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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案概要 
    根據流行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每 5 個孩童中未來就有 1 個可能是過敏兒，平

均比率達 20%，若有家族史存在，孩童發生過敏的機率會更高。在台灣，學童氣

喘病發生率在過去二十年間增加 8.3 倍。過敏性鼻炎盛行率十年來也增加了 10 

倍之多，此外，異位性皮膚炎及蕁麻疹(皮膚過敏症)的好發率二十年來也分別增

加了 4 倍及 3 倍。因此要預防過敏疾病或治療過敏症狀需從多方面著手，其中

一項就是避開環境中之過敏原，可經由控制環境中溫、濕度、空氣流量等以減少

過敏原的產生。 

    另外，根據主計處 2006 年發布的國人睡眠大調查，15 歲以上有入睡困難的

民眾高達 36.95％，其中家庭壓力佔了很大的一部份，家庭壓力又涵蓋了外源性

與內源性，無論是工作、生活事務、家庭不同的發展階段及家庭成員間的關係或

是家庭信念價值觀、規條、家庭氣氛、抗逆境的能力都包含在內。可藉由人性化,
智慧化的建築設計及情境控制來改善人們生活環境，進而營造出良好居家氣氛. 
    近來使用高科技產品(感測器)應用在智慧監控已逐漸融入在日常生活環境

中，諸如使用耳溫槍、血壓計、血糖計、電子耳、電子眼、ETC 電子收費系統、

瓦斯偵側器、酒測儀等等。本組想透過智慧化嗅覺及空氣品質感應監控系統，發

展出可以散發不同情境天然植物氣味，例如有助睡眠的氣味、有調節心情氣味，

同時可以避免過敏症狀產生，將過敏原降低等室內環境問題，營造出舒適及增加

生活品質的良好居家氣氛。 
     

二.研究目的 
    空氣環境污染對人體的傷害近年來已被重視，透過文獻分析發現經由多種來

源所產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懸浮微粒、甲醛、揮發性有機氣體及室內塵蟎

等造成人類疾病的發生。利用智慧化空氣品質感應監控系統不僅可彌補人類嗅覺

上敏感度的不足，更可達到健康、安全的居住環境。另外，使用嗅覺控制系統也

可增加生活情趣，改善人們因環境所產生的壓力與不適，進而達到舒適的生活。

在此我們將利用感測器的設置反應環境中空氣品質的不良，經由電信資訊整合傳

達至空調及門窗開關，以及配合不同情境可調控式的嗅覺刺激，促使能達到更佳

的生活品質。 
 
 
 
 



三.研究方法及流程 
 
 
 
 
 
 
 
 
 
 
 
 
 
 
四.現有資料\資源\案例\文獻分析 
1. 木質廢料再利用對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效益 (1) 

 
2. 感測器運用在環保方面，能有效維護空氣品質與防止污染的增加，利用感測

器來監測是最為便利的方法，如汽機車定期的排氣檢測及加油站的油氣監測。另

外，由於有害氣體會被空氣稀釋，人們很難分辦出是何污染以及可能的來源處。

藉由空氣感測器的協 
助，環保人員能準確又快速的分析出是何污染氣體及追蹤出污染源，能夠即時的

防制了污染的擴散與危害。(2) 
3. 案例/當張總一進到住所，馬上有回到中南部鄉下舒服空氣的感覺，因為他設

定好家裡的空調為南部鄉下熟悉的空氣溫度與溼度，他極度不喜歡悶悶的感覺，

所以將 CO2 調整到極為敏感，當稍微有一點悶的時候，除了住所外，甚至連門

外的公共空間，都快速啟動換氣的功能。這樣的環境，張總感覺很好，就連張總

兩個四歲和六歲的小朋友搬來後，過敏的情況大大的改善了不少，原本一年感冒

八、九次，現在已經很少感冒。(3) 



台中 crystal house 

4.大自然隔音清淨窗型換氣機 
(1) 換氣功能:吸入戶外高含氧的氣體,但阻絕過濾其污染成份,並排出室內的污濁 

   空氣 

(2) 高效率進氣清淨功能(五合一):防塵,除臭,殺菌,除病毒 

(3) 高隔音(23~26 db):阻絕戶外噪音,約等同 8mm 隔音窗,但有隔音窗沒有之換氣 

   功能 

(4) 低耗電:低於 15 瓦 24 小時連續使用,每月用電 11 度,約 30 元/每月 

(5) 靜音:採用氣浮靜音風扇,風量大,超靜音 (低於 34db) 

(6) 低維護成本:易保養,換網 DIY,約 3 個月換網,售價一份 1000 元/年,風道及極易 

   清潔保養,不會滯有細菌,是其他換氣系統所沒有 

                     (7) 高壽命, 環保製程:採用高規格之鋁合金外殼,經過粉體塗裝烤漆,壽命達 15 年 

   以上;風扇壽命達 80,000 小時 (大略約為 10 年壽命);符合歐規 ROHS 無毒無鉛 

   製程;耐 13 級以上颱風,不漏水,經風雨實驗合格;恆溫恆濕測試,溼度 95％,溫度 

   -10℃~ 60℃ 

 

 



 
5.智慧型遙控空氣清淨機 

(1)擁有智慧型遙控及定時裝置 
(2)更聰明的程式換氣流量控制：先以大風量循環換氣，迅速潔淨室內空氣；再 
  自動切換至小風量，體貼的人性化設計。 

 
 

五.本案進行困難處及突破\可行解決方案 
1.困難處在於如何定卻空間安裝感測器以及如何突破情境嗅覺氣味定量以達到 
  效果。查閱相關文獻，並無見到類似案例，如要準確控制，需賴多領域的配合 
 及研究。 
2.可行解決方案在初步巡檢時通常不需進行正式環境量測例如：就溫度、濕度、

空氣流通、某特定化學品是否存在，或認為與投訴有關的其他因素的測試。可以

用簡易的濕度表來測量空氣溫度和濕度、用煙管來測試氣流、及用直讀式儀器來

測定某特定化學品之存在，然後開始記錄。同時也要透過使用人搭配自行觀察以

下問題和記錄，就可以確立安裝的地方。 
（1）建築物整體及各樓層的平面圖  
（2）巡檢範圍的一般空調環境，例如溫度、濕度和是否有涼風現象等  
（3）曾進行的活動類型  
（4）物理環境的其他因素，例如照明、噪音、震動等  
（5）吸煙政策  
（6）一般內部管理和清潔計畫  
（7）任何化學品的使用情況，包括清潔劑、殺蟲劑、黏合劑等  
（8）任何水份凝結及因水造成的損壞痕跡  



（9）任何可見的真菌滋生跡象  
（10）天花板、牆壁或地氈污漬或褪色  
（11）任何特殊氣味  
（12）任何修繕工程  
（13）出風口和回風口的分佈  
（14）任何阻塞造成空氣不流動，例如出風口被覆蓋而減低涼風  
（15）任何影響投訴者卻與室內空氣品質無關的問題，例如噪音、照明欠佳或震 
   動。 
 
六.現有研究心得 
    耳熟能詳的一句話「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回歸本質，可發現智慧建築該

以『人的需求』為導向，應是建築工法與高科技相輔相成，但資訊廠商通常考量

到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與產品配置，往往忽略使用者的需求與產品導入建築本身會

預見的困難，而建築師本身也對資訊產業的不了解，無法去作任何的整合規劃，

使產品無法符和人性需求及達到『健康』、『舒適』、『安全』的環境，我想這

是目前台灣智慧建築面對一個很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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