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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使勞工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時，雇主應視危害種類及特

性，採取作業環境評估、監測、通風、配戴個人防護具、危害通識、教

育訓練及特殊健檢等措施，以預防職業病，對於工作場所內發散有害健

康之氣體、燻煙、霧滴、蒸氣或粉塵等，採取適當通風工程控制，為降

低危害優先措施之一。 

 

為透過通風工程控制措施，有效改善勞工作業環境，必須有正確的

設計、施工、驗證與確實的維修及保養。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中，規

範事業單位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等，應由專業人員妥

為設計，並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以維持其有效性能，保障勞工工

作安全及衛生。另依「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 38 條第 2 項至

第 4 項、第 38-1 條等，有關從事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業人員相關規定，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時，應指派或委託經本署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

設計，並製作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為提供國內產業界局部排氣裝

置之使用者、雇主、設計者、檢查者、維修保養者，對於相關單元之設

計、安裝及性能檢驗方法等之參考，特訂定本手冊。 

 

本手冊主要內容為局部排氣裝置設置基本概念，涵蓋六個主題，包

括第一章:工業通風系統簡介、第二章:相關人員之職責、第三章:局部排

氣裝置之組成、第四章:管道系統設計與風機匹配、第五章:氣罩設計、

第六章:局部排氣裝置維修保養要項，俾作為協助事業單位了解工業通

風相關責任、法令義務及設計、檢測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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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業通風系統簡介 

 

一、前言 

工業通風為一工程控制技術，主要透過流體力學與氣動力學的原

理與方法，降低或移除工作場所空氣中的污染物、熱、微生物等，或避

免因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粉塵等之累積，產生火災或爆炸

的危險。而本手冊所介紹之局部排氣裝置，主要目的為：(1)控制工作

場所的污染物濃度、(2)排除工作場所臭味與異味、(3)控制工作場所的

熱與溫度、(4)提供工作場所新鮮空氣等方法，避免勞工暴露於有害的

環境空氣中，降低勞工罹患職業病之風險。 

工作場所中充斥著各種影響勞工安全衛生的危害風險因子，為降

低有害風險，通常可透過下列優先順序，達到預防和控制的效果：(1)

消除危害及風險：例如使用無毒性化學、本質安全設計之機械設備等、

(2)經由工程或管理控制，從源頭控制危害及風險：例如安裝通風系統、

機器監視、連鎖停機系統、隔音裝置、警報系統、隔離設備、密閉設備、

局部排氣裝置等、(3)設計安全的作業制度：以行政管理措施，將危害

及風險的影響減到最低，例如作業時間調整、安全標示、安全程序、進

出管控、警告標語等等、(4)當採取上述方法仍然不能控制殘餘的危害

及風險時，雇主應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具：如呼吸防護具、防護衣、安

全面罩或眼鏡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表 1-1]左欄為本文件使用之名稱，右欄為法規、工業界與學術界可

能使用之語彙。左欄與右欄詞意相同，讀者可自行參閱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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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工業通風系統相關語彙對照表 

 

  

編號 本文件使用名稱 各法規、工業界、學術界可能用語 

1 風機 風機、通風扇、換氣扇、排風扇、排氣機 

2 管道 
管道、通風管、排風管、通風管道、排風管道、

通風管路、排風管路、管路、管線、導管 

3 污染物 污染物、汙染物、有害物 

4 通風設備 
通風設備、換氣設備、換氣通風設備、通風換

氣設備、通風裝置、換氣裝置 

5 機械通風 
機械通風、機械換氣、強制通風、強制換氣、

強力換氣 

6 自然通風 自然通風、自然換氣 

7 局部通風 局部通風、局部排氣 

8 整體通風 整體通風、整體換氣 

9 通風 通風、通風換氣、換氣通風、通風排氣、換氣 

10 氣罩 氣罩、排氣罩、吸氣罩 

11 流量 流量、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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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風系統架構    

「通風」(Ventilation)是以流體力學與氣動力學的原理與方法，降低

或移除工作場所或居家環境中危害健康污染物的濃度，並維持作業場

所舒適的方法。[圖 1-1]顯示通風方法的架構與分類，通風系統一般依

方法可分為以下兩類：「整體通風」與「局部通風」。 

 

 

[圖 1-1] 通風方法的架構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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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通風(ACGIH 使用 General Industrial Ventilation，簡稱為 General 

Ventilation；我國法規稱為「整體換氣」)： 

以整體性的主動吹氣、吸氣或者開口自然進、排氣等方法沖稀室內整

體的污染物濃度與(或)降低溫度。例如：稀釋(Dilution Ventilation)、

減熱(Heat Control Ventilation)。「整體通風」的方法中，利用自然物理

原理的壓力差或浮力以驅動氣流的方法，稱為「自然通風」；利用機

械力 (如風機等 )以驅動氣流的方法，稱為「強制通風」 (Forced 

Ventilation)或「機械通風」(Mechanical Ventilation)，而我國法規之「整

體換氣」，主要為強制通風。本手冊不討論「整體通風」(或「整體換

氣」)。 

 

2. 局部通風 (ACGIH 使用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簡稱為 Local 

Ventilation，我國法規中「局部排氣」與「局部通風」兩個名詞均有

使用)： 

於污染源或熱源發生處鄰近地方裝置氣罩，以吸氣或吹/吸氣將溢出

之污染物與(或)熱移除。例如：各型吸氣罩、排油煙機、氣櫃、生物

安全櫃…。「整體通風」與「局部通風」在「排氣」時都需要同時

「補氣」，「補氣」無法獨立操作以移除汙染物的方法，須配合「排

氣」，避免工作場所壓力不至於太低而降低排氣效果。「局部通風」

的「排氣設施」稱為「局部排氣裝置」(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System)，

我國法規稱為「局部排氣裝置」；「補氣設施」稱為「補氣系統」或

「供氣系統」(Makeup Air Supply System)。 

 

除了裝設「整體通風」系統與「局部通風」系統之外，亦有其他污

染物控制選項，包括：排除相關污染源、以安全性更高的物質取代所使

用的材料、降低污染規模、調整作業程序以減少排放頻率或時間、減少

參與作業的操作人員人數、利用簡單的控制方式，如於設備上加遮蓋物、

隔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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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或相關文件中，與通風相關的名詞頗多但指同一意思者。

本手冊不在名詞與文字上做考證與辯證，使用之名詞儘量以英文慣用

詞翻譯成中文，且儘量全篇一致。法規中單一使用的名詞如「局部排氣

裝置」與「整體換氣」則盡量保留。 

 

局部通風(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或簡稱 Local Ventilation)包含兩

個子系統：「排氣系統」與「補氣系統」，簡要說明如下：  

1. 排氣系統 

局部通風子系統之一的排氣系統在我國法規中稱為「局部排氣裝置」，

為一工程控制系統，用以減少空氣中之污染物濃度，大多數局部通風的

排氣系統(以下簡稱「局部排氣裝置」)包含下列設備： 

(1) 氣罩：污染物通過此裝置進入局部排氣裝置。 

(2) 管道：引導從氣罩來的空氣與污染物至排放區域。 

(3) 空氣清淨或攔截裝置：過濾或淨化污染物的裝置(並非所有系統均需

要空氣清淨裝置)。 

(4) 空氣移動裝置：用來產生負壓以抽取氣體之裝置，通常是風機(排氣

機)。 

(5) 排放裝置：用來將抽取的空氣排放到安全地方的裝置，通常是煙囪

(並非所有系統均需要排放裝置)。 

 

以下之[圖 1-2]表示一個簡單(無支管)局部排氣裝置，即使是一個

簡單無支管的局部排氣裝置，也包括以上五個組件。 

 

 

[圖 1-2] 局部排氣裝置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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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氣系統 

當局部排氣裝置運作使氣罩吸氣時，氣罩所在的房間或建築物，因

空氣被抽出室外，室內壓力將低於外氣壓力。當室內壓力低於外氣壓力

時，由於擴散效果增強以及風機效能下降，致使氣罩的效能下降，污染

物容易洩漏。因此，必需由室外引入新鮮空氣(補氣)，以使室內、外的

壓力差達到目標的數值。 

 

補氣方式分為自然補氣與主動補氣兩類。自然補氣不使用任何機械

力，當局部排氣裝置吸氣時，室內呈現比室外低的壓力，利用開口或開

啟門、窗，使室外空氣自然流入室內，以使室內壓力室不致於遠低於室

外壓力。主動補氣則是使用風機將室外空氣定量供應至室內，局部通風

的主動補氣系統一般包含下列設備，而整體通風亦可提供補氣功能，但

需提供額外的進氣流率： 

(1) 吹氣裝置：吹氣口、吹氣罩。 

(2) 提供正壓的裝置：風機(吸氣使用風機，將吸、排氣口倒裝，即成為

吹氣機)。 

(3) 管道、空氣過濾器、空調設備。 

 

局部通風是在污染源發生處附近安裝吸氣裝置，就近將污染物移

除，並予恰當補氣的方法。不像整體通風的方式(污染物散逸至空間中，

使用整體性的吹/吸氣流沖稀法控制室內整體污染物的濃度與溫度)。局

部排氣裝置與補氣的設計需要避免產生通風系統最常見的七種氣動力

問題：(1)往吸氣口的風速隨離開吸氣口的距離下降太快、(2)環境氣流

的影響、(3)流動邊界層分離、(4)鈍體效應、(5)污染物質點尺寸效應、

(6)管道系統設計不良、風機匹配不恰當、(7)補氣不恰當。 

 

    一般而言，局部排氣裝置與補氣若設計恰當，將可用比整體通風方

式小很多的吸氣量，獲得更佳的控制效果。使用局部排氣裝置移除污染

物時，若也同時進行整體通風，則局部排氣裝置氣罩周圍必須以垂簾、

遮罩或隔間隔離因整體通風引致之環境氣流，並注意補氣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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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人員之職責 

一個成功的局部排氣裝置，需經恰當的設計、製作、安裝、試運轉、

原始性能測試；「原始性能測試」結果必須與「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

相比較，在原始性能測試結果與設計目標相比較，確認通風有效性後，

才可正式使用。使用之後，必需定期檢測，「定期檢測結果」需與「原

始性能測試」結果相比較，若有不符，必須進行維修保養，以維持通風

系統的有效性，流程架構如[圖 2-1]所示： 

 

 

 

 

 

 

 

 

 

 

 

 

 

[圖 2-1] 局部排氣裝置成功運轉所需的流程 

 

為確保局部排氣裝置能充分控制污染物發生源的洩漏，從設計到

使用階段中的參與者應負責相關工作，並能勝任各項工作，包括執行設

計或選擇控制之方式、檢查、測試及維修保養等，皆由具有適當知識、

能力及經驗之人員進行。欲使局部排氣裝置有效運轉，雇主、設計及供

應人員、檢測人員、維修保養人員之任務架構如[圖 2-2]，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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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設置局部排氣裝置，相關人員之任務 

 

一、 雇主 

雇主為全新或重新設計(或購置)局部排氣裝置之擁有者及客戶，勞

工為系統操作或使用人員，應具備局部排氣裝置正確使用、檢查其有效

性及回報任何故障問題的專業知能。雇主在考慮其他控制選項並瞭解正

確使用系統前，不應先行使用局部排氣裝置。在某些情況下，局部排氣

裝置可能不是可行的控制方法，例如於污染物來源繁多或污染範圍過大

的情況下，可能無法單獨以局部排氣裝置控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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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排氣裝置之建置與使用，雇主應瞭解下列事項： 

 (1)污染物之特性、(2)污染物如何產生、(3)作業場所中任何會造成空

氣污染的作業、(4)接近污染物發生源的勞工需求、(5)需要控制之程

度、(6)補氣系統運作的方法、(7)環境氣流的處理方法、(8)局部排氣

裝置氣罩設計及應用的基本原理、(9)以清潔空氣稀釋受污染空氣及

安全排放基本原理、(10)局部排氣裝置的試行程序，包括設計、安裝、

性能檢查、(11)有效性控制及報告等、(12)操作手冊及相關紀錄、(13)

全面檢查及測試的要求。 

 

    局部排氣裝置之建置與使用，雇主應執行下列事項： 

 委請專業人員(或供應者)進行設計，並由勞工、監督人員或專業人員

執行例行檢查與維修保養等相關工作。 

 提供局部排氣裝置設計人員、檢測人員、維修保養人員相關資料。 

 要求設計人員在設計工作完成後繳交「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表

格」(附錄一)，內容應以文字、圖、表格、照片等清楚描述，並詳述

設計依據。 

 要求設計人員在局部排氣裝置建構完成後，請專人調整與進行原始性

能檢測。 

 要求設計人員在局部排氣裝置調整與原始性能檢測之後，撰寫並繳交

「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建議表格」(附錄二)。內容應以文

字、圖、表格、照片等清楚描述檢查方法與檢查結果。 

 在通風系統建構完成並經原始性能檢測後，必須比對「局部排氣裝置

原始性能測試報告」與「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合格之後方可驗

收。 

 嚴格要求檢測人員依照局部排氣裝置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局部

排氣裝置操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執行氣罩、管道、空氣清

淨器、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之檢查，並填寫「局部排

氣裝置定期檢查紀錄表」(附錄三之一)、「局部排氣裝置重點檢查紀

錄表」(附錄三之二)。 

 嚴格要求維修保養人員依照局部排氣裝置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

「局部排氣裝置操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執行氣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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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器、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之維修保養，並填

寫「局部排氣裝置維修保養紀錄表」(附錄四)。 

 雇主應完整保存所有資料，包括：「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表格」

(附錄一)、「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建議表格」(附錄二)、

「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紀錄表」(附錄三之一)、「局部排氣裝置重

點檢查紀錄表」(附錄三之二)、「局部排氣裝置維修保養紀錄表」(附

錄四)、「局部排氣裝置操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以及所有其他

相關資料。 

 

二、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及供應人員 

局部排氣裝置供應人員提供商品，設計人員則提供設計，其目的在

於提供有效控制污染物發生源的服務，例如設計、安裝、試運轉、維護

及整體檢查與測試等。設計人員亦應負責解釋相關知識及方法並滿足

雇主需求。 

 

    局部排氣裝置供應及設計人員必須瞭解以下事項： 

 (1)應負的法律責任、(2)作業程序與排放源所需之控制方法、(3)氣罩

設計原理、方法與實務、(4)管道設計以及風機匹配原理、方法與實

務、(5)氣罩、管道與風機的維修保養及檢查原理、方法與實務、(6)

氣罩、管道、空氣清淨裝置、風機、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之規格、

(7)氣罩、管道、空氣清淨裝置、風機及排放裝置之性能檢驗方法、

(8)補氣的方法、(9)環境氣流的處理方法。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及供應人員必須執行以下事項： 

 整理局部排氣裝置設計資料，撰寫「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

表格」(附錄一)，並繳交給雇主保存。內容應以文字、圖、表格、

照片等清楚描述，並詳述設計依據。 

 系統建置完成後，安排專人進行系統調整與性能檢測，並撰寫「局

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建議表格」(附錄二)，交給雇主保

存。內容應以文字、圖、表格、照片等清楚描述檢查方法與檢查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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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局部排氣裝置操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內容必須包括：

系統規格、操作程序與內容、檢查、維修保養項目、方法與頻率、

全面檢查及檢測的項目及時程表。 

 制定「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紀錄表」(附錄三之一)、「局部排氣

裝置重點檢查紀錄表」(附錄三之二)，內容必須包括：各項檢測的

歷史紀錄。 

 制定「局部排氣裝置維修保養紀錄表」(附錄四)，內容必須包括：

各項維修保養明細及更換元件的歷史紀錄。 

 

三、 局部排氣裝置檢測人員 

局部排氣裝置的檢測(包括：定期檢查與重點檢查)，通常由勞工或

監督人員執行，但亦可由專業人員(或供應者)執行。 

 

   檢測人員必須瞭解以下事項： 

 局部排氣裝置各元件之設計及功能。 

 

   檢測人員必須執行以下事項： 

 時常以目視檢查，察知「局部排氣裝置(裝置)」與「補氣系統」各

元件之損壞情況。 

 嚴格依照局部排氣裝置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局部排氣裝置操

作、檢查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與步驟，使用量測、評估設備檢測

氣罩、管道、空氣清淨裝置、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

補氣系統各元件之效能，且能有效控制排放源及暴露。 

 嚴格依照檢測結果填寫「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紀錄表」(附錄三

之一)、「局部排氣裝置重點檢查紀錄表」(附錄三之二)，並與「局

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建議表格」(附錄二)比對。若有偏

離，立即通知維修保養人員進行維修保養，並與維修保養人員密切

聯繫，追蹤問題排除之進度，以確定局部排氣裝置達到設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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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局部排氣裝置維修保養人員 

局部排氣裝置的維修保養，通常由專責人員執行，但亦可由專業人

員(或供應者)執行。 

 

    維修保養人員必須瞭解以下事項： 

 (1)局部排氣裝置的兩個子系統：局部排氣裝置(裝置)與補氣系統    

各元件之設計及功能、(2)氣罩、管道及風機之磨損、腐蝕、凹凸及

其他損壞狀況及程度、(3)管道或風機之塵埃聚積狀況、(4)風機之

注油潤滑狀況、(5)連接電動機與風機之皮帶鬆弛狀況、(6)吸氣及

排氣之能力、(7)設置於排放管道上之採樣設施是否牢固、銹蝕、損

壞、崩塌或其他妨礙作業之安全事項、(8)補氣系統各元件的功能是

否正常、(9)降低環境氣流的措施功能是否正常。 

 

   維修保養人員必須執行以下事項： 

 嚴格依照局部排氣裝置供應及設計人員所制定之「局部排氣裝置操

作與維修保養手冊」時程與步驟，對氣罩、管道、空氣清淨裝置、

空氣移動裝置、排放裝置及警報系統、補氣系統、降低環境氣流的

措施之效能進行維修保養。 

 詳細填寫「局部排氣裝置維修保養紀錄表」(附錄四)。 

 

五、法令規範 

(一) 工業通風相關法令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

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

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至有關工業通風部分，規範於「有機

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粉塵危害預防標準」、「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

準」、「鉛中毒預防規則」及「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要求雇主應於

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並由專業

人員妥為設計，維持其有效性能。另針對通風設備運轉狀況、勞工作業

情形、空氣流通效果及污染物使用情形等，隨時確認並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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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局部排氣裝置之設置、安裝、檢查、測試及維護規定 

依「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粉塵危害預防標準」、「特定化學物

質危害預防標準」、「鉛中毒預防規則」及「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規

定，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的氣罩及管道部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氣罩應設置於每一危害物質發生源；如為外裝型或接收型之氣罩，

則應接近各該發生源設置。 

2. 氣罩應視作業方法、有機溶劑蒸氣與鉛塵之擴散狀況、有機溶劑之

比重等，選擇適於吸引之型式及大小。 

3. 應儘量縮短管道長度、減少彎曲數目，且應於適當處所設置易於清

掃之清潔口與測定孔。 

4. 設置有除塵裝置或廢氣處理裝置者，其風機應置於各該裝置之下游。

但所吸引之氣體、蒸氣或粉塵無爆炸之虞且不致腐蝕該風機者，不

在此限。 

5.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之排氣口，應設置於室外。

但設有移動式集塵裝置者，不在此限。 

6.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應於作業時間內有效運轉，並降低空氣

中污染物濃度至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污染物容許濃度標準以下。 

7. 粉塵危害之局部排氣裝置，風機應置於空氣清淨裝置下游之位置。 

 

有關通風排氣裝置之檢修維護部分，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及前開法規相關規定，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裝置、除塵裝置

或吹吸型換氣裝置應依規定實施定期或重點檢查： 

1. 保存每月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勞工健康危害之裝置一次

以上之紀錄。 

2. 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應每年定期

實施檢查一次。 

3. 雇主對設置於局部排氣裝置內之空氣清淨裝置，應每年定期實施檢

查一次。  

4. 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或除塵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修理

時，應實施重點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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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局部排氣裝置之組成 

 

一、排氣與補氣 

通常污染物的排除是藉由吸氣設備的「吸氣」，使空氣從污染物發

生源往吸氣口流動，隨著空氣的流動將污染物(氣體、蒸氣、煙霧、粉

塵等)「攜帶」進入吸氣口，再經由管道系統處理後排至他處。然而，

實際經驗告訴我們：「提供吸氣，污染物就會跟著走；若吸不走就加大

吸氣量」，通常不能解決問題。一個通風系統通常包含兩個子系統：「局

部排氣裝置」與「補氣系統」如[圖 3-1]。  

 

 

[圖 3-1] 通風系統案例 

 

二、局部排氣裝置的組成 

一個局部排氣裝置通常包含幾個部份(如[圖 3-2]所示)： 

(一)  吸氣裝置(例如：氣罩、氣櫃…等等)。 

(二)  管道系統。 

(三)  空氣清淨裝置(又稱：後處理器，例如：粉塵收集器、靜電吸塵器、

靜電油煙處理器等。有的系統需要，有的系統無需求)。 

(四)  空氣移動裝置(風機)。 

(五)  排放裝置(煙囪，有的系統需要，有的系統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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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局部排氣裝置的組成 

 

其中「吸氣裝置」屬於前線戰鬥部隊；「管道系統」、「空氣清淨裝

置」、「風機」、「煙囪」屬於後勤支援系統。兩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前端的「吸氣裝置」，用以將污染物吸入該設施，並經管道、空氣

清淨裝置、風機、煙囪而排出室外，其設計需要基於氣體動力學原理，

方能達到低洩漏、低耗能、低噪音。吸氣裝置若效率不好，下游的設備

再好也無法將污染物排除至室外。氣系統前端設施的種類眾多，例如：

各種形式的氣罩、排油煙機、化學排氣櫃、生物安全櫃、儲物櫃等。 

「管道系統」與「風機」已經有成熟的設計方法，有許多文獻可以

參考。例如：ACGIH Manual 與 ASHRAE Handbook 有管道設計的方法

與壓損係數的資料。亦有商用電腦軟體可用來幫助設計與計算。很多流

體力學的書均有風機的設計、選用以及與管道匹配方法之資料。 

「空氣清淨裝置」已經有多種成熟的商品可以選用，但效率不一定

夠高，且須定期維護，目前仍有新技術在發展中，以增強效率。「煙囪」

的設計需要一些流體力學與流體工程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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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氣的功能與方法 

當氣罩吸氣時，氣罩所在的房間，因空氣被抽出室外，室內壓力遂

漸降低(ㄧ直到一段時間之後達到一個穩定值)，室內、外將產生一個壓

力差(室內壓力低於外氣壓力)。當室內壓力低於外氣壓力時，由於以下

兩個原因，將使污染物容易洩漏： 

(一)  室內壓力低於外氣壓力時，偏離排氣性能曲線測試時的吸入口條

件；相當於排氣(吸入口在室內，排出口在室外)要克服的「壓力差」

變大，所以吸氣量會減小。 

(二)  室內壓力降低時，空氣變得較稀薄，污染物較容易擴散出來，不易

被吸氣口捕捉。 

 

由於上述原因，必需由室外引入新鮮空氣，以補充室內被吸走的空

氣，使室內、外的壓力差達到目標的數值，此種方法稱為「補氣」。補

氣的方法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  主動補氣 

吸氣罩所在之房間設有開口，開口連結管道、風機、過濾裝置，將

吸氣罩所在房間外界的空氣主動供應入室內。 

案例：商用(餐廳)廚房排油煙機常採用主動補氣。使用商用廚房排

油煙機時，因吸氣量大，且經常無法使用自然補氣。必須使用主動補氣。 

(二)  自然補氣(被動補氣) 

吸氣罩所在之房間設有窗、門或刻意裝設的開口，當吸氣罩吸氣時，

室內壓力降低，外氣因而由窗、門的縫隙(或打開的間隙)或刻意裝設的

開口被吸入室內。 

    案例：家用廚房排油煙機採用自然補氣。使用家用廚房排油煙機時，

遠離油煙機排出口的窗或門務必留有開口(10 ~ 20 cm 以上)，不可全部

關閉。若實在無法使用自然補氣時，可採取主動補氣；靠近油煙機排出

口的窗或門務必關閉，以免排出的油煙倒吸回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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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道系統設計與風機匹配 

 

一、管道設計準則 

(一) 設計通風管道時，必須預先考慮以下事項： 

(1) 若管道系統分歧、綿長，應該切分為幾個小區塊，各自以獨立的風

機吸氣。主風管以下最好只有一層支管(至多兩層)，主風管不要太

長。 

(2) 主風管中的氣流，遠離風機處(遠端)風量小、靠近風機處(近端)風量

大。若風管的直徑維持固定，則愈往近端，風速愈大，摩擦阻抗造

成的壓損也就愈大；而且因為愈往近端的風速愈大，靜壓也就愈低，

所以靜壓沿著風管的分佈也愈不平衡。為了減小因風量累積而增加

的壓損以及靜壓不平衡的程度，主風管可以設計成遠端較細，近端

較粗。 

(3) 同類的氣罩(例如：頂棚式氣罩為一類、多槽式氣罩為一類、化學排

氣櫃為一類…)盡量聚集在同一區塊，數目不可太多。 

(4) 吸風量較大、需要較大負壓的氣罩放在近端；吸風量較小、需要較

小負壓的氣罩放在遠端。 

(5) 支管接至氣罩之前，若設置風門(damper、blast gate、Venturi tube…)，

則在微調控制風量時，較有彈性。但需注意：風門的設置會增加壓

損，且容易引致污染物沉積。 

(6) 支管接入主管時，盡量使插入角  30o，以降低流阻、噪音以及污

染物或微粒沉積的機會。 

(7) 於設計時應考慮將來的擴充性，預留可能的支管。在管道系統設計、

建置完成後，不可隨意添加氣罩(除非於設計時已有事先考慮並預留

可能的支管)，不可任意從主管或支管拉一條管線至新的氣罩吸氣。 

(8) 不可在管道系統設計、建置完成後，於管道中隨意串接風機。 

(9) 管道內部須具有足夠流速(管內流速必須 ≥ 搬運風速)，使污染物或

微粒保持懸浮於管內流動的空氣中，不至於沉積。 

(10)在局部排氣裝置較低處設計排放孔，以排除氣膠、蒸氣等容易凝結

或燃燒的物質。 

(11)提供能夠進行清潔或排除沉積物之清潔孔，特別是在節點(管道匯

流處)、轉彎、擴或縮管、風門等容易沉積處。 

(12)在管道系統某些重要檢測點(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



 

18 

設置靜壓檢測孔，或於管道部分檢測點裝設皮托管，量測定點流速

(例如：管道中心線或距離管道內壁四分之一管道半徑處)，以提供

未來輔助靜壓檢測以判斷管道系統可能發生問題的段落(參考附錄

六)。  

(13)儘量降低管道路線的噪音。 

(14)應使管道彎曲處及接頭數目降至最低，以降低流阻。 

(15)當必須要改變方向時，必須使用平滑接頭，且連接處亦須平滑。 

(16)當管道之截面積必須變化時，可使用錐形管。 

(17)輸送微粒時，管道水平直線距離長度、管道彎曲處及接頭數目應盡

量降至最低。 

(18)依據預測的作業溫度範圍，管道必須能適應熱膨脹現象。 

(19)尺寸長且具彈性的管道具有高流阻、易磨損、易斷裂、易損壞缺點。 

(20)U 型彎管容易導致微粒積聚並阻塞管道。 

(21)管道系統不得違反防火區的建置。 

(22)不可將酸鹼混合以同一管道排出。 

 

(二)  搬運風速 

當氣罩將污染物(例如蒸氣、霧滴、粉塵、纖維、顆粒等)吸入吸氣

口，再傳輸進管道後，空氣攜帶著污染物在管道中行進時，管道內氣流

的速度 Vduct必須大於某一臨界值，污染物才能跟隨氣流在管道中前進；

若管道內氣流的速度低於該臨界值，污染物可能有沉積在管道內之虞。

使污染物不致於沉積在管道內的最低臨界風速稱為「搬運風速」Vtra ，

亦即 Vduct ＞ Vtra 方可使污染物不致於沉積在管道內。 

不同特性的污染物有不同的「搬運風速」。[表 4-1]顯示一些物質的

搬運風速值，精確數值不容易確定，但是因為管道常常有「漸縮或漸

擴」、「分叉連接件」、「擴或縮連接件」、「彎角」等等，產生三維流場與

(或)廻流，會使污染物沉積更形嚴重，所以應盡可能選取較大的數值，

而且在污染物容易沉積處應定期清除沉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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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ACGIH 建議的管道搬運風速 Vtra (資料來源：ACGIH Manual) 

污染物 作業範例 
搬運風速 

Vtra (m/s) 

蒸氣、氣體及煙霧 蒸氣、氣體及煙 5-10 

燻煙 焊接 10-13 

非常微細之輕灰塵 棉紗、木粉及石粉 13-15 

乾粉塵及粉末 
細橡皮塵、電木粉塵、黃蔴絨絮、棉塵、

刨屑、皮革屑及肥皂粉塵等等 
15-18 

一般工業粉塵 

研磨粉塵、輕皮屑(乾)、鋸木屑(重而

濕)、木麻屑(震盪殘渣)、咖啡豆、製鞋

粉塵、花崗石粉塵、矽粉、一般物料處

理、切磚屑、黏土塵、一般鑄造屑、石

灰粉塵及石綿粉塵等棉 

18-20 

重粉塵 

生灰塵(重且濕)、金屬車工、鑄造轉磨

裝桶及搖出粉塵、噴砂灰塵、木塊、豬

廢料、黃銅鏇屑、鑄鐵粉塵、鑽孔粉塵

鉛塵等等 

20-23 

重或潮濕粉塵 

鉛塵夾有小切塊、潮濕水泥粉塵、切管

機作業時之石綿、有黏性之磨光絨以及

生石灰塵等等 

> 23 

註：對於管道沉積物料的快速檢查方式：取一支掃帚柄輕敲水平輸送管

的下側，如果輕敲產生一個清脆金屬板聲音，則管道無沉積；如果

輕敲產生一個沉重且無金屬板震動的聲音，則管道可能有液體或

粉塵的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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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機匹配 

管道系統與風機匹配的方法，需使風機性能曲線與管道系統壓損

曲線交會點(操作點)所對應的風量 Q*能在氣罩吸入口達到氣罩設計時

要求的風速，且交會點所對應的壓力能夠盡量低，如[圖 4-1]所示。 

 

 

[圖 4-1] 風機的[壓力/風量]性能曲線與管道系統的[壓損/風量]曲線 

 

管道系統設計不良與(或)風機匹配不恰當是一個經常發生的情況，

導致各個吸氣單元的吸氣口無法達到設計所預期的吸氣速度，污染物

移除的能力因而大為降低。如[圖 4-2]所示是一個設計不佳之工廠的管

道系統與風機配置，主要問題如下： 

 

[圖 4-2] 設計不佳的管道系統與風機匹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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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道系統： 

(1) 該管道系統分歧、綿長，未經仔細計算設計。 

(2) 管道系統未經設計，且未切割成區塊，各區塊由獨立風機抽氣，

導致雖有風門分配氣流，但遠端氣罩吸氣量非常小。 

 

2. 風機匹配： 

(1) 僅由一或二部風機提供整個系統各型氣罩的吸氣。 

(2) 局部排氣裝置壓損未經仔細計算設計，風機的[靜壓/風量]特性

未釐清，導致匹配不恰當，風機在需求風量所對應之靜壓低於

局部排氣裝置壓損，導致氣罩的吸氣速度不足(吸氣量不足)。

設計者以風機性能的最大吸氣量(在ΔP = 0 時)以及最大靜壓

(在 Qs = 0 時)估算風機能否提供管道系統壓損以及所需的總吸

氣風量，導致各個氣罩的吸氣風量量遠遠不足且遠端的氣罩吸

氣幾乎趨近於零。 

  

「管道系統設計與風機匹配」必須先經過計算，不可憑直覺隨意配

置，例如： 

1. 若為了提高上圖所示之管道系統尾端管道的流量，而在管道尾截串

接一部風機，希望添加的風機可以幫助風量不足的氣罩提高吸氣量。

如此作法，屬於直覺性的措施。若匹配不恰當，由於風機出口是正壓，

結果有可能造成此一添加風機下游附近某氣罩吸氣量下降，或甚至

從原本很小的吸氣變成吹氣。若欲在設計良好而正常運轉的管道系

統中添加風機，必須經過計算，確定無虞後，方可小心進行。 

2. 若考慮將來的擴展性，應於設計時即考慮將來的擴充性，預留可能的

支管，在管道系統設計、建置完成後，不可隨意添加氣罩(除非於設

計時已有事先考慮並預留可能的支管)，任意從主管或支管拉一條管

線至新的氣罩吸氣，因為如此做會破壞原來的管道靜壓平衡，導致其

他氣罩無法達到原先設計時所需的吸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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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氣罩設計 

 

一、氣罩設計目的 

局部排氣裝置是以氣罩及氣櫃等設施，安裝在污染物發生源散發處

的附近，將散發出來的污染物即時抽走，不使瀰漫至作業環境中。設計

良好的局部排氣裝置之需求風量與污染物洩漏濃度，通常會比整體通

風低。 

氣罩吸氣口上游空間為污染物發生源，在此空間中的氣流速度隨著

與氣罩吸氣口的距離增加而快速減小。視污染物發生源與氣罩吸氣口

距離的不同，氣罩吸氣口的吸氣風速必需大到足夠在污染物發生源形

成大於某數值而朝向氣罩吸氣口流動的氣流，才有機會將污染物從發

生源帶往氣罩吸氣口，從而排出室外。氣罩之設計應能使勞工於工作場

所之污染物暴露濃度降低至容許濃度以下，且盡量遠低於容許濃度。 

 

二、氣罩分類 

局部排氣裝置使用的吸氣罩，種類繁多，以傳統型的氣罩而言，大

致分為非包圍式及包圍式氣罩： 

(一)  非包圍式氣罩 

1. 捕集型：氣罩吸氣口周邊無圍繞任何擋板，且氣罩吸氣口與凸緣安

裝的方位並未面對污染物射出的方向，純以吸氣速度所造成的流

場吸引污染物進入吸氣口，如[圖 5-1(a)]所示。 

2. 接收型：氣罩吸氣口與凸緣(凸緣可能加大，也可能不加大)安裝的

方位面對污染物射出的方向，使污染物射出後直接進入氣罩吸氣

口或凸緣的範圍，稱為「接收型氣罩」，如[圖 5-1(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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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非包圍式氣罩的例子：(a)捕集型氣罩，(b)接收型氣罩 

 

非包圍式氣罩的吸氣量需求通常比包圍式氣罩大許多，且很容易

受到環境氣流的影響。所以吸氣口必需設法盡量接近污染物發生源發

生處，且需設法阻絕環境氣流的影響。 

 

(二)  包圍式氣罩  

氣罩吸氣口周邊有圍繞擋板，形成部份封閉式或全封閉式的櫃體，

分別如[圖 5-2(a)]與[圖 5-2(b)]所示。例如：一般常見的化學排氣櫃、生

物安全櫃、實驗室儲物櫃、手套箱等。與非包圍式氣罩相較，優點是可

以使用較小的吸氣量達到較低的污染物洩漏濃度。缺點是： 

1. 部份包圍式(例如化學排氣櫃、生物安全櫃、實驗室儲物櫃)： 

(1) 櫃體內部容易形成三維的紊流場，污染物易散佈於整個櫃內空間，

並易從開口處洩漏出去。 

(2) 櫃體入口邊界極容易因流體邊界層從壁面分離形成廻流而將污染

物帶至出口附近，造成洩漏。 

2. 全包圍式(例如手套箱)： 

方便性、補氣、腔內氣流的型態、櫃內殘留污染物引致開關櫃體時

的洩漏等均需特別處理，因此，包圍式氣罩之設計需要特殊的流體

力學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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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包圍式氣罩的例子：(a)部份包圍式氣罩，(b)全包圍式氣罩 

 

三、傳統型氣罩的基本型式與安裝方式 

(一) 傳統型氣罩的五種基本型式(如[圖 5-3])： 

(1) 頂棚式氣罩 

(2) 開口式氣罩 

(3) 單槽式氣罩 

(4) 多槽式氣罩 

(5) 吹吸式氣罩(吹吸氣流式氣罩) 

 

 

     頂棚式氣罩          開口式氣罩         單槽式氣罩 

 

          多槽式氣罩               吹吸氣流式氣罩 

[圖 5-3] 傳統型氣罩的五種基本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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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種基本型式氣罩中的「吹吸氣流式氣罩」(亦稱：「吹吸式

氣罩」)屬於「吹吸型換氣裝置」的一種。另有一種新型式設計，稱為

「推挽氣簾式氣罩」，如[圖 5-4]所示，亦可歸為「吹吸型換氣裝置」

的一種，具有高效率與低能源消耗率的特點。 

 

 

[圖 5-4]「推挽氣簾式氣罩」示意圖 

 

另外，隨著科技的進步，不斷有具污染物移除效率與低能源消耗的

創新型氣罩設計產生，設計時應考慮各種情況，採取適當的氣罩設計，

而不限於傳統型氣罩，以使污染物濃度洩漏降至最低，且減少能源消耗。 

 

(二) 傳統型氣罩的五種基本安裝方式： 

1. 上吸 

2. 後吸 

3. 側吸 

4. 下吸 

5. 在凸緣外緣或開口外緣加上遮罩 

以上五種傳統型氣罩，配上五種基本安裝方式，可以產生許多種變

化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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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罩設計 

參考相關通風技術手冊時，因氣罩圖示與說明通常趨向簡明扼要，

在設計通風系統時，需要多加考慮以下事項： 

1. 氣罩的型式、幾何形狀與尺寸。 

2. 氣罩污染物的相對位置與污染物的距離。 

3. 吸氣口的吸氣速度。 

4. 環境氣流如何阻絕。 

5. 高溫操作的污染物如何處理。 

6. 高速射出的污染物如何處理。 

7. 操作員動作的影響如何處理。 

8. 配合製程如何處理。 

9. 如何達到設計的吸氣口吸氣速度(管道、風機)。 

10. 補氣要如何做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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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局部排氣裝置改善與維修保養要項 

 

一、 失效或低效的原因 

局部排氣裝置「失效」或「低效」的原因，包括： 

(一)  管道系統設計不良與(或)風機匹配不恰當。(未依學理設計與計算，

導致氣罩吸氣不足，無法達到氣罩設計時的入口吸氣速度。) 

(二)  氣罩設計不良。(污染物移除效率低)  

(三)  設備性能劣化或管道堵塞。 

(四)  沒有補氣或補氣不良。 

(五)  環境干擾氣流太大。 

以上任何一項缺失，都可能導致通風系統「失效」或「低效」。後

二項「沒有補氣或補氣不良」、「環境干擾氣流太大」雖屬空間環境的問

題，但若沒有妥善處理，即使氣罩與管道/風機設計良好，亦可能成為

污染物洩漏的「致命因素」。建議：在處理改善「管道系統設計不良與

(或)風機匹配不恰當」與「氣罩設計不良」之前，需同時或先將「補氣」

以及「環境干擾氣流」做好，使得環境干擾氣流速度 Vdraft  0.2 ~ 0.3 

m/s、室內、外的壓力差 ΔP = Pin - Pout符合 ΔP  -3 ~ -4 Pa。 

 

二、 失效或低效時的改善方向與維修保養要項 

為維持通風設備之效能，應定期對相關設備實施定期檢查，於開始

使用、拆卸、改裝或修理時，應實施重點檢查。若發現有通風設備效果

不彰，或因作業環境監測不合格時，建議從以下方向依次考慮改善方法

(以下項目亦為平時維修保養須注意要項)，並可透過檢視管道系統設置

壓力錶或電子式差壓計的讀值，判斷管道或風機系統大致在那一段出

現問題(如附錄六)，將維修保養情形確實紀錄(如附錄四)： 

(一)  環境干擾氣流： 

1. 氣罩所在的廠區、房間、隔間，減小或阻隔環境干擾氣流的設計是

否恰當。 

2. 氣罩是否在門、窗、冷氣、電扇出氣口附近。 

3. 補氣是否引致額外環境干擾氣流。 

(二)  補氣： 

1. 是否有補氣。 

2. 需不需要主動式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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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使補氣足夠；補氣是否均勻。 

(三)  氣罩： 

1. 氣罩設計、製作、安裝是否恰當。 

2. 氣罩入口風速是否達到設計的目標值。 

3. 污染物發生源與氣罩吸氣口之間的距離與兩者之間的相對位置與

距離是否在氣罩設計的目標值之內。 

4. 吸氣口以及污染物發生源與氣罩吸氣口之間是否有阻礙物。 

5. 氣罩有否腐蝕或破損。 

(四)  管道/風機： 

1. 管道設計、製作、安裝是否恰當。 

2. 風機馬達組與管道壓力-風量需求的匹配是否恰當。 

3. 管道有否破損或凹陷。 

4. 管道內有否沉積物。 

5. 風機馬達組性能是否已下降或故障。 

6. 濾網、空氣清淨裝置是否未清理。 

7. 風機之旋轉方向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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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格式 

設計日期：    年   月     日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電子信箱  

事業單位行業分類 

(參考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類) 

 

僱用勞工人數 

(男/女/合計)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單位/

設計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責部

分) 

 

報告內容填寫說明(頁數得自由添加)： 

一、場所基本資料 

(1)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2)工作場所平面配置圖：說明工作場所之平面配置圖(包括作業場所之平

面配置圖及機具配置位置等)。 

(3)製程流程圖：針對須設置局部排氣裝置之製程步驟，於製程流程圖上予

以標示。 

(4)局部排氣裝置系統略圖：以文字及略圖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置配置(應

標示有害物質作業範圍、作業位置、氣罩與排氣機之位置等)，比例尺以

能辨識其標示內容為原則。 

(5)有害物之種類及危害資訊：說明製程中的有害物質種類及其危害資訊。 

(6)有害物作業方式：說明作業員或機械作動步驟(包括有害物散布情形)。 

(7)作業勞工人數及暴露途徑：說明從事有害作業之勞工人數以及途徑暴

露。 

二、局部排氣裝置設計之說明 

針對以下項目，以圖、表、文字進行說明(項目次序可依說明之條理邏輯作

調整)，各項必須詳述設計依據。 

(1)環境干擾氣流及降低方式。 

敘明作業環境產生環境干擾氣流的可能來源(例如：廠房門窗與產線配

置、風扇、冷氣、人員走動、作業員手部與身體的動作、門窗開合、補

氣等)，並說明降低環境干擾氣流的考量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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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原始性能測試」及「例行性檢查/重點檢查」，降低環境干擾氣流

的措施應有建議之檢測事項。 

(2)補氣系統設計及措施。 

敘明補氣系統的設計。 

若為自然補氣，需說明降低補氣所造成之環境干擾氣流措施(例如：遠

離門、窗、入風口；使用屏風、垂簾、隔板等等阻擋氣流的設計、增大

門、窗、入風口面積…)。 

若為強制補氣，需說明設計的補氣量與吸氣量以及降低補氣出風口造

成環境干擾氣流的設計、措施；若為單一房間多點強制補氣或多房間

強制補氣，需說明使各補氣口達到需求出風量之補氣導管設計。 

實施「原始性能測試」及「例行性檢查/重點檢查」，補氣措施應有建議

之檢測事項、方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3) 依製程、作業程序概要與污染物特性等，以圖、表配合文字說明，需要

設置氣罩之製程步驟的污染物洩漏問題分析、氣罩之編號及型式、氣罩

主要構造設計圖、安裝方式、氣罩吸氣口與有害物質發生源之相對位置

與距離、氣罩吸氣口、吸氣口最低要求風速 Vs 或開口風速 Vf、氣罩吸

氣風量 Qs。 

應敘明設計依據，盡量以解析法 (Analytical Method) 、計算法

(Computational Method)、實驗法(Experimental Method)的分析結果、參

考資料或過去成功的案例經驗等等顯示設計的合理性與有效性。 

實施「原始性能測試」及「例行性檢查/重點檢查」，氣罩應有建議之檢

測項目、方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4) 以圖、表配合文字說明，導管系統設計的方法與依據(如簡易配置圖；

管道系統設計與排氣機連接的概圖；電腦程式計算或手算的結果；各導

管的直徑、長度、流速、需求之搬運風速；各元件的規格；管道系統各

點的靜壓、動壓、全壓；用以匹配排氣機的流量 Q 與壓力 FTP、FSP；

各氣罩流量、入口速度；標註靜壓孔、清潔孔、排放孔位置)。  

實施「原始性能測試」及「例行性檢查/重點檢查」，管道系統應有建

議之紀錄事項。 

在管道系統某些重要檢測點(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設

置靜壓檢測孔。 

可裝設壓力錶或電子式差壓計，但需注意儀錶的維修保養。 

敘明檢測點的位置以及該位置靜壓檢測孔的設計靜壓。 

檢測孔的位置應盡量避開可能產生迴流的區段。靜壓檢測孔的中心軸

必須垂直於導管壁面方向，以免動壓干擾靜壓的量測。靜壓檢測孔與

導管內壁交界處不可有毛邊、不可有圓角。壓力錶旋進靜壓檢測孔時，

不可突出導管內壁。 

其它得設置靜壓檢測裝置位置(非必須)，例如：排氣機上下游的靜壓可

用以監控排氣機的性能狀況；節點、彎管、風門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

監控節點、彎管、風門附近的阻塞狀況。 

得於導管一些檢測點裝設皮托管，量測定點流速(例如：導管中心線或

距離導管內壁四分之一導管半徑處)，以輔助靜壓檢測判斷管道系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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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生問題的段落，但需特別注意ㄧ維皮托管的壓力孔極易阻塞，需

經常維護。 

亦得裝設自動監控與警示設備，以節省人力，並獲取即時系統運轉資

訊。 

(5) 以圖、表配合文字說明，選用的空氣清淨裝置之規格及種類、設置的位

置與基準、製造廠建議的維修保養時機、條件、頻率。 

(6) 以圖、表配合文字說明，排氣機規格及種類、性能曲線，吸、排氣口接

管設計，並提供性能曲線與導管匹配的資料。 

(7) 局部排氣裝置的排放裝置設計圖、風速、壓損與風量資料、設計依據、

重要檢測點的風速、靜壓與全壓。 

(8) 其他設計資料(如清潔口及測定孔或其他監測裝置、導管元件材質與厚

度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設計，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漏的

考量；馬達排氣機組設置備用電力系統，以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 

一、環境干擾氣流及降低方式： 

 

二、補氣系統設計及措施： 

 

三、氣罩設計資料及其規格： 

 

四、導管系統設計資料及其規格： 

[包含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位

置，以及該位置上下游靜壓檢測孔的設計靜壓]  

 

五、空氣清淨裝置設計及其規格： 

 

六、排氣機設計及其規格： 

 

七、局部排氣裝置壓力損失計算： 

 

八、其他設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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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人員簽名與蓋章： 

設計人員資格證號： 

設計人員所屬公司名稱與公司章： 

設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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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氣罩設計資訊表 

部門名稱  作業區域 製程名稱 

化 學 品

名稱 /有

害 物 名

稱 

作業人數 作業型態 氣罩編號 氣罩型式 
發生源與

氣罩距離 

氣罩吸入口風速

(Vs)、開口風速

(Vf)或氣罩吸氣

風量(QS)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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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建議格式 

 

測試日期：    年   月     日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負責人姓名 
 

事業單位行業分類 

(參考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類)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電子信箱 
 

僱用勞工人數 

(男/女/合計) 

 

化學品名稱/有害物質名稱

(包括法定有害物之種類) 

(有害物質資訊應與局部排氣裝

置設計報告資訊相同)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單位/設

計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責部

分) 

 

局部排氣裝置測試單位/測

試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責部

分) 

 

報告內容填寫說明(頁數得自由添加)： 

ㄧ、場所基本資料 

(1)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2) 以文字及略圖說明工作場所之平面配置圖(包括作業場所之平面配置圖及

機具配置位置等)。 

(3) 以文字及略圖說明局部排氣裝置的配置(應標示氣罩與排氣機之位置、產線

與氣罩位置與編號，比例尺以能辨識其標示內容為原則)。 

(4)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氣罩之幾何結構、尺寸、與有害物質之相對位置。 

(5)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管道系統的配置。 

(6)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氣罩檢測項目、方法

儀器、合格基準。 

(7)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降低環境干擾氣流措

施檢測項目、方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8)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補氣系統檢測項目、

方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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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中，管道系統靜壓孔、清潔

孔、排放孔的位置與編號。 

 

二、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結果與設計報告比較 

依以下項目(項目次序可依說明之條理邏輯而調整)，以文字、圖、表、照片等

描述檢查方法與檢查結果。 

(1)環境干擾氣流測試(參考附錄五)。 

(2)補氣效能測試(室內外壓力差)(參考附錄五)。 

(3)入口風速(氣罩入口風速 Vs或開口風速 Vf )(參考附錄二)。 

(4)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5)吸氣口與有害物質發生源之相對位置與距離。 

(6)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排氣機)上下游靜壓、檢

測孔靜壓測試結果(參考附錄五)。 

管道系統重要靜壓檢測孔(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

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塞、壓力錶或差壓計是否有阻塞或故障。 

氣罩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速度是否降低；空氣清淨裝置

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塞狀況。 

其它若有如下位置的靜壓檢測裝置(非必須)，則排氣機上下游的靜壓可用

以監控排氣機的性能狀況；節點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節點附近的阻塞

狀況)，可一併紀錄。 

若系統裝設有皮托管以監控定點流速，則需檢測並記錄該位置之流速讀

值。 

(7)其他檢測資料(如導管元件材質與厚度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設計，以

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漏的考量；馬達排氣機組設置備用電力系統，以

防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 

(8)結論：綜整各項目之檢測結果，以利後續處理。 

***第(1)-(5)項檢測數據與設計值比較，檢測不合格者，不得正式運轉。 

***第(6)項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的靜壓數據僅需如實紀錄，不須與設計報告比

對。 

量測結果與設計報告比較的判定基準： 

***環境干擾氣流大小為測得的最大值 Vdraft  0.2 ~ 0.3 m/s 為合格。 

***室內外壓力差 = 室內壓力–室外大氣壓力 = P
in-out

  -3 ~ -4 Pa 為合格(如-

5, -6, -7 Pa 為不合格；-3, -1, 0, 1 Pa 為合格)。 

***氣罩入口風速 V
S
或開口風速 V

f
的測試值  設計值為合格。 

***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氣罩吸氣口與有害物質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離之

誤差 E 計算法：E = [(測試值–設計值)/設計值]100%。誤差 E 在 3%以內

為合格。 

測試結果(依下列項目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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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干擾氣流測試[環境干擾氣流大小 Vdraft)(m/s)]： 

#1：測試：         設計： 

#2：測試：         設計： 

#3：測試：         設計： 

#4：測試：         設計： 

#5：測試：         設計： 

#6：測試：         設計： 

 

(2)補氣效能測試(室內外壓力差)[室內外壓力差Pin-out (Pa)(補氣效能)]： 

   測試：           設計： 

 

(3)入口風速[氣罩入口風速 VS (m/s)或開口風速 Vf (m/s)]： 

#1：測試：         設計：        誤差 E：     % 

#2：測試：         設計：        誤差 E：     % 

#3：測試：         設計：        誤差 E：     % 

#4：測試：         設計：        誤差 E：     % 

#5：測試：         設計：        誤差 E：     % 

#6：測試：         設計：        誤差 E：     % 

 

(4)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1：測試：         設計：        誤差 E：     % 

#2：測試：         設計：        誤差 E：     % 

#3：測試：         設計：        誤差 E：     % 

#4：測試：         設計：        誤差 E：     % 

#5：測試：         設計：        誤差 E：     % 

#6：測試：         設計：        誤差 E：     % 

 

(5)吸氣口與有害物質發生源之相對位置與距離： 

#1：測試：         設計：        誤差 E：     % 

#2：測試：         設計：        誤差 E：     % 

#3：測試：         設計：        誤差 E：     % 

#4：測試：         設計：        誤差 E：     % 

#5：測試：         設計：        誤差 E：     % 

#6：測試：         設計：        誤差 E：     % 

 

(6)第(1)-(5)項檢測數據與「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的比較： 

<1>環境干擾氣流測試[環境干擾氣流大小 Vdraft)(m/s)]： 合格   不合格 

<2>補氣效能測試(室內外壓力差)[室內外壓力差Pin-out (Pa)(補氣效能)]： 

合格 不合格 

<3>入口風速[氣罩入口風速 VS (m/s)或開口風速 Vf (m/s)]： 

(合格標準： 量測值  設計值) 

 #1：合格   不合格 

 #2：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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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格   不合格 

 #4：合格   不合格 

 #5：合格   不合格 

 #6：合格   不合格 

 

<4>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1：合格   不合格 

#2：合格   不合格 

#3：合格   不合格 

#4：合格   不合格 

#5：合格   不合格 

#6：合格   不合格 

 

<5>吸氣口與有害物質發生源之相對位置與距離： 

#1：合格   不合格 

 #2：合格   不合格 

 #3：合格   不合格 

 #4：合格   不合格 

 #5：合格   不合格 

 #6：合格   不合格 

 

(7)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檢測

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塞、壓力錶或差壓計是否有阻塞或故障： 

#1：測試：            設計： 

#2：測試：            設計： 

#3：測試：            設計： 

#4：測試：            設計： 

#5：測試：            設計： 

#6：測試：            設計： 

 

(8)其他檢測資料： 

 

  

測試人員簽名與蓋章： 

測試人員職稱： 

測試人員所屬公司名稱與公司章： 

測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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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一、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電子信箱  

事業單位行業分類 

(參考中華民國行業統計

分類) 

 

僱用勞工人數 

(男/女/合計)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單

位/設計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

責部分) 

 

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

能測試單位/測試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

責部分) 

 

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

查單位/檢查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

責部分) 

 

報告內容填寫說明(自由添加頁數)： 

ㄧ、場所與局部排氣裝置基本資料 

(1)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2) 以文字及略圖說明工作場所之平面配置圖(包括作業場所之平面配置圖及機

具配置位置等)。 

(3) 以文字及略圖說明局部排氣裝置的配置(應標示氣罩與排氣機之位置、產線與

氣罩位置與編號，比例尺以能辨識其標示內容為原則)。 

(4)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氣罩之幾何結構、尺寸、與污染物之相對位置。 

(5)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管道系統的配置。 

(6)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氣罩檢測項目、方法儀

器、合格基準。 

(7)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降低環境干擾氣流措施

檢測項目、方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8)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補氣系統檢測項目、方

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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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中，管道系統靜壓孔、清潔孔、

排放孔的位置與編號。 

二、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結果與設計報告比較 

依以下項目(項目次序可依說明之條理邏輯而調整)，以文字、圖、表、照片等描

述檢查方法與檢查結果。 

(1)環境干擾氣流大小(參考附錄五)。 

(2)室內外壓力差(補氣效能) (參考附錄五)。 

(3)氣罩入口風速 VS或開口風速 Vf (參考附錄五) 。 

(4)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離。 

(6)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靜壓 

*管道系統重要靜壓檢測孔(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參

考附錄六)，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塞、壓力錶或差壓計是否有阻塞或

故障。 

*參考附錄六：氣罩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速度是否降低；空

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塞狀況。 

*其它若有如下位置的靜壓檢測裝置(非必須)，則風機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

控風機的性能狀況；節點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節點附近的阻塞狀況)，可

一併紀錄。 

*若系統裝設有皮托管以監控定點流速，則需檢測並記錄該位置之流速讀值。 

(7)其他檢測資料，例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度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設計，

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漏的考量；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力系統，以防

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等。 

(8)結論 

***第(1)-(5)項檢測數據與設計值比較，檢測不合格者，不得正式運轉。 

***第(6)項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的靜壓數據僅需如實紀錄，不須與設計報告比

對。 

量測結果與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的判定基準： 

***測得的最大環境干擾氣流速度 V
draft

  0.2 ~ 0.3 m/s 為合格。 

***室內外壓力差 = 室內壓力 – 室外大氣壓力 = P
in-out

  -3 ~ -4 Pa 為合格(例

如：-5, -6, -7 Pa 為不合格；-3, -2, -1, 0, 1 Pa 為合格)。 

***氣罩入口風速 V
S
或開口風速 V

f
的誤差 E 計算法：E = [(定期檢查測試值–原

始性能測試值)/原始性能測試值]100%。E  -3%為合格(例如：-3%, -2%, -1%, 

0, +1%, +2%, +3%)為合格。 

***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離的誤差

E 計算法：E = [(定期檢查測試值–原始性能測試值)/原始性能測試值]100%。

E   3%為合格。 

***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靜壓的誤差 E 計算法：E = [(定期檢查測試值絕對值–原

始性能測試值絕對值)/原始性能測試值絕對值]100%。E   5% (例如：-4, -

3%, -2%, -1%, 0, +1%, +2%, +3%)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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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依下列項目敘述) 

一、環境干擾氣流大小(m/s) (參考附錄五)：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二、室內外壓力差(Pa)(補氣效能) (參考附錄五)：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三、氣罩入口風速 VS (m/s)或開口風速 Vf (m/s) (參考附錄五)： 

#1： 

#2： 

#3： 

#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四、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1： 

#2： 

#3： 

#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五、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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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六、管道系統重要靜壓檢測孔(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參

考附錄六)，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塞、壓力錶或差壓計是否有阻塞或

故障： 

#1： 

#2： 

#3： 

#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七、檢視管道系統的排放孔、清潔孔，是否有氣膠、蒸氣等容易凝結或燃燒的物

質、沉積物等： 

#1：  

#2：  

#3：  

 

八、機械結構檢查： 

依以下「局部排氣裝置機械結構定期檢查紀錄表」，擇適用項目進行檢查與填

寫。 

檢查人員資料 

姓名： 

職務： 

簽名： 

日期： 



 

42 

局部排氣裝置機械結構定期檢查紀錄表範例(可依需求調整項目) 

 

設備名稱或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1 

氣罩、導管及風機之磨損、腐

蝕、凹凸及其他損害之狀況及

程度 

   

2 
導管或風機之粉塵、塵埃聚積

狀況 
   

3 風機之注油潤滑狀況    

4 導管接合部分之狀況    

5 
連接電動機與風機之皮帶之

鬆弛狀況 
   

6 

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

施是否牢固、鏽蝕、損壞、崩

塌或其他妨礙作業安全事項 

   

7 

空氣清淨裝置構造部分之磨

損、腐蝕及其他損壞之狀況及

程度 

   

8 
除塵裝置內部塵埃堆積之狀

況 
   

9 

使用濾布式除塵裝置者，有濾

布之破損及安裝部分鬆弛之

狀況 

   

10 
其他保持效能與性能之必要

事項 
   

檢查人員資料 

職務： 

姓名：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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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二、局部排氣裝置重點檢查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電子信箱  

事業單位行業分類 

(參考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

類) 

 

僱用勞工人數 

(男/女/合計)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單位

/設計人員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

分) 

 

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

測試單位/測試人員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

分) 

 

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

單位/檢查人員 

(可填多人，註明各自負責部

分) 

 

報告內容填寫說明(自由添加頁數)： 

ㄧ、場所與局部排氣裝置基本資料 

(1)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2) 以文字及略圖說明工作場所之平面配置圖(包括作業場所之平面配置圖及機

具配置位置等)。。 

(3) 以文字及略圖說明局部排氣裝置的配置(應標示氣罩與排氣機之位置、產線與

氣罩位置與編號，比例尺以能辨識其標示內容為原則)。 

(4)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氣罩之幾何結構、尺寸、與污染物之相對位置。 

(5)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管道系統的配置。 

(6)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氣罩檢測項目、方法儀

器、合格基準。 

(7)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降低環境干擾氣流措施

檢測項目、方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8) 以文字及表格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建議之補氣系統檢測項目、方

法或儀器、合格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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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文字及圖式說明「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中，管道系統靜壓孔、清潔孔、

排放孔的位置與編號。 

二、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結果與設計報告比較 

依以下項目(項目次序可依說明之條理邏輯而調整)，以文字、圖、表、照片等描

述檢查方法與檢查結果。 

(1)環境干擾氣流大小(參考附錄五)。 

(2)室內外壓力差(補氣效能) (參考附錄五)。 

(3)氣罩入口風速 VS或開口風速 Vf (參考附錄五) 。 

(4)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離。 

(6)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靜壓(參考附錄六) 

*管道系統重要靜壓檢測孔(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

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塞、壓力錶或差壓計是否有阻塞或故障。 

*氣罩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氣罩吸氣口吸氣速度是否降低；空氣清淨裝置上

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空氣清淨裝置的阻塞狀況。 

*其它位置的靜壓檢測裝置(非必須)：風機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風機的性

能狀況；節點上下游的靜壓可用以監控節點附近的阻塞狀況)，可一併紀錄。 

*若系統裝設有皮托管以監控定點流速，則需檢測並記錄該位置之流速讀值。 

(7)其他檢測資料，例如：管道元件材質與厚度的選擇、元件間結合方式的設計，

以符合防蝕、防火、防爆、防漏的考量；馬達風機組設置備用電力系統，以防

非預期的斷電、停電等等。 

(8)結論 

***第(1)-(5)項檢測數據與設計值比較，檢測不合格者，不得正式運轉。 

***第(6)項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的靜壓數據僅需如實紀錄，不須與設計報告比

對。 

量測結果與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的判定基準： 

***測得的最大環境干擾氣流速度 V
draft

  0.2 ~ 0.3 m/s 為合格。 

***室內外壓力差 = 室內壓力 – 室外大氣壓力 = P
in-out

  -3 ~ -4 Pa 為合格(例

如：-5, -6, -7 Pa 為不合格；-3, -2, -1, 0, 1 Pa 為合格)。 

***氣罩入口風速 V
S
或開口風速 V

f
的誤差 E 計算法：E = [(定期檢查測試值–原

始性能測試值)/原始性能測試值]100%。E  -3%為合格(例如：-3%, -2%, -1%, 

0, +1%, +2%, +3%)為合格。 

***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離的誤差

E 計算法：E = [(定期檢查測試值–原始性能測試值)/原始性能測試值]100%。

E   3%為合格。 

***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靜壓的誤差 E 計算法：E = [(定期檢查測試值絕對值–原

始性能測試值絕對值)/原始性能測試值絕對值]100%。E   5% (例如：-4, -

3%, -2%, -1%, 0, +1%, +2%, +3%)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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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依下列項目敘述) 

(1)環境干擾氣流大小(m/s) (參考附錄五)：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2)室內外壓力差(Pa)(補氣效能) (參考附錄五)：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3)氣罩入口風速 VS (m/s)或開口風速 Vf (m/s) (參考附錄五)： 

#1： 

#2： 

#3： 

#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4)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1： 

#2： 

#3： 

#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5)氣罩吸氣口與污染物發生源的相對位置及距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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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6)管道系統重要靜壓檢測孔(例如：氣罩下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的靜壓(參考

附錄六)，檢測時需注意靜壓孔是否有阻塞、壓力錶或差壓計是否有阻塞或故

障： 

#1： 

#2： 

#3： 

#4： 

#5： 

#6： 

 

   與「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比較結果？ 

              正常   異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異常原因初判？ 

   是否提請維修保養？  是   否 

 

(7)檢視管道系統的排放孔、清潔孔，是否有氣膠、蒸氣等容易凝結或燃燒的物質、

沉積物等： 

#1：  

#2：  

#3：  

 

(8)機械結構檢查： 

依以下「局部排氣裝置機械結構重點檢查紀錄表」，擇適用項目進行檢查與填

寫。 

檢查人員資料 

姓名： 

職務：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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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機械結構重點檢查紀錄表範例(可依需求調整項目) 

  

 

設備名稱或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1 

氣罩、管道及風機之磨損、腐

蝕、凹凸及其他損害之狀況及

程度 

   

2 
管道或風機之粉塵、塵埃聚積

狀況 
   

3 風機之注油潤滑狀況    

4 管道接合部分之狀況    

5 
連接電動機與風機之皮帶之

鬆弛狀況 
   

6 

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

施是否牢固、鏽蝕、損壞、崩

塌或其他妨礙作業安全事項 

   

7 

空氣清淨裝置構造部分之磨

損、腐蝕及其他損壞之狀況及

程度 

   

8 
除塵裝置內部塵埃堆積之狀

況 
   

9 

使用濾布式除塵裝置者，有濾

布之破損及安裝部分鬆弛之

狀況 

   

10 
其他保持效能與性能之必要

事項 
   

檢查人員資料 

職務： 

姓名：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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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局部排氣裝置維修保養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電子信箱  

事業單位行業分類 

(參考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

類) 

 

僱用勞工人數 

(男/女/合計)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單位/

設計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責

部分) 

 

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

測試單位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責

部分) 

 

局部排氣裝置定期 (重

點)檢查單位/檢查人員 

(可填多人，並註明各自負責

部分) 

 

維修保養項目/執行情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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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以上內容必須包括：各項維修保養明細及元件更換紀錄。 

維修保養人員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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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環境干擾氣流、室內外壓力差(補氣效能)、氣罩入口(開口)風

速檢測方法 

 

壹、環境干擾氣流檢測方法 

量測環境干擾氣流所使用之設備，必須使用無指向性風速計，如下

圖所示的例子： 

 

 

 

 

      

 

‘ 

 

 

 

 

在局部排氣裝置作動或不作動情況下，工廠依據平常情況正常操作

(例如平常作業時開啟的門、窗、電扇、冷氣、器械…照常開啟)，進行

以下檢測： 

 

1. 外裝型氣罩(側吸式、上吸式、後吸式、下吸式、側邊槽吸式、吹吸

氣流式與推挽氣簾式、接收型)：在距離氣罩吸氣口外緣往外 1 m 的

前、後、左、右四個與地面垂直的面上，以無指向性風速計量測上、

下、左、右、中央五個位置(如下圖)的環境氣流速度 Vdraft，有阻礙而

無法量測的垂直面或量測位置不必量測。各測量位置所測得的環境

氣流速度中，最大的數值稱為 Vdraft, max。若 Vdraft, max < 0.2 ~ 0.3 m/s，

即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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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氣口凸緣周遭包覆隔板或垂簾等外罩之氣罩(Booth，簡稱包圍型

I)：污染物發散源受四面外罩完全包覆者，不必檢測。若外罩未完全

包覆污染物發散源者，依下述第 3 點執行。 

 

3. 單邊或雙邊開口櫃形排氣裝置(Cabinet，簡稱包圍型 II)：在距離氣

罩吸氣開口面往外約 1 m 遠而平行於吸氣開口面的平面上，以無指

向性風速計量測上、下、左、右、中央五個位置的環境氣流速度 Vdraft。

各測量位置測得的環境氣流速度中，最大的數值稱為 Vdraft, max。若

Vdraft, max 的上限值< 0.2 ~ 0.3 m/s，即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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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室內外壓力差(補氣效能)檢測方法 

檢測補氣量是否足夠，可以使用電子式差壓計(如下圖)，量測室內

(氣罩所在之房間、廠房、隔間)氣壓 Pin與室外(風機出口接管排出口之

環境)氣壓 Pout 的差值Pin-out = Pin - Pout。若室內外氣壓差 Pin-out = Pin - 

Pout 符合P  -3 ~ -4 Pa，即為合格。量測  Pin-out時，由於差壓值甚

小，且儀表讀值會跳動，所以須使用長時間平均法，以獲得穩定的讀值。

量測平均時間的確定，須於現場嘗試多個不同平均時間，當平均時間長

於某個嘗試值之後，平均壓差值趨於穩定，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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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氣罩吸入口(開口)風速檢測方法  

 一般開口式氣罩，可使用如下圖所示之指向性風速計檢測： 

 

        



 

55 

      

 

 使連結或延伸自同一主管道的所有局部排氣裝置同時作動，進行以

下檢測： 

1. 外裝型氣罩(上吸式、側吸式、背吸式、斜吸式、斜背吸式、下吸式、

側下吸式)： 

在氣罩吸氣口平面上以指向性風速計量測吸入口風速。若吸入口為

矩形或方形，將該量測速度之水平面畫分為至少 16個等面積之區域，

等面積區域的短邊必須小於 0.5 m (如以下左圖所示黑點所示)。在各

個等面積區域中心點量測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風速 Vi，將量得的各

點風速 Vi加總，再除以量測點的數目得到平均風速 Vs。指向性風速

計放置位置大略如下圖中的黑點所示。將平均風速Vs記錄於表格中。

若吸入口為圓形，量測位置如以下右圖黑點所示。 

 

 

 

 

 

 



 

56 

2. 吸氣口凸緣周遭包覆隔板或垂簾等外罩之氣罩(Booth，簡稱包圍型 I)： 

(1) 若類似以下左、中兩圖之氣罩，以指向性風速計量測包圍區內，

平行於氣罩吸氣口水平面上，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面平均風速。

該量測速度之水平面盡量選取在包圍區的中段以上，但須避開迴

流區(若可能的話，應先以煙流法判斷迴流區所在位置而避開之)。

將該量測速度之水平面畫分為至少 16 個等面積之區域，等面積

區域的短邊必須小於 0.5 m (如下圖所示)。在各個等面積區域中

心點量測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風速，將量得的各點風速 Vi加總，

再除以量測點的數目得到平均風速 Vs，將平均風速 Vs 記錄於表

格中。 

(2) 若類似以下右圖之包覆型氣罩，則以指向性風速計量測開口處的

吸入風速 Vf，將這些開口處的吸入風速 Vf記錄於表格中。 

 

   

 

 

3. 單邊或雙邊開口櫃形排氣裝置(Cabinet，簡稱包圍型 II)：  

以指向性風速計量測櫃形排氣裝置開口平面上，往櫃形排氣裝置內

部，垂直於量測平面的面平均風速。將在櫃形排氣裝置開口平面畫分

為至少 16 個等面積之區域，等面積區域的短邊必須小於 0.5 m (如下

圖所示)。在各個等面積區域中心點量測往氣罩吸氣口方向的風速 Vi，

將量得的各點風速 Vi 加總，再除以量測點的數目得到平均風速 Vf，

將開口平均風速 Vf記錄於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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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此處所定義之單邊或雙邊開口櫃形排氣裝置並非指商品型化學排氣

櫃或生物安全櫃。 

若為商品型化學排氣櫃，應另以 EN14175 排氣櫃測試方法檢測。 

若為商品型生物安全櫃，應另以 NSF49 生物安全櫃測試方法檢測。 

 

4.單槽或多槽式氣罩： 

槽狀吸氣罩的吸氣口因較小，必需使用微小型指向性風速計，如下

圖所示： 

        

    若為下圖之單槽式氣罩，以微小型指向性風速計(探頭尺寸應盡

量小於吸氣槽寬度)量測位置圖所示，黑點處在靠近吸入口往吸氣槽

方向的風速 Vi，將量得的各點風速 Vi 加總，再除以量測點的數目得

到平均風速 Vs。指向性風速計放置位置大略如下圖中的黑點所示。

將平均風速 Vs記錄於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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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多槽式氣罩，以微小型指向性風速計(探頭尺寸應盡量小於

吸氣槽寬度)量測如以下數圖所示，黑點處在靠近吸入口往吸氣槽方

向的風速 Vi，將量得的各點風速 Vi 加總，再除以量測點的數目得到

平均風速 Vs，將平均風速 Vs記錄於表格中。 

(1) 雙槽或三槽，則如下圖所示。 

 

 

 

(2) 若大於三槽而且槽數為奇數，則如下圖(a)所示，只量測最上槽、

中間槽、最下槽的風速 Vi；若大於三槽而且槽數為偶數，則如下

圖(b)所示，只量測最上槽、中間 2 槽、最下槽的風速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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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以靜壓量測診斷局部通風管道問題範例 

 

在管道系統某些重要檢測點，例如：氣罩上游、空氣清淨裝置上下

游設置靜壓檢測孔，在靜壓檢測孔裝設壓力錶或各種電子式差壓計，如

下圖所示的例子。藉著檢視壓力錶或電子式差壓計(例如下圖)的讀值，

可以判斷管道/風機系統大致在那一段出現問題。 

 

    

可量到負壓的壓力錶 

 

    

電子式差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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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靜壓檢測與判斷範例 

因靜壓檢測孔的壓力錶或各種電子式差壓計入口常易堵塞，造成壓

力讀值錯誤，故取得讀值前需檢查靜壓檢測孔與壓力錶、電子式差壓計

是否堵塞，若有堵塞，需予清理，儀錶也需時常維修保養。下表為判讀

範例（讀值係指靜壓絕對值）： 

 

(a) 空氣清淨裝置堵塞 (b) 主管或支管堵塞 

  

(c) 風機性能劣化、排氣口堵塞、 

或管道接頭鬆動 

(d) 支管在 X 處堵塞 

 

 

(e) 支管在 X 處堵塞 (f) 主管在 X 處堵塞 

  

 

 

 



 

62 

 (g) 隨時簡易監控該氣罩吸氣速 

度是否下降 

(h) 空氣清淨裝置需清理 

 

 
 

 

範例(g)是典型的裝設於氣罩下游的例子，操作員可隨時觀測裝設

於氣罩下游差壓計之讀值。可於差壓表上之臨界壓力畫上醒目的紅色

或綠色線，若是讀值低於該紅色或綠色線，代表該處之壓力已低於臨界

值，亦即氣罩之吸氣速度可能因某些因素而低於設定之安全值，操作員

必須立即回報領班，進行後續處理。 

 

二、直管設置靜壓檢測孔的適當位置 

於管道靜壓檢測孔裝設壓力錶或各種電子式差壓計時，為避免因流

體分離而形成迴流泡而影響檢測結果，應參考下述原則裝設於直管適

當位置，避免裝設於彎管處。 

(一) 風機上、下游 

風機入、出口接管，使用「6 進 3 出」的原則設置直管，即風機入

口連接一段長度至少 6D (6 倍管道直徑距離) 的直管；出口連接一段長

度至少 3D的直管。靜壓檢測孔設置之位置如下圖所示，於連接風機入、

出口的直管上，距離風機入、出口約 2D 處。 

 

 



 

63 

(二) 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 

空氣清淨裝置上、下游入、出口接管，盡量使用「6 進 3 出」的原

則設置直管，即空氣清淨裝置入口連接一段長度至少 6D 的直管；出口

連接一段長度至少 3D 的直管。靜壓檢測孔設置之位置如下圖所示，於

連接空氣清淨裝置入、出口之直管上，距離空氣清淨裝置入、出口約 

2D 處。 

 

 

(三) 氣罩 

靜壓檢測孔設置之位置，於氣罩出風口下游之連接直管上至少  

2D 處，且需距離下游阻風門至少  2D；若氣罩下游所連接之直管長

度不足，則可放寬為，氣罩出風口下游之連接直管上至少  1.5 D 處，

且需距離下游阻風門至少  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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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壓孔的幾何設計及壓力錶的安裝方法 

設置靜壓檢測孔時，孔的中心軸必須垂直於管道壁面方向，以免動

壓干擾靜壓的量測。靜壓檢測孔與管道內壁交界處不可有毛邊、不可有

圓角；壓力錶、電子式差壓計旋進靜壓檢測孔時，不可突出管道內壁。 

(一) 標準靜壓孔 

標準靜壓孔直徑 d  1 – 2 mm；d / l 的範圍 0.5 < d / l < 6，如下圖

標準靜壓孔所示。d 若太小，壓力傳輸時間會太長；d 太小或太大，壓

力量測皆會造成誤差，如下圖靜壓孔的孔徑 d 對靜壓量測結果的影響

所示。 

 

 

標準靜壓孔 

 

 

 

靜壓孔的孔徑 d對靜壓量測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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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準靜壓孔替代方案 

因標準靜壓孔在製作上較困難，若不追求極高精準度，亦可以使用

下圖的方式替代標準靜壓孔。 

 

標準靜壓孔替代方案 

 

(三) 靜壓孔的幾何注意事項 

標準的靜壓檢測孔與管道內壁交界處不可有毛邊、不可有圓角、中

心軸必須垂直於管道壁面方向，否則會干擾靜壓的量測。如下圖所示，

框線所框圍的圖為標準的靜壓檢測孔，其餘的是未依規定製作所造成

的誤差值。 

 

靜壓孔的幾何影響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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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壓力錶安裝在靜壓孔的方式 

壓力錶旋進靜壓檢測孔時，不可突出管道內壁，以免動壓干擾靜壓

的量測。安裝方式，如下圖(a)、(b)所示；若管壁太薄需先鑲厚片再攻

內牙，如下圖所示。 

   1.壓力錶安裝在靜壓孔的方式： 

 

 

 

  2.管壁太薄時，壓力錶安裝在靜壓孔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