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推展智慧城市與都市防災先期計畫」

之「建築防火性能設計研習行程」報告 

 

 

 

 

 

 

服務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姓名職稱：何明錦所長 

蔡綽芳組長 

雷明遠研究員 

蘇鴻奇副研究員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05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22 日 

報告日期︰105 年 4 月 15 日 



 

 



 

摘  要 

本計畫依據本（104）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基金管理會核定之「推展智

慧城市與都市防災先期計畫」，赴日本執行其子計畫「建築防火性能設計研習行

程」。我國自 93 年實施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認可制度以來，截至 103 年 11 月底

業有 114 件性能設計審查評定通過，10 年來無論是評定機構、建築師、消防設

備師或相關建築、消防設計顧問單位等概已累積相當經驗，因此我國建築防火

避難性能化設計之發展目前正值轉捩點，未來應積極朝向與國際接軌方向繼續

精進。日本自 2001 年起實施防火性能化設計制度以來，其官、產、研各界持續

積極投入研發，並應用於建築設計實務，日本國內各大城市屢有創新設計手法

建造之建築物出現，不僅僅成就設計及營建團隊的榮耀，亦向世人展現日本乃

是性能設計發展蓬勃的先進國家之一。審酌我國人文習性背景、法規淵源、建

築營建材料、設備、技術等各方面，日本經驗乃是 值得我國借鏡的，正當我

國防火性能化法規及設計制度發展已屆 10 年且亟需精進之際，再檢視日本近

10 年的發展歷程，相信其中必有值得我國見賢思齊之處。 

本次考察主要前往日本東京、京都與大阪，進行有關建築防火性能設計研

習行程，由何所長明錦率蔡組長綽芳、雷研究員明遠及蘇副研究員鴻奇赴日本執

行此次研習行程。本次主要前往日本進行考察，在東京地區部分共有三項主要拜

會參訪行程，第一項行程首先拜會大型建築設計顧問單位「日建設計」，以及考

察晴空塔建築設計概念與防災性能設計。第二項行程拜會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

研究所，並參觀 CLT 與 2×4 木構造工法建築與防火檢測設備，後續並進行防火

安全研究專案簡報與研討會議。第三項行程參訪考察東京車站丸之口內站舍保存

復原計畫之防災設計。在京都地區部分共有二項主要參訪考察行程，其中第一項

奈良古蹟建築防災參訪。第二項京都古蹟建築防災行程，參訪京都清水寺、二條

城古蹟建築防災設施。在大阪地區部分主要參訪考察行程，包含參訪大阪巨蛋建

築防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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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本計畫依據本（104）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基金管理會核定之「推展智

慧城市與都市防災先期計畫」，赴日本執行其子計畫「建築防火性能設計研習

行程」。我國自 93 年實施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認可制度以來，截至 103 年 11 月

底業有 114 件性能設計審查評定通過，10 年來無論是評定機構、建築師、消

防設備師或相關建築、消防設計顧問單位等概已累積相當經驗，因此我國建築

防火避難性能化設計之發展目前正值轉捩點，未來應積極朝向與國際接軌方向

繼續精進。日本自 2001 年起實施防火性能化設計制度以來，其官、產、研各

界持續積極投入研發，並應用於建築設計實務，日本國內各大城市屢有創新設

計手法建造之建築物出現，不僅僅成就設計及營建團隊的榮耀，亦向世人展現

日本乃是性能設計發展蓬勃的先進國家之一。審酌我國人文習性背景、法規淵

源、建築營建材料、設備、技術等各方面，日本經驗乃是 值得我國借鏡的，

正當我國防火性能化法規及設計制度發展已屆 10 年且亟需精進之際，再檢視

日本近 10 年的發展歷程，相信其中必有值得我國見賢思齊之處。 

計畫目的與主要工作如下： 

1.進行建築防火避難性能法令規定、政策、制度、應用技術及實踐方式之

資料收集。 

2.進行日本防火安全性能設計實際應用之各式建築物觀摩參訪。  

3.進行訪談交流兩國在建築防火性能設計驗證及評定方法，尤其使用上限

制範圍及條件，蒐集分析差異及影響。 

4.彙整分析日本採行性能設計建築物之使用管理措施與策略經驗，供研擬

我國對策及法規建議之建議。 

5.蒐集探討日本防火性能設計建築物相關之經濟效益及評估方式。 

獲得效益如下所述： 

1.研習觀摩日本相關防火避難性能法規、設計技術及推動作法，作為我國

精進相關政策及管理制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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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進我國建築研究之國際交流，提升相關建築產業發展及國際化程度，

並提升建築設計性能化之推動效益，及兼顧建築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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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本次考察主要前往日本東京、京都與大阪，進行有關建築防火性能設計研

習行程。為瞭解日本相關政策及落實建築性能化防火性能設計相關先進技術，

除由本所聯繫相關單位外，另由辦理建築防火避難性能評定機構協助聯繫工

作，透過與日本相關單位、業者及專家學者進行實施政策、措施、方式等資料

收集與意見交流，並觀摩實際案例以體驗性能防火設計所帶來的優點(兼顧空

間利用彈性及安全水準)，以作為我國精進建築防火避難性能評定認可制度之

參考。計畫主要規劃前往日本蒐集有關防火避難性能設計相關資訊，並考察該

著名設計案例及拜訪政府、學術及產業界進行交流，以期加強相關資訊技術及

拓展國際視野，並提升建築防火避難性能設計推動效益。 

本計畫由何所長明錦率蔡組長綽芳、雷研究員明遠及蘇副研究員鴻奇赴日

本執行 105 年度「推展智慧城市與都市防災先期計畫」之「建築防火性能設計

研習行程」。本次主要前往日本進行考察，在東京地區部分共有三項主要拜會

參訪行程，第一項行程首先拜會大型建築設計顧問單位「日建設計」，由小堀

徹執行董事與青木伸理事接待，並由福井潔防災計畫室長與潘振宇設計師進行

日建設計簡介與晴空塔防災設計專案簡報，後續再由晴空塔總建築師吉野繁與

許郁嫺設計師帶領實地參觀晴空塔，以及吉野繁親自導覽與解說晴空塔建築設

計概念與防災性能設計。第二項行程拜會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由西

山功理事與白井清廣研究總監接待，並由防火研究室萩原一郎主任帶領參觀

CLT 與 2×4 木構造工法建築與防火檢測設備，後續並進行建築與都市建築防火

安全研究專案簡報與研討會議。第三項行程由日建設計福井潔防災計畫室長與

古宇田智子研究員帶領實地參訪考察東京車站丸之口內站舍保存復原計畫之防

災設計。在京都地區部分共有二項主要參訪考察行程，其中第一項奈良古蹟建

築防災參訪，特別感謝中央警察大學簡賢文老師協助聯繫日本能美防災株式會

社，由能美防災株式會社文化財推進室中村明弘室長與劉海成副主事接待，以

及臺灣能美防災股份有限公司倪中銘消防設備師陪同參訪日本能美防災株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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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所設計的奈良東大寺、興福寺、唐昭提寺等世界遺產之消防設備工事。第二

項京都古蹟建築防災行程，參訪京都清水寺、二條城古蹟建築防災設施。在大

阪地區部分主要參訪考察行程，包含參訪大阪巨蛋建築防災設施。 

本次考察行程至日本東京、奈良、京都與大阪，活動日期從 105 年 2 月 16

日（二）進行至 2 月 22 日（一）合計 7 天，考察行程概要如下表所示。 

表 1 考察行程概要表 

日期 活動內容 備註 

2 月 16 日(二)  起程(臺北→東京) 路程 

2 月 17 日(三) 

 參訪大型建築設計顧問單位(日建設計等) 

 參訪高層建築物(晴空塔等) 
會議 

2 月 18 日(四)  參訪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 會議 

2 月 19 日(五) 

 參訪歷史古蹟建築(東京丸之內車站) 

 路程(東京→京都) 
路程 

2 月 20 日(六) 

 參訪奈良古蹟建築防災設施(如東大寺、興福

寺、唐昭提寺等等) 
參訪 

2 月 21 日(日) 

 參訪京都古蹟建築防災設施(如清水寺、二條城

等) 

 路程(京都→大阪) 

參訪 

2 月 22 日(一) 

 參訪大型體育集會防災設施(如大阪巨蛋等) 

 返程(大阪→桃園) 
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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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心得 

一、東京地區部三項拜會參訪行程 

（一）第一項行程拜會大型建築設計顧問單位「日建設計」 

參訪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17 日 

參訪地點：「日建設計」 

接待人員：小堀徹執行董事、青木伸理事 

陪同人員：福井潔防災計畫室長、潘振宇設計師 

第一項行程於 2 月 17 日拜會大型建築設計顧問單位「日建設計」，由小堀

徹執行董事與青木伸理事接待，並由福井潔防災計畫室長與潘振宇設計師進行

日建設計簡介與晴空塔防災設計專案簡報，後續再由晴空塔總建築師吉野繁與

許郁嫺設計師帶領實地參觀晴空塔，以及吉野繁親自導覽與解說晴空塔建築設

計概念與防災性能設計。 

 

圖 1  參訪人員與小堀徹執行董事及青木伸理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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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何所長致贈小堀徹執行董事紀念品 

 

1.有關日本採用性能設計建築物之維護管理 

與青木伸理事及福井潔室長座談請教有關日本採用性能設計建築物之維護

管理作法，概有以下 2 點值得參考： 

（1）建築物設施設備之移轉交接：設計單位(以日建設計公司為例)與日後

使用單位除在建築設計階段與建築物業主充分溝通，並滿足建築、消

防有關防火防災規定，在建築物取得使用執照後，建築物產權移轉給

終使用單位時，該公司會有專責人員與使用單位交接所有設施設備

的使用維護事項，如有防災中心(如高層建築物或一定規模以上者需設

置)或副中心的建築物，通常會安排至少 3 天交接期，確實講授各項防

災設備的操作、維護細節予使用單位人員。 

（2）設計單位定期巡檢：性能設計建築物通常由於使用特殊性設施或設

備，為了解這些與於一般建築物不同的設施或設備的使用維護情況，

日建設計公司會每年度派人前往關切了解、紀錄，除與使用單位維持

良好互動關係，並累積資料作為日後設計案之參考，可謂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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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建設計公司概要 

日建設計成立於 1900 年，是一家具有百年歷史的國際性建築設計公司。是

在 1990 年由日本住友總公司臨時設立的建築部門。 住友商事 1950 年 7 月 1 日

建立作為當前的法律實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50 年於成立了日建設計工務株

式會社，1970 年變更為株式會社日建設計。 

日建設計創立發展之始於 20 世紀來臨之際，當時的建築風格是受現代主義

開始影響的時期。日建設計從一家小型建築公司開始成立，當時只有 29 名充滿

理想的建築師、設計師和工程師，共同負責在大阪建設一座圖書館。這座建築

物得到了廣泛的好評，使這家公司得以延續發展。現在，日建設計公司已擁有

超過 2500 名員工，業務遍及 40 個國家，成為世界上 大 成功的建築設計公

司之一。  

日建設計總部設於東京，主要分部包含大阪、名古屋、九州、東北，日本

國內分公司包含北海道（札幌）、秋田、神奈川（橫濱）、靜岡、北陸（富山）、

京滋（京都）、神戶、中國（廣島）、北九州、熊本、鹿兒島、沖繩。海外分

公司包含新加坡、首爾、上海、大連、北京、河內、胡志明、利雅德､杜拜。目

前員工數量合計 2,470 人，其中日本一級註冊建築師為 1003 人、二級註冊建築

師為 1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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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建設計主要部門工作人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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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日建設計營運策略關係圖 

 

3.日建設計公司簡報會議－東京晴空塔的防災避難設計 

東京晴空塔位於日本東京都墨田區的電波塔，由東武鐵道及其子公司東武

塔晴空塔共同籌建，其高度為 634.0 公尺，目前為世界第二高的人工構造物，僅

次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境內的哈里發塔摩天大樓。 

東京晴空塔防災計畫首先將東京晴空塔整體建築群依據建築物使用特性與

人員進出數量，畫分為三個獨立防災區域「塔樓區」、「東區域」與「西區域」，

其中「塔樓區」防災計畫特別由日本國土交通省組織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塔

樓區」防災計畫概念包含： 

（1）採用性能式防火避難設計法，以人員實際避難時間 REST（Required 

Safety Egress Time）必須小於避難容許時間 ASET（Available Safety 

Egress Time），作為評估避難成功與否之判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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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用中間避難區域分散避難概念。 

（3）2 座專屬消防救災專用電梯。 

（4）4 樓屋頂花園戶外空間逃生替代路徑。 

（5）2 樓屋頂陽台戶外空間逃生替代路徑。 

（6）隨時監控瞭望台參觀人員數量，以避免超出性能式防火避難設計法

之規定人數。第一瞭望台容位於 350m 海拔高度，容許參觀人員數量

為 2000 人，第二瞭望台容位於 450m 海拔高度，容許參觀人員數量

為 900 人。 

 

 

圖 5  畫分為三個獨立防災區域 圖 6 4樓屋頂花園戶外空間逃生替代路

徑 

 

「塔樓區」並設置壁龕，以提供無法直接下樓逃生人員之休息區域，並可

避免產生妨害逃生路徑上之阻礙。火災的逃生情境設計係以發生火災區域採區

區域性逃生避難策略，而非火災發生時採取全棟同時一起避難原則。另對於逃

生避難弱者於火災發生時有工作人員引導至消防專用電梯，進行逃生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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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壁龕逃生人員之休息區域 

 

 

圖 8 逃生避難弱者逃生路徑 

 

東京晴空塔之相關火材料與逃生避難設施皆需通過防火測試，以符合防火

與逃生避難時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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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相關火材料之防火測試 

 

 

圖 10 玻璃樓版防火測試 

 

4.東京晴空塔參訪 

參訪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17 日 

參訪地點：「東京晴空塔」 

接待人員：吉野繁總建築師 

陪同人員：許郁嫺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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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晴空塔，又稱東京天空樹、新東京鐵塔，是位於日本東京都墨田區的

電波塔，由東武鐵道及其子公司東武塔晴空塔共同籌建，於 2008 年 7 月 14 日

動工，2012 年 2 月 29 日完工、同年 5 月 22 日正式啟用。其高度為 634.0 公尺，

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獲得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為「世界第一高塔」，成為全世界

高的自立式塔形建築。目前亦為世界第二高的人工構造物，僅次於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杜拜境內的哈里發塔摩天大樓。 

東京晴空塔的建造目的，是為了降低東京市中心內高樓林立而造成的電波

傳輸障礙；並且因應日本的類比電視服務於 2011 年 7 月 24 日終止後，需要建

立一座高度達 600 公尺等級的高塔取代東京鐵塔（333 公尺）做為數位無線電視

的訊號發射站。 

日建設計建築外觀的設計概念係源自於武士刀造形的概念。塔的基部為三

角形，往上逐漸轉變為圓形，並在 350 公尺及 450 公尺處各設一座觀景台。在

鐵塔本體旁，另有興建一棟地上 31 層、地下 3 層的附屬大樓，命名為「東京晴

空塔」。 

 

圖 11  與吉野繁總建築師合照 圖 12  獨立防災區域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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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晴空塔外觀圖 圖 14  晴空塔平面設計變化圖 

 

 

圖 15  晴空塔基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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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項行程拜會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 

參訪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18 日 

參訪地點：「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 

接待人員：西山功理事、白井清廣研究總監 

陪同人員：萩原一郎主任 

第二項行程於 2 月 18 日拜會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由西山功理事

與白井清廣研究總監接待，並由防火研究室萩原一郎主任帶領參觀 CLT 與 2×4

木構造工法建築與防火檢測設備，後續並進行建築與都市建築防火安全研究專

案簡報與研討會議。 

 

 

圖 16 與西山功理事及白井清廣研究總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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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與防火研究室萩原一郎主任合照 

 

1. 與萩原一郎主任訪談紀要 

萩原博士係日本推動建築物性能防火設計技術的重要人士之一，參與國土

交通省「防火關係指針編集委員會」，且為「避難關係指針編集工作小組」召

集人，於 2001 年完成「避難安全檢證法之解說、計算例及其解說」一書，成為

日本建築物性能防火設計技術的聖典，本所於 2004 年亦參考該書編定「建築物

防火避難安全性能驗證技術手冊」，該手冊現為我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及綜合檢討評定業務必要之參考工具書，國內業有約 500 案建築物參考應用。 

請教萩原博士有關日本性能設計有關驗證及評定作法，概有幾項可供我方

參考： 

（1）在日本採性能設計方式(所謂 Route-C)的範圍，可以是全棟建築物或某

單一樓層。舉例，全棟建築物可依使用特性分層採用一般傳統方式

(Route-A)、檢證法方式(Route-B)或性能設計方式(Route-C)。 

（2）使用「避難安全檢證法之解說、計算例及其解說」之煙層高度及避難

時間計算法，如運用於採用 Route-B 方式的案例，則必須依該書完成

煙層下降時間及完成避難時間之計算，倘運用於採用 Route-C 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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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則煙層下降時間或完成避難時間之計算可採用其他方法，如採

用電腦模擬程式評估，但必須經過審查委員會同意後為之。 

（3）對於火災或人員避難電腦模擬程式的使用，在日本設計方會應用作為

初步設計評估用，但正式提出案件審查時不會採用電腦模擬結果，至

多當作補充資料，仍然會使用普遍接受的工具所計算得到的結果作為

正式提送資料。所謂普遍接受的工具係指上揭 Route-B 檢證法之煙層

下降時間計算法、人員完成避難時間計算法，如特殊空間的煙層蓄

積，則另採用日本建築研究所 BRI-2002 簡易二層法。其原因係一般電

腦模擬程式裡有太多假設前提條件過於單純，不足以反映真實情況，

或者是電腦程式有許多未透露用途目的的原始碼，只有設計者清楚，

旁人難以檢核其正確性。因此在日本即使是歐美已常使用的電腦模擬

軟體，其模擬結果仍然受到質疑。 

 

2.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簡介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位於茨城縣筑波市設立於 1942 年 12 月，1948

年改名為建設部建築研究所，2001 年獨立行政法人建築研究所建築落成，2015

年改名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目前總共有 81 名工作人員。研究業務單

位包含「構造研究」、「環境研究」、「防火研究」、「建築材料與構件研究」、

「建築生產研究」、「住宅都市研究」、「國際地震工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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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研究人員結構 

 

圖 19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組織架構 

 

防火研究小組近年完成相關研究專題包含：「海嘯發生火災或地震次生火

災的東日本大地震」、「結構構件的耐火性的提高研究和開發」、「城市火災

延燒模擬」、「新技術開發－實木複合結構耐火材料」等。2015 年研究相關課

題包含： 

（1）在綠色建築中使用的內部和外部的消防安全評價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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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設計火源火險等級於建築物之間的延燒  

（3）地震造成火災損失的假設開發技術的資金評估  

（4）海嘯火災屬性的物理預測方法的基礎研究  

（5）在建築火災時產生的氣體毒性評價方法的發展  

（6）不同火源種類對耐火測試環境下性能的評估研究 

 

3.參觀 CLT 與 2×4 木構造工法建築與防火檢測設備 

CLT 木構造是防火研究小組目前的與未來的研究專題之一，研究重點為木

造版式構造的驗證方法，與木造版式構件防火被覆驗證方法。 

  

圖 20 木質複合構造 圖 21 木質被覆鋼構造 

  

圖 22 2×4 木構造被覆工法 圖 23 木質構造錨定技術 

 



 

20 

 

 

圖 24 CLT 木構造實尺寸實驗屋 圖 25 CLT 木構造構件 

  

圖 26 CLT 木構造接合鐵件 圖 27 CLT 木構造裝修被覆 

 
 

圖 28 2×4 木構造實尺寸實驗屋 圖 29 2×4 木構造牆防火被覆工法 

 
 

圖 30 2×4 木構造樓梯防火被覆工法 圖 31 2×4 木構造開口部防火被覆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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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之實驗設施有 5 大類「構造實驗」、「防火

實驗」、「環境‧設備實驗」、「材料‧部材實驗」、「生產實驗」等，共 24

項實驗棟，相關整體基地建築物配置詳圖 32。其中有關防火實驗包含「防火防

爆實驗室」、「全尺寸火災實驗室」、「消防風洞實驗室」等 3 棟建築物，以

及一個「室外消防試驗基地」，相關實驗設備詳表 2。 

 

圖 32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之實驗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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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關實驗設備項目表 

 

 

 

 

圖 33 水平構件耐火實驗爐 圖 34 圓錐量熱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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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4m 煙罩氣體分析儀 圖 36 8m 煙罩氣體分析儀 

 

圖 37 火災風洞實驗施設 圖 38 火災風洞實驗造風設備 

 

 

圖 39 零碳排放實驗建築 圖 40 零碳排放實驗建築內部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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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項行程考察東京車站丸之口內站舍保存復原計畫之防災設計 

參訪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19 日 

參訪地點：「東京車站丸之口內站舍」 

接待人員：福井潔防災計畫室長 

陪同人員：古宇田智子研究員 

第三項行程由日建設計福井潔防災計畫室長與古宇田智子研究員帶領實地

參訪考察東京車站丸之口內站舍保存復原計畫之防災設計。 

 

1. 東京車站修復概要 

東京車站於 1914 年通車。東京車站為日本鐵路網絡起點的同時，也成了肩

負日本近代化的首都－東京的象徵。東京車站（丸之內站房）的設計是由當時

日本建築界的權威－辰野金吾負責。他使橫向一字排開的多棟建築物毗連，納

入歐洲的文藝復興式設計，興建出擁有北圓頂、南圓頂、中央圓頂這三大圓頂，

三層樓鋼骨磚造的文藝復興式宏偉建築。 

 

 

圖 41 東京車站整體外觀復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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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東京車站現況 

 

圖 43 與福井潔防災計畫室長合照 

東京車站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空襲而受到重大毀損，結果只留下基

本的建築結構，屋頂燒塌，內部裝潢也毀了一大半。戰後經過全力修復，因為

當時的財力物力與疏運旅客的壓力，所以丸之內站房雖然勉強復原了，但卻沒

有恢復原本的外觀。從 2007 年開始，啟動了東京車站本身，包括八重洲口和丸

之內口整體的都市更新，整體計畫名稱為：「Tokyo Station City 東京車車站城」，

計劃本身的含意是讓車站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城市，一個將車站轉化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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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包括了地下街，八重洲口改建，丸之內口的紅磚煉瓦丸之內站舍的重

建，車站周邊旅館設施的增多等等。 

 

圖 44 東京車站修復前後保存與復原外觀比較示意圖（一） 

 

圖 45 東京車站修復前後保存與復原外觀比較示意圖（二） 

詳圖 44～45 即可說明站後簡易修復的情況，計畫預定將下部建築現狀保

存，而上部建築一原樣復舊，採用和當時一樣的磚瓦規格與浮雕，修復了三樓

部分和圓頂部分，以創建當時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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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丸之大廳修復後現況（一） 圖 47 丸之大廳修復後現況（二） 

 

 

2. 東京車站丸之口內站舍保存復原計畫之防災設計 

東京車站建築結構的防震災計畫首先即採用免震設計，將車站結構下部新

增整體地下獨立結構體，並與四周建築物分離以伸縮縫銜接。新增地下結構體

部分採用隔震墊方式的免震設計。 

 

 

圖 48 東京車站結構下部新增整體地下獨立結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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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東京車站與四周建築物分離以伸

縮縫銜接（一） 
圖 50 東京車站與四周建築物分離以伸

縮縫銜接（二） 

 

 

車站下方增建地下獨立結構體做為百貨商場使用，其避難法規檢討採用目

前 新的規格式法規檢討。原先車站部分的避難法規檢討採用性能式法規檢討 

  

圖 51 東京車站本體建築偵煙設備 圖 52 東京車站商場部分偵煙設備 

 

  

圖 53 東京車站商場部分防煙垂壁 圖 54 東京車站商場部分排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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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都地區二項參訪考察行程 

（一）第一項行程奈良古蹟建築防災參訪 

參訪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20 日 

參訪地點：奈良東大寺、興福寺、唐昭提寺 

接待人員：能美防災株式會社文化財推進室中村明弘室長、劉海成副主事 

陪同人員：臺灣能美防災股份有限公司倪中銘消防設備師陪 

第一項行程由日本能美防災株式會社文化財推進室中村明弘室長與劉海成

副主事接待，以及臺灣能美防災股份有限公司倪中銘消防設備師陪同參訪日本

能美防災株式會社所設計的奈良東大寺、興福寺、唐昭提寺等世界遺產之消防

設備工事。 

 

1. 東大寺防災設計概要與防災設備工程 

依據日本文獻「東大寺要錄」記載，天平5 年（733 年）於若草山麓創建的

金鐘寺是東大寺的起源。東大寺的正式名稱被稱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 

東大寺的大佛鑄造是在日本的聖武天皇時期於天平15 年（743 年）立詔頒

布的。這項艱難浩大的工程持續進行，大佛鑄成以後在天平勝寶4 年（752 年）

印度僧人菩提僊那主持了大佛開眼會。大佛鑄造完成後大佛殿的建築工程又接

著開始進行，東大寺建築工程於天平寶字 2 年（758 年）竣工完成。在歷史上，

東大寺曾多次毀於火災及地震，現存的建築遺址是於 1709 年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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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東大寺入口牌樓 圖 56 東大寺配置圖 

 

東大寺的防火策略基本上可分為：火災預防、及早偵知通報、初期滅火三

部分。消防防護設計基本上是採用是室內偵測戶外防護的原則。東大寺對於火

災預防的部分，整體區域範圍有一個防災中心隨時監控與掌握，防災中心配備

有「防災圖像監控盤」，圖像監控盤上可依地圖位置顯現訊號發報的位置，可

便利防災人員迅速了解訊號的所在位置可立即派人員進行確認詳圖 56。另外再

配置「複合 GR 受信盤」，複合 GR 受信盤，為整合自動火災警報設備、瓦斯

洩漏火災警報設備、防排煙設備、滅火設備等的監控與操作工作之受信總機詳

圖 57，除監測設備之外對於整頓環境、可燃物存放處所的檢查、消防訓練、強

化耐震性能等皆有完整操作程序與方法。在及早偵知通報火災部分，古蹟建築

物室內設置自動火警警報設備、漏電火災警報設備等探測器系統，並充實聯絡

體制、定期檢查偵測系統及消防訓練等。至於防止建築延燒的初期滅火防護部

分，於室內設置裝滿水之消防水桶，戶外設置滅火器、消防水砲、消防栓設備

等，並加強可由管理人等相關人員進行初期滅火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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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東大寺防災中心 圖 58 東大寺防災中心內部陳設 

 

 

 

圖 59 圖像監控盤 圖 60 複合 GR 受信盤 

 

 

圖 61 外部放水槍型式 1（一） 圖 62 外部放水槍型式 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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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外部放水槍型式 2（一） 圖 64 外部放水槍型式 2（二） 

 

 

圖 65 東大寺防災車庫 圖 66 消防水桶 

 

  

圖 67 外部放水槍型式 3（一） 圖 68 外部放水槍型式 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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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興福寺防災設計概要與防災設備工程 

興福寺防災設計與東大寺的防災設計概念基本相同皆是於古蹟建築物室內

設置探測器系統，以達及早偵知通報火災的目標。於消防滅火部分，在室內設

置消防水槍、消防栓設備等，以達防止建築延燒的初期滅火防護部目的。並且

於參觀考察時值興福寺的中金堂整修工程可以清楚呈現防災工程施工時的過

程。 

 

  

圖 69 興福寺建築配置圖 圖 70 中金堂整修工程進行中 

 

 

圖 71 興福寺防災設備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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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中金堂整修使用之防焰塑膠網 圖 73 中金堂整修使用之防災避雷設備 

 

  

圖 74 外部放水槍型式 4（一） 圖 75 外部放水槍型式 4（二） 

 

  

圖 76 興福寺消防水泵設備（一） 圖 77 興福寺消防水泵設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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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中金堂舊有消防管線挖除 圖 79 中金堂新設消防管線施工中 

 

3. 唐昭提寺防災設計概要與防災設備工程 

唐昭提寺防災設計與東大寺的防災設計概念基本相同揭是於古蹟建築物室

內設置自動火警警報設備、漏電火災警報設備等探測器系統，並充實聯絡體制、

定期檢查偵測系統及消防訓練等，以達及早偵知通報火災的目標。於消防滅火

部分，亦在室內設置裝滿水之消防水桶，戶外設置滅火器、消防水砲、消防栓

設備等，並加強可由管理人等相關人員進行初期滅火的訓練，以達防止建築延

燒的初期滅火防護部目的。 

 

  

圖 80 唐昭提寺石碑 圖 81 唐昭提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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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外部放水槍型式 5 圖 83 外部放水槍型式 6 

 

圖 84 外部放水槍 圖 85 外部放水槍配置古蹟建築旁 

 

（二）第二項行程考察古蹟建築防災行程 

參訪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21 日 

參訪地點：清水寺、二條城 

第二項京都古蹟建築防災行程，參訪京都清水寺、二條城古蹟建築防災設

施。 

1. 清水寺防災設計概要與防災設備工程 

清水寺與防災設計與東大寺的防災設計概念基本相同皆是於古蹟建築物室

內設置自動火警警報設備，以達及早偵知通報火災的目標。於消防滅火部分，

戶外設置消防栓設備等，以達防止建築延燒的初期滅火防護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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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清水寺三重塔 圖 87 清水寺外部放水槍（一） 

 

圖 88 清水寺外部放水槍（二） 圖 89 清水寺消防水桶與消防砂 

 

2. 二條城防災設計概要與防災設備工程 

 

 

圖 90 二條城入口 圖 91 二條城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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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二條城戶外放水槍（一） 圖 93 二條城戶外放水槍（二） 

 

 



 

39 

三、大阪地區參訪考察行程 

考察大阪巨蛋建築防災設施 

參訪時間：民國 105 年 2 月 19 日 

參訪地點：大阪巨蛋 

在大阪地區部分主要參訪考察行程，包含參訪大阪巨蛋建築防災設施。大

阪巨蛋，是日本職棒重要的棒球場之一，球場位於大阪市，於 1997 年落成啟用

至今，能容納觀眾人數為 55,000 人。如此大型設施於火災避難時人員疏散是重

要議題，大阪巨蛋於疏散人員係採分層戶外大型平台的概念設計，先將人員導

至戶外平台再由平台戶外大型階梯疏散至 1 樓地面或其他棟連接的建築物。 

 

 

 

圖 94 大阪巨蛋 圖 95 大阪巨蛋各層配置圖 

 

圖 96 大阪巨蛋戶外大型避難平台 圖 97 大阪巨蛋戶外大型階梯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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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本次參訪與研習的過程中對於日本火災安全避難研究的現況與古蹟建築文

化財的防災保護技術，有深刻的印象，許多值得我國學習與借鏡之處。以下即

就參訪與研習重要之心得分述如下︰ 

本次考察提出以下建議事項：   

（一）審慎落實建築物防火性能設計驗證評定 

我國建築物性能防火設計法規及制度自民國 93 年起，迄今已有 12 年，本

所配合本部推動政策之需，亦自 93 年起陸續出版相關手冊（如建築物防火避難

安全性能驗證技術手冊），提供設計單位、評定機構辦理驗證、評定之參考依

據。但部分案件有應用電腦火災或人員避難模擬分析工具，我國目前接受歐美

國家普遍接受的電腦軟體（如 FDS、building EXODUS、…等）所預測分析的結

果，國內也有很多有經驗的專家及充足的使用經驗，但對於如何減少設計方誤

用模擬結果(無論有意或經驗不足)，只有透過審查評定會議提出意見，對於電腦

模擬的實際設定條件則採信任原則，評定機構無從深入檢核是否正確。就此，

日後宜由中央建築機關修訂相關規定（如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申請

認可要點），對於性能驗證方法之數值模擬應要求訂有模擬目的說明、具體檢

核項目、火災情境特徵、選擇火災模擬程式之方式、主要模擬參數檢核、計算

火災成長情況、靈敏度及不確度分析及模擬結果紀錄分析等。本所 105 年度「建

築物火災模擬工具應用參考指南之研究」之成果提供使用火災電腦模擬程式應

注意事項，將可供有關機關、評定機構參考。 

（二）落實防火性能設計建築物之使用維護管理 

如前述，國內辦理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及綜合檢討評定業務有累計 500

件以上建案，約有四分之一建案業取得使用執照，然而其使用維護管理卻無特

別規定，對於評定計畫書所訂內容(如申請人承諾事項)之追縱查核無法落實，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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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後建築物公共安全埋下隱憂。建議宜由中央建築機關修訂相關規定，明訂

經過防火避難性能設計及綜合檢討評定核予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其竣工後查驗

及日後營運管理應有配套檢查事項，甚而要求起造人應負有提供驗收交接時設

施設備操作及人員訓練等責任，尤其防火防災設施或設備項目。本所 105 年度

刻正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後建築物之使用安全查核驗證研究」，預計

年底屆時將可提供研究成果供主管機關參採。 

（三）整體性古蹟保存復原計畫之防災設計 

由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於修復驗收前遭受 921 地震嚴重受損案例，可瞭解

古蹟保存除防災計畫除了防火設計考量之外，免震的技術也可應用於機建築的

防災計畫。例如東京車站建築結構的防災計畫除了火災考量也考慮免震設計，

例如將免震技術運用於古蹟，車站結構下部新增整體地下獨立結構體，並與四

周建築物分離以伸縮縫銜接，新增地下結構體部分採用隔震墊方式的免震設

計。所以在未來也可利用免震的技術也可研究應用於古蹟建築保存方法。 

（四）地震與海嘯之後有關火災避難與防災系統的議題可以提供研究參考 

有關日本火災安全避難研究因當地都市大規模的木造建築特點容易引發火

災，所以早於二次大戰之後即開始進行。隨著都市型態發展的複雜化火災的類

型也增加許都不同的型態，例如油槽火災、商場與醫院類型的火災等。但防火

的法規與觀念也逐步更新，所以日本近 20 來已較少發生重大的火災案例。部分

研究重心除了因地震所引起之火災之外，並開始研究海嘯所造成的火災進行研

究，我們身處海島環境與日本相類似，所以在地震與海嘯之後有關火災避難與

防災系統的議題如何規劃等議題可以提供本所參考。 

（五）古蹟建築防災設計與落實防災管理 

日本的防火策略基本上可分為：火災預防、及早偵知通報、初期滅火三部

分。消防防護設計基本上是採用是室內偵測戶外防護的原則。在及早偵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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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部分，古蹟建築物室內設置自動火警警報設備、漏電火災警報設備等探測

器系統，並充實聯絡體制、定期檢查偵測系統及消防訓練等。至於防止建築延

燒的初期滅火防護部分，於室內設置裝滿水之消防水桶，戶外設置滅火器、消

防水槍、消防栓設備等，並加強可由管理人等相關人員進行初期滅火的訓練。

其中 為值得我們學習的部分為落實消防管理與人員訓練，在整體古蹟防災參

觀考察行程中例如消防水桶的設置，都非常的確實觀察消防水桶每一個都非常

確實的裝填約 3/4 的水量，可知消防管理程序的落實。所以在臺灣古蹟防災依

此考查案例，可將防災內容分為二部分進行，第一部份為管理部分，於發生火

災時消防隊來臨前的通報與初期自行滅火，應確實加強人員的訓練與日常管理

要求；第二部份為消防設備加強更新，例如目前古蹟有許多係位於都市的舊市

區中，其建築密集緊鄰有非常容易受鄰房火災延燒的影響，所以應盡速增設古

蹟戶外防護所用的消防設備，例如消防放水槍可造成水幕防止延燒保護古蹟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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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東京晴空塔簡介資料 

（二）日建設計簡報資料 

（三）東京車站丸之口內站舍保存復原計畫 

（四）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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