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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每天約90%的時間處於室內環境，室內空氣品質
(Indoor Air Quality, IAQ)之良窳，直接影響人體健康。

 室內環境中存在諸多污染物，如：懸浮微粒、菸害、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甲醛、燃燒氣體、二氧化碳、臭氧、
微生物、氡氣等，並經由各種方式進入室內（行政院環
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2009)。

 目前國內室內空氣品質較嚴重的問題包括：

1. 室內通風不良造成二氧化碳濃度偏高。

2. 室內傢俱裝潢塗料含有機溶劑過多造成揮發性有機污
染物濃度偏高。

3. 臺灣係屬亞熱帶海島型氣候國家，年平均相對濕度多
達80%以上，易孳生生物性污染物，其中細菌及真菌
二種生物性污染物濃度偏高。

前 言

4



L/O/G/O

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要點

5



www.themegallery.com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概述

法規名稱 法源依據 法規條文 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母法第七條 全文共五條
規定公告場所應符合各項空氣污
染物濃度值，將以現有之標準進
行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母法第九條 全文共十九條
公告場所應設置專責人員，將據
以辦理訓練及核發合格證書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

母法第十條 全文共二十條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項目與頻率、採樣點數與採樣分
布方式等規定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母法第十九條 全文共九條
各項因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其罰鍰額度衡量準則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施行細則

母法第二十三
條

全文共十三條 對應母法之闡釋性或說明性條文

環保署101年11月23日公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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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巡查檢驗
檢驗測定

連續監測
(自動監測設施)

定期檢測

執行方式

移動式 固定牆掛式 定點式

執行時機/
頻率

定期檢測前
兩個月內(建議6個月)

每天
每兩年
至少一次

校正查核
每兩年一次準確度

查核，相對誤差<10%
零點及全幅偏移測試
應每半年進行一次

每站次

執行者 未規範 公告場所
環保署

認可實驗室

結果處理 場所保存備查
每年一月

上傳前一年資料
採樣後30日內
上傳；張貼公布

7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類別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www.themegallery.com 8

瞭解現況

定期檢測

意識建立

瞭解場所內室
內空氣品質之
實際情況

作為定期檢測選點依據

加強場所所
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
對於維護室
內空氣品質
之意識

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之目的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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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讀式儀器巡檢優點

大部分環檢所公告檢測方法只能於一固定位置，取得
一平均值。

即時測量方法(直讀式儀器)可移動檢測，即時取得污
染物濃度變化趨勢，更利於判定室內污染來源及改善。

9

幼兒園巡檢情形 醫療機構巡檢情形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室內空氣品質專案計畫



www.themegallery.com
10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佈點原則

室內樓地板面積 最低巡檢採樣點數量 

≤2,000平方公尺  至少 5點。  

2,000~5,000平方公尺  1.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 400平方公尺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  

2.或至少 10點。  

5,000~15,000平方公尺  1.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 500平方公尺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 

2.或至少 25點。  

15,000~30,000平方公尺  1.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 625平方公尺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  

2.至少 40點以上。  

>30,000平方公尺  1.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尺者，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九百平方公尺應增

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  

2.或至少 40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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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巡檢點
一、依機械通風之管線分配為考量

1. 配合空調管線及空間配置圖來選取巡檢點。

2. 工作人員密度高、操作人員抱怨處以及使用頻率較高的地方為優
先考量。

3. 位於隔間或距離隔間或牆角太近或與裝置設備重疊時，則去除該
巡檢點。

4. 建議包含其外氣引入口及空調管線末端區域之巡檢點。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佈點原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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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巡檢點
二 、依空間分配為考量

1. 空間配置、面積分佈(平均)之方式來選取合適之巡檢點。

2. 以工作人員密度高、操作人員抱怨處以及使用頻率較高的地方為
優先考量。

3. 應避免位於隔間或距離隔間或牆角太近或與裝置設備重疊處。

4. 每一單位空間的巡檢點建議包含其外氣引入口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佈點原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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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巡檢點
三、其他注意事項

1.儘量以人員使用的空間為主。應避免走廊、茶水間、電梯等人員短暫停留地方

2.以不干擾及影響原本空間工作活動為主或阻塞緊急通道出口

3.距離空間內之牆壁、門、窗戶及其他垂直表面 (如書櫃)至少0.5公尺以上

4.避免放置於空調出風口正下(前)方、吊扇…等可能影響採樣器氣流流向之位置

5.不宜放在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6.距離局部污染源，例如影印機、印表機、吸菸人員等區域至少1公尺以上

7.採樣器之採樣口的架設高度應離地面1.2-1.5 公尺，以含括大多數人員站立或
坐時的呼吸帶高度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佈點原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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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巡檢佈點原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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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巡檢點
※範例：假設某公告場所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為2,500 m2，其巡查檢驗規劃為何？

1. 依5 m x 5 m原則，可劃分成100小格。

2. 設100小格均有50 ％以上面積有人為活動。

3. 依採樣原則，選取5個巡檢點 (如選取13、35、49、75和88等，人員密度較
高處之5點)

4. 任一場所均要加1點外氣採樣。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佈點原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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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巡檢點
三、 其他注意事項

1. 公告場所使用中央空調系統設備將室外空氣引入室內者，
採樣儀器架設應鄰近空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且和外氣引
入口同方位，儀器採樣口高度與空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
相近。

2. 公告場所以自然通風或使用窗型、分離式冷氣機者，採
樣儀器架設應位於室內採樣點相對直接與室外空氣流通
之窗戶或開口位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佈點原則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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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檢式檢測儀器

空氣中二氧化碳檢測方法－紅外線法 NIEA A448.11C

中華民國102年1月30日環署檢字第1020009774號公告

四、設備與材料 (五)

執行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時，除可以使用非分散性紅外光法或氣體過
濾相關紅外光法為原理之分析儀器外，亦可使用具有應答時間小於2分鐘
及最小刻度達1 ppm之其他原理檢測儀器（註1），惟須符合九、品質管
制（二）之規範。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儀器種類說明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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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檢式檢測儀器
九、品質管制（二）

使用於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之檢測儀器，至少
每2年應以1000 ppm或近似濃度之標準氣體執行儀
器準確度之查核，其查核結果之相對誤差值應在
10%以內。

操作說明

• 儀器操作方法會因廠牌不同而異，故需
依照儀器操作指導或說明書所述之步驟
加以組裝、校正或操作。

• 巡檢視檢測儀器之數值穩定(熱機)所需
時間亦因廠牌不同而異，需依說明書之
操作指導進行，最少需15分鐘，使巡檢
視檢測儀器穩定後，始進行量測。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儀器種類說明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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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檢驗記錄
巡檢點位編號及巡檢點位描述。

巡查檢驗開始時間及結束時間。

污染物濃度。
※範例：

19

汙染物 

採樣點(位置說明) 

開始 

時間 

終止 

時間 

CO2濃度 

(ppm) 

溫度 

(℃) 

濕度 

(％ 

室外 與外氣入口同側（面東） 14：30 14：33 401 29.3 54.6 

01 A101大廳03批價櫃檯前 14：45 14：48 982 24.8 64.2 

02 A102大廳領藥座椅區中央 14：53 14：55 1054 24.7 63.5 

03 A103內科候診區 15：00 15：02 1523 24.3 63.9 

04 A104外科候診區 15：10 15：11 1254 24.5 63.2 

05 A201小兒科候診區 15：25 15：27 1102 24.4 63.5 

06 A202婦產科候診區 15：35 15：37 963 24.6 63.7 

 

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記錄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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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例及污染物來源
與改善說明



www.themegallery.com

室內空氣品質陳情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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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內容：室內空氣不流通

室內空品問題：1.部分教室天花板及吊扇積塵

2.教室、地下室等窗戶緊閉

3.室內排氣系統排氣量過大，有呼吸困難之感受

改善建議：1.加強室內環境清潔

2.加裝抽排風扇，平衡進排氣量

3.開窗增加室內空氣對流

天花板積塵

幼兒園

增加通風換氣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室內空氣品質專案計畫

空氣不流通容易昏睡

室內門窗緊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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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陳情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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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內容：新設戶外遊戲場影響室內教室空氣品質

室內空品問題：1.建材味道飄至室內

改善建議：1.室內外裝潢時請使用綠建材

2.裝修材料可先放在戶外或陽台讓污染物逸散

3.教室內鄰近污染源區域門窗關閉

國小

示意圖：戶外遊戲場
綠建材標章

圖片來源：http://www.toplusworld.com/list-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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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來源及改善說明

污染物項目 來源 改善措施

二氧化碳
(CO2)

生物呼出氣體及各種燃燒行為
1.增加室內通風換氣
2.植栽(如:山蘇花、黃金葛、常春藤等)

一氧化碳
(CO)

燃燒不完全所產生，包括瓦斯熱水器、
煮食、汽機車廢氣、抽菸

1.增加室內通風換氣
2.室內禁菸
3.避免室內燒香

甲醛
(HCHO)

膠合的木板 (三合板、粒合板 , 纖維板 )

以及利用這些木板製成的傢俱；含尿
素甲醛的發泡絕緣材(UFFI)及塗料

1.增加通風換氣
2.使用綠建材
3.避免室內過度裝修
4.植栽(如:波斯頓腎蕨、常春藤、菊花
等)

揮發性有機物
(TVOC)

家庭化學製品和產品 (包括殺蟲劑、油
漆、溶劑、膠黏劑、髮膠、清潔劑和
蠟、空氣清淨劑、織品保護劑、含氯
漂白劑 )氣膠推進劑、乾洗劑；菸草燃
燒過程

1.增加通風換氣
2.使用綠建材
3.選擇水性塗料
4.植栽(如:銀線竹蕉、粗肋草、波斯頓
腎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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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來源及改善說明

污染物項目 來源 改善措施

生物性污染物
(細菌、真菌)

黴菌、霉、真菌、細菌、病毒、塵蹣；潮
濕牆壁、天花板、地毯和傢具；維護不佳
的除濕機、空調；寢具及寵物等

1.保持室內乾燥
2.更換已長菌斑的天花板、傢俱
3.避免使用地毯或經常性清洗
4.使用空氣清淨機
5.空調冷氣濾網定期清洗

懸浮微物
(PM10、PM2.5)

塵土、花粉、清潔及烹飪的油煙；香菸的
煙；密閉空間的瓦斯爐或燒烤爐

1.加強室內清掃
2.空調加裝空氣濾網
3.使用空氣清淨機
4.植栽(如:非洲菫、鐵十字秋海
棠、皺葉椒草等)

5.空調冷氣濾網定期清洗

臭氧
(O3)

室外為NOx、碳氫化合物、照射日光後產
生之二次污染物；室內為影印機、臭氧空
氣清淨機、臭氧洗衣機等

1.增加通風換氣
2.影印機等事務機應隔間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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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空品不良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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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空品不良應變措施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

每年11月至隔年3月受東北季風

影響為戶外空品不良好發季節。

細懸浮微粒會夾帶其他污染物，

進入呼吸道影響人體健康。

當戶外空品不良時，室內就是

最好的庇護所。

室內空氣品質的維護就顯的特

別重要！

戶外空品不良說明



www.themegallery.com

戶外空品不良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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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迎風面門窗
以背風面通風

關閉門窗
啟用空調

課程調整
孩童戶外活動減少

加強環境清潔

使用自然風場所 設置空調場所

環保署(局)網站
接收空品不良資訊

空調可加裝
空氣濾網

必要時
可戴口罩

開啟空氣清淨機

地板及桌面的擦拭



www.themegallery.com

戶外空品不良應變措施

28

空調濾網安裝說明

影片來源：臺南市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http://www.js-ene.com/tainan_epb/i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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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