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各類建築物場所防火標章認證評估基準及審查原則（112-11公告） 

 

一、 為建築物之自主管理及自主應變性能，強化其維護與操作安 全設備

與設施及採適當之管理措施，申請人應提出風險評估說明降低風險 

發生及衝擊方案，得採以下評估方法輔助說明： 

(一) 本中心 103年出版之「防火安全評估基準」 

(二) 建築物供工廠用途使用者，得採用內政部 112年 7月 10日內授

消字第 1120824771號函訂「輔導既存工廠自設滅火設備及替代

設施指導原則」。 

二、 氣候變遷下，複合災害及多樣災例己不斷發生，基於災例有複合使用

風險及收容避難困難之人員特殊空間火災風險，考量即便依法設計，

仍有負荷火災成長所造成之災害衝擊，下列場所應依風險辨識及使用

空間配置，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並應強化防火區劃、管道間貫穿處之

防火填塞： 

(一) 收容行動不便之場所之醫療院所及長期照顧機構場所，如：長期

照顧機構、護理之家、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機構等。 

(二) 儲存或製造大量火載量及危害物品之場所，如物流倉儲及工廠建

築物。 

(三) 收容不特定人員出入且有特定時段大量人流進出之場所，如商場

及大型公共展演場所。 

(四) 提供留宿空間之場所，如旅館等。 

三、 收容行動不便之場所之醫療院所及長期照顧機構場所，除依第一點規

定外，並應參考本中心出版之「醫療院所防火安全及緊急應變整體規

劃指引」提出防火安全方案，同時應具備以下性能： 

（一） 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尤以特殊空間應予佈設）。 



（二） 特殊醫療運作空間（如手術室，加護病房，呼吸照護病房等）： 

1、 應具備兩個以上不同方向之避難出口，如受既有空間限制僅一

個方向出入口者，應提出合理可行之安全管理及緊急應變方

案。 

2、 應具備獨立防火區劃及空氣調節設備，避免受其他空間火煙波

及。該區域之電力及醫療氣體設計必須能維持緊急狀況下維生

設備持續之運作。 

（三） 各年度必須進行火災應變演練（包含桌上模擬及動態演練），

演練假設情況必須考慮到不利的情境（例如夜間），演練腳本

應先進行應變推演以實際值班人員規劃，並考慮到火警信號鳴

動及人員發現火災等兩種情境演練。各年度演練腳本應持續檢

視修正而有不同。 

（四） 明確避難逃生圖之資訊以供桌上應變推演，強化實際火災情境

之演練。 

（五） 委外經營之美食街、店舖等外包空間，應有裝修、用電管理辦

法強化風險辨識及防災能力，並應有持續應變演練及與院內或

機構有互動減災共識作為。 

（六） 具備具體可行之應變計畫，特別是針對無法自行避難人員，提

出初期水平疏散流程及順序之策略。水平疏散路徑中之門扇應

能兩方向開啟，如為防火門扇並應有配合疏散策略之關閉及開

啟方案。 

（七） 防火門或防火捲門能於火災發生時閉合，無障礙物妨礙動作，

並有日常巡查計畫。 

四、 儲存或製造大量火載量及危害物品之場所，除依第一點規定外，並應

參考「物流倉儲風險辨識與輔導案例暨災例回饋核保參考指標」提出

防火安全方案，同時應具備以下性能： 

（一） 各空間及高架料架除應依法規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外，並應就各



空間及外牆之火災風險，提出防止火災延燒擴大之防火避難設

施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因應方案，必要時增加自動撒水設

備設置。 

（二） 辦公區與倉儲區應具備獨立防火區劃。 

（三） AS/RS倉儲區應具獨立防火區劃，並強化輸送機具日常安全巡

檢，以及定期進行輸電設備檢查。 

（四） 室內裝修材料應採耐燃材料（包含室內保溫材），若有取貨需

求之料架，並應檢視兩方向避難安全及防止妨礙撒水設備作動

之強化措施。 

（五） 公共危險物品應專區管理，該區應具防火時效牆體及門扇區隔，

並提出防止火災發生及波及方案。。 

（六） 壓縮氣體之物品（如噴霧罐）及乾洗手噴霧等可燃性液體應獨

立區域設置，以防止火災時火勢擴大。 

（七） 碼頭區及棧板存放區、垃圾存放區應加強分類管理，以及縱火

防制，並提出廠區內禁火管理措施。 

（八） 如有進出貨而延伸之雨遮等設施，應與鄰棟間保持距離防止鄰

棟火災時延燒波及廠區之規劃。 

（九） 應有充電設備、充電區，及機械設備軌道及分電盤之安全管理

計畫。 

（十） 充電區應無可燃物如棧板、貨物堆置，並應與倉儲空間分隔

及設置獨立之用電迴路。 

五、 旅館等提供留宿空間，並應具備以下防火安全措施強化安全性能： 

（一） 廚房燃氣設備應設置簡易自動滅火設備，油煙罩及油煙管應有

至少每半年定期清洗除油之實施。 

（二） 加強火警受信總機火警訊號與火警分區認識之訓練，尤其夜間

值班人力較少情境，應訓練火警時即時確認火災位置、廣播及

引導等之應變作為。 



（三） 房務整理備品空間，不得位於緊急用昇降機間，並應保持上鎖

並加強監視避免縱火。 

（四） 強化烘焙點心料理空間及廚房冷藏冷凍設備之用電迴路設計，

並列為定期檢查重點，強化安全管理。 

（五） 定期巡檢三溫暖等加熱設備及木作座椅等處所，以降低低溫著

火之火災風險。 

（六） 垃圾處理空間應有縱火防制措施，並應避免鄰近用火及插座空

間或廢氣排放處。 

（七） 防火門或防火捲門能保持常閉或與火警連動關閉，關閉後並應

能保持閉合、無障礙物妨礙動作，並有日常巡查計畫。 

（八） 避難逃生圖應明確安全梯之方向與所在位置資訊，故應有各空

間名稱以強化辨識度。。 

六、 收容不特定人員出入且有特定時段大量人流進出之場所，應提出以下

防火安全措施強化安全性能： 

（一） 各樓層應依收容人員人數提出分流避難之方案，或以建築物防

火避難性能驗證檢視其安全性能。 

（二） 提供火氣使用空間（如廚房、美食街廚房），應以防火時效牆

體及防火門區隔。 

（三） 就行動不便者提出初期暫時等待疏散策略及位置。 

（四） 各店舖如有配電盤者應與可燃物保持距離，並應強化自主管

理。 

（五） 倉儲空間應設置火警警報設備、上鎖並加強門禁及縱火防制管

理。 

（六） 烘焙點心料理空間之用電安全管理。 

（七） 外包空間（如小吃街、展覽）及商場、用電裝修管理辦法。 

（八） 防火門或防火捲門能保持常閉或與火警連動關閉，關閉後並應

能保持閉合、無障礙物妨礙動作，並有日常巡查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