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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說明 
為預防防疫旅宿因通風空調問題造成環境汙染，進而可能增加隔離中之住宿旅客

感染疾病之健康風險，擬對於防疫旅宿之通風空調硬體設施及操作情形進行檢視，以

了解硬體設施的設計與操作運轉，是否影響入境旅客的隔離防疫目的，確保旅客健康。

本檢視重點的目的在提供檢視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的方法及要點，協助防疫相

關單位，保障防疫旅宿為合宜的居住隔離環境，不會使住宿旅客們因為環境等因素而

影響健康。 

一、 工作目標：防疫工作是以感染管制為主，但是好的通風空調換氣硬體設施，以及合

宜的硬體設施使用習慣，有助於整體防疫工作的遂行。主要工作目標，是在「化繁

為簡、降低作業難度、使業者及權責人員有能力自己執行」的前提下，盡量使檢視

工作變成容易執行的工作。 

二、 化繁為簡：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的檢視工作，為普遍落實及減低實施門檻，

在規劃上儘量簡化及降低實施技術門檻，盡量不要使用複雜昂貴的儀器，不需由

專業人員執行，只需要具備基本理工理解能力與物理觀念的大專畢業程度人員即

可，否則檢視工作無法即時普及與落實，造成新的問題。 

三、 最簡化表單：不需拘泥格式，利用最簡單化表單，當然這不足以描述可能存在的複

雜情況。檢視工作的執行過程中，若沒有遭遇到有礙防疫工作的實務問題，自然就

會容易執行；若遭遇實務問題，則重點在於描述問題，以及提出改善建議，因此檢

視人員必須理解，撰寫「補述與改善建議」才是檢視工作的重點，其餘項目只是方

便釐清問題、評估與擬訂對策，以遂行工作目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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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議檢視項目 
有關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的建議，對於每個檢視工作項目，都希望要

有充分的理解，建議對於檢視人員應實施適當的作業前訓練，以便使檢視工作不流於

形式、虛華不實，或過度苛責缺乏專業知識的實施者，因而使旅宿業者產生抗拒、疑慮

甚至拒絕提供防疫旅宿服務。工作執行時，分寸的拿捏非常重要。另外，檢視人員的個

人安全非常重要，作業前應確認房間是沒有受汙染的(已靜置、已清消完成)，並穿戴適

當的個人防護裝備。檢視項目如下所述： 

一、確認受檢視旅宿建築物備有各樓層平面結構及通風空調設施相關圖說，且內容與

現況大致相符。 

 確認受檢視旅宿建築物備有各樓層平面結構及通風空調設施相關圖說，且內

容與現況大致相符。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前應準備好以下文件： 

(一) 建築物各樓層通風空調設施平面圖（須標示平面圖上各客房的房號）； 

(二) 確認客房隔間是否都採用臥頂實牆（由地板到上一層樓板完全封閉）； 

(三) 確認外氣通風進排氣口的位置。如果來得及，檢視人員最好在作業前研讀各圖

說。 

二、確認空調設備型式且對照圖說，能找到正常運作中的空調出風口與回（排）風口。 

檢視人員到現場，會同業者、旅宿主管，以及熟悉通風空調硬體維護操作細節

的技術人員，借用照明燈具和登高用的合梯（或安全的攀爬工具）。對照圖說詢問

技術人員，了解通風空調系統如何運轉，目前有無硬體或操作方面的問題。 

現場抽樣檢視「乾淨且空置」的客房，應該很容易查找發現空調設備(室內機)、

空調出風口、排氣口、回風口、外氣引入客房的位置與外氣進氣口樣式等基礎資

訊，查看是否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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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通風空調設施均正常運轉，無人為關停部分設施或故障待修等狀況。 

各個通風空調設施及組件均正常運轉，無人為「關停」部分設施或故障待修等

狀況。特定防疫旅宿的通風空調設施最初設計時，所有裝置應該都是相互匹配的。

有些裝置可以「關停」，有些裝置則不能「關停」，這些都有操作規範。走動檢視時，

若發現某些出風口沒有風吹出來，某些回風口沒有抽吸作用，走廊或客房內天花

板某些置的維修口無故被打開後棄置等等「不正常現況」，就要詢問原因。 

四、若為中央空調系統，走廊為獨立封閉空間，則掃描走廊的二氧化碳濃度與溫濕度

分布情形。 

  因為檢視作業不會進入使用中的房間，保護旅客隱私及避免違反隔離規定。若

旅宿為中央空調系統，走廊為獨立封閉空間無打開外窗或門，可以藉由觀察二氧

化碳濃度、溫濕度沿著走廊的分布情形(必要時填表記錄之)，發現走廊與房間之間

是否有對流的情形。這對設有垂直共同管道間與中央空調系統的案例特別有用。

若走廊上某位置的二氧化碳濃度出現突然增加或減少的現象，代表那裡可能有問

題。濃度偏低表示有不明來源的戶外空氣來到這裡，濃度偏高表示通風換氣極差。

潮濕意味著空氣遲滯飽和，通常代表通風換氣不良。如果走廊有打開的對外窗或

門，這項目不適用略過。 

五、確認客房的隔間牆都是臥頂實牆，穿牆管線填實補滿。（如果可行時拍照驗證） 

  請旅宿業者確認客房的隔間牆都是臥頂實牆（如果可行時拍照驗證），且須注

意穿牆的管路線路是否有填實補滿。房間的隔間牆如果不是臥頂實牆，各客房空

氣容易混合，有發生群聚事件風險。若發現異常，宜拍照佐證，這是嚴重的錯誤。

除了客房隔間牆以外，穿牆管線孔洞未補實，浴廁高處（裝飾用天花板上方）以非

密閉的磚牆施做，造成不同客房之間鏤空孔洞的空氣異常混合現象。 

  



4 
 

六、以超音波水霧或其他發煙器材呈現門縫氣流洩漏方向，確認客房對走廊氣壓梯度

為零壓或相對負壓。 

  以超音波水霧或其他發煙器材觀測氣流，使氣流噴流方向與門縫平行，然後觀

察煙霧噴流的偏轉方向。觀察者站在房門外的走廊位置，若發現煙霧朝走廊流動，

代表客房充正壓，反之為負壓，若水霧噴流沒有偏轉，則為零壓。 

  若客房對走廊的壓力梯度出現異常的正壓，意味著有不受控制的未知氣流，自

客房流向走廊。這是異常狀況，必須記錄。 

七、確認空氣自客房單向流往浴廁空間，且浴廁通風機正常運轉。 

  發煙器放在浴廁門口，將浴廁門關到只剩一條門縫。煙霧噴流的方向與門縫平

行，然後觀察煙霧噴流的偏轉方向。煙霧若朝浴廁內部偏轉，代表客房空氣朝浴廁

流動，反之則有異常氣流自浴廁朝客房流動，或浴廁通風（排氣）機沒有發揮正常

的作用。 

  煙霧發煙器放在「運轉中的浴廁通風機」下方，煙霧朝上噴射，若煙霧噴流直

接流入通風機開口，代表通風機正常運轉；若煙霧噴流被逆轉往下壓，或猶豫遲滯

不肯流入通風機開口，則代表有異常情況，浴廁通風機的逆止風門可能故障損壞，

有異常氣流經浴廁流入客房。 

八、確認浴廁能對戶外有效排氣，並註記共用排氣口有無加裝多個客房共用的輔助排

氣機，以便加強各客房對戶外排氣。（特殊情況請註記於補述與改善建議單） 

  確認浴廁能對戶外有效排氣(查找為垂直排氣或水平排氣)，是否有共同管道

及對外排氣口(屋頂或建築物側面的排氣口)，有無加裝共同排氣口的輔助排氣機

等情形（特殊情況請註記於補述與改善建議單）。將發煙器放在「關停的浴廁通

風機」入口下方，煙霧朝上噴射，若煙霧噴流直接流入通風機，代表存在額外的

排氣機制，例如屋頂加裝的輔助排氣機，或促進當層排氣的輔助排氣機。 

  觀察浴廁通風機是否有密封連結對外排氣管，管線下游是否裝設止逆風門。

若遭遇到無法解釋或無法理解的奇怪通風現象，請註記於補述與改善建議單，以

便後續共同研究問題成因與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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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量測客房與浴廁氣溫、相對濕度，必要時填寫於數據記錄表。若出現客房空氣異常

濕悶或有異味的現象，請註記於補述與改善建議單並分析原因。 

  有住客的客房不要進去亦不做任何量測。無人居住且已完成打掃消毒的空客

房，照理說應該是乾爽舒適的環境，若異常濕悶或有惡臭汗味異味，則必有通風不

良的潛在問題，可嘗試查找原因。量測時若發現客房裡的相對濕度逼近飽和，表示

客房通風不良且空氣潮濕。 

十、如有需要時，施放特定氣體量測是否擴散傳播至相鄰接房間。 

依照前述項目檢視結果，如嚴重懷疑相鄰接客房之間有氣流相互交流可能導

致交叉感染的問題，可實施特定氣體擴散實驗。可在其中一間房間施放特定氣體

(例如酒精或辨識度較高之香水等)，再至相鄰接房間實施量測，如 TVOC 量測值

明顯增加或發現施放之香水味，即可發現有擴散傳播至相鄰接房間的問題，應予

以記錄此項問題，同時應觀察同樓層及不同樓層之相鄰接房間或使用同一共同管

道之房間，註記於補述與改善建議單並分析原因。 

 

第三章 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表單 
「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的作業表單包括五種，說明各種表單的

用途和填寫方法如下。 

一、空調設施檢查表：用於紀錄基本資料、通風設施類型等，以利後續之檢視工作，

見附件一。 

二、檢點表：用於概略記錄工作成果，彙整提供決策人員參考。見附件二。 

三、會同人員簽名單：用於共同確認檢視人員所記錄的內容與現況相符，見附件三。 

四、數據記錄表：檢視過程中發現異常狀況時，將量得的二氧化碳濃度、溫濕度等數

據登載於此，以方便後續討論或補述，見附件四。 

五、補述與改善建議單：凡是無法簡單標註的內容，都可以在此以文字補述。若發現

通風不良或異常問題，相關改善建議也可填寫於此，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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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防疫旅宿取樣檢視原則 
防疫旅宿的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與一般性質的「全面性、例行性」硬體

檢查工作不同，主要以「了解現況、找出影響防疫的問題成因、提供簡易改善對策」

為重點，因此執行工作時，必須掌握以下重點，不能使工作延宕，也不能草率為之，

務必要有一致性的作為。 

一、抽樣檢視工作時間宜掌控：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抽樣檢視工作之重點在了解現況並

對症下藥提出改善建議，並非全面性細部檢視全部客房的通風空調軟硬體設施。

建議每一家防疫旅宿的檢視工作宜於 2 小時內完成。除非特殊情形，不宜過久，

如時間過長或增加抽樣數或改為全面檢視，應記錄在補述與改善建議單中。 

二、每家防疫旅宿的客房抽樣檢視數量原則上 2 間：每場次工作中，接受細部檢視的

客房數量，以單一防疫旅宿 2 房為宜。原則上每 10 間客房抽樣詳細檢視 1 間（每

家防疫旅宿原則上檢視 2 間），若同一旅宿業者提供多種特殊規格的客房，且其特

殊與歧異的程度，可能對防疫工作造成影響，實有必有增加詳細檢視的客房數量，

並記錄在補述與改善建議單中。 

三、 不進入高風險客房檢視：為了避免檢視人員成為依法須實施隔離的對象，因而影

響整體工作的執行，防疫旅宿接受詳細檢視的客房，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一) 客房內無人居住已滿 24 小時，如為確診者曾住宿之房間為靜置滿 72 小時。 

(二) 無論前一位住客是否感染疫病，客房已完整清潔消毒，室內地面不濕滑。 

(三) 客房內通風空調設施均正常運轉（如有故障，請業者事先檢修）。 

四、優先選擇有問題的客房：若有多樓層，則優先檢視曾出現確診案例的樓層及房間，

或業者自行覺得有疑慮的其他重點關注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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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標準作業程序 
為了確保每一個場次的防疫旅宿檢視工作品質均一，擬訂標準作業程序如下，內

容現況隨工作進展修正適當的方式。  

一、行前準備作業。 

(一) 蒐集基本資料：防疫旅宿業者名稱、地址、電話、聯絡窗口。 

(二) 檢討儀器現況，配齊量測配件耗材，測試儀器性能，實施校正。 

(三) 整理隨行器材設備，其中必要隨身工具是溫濕度計、二氧化碳濃度計、有機溶

劑偵測器、可拍照與錄音的手機(相機器材)、超音波霧化器(或發煙器材)、照明

用小手電筒、其他。 

(四) 通知業者借用合梯（人字梯），並請業者準備通風空調設施平面圖等資料。 

(五) 備好所有作業表單及數量、文具。 

二、現場檢視工作的概略程序。 

(一) 到場時先依照規定著個人安全防護裝備，離開前擦拭消毒隨身工具。 

(二) 拍攝防疫旅宿外觀，以及週遭景物。向會同人員說明，檢視過程所拍攝的照

片，會列入記錄文件。若對方有疑慮，可由對方代為持手機拍照。 

(三) 向防疫旅宿業者介紹檢視人員，出示儀器設備供業者作安全登記，簡介儀器

功能與特性，了解儀器是否會影響現場工作，或現場環境是否可能導致影響儀

器正常功能。 

(四) 請業者口頭提供相關資料，例如屋齡、建築物特色、客房數量，前次大規模裝

修年份、大約有多少人經常在防疫旅宿裡執勤。 

(五) 請業者口頭說明目前的通風空調設施運轉概況，有沒有甚麼硬體設施性能問

題或操作問題需要解決。 

(六) 以走動觀察方式，如果可以，步行通過防疫旅宿各樓層走廊，了解通風空調設

施的位置與現況，拍攝照片，並實施簡單量測評估。必要時可於走動觀察後，

與會同人員協商，進行深入的輔助量測。必要時記錄量得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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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於現場初步勾選記錄作業表單，與會同人員研討發現的問題與其成因，以及

可能改善的方案，一併留下紀錄。 

(八) 現場檢視工作結束後，依照規定脫除著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及清潔消毒，返回

會議室實施後續會談，討論可行改善建議方案。 

三、檢視工作完成後，請會同檢視工作相關人員於檢點表背面簽名，有意見者可書面

陳述意見。 

 

 

第六章 常見的防疫旅宿通風問題類型 
彙整過去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較常見的部分問題型態，舉例說明如下，

提供檢視輔導工作參考，但是因為旅宿的建築、設備、地理位置等型態很多，也會受到

人為操作的影響，檢視輔導人員需視實際情況，運用學理與經驗判斷，協助防疫旅宿達

成其設置之目的。 

［共通性的常見問題］ 

一、因為天氣太冷，住客關停客房的內循環冷氣（FCU 或分離式冷氣），室內空氣遲滯

不流動，室內嚴重潮濕。 

使用除濕機可以有效控制客房相對濕度，提供取暖效益，使住客感到舒適。除此

之外，飛沫微粒中所含病毒因為環境空氣乾燥而喪失感染能力，或因靜電附著、膠

結而不再懸浮於空氣中，顯然有助於防疫。 

二、浴廁天花板上方空間完全封閉，浴廁通風（排氣）機虛有其表，排氣無法排出戶外，

導致客房與浴廁嚴重潮濕。此問題短時間內無法改善。 

三、浴廁通風（排氣）機出口沒有銜接專用的排氣風管，浴廁天花板上方空間僅在共同

管道間的壁面上挖洞（或磚牆縫隙未封閉），使浴廁潮濕空氣擠入共同管道間，形

成不正常的排氣。 

四、浴廁通風（排氣）機出口沒有串接止逆風門，導致共同管道間（或當層排氣風管）

內的氣體有逆流之虞，汙染浴廁與客房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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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房外窗缺乏管制，導致客房氣體異常流向走廊。 

(一) 若設有中央空調外氣引入設施，則外氣可直接流入客房，此時為了與浴廁通

風機形成進排氣的匹配關係，外窗必須關閉，才能維持客房相對於走廊的氣壓

差異為「零壓或微負壓」，否則易受戶外自然風向影響，將客房汙染空氣擠向

走廊，或透過門縫，從走廊引入汙染空氣，造成群聚。 

(二) 若客房沒有正常的補氣來源，則需要較大的門縫，使浴廁通風機能從走廊取

得補氣，維持客房的通風換氣。 

六、客房沒有正常的補氣來源，客房門縫緊閉，浴廁通風機抽不到空氣，於是通風機從

沒人知道哪裡來的洩漏縫隙，抽取品質不明的空氣。 

七、客房設有 2 個以上對戶外的窗戶，採用全自然通風換氣（無機械通風設施，或機

械通風設施作用不大），但客房門縫過大，且未管制客房門禁，使客房內汙染空氣

向走廊方向異常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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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空調設施檢查表 

旅館名稱： 

建築物地址：______縣/市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___路/街/大道____段 

               ____巷____弄____號之____  ____樓之____至____樓之____ 

1 房間狀況：抽檢______號房 

1.1 空調形式：□ 中央風管循環系統 □ FCU 冰水送風機 □ 分離式 □ 

窗型 

1.2 空調循環方式：□ 室內循環 □ 引進新鮮空氣 

1.3 廁所抽風狀況：□ 機械通風 □ 管道自然通風 □ 開窗 

1.4 房間隔間隔至頂：□ 有 □ 無 

 

2 房間狀況：抽檢______號房 

2.1 空調形式：□ 中央風管循環系統 □ FCU 冰水送風機 □ 分離式 □ 

窗型 

2.2 空調循環方式：□ 室內循環 □ 引進新鮮空氣 

2.3 廁所抽風狀況：□ 機械通風 □ 管道自然通風 □ 開窗 

2.4 房間隔間隔至頂：□ 有 □ 無 

 

3 走道通風空調狀況：□ 有 □ 無 

4 走道有無開門/窗：□ 有 □ 無 

5 浴廁排氣系統：□ 各房間單獨抽氣 

              □ 共用管道機械通風□ 共用管道自然通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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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檢點表 

（請會同檢視人員於背面簽名，如有意見亦可於背面陳述） 

項目 檢點項目 
檢點 
結果 

補充說明 ( 缺失要拍照存證 ) 

1 
確認旅宿業者備有通風空調設施相關圖

說，且內容與現況大致相符。 
□ 

 

2 
對照圖說，能找到正常運作中的空調出

風口與回（排）風口。 
□ 

 

3 
各通風空調設施均正常運轉，無人為關

停部分設施或故障待修等狀況。 
□ 

 

4 
量測走廊二氧化碳濃度與溫濕度。若有

異常才填寫數據記錄表並補述之。 
□ 

 

5 
請旅宿業者確認客房的隔間牆都是臥頂

實牆。（必要時拍照驗證） 
□ 

 

6 
以可視煙霧呈現門縫氣流洩漏方向，確

認客房對走廊氣壓梯度為零壓或相對負

壓。 

□ 

 

7 
確認空氣自客房單向流往浴廁空間，且

浴廁通風機正常運轉。 
□ 

 

8 

確認浴廁能對戶外有效排氣，並註記有

無加裝多個客房共用的輔助排氣機，以

便加強各客房對戶外排氣。（特殊情況請

註記於補述與改善建議單） 

□ 

□共用排氣機位於屋頂管道間出口 

□共用排氣機位於當層排氣出口 

9 
量測客房與浴廁氣溫、相對濕度，必要時

填寫於數據記錄表。若異常濕悶或有異

味，請註記並補述說明。 

□ 

 

10 
如有需要，施放特定氣體量測是否擴散

傳播至相鄰接房間，請註記並補述說明。 
□ 

 

檢點結果標示原則：☑現況尚屬合理，☒情況不甚理想，□無法判斷（請補充說明情況）。 

 

 

檢視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點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_______時_______分 

111/01/10 

防疫旅宿代號或名稱 

附件二 



12 
 

「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會同人員簽名單 

（檢點表在背面，請會同人員在此簽名，如有意見亦可在此陳述） 

 

政府相關單位 

(疾病管制署及區管制中心) 

(地方政府衛生局及衛生所) 

接受檢點之防疫旅宿人員 

 

防疫旅宿通風空調設施設計、監造、承建、維護人員 

 

其他相關人員 

 

意見陳述：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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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數據記錄表 

(第       頁共       頁，必要時才記錄) 

空間 / 位置名稱 
二氧化碳濃度 

（解析度 10ppm） 

氣溫 

（解析度 1℃） 

相對溼度 

（解析度 5% RH） 

    

    

    

    

    

    

    

    

    

    

註 1： 空間/位置名稱縮寫原則舉例如下。C301 表示位於走廊上 301 客房門口（房門維持

關閉）；R253 表示 253 客房臥室內床鋪旁；T113 表示 113 客房的浴廁內部深處。

其餘特殊位置請直接以文字註記名稱。 

註 2：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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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旅宿通風空調換氣情形檢視工作」補述與改善建議單 

(第       頁共       頁) 

 

 

 

 

 

 

 

 

 

 

 

 

 

 

 

 

註：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印。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