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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管理類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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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及治理

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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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
及治理

01

3



法規
因應室內空氣品質議題，衍生所多建議，造成產業及機關之特定效應。

• 法令或條例 (Law or Regulations)：基於健康或生命安全為基礎，得藉由制定法令，擬定可依
循之法規值。（因應公共利益，具有強制性）

• 標準 (Standards)：基於室內空氣品質與舒適度管理，經由特定具有專業知識之機構擬定，但
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除非法規引用或要求。

• 指標值 (Guidelines)：人員舒適重要指標，但非強制要求或推薦之方法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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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法名稱 發佈日 法源依據

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101.11.23 本法第23條

2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101.11.23 本法第7條

3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101.11.23 本法第9條第3項

4 室內空氣品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101.11.23 本法第10條第3項

5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101.11.23 本法第19條第2項

6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101.11.23 本法第6條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100年11月23日經奉 總統公布，自公布後一年施行（101年11月23）。

4



呼吸乾淨空氣之權利

5

 無法落實此權力是法律與政治將私人利益
放置於公共健康之上。

 因此需有明確且具約束力之法律以保障公
眾呼吸到乾淨空氣之權利。

 First, the right to access information
about air quality (ideally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live data from monitoring
stations, supplemented by regular
reports from trusted government or
academic sources). The publication of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s monitoring station in
Beijing via a Twitter feed was a shining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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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

溫度 濕度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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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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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誤導之文宣



公告場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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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其他法規要求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09 條
雇主對於勞工經常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除設備及自
地面算起高度超過4公尺以上之空間不計外，每一勞工
原則上應有10立方公尺以上之空間。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應符合其他法規要求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 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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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物簡易分類

氣狀污染物

粒狀污染物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無機性氣體
（CO2、CO、NOx、SOx、O3、H2S、氨等）

放射性物質
(Rn-222)

纖維狀粒子

非生物粒子

生物粒子

有機性氣體（O3、CHx、HCHO、苯類、醇類、
酯類等）

一般粉塵

固體粒子

液體粒子 微生物
（細菌、黴菌等）

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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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不良因素

不明原因13%
室外污染物

10%

生物性污染

物5%

建材4%

室內污染物

16%
通風不足52%

本計畫繪製，參考OSHA Technical Manual (OTM) Section III: Chapter 2
Indoor Air Quality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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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

污染源確認減輕策略
規劃

污染濃度

污染源控制

污染源

施工前評估
施工後檢查
污染模擬（高斯類擴散模式）

監測管理活動時間

空氣清淨
換氣

本計畫繪製，參考https://www.epa.gov/indoor-air-quality-iaq/improving-indoor-air-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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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不足
散熱裝置

散熱裝置

空調使用區域A

空調使用區域B

供應室內冷卻流體

室內側送風盤管單元

冷媒

通風 ≠ 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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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氣導入與內循環空調對車艙CO2濃度影響

郊區道路行駛 市區道路行駛

資料來源：https://jaf.or.jp/ 返回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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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型與分離式冷氣

參考LG型錄

參考Daikin型錄

 須注意外氣是如何引入，是否具有獨立引入口及方便清潔之功能。
 期望引入為乾淨之外氣，而非污染之空氣。此外所引入外氣未具有量化指標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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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頂式空調

需外氣風管施工
期望引入為乾淨之外氣，而非污染之空氣。此外所引入外氣未具有量化指標或說明。

參考三菱空調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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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形冷氣（冰水或直膨）

冷氣機

水泵

冷卻水塔
吸

排出口

吸入口

排出口

冷氣機

風管

室內

戶外

吸入口

冷氣機

水泵

冷卻水塔

吸入口

排出口

吸入口

排出口

冷氣機

風管

室內

戶外

吸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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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不良

 使用天花板供回風系統，不會因天花板淨高
度低（熱舒適度）或高屏風設計（除無供風
口者），而影響氣體擴散。

 而是評估是否具有空調短循環（出風與回風
過近），尤其針對外氣。

 以及天花板下具有封閉牆面，則須再評估天
花板上方是否相連通，如無須具有獨立外氣
系統。

高屏風

天花板淨高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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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側不適當通風配置

資料來源：https://www.alia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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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側不適當風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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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側不適當通風配置

資料來源：http://npo.house1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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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側不適當通風配置（續）
 引入外氣CO2濃度因短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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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當排風或管道系統

資料來源：https://www.deltaww.com/zh-tw/FAQ/2084

參考資訊-三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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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學校通風換氣設計 (參考)

電腦室廁所

以壓力管控氣流移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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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氣引入口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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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之外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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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污染物

生物氣膠-真菌、細菌、病毒、花粉…………代謝氣體污染物

固體粒子 液體粒子 二次粒子

花粉病毒大腸桿菌
https://case.ntu.edu.tw/blog/?p=2504
4

https://www.ocwr.gov/cc by-sa flickr

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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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污染物（續）

印度馬德里(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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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持久性自由基 (Environmentally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參考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Volume 248, May 2019, Pages 320-331

Toxicity of EPFRs
As summarized in Table 2, EPFRs stabilized by transition
metals exhibited significant cellular oxidative stress and
cytotoxicity to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which
decreased the cellular antioxidants and then resulted in
cell death (Balakrishna et al., 2009). Exposure of EPFRs
associated PM to neonatal rats has been shown to cause
cardiac and pulmonary diseases, such as decreased
cardiac function, increased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and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in.（例如心臟功能下降、肺動
脈壓力升高和肺部氣道過度反應）。

 在北京霧霾事件期間，於PM1.0和PM2.5中EPFR平均占有約77%和98%。(Yang L, Liu G, Zheng M, et al. Highly elevated levels
and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s of environmentally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in haze-associated atmosphere. Environ Sci Technol.
2017;51(14):7936–44.)

 透過將取代的芳香族分子（具有或不具有羥基和/或鹵素基團等取代基）物理吸附到過渡金屬氧化物的表面上而引
發的。隨後透過消除水和/或鹵化氫進行化學吸附。最後，電子從取代的芳香化合物轉移到過渡金屬的中心，導致
過渡金屬同時還原並形成EPFR。(Dellinger B, Lomnicki S, Khachatryan L, et al. Form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Proc Combust Inst. 2007;31(1):521–8. )

 EPFR主要5個來源的百分比分布，如機動車排放 (32.1%)、粉塵 (27.2%)、燃煤 (16.8%)、工業排放 (11.7%) 和二次
硝酸鹽 (3.4%)。(Wang Y, Li S, Wang M, et al.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environmentally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EPFRs) in PM2.5 over
Xi’an. China. Sci Total Environ. 2019;689:19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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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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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工安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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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機構或廠商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與管理

https://www.ctee.com.tw/

https://www.deschutescount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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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處理措施 
 

本案問題屬性：□跨部門空氣品質問題  ■空氣品質客訴問題  □非跨部門空氣品質問題 

（填表人勾選，可重複勾選）                     登錄編號：IAQ-1020601 

狀 況 

描 述 

6 月 05 日參與夏季晚間音樂會的同仁反應有聞到煙味 

 

 

 

填寫人： 王○○__  日期： 0605    

本案建議送請 行政服務處/品質工安室 處理 

是否屬重大/重複性異常：□是  ■否 

院工安與

品質室 
 

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

專責人員 

 

原 

因 

分 

析 

參與音樂會同仁疑似於男廁所內吸菸 

 

 

 

 

應 

變 

措 

施 

研 

擬 

□改善措施 ■預防措施 預定完成日期：102年06月08日 

 
1. 加強宣導室內進行吸菸。 
2. 晚間加強管理人員巡邏。 
3. 加強標示室外吸菸區。 
4. 若發現男廁所內之吸菸者將提報人評會。 
 

部/組主管：________  院工安與品質室經理：__________  空品專責人員：___________ 

核定 綜合業務組 組長  所長  

處 

理 

結 

果 

 

已於102年06月09日完成本案相關之 □改善措施  ■預防措施 

 

相關提議已由行政服務處提報院長經院務會議裁示執行 

 

部/組主管：________  院工安與品質室經理：__________  空品專責人員：___________ 

： 1.跨部門空品問題，本所也需進行資訊建立。 
 2.處理結果核定後正本存工安品質室，影本送問題處理部門。其餘正本存問題處

理部門，影本送填表人。 

施工或作業規劃表 (範本) 

報告日期： 

提案單位：公共服務部 報告人：吳○○  

項次 內容 備註 

作業

目的 院內室內外環境消毒，以降低病媒蚊等危害 
 

施工

程序

與注

意事

項 

1. 需選購且指定使用環保署許可之環境用藥，並

載記相關字號及有效期限；使用時仔細閱讀該

標示，並依照標示上的指示使用，不能用在其

他用途上。 
2. 需選擇且指定具有環保署『病媒防治業許可執

照』廠商。 
3. 施工或作業前需進行公告與通知相關人員，並

提醒食品或飲用水使用及注意，而如水族箱或

魚缸等大型設備如無法移出，必須加蓋並暫時

停止打氣。且選擇假日進行施工或作業。 
4. 施工或作業時需進行作業區域管制，降低消毒

劑噴灑作業等對人員與環境影響。 
5. 消毒作業人員需著工作隔離衣、手套、護目鏡

及口罩等必要防護設備，且施作人員。 
6. 消毒作業完成後關緊門窗迅速離開，作業人員

需更換所穿衣物，且以肥皂等進行身體清潔。 
7. 於施工或作業期間，全程現場需有本院同仁及

廠商現場管理人員陪同，以因應緊急事故。 

 如附件

說明 

 廠商遴

選需提供

相關資訊

與許可執

照 

 作業需

依據病媒

防治業管

理辦法要

求施行。 

作業

場所/
管制

室內

空間 

中興院區 62、64、67 館等各樓層 
管制時間為 6 月 22 日上午 7 時~24 日上午 7 時 

 

 

施工或作業規劃表 續頁 (範本) 

降低

室內

空氣

污染

策略 

1. 選用高度安全性、速效且殘留性小、且清潔性

使用簡便之環境用藥。 

2. 室內空間消毒作業完成後，管制時間需加長，

並開啟外氣送風系統，以進行夜間換氣，降低

室內環境空氣中藥品殘留濃度。 

 如附件

說明 

環境

空氣

品質

測試 

1. 參考藥品及使用說明，於消毒後 30 分鐘後人

員可進入作業場所，以開啟門窗進行室內之通

風作業。 

2. 本次作業完成後，額外再進行機械換氣，降低

室內環境用藥殘留濃度，以確保對消毒區域辦

公人員衝擊，因此不再提出環境空氣品質測試

需求。 

 

其他 
或 
建議

事項 

1. 現場個出入口需有明顯告示及說明。 

2. 請於施工作業前將各出入口進行管制，只允許

對外離開，僅保留一出入口為允許進出。 

3. 現場需另設有緊急聯絡電話，除相關本院人員

及作業廠商外，應有醫療及環境相關之機關緊

急聯絡資訊，以利緊急事故之通報與管理。 

4. 請清潔人員提前於 7點進行室內環境清潔。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與管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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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二氧化碳濃度攀高
• 圖中顯示為分布全球海洋表面的

空氣採樣點每月之平均二氧化碳
濃度值。

• 圖中數值為除去水蒸氣後二氧化
碳分子莫爾數除以空氣中所有分
子莫爾數（包括CO2）之乾燥空
氣摩爾分數。其中摩爾分數以百
萬分率 (ppm) 表示。

• 為降低工業與人為因素空氣採樣
點皆遠離陸地之偏遠的海洋海平
面位置。

• 我國目前室內空氣品質要求24小
時平均濃度為1,0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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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二氧化碳濃度
 黑色是在東京晴空塔頂觀測到的每小時CO2

平均濃度值。藍色是在富士山頂觀測到的
夜間（22:00至23:00）CO2濃度。

 富士山頂被視為東亞中緯度區典型之CO2背
景濃度。晴空塔頂觀測值受東京等地表排
放CO2影響。

資料來源：https://www.nies.go.jp/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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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移動污染源影響

資料來源：https://new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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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氣溫因素

資料來源：https://www.climate.gov/
公視新聞網

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

1901-2000年平均氣溫為基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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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污染物質

資料來源：
https://www.cdc.gov/niosh/topics/indoorenv/mold.html

資料來源：
https://www.maine.gov/dacf/php/gotpests/othercritters
/mold.htm

資料來源：https://www.epa.gov/indoor-air-quality-iaq/indoor-microbi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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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預防與控制

https://www.natgeomedia.com/science/article/content-11151.html

 每一項感染途徑皆十分複雜，其預防或控制程序亦複雜且合理抑低。

 空氣品質管理非感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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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他人就是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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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壓檢疫亭

資料來源 : https://www.it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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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壓隔離病房



資料來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vo4LBnloQ 44

負壓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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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for Isolated Ward
－In order to verify the design within a rather short time, some indices of

the ventilation system were tested in parallel including ACH, level of
negative pressure, pollutant remove rate.

－ Tested with tracer gas SF6 and revised the testing procedure.
－ Validation for one ward could be done in 20 minutes.

ACH=[lnC(0)-lnC(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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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The Validation

https://homes.lbl.gov/

Blower doo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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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92		447		6.1025585946				0.2033		382		5.9454206086						0.31		6.2647		0.3372496833		0.0879022043														18.6		20.234981		8.79%

		0.055		397		5.9839362807				0.2189		245		5.5012582105						0.61		11.25		0.605625		-0.0071721311														36.6		36.3375		-0.72%

		0.0708		361		5.8888779583				0.2342		159		5.0689042022						0.91		18.57		0.999685		0.0985549451														54.6		59.9811		9.86%

		0.0867		323		5.7776523232				0.2508		99.6		4.6011621646						1.22		19.12		1.0292933333		-0.1563169399														73.2		61.7576		-15.63%

		0.1025		294		5.6835797673				0.2661		62.9		4.1415461637						1.54		24.297		1.3079885		-0.1506568182														92.4		78.47931		-15.07%

		0.1183		264		5.5759491031				0.2817		40.4		3.698829785						1.83		28.2		1.5181		-0.1704371585														109.8		91.086		-17.04%

		0.1342		240		5.4806389233				0.2972		26.5		3.277144733

		0.1503		216		5.3752784077				0.3128		16.8		2.8213788864

		0.1758		185		5.2203558251				0.3292		10.7		2.3702437415

		0.1917		166		5.1119877884				0.34778		6.36		1.8500283774

		0.2078		151		5.0172798368				0.3636		4.14		1.4206957878

		0.2236		136		4.9126548857				0.3789		2.61		0.9593502213

		0.2397		123		4.8121843554				0.3947		1.76		0.5653138091

		0.2558		111		4.7095302013				0.4103		1.1		0.0953101798

		0.2717		100		4.605170186				0.4264		0.734		-0.3092462504

		0.2878		90.7		4.5075573571				0.4422		0.458		-0.7808860949

		0.3039		82.2		4.4091553021				0.4581		0.309		-1.1744140021

		0.32		74.5		4.3107991254				0.4733		0.198		-1.6194882483

		0.3414		64.9		4.1728476237				0.4892		0.142		-1.9519282214

		0.3572		58.3		4.0656020934				0.5053		0.0965		-2.3382122706

		0.3733		53.2		3.9740583963				0.5303		0.0563		-2.8770607438

		0.3894		48.2		3.8753590211				0.5461		0.0412		-3.1893170226

		0.4053		43.5		3.7727609381				0.5619		0.0269		-3.6156289924

		0.4203		39.5		3.6763006719				0.5778		0.0245		-3.7090821614

		0.4375		35.9		3.5807372955				0.5936		0.0211		-3.8584822385

		0.4536		32.3		3.4750672302

		0.4694		29.4		3.3809946743

		0.4853		26.4		3.2733640102

		0.5044		23.6		3.161246712

		0.5206		21.3		3.0587070727

		0.5367		19.4		2.9652730661

		0.5528		17.6		2.867898902

		0.5694		15.7		2.7536607124

		0.5861		14.3		2.6602595373

		0.6022		12.9		2.5572273114

		0.6186		11.7		2.4595888418

		0.6347		10.6		2.3608540011

		0.61CMM

		t		ppm		LN(C)

		0.1019		138		4.9272536852

		0.1181		114		4.7361984484

		0.1342		94.9		4.5528237056

		0.1503		78.5		4.3630986248

		0.175		58.9		4.0758410907

		0.1911		48.8		3.8877303129

		0.2072		40.5		3.7013019741

		0.2233		33.6		3.514526067

		0.2392		27.5		3.3141860047

		0.2553		23		3.1354942159

		0.2714		19		2.9444389792

		0.2878		16		2.7725887222

		0.3047		13.1		2.5726122302

		0.3267		10.2		2.3223877203

		0.3425		8.42		2.1306098283

		0.3586		6.98		1.9430489168

		0.375		5.84		1.7647307968

		0.3911		4.88		1.5851452199

		0.4072		4.03		1.393766376

		0.4233		3.35		1.2089603458

		0.4397		2.79		1.0260415958

		0.4558		2.34		0.8501509294

		0.4722		1.96		0.6729444732

		0.495		1.52		0.4187103349

		0.5119		1.26		0.231111721

		0.5281		1.06		0.0582689081

		0.5442		0.894		-0.1120495038

		0.5603		0.756		-0.2797139028

		0.5764		0.634		-0.4557063245

		0.5925		0.543		-0.610645959

		0.6086		0.457		-0.7830718881

		0.625		0.393		-0.9339456671

		0.6411		0.342		-1.0729445419

		0.91CMM

		t		ppm		LN(C)

		0.8003		435		6.0753460311

		0.8183		300		5.7037824747

		0.8397		203		5.313205979

		0.8564		147		4.9904325868

		0.8722		110		4.7004803658

		0.8881		80.9		4.3932138241

		0.9042		60.6		4.1042948931

		0.9197		44.6		3.797733859

		0.9358		33.4		3.5085559

		0.9522		24.7		3.2068032436

		0.9681		18.3		2.9069010598

		0.9842		13.7		2.6173958328

		1.0039		9.51		2.2523438766

		1.02		6.97		1.9416152248

		1.0361		5.25		1.6582280766

		1.0522		3.85		1.3480731483

		1.0683		2.86		1.0508216248

		1.0842		2.18		0.7793248768

		1.1003		1.61		0.476234179

		1.1169		1.2		0.1823215568

		1.1331		0.913		-0.0910193984

		1.1492		0.676		-0.3915622029

		1.1739		0.449		-0.8007323912

		1.19		0.345		-1.064210862

		1.206		0.267		-1.3205066206

		1.2222		0.213		-1.5464631133

		1.2381		0.175		-1.7429693051

		1.2542		0.142		-1.9519282214

		1.2703		0.117		-2.1455813442

		1.2864		0.0987		-2.3156703325

		1.3022		0.0837		-2.4805163015

		1.3181		0.0778		-2.5536138478

		1.3397		0.079		-2.5383074265

		1.3558		0.0595		-2.8217789664

		1.3717		0.0501		-2.9937342709

		1.3878		0.0399		-3.221378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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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對室內空氣品質影響

資料來源：https://www.kenko-kenbi.or.jp/c

化學物質 產生來源 症狀

甲醛 黏合劑、防黴劑 眼/喉嚨痛、頭痛、嗅覺遲
鈍

甲苯 洗滌劑、油漆、黏合劑 疲倦、頭暈、體力下降、失
眠、呼吸道疾病惡化、氣喘

二甲苯 油漆、香水、永久記號
筆、膠水

刺激眼睛、鼻子、喉嚨並失
去平衡

對二氯苯 驅蟲劑、除臭劑 頭暈、頭痛、腎臟炎、致癌

乙苯 黏合劑和油漆溶劑、燃
料油 喉嚨和眼睛刺激、皮膚炎

苯乙烯 黏合劑、烹飪包裝紙、
塑膠製品 黏膜炎症

十四烷 塗料等中的溶劑、煤油
中的揮發成分

高濃度時有麻醉作用，使皮
膚乾燥、角化、龜裂 日本文部科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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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綠建材標章

TVOC<(0.19 mg/m2 ． hr)、
甲醛< (0.05 mg/m2 ． hr)

一般通則-低逸散規定

E2:TVOC-(0.005-0.06 mg/m2 ． hr)
甲醛- (0.005-0.02 mg/m2 ． hr)

E1:TVOC-（小於0.005 mg/m2．hr）、
甲醛-（小於0.005 mg/m2．hr）

E3:TVOC-(0.06-0.19 mg/m2 ． hr)
甲醛-(0.02-0.05 mg/m2 ． hr)

經認定有TVOC及甲醛逸散之虞者

1 地板類 木質地板、地毯、架高地板、木塑複合材等。

2 牆壁類

合板、纖維板、石膏板、壁紙、防音材、粒片板、
水泥黏結木絲板、水泥黏結木片板、水泥黏結木質
板、纖維水泥板、矽酸鈣板、木塑複合板、壁布
（合成纖維）等。

3 天花板 合板、石膏板、岩棉裝飾吸音板、玻璃棉天花板等

4 填縫劑 聚胺酯、磁磚填縫劑、矽利康、環氧樹脂、防水塗
膜材料等。

5 塗料類 各式水性、油性、無溶劑型粉刷塗料等。

6 接著（合）劑 各式牆板、地板、磁磚粘著劑等。

7 門窗類 木製門窗（單一均質材料）。

資料來源：https://gbm.tabc.org.tw/modules/pages/health

 108年7月25日內政部部務會報通過修法，提高建築物裝修面積綠
建材使用率的下限，室內從45%提高至60%、室外從10%提高至
20%，落實建築物節能、減碳及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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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r-None Law
雖約束使用綠建材比率 (60%)，但無法約束另外

40%建築材料於甲醛或TVOC逸散率，則對抑制室
內空氣甲醛或TVOC濃度之效益可視為無。

下表為日本建築基準法之要求。

建築材料分類 甲醛釋出量 JIS、JAS等顯示符號 室內裝修限制

不受建築基準
法限制

小於0.005
mg/m2．hr 不限使用面積

第3類甲醛釋出
率建築材料

0.005-0.02
mg/m2．hr

限制使用面積
第2類甲醛釋出
率建築材料

0.02-0.12
mg/m2．hr

第1類甲醛釋出
率建築材料

大於0.12
mg/m2．hr

不標示 或
使用舊版E2、FC2 不可使用

 符合綠色採購法
除金屬材料外，木材應使用甲
醛釋出率低於0.005 mg/m2h或
更低，並以此為請購要求。

 使用材料之確認法
請產品檢查所使用材料之成分
含量（甲醛、甲苯、二甲苯、
對二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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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污染物

資料來源：http://w3.hcepb.gov.tw/hcepb/02_information/plan_all/air/iaqweb/news-01.php?no=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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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二氧化碳來源之一
除室內燃燒行為外，具有呼吸作用之生

物為另一項於室內產生二氧化碳之來源。
其中包含人員、寵物與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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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污染物-事務機具
高壓感電衍生臭氧與NOx之污染。
顯像過程衍生微粒之污染。
定影過程衍生TVOC之污染（含來源紙張與碳粉分散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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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機衍生粉塵污染物



降低複印機衍生污染物之建議
 將複印機設置於獨立隔室內。
 隔室設置機械排氣設備，以維持

隔室內對鄰近房間與外氣皆為負
壓狀態。

 藉由其他鄰近房間經空調後之空
氣 作 為 該 隔 室 之 環 境 溫 度 管 理
（溫度控制高於人員作業區域1-
3℃），以降低該隔室空調負荷。

 定期進行環境與空調系統維護與
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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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明火需具有排氣設施

混合型懸吊式氣罩

油炸爐用氣罩家用型氣罩

廚房通風改善技術手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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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以降低二氧化碳濃度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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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以降低二氧化碳濃度（續）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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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以降低TVOC濃度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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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之二氧化碳蓄積

周
日

周
一

周
二

周
三 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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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Ventilation、Night Purge or Night Flushing

 一項常運用於建築節能與室內空氣品質
改善之技術。

DOI:10.1051/e3sconf/2021246110
03

Energy artd Buildings, 18 (1992)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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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Ventilation、Night Purge or Night Flushing

資料來源：
https://www.architectureanddesign.com.au/

資料來源：https://www.windowmaster.com/

Automatic night-time back cooling
資料來源：
https://www.ge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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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Flush-Out vs. IAQ Testing

LEED v4 for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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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Flush-Out

After

WELL建築標準

資料來源：ｈttps://www.iaqphilipp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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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評估全熱交換器及運用

76％RH52％RH

対象建物：岐阜県にある2階建て事務所ビル。鉄骨ALC構造で断熱性能3.5 W/m2K程度。
対象空間：1階北側部分（外気には北面と東面で接している）。対象床面積は418 m2、在籍者数は44名。
空調設備：4馬力（冷房定格7.1-11.2 kW、暖房定格8.0-12.5 kW）のパッケージエアコン×7台
換気設備：全熱交換器 (350 m3/h)×4台 ；測定時期：2008年8月（夏期）、2008年2月（冬期）
空調機の消費電力量を削減。（夏期最大20％、冬期最大30％）

資料來源：https://www.jrai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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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熱交換器維護

50

6個月一次

資料來源：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

資料來源：https://www.jrai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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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溫溼度管控型全熱交換器運用

外氣

開啟

開啟

關閉

關閉

供氣

回氣

ON

ON排氣

外
氣

開啟

開啟或關閉

關閉

關閉

供氣

回氣

ON

OFF

排
氣

熱回收效益大於輸入電力

熱回收效益等或小於輸入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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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評估VAV Box及運用
https://airfixture.com/

資料來源：
https://airmasteremir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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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評估UVGI系統及運用

ultraviolet germicidal
irradiation (UVGI) of drip pans and cooling 
coils within ventilation systems

(Kowalski et al. 2000, Kowalski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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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GI系統注意事項

2 week2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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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評估家用空氣清淨機商品及運用

資料來源：美國CDC NIOS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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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Air Air Cleaners

資料來源：
https://www.yankodesign.com/2021/03/08/this-window-
air-purifier-blows-fresh-aromatic-air-indoors-for-a-clean-
healthy-home/

標準號碼 標準名稱

IEC 63086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ir 
cleaning appliances - Methods for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空氣清淨機
性能測試之
一般要求

IEC 63086 Part 2-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determination of reduction of particles

微粒衰減率
之測定

IEC 63086 Part 2-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determination of chemical gas reduction

化學氣體衰
減率之測定

IEC 63086 Part 2-3: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determination of reduction of 
microbiological agents

微生物媒介
質衰減率之
測定

IEC 63086 Part 2-5: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measurement of performance change 
with particle loading

粒狀污染物
質壽命測試
（一般粉塵）

IEC 63086 Part 2-6: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fresh-
air air cleaners

外氣型空氣
清淨機

IEC 63086 Part 3-X: Measurement of electrical power 
for air cleaners

（運轉）電
力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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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評估空氣感測器及運用
隨空氣感測器技術之進步與
發展，其越來越多運用於室
內空氣品質之設備或器具，
常見運用之功能如下：
 檢測特定空氣污染物質之濃

度
 將檢測之濃度傳輸至特定接

受裝置，用以觸發特定裝置
或動作
a) 用以顯示予操作者
b) 用以開啟空氣清淨機
c) 用以調整風量

 用以警報
A) 煙霧警報（火災）
B) 一氧化碳（毒性）

a)

b)

c)

A)

B)

資料來源：室內空氣淨化植物請參考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空品淨化區頁面 (https://air.moenv.gov.tw/EnvTopics/AirQuality_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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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評估空氣感測器及運用（續）

資料來源：https://www.aqm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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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aqmd.gov/

可評估空氣感測器及運用（續）
議題 :
1. 由官方建議標準化評估方

案（環境條件、抽測、資
訊公開、運用範圍與方式）

2. 成本
3. 準確度與精準度
4. 污染物質選擇性確認
5. 觸發功能與目的（如日本

環境部公開之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與粉塵僅作為避
難警報）

6. 網路連線方案（室外區域
監測網-污染物發展與擴散）

7. 消費者教育與資訊正確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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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500mW=0.5W
5*10=50mW=0.05W

資料來源： https://www.plantower.com/

可評估空氣感測器及運用（續）

爭議 :
1. 任何用電設備皆在不斷使用能源，每增加一項就多一項能耗。
2. 單純感測器增加成本、耗能、故障率、維護需求…….，而無其他增益。
3. Internet of Things (IoT)-設備連接上網路。AIoT智慧聯網 (AI+IoT) 便是在IoT技術中導入AI。



75資料來源：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mart Homes

(a) First pattern of users, AI, and smart homes; (b) second pattern of users, AI, and smart 
homes.

可評估AIoT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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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oT五大核心功能：(1)設備管理；

(2)能源管理；(3)醫療保健；(4)智慧

互動；(5)安全。（個人機器人與娛

樂系統）

 AIoT六大應用：(1)活動識別Activity Recognition；

(2)影像辨識Image Recognition；(3)語音辨識

Voice Recognition；(4)資料處理Data Processing；

(5)預測產出Prediction-Making；(6)決定對外之行

動Decision-Making。

可評估AIoT及運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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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獨居老人
之安全且安心
之生活環境

提供更符合
各世代人之
舒適服務

下世代人工智慧，且隨所得各系統與
資訊增加，功能日益複雜與強大

有效基礎設施
之維護與管理

自駕車輛之
實現

實現各世代人員於外
出活動時所需之支援

系統

與人員共事或無人化之生產、製造或運輸 資料來源：
https://www soumu go jp/

水利與農業管
理與支援系統

可評估AIoT及運用（續）



https://www.iea.org/

 於2020年，因應資料機房 (IDC) 與

數據傳輸之網路使用量，所需消耗

電量已達到全球電力使用量的1%。

 因應5G及AI（智能運算）增加數據

傳輸量，及因應計算機等運用技術

發展評估未來數據機房之耗電量將

還是持續增加。

 投入低於輸出，故家用需求低。

78

可評估AIoT及運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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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臟成長

資料來源：https://regi.tankonyvtar.hu/hu/tartalom/tamop425/0011_1A_3D_en_book/ch01s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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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霾塔
All of these, and indeed the purifying tower, are
underpinned by at least some plausible science. A
tower that filters the air no doubt will take tiny harmful
particles out of the air, titanium oxide paints do react
with NOx, and trees do act as sinks for air pollution.
However, the more important but often neglected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effects really make a useful
difference.
In 2016,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ported on the
possibl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paints as a sink for NOx
in London . ……Therefore, the report said, hardly any
beneficial effect would be seen, even if totally
implausible amounts of London were covered in white
paint.（即使將倫敦塗滿光觸媒油漆亦不見成效）
Treat with particular caution any study that claims a
brief local intervention that led to attributable
reductions in pollution. There is often a strong social
and political desire to “see an effect”, but the reality
can be disappointing and evidence often inconclusive.
所謂成效是來自強烈的社會與政治期望。資料來源：

https://www.independent.co.uk/climate-change/news/beware-china-
s-antismog-tower-and-other-plans-to-pull-pollution-from-the-air-
a81790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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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波砲將PM2.5打上高空

可進入肺部之微粒 肉眼可見的微粒

5 分

10 分

20 分

15 分

8小時

20分

5分

2分

34秒 12秒 3秒
<1µm 1µm 5µm 10µm 15µm 30µm 50µm 100µm

懸浮微粒沈澱所需平均時間 (假設高度 2.4 公尺)

肉眼無法看見的微粒

懸浮微粒大小 µm(微米)

* 資料來源：ASHRAE test methods for general guidance AIRBORNE PARTICULATE SETTLING RATES

數週

平
均
時
間

https://tw.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20220121/7XZ6MPQEXJBYTP2OB
54SAXP3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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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清淨機

資料來源：https://airfiltration.mann-hummel.com/en/products/outdoor-air-purifi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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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購家用UV商品

資料來源：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843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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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清淨功能之氣體污染物質

資料來源：https://www.epa.gov/

無論是純淨形式還是與其他化學品混合，臭氧都可能對健康有害。

一些研究表明，即使遵循製
造商的說明，臭氧發生器產
生的臭氧濃度也可能超過健
康標準

現有的科學證據表明，在
不超過公共衛生標準的濃
度下，臭氧通常無法有效
控制室內空氣污染。



散布於空氣之污染物質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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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觸媒於氣體污染物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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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污染物物理吸附

資料來源：https://no-smoke.org/ventilation-air-filtration/

厚生労働省の分煙効果判定基準策定検討会（座長＝内山
巌雄・京都大学教授）の報告書によると

Purge at 200 mL/(min)
苯吸附量0.204g/g

資料來源：Removal of Toluene by Adsorption/Desorption Using Ultra-
stable Y Zeolite, Lei Xu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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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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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存需求

資料來源：https://kmweb.coa.gov.tw/ 資料來源：環境部-淨化室內空氣之植物應用及管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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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存需求（續）

 蒸散作用-水由葉的氣孔排出，產生拉力。
 一般而言，植物體自根部吸收的水分，百

分之九十以上會經由氣孔蒸散到大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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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nightearth.com/

Most of the pollution removal occurred in rural areas, while most of the
health impacts and values were within urban areas. However, the
magnitude and value of the effects of trees and forests on air quality and
human health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unknown.
資料來源：https://doi.org/10.1016/j.envpol.2014.05.028

植物與健康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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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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