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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局將耐燃建材類商品列為強制檢驗應施檢驗商品，高雄分局亦建立

耐燃材料檢測專業實驗室，執行矽酸鈣板、石膏板、岩棉裝飾吸音板、纖

維水泥板等耐燃建材類商品之檢驗業務，包括彎曲試驗、耐衝擊性試驗、

耐燃性試驗…等檢驗項目，嚴格把關國內建築及室內裝修材料之耐燃性能

及建材強度，藉以保障國內耐燃建材類商品使用的安全性，確保民眾居家

生命財產安全。近來執行檢驗時，常有彎曲試驗或耐燃性試驗檢測不合格

之情事，尤以石膏板材之情況為最。然有時同批樣品複驗又合格，研判與

影響品質變異因子之管控有關。 

爰此，規劃赴日本耐燃建材製造工廠及檢驗機構考察，了解影響品質

變異之因子及如何管控、實驗室對相關檢測技術之執行及交流。同時，了

解日本對耐燃建材的管理方式，以作為精進本局管理方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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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鑑於工商發展快速，超高大樓及各種現代裝潢材料日新月異，也

使得公共安全為大眾所重視，如何在擁有舒適生活情況下，也同樣享

有安全，已經是現代居家的共識。火災對個人、家庭、社會之危害甚

鉅，不僅帶來龐大的財務損失，且造成的人員傷亡更是無法彌補。根

據資料顯示，造成重大災害的火災大多發生於大量使用易燃性裝修(

飾)材料的場所。這些易燃性的材料一遇火源，極易快速延燒，且會產

生濃煙及有毒氣體，人員逃生困難。如果建築物在內裝時能正確使用

具耐燃及防焰性能的建築材料，則必能大大降低火災發生的頻率及火

害的程度。法律位階商品檢驗法之制定即為促使商品符合安全、衛生

、環保及其他技術法規或標準，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經濟正常發展

。爰此，本局將耐燃建材類商品列為強制檢驗應施檢驗商品，高雄分

局亦建立耐燃材料檢測專業實驗室，執行矽酸鈣板、石膏板、岩棉裝

飾吸音板、纖維水泥板…等耐燃建材類商品之檢驗業務，包括彎曲試

驗、耐衝擊性試驗、耐燃性試驗…等檢驗項目，嚴格把關國內建築及

室內裝修材料之耐燃性能及建材強度，藉以保障國內耐燃建材類商品

使用的安全性，確保民眾居家生命財產安全。 

耐燃建材之耐燃性試驗藉以判定產品降低火災發生的頻率及火

害的程度至為重要。爰此，日本新修訂建築基準法自 1998 年 6 月開

始實施，改以 ISO 5660-1 圓錐量熱儀試驗方法(Cone calorimeter method) 

，作為建築材料防火性能之判定，依據新修訂法規，建築材料之防火

性能等級係依據其試驗之總發熱量及熱釋放率，區分為發熱性 1 級、

發熱性 2 級及發熱性 3 級三種等級，有關其判定方式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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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現行耐燃材料試驗及判定方法 

材 料 防 火

性能等級 

加熱

時間 

(min) 

試驗條件 判定準則 

發熱性 1 級 20  熱輻射量50 kW/m2。 

 試 體 尺 寸 100x100 

mm ， 厚 度 不 超 過

50mm。 

 總發熱量8 MJ/m2 以

下。 

 最高發熱速率不大於

200kW/ m2。 

 試體貫穿之孔洞或無

龜裂。 

發熱性 2 級 10 

發熱性 3 級 5 

 

日本已改採 ISO 5660-1 標準執行耐燃性試驗，為因應國際化之趨

勢，減少貿易技術障礙爭議，並能與國際標準接軌，本局已於九十一

年十月建立圓錐量熱儀檢驗技術能力，並參考 ISO 5660-1 標準於九十

一年十二月九日制定公布「CNS 14705 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

－圓錐量熱儀法」，並於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訂公布「CNS 

14705-1 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第 1 部：圓錐量熱儀法」，

參考 ISO 5660-3 標準有關 b 參數的計算，其判定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我國現行耐燃材料試驗及判定方法 

材 料 耐

燃等級 

加熱

時間 

(min) 

試驗條件 判定準則 

耐燃 1 級 20  熱 輻 射 量 50 

kW/m2。 

 試 體 尺 寸

100x100 mm，

厚 度 不 超 過

50mm。 

 總發熱量 

1 級 ： 8 MJ/m2 以 下 或 15 

MJ/m2以下，且b參數

為-0.4以下。 

2級及3級：8 MJ/m2以下。 

 最 高 發 熱 速 率 不 大 於

200kW/ m2。 

 試體貫穿之孔洞或無龜裂。 

耐燃 2 級 10 

耐燃 3 級 5 

註：b 參數依 CNS14705-3 之 A2 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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𝑏 = 0.01�̇�𝑎𝑣𝑔
" − 1 −

𝑡𝑖𝑔

𝑡𝑏
    ……………………………. (1) 

 

式中，�̇�𝑎𝑣𝑔
"  ：輻照度 50 kW/m2 之平均熱釋放量(kW/m2) 

tig ：引燃時間(s) 

tb ：持續燃燒火焰期間(s) 

如 b≦-0.4，則 CNS 15048 對應的測試在 300 kW 燃燒輸出時將不閃燃，

符合此條件的材料無法助成閃燃。 

表 3  CNS 15048 依據”b 參數”之閃燃預測 

b 參數 對應的全尺度曝火試驗特性 

b≦-0.4 無閃燃 

b≦0 有限的火災危險 

b>0 閃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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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察目的 

耐燃建材為本局現行公告應施檢驗品目，常有彎曲試驗或耐燃性

試驗檢測不合格之情事，尤以石膏板材之情況為最。然有時同批樣品

複驗又合格，研判與影響品質變異因子之管控有關。為此，規劃赴日

本耐燃建材製造工廠及檢驗機構考察，了解影響品質變異因子之管控

、實驗室對相關檢測技術執行及技術交流。同時，了解日本對耐燃建

材的管理方式，以作為精進本局管理方式之參考。 

一、 技轉影響品質變異因子之管控 

依據實務經驗，日本神島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生產之矽酸鈣板，

經本分局執行耐燃性試驗及彎曲試驗尚無不合格之情事，相對其他

國家生產之產品，品質較為穩定。爰此，赴日本該公司考察產品生

產過程會影響品質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管控致使品質變異減少，確

保品質的穩定，並將產製技能提供國內生產場廠或進口商參考。 

二、 實驗室檢測技術交流 

日本與我國對耐燃建材均採用圓錐量熱儀試驗方法 (Cone 

calorimeter method) 執行耐燃性試驗，藉此次日本考察實驗室，了解

實驗室環境、耐燃性試驗程序、實驗室及樣品溫溼度如何管控、檢

測的能力比對…等，從中了解差異性及對試驗結果之影響，藉以提

升我國之檢驗技術，接軌於國際標準。 

三、 釐清計算 b 參數之疑慮 

耐燃 1 級耐燃性試驗之判定標準，8 MJ/m2 以下或 15MJ/m2 以下

且 b 參數為-0.4 以下。而 b 參數之計算如公式(1)，其中 tb 為持續燃

燒火焰期間(s)。 

實務執行測試開始引燃器點火即燃燒時，立即拿起引燃器並開

始計算時間至熄火，期間即為 tb，當熄火後再次點火時若又燃燒時

，則 tb 之時間僅為第一段燃燒時間，亦或多段燃燒時間總和，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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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期就考察日本實驗室時尋求釐清。 

四、 精進本局管理方式 

耐燃建材本局公告檢驗方式為監視查驗及驗證登錄(模式 2+4

、2+5 或 2+7)兩種檢驗方式，擇一報驗。 

監視查驗為進口產品於進口時或國內產製產品進入市場前，向

本局申請報驗，經抽批檢驗及標示查核符合規定者，或未抽中批經

標示查核符合規定者，始得進入市場銷售。 

驗證登錄為產品須經產品驗證(模式二即型式試驗)，生產廠場

須經品質驗證(模式四、模式五即品質制度驗證或模式七即工廠檢查

)，符合規定即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即可進口或出廠銷售為期三年

，得以延展一次三年。有效期限內每年須做產品驗證，且須繳交年

費。 

優良的耐燃建材產品品質可降低火災發生的頻率及火害的程

度，如何不斷精進耐燃建材的管理，確保市場銷售產品品質，期藉

此日本考察機會了解日本對耐燃建材的管理方式，精進本國的管理

制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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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廠暨檢驗機構參訪 

本次日本耐燃建材工廠暨實驗室考察，規劃參訪 2 個行程。第一

行程為參訪神島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工廠暨實驗室，由永逢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國貿專員高智盛先生陪同參訪。第二行程為參訪建材試驗中心

-中央實驗所，由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三等秘書李佳靜小姐

陪同參訪。本次日本考察行程自 10 月 14 日出發 10 月 18 日結束回台

，詳細內容如行程表。 

行程表 

月 日 地點 工作內容 

10 14 香川縣丸龜市 小港大阪關西機場高松車站 

10 15 
香川縣三豐市 

神島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參訪神島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工廠

暨實驗室：議題討論、參觀製造

工廠、參觀實驗室、耐燃性試驗

實作程序與意見交流。 

10 16 東京目黑區 

丸龜市高松機場東京羽田機

場 

彙整 10/15 參訪資料，強化明日討

論議題內容 

10 17 

埼玉縣草加市 

建材試驗中心-中央實驗

所 

考察建材試驗中心-中央實驗所：

議題討論、參觀實驗室、耐燃性

試驗實作程序與意見交流。 

10 18 返國 東京成田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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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島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成立於 1917 年 6 月，員工數 624 名(截至 2018 年 4 月底)。 

(一)、 主要業務 

1、 陶瓷建材：製造用於家用陶瓷的外牆材料、用於房屋的

內部材料、用於建築物的防火蓋板和防火板

。 

2、 化工產品：氧化鎂、高純氧化鎂、氫氧化鎂、碳酸鎂、

碳酸鈣及矽酸鈣板等的製造和銷售。 

3、 陶瓷：研發、製造和銷售高性能陶瓷。 

(二)、 實驗室：原設置在工廠裡面，於 2018 年 5 月搬遷至新建研究

大樓。 

 

 

圖 1  感謝小林部長(左二)親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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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神島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圖 3  耐燃實驗室及圓錐量熱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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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引以為傲的外牆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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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材試驗中心-中央實驗所 

建材測試中心專注於建築、建材和土木工程領域，並包括測試

業務（質量性能測試、建材測試），認證/評估/認證業務（管理體系

認證/建築碳管理支持、性能評估/合格認證、JIS 認證），這是一家

從事與基礎技術支持（調查研究、標準化、技術培訓/認證、信息提

供）相關的業務的第三方認證機構。 

1963 年成立“建築材料測試中心”並設立總部辦公室（東京都

中央區銀座），在東京都小湊市建立測試中心並開始測試工作（1967

年，移至埼玉縣草加市作為中央實驗室）。 

2000 年根據《建築基準法》被指定為“指定績效評估組織”和

“指定認證組織”。 

 

 

圖 5  建材試驗中心-中央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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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耐燃實驗室及圓錐量熱儀 

 

圖 7  圓錐量熱儀耐燃實驗 

 

圖 8  防火性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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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成果 

本次赴日的考察項目以八項議題分列，分別與神島化學工業株式

會社、建材試驗中心(JTCCM)進行議題討論、工廠參訪及實驗室觀摩

，其成果分述如下，並比較兩國的差異： 

一、 建築用耐燃建材除了做耐燃性試驗(圓錐量熱儀方法)，是否要

求強度試驗(如彎曲試驗)。 

日本對建築用建材以功能特性、設置位置等分類執行所需

檢驗。若具耐燃性且用於室內隔間之建材，除了做耐燃性試驗

(圓錐量熱儀方法) ，亦須執行彎曲試驗。如此，與我國耐燃建

材須執行彎曲試驗及耐燃性試驗相同。 

二、 耐燃性試驗中之總熱釋放率判定標準。 

以日本對耐燃 1 級之耐燃建材執行耐燃性試驗而言，耐燃

1 級總熱釋放量 8MJ/m2 以下，則判定符合規定。而我國耐燃 1

級總熱釋放量 8MJ/m2 以下，或總熱釋放量為 15MJ/m2 以下，且

b 參數為-0.4 以下，皆判定符合規定。相較之下日本對建材耐

燃性之要求較為嚴格。而耐燃 2 級及耐燃 3 級則兩國判定標準

均相同，總熱釋放量 8MJ/m2 以下。 

三、 影響建築用耐燃建材品質變異因子(如溫度、濕度、養生時間…

等等)有哪些，實驗前該如何管控，檢測報告如何解讀。 

日本對耐燃建材製造過程於乾燥階段，工廠會利用空調管

控環境溫度，夏天冷氣，冬天放暖氣。而產品會利用大型烤箱

管控產品水含量。而實驗室耐燃實驗前檢驗樣品利用恆溫恆濕

機管控溫度 23℃、濕度 50%處理至恆重 7 日，且實驗室環境管

控溫度 23.5℃、濕度 42%。而我國工廠大部分未對環境溫溼度

要求，其他對產品之要求大致相同，唯有恆重時間依 CNS 

14705-1 規定須放置相隔 24 小時，兩次試片秤重小於 0.1%或 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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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驗室放置時間較日本短。 

四、 實驗室如何執行能力比對，其測試件如何製作。 

實驗室執行能力比對及其測試件之製作，兩國做法均相同

：委由某一製造廠產製各實驗室執行檢驗之樣品，再依測試程

序執行檢驗。 

五、 耐燃建材前須經過日本哪些檢驗認可，才可出廠銷售。 

日本生產廠場將耐燃建材產品送政府認可實驗室檢驗合

格，並且經 JIS 驗證機構工廠檢查符合規定。經政府審查認可

後給予廠商驗證碼，廠商自行出貨銷售，無需繳交年費。此檢

驗方式與我國驗證登錄 2+7 相同。 

六、 第一方及第三方實驗室的檢測報告如何認可。 

日本實驗室須經 JIS 實驗室認證，並取得政府機關認可，

其所出具之檢驗報告才得以認可。與我國相同，僅認可第三方

實驗室檢測報告。 

七、 出廠銷售後，日本如何管理市面上銷售之耐燃建材。 

日本工廠獲得產品驗證後出廠銷售，日本政府機關會不定

時至工廠抽驗產品，若檢驗不符合，且限期未改正，即罰鍰並

廢除認可。與我國驗證登錄相似，惟日本對品質檢驗不合格，

仍給予改正機會。 

八、 防火塗料有哪些檢驗。 

日本並未生產防火漆產品。對耐燃藥劑用於板材層板間接

合用，依規定執行該板材耐燃性試驗，類似我國耐燃合板。因

此對我國防火漆檢驗之改進無案例可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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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本次赴日的考察，經八項議題分列討論，綜合結論成果如前節所

示。對此次的考察提出以下心得與建議： 

一、 日本耐燃建材管理機制類似我國驗證登錄 2+7 檢驗方式。若工

廠抽驗不合格，且限期未改正，即罰鍰並廢止認可。 

二、 耐燃性試驗結果判定日本較我國嚴格，然我國結果判定仍符合

國際標準。 

三、 日本實驗室對溫度、濕度、恆重的要求較為嚴謹。 

(一) 實驗室建議為密閉空間採中央空調，環境監控較能符合

CNS 14705-1 及 ISO 5660-1 規 定 無 風 效 應 試 驗 環 境

(draught-free environment)。 

(二) 日本對實驗室內酵素(即含氧量)監控相當嚴格，建議執行

耐燃性試驗時人員不得進出實驗室。 

四、 日本工廠生產過程有監控環境溫濕度及產品含水量，此一環境

監控之作為提供廠商參酌。 

五、 建立與建材檢驗中心(JTCCM)對話窗口，提供檢驗技術交流的

管道，建議本局實驗室加強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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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 

一、 神島矽酸鈣板試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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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島矽酸鈣板試驗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