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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公類建築物智慧
建築標章之定位



定義：定義：建築物導入建築物導入永續環保觀念與智慧永續環保觀念與智慧化化等相關產業技術，等相關產業技術，
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建築建築空間，以創造空間，以創造
及享有及享有安全、健康、便利、舒適、節能與永續安全、健康、便利、舒適、節能與永續的的工作工作
及及生活環境。生活環境。

安全安全安全

便利便利便利 舒適舒適舒適

節能節能節能 永續永續永續

健康健康健康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 

智慧居住空間發展願景與定義智慧居住空間發展願景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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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公類建築空間之自
動化與智慧化規劃設計



OA建
築

基盤結
構

副結
構

傢俱設
施

對應剖面
計劃
樓版荷重
計劃
建築各部位構
成計劃
建築採光通風
計劃
外牆、外部空
間計劃
蓄熱槽設計

建築各部位構
成計劃
衛星天線
設計
空調室外機設
計
建築各部位構
成計劃
電纜接線路徑
設計
電纜管道設計

安全防災設計

設備管道設計

系 統 天
花板
系統隔
間
配線方
式
樓版防水
工法

OA傢俱
設計
內裝材利
用技術
各種遮陽裝
置技術
樓版防水
工法

LA 
N
工 作 站
機器
伺服主
機
Host
電腦

通信

內 部 交
換機
外部傳輸
線路
多 功 能
電話
影像電
話
傳真電
話

基幹設
備

電力設
備
空調設
備
熱搬運、蓄熱
槽技術
消防設
備
太 陽 能 利
用技術
中水利用
設備
誘導省能
技術
垃圾處理
設備
建築物內輸送
設備

一般設
備

照明設備

節水型自動洗
淨方式備

OA機器輸出
設備
AV機器輸出
方式
ITV利用
方式
偵測技
術

建築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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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的具體檢討項目



通信、OA、BA系統的等級
於檢討智慧型的建築物的通信、OA、BA系統的建構時，設定各種目標

的等級以進行設計是極為重要的事。等級的設定有各種方式，以日本NTT
建築部設定的方式為例，如圖三所示。

圖三  建築物自動化系統（BA）設定條件典範 
智慧化等級 等級 0 等級 1 等級 2 等級 3 

BA 的服務內容 中央控制 
中央控制 

機能分類 

機能分類 

中央監控 

LAN 

結合應用 

設備機器最適控制系統     

․溫溼度自動控制調整 ○ ○ ◎ ◎ 

․空調機啟動最適設計  ◎ ◎ ◎ 

․熱源機器最適設計  ○ ◎ ◎ 

․排程計劃運轉控制  ○ ◎ ◎ 

․小區域分區自動運轉   ◎ ◎ 

․運轉條件設定，變更控制  ○ ◎ ◎ 

․外氣量控制   ○ ◎ 

電梯群管理系統 ○ ○ ◎ ◎ 

設備狀態監視系統     

․電氣衛生空調等各設備狀態監視 ○ ◎ ◎ ◎ 

․能源控制  ○ ◎ ◎ 

大樓資訊計測系統     

․大樓資訊記錄解析   ○ ◎ 

․維護資訊計測   ○ ◎ 

․出租棟自動繳金系統   ◎ ◎ 

建

築

物

自

動

化

系

統 

大

樓

管

理

系

統 停車場自動管理系統 ◎ ◎ ◎ ◎ 

 



通信、OA、BA系統的等級

 
防犯系統     

․隔離管理 ○ ○ ◎ ◎ 

․進入管理  ○ ◎ ◎ 

․施錠管理  ○ ◎ ◎ 

防火消防監視系統     

․火災感知警報 ◎ ◎ ◎ ◎ 

․自動防火檢查    ◎ 

․自動滅火 ○ ○ ◎ ◎ 

防災監視系統     

․瓦斯洩漏、漏電、漏水感知 ○ ◎ ◎ ◎ 

․排煙控制 ○ ○ ◎ ◎ 

․自動誘導避難系統    ◎ 

․防爆耐震對策監視    ◎ 

電梯防災系統     

․火災管制運轉控制 ◎ ◎ ◎ ◎ 

․地震管制運轉控制 ◎ ◎ ◎ ◎ 

․緊急電源運轉控制 ○ ◎ ◎ ◎ 

․停電時自動啟動  ◎ ◎ ◎ 

保

全

系

統 ․語音回應   ◎ ◎ 

 

圖三  建築物自動化系統（BA）設定條件典範（二）



通信、OA、BA系統的等級

 
照明設備最適控制系統     

․自動調光  ◎ ◎ ◎ 

․自動點滅控制  ○ ◎ ◎ 

․眩光控制   ◎ ◎ 

電力設備效率化控制系統     

․需求控制 ◎ ◎ ◎ ◎ 

․變壓器台數控制   ◎ ◎ 

․效能改善 ○ ◎ ◎ ◎ 

省能空調系統     

․熱回收空調 ○ ◎ ◎ ◎ 

․蓄熱槽空調 ○ ◎ ◎ ◎ 

․熱搬運電力降低  ◎ ◎ ◎ 

․外氣冷房 ○ ○ ◎ ◎ 

․冷煤自然循環空調   ◎ ◎ 

太陽能熱利用給熱水系統 ○ ◎ ◎ ◎ 

省

能

系

統 節水系統     

 

圖三  建築物自動化系統（BA）設定條件典範（三）



內部環境構成的檢核表

以動作系為核心，
將辦公室環境舒適且需
具機能列表，檢核等級
中的「Ⅰ」為環境的定
性等級，「Ⅱ」為定量
等級，「Ⅲ」為決定機
器、材質的等級。

 

檢 核 等 級 
體系課 題檢 核 項 目

Ⅰ Ⅱ Ⅲ 

1.依據組織圖的分區 ● ●  

2.工作群的形成與層級分佈 ●  ● 

3.工作群的分離與鄰接性   ● 

4.女性工作者與身障者在內的工作組合 ●  ● 

5.人的工作流程量掌握  ●  

1.掌握辦公室的構造  

6.面對面的關係密度   ● 

1.要求私密性的辦公室空間形狀 ●  ● 

2.開放辦公室中的個人作業活動   ● 

3.終端機等機器種類與目的   ● 

4.個人思考與工作群思考 ● ●  

5.與共有資訊保管場所的距離  ● ● 

6.會議室協商的類型與頻率 ●  ● 

2.掌握辦公室構造的活

動特性 

7.於座位上工作時的型態   ● 

1.產生資訊的網路工作系統 ●   

2.資訊供給、紀錄與保管  ●  

3.人的動態與資訊流程 ● ●  

4.個人與工作團隊的檔案數量掌握 ● ●  

5.終端機等機器的種類與目的  ● ● 

6.運搬系統 ●  ● 

3.掌握辦公室的溝通交

流 

7.介面溝通方法   ● 

1.設置中庭開放空間 ● ●  

2.導入網路工作站等新功能 ● ●  

3.休閒、咖啡座等福利設施的充實 ● ●  

4.充實休息室、茶水間等後勤設施 ● ●  

5.確保個人私密環境的形成  ● ● 

6.設置公共藝術品 ●  ● 

4.休閒環境 

7.產生色彩計劃、音響計劃的效果   ● 

1.整體辦公室環境的視覺化 ●  ● 

2.辦公室外部空間的視覺化 ●  ● 

3.與訪客區域的辦識區分 ● ●  

動

作

系 

5.考量訪客的視覺識別

意象效果 
4.明確的指標系統   ● 

 



檢 核 等 級 
體系課 題檢 核 項 目

Ⅰ Ⅱ Ⅲ 

1.外牆與室內深度的比例  ●  

2.結構核方向 ● ●  

3.外周區與內周區的比例  ● ● 

4.地板系統之整體配置模矩  ●  

5.必要的吸音性  ●  

1.樓板因素 

6.質感與配色  ● ● 

1.為了機密需求的性能 ● ●  

2.與氣流流向的相關位置 ●  ● 

3.牆壁系統的整體配置模矩  ●  
2.隔間牆因素 

4.質感與配色   ● 

1.眺望需求的特性 ● ●  

2.牆壁與開口部的比例] ● ●  3.窗開口部因素 
3.玻璃的種類與遮陽性能  ● ● 

1.室內深度與天花板高度關係 ● ●  

2.各種設備機器的配置模矩  ● ● 

3.整體照明之方式 ●  ● 
4.天花板因素 

4.必要的吸音性  ●  

1.預測地板、牆壁、天花板的組織變化與

對應系統 
● ●  

5.彈性化的對應 
2.維持良好的環境 ●  ● 

1.避難路徑、避難方法的明確化 ●  ● 

2.明確的指標系統   ● 6.安全性考量 
3.各種法令依據 ● ●  

1.樓板空間的辦別性 ●  ● 

2.刺激性空間效果  ● ● 

空

間

系 

7.象徵性 
3.樓板的分區工作   ● 

1.辦公室的印象 ●   

2.整體照明的控制 ●  ● 

3.日照與照明的關係 ●   

4.視覺作業的照度連結  ● ● 

1.照明計畫 

5.重點照明的對應系統  ● ● 

1.自然換氣與機械換氣的平衡 ● ●  

2.調整內周區之溫熱與水份的溫溼度 ●   

3.氣流的流向與吸煙方式的檢討 ●  ● 

4.適當的氣壓 ●   

5.防塵處理 ●   

2.空調計畫 

6.外部熱環境特質 ●   

1.整體的熱分佈 ●   

設

備

系 

3.溫度計畫 
2.整體與局部的分區控制 ● ●  



內部環境構成的檢核表

檢 核 等 級 
體系課 題檢 核 項 目

Ⅰ Ⅱ Ⅲ 

1.整體的噪音等級的調整  ● ● 

2.噪音的分散與集中及吸音材的使用 ● ●  

3.外部噪音的阻隔  ●  

4.個別空間的隔音能力  ● ● 

5.噪音對策---背景噪音 ●  ● 

4.音響計畫 

6.樓板、天花板、牆的噪音處理  ●  

1.將植物引入辦公室中 ●  ● 

2.調整 CO2濃度  ●  

3.調整室溫與氣流流向 ●   

設

備

系 

5.香氣計畫 

4.臭氧的遮蔽效應與芳香劑 ●  ● 

1.對於增加樓版與增加人數的對應 ● ● ● 

2. 24 小時化辦公室的機能需以充足 ● ●  

3.傢俱與機器管理 ● ● ● 

4.通信系的維護 ●  ● 
1.對於人動向的系統 

5.有計畫的清掃與垃圾的收集  ● ● 

1.下水道、瓦斯、電氣、石油的消費  ● ● 

2.利用太陽能等自然能源  ● ● 2.能源與消費 
3.機器發熱再利用  ● ● 

維

護

、

管

理

系 3.設施管理 1.維護管理手冊的電腦化處理 ● ● ● 

 



內部構造與模矩

1.模矩 辦公室建築物的模矩為300cm~320cm，乃由於辦公室
建築物的施工性、生產性。智慧化的辦公室可做為
支援工作所需的各種動作之系統裝備。

2.模矩項目 (1)技術系 (2)環境系 (3)動作系



內部構造與模矩



內部構造與模矩

3.模矩與空間構成項目的對應

․工作空間
․工作端
․列表機
․暖房空間
․檔案空間
․個別照明之操作
․個別空調之操作

․整體照明
․整體空調
․廣播設備
․地板材料
․天花板材料
․隔間板牆
․佈告欄
․通信系端子
․弱電系端子
․顯示器

․構造
․帷幕牆
․外牆版片
․防火區劃
․煙感知器
․撒水頭
․防火閘門
․防火閘板
․排煙設備
․集塵器
․地下停車場

技術系 環境系 動作系



內部構造與模矩

3.模矩與空間構成
項目的對應



三、辦公類建築物智慧建
築健康舒適標章之內容



3.3.舒適指標與基準舒適指標與基準

視環境指標
照明計畫日照計畫

色彩計畫

VDT作業計畫

音環境指標
噪音隔音與吸音對策計畫背景音環境計畫

溫熱空調環境指標
溫溼度計畫空調計畫氣壓計畫

空氣環境指標
換氣計畫防塵計畫排氣計畫空氣品質計畫

水環境指標
水質計畫

電磁環境指標
防止輻射計畫

•照明計畫日照計畫
•色彩計畫



指標
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意義

照明
計畫

判別各室整體照明之照度，並進行配光曲
線之合理性檢討。

日照
計畫

判別外周區輝度比，檢討是否設置窗際自
動點滅控制裝置。

色彩
計畫

判別室內是否有VDT表示色的互補色規
劃。

VDT
作業
計畫

判別VDT作業面是否達到500lux至
700lux，並能避免眩光現象。

視環
境
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



指標項
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噪音隔音與
吸音對策計
畫

判別外部噪音隔絕對策與內部牆
板、樓板與設備噪音處理，是否
有配合吸音材之應用。

背景音環境
計畫

判別BGM系統應用之成效。

溫溼度計畫
判別溫溼度自動控制調整裝置是

否設置。

空調計畫
判別能否達到最適空調熱分佈，
並針對端末空間冷房負荷增強對

應方式檢討。

氣壓計畫 判別能否獲致適當之氣壓。

溫熱空
調環境
指標

音環境
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



指標
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意義

換氣計畫 判別換氣量是否大於15m3/H.m2。

防塵計畫 判別空氣清淨度是否低於0.15mg/m3。

排氣計畫
判別吸煙室換氣對策，以及室內臭氣

處理對策。

空氣品質
計畫

判別CO2濃度控制是否能低於800ppm。

水環
境
指標

水質計畫
判別室內生飲水水質經測試後是否符
合生飲基準規定。

電磁
環境
指標

防止輻射
計畫

判別電腦、電氣用品等電子設備，以
及發電機等電氣設備所產生之輻射線
對人體產生之影響程度。

空氣
環境
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

在舒適環境應考慮的因素包括適當的執行業務和
VDT作業的環境，選擇能滿足人體工學的桌椅與作
業平台等，各種噪音的隔音與吸音對策，舒適空調
環境的確保等皆需考量。因此有必要考量材質質感
或色彩，以與企業形象結合並充份檢討。



於大規模的中庭能引入積極的自然光，
結合水與綠的自然組合舒適空間。使餐
廳、咖啡座、飲茶空間、廁所等休閒空
間，能為了健康而維持創造可欣賞繪
畫、雕刻之環境等皆為環境設計階段值

得努力之目標。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



各指標之設置基準應達一定程度才能維持室內環
境。

「視環境」以量測整體空間達500Lux，作業面照度
達750 Lux為基準，基準來源依「建築物智慧化之
設計規範暨解說研訂」之環境控制設計標準研修而
來。

「音環境」之室內噪音控制需達50db（A）以下之
基準，基準來源依「建築物智慧化之設計規範暨解
說研訂」之環境控制設計標準研修而來。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

「溫熱環境」與「空氣環境」以自動化偵測設備
能否啟動相關設備予以智慧化調整為主要評估基
準。

「水環境」之飲用水水質標準應符合我國之水質
標準。

「電磁環境」之電場強度應達5kv/m以下之基
準，基準來源依「建築物智慧化之設計規範暨解
說研訂」之環境控制設計標準研修而來。



「照明計劃」乃指就室內環境之每一個
作業面高度之受照照度強度能達到明視
與容易閱讀之程度。
以辦公室而言需達750 lux至1500lux，
其他空間則需達300 lux至750lux，並考
慮室內深度所造成內周區與外周區晝光
導入時所形成之良好平衡關係。
因此除考量照度是否達到標準
外，尚需依配光曲線模擬了解
其照明計劃合理性。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視環境指標



「日照計劃」乃就導入之側
光僅能確保室內明亮度，卻
無法確保外周區作業面照
度，為減少照明用電量即可
並用晝光與電燈而裝置自動
點滅控制裝置，並藉由判別
外周區輝度比，判斷是否需
要裝設相關裝置。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視環境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視環境指標

「色彩計劃」乃就VDT作
業時之明視環境鼓勵予以
確保，若室內空間之色彩
計劃將作業面週遭依互補
色規劃對空間使用者之視
覺舒適性有益。

「VDT作業計劃」乃就高
輝度比環境所導致之視力
降低或不舒適，於表層反
射之高輝度反映使視對象
之明視性降低。因此，
VDT作業面除需確保照度
達500 lux至700lux外，尚
需避免眩光現象。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音環境指標

「噪音隔音與吸音對策計劃」乃就
室內環境能否提供適合人體腦部活
動之音環境進行環境對策計劃，據
研究顯示人體腦波產生8~13Hz之α
波較易產生正向思考，而13Hz以上
之β波則易產生負向思考。

OA機器產生之機器運轉噪音多約為
20kHz，為減少大量噪音於封閉之
室內環境反射迴蕩，配合吸音材之
應用以減少噪音值為必要之環境改
善對策。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音環境指標

「背景音環境計劃」乃
因應前述課題播放背景
音、環境音樂、1/f波動
音或音風景
（soundscape），使人
體腦部形成之生理反應
產生舒適之音環境效
果，因此具成效之BGM
系統將有助於良好音環
境之形成。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溫熱空調環境指標

「溫溼度計劃」乃就室內溫度與溼度控制於人
體舒適之基準範圍內，即17℃至28℃之間、
40﹪至70﹪之間。
藉由自動控制調整裝置予以智慧化調節。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溫熱空調環境指標

「氣壓計劃」乃將室內
外空氣壓力差控制為人
體較舒適之室內氣壓
值，降低對人體健康與
舒適上之不適。

「空調計劃」乃就室內上下溫度分佈進行控制，不論空調出風
位置自天花板、地板或個人空間分隔牆版依ASHRAE55-92之
規定，於0.1m與1.7m高度之溫度差不得超過3℃；而依ISO-
7730的規定，於0.1m與1.1m高度之溫度差不得超過3℃，以
避免產生不舒適現象。

並注意管線末端之空間如何設置加壓保持換氣與冷度之控制裝
置。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空氣環境指標
「換氣計劃」為使室內平均空氣年齡降低，並使作業面區域之
局部空氣年齡降低，規劃設計者應使換氣量大於15m3/H.m2，
並設計送風口與回風口的通風路徑和作業面之關係。

「防塵計劃」乃就室內空氣清淨度進行確保，應低於
0.15mg/m3；並應區分一般空調區與吸煙室、影印機室之空調
處理系統，減少落塵對室內之影響。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空氣環境指標
「排氣計劃」乃就室內特殊廢氣安排排放計劃，以保障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人體健康，包括吸煙室產生之二氧化碳、影印機室產生
之臭氧與茶水間、廁所產生之臭氣等處理對策。

「空氣品質計劃」乃就室內二氧化碳濃度控制能低於800ppm，
以避免病大樓症候群之產生，室內環境若能裝設自動監控濃度之
裝置將可隨時監理室內空氣品質。



健康舒適指標與基準-----水環境指標
-----電磁環境指標

「水質計劃」乃就室內生飲水水質應符合我
國之水質標準提出檢核證明。

「防止輻射計劃」乃就數位化3C電子設備機
器，以及建築物電氣設備所產生之輻射線提
出防護計劃，降低對人體產生之危害。



四、修正中的辦公類建築
物智慧建築健康舒適標章
之內容



新版辦公類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評估架構

分項指標最高總分
數為:100，並針對
符合最低限制(即舊
版之及格)之總分高
低分為三個等級

利用問卷訪談，進行交
叉分析

不限制門檻指標，在標章內註明
通過何項指標及其智慧化程度

新建建築與既有建築
採用相同指標內容



智慧型標章評估準則內容智慧型標章評估準則內容

智慧型標章所列各項評估準則所要
求之內容共包括:

資訊及通訊指標

安全防災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

設備節能指標

綜合佈線指標

系統整合指標

設施管理指標

人機介面指標

七個項目，各項目內要求之內容茲綜合整理如下



評估內容 健康舒適指標 新版辦公類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分項

日照計畫 日照檢討、日照調整裝置、晝光利用裝置

照明計畫 各空間照明計畫、眩光現象之對策

色彩計畫 使用需求、色彩計畫

噪音檢討 噪音源之檢討

噪音防制對策 防止傳播、音源對策

負荷檢討 熱、濕氣負荷

隔熱防潮對策 隔熱、防潮

偵測系統 溫度偵測、濕度偵測、氣流與氣壓偵測

空調與換氣 空調計畫、換氣計畫

換氣對策 排氣計畫、給氣計畫、換氣計畫

五 水環境指標 水質計畫 水質查核

四 空氣環境指標
設備運用 偵測裝置、設備選用

六 電磁波環境指標 防輻射計畫 輻射源檢討、防輻射對策

七 綠建築室內環境指標 申請之指標項目核可

三 溫熱環境指標

二 音環境指標

一 視環境指標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分項 評估意義

日照檢討 檢視建築物日照情形。

日照調整裝置 判別是否適當調整夏季日光照射過強現象以免室內照度或輝度之不均。

晝光利用裝置 判別結構上採光之對策以及相關裝置之應用程度與成效。

各空間照明計畫 判別各室照明之是否達到標準照度及其均齊度是否合宜。

眩光現象之對策 判別作業面眩光現象是否改善。

使用需求
色彩計畫

色彩計畫
判別室內對於使用需求所因應之色彩規劃合宜性。

噪音檢討 噪音源之檢討
檢討建物內外部之噪音源以及其作用於空間中之合成噪音程度，並針對各空間機能討論
噪音容許量。

防止傳播
噪音防制對策

音源對策
針對所檢討之噪音源進行隔音、吸音以及防振之防制手法。

熱負荷
負荷檢討

濕氣
檢討室內外之熱負荷以及濕氣分佈情形。

隔熱 判別建物內外構造之隔熱設計或其隔熱性能是否可降低室內熱負荷。

防潮 判別建物內外構造之防水設計或其防水性能可否降低室內濕度。

溫度偵測

濕度偵測

氣流與氣壓偵測

空調計畫 判別能否達到最適空調熱分佈，並檢討末端空間冷房負荷增強之應對方式。

換氣計畫 判別能否透過換氣系統使室內達到合宜熱舒適度。

空調與換氣

判別溫度、濕度與氣流偵測器之設置與否及其配置和設定值之合理性。偵測系統

隔熱防潮對策

三
溫熱環
境指標

二
音環境
指標

照明計畫

日照計畫

一
視環境
指標



項次 指標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分項 評估意義

污染源之檢討 污染源檢討 檢討室內各種影響空氣品質與清淨度之污染源。

排氣計畫

給氣計畫

換氣計畫

偵測裝置
設備運用

設備選用
檢視偵測裝置設置與否。

用水管理 用水管理 判別室內用水之管理是否得當。

水質計畫 水質查核 判別室內用水與生飲水是否符合基準規定。

輻射源檢討 檢討建物構造與室內各設備輻射源對人體之影響程度。

防輻射對策 針對相鄰輻射源之區域判別其輻射值是否達標準值。

七
綠建築室內環境

指標
申請之指標項目核可

六 電磁波環境指標 防輻射計畫

五 水環境指標

判別室內空氣環境是否達到標準值並與相關偵測裝置之聯動系
統的合理性。

換氣對策四
空氣環境
指標



此評估項目主要以日照調整裝置與晝光利用做為評估基準。

日照調整裝置

在採光上為了使室內取得適切的照度，所以光量的調節是必要
的。除可以建物面向、植栽、遮陽構造(如遮陽板、屋簷、或凹
窗等防止陽光直射的構造形式) 之手法外，遮陽設備裝置 (如自動
百葉窗調節裝置以及與導光版結合之遮陽版) 亦可達到調節日照
之效果。本評估基準則為審查是否有設置相關遮陽設備裝置與其
系統運作說明。

晝光利用裝置

透過各種導光裝置(如晝光追蹤裝置及導光板)有效提高室內之採
光，並透過自動點滅裝置來降低人工照明的使用率。本評估基準
除審查檢視導光裝置之設置與否外，亦以該建物平均晝光利用熄
燈率(一幢或連棟建物之日照範圍內，其全年晝光利用時所累計
之熄燈時數，與該建築物全年白晝開燈總時數之比)作為效益呈
現之依據。

一、視環境---日照計劃



照明計畫主要是依據空間機能所需之照度選擇光源種類、位置、
適用燈具、燈具數目以及照明方式等，此評估項目則以空間照
度、空間均齊度以及眩光對策做為評估基準。

各空間照度要求

以IES美國照明工程學會之建議值作為依據，檢討各空間與作業
面是否達到使用機能之適宜照度值範圍。

一 、視環境---照明計劃

表3- 1 辦公空間照明範圍建議值

活動類型
照明
類型

照度範圍（Lux）
低-中-高 涉及工作面

較黑暗的公共區域 A 20-30-50

短暫造訪之簡易方位辨認 B 50-75-100

偶需視覺作業之工作場所 C 100-150-200

執行高對比或大尺寸之視覺作業 D 200-300-500

執行中對比或小尺寸之視覺作業 E 500-750-1000

執行低對比或大尺寸之視覺作業 F 1000-1500-2000

需長期執行對比低且小尺寸之視覺作業 G 2000-3000-5000

需長期執行精確之視覺作業 H 5000-7500-10000

需長期執行對比極低且精細尺寸之視覺作業 I 10000-15000-20000

作業面且包含整體空
間與區域空間

作業面

整體空間

(資料來源：IES,1982)



空間均齊度
判別空間整體光線分布是否均勻。同一作業範圍之較佳均齊度
至少需達到1：1.5以上。
眩光現象之對策
作業面之照明若設計不良會產生所謂的眩光現象(直接眩光或反
射眩光)。故本評估基準期能透過各燈具之最大輝度以及與作業
面之輝度比(luminance ratio)作為評估項目。輝度比之建議值
如下表。
色彩計劃
色彩計劃主要針對使用者需求進行因應之室內色彩計畫以及相
關照明之色溫計畫。

一、視環境---照明計劃

表3- 2輝度比建議值

項目 輝度比

作業：鄰近區域 3：1

作業：遠處暗區 10：1

作業：遠處亮區 1：10
(資料來源：IES,1982)



在建築物設計規劃時應先行檢討建築外部環境與可能影響室內聽覺之噪音
源（如室內設備機械噪音）或者或因直接衝擊樓地板而產生振動並藉由結
構傳遞之噪音干擾情形。而本評估指標則綜合評估上述各種噪音源作用於
室內之總括情形，並檢視其採用之隔音、吸音、消音或防振等設備裝置之
應用。
室內噪音評價與允許聲級
主要依據各空間之機能判別是否滿足容許之噪音值。室內噪音容許標準值
可參見下表3-3。
表3- 3室內容許噪音標準值

（資料來源：CASBEE，2005）

二、音環境 ---室內噪音評價與允許聲級



本評估基準主要判別建物內所應用之設備裝置是
否可針對各項噪音源（如戶外交通噪音以及室內
設備運轉噪音），達到隔音、吸音、消音以及防
振效果使室內能達到允許值內，而較不考慮所使
用之相關構造材。

隔音裝置：判別裝設之吸音設備是否可使噪音源
產生之噪音削減至允許聲級(dB)或噪音評價指數
（N值）之範圍。
吸音裝置：判別裝設之吸音設備是否可使噪音源
產生之噪音削減至允許聲級(dB)或噪音評價指數
（N值）之範圍。
消音裝置：判別裝設之消音設備是否可使噪音源
產生之噪音削減至允許聲級(dB)或噪音評價指數
（N值）之範圍。
圖3- 1 振動暴露限制（ISO2631）
防振裝置：判別所使用設備是否可有效阻斷振動
或使用之防振設備具有適當之振動衰減係數。振
動暴露限制值可參考上頁圖3-1。

二、音環境 ---噪音防制對策



偵測裝置
檢視是否裝設溫度偵測器或相關溫熱舒適偵測器以及與其他系
統之聯動適宜性。
測點位置
測點之配置需因應各空間使用者需求，以達到裝設偵測裝置之
目的並能即時啟動聯動系統，使室內保持在舒適標準範圍內。
排熱計畫
判別針對發熱設備進行排熱之手法適宜性與其成效差異程度。
空調與換氣
空調計畫
此評估項目，主要檢討所採用空調方式對室內局部環境舒適性
影響進行檢視評估。
分區控制
為有效率使用空調系統以及保持室內溫度之均勻度，本評估基
準主要判別空調系統是否按建物面向、負荷大小或使用需求等
影響因子進行區塊劃分。

三、溫熱環境 ---溫熱環境之偵測



針對各空間之使用機能訂定空調系統於各時節之溫濕度值（人體
舒適溫濕度值如表3-4），且室內上部與下部（即地板以上0.1m
與1.7m）之溫度差亦不宜超過3℃，或可直接使用PMV與PPD值
（ISO7730）之綜合指標作為依據標準（如表3-5）。
表3- 4 辦公室室內溫度舒適範圍

表3- 5 PMV值之對應
舒適程度

三、溫熱環境 ---溫濕度設定



氣流促進人體皮膚表面的對流與蒸發散熱，當風速越大
時，表皮上的溫度，也下降的越快，表皮的溫度也就越接
近空氣溫度。因此本評估基準主要為檢視室內因空調系統
所造成之氣流速度值，一般舒適值應為1 m/s以下。（如
下表3-6）

三、溫熱環境 ---氣流速度



判別能否透過
換氣系統使室
內達到合宜熱
舒適度與達到
ASHRAE 62-
1989辦公空間
之必要換氣量
規範。

三、溫熱環境 ---換氣計畫



在空氣環境主要檢討室內環境之空氣品質、清淨度等各種影響
人體健康之汙染源是否達到基準質。其中影響空氣品質之主要
常見因子包含有CO2、CO、VOCs以及HCHO等，而影響空氣
清淨度常見的則是懸浮粉塵以及浮油微生物細菌，另外廁所以
及抽煙所產生之臭氣亦會影響室內之空氣環境之舒適度。因此
本項指標乃究以上所討論之污染源或空氣中含氧值是否達到標
準值來檢視給排氣與換氣計畫之適宜性。

給氣計畫

判別引入新鮮空氣之含氧值是否達18%~20.9%之標準範圍。
排氣及換氣計畫

判別是否針對汙染源有效排氣或利用換氣達到降低汙染源濃度
至合理標準值，各國標準值如表3-8所示。
偵測裝置

判別是否裝置偵測系統（如：CO2、CO偵測器）與其測點配
置是否合宜，並適當連接所因應之聯動系統。

四、空氣環境---給氣計畫、排氣及換氣計畫、偵測裝置



四、空氣環境---排氣及換氣計畫



判別室內一般用水以及生飲水之水質是否達到標準值。

五、水環境



六、電磁波環境

輻射（radiation）是傳遞或發射能量的一種方式，依照其能量的大小可以區分
為游離輻射（ionizing radiation）與非游離輻射（non-ionizing radiation）。
事實上，輻射在自然環境中是無所不在的，如天然放射性物質、紫外線輻射
或太陽光輻射等背景輻射，我們生存的環境早與輻射是共生共存的，而由於
科技的進步，也有愈來愈多人造的輻射被廣泛地應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如X光、放射性同位數（例如鈷60）等游離輻射，以及微波
（microwaves）、廣播通訊產生之射頻輻射（radiofrequency）等非游離輻
射，均被大量應用於醫療、民生與工業用途上，與現代人類日常生活實在密
不可分。

游離輻射本身具有較高的能量，若使用或防護不慎則可能會造成人體健康上
的不良效應，因此國內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也已針對游離輻射訂定了明確的
防護規範，而比起游離輻射，舉凡各類家電、螢幕或通訊器材等所產生之非
游離輻射更是無所不在地穿梭且貼近於日常生活環境中，因此，本評估指標
主要針對非游離輻射進行評估，判別室內各設備幅射源並相鄰幅射源之區域
其輻射值是否達到行政院環保署之建議值以內。各頻段非游離輻射之建議值
可參考下表3-10。



六、電磁波環境



未來除針對既有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及基未來除針對既有智慧建築標章評估指標及基

準進行修訂外，另將針對住宅類評估指標及準進行修訂外，另將針對住宅類評估指標及

基準進行研擬作業，以促使基準進行研擬作業，以促使既有及新建住宅既有及新建住宅

類建築類建築均能有適合之評估標準與依循。均能有適合之評估標準與依循。

人性化的人機介面人性化的人機介面

綜合佈線與基礎設綜合佈線與基礎設
施的建置施的建置

安全監控指標安全監控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健康舒適指標

節能管理指標節能管理指標

人性便利指標人性便利指標

智
慧
住
宅
評
估
指
標

智
慧
住
宅
評
估
指
標

智
慧
住
宅
主
軸

智
慧
住
宅
主
軸

智慧建築住宅類指標研訂智慧建築住宅類指標研訂

評

估

指

標

評

估

指

標

智
慧
建
築
標
章

智
慧
建
築
標
章

士林電機仰德大樓



住宅類智慧住宅評估手冊

安全監控

健康照護

便利舒適

永續節能

基礎設施

人機介面

必要性指標:
1.基礎設施—綜合佈線、系統

整合、設施管理
2.人機介面

鼓勵性指標:
1.安全監控—安全防災
2.健康照護—健康舒適、資訊

通訊
3.便利舒適—健康舒適
4.永續節能—設備節能

+α Infrastructure

智慧住宅標章-指標架構 對象類別:個別戶、獨棟、社區



五、辦公類智慧建築物
之規劃設計案例



智慧建築指標應用空間設計案例智慧建築指標應用空間設計案例

------臺電公司新竹配電中心智慧型建築計畫臺電公司新竹配電中心智慧型建築計畫

本計畫欲達到智慧型標章所列
各項評估準則所要求之內容共
包括:

等七個項目，各項目內要求之
內容茲綜合整理如下

資訊及通訊指標

安全防災指標

健康舒適指標

設備節能指標

綜合佈線指標

系統整合指標

設施管理指標



規劃構想使用分析圖



規劃構想使用分析圖



空間設計空間設計平面計畫平面計畫 _ _ 一樓一樓



空間設計空間設計平面計畫平面計畫 _ _ 平面透視圖平面透視圖



第一期開發完成後的空間量體第一期開發完成後的空間量體3D3D模型模型



第一、二期開發完成後的空間量體第一、二期開發完成後的空間量體3D3D模型模型



健康舒適指標健康舒適指標 OAOA辦公區模式辦公區模式

OA辦公區的辦公俱可隨人員變更與組織變動.弹性變動
組合不同模式.

90°桌面模式(1)

135 °桌面模式(2)



健康舒適指標健康舒適指標 OAOA辦公區模式辦公區模式

天花板採系統天花設備組
合空調、照明與消防各類
設備(3)



健康舒適指標健康舒適指標 OAOA辦公區模式辦公區模式..視環境視環境

柱間天花板燈具配置方式(4)

該系統天花組合以灑水頭為
核心,達到消防效果要求(5)



健康舒適指標健康舒適指標 音環境音環境..



健康舒適指標健康舒適指標 空氣環境空氣環境..水環境水環境



健康舒適指標健康舒適指標 溫熱環境溫熱環境..電磁環境電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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