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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今日的地球環保課題已面臨生死存亡的關鍵，2005 年京都議定 

書對二氧化碳強制減量政策以來，地球氣候溫暖化之趨勢依然有增

無減。為了呼應地球環保的責任，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依據全國能源

會議要求，進行住商能源節能法制管制成效評估以及我國建築節能

法規與綠建築審查的效益評估，尤其針對建築節能法規與不同使用

型態建築物進行管制基準強化與發展改善策略，俾具體提供標準工

法與實際作法，俾落實建築節能政策效益。 

 

影響建築耗能之因子 

(一)建築外殼之隔熱（保溫）性能 

    1.在於阻絕建築外殼溫差傳透熱（thermal transfer heat）

的進出，亦即在於抑制經由玻璃面與外牆以熱傳透方式進出的熱流。 

      2.對於玻璃面的隔熱方法，就是採用隔熱良好的中空玻璃或雙

層氣密窗；對於壁體的隔熱方法，就是採用隔熱性能較佳的保溫材料。 

      3.建築外殼傳透熱流的關鍵在於材料的熱傳透率，熱傳透率一 

般以 U 值（W/ m2‧k）來表示，其值越小隔熱能力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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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外殼之遮陽性能 

    1.建築外殼之遮陽性能:在於控制經由太陽輻射傳入的日射熱

得（solar heat gain）。阻擋日射量進入建築物的手法，包括「減少

開窗率」、「採用外遮陽」、「使用低日射透過率的玻璃」。 

      2.建築外殼的節能設計:首創開窗率，這項因素影響空調負荷

量佔 50%以上。適當的開窗方式及數量不僅增進建築明亮感，也會減

少不當的耗能。其次建築開口部分的遮陽設計，例如陽台的遮陽設計

也會影響空調負荷約 20%，而且南北區域也因為日照強度不同而有不

同的標準。 

建築環境因素 

 

(一)  環境因素定義 

       是指一個組織的活動、產品或服務中能與環境發生相互作用

的要素， 包括那些造成實際的和潛在的、不利的和有利的環境影響

的要素，其相關的主要要素有時間要素和空間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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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見的環境因素 

電能消耗、燃燒和火災、固廢丟棄、危廢處理、噪聲排放、 

水資源消耗、粉塵排放、廢水排放等，這些都是各種建築工程中最主

要的環境因素，還有其它環境因素。 

外殼節能合格標準 

1. 住宿類與辦公類建築物，應盡量設計成建築深度 14 米以

下的平面，以便涼爽季節採自然通風，並減少空調之耗能。 

2. 切忌採用全面玻璃造型設計，辦公建築開窗率最好在 35%

以下，住家開窗率最好在 25%以下，其他建築在合理採光

條件下，不宜採用太大開窗設計。 

3. 盡量少用屋頂水平天窗設計，若有水平天窗設計必須採用

低日射透過率的節能玻璃。 

4. 住宿類建築物避免採用全密閉式開窗，每居室應至少有四

分之一以上可開窗面，以利通風，並避免日曬。 

5. 開窗部位盡量設置外遮陽或陽台以利遮陽。 

6. 住家採用清玻璃，空調型建築多採用 Low-E玻璃。 

7. 做好屋頂隔熱設施(U 值在 0.80 W/(m2.K)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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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殼節能技術 

(一) 國內外建築節能規範 

 1. 我國建築節能法規採用 ENVLOAD、Req、AWSG 等性能式規

定，以整體考量開口率、隔熱、遮陽等綜合性能。此一性能

式法規相較於美國、中國 U 值之局部規定更具全盤考量。但

若以建築外殼耗能規定而言，相較於與臺灣氣候近似的美國

ASHRAE90.1 中的 Zone 1~2 以及中國華南地區，我國現行外

殼隔熱之 U值規定約為美國及中國隔熱水準之 30~70%，因此，

部分專家學者建議營建署修改建築技術規則之外殼節約能源

標準，以提高窗戶、外牆及屋頂之隔熱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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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外殼節能技術 

由文獻研究顯示，外殼保溫在越冷的氣候區越有節能成效；

濕熱型氣候條件則是遮陽性能影響較大。以台灣濕熱型氣候條件來

看，一般 RC構造的建築外殼已達初步保溫效果，而建築物阻隔太陽

熱輻射的遮陽性能、屋頂隔熱性能反而更顯重要。 

1. 屋頂隔熱技術： 

台灣水平方位的日射量為南向的 2.78 倍，建築物屋

頂層的空調負荷量甚高，尤其在夏季，屋頂層外表面溫度可能高

達 60~70℃，非空調頂層內部表面溫度可能高達 45℃，使室內產

生高輻射熱。降低透過屋頂傳入室內熱量主要有兩個重點，一是

降低屋頂外表面的等校溫度，亦即減少屋頂的太陽輻射熱吸收；

另一則是加強屋頂隔熱層性能，亦即降低其 U值。一般可透過以

下幾種方式可降低屋頂外表面的等效溫度與 U值：包含「屋頂綠

化」、「設置冷屋頂」、「屋頂遮陽與灑水」、「鋪設隔熱層」及「設

置雙層通風屋頂」，也可利用利用淺色外牆材料反射太陽輻射熱，

淺色外牆可反射太陽輻射熱，減少建築物吸熱，降低熱島效應，

因此在高溫氣候區應盡量避免採用深色外牆材料，在東向與西向

牆面盡量以淺色材料為主，北向牆面則可使用顏色稍深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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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開窗部位遮陽與隔熱：對於可透光的開窗部位其節能重點

在於控制太陽輻射經由窗戶傳入室內的日射量，一般常見的節能手

法可分為「採用遮陽設施」、「使用節能玻璃」及「採用隔熱紙」等

三大類。其中，外遮陽是最具有節能功效的措施，最多可以節省

45%的空調耗能。 

3. 利用高性能外牆隔熱材料，最常見的材料為發泡隔熱材，

例如 XPS 或 EPS發泡板與 PU 聚氨脂板，若用於外牆室內側則可用隔

熱棉，亦有廠商將外牆材料與隔熱材結合在一起，可節省隔熱材施

工手續。 

4. 利用外牆內中空部分隔熱，此方法為利用牆構造單元內之中

空部份，或是內外牆體間之空氣層(雙層牆構造)的低熱傳導性，來

達到隔熱的效果，傳統上使用空心磚來砌牆，便是這個道理。 

      5.在室內外較溫差大或是日夜溫差較大的情況，可於中空層

塞入隔熱材，以提高隔熱性能，可讓室內溫度較為穩定而不至於隨

著室外氣溫馬上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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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及建議推動作法 

     1. 影響空調耗電的建築物外殼因子包含方位、開窗率、外

殼保溫性能及窗面的遮陽性能等，在濕熱型的氣候條件下，建築物

的遮陽性能影響較為顯著，因此以台灣的氣候條件，建築外殼之節

能重點應著重於阻隔太陽輻射之窗戶遮陽改善與屋頂隔熱改善。 

      2. 以外殼改善案例分析，外遮陽改善投資回收年限約

15~20 年，屋頂隔熱改善投資回收年限約 5~10 年，又以南部區域改

善效益較佳。因改善投資回收年限過長，目前改善案例還是以建研

所補助案例居多，若缺乏補助誘因，較難推動民間建築執行。 

      3.部分縣市政府為美化都市景觀提供大樓外牆改造補助，建

議應結合建築外殼節能規範要求，以達到景觀美化及節能雙重目

的。我國建築節能法規與氣候相近的美國 ASHRAE90.1 中 Zone 1~2

以及中國華南地區規範相比，外殼隔熱性能之規定僅為美國及中國

隔熱水準之 30~70%。以台灣的氣候條件而言，建築外殼之節能重點

應著重於窗戶遮陽改善與屋頂隔熱改善，但因改善投資回收年限過

長，目前改善還是以政府補助案例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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