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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與改善

110年度臺北市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宣導與檢測計畫

計畫主持人: 王凰瑾



一 「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性

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三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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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來源及改善(含監測)



➢ 健康的成人每天約吃1~2公斤食物、喝2公升水，每分
鐘卻需13公升空氣(每天約13.6公斤) 。

➢ 不吃飯可活五個星期，不喝水可活五天，只要五分鐘
沒空氣就活不了。

➢ 每天有80~90%以上時間待在室內環境。

約24瓶寶特瓶

500 ml
約26杯

700 ml
約18杯

1000 ml
(約13杯)

一 「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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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091109/00176_039.html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及管制推動歷程

101.11.23

103.1.23100.11.23

公布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正式實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公告
「第一批公告場所」計88處

106.1.11

公告
「第二批公告場所」計250處

大專院校、醫療機構、
社福機構、百貨量販商
場…等，計列管10類型

新增：金融機構、電影
院、視聽歌唱業、運動
健身場所…等6類

新增：公私立幼兒園、產
後護理機構、托嬰中心…
等敏感族群場所等7類

暫緩

「第三批公告場所(草案)」計226處

110.04.13

109.12.11

暫緩

新增公告列管場所

改採自主管理標章
110.07.02

環保署自主管理

標章上路

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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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第一、二批)

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管制室內場所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大專院校 國立、直轄市、縣（市）立、私立 圖書館閱覽區、自修區、入館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圖書館 樓地板面積1,000m²以上 CO2、甲醛、細菌、PM10

博物館美術館 樓地板面積2,000m²以上 陳列展示室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掛號、候診、批價、領藥、大廳、自助餐飲區 CO、CO2、甲醛、細菌、 PM10

老人福利機構 衛生福利部及直轄市、縣（市）立 老人日常活動場所區域 CO2、CO、甲醛、細菌、PM10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行政院所屬二級、移民署服務
站、外交部辦事處、健保署分區服務組、勞保局辦事處、縣
市政府、地方環保局等7類)

民眾申辦業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PM10

鐵路車站 臺鐵特等及一等站、高鐵各車站 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 CO、CO2、甲醛、PM10

航空站 年旅客數100萬人次以上 報到大廳、到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大眾捷運車站 樓地板面積10,000m²以上或年出站1千萬人次以上 車站大廳、穿堂或通道、旅客詢問售票驗票區 CO2、CO、甲醛

金融機構 總行營業部 申辦金融業務區、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PM10

表演廳 國家級表演中心、音樂廳、戲(歌)劇院 觀賞表演區、陳列展示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展覽室 樓地板面積5,000m²以上 交易攤位展示廳（間）、會議廳（室） CO2、甲醛、PM10

電影院 樓地板面積1,500m²以上 觀賞電影區（間）、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CO、甲醛、PM10

視聽歌唱業 樓地板面積600m²以上 民眾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CO、甲醛、PM10

商場 量販店業 3,000m²以上 入場大廳、商品櫃區、自助座位餐飲區、通道 CO2、CO、甲醛、PM10

運動健身場所 樓地板面積2,000m²以上 民眾運動健身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公告列管場所應符合法規之規定

符合法規

四、公布、申報

✓ 公布定檢結果
✓ 定檢結果併同維護管理

計畫書上網申報

一、設置專責人員

✓ 設置專責人員並由取得
合格證書者擔任

✓ 專責人員發文地方環保
局核備

三、檢測符合標準

✓ 檢測項目及點數符合法規
✓ 每半年巡檢一次(建議)，

定檢前2個月完成巡檢
✓ 定檢結果須符合法規標準

二、訂定維護管理計畫書

✓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計畫並據以執行

✓ 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室內空
氣品質時，應立即檢討修正

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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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污染物管制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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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敏感族群場所: 老人福利機構、護理機構等場所類型。

三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標章類別
本市

自主管理

環保署

良好

環保署

優良

申請對象 公共場所 法定公告16類列管場所+3類敏感族群

專責人員設置

(或參加本局說明會)
V

列管 非列管 列管 非列管

V X V X

維護管理計畫書撰寫 V V V

巡檢頻率 1年1次 定檢前2個月(2年1次) 取得後每6個月(每半年1次

巡檢項目
CO2、CO、HCHO及PM10，

另辦公場所額外增測O3。
CO2 CO2

標準方法檢測 X V V

有效期限 1年 2年 3年

標章樣式

已 於 1 1 0年 0 7月 停 止 核 發 8



申請流程

用印申請書

用印切結書及其相關說明資料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關文件

(政府機關無需提供)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合格檢測報告

承諾據以執行之維護管理計畫書

公告場所專責人員證書(非列管場所無

須提供)

其他經環保署指定之文件

場所應準備資料

三 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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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5項)

項目

監測
時間

良好級
(同現行法規)

優良級

標章類別

二氧化碳

(CO2)
8小時 1,000 ppm 800 ppm

一氧化碳

(CO)
8小時 9 ppm 2 ppm

甲醛

(HCHO)
1小時 0.08 ppm 0.03 ppm

懸浮微粒 (PM10) 24小時 75 μg/m3 50 μg/m3

細菌 最高值 1,500 CFU/m3 800 CFU/m3

三 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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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室內空氣污染來源及改善(含監測)

室外污染空氣 室內燃燒源

家具及建材電子電器 消費性產品 生物污染物

通風換氣



1.我們呼出的氣體跑去哪? - 二氧化碳 ( CO2  )

污染物特性及影響

污染源來自哪裡?

◆無色、無臭和無刺激性的氣體。
◆濃度過高時，會產生頭痛、嗜睡、反射減退、倦
怠等症狀，使學生專注力下降。

⚫二氧化碳是簡易指標︰二氧化碳濃度高代表通風不良，若有其他空氣污染時，污染可能會累積。

◆主要來自於人類呼吸、吸菸、及其他燃燒行
為。
◆人員密度過高或是換氣效率不佳時容易
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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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燒的副產物 –一氧化碳 ( CO )

污染源來自哪裡?

污染物特性及影響

這些都是生活周
遭的危險因子喔

◆燃燒不完全為主要的生成機制。

◆校園一氧化碳主要來自於停車場廢氣引

入或是室外交通廢氣引入。

◆無色無味，比空氣輕，對血紅素的親和力
比氧氣大得多。

◆濃度過高會呈現頭暈、呼吸困難、頻尿、
口渴等慢性中毒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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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來自哪裡?

3.不安分的氧離子 –臭氧 ( 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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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主要來自於紫外光的使用

◆使用臭氧型或是會產生臭氧之空氣清淨機。

◆為刺激性氣體，可刺激眼睛及呼吸道，造成

咳嗽等症狀。

◆氣喘及呼吸道疾病等敏感族群，可能因臭氧

的刺激而加重其症狀。

污染源來自哪裡?

污染物特性及影響



4.隱形殺手 –甲醛

污染物特性及影響

污染源來自哪裡?

◆無色、具刺激性之水溶性物質

◆高溫、高濕會加速甲醛之逸散速率

◆為致癌物質，且具有刺激皮膚、呼吸道、中樞
神經系統等效應。

◆廣泛應用於建築裝潢裝修之中
◆木質合板、木質傢俱、隔版、油漆、黏著劑、清
潔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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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默默釋放的有機物質

◆包含黏著劑、地毯、清潔劑、油
漆、事務機的使用和辦公傢俱等。
◆黏著劑、地毯、油漆或傢俱多
為室內TVOC的主要來源。

◆味覺與嗅覺刺激、咳嗽、喉嚨痛，
濃度較高時可能嘔吐、胸悶甚至
死亡。

◆多種物質已被證實為致癌物質。

污染源來自哪裡?

污染物特性及影響

烷
類

芳烴類

烯類

鹵代
烴類

酯
類

醛類

酮類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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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空氣中的漫遊者–懸浮微粒

污染物特性及影響污染源來自哪裡?

➢吸菸、烹煮、建材

中之石綿、人造礦

物纖維、植物花粉

、動物性過敏原、

微生物之細菌、真

菌、病毒等。

➢其粒徑大小而

對呼吸道的影

響有所差異。

➢微粒可隨著呼
吸作用進入呼

吸系統，並依

其粒徑由大至

小分別沉降於

鼻腔、呼吸道

及肺泡細胞。

PM10

PM2.5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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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來自哪裡?

污染物特性及影響

➢微生物以細菌、真菌、病毒、寄生
蟲等各種不同的型態在於生活中。

➢部分會引起過敏、感染、毒性效應，
對人體甚至有致命的殺傷力。

7.尋找狙擊目標的微生物

➢ 一般室內環境中存在的微生物多與
潮濕的材質、水源、與人為活動有關。

18



看不見的才恐怖 19

空調風管內容易藏污納垢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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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微生物及異味來源



源頭減量使用

通風換氣效率

建築維護管理

濾網及清淨裝置 使用者
訪客

建築材料逸散

人員活動行為

外氣引入

微生物滋生

消費性產品

四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與改善

Time

Pollution 

Level

Building 

Material

Miscellaneous

Daily Common 

Life

Actual IAQ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he IAQ Manag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s  (Heekwan Lee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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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逸散健康綠建材」分級制度

TVOC<(0.19mg/m2 ． hr)、
甲醛< (0.08mg/m2 ． hr)

一般通則-低逸散規定

E2:TVOC-(0.005~0.1mg/m2 ． hr)

甲醛- (0.0005~0.02mg/m2 ． hr)

E1:TVOC-(小於0.005mg/m2．hr)、

甲醛- (小於0.005mg/m2．hr)

低逸散健康 高性能 再 生生 態

建 材 通 則

限 制 物 質

新增
低逸散規定

零逸散
等級

極低逸
散等級

已將原「健康綠建材」名稱修訂為「低逸散健康綠建材」，新制定的

「低逸散健康綠建材標章」加入分級制度，依據「TVOC（BTEX）及

甲醛逸散速率」，逸散分級分為：E1逸散、E2逸散、E3逸散，其中

E1等級為逸散速率最低者，於2012年1月1日已正式實施。

E3:TVOC-(0.1~0.19mg/m2 ． hr)

甲醛-(0.02~0.08mg/m2 ． hr)

經認定有TVOC及甲醛逸散之虞者

低逸散健康綠建材分級制度

逸
散
率
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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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因疫情影響，多數場所增加開窗頻率，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狀況較少。

 

(c)相對側通風 (d)多側通風路(b) 相鄰側通風(a) 單側通風

不同類型之通風路徑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7)

近似活塞流的方式將室內髒空氣推擠出去

無外氣引入之內循環空調系統

室內自然通風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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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抽排風扇的簡易通風改善方式

進氣

排氣

24



◆各類型空氣淨化器

• 空氣清淨設備種類繁多，針對的污染物也不同，維護或使用方式也有要注

意的地方！

➢ 過濾集塵型(定期更換濾網)

➢ 活性碳吸附型(定期更換濾材)

➢ 光觸媒型

➢ 負離子型

➢ 臭氧型(避免有人在時使用)

➢ 紫外線殺菌型(避免直射)

➢ 化學藥品蒸薰(小心劑量)

➢ 複合型

光觸媒型

活性碳型

負離子型

25



➢ 通風換氣法

HCHO濃度偏高或超標之改善措施

因甲醛是會由建材釋放到空氣中，所以經常通風是效果

最顯著、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但需要較長時間。

在裝修完畢後，一定要長時間的通風，並且將

傢俱的抽屜、櫃門等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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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淨化器

甲醛釋放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如果單純用空 氣淨化器除甲醛需

要長時間開啟。要嚴格按照提示更好過濾網。

成本較高。值得注意的是，濕度會促使甲醛揮發增大。



紫外線殺菌

• 市面上許多產品會利用紫外線達到殺菌的效果，但是紫外線會

與空氣化學反應產生臭氧。

紫外線殺菌燈

※使用時應避免靠近塑膠製品（如冷氣、電視等）
以免造成氧化現象減少機具壽命。

照射距離

照射時間

空氣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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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使用注意事項

可建立清潔紀錄表(每月、每季)，定期養
護空調設備

 保持清潔

須定期檢查空調濾網，若長期未做清潔維護，可

能成為室內空氣污染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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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助場所掌握本身各運作型態之室內空氣品質。

2.長期連續監控室內空氣品質變化及趨勢。

3.維護改善室內空氣品質時，確保改善成效。

4.民眾直接感受室內空氣品質優劣。

推廣自動監測設施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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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資訊: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wnload_dataArea.aspx
30

宣導會影片:
https://youtu.be/hl-iColvFQU

室內空氣品質宣導及標章資訊



環 保 局 資 源 協 助

◆針對有意願提升室內空品或申請環保署自主管理標章之場所，由本局協助場所

室內空品巡檢、輔導取證、輔導改善。

用印申請書

用印切結書及其相關說明資料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關

文件(政府機關無需提供)

公告場所專責人員證書

其他經環保署指定之文件

場所應準備資料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合格檢測報告

承諾據以執行之維護管理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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