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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亞熱帶國家重點實驗室亞熱帶國家重點實驗室亞熱帶國家重點實驗室亞熱帶國家重點實驗室、、、、華南理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綠色建築建材綠色建築建材綠色建築建材綠色建築建材    

本次考察與參加國際會議期程自 100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4 日

止，參訪大陸廣州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及參加在雲南香格里拉舉辦之 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程國

際會議，除針對中國大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之防災減

災國家實驗室研究現況及未來趨勢進行交流外，另至上開重點實驗

室之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進行參訪，以增進雙邊業務執行作法

及技術之相互了解。 

期間就華南理工大學成立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之

沿革，討論上開重點實驗室之實際運作與管理方式，如主管單位之

管理、預算經費來源與執行、實驗研究計畫之推動、及耐火結構及

建築熱環境與節能研究等之不同實驗室間之整合等相關課題，以及

赴雲南香格里拉參加綠建築綠建材相關國際會議。 

此行除考察大陸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

室之推動現況外，亦吸收相關國際會議有關綠建築綠建材之研究方

向及經驗，可作為我國推動綠建築與綠建材及相關實驗室管理制度

之借鏡，並供本所後續科技計畫研究方向及策略研擬之參考。藉此

蒐集大陸地區建築結構耐火實驗、綠建築與綠建材發展策略等相關

資訊，並介紹我國之研究成果與經驗，建立相關交流與合作聯繫之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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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近年來台灣頻頻遭受山坡地災變、澇旱、地震、土石流、都市

洪災、缺水缺電之苦，使民眾對於國土永續政策之期盼日益殷切，

建築部門為因應永續發展議題所提出的具體策略，即是發展「綠建

築」，並同時加強建築防災減災的相關工作，此亦為政府建築部門

因應外在氣候及環境變化的應有作為。 

綠建築政策之推廣有賴於科學可靠的評估體系及其相關的實

驗研究，同時也必須持續不段的吸收國際上最新的發展資訊與技術

知識，並在操作實務上更新改進以求與時俱進，進而邁向建築部門

永續發展之目標。 

有鑑於此，本所本次探訪目的如下： 

1. 加強瞭解中國大陸之防災減災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建築熱

環境與節能實驗室研究現況，與其綠建築之未來發展趨

勢，並進行兩岸間之交流。 

2. 提升對於國際間綠建築及綠建材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瞭

解，並進行國際與兩岸間之交流；呈現台灣綠建築及綠建

材推動成果，並拓展我國綠建築視野，提升我國在國際綠

建築領域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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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考察考察考察考察行行行行程程程程    

赴大陸「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考察」及

參加「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程國際會議」 

行程表（100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4 日，合計 7 天）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8/18（四） 去程；經香港轉機抵達中國大陸廣州 台北→廣州 

8/19（五） 拜訪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

國家重點實驗室之防災減災國家實

驗室及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 

廣州 

8/20（六） 移動；抵達中國大陸昆明 廣州→昆明 

8/21（日） 抵達中國大陸香格里拉；至 2011 年

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程國際會議

會場註冊領取大會資料 

昆明→香格里

拉 

8/22（一） 參加 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

程國際會議 

香格里拉 

8/23（二） 參加 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

程國際會議大會辦理之普達措國家

公園生態參訪活動 

香格里拉 

8/24（三） 回程 香格里拉→昆

明→香港→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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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考察考察考察考察過過過過程程程程    

一、拜會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一）單位簡介： 

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研究始於 20 世紀初，是中國大陸大

學建築教育界中的老學校。亞熱帶建築研究室於 20 世紀中 50 年

代創建，進入 60 年代之後，對建築自然降溫、通風、防潮、古建

築防雷、防洪、防震等展開設

計理論及方法的探索，並對華

南地區的建築教育、建築設計

及嶺南建築風格的形成作出

貢獻，而逐步形成嚴謹、務

實、創新的研究理念和專業教

育特色，在大陸產生較大影

響，也在大陸建築教育界享有

較高學術地位。 

經歷數十年 建 設 與 發

展，該校建築學科已成為大陸

華南地區教育及科學研究之重要基地。 1978 年大陸批准該校成立

大陸教育部亞熱帶建築研究室；2005 年設立亞熱帶建築科學教育

部重點實驗室；2007 年在原有基礎上，以建築及土木工程兩學科

為中心，融合音響、光學、交通、環境科學與工程、材料科學、信

息技術、城市社會學等學科，經大陸科技部批准建立亞熱帶建築科

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並於該年 11 月正式啟動建設，是目前大陸大

學院校建築領域中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實驗室設有建築設計科學、建築技術科學、建築工程技術等 3

個實驗中心，下有現代建築創作、生態城市與綠色建築、數字媒體

 

圖 1 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

家重點實驗室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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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GIS 技術、傳統建築文化與保護、建築熱環境與建築節能、

建築聲學、建築光學、建築結構、防災減災、施工監控與健康監測、

岩土與地下結構等 12個子實驗室。擁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儀器設備

400多台（套），實驗室總面積 10,380平方公尺。實驗室現有人

員超過 130名，包括固定成員及特聘人員。 

實驗室主要研究工作與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結

合，密切關注建築與土木工

程學科領域之國際國內發

展趨勢，以大陸之《國家中

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

綱要(2006-2020 年》為指

引，並以亞熱帶建築科學技

術研究為特色，探索建築科

學與工程領域中的重大科

學和技術問題。集中研究能

量與重點，在亞熱帶區域城

市規劃、建築設計、建築物

理學、節能技術、歷史建築

保護技術、環境保護技術、

建築結構和防災減災技術等關鍵領域，以取得高水平的自主創新性

成果，推動大陸及國際上相關領域的技術進步。核心研究方向包

括：1.亞熱帶空間環境與建築設計；2.亞熱帶建築物理環境與建築

節能；及 3.亞熱帶建築結構與防災減災。 

 

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之組織架構如

下圖： 

 

 

圖 2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系與張海燕教授合影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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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之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華南理工大學網頁 

 

 

本次拜會之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所

屬單位為防災減災實驗室及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 

以下即分別針對上述兩實驗室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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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災減災實驗室 

防災減災實驗室係由華南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學科(系)建立，

擁有結構、結構耐火、力學與橋樑與健康監測等相關實驗研究能

力，在儀器設備方面包括有高壓長柱壓力機、電液伺服作動器、電

子萬能材料試驗機、高頻疲

勞試驗機、振動三軸儀、3

自由度地震動模擬振動台等

多台先進的試驗設備，擁有

大陸華南地區唯一的結構耐

火實驗室研究基地，亞熱帶

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亦同時

建立相關防災減災領域之風

洞實驗室。 

本次參訪適逢該防災

減災實驗室進行基礎工程更

新新建期，該工程係於 2008

年初開始興建，目前該基礎

建設工程的土木建築工程已

接近完工階段，正進行室內

裝修，預計 2011 年底可竣

工。該實驗室總面積達

9765m2，其中風洞實驗室

1530m2、振動台實驗室

1172m2、結構綜合實驗室

1279m2、結構耐火實驗室(含

改建)1230m2。 

上開實驗室之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下列 2項： 

 

圖 4 施工中的防災減災實驗室外觀 

 

 
 

圖 5 施工中的振動台實驗室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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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構設計與施工理論及方法 

        隨著現代建築外部造型和建築內部功能的多樣化，新型結構

體系及其構件的發展已成為支撐現代建築的關鍵技術。故上開實驗

室其研究重點在建築新類型之結構體系、超高層及大跨結構之分

析、設計理論和施工監控技術、健康監測與損傷識別方法、智能（慧）

結構理論與方法等各方面展開系統化之研究，以豐富現代結構體

系，發展其設計、施工、監測、評估之理論及方法。 

2.結構抗（防）災理論與方法 

        實驗室以進行風洞實驗、數值模擬、現場監測等方式，進行

亞熱帶沿海地區超高層及大跨度結構的抗風力設計理論與方法之

研究；探索高含水量之軟土地基其地震軟化機理與預防措施，以及

地基-基礎-結構耦合振動理論；研究超高層及大跨結構的抗震理論

與方法；並探索整體結構的抗火設計理論與方法；研究提高亞熱帶

濱海地區結構抗腐蝕性的設計理論與方法；研究沿海地區軟土特性

與復雜基礎工程的設計理論與方法。 

 

 

 

 

 

 

 

 

 

 

 

        圖 6 施工中的防災減災實驗室內部照片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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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施工中的結構耐火實驗室 

 

 

 

圖 8 施工中的結構耐火實驗室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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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施工中的結構耐火實驗室 

 

 

 
圖 10 施工中的風洞實驗室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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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耐火實驗室因屬於土木學科，係以結構耐火實驗為主，並

不進行消防與避難實驗

之相關研究，是大陸華

南地區唯一的結構耐火

實驗室研究基地，擁有

三座可進行全尺寸構件

實驗之耐火性能研究明

火實驗爐，簡述如下： 

 

1.立式火災試驗爐（2.5

米×2.5米×3.0米）: 用

於柱、牆、門等垂直構

件的耐火試驗 

2.臥式火災試驗爐（4.0

米×3.0米×1.5米）: 用

於梁、板等水平構件的

耐火試驗 

3.牆式構件耐火試驗爐

（受火牆面 3米×3米）:

用於牆、門、窗等的耐

火試驗 

 

上開實驗室曾進行不同

飾面材料的高強混凝土

柱、異形柱（L 形、十

字形、一字形等）、碳

纖維布加固混凝土板和梁、約束混凝土樑和柱、鋼筋混凝土框架等

 

圖 11 結構耐火實驗室與吳波副主任合照 

 

圖 12 結構耐火實驗室鋼柱耐火實驗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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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和結構的耐火試驗，同時也接受委託，為許多民間企業進行防

火門、防火塗料等的耐火性能檢測工作。 

 

2.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 

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係與建築聲學實驗室及建築光學實

驗室，共同隸屬於建築技術科學實驗中心，進行大陸南方建築節能

研究、建築節能技術與新材料構造研發、建築環境評價與模擬等實

驗研究工作，相關研究內容包括： 

（1）濕熱地區城市微氣候觀測試驗及調節  

    基於衛星觀測、航拍觀測、地面觀測的城市微氣候實驗及分析

方法研究；探索降雨量豐沛地區建築被動蒸發降溫冷卻技術，研究

降雨的變化規律識別估計等關鍵技術，探討降雨背景下城市地區、

住宅區、街區熱環境的逐級響應規律；建立濕熱氣候環境的熱物理

模型；建立住宅區微氣候規劃設計、城市地區微之氣候規劃設計的

評價模型。  

 

 

 

 

 

 

 

 

 

 

 

 
圖 13 窗牆傳熱〈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外觀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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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動式建築防熱防潮材料構造技術  

    研究適應亞熱帶氣候特點的被動式建築節能材料及其構造技

術。並研究透明圍護結構節能改造關鍵技術；研發低成本規模化本

地化的玻璃塗膜、玻璃系統的光學量測、熱工性能優良的保溫砂漿

等隔熱材料與現代構造技術；研發免維護植被構造、多孔蓄水構造

等被動蒸發冷卻降溫圍護結構；研究複合節能牆體濕熱環境吸放濕

及其乾縮響應規律及其實驗技術。 

 

 

 

 

 

 

 

 

 

 

 

 

 

 

 

 

（3）建築能量系統動態控制及其模擬技術  

    研究建築光環境和熱環境的優化設計方法與技術；建立光氣

候、熱氣候邊界條件下建築物遮陽、採光、通風、隔熱設計的質量

評價模式和耦合物理模型，遮陽模擬、實驗與設計；研究夏熱冬暖

圖 14 太陽能板與遮陽實驗牆體外觀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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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熱冬冷地區的建築節能現代檢測技術；探索熱舒適目標下自然

通風、機械調風、空調除濕、空調製冷聯合控制的節能尋優模式及

技術。  

（4）聲環境模擬評估中的小尺寸模型與可聽化技術  

    研究聲景觀的設計方法、評估體系及其相關理論；環境噪音和

室內廳堂音場的數值模擬理論和建築音環境質量評價體系；研究小

尺寸模型和可聽化技術在廳堂音質與噪音控制方面的應用技術及

其在大型工程中的應用。研究音環境對人的心理、生理及行為的影

響和聽覺機理。  

 

 

 

 

 

 

 

 

 

 

 

 

 

 

 

圖 16 窗或牆體隔熱實驗外框架 

資料來源：陳伯勳 

 

圖 15 人工氣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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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參 加 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程國際會議(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ivil 

Engineering)。 

（一）GBMCE國際會議簡介： 

本次會議其目的在促進綠色建築及材料與土木工程的發展，加

強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為綠色建築綠色建材與土木工程領域內的

專家學者們，提供一個高水平國際交流平台，介紹他們的研究成果

及開發活動，並邀請知名專家學者到會進行主題報告。 

本次會議由香港控制工程與信息科學協會(CEIS)主辦，並由國

際前沿科技協會(IFST)協辦，國際技術委員會成員分別來自美國、

中國、伊朗、印度、馬來西亞、索馬尼亞、韓國、荷蘭及台灣等地。

會議主席由大陸重慶理工大學(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陳然教授擔任，8 月 22 日上午主題報告，下午個案研究報告，8 月

23日大會安排至大陸普達措國家公園進行生態參訪活動。 

 圖 17 大會開幕與會人員團體合照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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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BMCE國際會議議程說明： 

本次國際會議開會地點位於大陸雲南香格里拉的茂源酒店，其

會議議程如下圖： 

 

 

 

 

 

 

 

 

 

 

 

 

 

 

 

 

 

 

 

 

 

1. 與會人員註冊並領取大會資料：2011 年 8 月 21 日自上午 10

點至下午六點止。 

2. 開幕式及主題報告：2011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點 30分開始



  

 18

大會開幕式，隨後即進行三篇主題報告，時間至中午 11 點

30 分止，午餐前與會人員移至大會會場茂源酒店前進行團

體合照。 

3. 個別研究報告口頭論文發表與討論：2011 年 8 月 22 日下午

2 點至晚上 6點止，進行論文投稿個案口頭發表及討論。 

4. 普達措國家公園生態參訪活動：2011 年 8 月 23日上午 9點

至下午 5點，由大會安排至大陸 2007 年成立的第一個國家

公園--普達措國家公園，進行生態參訪。 

 

 
圖 18 國際會議地點香格里拉茂源酒店  資料來源：茂源酒店網頁 

 

圖 19 國際會議開幕會場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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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開幕式及大會會場 

圖 22 開幕式及大會會場  資料來源：陳伯勳 

圖 20 國際會議大會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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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BMCE國際會議主題報告： 

大會原排定之主題報告專家學者有三位，分別是我國國立成功

大學建築系林憲德教授、國立勤益大學景觀系宋文沛教授及大陸武

漢大學電氣工程學院阿布教授(Abdelghani NACERE)，宋文沛教授

因故未能與會，由勤益大學景觀系吳靜宜教授代為發表。 

 

 

 

 

 

 

 

 

 

 

 

 

 

 

 

 

 

 

 

 

 

圖 23 第 1 位主題報告人員林憲德資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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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第 1 為發表人為林憲德教授，發表文章為「台灣第一

個零碳建築-國立成功大學的綠色魔法學校(The first zero-carbon 

architecture in Taiwan The Magic School of Green Technology 

NCKU)」，內容即介紹成功大學的綠色魔法學校。 

 

 

 

 

 

 

 

 

 

 

 

 

 

 

 

 

 

 

 

 

    成大綠色魔法學校號稱全球大學第一座「亞熱帶綠建築教育中

心」，並已獲得我國鑽石及綠建築標章及美國 LEED 綠建築白金

 

圖 24 林憲德教授進行第 1 位主題報告 資料來源：陳伯勳 

 

圖 25 成大綠色魔法學校外觀  資料來源：石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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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認證，該建築物計有地上三層、地下一層，樓地板面積達 4799.67

平方公尺，造價約 2億新台幣，建築物做為綠建築研究、教育展

示中心，及國際會議中心之用。 

 

 

 

 

 

 

 

 

 

 

 

 

 

圖 26 綠色魔法學校屋頂綠化照片  資料來源：石昭永 

 

圖 27 綠色魔法學校水平遮陽照片 資料來源：石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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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築物百分之百使用環保建材，其所使用的綠建材都是平價

的國產品，同時也採用中鋼的高爐水泥，比一般水泥可減少 30%

用量及減少 10%CO2排放，但強度卻可增加 40%；採用水庫污泥

燒製之陶粒，作為隔間牆骨材及屋頂花園之土壤，可同時具備吸音

及保水保濕功能。另還使用不會產生戴奧辛與鹵酸氣體有害物質的

電線、以玉米為基材做成的環保地毯、寶特瓶抽紗製成的窗簾及不

含甲醛與重金屬的油漆、抑菌鋼板全面採用於空調風管系統中，可

長久有效抑制細菌生長繁殖，保證最健康的空氣品質及採用可吸附

臭氣的牆面等，其總數多達數百樣，預計與一般同性質建築物比

較，可達到節能 50％、節水 30％、CO2 減量 30％、及耐久 100 年

的高難度目標。 

 
圖 28 綠色魔法學校大廳採光照片 資料來源：石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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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魔法學校外觀是以諾亞方舟的概念設計，有船艏、桅杆

及張帆等，意義是希望推動節能教育救地球，該建築物一樓做為博

物館進行教育展示、二樓的國際會議廳設計三個大型煙囪引導自然

通風，可在室外氣溫低於 28°C時關閉空調，減少空調使用，提高

節能效果，對於環境舒適度及節能減碳均有莫大效益。 

該建築物屋頂設計階梯狀空中花園可隔絕熱氣，還有可隨太陽

轉向移位的太陽能板，及做為風力發電的桅杆。西面屋簷為了不影

響旁邊樹木的生長，特意切一個弧線屋面構成深邃外遮陽，可擋掉

大部分直射入屋內的陽光，此外，不開大窗戶，且所有窗戶都裝設

在遮陽板下方，故可維持室內涼爽，以減少空調耗電，估計其耗電

量僅為一般同性質建築物的 50％，可達到節能 50％效益。 

圖 29 綠色魔

法學校通

風設計 

資料來源：石

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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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第 2 位發表人為吳靜宜教授，發表文章為「都市河川

生態安全動態模型之探討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Urban River 

Eco-Security)」，內容即介紹都市河川生態安全動態模型。 

 

 

 

 

 

 

 

 

 

 

 

 

圖 30 原第 2 位主題報告人員宋文沛教授資料簡介 

 

 

 

 

 

 

 

 

 

 

圖 31 第 2 位主題報告人員吳靜宜教授口頭報告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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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都市河川生態安全動態模型的簡報內容如下： 

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被廣泛的運用於處理非線性、

具回饋性及具時滯性的研究甚多，在自動化管理學門的運用甚廣，

但於生態系統的模擬應用仍屬鮮見。台灣地理條件特殊，河短流急

且枯水期與洪水期水量差異甚大，近年來更由於氣候變異影響，台

灣都市地區洪患頻出，都市河川能否兼顧排洪防災及生態復原的雙

重目標為當前重要議題。本次演講主要探討運用系統動態學於都市

河川生態模型建構，企圖以安全的角度審視河川生態品質，提供整

合性的架構探討都市河川生態動態監測模型。 

生態安全動態趨勢模型的建立可簡略分為三個階段：1.指標體

系建構。2.動態模型建立。3.實證應用及效度修正。第一階段乃以

文獻集相關評估體系的指標項目共 29個，而後運用模糊德爾菲法

進行指標篩選，建構排洪安全、淨化安全、用水安全、棲地安全以

及生物安全五個子系統，共 22個指標。第二階段以系統動態學軟

體 Vensim DSS5.9 為工具，計算 1998-2010 年台北市淡水河生態安

全指標數據，有效推算未來 2011-2020 年台北市淡水河生態安全各

指標發展趨勢。第三階段乃是檢驗台北市淡水河生態安全動態模型

的真實性，經由效度檢驗得知，指標歷史值及模型模擬值的趨勢一

致，整體平均誤差總和僅 8.46%，個別χ2 亦皆小於卡方檢定門檻

值 (19.675)，表明動態模擬模式有著優質穩定性，對於真實之歷

史趨勢具有相當準確預測能力。 

整體而言，台北市淡水河生態安全系統朝向物種數量增加，排

洪量緩昇、生態棲地增多且汙染量遞減的趨勢。本次演講中所建構

的都市河川生態安全動態監測模型，能融合防災、用水、環保及生

態復原概念，運用動態模型即時呈現結果的動態性、強大的預測、

回測功能，反覆檢驗模型以修正策略執行，演講中建議設置專職機

構整合現有水文水質監測數據庫，都市河川生態安全動態模型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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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河川環境管理有效工具。 

主題報告第 3位發表人為阿布教授，發表文章為「以智慧技術

計算晶閘管可控串聯電容補償裝置提高電力系統安全的最佳方式

(Optimal placement of Thyrister Controlled Series Compensation for 

Enhancing Power System Security Based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Techiques)」，內容即介紹採用智慧技術計算晶閘管可控串聯電容補

償裝置以提高電力系統安全的最佳方式。 

 

 

 

 

 

 

 

 

 

 

 

 

圖 32 第 3 位主題報告人

員阿布教授資料簡介 

 

圖 33 阿布教授簡報照片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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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GBMCE國際會議個案研究口頭論文發表及討論： 

本次國際會議會前徵稿範圍比較廣泛，並不限於綠建築與綠

建材之相關領域，還包括土木工程與環境工程節能之相關領域，其

會前徵稿範圍如下表所示： 

 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綠色建築綠色建築綠色建築綠色建築) 建筑材料建筑材料建筑材料建筑材料(建築材料建築材料建築材料建築材料)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 建筑使用中的节能与环保 

(建築使用中的節能與環保) 

低碳建筑材料 

(低碳建築材料) 

道路及桥梁工程 

(道路及橋樑工程) 建筑生产中的低能耗技术 

(建築生產中的低能耗技術) 

绿色建筑材料 

(綠色建築材料) 

岩土工程 建筑能耗监测与控制 

(建築能耗監測與控制) 

生态无机再生建筑材料 

(生態無機再生建築材料) 

交通工程 建筑的保温隔热技术 

(建築的保溫隔熱技術) 

墙体材料 

(牆體材料) 

水利工程 建筑物规划、设计 

(建築物規劃、設計) 

装饰材料 

(裝飾材料) 

结构工程 

(結構工程) 建筑的节能改建 

(建築的節能改建) 

门窗材料 

(門窗材料) 

交通及道路安全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可再生能源在建築中的應用) 

保温材料 

 

地质力学 

(地質力學) 建筑设备的生产运输 

(建築設備的生產運輸) 

防水材料 土壤/结构力学 

(土壤/結構力學)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綠色建築評價標準) 

复合材料 

(複合材料) 

计算力学 

(計算力學) 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綠色建築評估體系) 

生态建筑材料 

(生態建築材料) 

工程管理 建筑施工能耗控制 

(建築師功能號控制) 

生态建材 

(生態建材) 

环境工程 

(環境工程) 供热采暖、空调制冷制热系统 

(供熱採暖、空調製冷製熱系統) 

再生建材 计算机仿真及 CAD/CAE 

(計算機仿真及 CAD/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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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為響應節能減碳，並未印製論文集與論文光碟，另

GBMCE國際會議並與 2011 年能源及環境工程前沿國際會議(ICFEEE)

一併共同辦理口頭論文發表，相關書面論文題目分列於大會手冊

內，其中與 GBMCE相關者共有 100篇相關論文，與 ICFEEE相關者

有 25 篇論文，合計 125 篇論文(詳見附錄 1 相關資料)，登記現場口

頭論文發表約 35 篇，其中成功大學與本所共同發表三篇口頭論文

分別為「台灣 EEWH-GF綠色廠房評估系統介紹(The Green Factory 

Building Evaluation System in Taiwan: An introduction to EEWF-GF )」、

「台灣照明系統改善之成本效益回收(Energy saving and payback 

period for retrofitting of lighting systems in Taiwan)」、

及「室外通風對減輕熱島效應的簡化評估方法(Simplified method 

for assessing outdoor ventilation environment for heat 

island relaxation)」等。 

此次成功大學共發表 7篇論文，與本所業務相關者計 4篇，

除上述 3篇外，另有一篇「台灣 EEWH-EC 生態社區評估系統介紹

(The eco-commun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aiwan: An 

introduction to EEWH-EC)」亦同於會議中進行口頭發表。 

GBMCE 國際會議個案研

究口頭論文發表，第一篇研究

論文，題目為「灰泥替代部分

水泥之研究(Studies on Lime 

Sludge for Partial 

Replacement of Cement)」，

由 印 度 研 究 人 員

S.Maheswaran 進 行口頭報

告，後依序每人十分鐘進行發

表與討論。 
圖 34 印度研究人員之第一篇研究

論文報告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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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中國科學院論文報告 

圖 36 華中科大論文報告 

圖 37 捷克研究人員之論

文口頭報告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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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成功大學與本所共同發表論文報告(The Green Factory 
Building Evaluation System in Taiwan: An introduction to 
EEWF-GF ) 

圖 39 成功大學發表論文報告(The eco-commun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aiwan: An introduction to EEWH-EC ) 資料來
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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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歸納 GBMCE100篇相關論文，與營建材料相關者達 28篇，

與構造及結構物性相關者 20篇，與綠建築相關者 10篇，與都市景

觀計畫相關者 9篇，與再生材料相關者 7篇，與節能或能源相關者

7篇，另有 19篇屬於礦業、環保、管理、虛擬技術等其他類 19篇。 

從論文發表篇數來看，與營建材料相關之學術研究做多，如

果加計再生材料部份已超過三分之一的論文，而結構亦是土木學科

的傳統研究領域，至於綠建築與都市計畫、景觀計畫領域，合計只

有約五分之一，加計節能相關領域也只有四分之一，於此次國際研

討會議中，並非是佔最大多數的研究領域。 

從綠建築與景觀都計相關論文中，發現有 4篇論文討論綠屋

頂與綠化議題、3篇論文討論生態議題、3篇討論歷史古蹟與風土

建築，其餘課題較為發散，如建築最佳化設計探討、風環境預測、

節能成本效益分析、地下防災空間區位選擇等等，由此可見生態及

綠化、節能課題，為目前綠建築之學術界與產業界較關注之焦點，

其次為歷史與風土建築之議題，對於本所未來之綠建築研究方向可

提供部分參考。 

 

 

 

 

 

 

 

 

 

 

 
圖 40 古蹟風土建築亦為會議論文的相關議題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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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 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程國際會議大會辦理之普

達措國家公園生態參訪活動 

2011 年 8 月 23 日國際會議大會安排普達措國家公園生態參

訪活動，於是日上午 9 點集合，由香格里拉住宿酒店統一搭車出

發，直接至該國家公園進行參訪，並於下午五點返回住宿酒店結束

參訪行程。 

 

 

 

 

 

 

 

 

 

圖 41 集合出發地點札希德勒酒店 

 

 

 

 

 

 

 

 

 

圖 42 普達措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入口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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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普達措國家公園主要環保車行路徑及停留參訪據點 

 

(一)普達措國家公園簡介 

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面積約 1993 平方公里，其中保護

面積佔總面積的９９．８１％，遊憩面積僅佔１．９％。 

雲南的「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核心區之屬都湖、尼汝片

區以及國際重要濕地碧塔海自然保護區，都被劃入該國家公園範圍

內，係高山冰蝕、冰磧湖泊及高山草甸最典型景觀之一，由于海拔

高，氣候冷寒，這一地區植物生長緩慢，生態十分脆弱，公園劃分

為特別保護區、特別景觀區、戶外遊憩區、一般管制區等，實行分

區控制管理，開放之同時進行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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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雲南省迪慶州以２億多元人民幣，建設完成香格里拉普

達措國家公園一期工程，並於 2007 年開放公眾參觀，成為大陸第

一個國家公園。 

 

 

 

 

 

 

 

 

 

 

圖 44 屬都湖邊木棧道 

 

 

 

 

 

 

 

 

 

圖 45 碧塔海樹林中的木棧道 資料來源：陳伯勳 

普達措國家公園屬都湖及碧塔海兩大據點內鋪設６９公里

道路，既是森林防火道，又是車行環線，大眾可乘坐低排放量的環

保觀光車輕鬆參訪(共有６０輛)，同時草甸(原)亦不再受馬匹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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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踏。同時，景區中共修建１０公里人行木棧道，滿足願以步行慢

慢環走的參訪民眾需求，同時也規範民眾留在木棧道區內，對於整

體環境進行最大保護。 

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對仍在國家公園內生活的村民積極引

導，採有組織、有計劃的保留了當地傳統農牧業生產方式，讓國家

公園內的自然生態系統及人文生態系統，不至於因為發展旅遊業而

受到破壞與失傳。 

 

 

 

 

 

 

 

 

 

 

 

 

圖 46 國家公園內現有居民農牧屋舍 資料來源：陳伯勳 

 

景區內已建成７個環保廁所，排泄物均“打包”帶出景區處

理。公廁裏還安裝了太陽能發電係統，照明以及坐便器用電都依靠

太陽能。 

普達措國家公園內擁有地質地貌、濕地湖泊、草甸森林、溪

流河谷、及珍貴稀有動植物(如常苞冷杉、油麥吊雲杉)等，原始生

態環境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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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彌里塘草甸放牧之牛群 

 

 

 

 

 

 

 

 

 

 

 

 

圖 48 國家公園內之休息區  資料來源：陳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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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此次赴大陸參訪行程，除參訪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

家重點實驗室之防災減災國家實驗室及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

外，亦參加 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程國際會議及國際會議

大會辦理之普達措國家公園生態參訪活動，行程十分緊湊，但也獲

得許多寶貴的經驗，茲將心得綜整如下： 

(一) 參訪廣州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大陸因為國土幅員廣大，各地之氣候環境與社會經濟產業狀況

均不相同，故其國家重點實驗室之組成方式，依照大陸國家重點實

驗室建設與運行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系分別「依托大學和科研院

所建設的科研實體」，即由各大學或各科學研究院研提重點實驗室

組織及運行計畫，提報大陸科學技術部，審查通過後成立，並由大

陸中央政府「設立專項經費，支持重點實驗室的開放運行、科研儀

器設備更新和自主創新研究。專項經費單獨核算，專款專用。」，

此與台灣由中央政府成立相關研究機構，並每年編列預算以推動政

府政策相關研究方式不同。 

據與華南理工大學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相關接待

人員討論其實驗室一般性營運方式，與本所之運作方式進行比較，

有下列不同： 

1. 主要研究人員為大學相關學系教授，研究課題自行決定，

非由政策引導，研究之自由度較高，審查方式類似於我國

國科會之研究案審議，惟與相關部會政策之配合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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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政府主要負責核撥實驗室建設所需硬體及設備經費，

人事經費部分由大學自理，惟實驗室對外收取之各項檢測

費用，除上繳政府一定比率外，由實驗室決定分配方式，

有較高之自主利用彈性。 

3. 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其下設有建築設計科學實

驗中心，本所之組織內並沒有對應單位，雖不必餘本所建

立類似研發單位，惟為對世界之建築發展有所了解，仍宜

針對相關發展議題有所關注。 

此外，針對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之防災減災國家實

驗室及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有以下心得： 

1. 防災減災國家實驗室： 

  (1) 該實驗室所研究之主題，均與建築結構密切相關，此因

其主持之研究人員均同時為土木系所之教授，爰建築防

火專注於結構耐火，風洞實驗也專注於結構與風的行為

關係，甚至地震震動台等地震與結構之行為關係，此與

本所防災防火之研究方向上存在許多差別。 

(2) 風洞實驗室除進行風洞實驗與數值模擬外，並進行現

場監測進行相關研究，此部分本所相關實驗研究較少現

場監測經驗，建議爾後本所研究人員可增加相關現場實

測研究，以比對實驗室之實驗差距並累積經驗。 

2. 建築熱環境與節能實驗室 



  

 40

(1)該實驗室不僅進行實驗研究，甚至與廠商合作進行產品

之開發，例如玻璃隔熱塗層的本地化研究，本所性能實

驗中心近來面臨實驗檢測案件數量下降之問題，從與廠

商共同研發上面著手，或許可增加實驗儀器之運轉能

量，並開創與產業合作研發的新模式。 

(2)本所綠建築相關研究目前並無遮陽模擬實驗與設計部

分，或可於未來增加對內外遮陽型式與空調節能之效益

影響進行相關研究，提供更多樣之建築遮陽節能選擇。 

(3)本所並無對於較大尺寸之城市與建築環境實驗研究，未

來或可參考該實驗室之城市與建築環境與能量模擬實驗

室，進行與城市微氣候有關之實驗研究。 

(二) 參加 2011 年綠色建築建材與土木工程國際會議 

從本次國際會議相關論文發表題目可發現，與綠建築相關

之課題以生態及綠化、節能等，為目前綠建築之學術界與產業

界較關注之焦點，其次為歷史與風土建築之議題，另再生材料

與節能之論文，合計亦超過綠建築或都市計畫景觀計畫類之篇

數，參加本次國際會議之後，有以下心得： 

    1. 研究建築結構行為與營建材料再生材料，雖為學術界較熱

衷之研究領域，惟其相關研究因限於建築局部構件，對於

引導綠建築之未來整體發展，較受局限。 

    2. 生態與綠化、節能領域為上開國際會議中對綠建築提出較

多篇數之論文領域，建議應持續注意世界其他先進地區對

於此部分領域之課題發展，以與國際趨勢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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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會議大會辦理之普達措國家公園生態參訪活動 

大陸普達措國家公園雖進行局部開發，但仍同時進行適當

管制及生態保育要求，在引進觀光產業及工作機會的同時，

亦兼具環保與生態的思考與行動 

其生態保護做法包括： 

1. 公園劃分為特別保護區、特別景觀區、戶外遊憩區、

一般管制區等，實行分區控制管理。 

2. 低排放量的環保觀光車單行道繞行園區，定點定線１

０公里人行木棧道可供行人徒步攬景活動，但不可越

區超出允許活動範圍。 

3. 低密度開發，全區只有一間餐廳可供用餐。 

4. 有組織、有計劃的保留了當地傳統農牧業生產方式，

允許低密度傳統農牧生活持續與國家公園共存。 

5. 景區內已建成７個環保廁所，排泄物均“打包”帶出

景區處理。公廁裏還安裝了太陽能發電係統，照明以

及坐便器用電都依靠太陽能。 

上述做法，兼具考量生態與人文社會需要，不將環境保育

工作排除人類基本需要，而朝人與環境均能永續發展之理想

邁進，相關做法值得我國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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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 1.國際研討會書面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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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華南理工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築節能研究中心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