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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係由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室內環

境學會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16 日在日本茨城縣筑波市先進工業科技筑

波中央研究所舉行，本次會議有國際研討會、口頭發表會及海報展示共計有 134

篇文章發表。其文章內容涵蓋各國對於室內環境品質調查技術、室內環境污染

物來源成因分析及物理化學反應特性研究、抽菸對室內環境品質影響、評估室

內環境技術開發、室內環境控制技術（空氣淨化）研究、室內環境實際調查成

果、環境中微生物及控制對策、室內環境對於污染物對心理、生理、及健康影

響等相關室內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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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因為社會型態的轉變與民眾生活習慣的改變，每日約有 19 小時以上的時

間，一般民眾處於室內的不同環境內，因此室內空氣品質的好壞與民眾身體健

康之間關係逐漸被重視。依據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三條定義：室內空氣

污染物係指室內空氣中常態逸散，經長期性暴露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

或生活環境之物質，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細菌、真菌、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之懸浮微粒(PM10)、粒徑小於等於二．五微

米之懸浮微粒(PM2.5)、臭氧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質。  

常見室內空氣品質的污染物的分成三類：氣狀污染物、粒狀污染物及生物

性污染物。氣狀污染物的來源：二氧化碳來自於人類活動的呼吸、燃燒行為；

一氧化碳亦來自於人類行為之燃燒不完全之行為；甲醛來自於建材、油漆塗

料、清潔用品；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來自於家具、

櫥櫃、油漆，操作影印機或列表機所釋放；臭氧來自於辦公室事務機或懸浮微

粒。粒狀污染物的來源：人類活動或動植物所產生，如花粉、毛髮、體垢、皮

屑或活動產生之揚塵。生物性污染物來源：真菌類來自於空調系統或其他相關

污染源所傳播之生物氣膠(bioaerosols)，且此類污染物的暴露均已被證實會增加

室內人員的健康危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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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室內人員的健康，許多國家皆已訂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或管制策

略。由於室內環境特性的差異及空氣污染物的來源及組成不同，所需著關注污

染物種類亦有所差異，又各國的民俗風情不同，室內設備的使用特性亦不相

同，因此制訂室外空氣品質標準的考量及相關研究成果不盡然適用於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的研擬。有鑑於此，臺灣於 1989 年開始著手室內空氣品質相關研究，

包含調查國內公共場所空氣污染物種類及濃度、健康風險評估、醫療成本估

算、相關法令的擬訂等，並於 2005 年公告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歷經數年的

研究後，再於 2011 年通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並於 2012 年正式實施。  

為利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推動與執行，本署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6

條規定，綜合考量公私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染物危害風險

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採循序漸進方式逐批公告列管，於 103 年 1 月 23 日

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並自 103 年 7 月 1 日生效。

為強化室內空氣品質管制工作，擴大納管場所之範圍及對象，提升更多場所室

內空氣品質，保障民眾健康，本署亦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本次赴日本茨城縣參加「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旨在蒐集各

國對於室內環境品質調查技術、室內環境污染物來源成因分析及物理化學反應

特性研究、抽菸對室內環境品質影響、評估室內環境技術開發、室內環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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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空氣淨化）研究、室內環境實際調查成果、環境中微生物及控制對策、

室內環境對於污染物對心理、生理、及健康影響，掌握最新國際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規範與策略，可作為後續研擬我國室內空品質管理相關規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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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與行程  

一、 出國人員： 

本次赴日本茨城縣參加「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人員係由本

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派兩名代表與會。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

音管制處 
王弟文 薦任技士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

音管制處 
林渤原 薦任技士 

二、出國日期：105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17 日 

三、出國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規劃 

12 月 14 日  啟程，臺北出發至日本東京 

12 月 15 日 

 從日本東京前往茨城 

 參加「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國際研討

會 

 參加「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研究發表

(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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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 

 參加「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研究發表

(海報展示) 

 參加「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研究發表

(口頭發表會) 

 從日本茨城前往東京 

12 月 17 日  返程，日本東京出發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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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會目的  

一、藉由參與本次會議，掌握國際間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策略與技術，可提供

本署後續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策略訂定之參考。 

二、本處正辦理逐批納管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場所事宜，藉由參與

本次會議，將有助於瞭解國際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規範，掌握最新國際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規範與策略，可作為後續研擬我國室內空品質管理相關規定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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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內容及成果說明  

本次赴日本茨城縣參加「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主要工作任

務包括：參加本次會議國際研討會、日本室內環境學術大會之口頭發表會及海

報展示，以蒐集各國對於室內環境品質調查技術、室內環境污染物來源成因分

析及物理化學反應特性研究、抽菸對室內環境品質影響、評估室內環境技術開

發、室內環境控制技術（空氣淨化）研究、室內環境實際調查成果、環境中微

生物及控制對策、室內環境對於污染物對心理、生理、及健康影響。 

在國際研討會部分： 

第一篇發表的論文為「對於太空艙污染物的控制」，經由日本宇宙航空研

究開發機構宮崎英治研究員說明，太空艙密閉空間屬於室內環境，室內污染物

控制是大空艙研發重要項目；其污染物依特性，可分兩種：粒狀物及氣狀物。

粒狀污染物可藉由無塵室的技術控制，氣狀污染物則需要源頭管控（少用易揮

發性材料）及光化學降解方式處理。 

第二篇發表的論文為「通風、室內空氣品質及人類行為」，報告人為韓國

漢陽大學朴俊錫教授，朴教授調查研究 1,689 個家庭能源效率的案例中，結果

顯示，建築物的物理特性(絕緣、樓層、氣密程度、面積及其他)影響較大，但

是居住者使用行為也是不容小覷。另一個研究重點，機械式過濾換氣方式可以

減少室內空氣中細懸浮微粒 26%，而打開窗戶通風換氣方式則可減少室內空氣

中細懸浮微粒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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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發表的論文為「室內細菌：為何困難控制？」，報告人為韓國首爾

大學環境健康科學系山本美子博士，山本博士說明傳統細菌培養方法及限制，

例如：有一些有害或具過敏性的微生物是無法被培養及量測的、空氣中細菌組

成是多樣性，經採樣所培養的微生物是無法完全表現整體空氣中的微生物。

 

第四篇發表的論文為「導向一個永續及健康環境─臺灣的綠建築、綠建材

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規範」，報告人為臺灣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蔡耀賢副教

授，蔡副教授說明為面對全球環境問題（如氣候變遷、城市熱島效應），在我

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999 年及 2004 年分別訂定綠建築標章及綠建材標章。

為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及維護國民健康及生活品質，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12 年公布室內空氣品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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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學術大會共計有 134 篇文章發表，其中：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應用於室內環境檢驗測定的優勢，預測後續將

廣泛運用於室內空氣品管理。傳統的室內環境檢驗測定方式往往需花費大量時

間才能獲得監測成果，且對於即時監控(real-time monitoring)室內空氣品質並非

是有效的方式，因此，新快速監測方法之需求也因應而生。對於即時監測

(real-time measurement)室內空氣品質而言，利用物聯網(IoT)設備是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並且透過該設備之學習能力(machine learning)，將使得室內空氣品質之預

測(prediction)與即時管理(real-time management)變得更有可能，未來的挑戰則是

不斷改善技術，如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之深層學

習(deep learning)，以強化數據之間的相關性及預測之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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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全建築搭載空氣清淨機系統(the Air-Cleaning System)對於改善室內環

境，去除室內過敏原(indoor allergen)進行驗證，發現空氣清淨機系統對於懸浮

微粒、真菌、細菌等過敏原之去除是有效果的。 

在「辦公室室內 PM2.5的特性調查」的研究中顯示，在調查 11 間辦公室室

內 PM2.5的粒狀物濃度與粒徑，有獨立空調的(Individual air condirioning)因為沒有

安裝空氣過濾器導致細懸浮微粒濃度較高，而中央空調的(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因為有安裝空氣過濾器，細懸浮微粒濃度較低。 

 

(ORena KOMATS U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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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公室使用混和動力通風系統對於室內空氣品質影響研究」研究顯示，

當辦公室內混和動力通風系統開啟後，室內空氣品質生物性污染物與粒狀污染

物 PM2.5濃度皆上升，顯示室內空氣品質生物性污染物隨著粒狀污染物一起藉由

混和動力通風系統一起從外部空氣進入室內空間。 

 

(Oriku Watanabe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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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於日本茨城縣筑波市公車站旁發現有稱作「綠牆」的空氣淨化設施。

該設施功能與我國營建工程常見「植生牆」相同，主要係作為空氣淨化功能，

但該設施特別強調對於 NO2及 PM2.5具有一定的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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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一、 為因應各國陸續重視室內環境品質，透過本次參與大型國際會議，建議本

署主動參與國際會議與活動，拓展視野，以利蒐集國內外相關經驗，藉由

管理政策與技術交流，以解決國內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面問題。 

二、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 100 年 11 月 23 日公布，是繼韓國之後，第二

位將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立法推動的國家。於 101 年 11 月 23 日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及相關子法正式施行，其後為有效管控公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考量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

求，採循序漸進方式逐批公告列管場所，並於 103 年 1 月 23 日公告第一

批公告納管場所，106 年 1 月 11 日公告第二批公告納管場所。建議針對納

管之公告場所開始進行相關室內空氣品質查核輔導工作，包括名單調查、

執行場所內之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宣導說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與子

法之相關規定並輔導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方式等；針對尚未納管之場所加強

溝通輔導工作，包括宣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與子法之相關規定、輔導室

內空氣品質改善方式等，以避免未來正式公告納管公告場所時，相關場所

表示本署未先進行溝通輔導即強制納管，引發反彈。 

三、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涉及許多部門，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4 條，本署

應整合規劃及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相關工作，該條並賦予各級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權責，包括建築主管機關之建築物通風設施、裝修與建材管理

相關事項、經濟主管機關之裝修材料與商品及空氣清淨機國家標準、衛生

主管機關之傳染性病原防護管理與醫療機構空調標準及菸害防制、交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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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之大眾運輸工具之空調設備通風量與維護管理等，並應輔導其主管

場所改善其室內空氣品質。本次國際研討會主題包含通風、室內空氣品

質、綠建築、綠建材等，因其探討內容涉及建築主管機關及經濟主管機關，

建議後續強化整合相關部會共同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加強與營建署、

經濟部、交通部、衛福部等部會之橫向合作溝通。 

四、 國人對於室外空氣品質尤其是細懸浮微粒濃度相當關注，對於空氣品質指

標及相關活動建議亦相當熟悉，於空氣品質不良時會調整室外活動時間，

增加室內活動時間。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會影響室內活動民眾健康，就室內

空氣品質不良的改善方式，建議加強宣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觀念及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方式。 

五、 另外，其他小型場所例如燒烤店、幼兒園等，考量其規模小，強制納入公

告場所予以管制恐造成該類場所很大衝擊，因此建議以輔導取代納管，執

行相關輔導維護管理計畫，推動輔導小型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保障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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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會議相關活動照片 

  

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相關文宣 

(1) 

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相關文宣 

(2) 

  

平成 28 年室內環境學會學術大會--會場布置 國際研討會大會主席開幕致辭--日本產驗技術綜

合研究所安全科學研究部門主任研究員 篠原直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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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室內環境學會，韓國漢陽大學教授 朴俊

錫就通風、室內環境品質及行為進行報告 

臺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成功大學教授 蔡耀賢

就臺灣的綠建築、綠建材及室內空氣品質法規進

行報告 

 

 

研究發表(海報展示(1)) 

 

海報展示—辦公室室內 PM2.5特徵，東京工業

大學小松禮奈 

研究發表(海報展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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