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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理
量測計畫說明

國立中興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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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

項 目 單 位

第1類 600

第2類 1000
第1類 2

第2類 9
甲醛（HCHO） 1小時值 0.1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1小時值 3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第1類 500

第2類 1000

第1類 60

第2類 150
粒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

m）之懸浮微粒（PM2.5）
24小時值 100 μg/m

3
（微克/立方公尺）

第1類 0.03
第2類 0.05

溫度(Temperature) 1小時值 第1類 15至28 ℃（攝氏）

24小時值

CFU/m
3
（菌落數/立方公尺）

臭氧（O3） 8小時值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粒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

m）之懸浮微粒（PM10）

1000

μg/m
3
（微克/立方公尺）

CFU/m
3
（菌落數/立方公尺）

建 議 值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ppm（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真菌(Fungi)
最高值

第1類：指對室內空氣品質有特別需求場所，包括學校及教育場所、
兒童遊樂場所、醫療場所、老人或殘障照護場所等。

第2類：指一般大眾聚集的公共場所及辦公大樓，包括營業商場、交
易市場、展覽場所、辦公大樓、地下街、大眾運輸工具及車
站等室內場所。

2005年12月30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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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理紀錄表目的

自主管理紀錄表的目的

未來室內空氣品質立法通過後，僅有『空氣品質符合濃度
標準與否』，『是否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理措施計
畫』，並不稽查管理行為細節。

自主管理紀錄表的目的：

瞭解場所現況與特性，以釐清污染來源

藉由自主管理制度推動以減少檢測支出及需求

由場所『自主』管理推動

釐清因行政及維護管理之污染成因，並提擬優先改
善計畫

彙整分析場所特性以撰寫自主管理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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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活動查核重點
清潔維護管理

保養維護行為

事務機具

空氣清淨機使用情形

建築物隔間/空間家具
建築物隔間/空間家具

空氣清淨機 事務機具 清潔維護管理

表S03污染物來源查核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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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周邊是否具有以下潛在污染源?(10m以內) 

交通廢氣 加油站

廟宇
建築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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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目前最有效也最省錢的方式，就是通風。

 注重空調設備

1. 新鮮空氣量是否足夠

2. 新鮮空氣引入口的位置

3. 髒空氣在室內是否有順利排除到室外

4. 濾網的清洗與更換

5. 風管道是否有汙染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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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控制方法

依優先順序為：

1. 建築裝潢設計

2. 源頭減量管制

3. 加強通風換氣

4. 空氣清淨設施

5. 其他配合措施

設計、管理、矯正設計、管理、矯正

源頭減量源頭減量

通風換氣通風換氣

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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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位置挑選要點
（1）需代表大部分人員的分佈(密度)和工作活動。
（2）外氣入口及空調管線末端區域。
（3）距離牆角或窗戶最少0.5 米。
（4）距離牆壁、間隔和其他垂直表面(例如文件櫃)最少0.5 米。
（5）不直接放在空氣供應送風口下方、回風口下方、落地風扇、

設備或操作儀器的人員的呼吸範圍內。
（6）不應位於陽光直接照射，因而會影響儀器操作的地方。
（7）不宜位於走廊或通道上。
（8）最少在1米範圍內不要有局部污染源，例如影印機、印表機

、吸煙人士等。
（9）若在走廊/大堂取樣，監測器不應放在電梯範圍3 米內。
（10）不宜位於門戶的2 米範圍內。
（11）不阻塞或妨礙調查範圍內佔用人在正常或緊急情況下使用

的出口。
（12）取樣器的取樣入口須距離地面約1.1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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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量測計畫

化學性

物理性

生物性

二氧化碳 600ppm/8H
一氧化碳 2ppm/8H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3ppm/1H
臭氧 0.03ppm/8H
甲醛 0.1ppm/1H

細菌 500CFU/M3
真菌 1000CFU/M3

PM10              60
PM25            100

量測場所指定

量測計畫-說明

量測作業

數據分析

資料存檔

通知不符合

場所
矯正

各學院

環安中心

各系所

環安中心

學務處
各學院

權責單位 作業流程

Q1：採樣點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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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