上達到此標準之管線材料，雖提出火載量之考量但並無把

數值相加，例如：特別管線、電線，是否為實質阻絕使用而加入計算

？  

2. 貫穿防火構造管材需具備 1 小時防火時效，若製作牆壁前事先預留開



高層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法規之檢討研究 

138 
 

口設計將會是整齊並據規劃好的。 

3. 以往二次施工遇防火區劃變更或功能性區劃變更，將會重新處理原本

的大量管線，247條原始保留目的為火載量計算，若變更前後也以火載

量考量將會造成變更之問題。 

4. 現在普遍使用還是 PVC管為主。 

林教授慶元： 

1. 建議不修條文。應使用同等措施解釋管材否使用不燃材料。目的為減

少火載量，訂定防火效能之灑水設備；即引用 83 條(非 88 條)裝修等

即降低區劃配合縮小；若不使用不燃材料就將防火區劃受限，既可以

符合其餘條文也可解決問題。 

蔡組長綽芳： 

1. 電線走火是否與火載量有直接關係？ 

許委員哲銘： 

1. 電線起火為引發火災原因之一，火勢蔓延涉室內裝修及防火問題。 

2. 88 條部分針對早期消防設備，其中自動灑水設備與火警警報設備尚無

連動造成發生火災時警報沒有響但是滅火為自動進行。其一案例為雖

灑水系統啟動但警報系統卻沒響，進而造成使用戶不知道發生火警需

要逃生，火勢蔓延至樓上卻已來不及逃生之問題。事後雖消防設備修

法針對公共場所、無開口空間或密閉空間，此案例說明設備具替代性

且有維護上問題、使用上問題， 

3. 現排煙設備相關條文做了些許解釋及修正，例如設備區分為設備排煙

及自然排煙。自然排煙法於通常不是第一時間才得以排煙，缺點將會

受到煙的排放速率與人擁有的逃生空間及煙的來源方向。 

周主任工程司智中： 

1. 設置自動灑水設備建議可把條件放寬不能免除。疑慮部分有二處，管

材及填塞，管材部分後續補充說明即可，但填塞部分需討論防火材料

填塞或防火閘門使用於室內外同時使用或擇一？ 

2. 分開寫應較為正確。水管無設定設置防火閘門；風管有定設置防火閘

門；電管無設定設置防火閘門。 

3. 建議所有管線均考量，例如電管使用不燃材料，並可用耐燃電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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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 

孫研究員立言： 

1. 現設備篇 29條規定已刪除。 

2. 使用不燃材料包覆管子，例如金屬套管是否等同防火措施？若直接埋於 RC

牆內是否也等同防火措施？ 

3. 自動灑水設備無法針對走天花板之管線進行撲滅，是否檢討自動灑水設備

能考量範圍？ 

4. 案例汐止東科大樓火焰經由管道間蔓延，中間開口部也無使用不燃材料，

且主要原因為管道間為營業型態電線塞滿是塞滿增加火勢的蔓延，煙和熱

氣經由管道間燒穿防火鐵板防火區劃後延燒。此點也需特別注意。 

楊委員逸詠： 

1. 若從救災觀點可燃物越少越好例如水管部分皆使用 PVC管。 

2. 公共空間可使用不燃材料，自己居室內管材外部包覆金屬甚至使用金屬管

材均可，解釋引用 83 條及 88 條。可解決自動灑水設備無法灑至區域問題

。 

3. 日本建築技術規則針對貫穿區劃設限制貫穿區劃左右各一公尺。 

4. 因台灣管材無耐燃規範，導致管出廠如需佐證耐燃功效必須再驗證耐燃級

數，若火載量有必要那麼高，反之，無此必要擇可廢除。 

孫研究員立言： 

1. 美國使用延燒判定防火時效一二三級，台灣則使用總發熱量判定防火時效

一二三級，因實驗方法不一樣制定標準也不相同。 

247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建議民間自家中都可裝設瓦斯自動(手動)遮斷裝置。 

2. 公共區域嚴格執行管材不使用 PVC料及表面包覆金屬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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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8條 

原條文 

(83/10/28)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屋頂上或中間設備層之機械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應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構上，其支承系統除須有避震設施外，並須符合本

規則建築構造編之相關規定。 

2. 主要部分構材應為不燃材料製成。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專家會議討論是否需要修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楊委員逸詠： 

1. 日本案例高層建築物中間層主要設備為中繼水箱為主。以往消防設備均將

中繼水箱幫浦設置於中間層，但近期兩三年些案例將中繼水箱幫浦設置於

頂層及底層。反之日本持相反意見建築公會及消防署均不同意將中繼水箱

設置於頂層和底層。初步見解需克服壓力及設置減壓閥問題，較大的存疑

為減壓閥是否若一直維持高壓，過去設計時不設計為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容易因時間因素而損壞甚至失效必須更壞。曾經看過 13公斤灑水頭漏水，

必須承受最大壓力 1.5倍，或許查詢送水管細部規則做補充。 

楊教授詩弘： 

1. 248條、249 條、250條牽涉到水系統，研究團隊陸續相關案例進行補充。 

2. 關於消防法規盡量不做更動，目前看到高層建築案例並沒有將幫浦設置於

底或頂。 

3. 近兩三年來較年經的建築公司減少中間層設置，比較擔心裝設完畢初始可

以使用但過幾年後陸續損壞，提出來討論。 

楊委員檔巖： 

1. (對於消防，知道高層建築物將中繼水箱幫浦設置於中間層，但不設定中間

層某特定樓層。若搭配中間避難層併同設計，須再查一下資料。 

248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附上案例檢視中間設備層現今改分布至底、頂層之案例，已用於檢討新建

高層建築物之耐震規範是否符合規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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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49條 

原條文 

(83/10/28)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內、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地下層之給水水箱，其設計應

考慮結構體之水平變位，箱體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並應可從外部對箱

體各面進行維修檢查。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專家會議討論是否需要修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蔡組長綽芳： 

1. 討論 248 條及 249條是否具相關聯性，是否整合條文內容？ 

孫研究員立言： 

1. 水平便位關係與排水系統之管線配置已牽扯到給水水箱與結構體關係，此

條非針對高層建築物。 

249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後續增加附上案例說明並檢視高層建築物之給水水箱水平變位與結構體關

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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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0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給水設備之裝置系統內應保持適當之水壓。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專家會議討論是否需要修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楊委員逸詠： 

1. 當初修設備篇將些原則性的條文拿掉，因此定性為提醒作用，保留著也沒

關係。比照參考技術規則。 

250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設計時建築師應符合給水設備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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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1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應另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結送水管，其管徑應為一百公

厘以上，出水口應為雙口形。高層建築物高度每超過六十公尺者，應設置中繼

幫浦，連結送水管三支以下時，其幫浦出水口之水量不得小於二千四百公升／

分，每增加一支出水量加八百公升／分，至五支為止，出水口之出水壓力不得

小於三‧五公斤／平方公分。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檢討消防用連結送水管、中繼幫浦之規定是否與消防法規一致。若消防法

規已有規定，技術規則是否需要重複規定。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林教授慶元： 

1. 消防部分應於建築師設計高層建築物時於 60公尺高設置中繼幫浦。 

許委員哲銘： 

1. 消防送水管水壓設定與建築設備篇與技術規則均相同。當初討論各類場所

設置標準規則建議相同寫法複製維持不變，性能於後半段補充說明即可。 

楊委員逸詠： 

1. 討論後續法規是否存留 “消防設備” ，檢討後相互競合無矛盾回歸地方

機關管理。 

許委員哲銘： 

1. 建議落實建築法第 13條，建築師整合所有技師介面。 

2. 討論如何落實建築法為前提，消防法回歸主管機關，但建議最後由建築法

規來進行整合。 

251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消防設備之設置之相關規定，應回歸建築師於規劃設計階段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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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2條 

原條文 

(83/10/28) 

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十五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向

皆可視認之航空障礙燈。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1. 因會議進行時間關係，故 “跳過”檢討此法規，待下次專家座談會時再進

行討論。 

252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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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3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之避雷設備應考慮雷電側擊對應措施。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1. 因會議進行時間關係，故 “跳過”檢討此法規，待下次專家座談會時再進

行討論。 

253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4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設計時應考慮不得影響無線通信設施及鄰近地區電視收訊。若

有影響，應於屋頂突出物提供適當空間供電信機構裝設通信設施，或協助鄰近

地區改善電視收訊。前項電視收訊改善處理原則，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定

之。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1. 因會議進行時間關係，故 “跳過”檢討此法規，待下次專家座談會時再進

行討論。 

254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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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5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用強弱電之電線電纜應採用強電三十分鐘、弱電

十五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配線方式。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1. 因會議進行時間關係，故 “跳過”檢討此法規，待下次專家座談會時再進

行討論。 

255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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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6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之升降設備應依居住人口、集中率、動線等三者計算交通量，

以決定適當之電梯數量及載容量。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1. 因會議進行時間關係，故 “跳過”檢討此法規，待下次專家座談會時再進

行討論。 

256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目前無相關疑義，故提出暫不予更動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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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7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每一樓層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

設置偵煙型探測器為原則。高層建築物之各層均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但已設

有其他自動滅火設備者，其於有效防護範圍，內得免設置。 

檢討背景 

檢討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自動灑水設備與現行消防法法規規定內容之競合

情形，若有雷同，則技術規則是否需重複規定。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本條文的規範內容主要分為「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 

2. 有關本條文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規範，經檢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內容，可發現與第 19 條第三款(需設置火警警報設備的場所

規定)、第 118條(探測器的形式規定與設置場所的關係)的內容相似，惟表

達方式稍有不同。 

3. 有關本條文之「自動撒水設備」，與同篇第 114 條第二款(自動撒水設備的

設置樓層規定)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7 條第二款的內

容雷同：建築物在十一層以上之樓層，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1. 因會議進行時間關係，故 “跳過”檢討此法規，待下次專家座談會時再進

行討論。 

257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自動灑水設備參考設備篇第 62 條、自動警報設備參考設備篇第 65條，及

參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18條探測器設置規範進行補充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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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8條 

原條文 

(83/10/28) 

高層建築物火警警鈴之設置，其嗚動依下列規定：一、起火層為地上二層

以上時，限該樓層與其上兩層及其下一層嗚動。二、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

樓層與其上一層及地下層各層嗚動。三、起火層為地下層時，限地面層及地下

層嗚動。 

檢討背景 

檢討火警警鈴裝置規定與現行消防法法規規定內容之競合情形，若有雷同，

則技術規則是否需重複規定。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本條文內容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13條相似，惟後者

規定對象為「五樓以上且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物。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1. 因會議進行時間關係，故 “跳過”檢討此法規，待下次專家座談會時再進

行討論。 

258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參考比對後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13 條、第 134條與第 135

條相同，故提出保留及進行補充說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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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第 259條 

原條文 

(93/01/01) 

高層建築物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1. 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2. 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3. 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 (包括底材) ，以

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4. 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5. 電氣、電力設備。 

6. 消防安全設備。 

7.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8. 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9. 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10. 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置之瓦斯緊急遮斷設備。 

11. 其他之必要設備。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

，其防災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

系統設備；其應具功能如下： 

1. 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2. 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3. 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4. 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5. 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6. 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檢討背景 

1. 檢討防災中心與現行消防法法規規定內容之競合情形，若有雷同，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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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是否需重複規定。 

現階段檢討內容 

1. 詳附件。 

現階段見解與討論項目 

1. 第 259條規定是否須經由其他條文補充或修正。 

2. 防災中心設置辦法及相關法規整合之必要性。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林教授慶元： 

1.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 259 條，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38 條，設於消防人員“直接通達” 自外面容

易進出之位置。 

2. 避難層位置及面積均無太大差別。 

3. 空間構造與需求，技術規則構造防火時效材料為限制項目；各類場所設備

需求劃分防火區劃；日本東京都審查要領明確規定不燃材料之種類。相較

之下目前出現不一之情形，建築法規沿用於建築設計職業上產生些許困難

。若討論冷暖氣專用必須牽涉到區劃，例假設公務人員於防災中心裡面睡

眠必須要獨立防火區劃、若分開區劃則會影響獨立安全性。 

4. 防災中心設備機能於後半段應該是智慧建築所要求，此部分為是國家政策

，尚無法更動。 

孫研究員立言： 

1. 智慧建築因為 259 條防災中心而有部分修改相關條文。如確定配合智慧建

築應檢討內部設備，或許可能不一樣。 

2. 建研所一研究案針對防災中心研究，曾老師擔任主持人，制定防災中心面

積 40m為最小規模。應就研究結論補充建築技術規則，使條文較為完整。 

周主任工程司智中： 

1. 需求：建築技術規則規範較偏於建築；消防各類場所設置標準較偏於消防

設備。因需求規定不一樣，對象也不一樣，於執行上不相衝突同步進行是

沒問題的。 

2. 位置：產生較大之差異。因建築技術規則於位置上若無法達到功能需求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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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較為困難。將位置做些調整即可。 

3. 設備：將位置做一規範。建築中心審查時發現衝突部分，案例為捷運站進

出口被排煙設備影響，此為設計上之問題，或許利用解釋令補充說明，不

與設備產生相衝突。 

謝研究員秉銓： 

1. 空間配置、使用的完整性及合理化(補充圖說)，形狀為其次。 

楊委員逸詠： 

1. 防災中心位置為避難層直上、直下或直接到達。面積部分雖建研所訂定不

得小於 40m，但具體並沒寫得很清楚，或許於面積上還是維持現狀，因空間

構造需求防災中心擁有絕對的性能安全性。 

2. 若將智慧建築放入防災中心設置將會非常之複雜。(提供後續建研所研究案

之討論題目用) 

3. 空間將來不會是問題，因設備功能隨進步體積越來越小。屆時防災中心任

務也將會比現在多，甚至增加手機引導系統。不產生矛盾即可。 

許委員哲銘： 

1. 可提出「複合型監控中心整合計畫」作為後續研究方向。 

周主任工程司智中： 

1. 介面連動：包括自動警報設備、防火閘門開關、自訂灑水系統 

2. 後續處理，各系統連動連結。建議警報設備採連動式設計，一旦發生災害

將會於所有介面連動顯示。以台北火車站為例，高鐵車站、台鐵車站及捷

運車站各有防災中心，因當初設計時尚無防災中心之設計計畫。目前採連

動相互連結系統。 

謝研究員秉銓： 

1. 防災中心原應設於開放處與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直通連結，但現大

樓外牆底部停放許多機車，對防災中心安全性有威脅疑慮，故大部分的設

計案將防災中心設置於地下室 

2. 因應防災中心防止火勢侵入而嚴格限制開口部之設置，無法以材料、區劃

或工法要求兩小時防火時效，防災中心開窗極其為困難。故為將中心設置

於地下室之另一主要原因。 

3. 以過往案例及以上兩點，建議大樓管理處針對災害對策應增加 “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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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訓練，以因應危險的發生。 

第 259 條整合討論意見小結 

1. 防災中心設置位置除了現行條文中通達 "直上層、直下層" 之外，應增加 "

須直達平面層" 之補充說明。 

2. 防災中心設置需求及「防災中心設施設備」保留原條文，但建議以解釋令

補充說明。 

3. 附註：或許可提供後續研究之題目「複合型機能特種建築物防災、監控中

心之整合設計及評估」。 

九、散會(下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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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3年 09月 24日 

二、開會地點：本所簡報室（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3樓） 

三、主席：鄭主任秘書元良                             記錄：蘇鴻奇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簡報：（略） 

八、綜合討論（依研究計畫序）：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許委員宗熙： 

1. 第 257 條搭配第 258 條、第 259 條看日本針對高雄的建築設備建築措

施有座規定，針對高盛只有針對高層的部分 自動灑水為最大宗錤她要

動的東西緊急電扶梯不能停，有三個表給各位的資料裡面有設備只有

兩項 後半部的建築設備對照起來應該說技術規則是全面的，但是基本

上以消防為對象 防災中心也分兩段 內容比較老舊的，我自己認為 這

邊的參考了擬出來的方向，消防設備只要檢查跟消防法令一致的都拿

掉 

2. 消防那邊沒有耐震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考量近來 細部拜託消防署，救

災用的很重要 不能地震來的時候東西都斷了 再來把防災中心修正一

下，所以綜合比較  

01. 241 條考慮現況對於地下三樓深開挖 但是還是有特定人士進出有

一條解釋令說 停車場還是要檢討步行距離 樓梯還是要有兩座以

上一座為安全梯 參考避難設置 強化要求 

02. 242 條 其實要改升降梯問題 但是我們另外前面本文以外增加

242-1 附帶看看大家反應如何 反映不好就拿掉 

03. 243 條 設施都加進來 但是這些瓦斯的配管跟安裝 然後瓦斯協會

有 跟著做就好了 這邊我們就不要跟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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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244 條 條文規定太薄弱 所以我們增設 對於我們的綜合報告有幫

助 根據技術規則其實是不夠的 這邊我們加強 把她重新修正一

下 

05. 246條 設備獨立設置那一條 不跟其他共用 但是要設置偵測  

06. 247 條 根據法令原則上我們要加上例外規定 規定為所有管材在

防火區劃間裡面 防火區道內的管材 以及貫穿防火區劃的  

3. 基本上 管道間內的管材那個東西變成裡面要把電線放到館子裡面 但

是有些電纜不列為這些 還是可以被燒 我還是用防火區劃的管道包圍

起來  

4. 一般槓管不敢給他用 現在就是問題了 這些都不能用都是不燃材料 

所以技術規則說有自動灑水裝置 我們就用這樣子來解套  

5. 我們從火災問題 有沒有起火的問題 在來有沒有擴大的問題  

6. 這幾條消防法令查一下 如果有一樣的我們就拿掉 這幾項都用耐震措

施 把耐震做好 這樣子我們建築跟消防有搭配，一個位置一個構造一

個機能 可能要考慮到建築自動化的要領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都放進來 

現在是沒有區分 防災上必要的機能對象是什麼 以及其他智慧化什麼

的 不過我是覺得 40 平方公尺不夠，我是覺得 40 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

位置 主要是消防的位置 空間不展開的 沒有有效的排列  

7. 東西都放在裡面 泡茶的阿什麼的都放在裡面 應該區畫出來 我覺得

位置除了好進出以外 跟緊急升降梯要有效的聯絡 

8. 我想提供各位 在說明裡面可以給我們即時的意見 那請各位也把資料

讀一讀看是怎樣 隨時可以提供意見，這種座談會 基於延續性來說 下

次我們草案出來的時候還要請大家再來開一次 有參加過的人就來 沒

有參加過的就不用了 

 

雷研究員明遠： 

1. 瓦斯部分針對電子錶的部分 裡面提到說未來由表的那些檢測 是經濟

部標準漁會建立 來做檢測 檢測端未來產品就可以賣，如果法規我們

沒有源頭 也會出問題 

 

許委員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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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要把要跟不要的東西確定 這就是技術規則的內容 

 

許委員宗熙： 

1. 你要針對的對象是什麼? 是把一班的環控設備都放進來我們是這樣分

兩個層次災難發生的狀況都要掌握 能夠監控的都要進來，真的發生的

時候 災害的指揮監控跟遙控 這是第一點 

2. 第二點加了智慧型節能等等 這我認為不是必然的 要智慧化是可以 

但不是我們防災中心必要的，我們很快地把第八頁 可以直接改一下 

我認為這樣子就夠了 這是日本的規定 防災中心高等建築 

3. 第一個防災中心的位置我們只有說應該放在直上下層、第二個位置應

該是容易通達緊急升降梯，我們就可以把那個離那麼遠不對 我現在有

設置 至少位置比我們講的還要周全，把我們的技術規則拿出來做比較 

4. 位置的特徵沒有寫出來 防災中心的構造我們已經有了是我們的空調

系統是專用 我們可能要再考慮，排煙也要考慮進去 裝一個分離式的 

5. 防災中心的規模 我們就是不小於 640 但有說要容易操作維護要怎麼

監視控制，基於這點 我想說沒有空間我連走都走不過 也要有空間  

6. 所以第四點裡面要做休息的時候要做防火區劃 房間的設施所有的鉚

釘要可能要結構檢查一下 有些比較高的地方有些問題 

7. 高雄有座隔震設施 七級的時候還在兩百五十 這邊就是這樣 這邊的

四樓伺服器的機械式 底下是可以搖的 這個就是規定 

8. 我們這邊嚴格要求鉚釘固定 都是要能夠維持在多少側向力，這個構造

本就規定比我們嚴謹 我們區塊裡有不燃材料  

9. 防災控制的機能 我們十樓有中央管理室 我們可以在家營運管理的以

外 至少在防災要有 消防安全設備 排煙設備就不用講了，通用設備需

要嗎? 通訊跟廣播設備 這個我們在那邊會規定 我們這邊會進來 室

內消防栓的啟動要有 緊急發電機的啟動要有 各個消防設備的幫浦。  

10. 燃氣設備跟消防導管要有後面家的那些文字什麼模擬等等 看看要不

要做刪減 我想我們主要在位置構造上做強化 那麼機能方面 對象就

好了 其他說因為防災中心就有紀錄監控 那麼相關的設備的運動功能 

提供動態的功能 等等 有待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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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教授詩弘： 

1. 針對 241 249 以外的有配套措施 比如說我們會有些廢掉 我們必須遵

守各內設施 所謂的工會的一些規範我們可以納入建議裡面 

2. 第一個是防災中心 以前我們有一個解釋令 我們防災中心在一二樓 

外牆還是要有兩小時防火時效 這個是不是有必要性? 

3. 現在兩小時的窗戶也是很少 現在都用個捲門跟窗戶 

4. 再來是消防排煙的問題 很多我們都不做排煙 有沒有必要做消防排煙 

是不是有討論的空間 

 

許委員國勝： 

1. 另外 B3非居室的避難空間 是說非高層我們就不用遵守嗎?那如果是規

定在高層建築的時候 所有的建築物都要遵守 還是只有到 B3的才要遵

守，現在建築物都比較小 要增加兩個都比較難 

2. 地大的時候要設兩個梯會有困難 要不要做排除動作? 

3. 這個要不要去做一個大概對角線也不會超過一個距離，另一個是高層

還是非高層也適用? 

 

許委員宗熙： 

1. 我個人認為 在日本並不是高層建築 是看面積來分化防火區劃 那現

在我們都拿掉好了 我們如果是規定的建築 就只有高層建築 

2. 你會蓋到二十五層以上 停車空間一定很大 建築基地也一定很大 所

以設置兩個樓梯一點也都不過分  

3. 然後我現在是消防一直在想 我進去搶救你給我什麼路徑 樓梯也是樓

梯我沒辦法下去 為消防搶救而做的緊急升降梯 

4. 一個是共用排煙室的緊急梯 就已說至少一座是實務上的考量  

 

楊教授詩弘： 

1. 時間關係 各位委員專家 如果再條案提出的前後 我們最後還有一次

專家座談會  希望如果今天來不及準備的 可以以書面方式來給我們

指教 最後針對所方我們還會再討論 前後對照來做說明 謝謝各位 



附錄六 第四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159 
 

附錄六 第四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3年 10月 15日 

二、開會地點：本所簡報室（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3樓） 

三、主席：鄭主任秘書元良                             記錄：蘇鴻奇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簡報：（略） 

八、綜合討論（依研究計畫序）：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林委員慶元： 

1. 希望最後不是只有條文這樣子 聽起來很難理解防護是不是完整 

2. 建構防護地圖 仍是一條一條的 以學者立場 防護就是防火避難 從材

料區劃構造 避難也有居室走廊等等避難路徑有沒有辦法用一個圖來

表示再加上相關的條文 防護是否足夠 使用防護地圖來表現 

3. 希望能夠有一個圖像的表示已是沒有漏洞 

4. 目前討論是當前所面臨之問題 使用一目了然的防護地圖之類呈現 

5. 再來 十年綜合檢討經驗 應該轉換到條文方面 因為主要都是量化分

析 定量比定性更能說服人  

6. 必須提升到耐燃一級才能夠安全 或者是樓高要多高 出入口沒有開到

多寬避難上是有疑慮的 這些亦須提升規格的時候才可通過 

7. 向兩方向避難的原則 直通樓梯到達地面層 或是從下來上來反之亦然 

所以兩梯有一定的距離 

8. 但是現在都做再一起 不是在兩方向而是多一種選擇 直通樓梯都在同

一個門梯 

9. 是不是應該朝向兩方避難 是否有一個梯朝向戶外 

10. 希望提到的兩點 幾年來檢討的經驗反映在法規上 在建築設計上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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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高層建築安全 

11. 另外需要釐清 要讓目前雖然有法條卻難以執行的上面 更清楚呈現 

12. 如瓦斯 管線不燃材料 中繼幫浦 如依照消防設備來的話我們這邊條

文需要修正 有一些的設計是把幫浦做過調整 條文刪除或是落款  

13. 最後 建議條文的寫法 仍是一個大工程 條文表達上仍太過咬舌 期末

呈現出來建議條文 怎樣簡單達意 更重要 

 

楊教授詩弘： 

1. 目前跟東京都還有比對 但我們還會再做修正  

2. 中繼幫浦的部分討論刪除或是補充論文 如何跟各類作對應 

3. 防護地圖的部分 有類似的日文文獻有做參考 

 

許委員宗熙： 

1. 比較建議部分 日本目前高層建築並沒有特別專章 以前六十米上就是

要送防護，高層建築則沒有，日本的消防建築是無法落實，東京都是

所有的建築物條例審查等等 有針對高層建築物有強勢的定義。 

2. 防火專業防火審查有一定的邏輯性 這就是防災計畫的幾個程序 除了

法律規定以外 有利於得就可以向申請人提供意見 一般都會照做，只

要有設緊急升降梯和特別安全梯都算在範圍內 所以看起來十五層上

跟我們定義幾乎一至。 

3. 建議條文使用高層建築控制 另則以總則編第 3、4 條來管制。 

4. 我們的高層建築物架構 是全面性的針對高層來管制 因為如何在高層

建築這邊做強化 有些規定起來幾乎是沒有用 不充足更不在話下 還

有群體性建物關係 節上則較無問題  

5. 第三四節我都有參與，日本提出有管制的擬定條文內容 建築設備也無

關的 東京預防條例整套很有邏輯性 失火防火對策就是火源管理。瓦

斯這部分 用電超過多少 也是放在裡面討論。 

6. 第五項是火災擴大防止對策 這邊有些強化的要求普通的避難設計我

們第四章也有規定 這邊也是特別歸納出來 

7. 第七項 消防設備沒有特殊的 類似的我們基準 什麼空間怎麼設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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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是要能夠正常運作 主要就是灑水系統 緊急用電也很要緊 故從

電器是到末端 期消防設備反而不是內容 針對高層 是防治措施 

8. 消防活動救助設施 一個消防活動要能進來 車子要能停靠 進入入境 

一個為進入口 另一個為緊急升降梯 

9. 防災中心也有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防火避難設施這邊要更明確一點的

強化 東京都的相關規定 有些事可以借用過來的  

10. 第二個 到現在為止 我們這邊還不是很充足 在建築中心做十幾年來

的檢討和經驗 其中的資料都沒有傳遞過來 但是這邊的內部有過幾次

討論 有個幾個有爭議的問題 這邊有做行政指導 其實建築中心畢竟

只是中心  

11. 如果這些我們都認為不要的話 我們把她明文化也沒有問題 

12. 這次修改這次引用也是很重要的飲用 只有東京都的來強化恐怕不好 

強化要進來兩相結合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13. 其中樓梯是否要強化 我們講道法定規定的顧具 如果平面不夠大的話 

那所以甚至是到一樓來其他法規有規定  

14. 用最快的時間 整理提升的計畫結論來看一下 不用再用方向 趕緊把

條文擬出來 擬出來是請大家看一下再來修 趕緊把草案趕快丟出來 

如果大家都同意了 還有可能在審議會通過  

 

周委員智中： 

1. 第 247 條這條文高層的各個管線要用不燃料 要先從目的來想 要不然

材料是防止火災的時候 防止煙霧的產生 後面那句的目的是要防止火

焰的延燒和蔓延 一個是防止產生 一個是防止蔓延 這兩條文主要目

的在這 

2. 目的確定後 修改的內容比較好琢磨 從未來要修改的建議條文來看 

方向在簡報最後一頁 247條 內容寫的並不太好 希望配管的例外 其中

配管的用字應該要加上配管管材! 後面防火區道幹管管才 就不再這

裡出現 我們要防止煙霧的產生 因為管道間為具有一個小時防火區劃

管道間 在管道間裡面所有的管線 裡面都應該可以使用不燃材料 所

以 這裡面幹管和管材 並沒有管材配管  

3. 貫穿防火區劃後面那句話 我搞不懂目的是什麼 如果是講不燃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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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在管道間裡面都不需要不燃材料的要求 管道間以外的材要不然材

料的要求 以及給排水的和防火材料之間的關係 看不太出來 

4. 為什麼是只有給排水? 不管電管水管都不受材料的限制 後面那句話

的目的和達到的功能是什麼也要著墨一下  

5. 簡報最後一頁的例外規定 後半段目的不明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要做區

別 一個火焰和煙霧產生 另一個則是蔓延 兩者放在一起有問題，這句

話建議條文 前半段可以放在原條文的第一句話 後半段建議條文放在

最後面 這個例外規定 可能要分開寫。 

 

許委員宗熙： 

1. 使用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 其中有幾種情況 電纜線也是燒得起來 不

然就是關在有區劃的管道間內 那麼像有些被主導的是沒有辦法 用了

一個石膏板來包住 來包覆起來 都是一種防火措施 但是業界很多 給

擠排水管裡面都是水 樓板是打來都是在裡面 開發很多的排水軟管 

要用不燃材料就用金屬材料 轉彎很麻煩 我們個人是幾排水管會真的

裸露的情況非常少 前面說貫穿防火區劃 這邊的是貫穿管道間的防火

區劃 應該是可以被容許的 裡面有個矛盾 高層建築只要有防煙防火

設備 內裝是不被限制 你如果電纜可以然的 要放在防火的管道間裡

面 那是電纜  

2. 現在就剩下水的問題 營建署採用管材公會的 裡面都是排水管 怎麼

可能燒得起來 這裡是想要解套所以才做一個除外的規定 看可不可以

免除在不燃材料外面 

 

周委員智中： 

1. 條文的前半段 及水管是用塑膠材質 裡面有水 但塑膠會產生煙霧 基

本上這個條文 所有的管線要用不燃材料的原因在於要用沒有煙霧的

產生 但用塑膠就容易產生 但如果在管道間內 就不會產生 關於例外

規定 前半段那句話是講希望不要產生煙霧所以的例外 因為在於管道

間內 這是正確 

2. 但是在管道間以外的管線 這就需要不燃材料 因為水管大多用塑膠製

作 顧會有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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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國勝： 

1. 怎樣擴大防火設施基本上不能裸露的必須包起來 如果全部都是不燃

材料 uni box該怎麼辦 

2. 如果是不裸露的 這些問題都不是 PC 用 PC 打掉不好施工 因為都很彈

性的，建築的部分內部有灑水就不限制 

 

林委員哲銘： 

1. 比如說管子在天花板 用來遮開 也可回過頭來看 建築的裝修就是天

花跟牆面 地坪的部分就不受規制 但是一米二上就是包覆或在不燃材

料後面 天花板一定是不燃材料 擴大解釋成具有同等效益 只要用說

明即可 

2. 另一個方式是看裝修國宅的比例 才有理由說危害很小 這是另外一個

想法  

 

許委員宗熙： 

1. 我們通常在考慮的 地坪是沒有再限制範圍內 那如果會走上面的就一

定要用不燃材料 

 

楊委員檔巖 

1. 所以我認為 高層建築物面積會受限制 但是在第一層的部分全部歐連

載一起 其他的條文  

2. 裡面的比例到底是如何 是不是用區劃就可以區分出來 裝修材料都不

限制了 這些管材有這麼嚴重嗎 電管也不一定要有管 那些都沒有限

制 現在限制管材  

 

許委員宗熙： 

1. 當然也是在這裡不要一竿子寫 哪裡是需要不燃材料 要講什麼就講那

個 比如說氣設備也會有 管道的也一定要不燃材料 講到什麼設備在

規定就好  

2. 一米二以下的不再規定範圍內較有一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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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理盈月 

1. 現在防火閘門也適用於各種配管 防火閘門是不是要寫在這裡 防火條

文只有在方管材有認可 在消防署認可營建署並沒有  

 

許委員哲銘： 

1. 現在水管比較容易被反應 已經關在浴室裡面又不是裸露在外面這個

也要管 但是我們這邊又不寫的話 裡面裸露的不重要的地下室  

 

蔡所長綽方 

1. 灑水灑不到 排煙排不到 所以就不太重要是嬤? 

2. 問題是管線都是在上面 所以才要限制? 

 

孫研究員立言： 

1. 247 條困擾很多 不知道立法原因 我們並不堅持修改條文來解決 如果

透過研究可以釐清比立法因子定下來 透過解釋方式 也是可以達到解

決問題的目的 但是現在這些目的到底是要幹嘛? 

2. 如果是怕貫穿的話 要用適當的田塞 所以根本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才

把條文寫得比較清楚 所以先用這種方式來限制  

3. 貫穿防火區劃的前半段是防止煙霧產生 後面貫穿才是主旨 

 

許委員哲銘： 

1. 高層建築搶救避難比較困然相對的對內裝的限制也要加強不然畫在裝

修限制是這樣子在設備的要求上希望單純的認為建物裡面都是不燃材

料及訂定裸露位置 

 

孫研究員立言： 

1. 另一個目的是在 86條規定 隔間要用不燃材料 是降低建材本身的火載

量 到底 247 是屬於裝修的目的 還是降低建物的火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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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委員智中： 

1. 做出來的東西具有同等效能 只要不燃材料達到防火效能 如用包覆隔

絕等等方式 我想到說 整體預測外牆有用不燃材料包起來 這裡面就

有同等性能的功用 

 

楊教授詩弘： 

1. 我們遇到的都來自樓板上面配水管 認為點對點很好 因此要在軟管上

加上金屬 我們的立場 像是會發熱的材 灑水也灑不到 地上的水管她

在區劃內沒有貫穿防火區劃的問題 

 

許委員哲銘： 

1. 那些管材包在管道間內不是在牆就是在璧 先把她視為內裝的一部分 

不想要增加火載量 先把 1.2 米以下排除掉 很大個會沒有看到規定就

照做 限制也拿到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雷研究員明遠： 

1. 這個條文基本上在文字上做修正 我們這邊檢討背景也說得很清楚 因

為己排水大多塑膠 在條文部份把幾種的工法推薦在裡頭 天花板上面

就要有保護措施  

2. 什麼是同等效能 ? 要有解釋函 

3. 如果從火災調查上 後來是管道間被串燒 有些塑膠管就被熔掉 保存

好的是裡面有水的 被燒掉的就是裡面是氣得  

 

許委員哲銘： 

1. 這裡的防火措施是不燃材料的問題 包覆的話差很多 能夠隔開在火災

階級 有些家具也會燒 至少不要助長 從耐燃材料的實驗來做研究  

2. 不管條文什麼的都是大家要拿出來討論 不拿出來沒辦法具體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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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研究員明遠： 

1. 看過很多火災的調查 像是覆議大樓 18 層樓 室內都是用甲板 門一打

開燒到公共梯廳 是用石膏板 發現到石膏板還是白白的 後面的紙和

角材 還是完好的 天花板的材料是會一級的鋪面就問題不大 

 

許委員哲銘： 

1. 我們建管這邊的條文 每六十公尺都要有一個中級幫補 那一種設備上

面的工法用減壓法因為壓力變大 剛開始ok後來就不ok 如花蓮消防管

漏水 不太相信計算上可以技術上就可以 

2. 目前的法規上是 60公尺 有一部分的限制已經有規定 

3. 針對研究案已 45業做例子 若將來要達到什麼程度 我們這一次防震措

施等等 

4. 目前研究案是拿日本的基準來做比較 消防的東西是從災害的預防搶

到來 

5. 不知道日本的建築法規是否有相關規定 可以引用一下比較完整 

6. 第三點 有些條文有牽涉到消防部分 是不是下次還有派消防署來參加 

也希望這個研究案建管和消防都可以用 

 

許委員宗熙： 

1. 日本高層建築主要在耐震上是有結構上的問題 那邊如果沒有要求的

話 施工上的缺失 像是六十米技術上是可能但真的做就有問題 氣密

就先做報好 然後就一直洩就沒有風 

2. 私底下有關消防設備' 建築技術規則有血還是要照著討論 不要寫消

防設備 針對貫穿來說 自動灑水設備你們要注意這個問題 消防有規

定後面就不規定  

 

許委員哲銘： 

1. 長遠使用的立場來看 該修就修該刪就刪 如果執行上有疑義 我們寧

可花多點時間 不要貿然的就決定 若以後發現這些設計是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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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前我們原來技術規則專章裡面都有寫 現在拿掉也沒什麼關係 如果

別的地方有規定 我們就不要再重複了 

 

林委員慶元： 

1. 基本上建築師是照建築規則上規定 但是我用消防設備設計 我們根據

哪條文來設計 如果說都合乎技術規則 要不然最後還是要符合技術規

則 如果說符合 最後不符合不恰當 

 

許委員宗熙： 

1. 建築在規定消防設備要跟避難有關 所以才在排煙上有很多的規定 建

築只有管避難 跟避難無關的它不會去管 

2. 自動灑水 警鈴的鳴動 都跟高層建築有關拉 

 

陳經理盈月： 

1. 想請教 242條的部分那因為這一部分有查了日本的建築基準法 防火設

備應具有遮煙性能 

 

楊教授詩弘： 

1. 針對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有一些整理 

2. 電梯協會建議在電梯門前有防火區劃  

3. 我們在 242條傾向不動 但是在電梯門前建議有防火區劃 

 

孫研究員立言： 

1. 可不可以電梯只防火 再另外加一個遮煙的設備 

2. 性能上似乎是可以分開設備然後組合達到這樣的一個功能 

3. 牽涉到技術上的問題 可能開個會 請對防火性能比較專業的專家不需

要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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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哲銘： 

1. 基本就是要防火區劃拉 但是這裡沒有寫到遮煙 

2. 那我個人是認為 樹穴最怕的其實是煙  

3. 最好的方式是在梯廳那邊有一個防火門 因為那個地方是不避難，242

條的後半段就有問題了 後面是多寫的 什麼叫走廊 避難路徑有問題  

 

許委員國勝： 

1. 那我個人的判斷 一個梯廳燒破了 要燒到另一個梯廳 電梯碰到最關

鍵的是煙拉，變成遮煙性能很重要 成場門就變得很重要  

 

許委員宗熙： 

1. 電梯不能當作避難的地方 那地方煙有可能跑出來 不要用普通電梯避

難 

2. 這邊要放回去的不管什麼內容 中間收集的資料 我是覺得趕快擬一個

搞出來 還是再聚一次  後來的東西條文會反映到 把這些都放進來 

 

孫研究員立言： 

1. 遮煙跟防火 梯廳可以有火 有煙 煙的問題更大 目前的條文無法防止

此現象 在高層建築物 如果還是允許避難路徑 經過梯廳才能保有安

全 

 

楊教授詩弘： 

1. 針對各位專家的意見 把這兩次的討論內容修正成條文 三個小時的討

論很感謝各位意見的投入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期末簡報部分已經做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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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第五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3年 12月 09日 

二、開會地點：本所簡報室（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3樓） 

三、主席：鄭主任秘書元良                             記錄：蘇鴻奇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簡報：（略） 

八、綜合討論（依研究計畫序）：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施工編第 241 條(原條文)： 

1.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

二座特別安全梯應在不同平面位置，其排煙室並不得共用。 

2.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

之防火區劃。 

3.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

梯，均應為特別安全梯，且通達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之

梯間不得直通。 

施工編第 241 條(修改條文)： 

1.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

二座特別安全梯應在不同平面位置，其排煙室並不得共用。 

2.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

之防火區劃。 

3.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

梯，均應為特別安全梯，且通達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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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間不得直通。 

4. 而通達避難層之特別安全梯，至少一座之出入口直接通向戶外。 

5.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下三層以上，地下層之居室與非居室均須檢討步行

距離，並至少設置 1座特別安全梯及 1座直通樓梯至避難層。 

施工編第 241-1條(新增條文)： 

1. 屋內通往排煙室之出入口上方應有 30公分以上可有效防煙固定垂壁。 

2. 送風用風道或風管，應最至少於 10~15 層樓為單位設置外氣進風口，

且外氣進風口應與排煙口相互隔離。 

3. 排煙室內除緊急昇降機或災害時輔助弱勢救助之昇降機之出入口外，

不得設置其他昇降機之出入口。 

4. 排煙室內設置室內消防栓或連結送水管之放水口時，從走廊等屋內通

往排煙室出入口之防火門下方應設置消防用帆布管之通過孔。 

 

施工編第 242 條(原條文)： 

1.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

火區劃。 

2. 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連接昇降機間之走

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施工編第 242 條(修改條文)： 

3.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

火區劃。 

4. 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連接昇降機間之走

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並至少具備兩方向出

口。 

施工編第 242-1條(新增條文)： 

高層建築物之應以下列規定防火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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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積區劃： 

1. 每一防火區劃應確保居室任一點均有兩方向之避難路徑，但區劃面積

在 100 ㎡以下者不在此限。 

2. 防火區劃設置防火門時，該防火門上方應設置 30㎝以上之防火構造垂

壁及至少 30公分防煙垂壁(如 241-1)。 

3. 防火區劃使用防火捲門時，寬幅之淨尺寸應在 6.5m以下。 

4. 防火區劃若採用輕質氣泡混凝土、預鑄混凝土板等形成接合部及按裝

部，應以岩棉或水泥砂漿等不燃材料填塞，確保區劃之耐火性能及防

煙性能。 

二、避難路徑等之區劃 

1. 除特別安全梯、緊急用昇降機之昇降機道及排煙風管管道間外，建築

物之樓層樓板不得設置豎穴。 

2. 除緊急昇降機外，電梯應以 20層或 90公尺以上進行垂直分區。 

3. 電梯梯廳應以耐火構造之牆、樓板及常閉式防火門或以煙探測器連動

之常開式防火門與其他部份予以區劃分隔。 

三、外牆之帷幕牆與樓板之區劃等 

1. 帷幕外牆與樓板之接合部位，應以具氣密性及具備 1 小時防火時效之

不燃材料充填，並應加置鋼絲網、鐵板等材料防止脫落。 

2. 帷幕牆之支撐鐵件及結構上重要之固定按裝鐵件應行防火被覆。 

3. 帷幕外牆之室內側仍須具備 1 小時防火時效，並於鐵件外部披覆防火

材料。 

 

施工編第 243 條(原條文)： 

1.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除住宅

、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2.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

氣自動警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等防

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施工編第 243 條(修改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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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除住宅

、營業用廚房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2.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

氣自動警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等防

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3. 高層建築物之住宅廚房使用燃氣設備者，若安裝下述設備，則可免除

該空間須獨立防火區劃之規定: 

4. 住宅各戶裝設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裝置 

5. 住宅各戶裝設瓦斯自動遮斷裝置閥  

6. 有關瓦斯配管及器具之安裝，需同時符合本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

之「第四章第一節燃氣設備」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 

 

施工編第 244 條(原條文)： 

1.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之樓層應設置緊

急昇降機間，緊急用昇降機載重能力應達十七人 (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以上，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尺，且自避難層至最上層應在一

分鐘內抵達為限。 

施工編第 244 條(修改條文)： 

1.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之樓層應設置緊

急昇降機間，緊急用昇降機載重能力應達十七人 (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以上， 

2. 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尺，且自避難層至最上層應在一分鐘內

抵達為限。緊急用昇降機須具備救災時可到達含非居室之各樓層。 

3. 高層建築物部分或全部用途為高齡化特別住宅、醫院、飯店及提供急

救用福祉設施時，緊急昇降機的車廂空間應可收容急救擔架，但一般

客用電梯已有設置時則不在此限。 

施工編第 246 條(原條文)： 

1. 高層建築物配管管道間應考慮維修及更換空間。 

2. 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置。但與給水管或排水管共構設置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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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編第 246 條(修改條文)： 

1. 高層建築物配管管道間應考慮維修及更換空間。瓦斯管之管道應設置

於戶外為原則。但若須設置於室內者，則須為獨立管道間並設置瓦斯

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與遮斷裝置。 

 

施工編第 247 條(原條文)： 

1.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

之防火措施，其貫穿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火

閘門。 

施工編第 247 條(修改條文)： 

2.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

之防火措施，其貫穿防火區劃之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火

閘門。 

3. 高層建築物內之給排水配管設置水平支管，則不受前述不燃材料及防

火填塞之規定。 

 

施工編第 259 條(原條文)： 

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一、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二、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三、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 (包括底材) ，以耐燃

一級材料為限。 

四、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一) 電氣、電力設備。 

(二) 消防安全設備。 

(三)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四) 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五) 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六) 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置之瓦斯緊急遮斷設備。 

(七) 其他之必要設備。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其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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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備；其

應具功能如左： 

一、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二、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三、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四、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五、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六、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施工編第 259 條(修改條文)： 

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一、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二、防災中心應設於消防隊由外部直接出入之位置，並且步行距離小於 30公尺

以內。 

三、防災中心應設於直接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全梯之位置。 

四、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其面積規模應能容易操作、維護防災

設備機器等之監視、控制且能容納消防活動之指揮據點使用。 

五、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 (包括底材) ，以耐燃

一級材料為限。 

六、防災中心之換氣、冷暖氣設備應為專用。 

七、防災中心供操作人員睡眠休息使用部份應設於鄰近場所，設於防災中心內

部時，該部份仍應防火區劃，且不得計入防災中心之面積。 

八、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其防災

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備；其

應具功能如左： 

一、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二、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三、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四、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五、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六、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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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高層建築物審查要領                   

(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檢查基準) 

壹、 「建築技術規則」與日本「預防事務審查基準」適用範圍比較表 

附錄表 1-1「建築技術規則」與「預防事務審查基準」適用範圍比較表 

建築技術規則 

施工編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 

高層建築物審查基準 

比較說明 

一. 本編第 70條明定高 50

公尺或樓層 16樓層以上

之建築物，適用設計施

工編第 12章之規定。 

二. 高度達 90公尺或 25樓

層以上之高層建築物適

用總則編第 3條之 4之

規定。  

一. 依法應設置緊急昇降機

及特別安全梯之建築物。 

一. 日本建築基準法施行

令，針對地上 15樓層以 

上、地下 3樓層以上之建

築物設置特別安全梯。 

二. 10 樓層以上之建築物應

設置緊急昇降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 「建築技術規則」與日本「預防事務審查基準」規定架構之比較 

附錄表 1-2「建築技術規則」與「預防事務審查基準」規定架構比較表 

建築技術規則 

施工編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 

高層建築物審查基準 

比較說明 

一. 第一節 一般設計通則 

277條~233條 

二. 第二節 建築構造 

234條~240條 

三. 第三節 防火避難設施 

241條~244條 

四. 第四節 建築設備 

245條~259條  

一. 適用範圍 

二. 指導原則 

三. 失火防止對策 

四. 主要構造耐火性能 

五. 火災擴大防止對策 

六. 避難設施 

七. 消防設備防震措施 

八. 消防活動救助設施 

九. 防災中心 

一. 技術規則將高層建築物

除符合一般建築物之規

定外，之追加強化規定. 

二. 審查基準以消防防火為

指導原則，針對高層建築

物作強化之規定。  

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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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內「建築技術規則」與日本「預防事務審查基準」規定內容之比較 

附錄表 1-3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二章第三節「防火避難設施」     

與「預防事務審查基準」規定內容比較表 

建築技術規則 

施工編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 

高層建築物審查基準 

比較說明 

一. 第 241條 

01. 2座以上特別安全

梯之設置原則 

02. 連接特別安全梯之

走廊 

03. 地面層以上以下樓

梯不直通 

二. 第 242條 

01. 昇降機道、機間之

防火區劃 

02. 防火設備遮煙性能 

03. 連接昇降機間之走

廊獨立防火區劃 

三. 第 243條 

01. 燃氣設備使用限制 

02. 燃氣設備獨立防火

區劃 

四. 第 244條  緊急昇降機  

一. 失火防止對策 

02. 瓦斯器具使用限制 

二. 主要構造之耐火性能 

三. 火災擴大防止對策 

03. 防火區劃(面積、避

難路徑、豎穴) 

04. 內裝材料不燃化 

四. 避難設施 

03. 特別安全梯之構造 

04. 排煙室、排煙設備 

五. 消防活動、救助設施 

04. 消防隊之進入路徑

及進入口 

05. 緊急昇降機 

06. 其他(通信輔助設

備、避難路徑開口)  

一. 241 條可參考「預防事務

審查基準」之「避難設施」 

二. 242條可參考火災擴大防

止對策 

三. 243條可參考失火防止對

策 

四. 244 條可參考消防活動、

救助設施 

五. 修正原則 

01. 國內之現況問題 

02. 補充增訂必要之相

關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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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4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二章第四節「建築設備」         

與「預防事務審查基準」規定內容比較表 

建築技術規則 

施工編 

建築技術規則 

施工編 

比較說明 

一. 第 245條 

配管立管之層間變位 

二. 第 246條 

01. 管道間維修空間 

02. 瓦斯管單獨設罝 

三. 第 247條 

配管管材不燃材料貫穿

區劃處理 

四. 第 248條 

01. 機械設備之固定 

02. 主要構材不燃材料 

五. 第 249條 

高架水箱水平變位不與

其他部份兼用 

六. 第 250條 給水適當水壓 

七. 第 251條 

01. 消防連結送水管 

02. 60公尺以上中繼水

箱設置位置 

八. 第 252條 航空障礙燈  

九. 第 253條 避雷設備側擊 

十. 第 254條 

影響無線通信、電視收

訊改善處理 

十一.第 255條 

電線、電纜之防火時效 

十二.第 256條 

昇降設備之數量與容量 

十三.第 257條 

01. 每樓層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 

02. 11樓層以上偵煙警探

測器 

03. 自動撒水設備 

十四.第 258條 警鈴鳴動規定 

十五.第 259條  防災中心 

日本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

審查基準檢查基準 

高層建築物審查基準 

一. 消防設備之耐震措施 

03. 自動撒水設備 

04. 緊急電源 

05. 參考附件表 4-10、     

表 4-11、表 4-12 

二. 防災中心 

04. 位置 

05. 構造 

06. 機能 
 

一. 技術規則以建築設備為

對象，強化規定 

二. 審查基準以消防設備為

對象，針對耐震措施強化

規定。 

三. 防災中心技術規則規定

位置、面積、構造、機能 

01. 以 25樓層、90公尺

以上時再強化機能

規定，可參考審查基

準後作必要之修訂。 

四. 修正原則 

01. 設備無疑義者保留

原規定 

02. 消防設備之適用狀

況與「消防法令」一

致者取消，但增訂

251條、255條、  

257條之耐震措施 

03. 修正第 259條防災

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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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適用範圍 

本要領適用依法應設置緊急昇降機及特別安全梯之高層建築物。 

伍、 指導原則 

高層建築物除依相關法令規定（含本審查基準）外，另依高層建築物之特殊性為

防止失火、防止火災擴大，確保避難安全、確保容易消防救助，行必要之行政指

導。 

陸、 失火防止對策 

使用裸火之設備器具 

(集合住宅以外之用途使用時) 

七. 應儘量抑制都市瓦斯之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符合下列限制。 

05. 僅使用於 31m以下之樓層。 

06. 超過 31m 以上之樓層，最上層因展望目的附設餐飲店或中間樓層因必要

供員工餐廳使用之廚房設備器具或建築物之屋頂層設置機械室供冷暖

氣設備、鍋爐設備等使用之必要機能時。 

07. 瓦斯配管之設計施工依高層建築物瓦斯安全系統第 1-1表規定設置。 

08. 使用裸火之設備器具應集中設置，並與其他部份以具 1小時防火時效之

牆壁、樓板、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區劃內之牆壁、天花

板等面向室內之裝修材料、表材裏材均應為不燃材料。 

八. 不得使用桶裝瓦斯供給之裸火設備器具。 

九. 以電氣作為熱源之設備器具，最大使用熱量合計 2000 kcal/小時以上時，

按(1)-d辦理。 

十. 除以電氣作為熱源者外，暖爐、箱型暖氣機等局部暖房儘量避免使用瓦斯作

為熱源。 

十一. 下示廚房設備設置之頂罩及排氣風管防止火焰傳送排氣罩應設置簡易

自動滅火裝置。 

03. 高度超過 50m或 15層樓以上建築物內之廚房設備。 

04. 高度超過 31m以上或 10層樓建築物以內最大使用熱量合計

300,000kcal/小時以上之廚房設備。 

十二. 排氣罩等之簡易自動滅火裝置應依「排氣罩、風管用、瓦斯爐檯用或鍋

爐用之簡易自動滅火裝置」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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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宅用途使用時 

二. 應儘量抑制都市瓦斯之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符合下列限制。 

04. 熱源及設置方法區分如下 

區分 
廚房設備 

熱水器、暖氣設備 
爐檯 電鍋 

A 電氣  

瓦斯（集中供給或各戶） B 瓦斯 電氣 

05. 瓦斯之主配管儘量設置於室外立管，配管等設計施工依「高層建築物瓦

斯安全系統第 1-3表」規定設置。 

06. 不得使用以桶裝瓦斯供給之火氣設備器具。 

運用上之注意事項 

三. 適用範圍如一所示，高度 50m或樓層十六層以上部份之集合住宅屬適用對象，

但 50m或 16 層以下部份非適用範圍。 

四. 1之(1)之 6 之最上層使用時，應同時考量使用目的之必要性及避難對策，

最上層為設備機械室、電機機械室時，其直下層亦可視為最上階。 

其他規範 

四. 蠟燭、媒油燈等裸火禁止使用。 

五. 發火性、引火性之危險物品禁止帶入。 

六. 受電設備、變電設備等之變壓器、遮斷器應使用乾式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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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5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高層建築物之瓦斯安全系統」(適用 50公尺以上或 16層樓以上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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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6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高層建築物之瓦斯安全系統」(適用 50公尺以下或 16層樓以下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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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7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高層建築物之瓦斯安全系統」(集合住宅適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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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主要構造部之耐火性能 

耐火被覆依工法別注意事項如下 

一. 濕式噴附工法（直接耐火被覆） 

01. 噴附材料之組成（構成材）及比重應符合所定規範。 

02. 噴附材應依厚度均一噴附，噴附後硬度亦應均一，柱、樑及牆壁之接合

部份應特別注意。 

03. 斜撐等以鋼材造者同 2處理。 

二. 乾式成型板工法（直接耐火被覆） 

01. 成型板之組成（構成材）及厚度應符合所定規範。 

02. 成型板應以接續材及固定材牢固固定。 

03. 板不得有龜裂、損傷，接合部不得有間隙。 

三. 間接耐火被覆工法 

01. 天花板及天花板內均由不燃材料構成 

02. 天花板材料不因搖晃、衝擊而脫落，天花板固定支撐材料應牢固固定於

樓板上。 

四. 天花板材料之接合部份不得有間隙、龜裂或破損。 

五. 天花板內敷設之建築設備應為不燃材料，電氣配線除外。 

六. 天花板內埋入型燈具，送風口貫穿天花板時，應有火災時高溫不致傳達至樑

之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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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火災擴大防止對策 

防火區劃 

一. 面積區劃 

01. 每一防火區劃應確保居室任一點均有 2方向之避難路徑，但區劃面積在

100㎡以下者不在此限。 

02. 防火區劃設置防火門時，該防火門上方應設置 30㎝以上之防火構造垂

壁。  

03. 防火區劃使用防火捲門時，寬幅之淨尺寸應在 6.5m 以下。 

04. 防火區劃採用 ALC（輕質氣泡混凝土）、PC混凝土（預鑄混凝土板）等

接合部及按裝部，應以岩棉或水泥砂漿等不燃材料填塞，確保區劃之耐

火性能及防煙性能。 

05. 電線等貫穿防火區劃牆或樓板時，貫穿部應以不燃材料填塞，確保區劃

之耐火性能及防煙性能。 

06. 小型冷風機（FCU）等配管類貫穿樓板時，貫穿部應以具氣密性、耐火

性之岩棉或具同等性能以上之材料填塞。 

二. 避難路徑等之區劃 

01. 除特別安全梯、緊急用昇降機之昇降機道及排煙風管管道間外，建築物

之樓層樓板不得設置豎穴。 

02. 除緊急昇降機外，電梯應以 15 層~20層為單位行垂直分區。 

03. 電梯梯廳應以耐火構造之牆、樓板及常閉式防火門或以煙探測器連動之

常開式防火門與其他部份予以區劃分隔。 

04. 電扶梯原則上不得通行 3層樓以上，電扶梯貫樓板部份之防火區劃應於

乘降面設置具防煙性能之防火門，其他面可以嵌鐵絲網之防火玻璃或防

火捲門區劃之。 

05. 配管管道間、電線管道間應以具樓板區劃相同耐火性能、防火性能之材

料填塞。 

06. 貫穿部份除具備防止延燒之有效措施外，應避免大量電纜線之貫穿設

置。         

07. 通風換氣、冷暖氣設備之風管風道，儘量不貫穿樓板，採用各樓設置空

調機械室之各樓空調方式。但使用耐熱處理之金屬風管作為新鮮空氣之

供給風道或排氣用風道，貫穿樓板設有防火閘門者不在此限。 

08. 前目設置有困難時，儘量不跨越多層樓，而以數層樓行水平區劃，並配

合電梯垂直分區之豎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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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牆之帷幕牆與樓板之區劃等 

01. 帷幕外牆與樓板之接合部位，應以具氣密性及耐火性能之濕式岩棉、水

泥砂漿等不燃材料充填，但應加置鋼絲網、鐵板等材料防止脫落。 

02. 帷幕牆之支撐鐵件及結構上重要之固定按裝鐵件應行耐火被覆。 

03. 帷幕外牆之室內側仍須具備與外牆同等性能以上之耐火性能。 

四. 內裝材料之不燃、難燃化 

01. 內裝材料包含底材應為不燃或準不燃材料。 

02. 設置於天花板上照明用之燈罩不得為可燃材料，但樓地板面積 1/10以

下時不在此限。 

03. 桌椅等傢俱儘量使用不燃材料製造者。 

04. 可燃性之裝飾物品抑制使用，不得已使用時應具防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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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避難設施 

一. 特別安全梯之構造 

01. 排煙室（含陽台）通往樓梯間之出入口，應為常閉式防火門。 

02. 屋內通往排煙室之出口入防火門不得使用防火捲門。 

03. 屋內通往排煙室之出入口上方應有 30公分以上可有效防煙之固定垂

壁。 

04. 排煙室應由走廊進入。 

05. 排煙室設置之送風用風道或風管，應以 10~15 層樓為單位設置外氣進風

口，且外氣進風口應與排煙口相互隔離。 

06. 倉庫、茶水間出入口及電氣管道間之維修口上不得面向樓梯間、排煙室

設置。 

07. 排煙室內除緊急昇降機或災害時輔助弱勢救助之昇降機之出入口外，不

得設置其他昇降機之出入口。 

08. 排煙室內設置室內消防栓或連結送水管之放水口時，從走廊等屋內通往

排煙室出入口之防火門下方應設置消防用帆布管之通過孔。（P116） 

二. 其他 

01. 各樓層通往特別安全梯之走廊等避難路徑應單純明快。 

02. 避難層使用旋轉門作為出入口時，應另行設置避難用出入口，同時考量

回轉門之事故防止措施。 

三. 高度 100m以上之建築物，排煙室除直接面向外氣者外，應設置附固定爬梯

之陽台等輔助避難措施。 

四. 設置排煙室設備，當該設備啟動時，不得因內外靜壓差發生避難時防火門開

閉之障礙，各樓避難路徑上應設可有效空氣流通面向外氣之開口。 

五. 排煙設備之運用，參照表，排煙設備考慮煙控時之基本避難誘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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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8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排煙設備考慮煙控避難誘導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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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消防設備之耐震措施 

一. 自動撒水設備 

01. 自動撒水設備之耐震措施（屋內消防栓設備、泡沫滅火設備、連結送水

管設備）。 

二. 緊急電源 

三. 消防活動、救助設施 

四. 消防活動、救助設施依下示辦理 

01. 消防隊之進入路徑及進入口 

(1) 高層建築物除可由道路、廣場直接進入外，消防車使用之通路應使

2輛以上之消防車可進入並靠近建築物。 

(2) 通路寬幅 5m以上，且通路交叉、轉角部份應能有效通行及回轉。 

(3) 通路應可承受 20噸以上雲梯車通行有效之構造。 

02. 緊急用昇降機 

緊急用昇降機除依本篇相關規定外，應符合下示規定。 

(1) 緊急用昇降機應充分考慮耐震性能。（耐震強度 P146） 

(2) 集合住宅、醫院、飯店及福祉設施等設置緊急昇降機時，避難層以

上之樓層，應可收容急救擔架（電梯車廂深度 2m以上），但一般客

用電梯已有設置時不在此限。 

五. 高層建築物中間樓層有上述用途者應比照辦理。 

六. 其他 

01. 高度 100m 以上之建築物，其地下層部份無線通信困難者應設置無線通

信輔助設備。 

02. 火災發生時，為減壓及煙之有效排出，各樓之避難路徑上應有面向外氣

之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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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9 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自動灑水設備設計指針」 

 

 

 

 

 

 

 

 

 

 

 

 

 

 

 

 

 

 

 

 

 

 

 

 

 

 

 

 

 

 

(資料來源：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檢查基準，並經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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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10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地震目標強度之設定」 

 

 

 

 

 

 

 

 

 

 

 

(資料來源：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檢查基準，並經本研究團隊整理) 

 

附錄表 1-11日本東京都預防事務審查基準之「緊急電源之耐震措施」 

 

 

 

 

 

 

 

 

 

 

 

 

 

 

 

 

 

(資料來源：東京都消防廳預防事務審查基準檢查基準，並經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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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防災中心 

一. 防災中心設置 

01. 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直上層或直下層，且消防隊由外部容易出入

之位置上。 

02. 防災中心應設於容易通達緊急昇降機間及特別安全梯之位置上。 

二. 防災中心之構造 

01. 防災中心之牆壁、柱及樓板應為耐火構造，窗及出入上應為防火門窗

（防火門開啟後可自動關閉），面向室內之牆壁、天花板、柱等裝修材

料應為不燃材料。 

02. 防災中心之換氣、冷暖氣設備應為專用。 

03. 防災中心之面積規模，應能容易操作、維護防災設備機器等之監視、

控制且能容納消防活動之指揮據點使用。 

三. 面積約為 40㎡~50㎡以上。 

01. 防災中心供操作人員睡眠休息使用部份應設於鄰近場所，設於防災中

心內部時，該部份仍應防火區劃，且不得計入防災中心之面積。 

四. 防災中心之防災監視盤、操作盤等應以錨定樏栓牢固固定在耐火構造之樓

板上。 

五. 防災中心應有防止漏水、淹水之防水有效措施。 

六. 防災中心之機能 

七. 除法令規定之監視、控制及操作之機器外，應包含下示機器之控制回路，

並可於防災中心監視控制。 

01. 與連結送水管等送水口之通話 

02. 室內消防栓之起動表示 

03. 排煙室防火門之煙探測器連動顯示 

04. 緊急發電機之起動顯示 

05. 各項消防設備使用泵之起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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