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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為人口高齡化近年廣設日間照顧機構以回應社會福祉與在地老化的

需求。在此洪流下我們空調系統的現狀是否足以維護機構內空氣品質的需求了

嗎?我們實際走入台灣南部9間日照機構調查活動空間內的空氣品質與詢問使用

者的觀感，並推測統合出既有空調設備的常見問題。常見問題主要為空調設備

容量配置不足難以支持所需的熱舒適性；缺乏機械換氣設備導致換氣機制不確

實，導致室內溼度過高廢氣難以排除等。同時我們也針對各間機構不同現狀及

需求給予個別的現況回饋和改善建議報告書，內容從調查既有空調設備、室內

空氣品質現狀、檢核當前設備配置、改善方針到設備安裝建議和參考圖等，讓機

構管理者了解現今樣態以及未來改善施工所需。我們最終期望未來建置福祉建

築的相關規範得以有明確的依歸，足以回應當前高齡福祉環境中容易被人遺忘

的議題，創建更加友善與健康的齡感社區。 

 

前言 

相伴2026：齡感生活微社群行動網，是成功大學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

(USR)的重點計畫之一。目的在於發展延長高齡健康餘命以及促進在地老化環境

再更新的多元生活活動方案與設施，建構在地支持微型社群也精進機構單元品

質提升。近年因應政府政策，日間照顧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設立，特別自

2014年行政院核定台灣368照顧服務計畫，規劃在三年內於368鄉鎮佈建至少各

一所的日間照顧機構(衛福部，2016)。而在既有機構內，建築學者可以從哪個角

度切入讓生活品質更加進步呢？ 

建築體可比喻成身體的骨架，維持身體運行的器官之於建築就是建築設備

。簡而言之，生活裡所需要的水、空氣和電力等等都是由架構在建築裡的設備所

提供(原口，2011)。而現代人最常使用與接觸的即是空調系統，空調顧名思義是



調節空氣品質，如冷氣吹出冷風維護室內熱舒適性；空氣清淨機過濾懸浮物潔

淨空氣減少人員吸入汙染物質；新風機將室外新鮮空氣帶入讓我們身處室內能

享有健康的空氣。現今建築法規中亦有建議與規範空調設備配置，以維護室內

空氣品質的基本需求。 

在台灣，建議福祉機構中空調設備設計之相關法規主要有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篇、老人住宅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計規範、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和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等。

綜觀內容多為建議方針或通則，但在施工現場甚至規劃階段不易落實。基於一

般空調設備在建物中可以快速抽換成效立即，我們藉由調查台灣南部日間照顧

中心了解現今狀況。以建築設備角度切實針對規範疏漏之處提出建議方針。冀望

能提供基本設計參照支持未來室內空氣環境友善的政策實施，持續推動福祉產

業品質的進步。 

問題調查 

我們於2019-2021年的冬夏季拜訪9間目標機構，各別期間調查至少3天以上

。兩季間之差異主要受到使用者開門窗的行為影響：夏季時門窗關閉，空調系

統左右了室內空氣品質的優劣。冬季時為節省能源多選擇開啟門窗，增加室內

外空氣的交流，使得室內溫濕和二氧化碳濃度得以獲得一定的控制。依就現況

而言，冬季藉自然通風的形式即可符合大多數法規之建議標準，然而夏季時幾

乎只依靠既有的設備，不一定能供給或維持室內良好的空氣。統合機構室內空

氣品質狀況問題，歸因為以下三點可能： 

⬥ 浴廁排氣機制不確實； 

⬥ 缺乏機械換氣設備亦無開窗通風行為； 

⬥ 空調設備設置容量不足、無定期保養或安裝位置不佳。 

目標機構均設有浴廁與盥洗服務，該空間雖有裝設抽風換氣扇卻缺乏定期

保養累積塵垢、後續管線未連接出室內甚至並無狀設等，皆導致浴廁使用後的

溼氣無法順利排出，進而擴散至活動空間導致溼度增加降低舒適性；夏季時，

多數機構並無開窗通風的行為，室內普遍均無裝設機械換氣設備，導致室內二

氧化碳濃度長超越法規建議值1000ppm以上；而空調設備設置容量不足導致室

內溫度無法達到該有的舒適性，無定期保養限制了原有設備的實質功能，安裝

位置不佳容易使室內氣流形成溫度分布不均勻之死域(Death zone)，或對於風口

下的使用者形成冷擊的問題。 



總觀初步調查成果並比較從業人員對於空調設備的感受，可以了解從業人

員未能確切提出機構所需之空調設備樣態，室內空氣品質的問題實際上難以依

靠原有資源獲得改善：浴廁排氣機制不確實導致室內濕度過高的狀況，機構使

用人員認為是夏季氣溫過高，因此購買水冷扇試圖減緩室內熱舒適問題。 

“這邊西曬所以下午的時候都很熱很悶，想說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買個水冷扇會比

較涼，但覺得效果有限。”[機構B，時間2020/07/31] 

缺乏機械換氣設備與無開窗通風導致的感官問題，主要為空氣悶熱感與不

舒適之異味。大多空間內使用人員不一定能反映如此問題，但依然有幾位從業

人員再次進入活動空間時感覺突然不適。 

“有時候離開一下子又回來會覺得裡面空氣不好，不是很嚴重的那種但就是好像

有味道，整個悶悶的感覺。”[機構H，時間2020/08/06] 

多半遭遇空調設備設置容量不足窘境的機構飽受夏日氣溫偏高之苦，然而

對既有設備狀況和實際需求不瞭解，也只能任由空調設備廠商或水電工配置設

備，是否真能改善問題或經濟上能否負擔都值得再三商榷。 

“基本上我們都是廠商說甚麼或建議什麼，只要經濟上許可都很願意嘗試，但目

前夏天好像也還是有點熱。”[機構A，時間2019/06/16] 

“之前冷氣壞了請廠商來修理，我知道我們的系統比較特別但廠商粗估後報

價要二十到三十萬，緊急編列這樣的預算實在有點困難。”[機構D，時間

2019/07/02] 

 

結果 

歸因出的三大問題，主要是設計階段或施工當下未能設置妥當。通則性的

設計並依照狀況落實與保養空調設備，即可回應當下所遇到的問題。於浴廁或

活動空間設置合理的機械換氣設備並確保其保養狀況，濕度因排風量不足以及

室內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的問題就能減少；機構既有空調容量不足，建議增加既

有空調容量也應檢討分區之合理設計；部分機構的空調換氣設備只要能在每周

甚至每月清洗保養即可發會應有功效，簡單的步驟影響功不可沒；空調室內機

安裝位置不佳，可抬升或更換出風口位置角度等。 

除了通則性問題外，我們也提供各間機構專屬的建議報告書。以台南某目

標機構為例：空調設備基礎調查結果，冷房總能力符合法規標準需求 (表 1)，但

因建築本體為輕鋼構建築，外氣熱能易滲透室內增加空調熱負荷，導致室溫大



約位於27.5℃~29℃高於舒適區間1.5~3度(圖 1)；當今並無裝設任何機械換氣設

備，每日至少超過一半以上的活動時間二氧化碳濃度皆高於1000ppm，室內密

閉情況下濃度皆逼近或高於台灣法規基準值 (圖 2)。最後給予改善計畫，包含選

用設備機型、施工成本推估、預期改善實驗和安裝參考圖等。 

在該機構的通風改善計畫中，我們選擇阿拉斯加全熱交換器VH-63108(圖 

3)作為提供室內新鮮空氣的設備。其最大引入風量為1000m3/h，以美國採暖、製

冷與空調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Engineers, ASHRAE)2013年建議室內每人28 m3/h為標準，機構室內

可供應超過35人次使用。再者全熱交換器除引入新鮮外氣同步將室內空氣排出

外，亦能將六至七成以上的”冷”保留於室內，避免完全因換氣造成溫度流失及

能耗之浪費，附有節能減碳與降低經濟花費的優勢。新進外氣的出風口延伸安

排到最難獲得新鮮空氣處，同時配合活動主要空間放置，且盡量增加回風口與

出風口距離以確保足夠的通風路徑達換氣最高效益(圖 4)。由於該機構天花板為

矽酸鈣板所形成的輕鋼構架，基於美觀需求我們建議將全熱機換氣設置於屋頂

與天花板之間的屋簷，進、排氣口裝在高窗處避免直擊室內使用者(圖 5a)。最後

確定吊掛固定方式與進排氣口樣式，設置防蟲網和防雨架構完整細部功能 (圖 

5b)。 

 

後續與前瞻 

我們藉由直接接觸日間照顧機構，調查評估試圖解決大眾難以接觸之知識

技術，並擬定策略精確針對貼近生活中遭遇的問題。然而後續因COVID-19疫情

不明朗無法再前往機構放置設備佐證改善設計後的成效，屬乎惋惜。USR計畫

與日後永續經營往往要借助各界專業共同完成，各方單位也投入相當心力資源

推動台灣社會朝向更良好更健康的福祉願景。期望能藉此除為福祉政策進一份

心也強化與地方的連結發揮USR計畫價值，更成為連結各界那些目標相似或相

同的殷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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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現有室內空調換氣設備清單與室內空調設備冷房量檢核 

空調設備 審核標準 

編號 設備名稱 
冷房能

力(kW) 

電功率

(W) 

生產年份

(西元) 

數量

(台) 
設置位置 面積(m2) 

現行冷房供應量

(kW) 

標準冷房需求量

(kW) 
檢核結果 

AC-1 
聲寶分離式變頻冷氣

AM-SF28D 
2.8 649 2020 1 會議室 171.8 33 30 符合標準 

AC-2 
聲寶分離式變頻冷氣

AM-QC110D 
11 3229 2020 3 活動室 8.2 2.8 1.4 符合標準 



 

圖 1室內溫度調查箱型圖。調查三日各別溫度分布狀況，上下端為最大最小質、

箱子上下界為第一與第三四分衛數、―為中位數、╳為平均值，紅色虛線為熱舒

適溫度建議。 

  



 

圖 2室內溫度調查箱型圖。調查三日各別二氧化碳濃度分布狀況，上下端為最大

最小質、箱子上下界為第三與第一四分位數、―為中位數、╳為平均值，紅色虛

線為二氧化碳評定標準：800ppm以下為A、800~1000ppm為B、1000~1200ppm為

C、1200ppm以上為D。台灣環保署訂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明定室內二氧化碳

濃度標準為1000ppm以下。 

  

  



 

圖 3建議全熱交換器安裝機型(吊隱式/VH-63108)與尺寸示意圖(單位：mm)(圖

片修改自阿拉斯加官方網站)。 

  



 

圖 4全熱交換器安裝參考平面(比例：1/200)。紅色線代表將室內空氣向外排出的

風管，藍色線代表將室外空氣吸入室內的風管，EA: 排風、RA: 回風、OA: 外氣

、SA: 送風。 

  



 

圖 5全熱交換器安裝參考(a)剖面與(b)細部設計圖。紅色線為全熱交換器與相關

安裝工程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