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工程管理指導 

程序編號：312 

程序名稱：土建與機水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程施工介面整合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編製 

1.0 相關規定： 

1.1 本局工程契約 

1.2 本局監造契約 

2.0 目的 

為使各工項（土建與土建、機電與土建、機電與機電工程之間）之施工介面配合良

好，並使土建及機電廠商與各工項間人員相互了解施工介面之整合時點、重點內容

及注意事項，能依各工項程序進度先後順序規劃施作，避免設計與施工疏漏並減少

介面衝突，並儘早發現解決問題，以提升工程品質及工進，特訂定本程序。 

3.0 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本局自辦及委外監造工程之各工項介面整合工作。 

4.0 定義 

4.1 機水電：舉凡各類機械、給水、排水、污水、消防、高低壓電、弱電、儀控及

各管線等施工項目均屬之。 

5.0 說明 

5.1 本程序作業流程如「土建與機水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程施工介面整合流

程圖」。 

5.2 施工前各施工廠商應將土建與機水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程施工介面整合

圖說，提報監造廠商。 

5.3 各介面之整合時點依土建實際工程進度於 1個月前提出。 

5.4 本局督導監造廠商於整合時點，督促各施工廠商於施工前依限提出土建與機水

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程施工介面整合圖說，彙齊後召開協調會討論各施

工廠商所提各施工介面圖說及各工項之配合施工順序、時程、注意事項與設計

如有疏漏時之補救措施。 

5.5 監造廠商應監督各施工廠商確實依審定之介面整合圖說及協調事項辦理。 

6.0 表格 

無 

7.0 附圖 

土建與機水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程施工介面整合流程圖 

 
本文件係依據現行法規、行政指導、解釋函等，與本局相關契約文件範本及規定編製，
如依據已變更或個案契約文件有不同約定者，應從其規﹙約﹚定辦理，如屬通案性質
者請通知業務單位辦理修正。 

 



土建與機水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程施工介面整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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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促各施工廠商依限提出
施工介面整合圖說及相互
應配合與注意事項。 

◎ 召開協調會整合並審定各
施工廠商所提土建與機水
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
程施工介面圖說及各工項
之配合施工順序、時程、注
意事項與設計如有失漏時
之補救措施。 

◎ 監督各施工廠商確實依審
定之介面整合圖說及協調
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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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整合時點於施工前各施
工廠商提出土建與機水
電、空調、瓦斯及電梯等工
程施工介面整合圖說及相
互應配合與注意事項，提報
監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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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之項目： 
 
1、「基礎開挖及筏式基礎」之介面。 

2、「地下室及停車場（含採機械式）」之介面。 

3、「各樓層大樓樓版」之介面。 

4、「各樓層樓底版與天花板間」之介面。 

5、「各樓層天花板以上至頂版」之介面。 

6、「各樓層柱及牆壁」之介面。 

7、「各樓層垂直管道間」之介面。 

8、「廚房」之介面。 

9、「廁所、浴室（含無障礙空間）」之介面。 

10、「屋頂、管道間凸出物」之介面。 

11、「中庭、景觀工程」之介面。 

12、「電梯工程」之介面。 

13、「配電場所（台電受電室）」之介面。 

14、「電氣配電室」之介面。 

15、「發電機房、消防幫浦室、污水處理、空調等機房」之介面。  

16、「電信室」之介面。 

17、「中央監控室、資訊室、管理員室」之介面。 

18、「檔案庫房」之介面。 

19、「不斷電設備室（UPS）」之介面。 

20、「自來水蓄水池」之介面。 

21、「大型設備安裝及位置」之介面。 

22、「小型設備安裝及位置」之介面。 

 
 
 
 
 
 
 
 
 
 
 
 
 
 
 
 
二、重點內容注意事項 
 



1、「基礎開挖及筏式基礎」之介面： 

a.開挖大底前應調查基地內地下、地上各管線、路燈、電桿及樹木之情形，並向相關
單位辦理管線遷移作業。 

b.基礎開挖大底施工時，水電接地工程須配合時程完成。 

c.鋼筋籠製作時，相關外管線引進或排污水管等應檢討高程並配合止水套管佈放。 

d.筏基基礎設計有廢水池、消防水池、污水處理設備槽、空調儲冰槽等水池時，其 

施工時應配合連通管、通氣管之佈放套管及位置應正確與鋼筋結構之補強。  

e.連通管及上方通氣管配合拆模後須清通。  

f.筏基內有沉水式泵浦或鼓風機設備時應配合施設基礎座及預埋螺栓。  

g.若以筏式基礎為污水處理槽、消防水池或空調儲冰槽時，應須配合注意雜物清除及
防水措施或槽壁保溫與施工時程之配合。 

h.接地工程之接地線之止水措施須配合筏基澆築施作。 

i.電梯機坑與地樑是否牴觸。 

j.各污水槽位置應詳細核對結構或筏基圖面，以免位置不相符。 

k.電力、自來水、電信等設施，在施工之前須經相關單位審核後才能施工，故施工之
前必須將上述審核圖與發包施工圖面仔細核對，找出變更處。若施工之前審核圖件
未取得，應與相關單位連繫並追蹤趕辦。 

 

2、「地下室及停車場（含採機械式）」之介面： 

a.地下室天花板之粉刷或油漆及地坪與水電管路設備之施作時程之協調，相關設備安
裝後之防護措施檢討。  

b.地下室頂板、樑位下各相關管線系統（如：泡沫、消防、泡沫、風管、冰水管、電
氣、電信、給水管、污排水管、匯流排、導線槽、照明設備、排風機等）之高程、
位置規劃配置，應於施工前應予套圖，排定各管系設備其施工順序、上下、右左之
空間排列設置位置、高度，避免造成室內淨高不足或不符法規等之情形。  

c.外管線（電力、電信、自來水、有線電視、監視等）引進管及污水、雨水管路引出
管之位置、高程（尤其斜坡之工地），須注意建築物 GL 高程及現有、完工後水溝、
路面之高程，預埋穿越外牆或連續壁之防水或止水預埋套管。  

d.建築工程中鐵捲門、防火區隔之防火鐵捲門之偵煙感知器、電源、控制箱、按鈕開
關盒之預留管線、出線盒、配管之位置及電壓配合，須與水電工程套圖並之配合檢
討設置並釐清施作之權責，以免遺漏或不相符。 

e.地板落水頭及地面洩水坡度與截水溝之配合，外牆複壁內之地板落水頭與維修口位
置之配合，並如何防止落水頭預留管遭破壞及泥漿、雜物掉入阻塞問題。 

f.所需穿樑預留套之結構檢討與補強措施。 

g.電氣、電信幹管均採穿樑下施工，在平面空間許可下，並應避免在各類水管下裝設。  

h.照明設備與泡沫噴頭與風管、風機牴觸時，應配合設置於風管下方，或酌量增設。  

i.機械式停車場所需之電源提供及位置與施作權責應予釐清。 

j.車道室外紅綠燈位置應考量是否影響鄰屋炫光視覺。 

k.地下室粉刷、外牆防水、雜務清理，應儘早完成以利水電能及時配管，並避免管路
遭油漆或泥作污損。 



l.受電箱、電表箱、大型開關、消防栓箱體距離停車位是否太近或易遭車子撞壞。 

m.地下室停車場之地面出入口處應考慮周圍道路高程及予以提高，以免遇豪雨時，雨
水易溢流入至地下室。 

o.防臭式人孔蓋之尺寸、位置應配合地板結構預留開口，人孔蓋完成面應配合地板高
程施作並應平齊。 

p.燈具預埋之出線口及燈具之安裝，需考量與風管或風機之位置牴觸問題。 

q.污水泵浦若為著脫式，應考量維修之人孔尺寸是否足夠安裝及日後維護泵浦之拆
卸。 

r.污水池內若有設置污水處理之濾材時，應考量人孔尺寸是否足夠濾材進出施作。 

s.污水人孔蓋應避免設置於車道位置。 

t.機械停車筏基坑之排水出口，應避開機械停車骨架。   

 

3、「各樓層大樓樓版」之介面： 

a.模板、鋼筋組立綁紮時與管路、出線匣、吊錨鏍栓、給水管與排水管、污水管等須
適時配合施工，並須協調配管施作、試壓時間及模板、鋼筋撤場所需時程。 

b.大型機電設備置放處之樓板，應考慮結構載重，或置放於樑上。 

c.樓板內預埋管線不可過於集中，將影響樓板載重強度及混凝土澆築。 

d.室內有防水層之地板時，應盡量避免貫穿，不得已而須貫穿時，應使用止水樓板接
頭，並協調防水層之施作。 

e.配合模板組立時，相關管線、設備、吊掛位置需放樣預埋吊掛螺絲，需確定介面位
置。  

f.樓版與地板線槽，其出線口蓋板與地板最後完成面應配合平齊。 

g.天花板上有給、排水明管時，應考量是否加裝設天花板裝飾。 

h.鋼骨樓板出線口及預留管路，應配合規劃切割開口。 

i. 拆模時應注意避免破壞水電預留管路（電氣、給排水管路等）。 

  j.所有樓板之配管必須鋪設於上下層鋼筋之間，並用軟鐵線固定於配筋上，管路末端
開口須封閉，以防澆築泥漿時混凝土進入阻塞管路；樓板灌漿時應派員在現場以
便隨時處理脫落或斷裂管路。 

 

4、「各樓層樓板與天花板間」之介面： 

a.應檢討詳細套圖妥適的安排樓板與天花板間各機電管線之施工，及各工項依工進
依序施工及所需施作時程之協調，並檢討天花板高度及走道與室內之淨空間，合
理的利用建築空間，協調及統合各項設備之佈設及相關設備安裝後之防護措施檢
討。 

b.各管線可穿樑的，必須在製作鋼樑時預留孔，如為 RC構造，就須預埋套管，以利
管線穿越。 

c.管線應儘量避免穿樑，若無法避免時，須檢討並經監造單位同意方可施作。  

d.天花板如採暗架施工，各機電管線之出口在同一排設備板上，則空調送風管、空
調回風管、電管、消防管、消防感知器控制線管、緊急廣播管線、各機電出口及
設備吊架等，皆應按施工前協調套圖之位置及施工順序施工，不可搶先施工，產



生衝突後再更改。 

e.如有吊掛之空調大型空調箱、小型送風機、排（送）風機等機電設備，應依天花
板之工進，先行進場施工。 

f.天花板要施工時，天花板內之水管或消防管應完成試壓後才封板。 

g.給排水、空調管路等明吊管，應考量影響美觀問題或施作天花板遮飾。  

h.天花板內之水管或消防管，應避免設於匯流排或電氣管槽上，以免水管破裂後，
損及電氣管線。 

i.室內有防水層之地板時應盡量避免貫穿，不得已而須貫穿時，應事先協調配合施
作方式。 

j.無天花板設計之樓層，大樑及小樑型成之樓板空間，其樑深超過 60cm 時，需考量
感側器（偵煙、差動）之有效感知區域設置檢討。  

 

5、「各樓層天花板上」之介面： 

a.天花板上之各給排水、電氣、消防管線、風管、冰水管、燈具、閥件、吊架等，
協調確認配合天花板高程並檢討所需之空間是否足夠配置。 

b.空調出（回）風口、消防撒水頭及飾板、火警偵測器、廣播喇叭、燈具、進風、
排煙閘門等之開口位置周邊，應協調介面配合裝修或天花板安裝整合施作及配合
施作時程檢討，並釐清施工介面權責並求美觀。 

c.燈具、空調出風口等設施之顏色，應搭配天花板之顏色，以求調和。 

d.11樓以上之撒水頭位置與天花板高程檢討。 

e.天花板之吊架、吊線應避免接觸風管以免影響噪音或震度。  

f.水電、空調工程應提供燈具、感知器、排煙閘門、空調送風口、小型送風機、排
送風機、出(回)風口及、風管分歧、風量調整、防火等開關及閥件位置，必要開
設預留之檢修口位置圖，與建築承商協調配合天花板開口及周邊配合施作與施作
權責釐清。 

g.燈具、空調出風口、進風、排煙閘門等，重量較重者，應另設吊架，不能僅靠天
花板之吊架。 

 

6、「各樓層柱及牆壁」之介面： 

a. 柱及牆壁之模板（預留一面）或砌磚組立、鋼筋綁匝（底筋及上筋）與水電、空
調控制管路、出線匣之配置，所需打鑿或配合方式及時程之協調。 

b. 室內砌磚牆面應完成至少 2天以上方能打鑿配管。 

c. 柱牆內預埋之管路應配置於箍筋、雙層筋內或鋼筋內側及開關箱體背面保護層應
足夠，避免產生龜裂或蜂窩現象。 

d. 樓板配管應施置於雙層筋中間，並採高腳型出線盒，管路與出線匣接續處成 S型。 

e. 預埋管線避免過多、集中或交錯重疊而影響混凝土澆築後之強度及保護層不足。 

f. 牆面（砌磚、輕質隔間等）與配管、出線盒之配合切割、打鑿施作方式檢討。 

g. 牆面內埋設之開關箱或消防栓箱、消防綜合盤時，應注意影響混凝土之澆築造成
孔隙或缺口與箱體擠壓變形之防止。 

h. 給排水管應在於牆面粉刷前，確實完成試水查漏檢修並紀錄。 



i. 牆面開關、插座、電信、電視、資訊出線盒及各配線箱之配置應考量其平齊整齊
美觀並考量所有盤面排列設置位置與牆面空間是否能完全容納。 

j. 牆、柱如再外包石材或貼壁布，則石材施工時，應協調告知出線口位置並預留，
不可以將出線口予以封閉。 

k. 牆、柱粉刷前，出線口、開關箱處之介面應以保護盒或防護措施包覆，以利標示
位置並防止雜物進入線路中與污損，牆面粉刷時亦應予以配合，避免週邊有缺口
不完整。 

l. 柱內不可預埋管徑過大之管線，以免影響結構安全。 

m. 牆壁如有鐵捲門，其電源預留、電壓規格、電源位置、開關按鈕、防火鐵捲門之
消防偵煙感知器，施作權責及配合應協調避免遺漏。 

n. 裝飾隔間變更時，應注意是否影響設備功能（如：出風口、回風口、開關、插座、
燈具、消防感知器等）或位置失當及日後之消防查驗。 

o. 建物留有伸縮縫時，管路應配合施作防震伸縮管件。 

p. 管路穿樑（含鋼樑結構工程）應先預定提出穿樑位置、間距與尺寸檢討結構強度
並作適當之補強措施。 

q. 預鑄板外牆之工程，如有航空障礙燈，或其他照明等出線口，應提出事先預留。 

r. 穿越防火區劃之管線，應配合施作防火填塞。 

s. 牆面管路預留套管或天花板預留吊子，應於管線配置後，將管路、套管與牆壁間
之空隙予以封閉，或防火填塞並將天花板多餘吊子清除。 

t. 牆、柱澆置混凝土前，所有需預埋之各管線、出線口，應確認是否皆已預埋。 

u. 核對建築平面圖與水電平面圖是否有不相符之處。 

v. 隔間若有變更時，應考量是否超過或影響消防栓、滅火器及電源插座之步行距離
或水平距離。 

w. 輕質隔間時應考量配電盤、滅火器及照明燈等設備釘掛固定之安裝強度問題。 

x. 牆面電器開關、插座、電視、電話等出線盒於粉刷前應先行穿線，並加設保護盒，
以避免粉刷後因導線管被泥漿堵塞，再行打鑿，影響牆面整體美觀。 

y. 牆面、柱埋設之給、排水管之銜接施工方式（如、黏接、插接、壓接、熔接、螺
紋式等接合），應考量其施作方式是否可配合空間施作與維修是否困難。 

z. 排水立管設置於柱內應以假柱包覆方式施作及協調，以免影響建築結溝。 

 

7、「各樓層垂直管道間」之介面： 

a.管道間之各管路之排列、內外、左右及施作順序，應作適當之規劃，管道間之尺
寸、大小，應能容納所有設計之管線與施作、維修保養空間。 

b.施工時應協調管路立管之搬運施作與管道間之結構（四面均為 RC 構造）、拆模空
間或須保留一面配合配管後再封閉管道間及配管與封閉管道間配合時程之介面問
題。 

c.管道間於樓版面開口，應協調放樣開口施作。  

d.垂直管道間在各層應設有維修口，開口位置應配合控制閥（如：防撒水管路制水
閥、防震軟管、逆止閥、末端查驗管等）操作及維修高度，以利日後之檢修。 

e.管道間內配電之匯流排、電氣、弱電管線，應避免與給排水、消防管路合併施設於
同一管道間。 



f.管道間樓版面須配合結構補強。 

g.送風、排煙管道間是否有樑位置、表面是否平順或採清水模板施作，以致影響有
效面積及減少風阻。 

h.管道間應核對結構設計圖，避免設置於樑上，以免減少管道間之有效面積。 

i.垂直管道間之管線如樓層穿越防火區劃區，管線穿越處應用防火材填充。 

j.浴室管道間應配合配管砌磚到頂，以避免臭氣及雜物進入室內與防火安全區隔。 

k.管道間配管施工時，最上層之管路須封端及管道間上方須暫封閉，以免雜物掉入
管道間造成管路損壞。  

l.消防緊急排煙管道間需獨立，內部不得配置任何管線。 

 

8、「配電場所（台電受電室）」之介面： 

a.核對台電審圖與發包圖說，查對是否有修正不符之處，並配合依程序辦理變更。  

b.台電外管線預留引進管，穿越外牆或連續壁之止水措施及鋼筋補強之配合。  

c.配電場所隔間應以雙磚（1B）疊磚，如以 RC其厚度不得小於 12cm。  

d.室內配電場所其淨高應 2.5m以上，室內最窄處不得小於 3m，防火門門高不得低於 2 
m，進出通道 1.2m以上。  

e.台電受電室牆面應留設上下通風百葉窗，安裝位置、高度及數量應與台電送審圖核
對。  

f.配電場場所內，不得有用戶自備管線穿過。 

g.配電場所之地板應於抹平，並以 1/50~1/100之斜度傾向門口或集水孔，惟不得低於
同層之地板，門口應設 10cm以上高度之門檻。 

h.建築工程圖說設計之防火門，應核對須符合配電室防火鐵門之規格規定。 

i.配電場所尺寸須核對與建築工程圖隔間範圍是否相符。 

j.台電受電室內部粉刷、防水、鐵拉門、上下百葉窗，應儘早施工以利水電申報受電
室竣工，提前辦理外線之繳費申辦。 

k.台電受電室接地線，應配合施設。 

  

9、「電氣配電室」之介面： 

a.電氣配電室大門及配合配電盤之安裝機器搬運路徑、操作維護空間、高度應檢討須
足夠。  

b.高低壓配電盤之配管線，配電室地板是否設置管線溝槽。 

c.配電室牆壁應預留開口，以利配置管線，並應施作防火填塞。 

d.高低壓配電室上一層應避免有廚房、衛浴室等，以免樓板滲水。 

e.高低壓配電盤上，應避免有水管或消防管橫過。 

f.高低壓配電室應有足夠之通風設備或百葉窗。 

g.電氣配電室之地面應施作整體粉光或膠泥，以免產生灰塵，而影響電氣絕緣。 

h.高低壓配電盤應設有基礎座及預埋鏍栓。 

 



10、「發電機房、消防幫浦室、污水處理、空調等機房」之介面： 

a.各機械室內之機械設備（如：發電機、消音器、黑煙淨化器、日用油箱、控制盤、
消防泵浦、撒水泵浦、泡沫泵浦、採水泵浦、補助泵浦、原液槽、抽風機、空調主
機、冰水泵浦、循環泵浦、空調箱及鼓風機、加藥桶、相關管路等）之配置及維修
四周（機器與牆壁或天花板間之距離）空間之配置亦應先予以規劃，各機械室空間
尺寸應足夠。 

b.各機械室之機器設備搬運動線路徑或搬運入口（大門）、淨高尺寸亦須加以仔細規
劃，以免無法順利進出。 

c.機房內易產生噪音的設備（如：發電機、消防泵浦、鼓風機、空調機組等），應於
牆壁、天花板應加施設以隔音或吸音材。  

d.發電機排煙管及消防管、電氣管線架、空調管路應規劃施作路徑，穿越牆、樑之路
徑或預留牆面開口、套管及防火填塞須檢討。 

e.空調主機房與消防幫浦室等，經常有水之機械室其地板，應加強洩水坡度，並設置
落水頭及導水溝，以利排水。 

f.各機房內設備進場施工之時程，是否配合建築之工進。 

g.浮動地板、隔音牆、隔音板等須配合建築工程及設備安裝時程施作。  

h.各機械室應為防火構造及有完善之防火區劃。 

i.為使重型機器安裝穩固，機器之重量、尺寸、位置，須提供予結構技師核算。 

j.各重型、大型機器是否須先設置吊鉤，其荷重檢討，結構體可否承受或利用牆壁或
地板上之臨時開口做為搬運路徑，則須與建築施工廠商協調時程，應配合工進進
場，搬運時注意不要做破壞已完成之牆面。 

k.各重型、大型機器之基礎座，為提供機器之重量、尺寸與位置建築施工廠商檢核其
結構，重型機器之基座應與地板結合或施作浮動地板，輕型機器之基座可以二次施
工，但須將地板面打粗糙並清掃沾溼後再灌混凝土。 

l.各機房應須留設足夠之散熱空間、百葉窗、進氣、排氣之散熱開孔面積或抽送風設
備，以提供良好空氣流路。若施作排氣墩至地面層應考量位置是否適當及地面景觀
及防水、防雨措施。 

m.發電機排煙管廢氣排放至室外，應考量其施設位置是否恰當，廢氣排放管應施以絕
熱包覆，至於室外排放口須注意避免直接吹向四周住戶及因排氣溫度頗高且帶有油
氣，將不利植物生長。 

n.各設備應設置基礎座尺寸位置及預埋鏍栓之規劃施作。  

o.消防泵浦之吸水端及底閥拉桿處及消防水池給水浮球出水口位置，須配合地面設置
預留維修人孔，並事前規劃正確位置並放置預留孔。 

p.污水機房之鼓風機室其換氣、散熱設施，其百葉窗、排風機等其位置面積、設施是
否足夠。  

q.污水處理及空調電源及配電盤電力容量、開關、線徑、電壓及相數與水電設備供應
之電源動力單線圖責任分界點，須核對是否相符。 

r.各機房地板宜施作防塵處理。 

 

11、「電信室」之介面： 

a.電信局外線引進管，穿越外牆或連續壁須配合預留開口，並佈放止水板套管，準確
預留並考量高程問題。 



b.電信室應提供空調冷氣電源。 

d.牆壁應預留管線穿越開口，如穿越防火區時，應施作防火材料填充。 

e.引進側牆壁須設線纜所需之支架；線纜穿越側牆時應設置套管。 

f.高壓電力、水管、消防管、污水管、瓦斯及排煙等管線不得橫越電信室。 

g.電信室不得設於衛浴室之下方或與(污)水槽等共用一道牆。 

h. 電信室應設於維修人員進出方便及通風、排水良好、不淹水、乾燥之處。 

i.電信室應隔間並具可加門鎖之出入門：(a)面積為 4坪(含)以上者，隔間採砌磚牆，
並預留維修人員出入門(約寬 0.9 公尺，高 1.8 公尺)，其材質應為鐵或鋁製單扇防
火門。(b)面積為 4 坪(不含)以下者，應預留維修人員出入門，隔間及出入門採防火
之材質。 

j.電信室室外應有一公尺以上寬度之通道，可自由進出通往樓梯或其他通道。 

k.電信室應設有備用發電機電源、保安接地設備。 

l.裝設總接地箱時，箱體下緣距離樓板面不得小於 60 公分，裝置處所應至少有 60 公
分寬×200 公分高×90 公分深之工作空間，並具備照明或插座、通風設備，且應位於
不淹水之位置。  

m.電信保安接地設備不得與避雷針或電力保安接地設備共用，並應分別與該等接地棒
(板)分別間隔 5公尺及 2公尺以上。  

 

12、「中央監控室、資訊室、管理員室」之介面： 

a.設備安裝及管路留設位置，應詳細規劃檢討。  

b.中央監控系統所控制系統（如：水電、空調、電梯等），因部分工程常另行發包，
其各系統之接點及轉換器應予釐清整合。 

c.中央監控室是否設照景盤或牆壁設置大型透明玻璃，應與建築裝修配合施工。 

d.中央監控室及管理員室為 24小時人員進駐時，空調及廁所是否獨立設置供應。 

e.中央監控室之牆壁應預留管線穿越口，如穿越防火區，應施作防火材料填充。 

f.發電機及高低壓電力配電盤之盤面須留有空間裝設頻率、功因、瓦特、瓦時之訊號
轉換器（或協調另設轉換器盤），監控設備須連接之訊號接點有地下室蓄水池、屋
頂水箱及污廢水池之水位警報無電壓接點、給水污廢水泵浦之運轉監視、過載監視
之無電壓接點，消防送風機、消防、撒水、泡沫、採水泵浦運轉監視、過載監視之
無電壓接點，電梯運轉狀況監視及故障監視之無電壓接點等應在水電工程設計階段
納入水電工程範圍，以使監控系統能接續施工。 

g.管理員室內之設備（如：受信總機、廣播主機、監視設備、機櫃、監控面板、螢幕、
二線式照明控制盤等）應詳細規劃操作相關掰設擺設位置。 

h.空調高架地板下吹式時，地板主機位置之電源出線口及冷氣出口（沖孔型地板），
其與高架地板之介面及位置之配合施作。 

 

13、「檔案庫房」之介面： 

a.檔案庫房樓地板設計載重，應不少於每平方公尺六百五十公斤；檔案庫房設置密集
式檔案架時，應按實際需要計算載重，但應不少於每平方公尺九百五十公斤。 

b.檔案庫房之牆壁及地板應作防潮處理。 



c.檔案庫房不宜設置天花板，並避免水管等管線之通過。 

d.檔案庫房之樓地板面，應高於庫房外同一樓層之樓地板面二公分以上。但檔案庫房
設於既成建物，其樓地板面設有適當防止溢水流入之設施者，不在此限。 

e.檔案庫房之分間牆應採用不燃材料及甲種防火門、窗，其地板面材應具防火功能。
但檔案庫房設於既成建物者，於改建分間牆、防火門前，應加強防火設施。 

f.檔案庫房牆壁、門窗及樓地板之隙縫、孔洞，應填補完善。 

g.檔案庫房應設置空調設備，並採行空氣淨化措施；其濾塵效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五以
上。  

h.檔案庫房之溫度及相對溼度，應依規定標準控制之，並應配置溫、溼度紀錄儀表，
每日記錄之。 

i.檔案庫房應減少外窗之裝設；如有裝設必要者，應避免在東、西面開窗，並應加裝
窗簾、遮陽板等遮陽設備。 

j.檔案庫房應採用低紫外線、低輻射量及散熱良好之照明設備，避免採用螢光燈。如
使用一般日光燈應加濾光裝置。 

k.檔案庫房之照明亮度，宜在八十勒克斯至二百四十勒克斯間。 

l.檔案庫房應設置防盜及通訊系統，必要時並應配置錄影監視系統。 

m.檔案庫房應設置消防安全警報系統，並裝置消防安全設備。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
應避免損害檔案並符合環保規定。 

n.檔案庫房宜配置不斷電系統或緊急發電機。  

o.檔案庫房宜採單一出入口門禁管制方式管理。 

 

14、「不斷電設備室（UPS）」之介面： 

a.不斷電設備室應有通風設施或提供空調冷氣予以冷卻。 

b.不斷電設備室應近發電機室及大樓配電室，以利配線及減少壓降。 

c.不斷電設備室不能有水管或消防水管橫過。 

d.不斷電設備室之牆壁應預留管線穿越口，如穿越防火區，應施作防火材料填充。 

e.儲放大量蓄電池之位置場所，應考量地板結構強度及通風、散熱問題、地板為耐酸
材、陽光直射不到之處及耐震問題。 

 

15、「自來水蓄水池」之介面： 

a.蓄水池與結構物四周間隔應 45cm 以上，池頂與結構物頂板距離應 60cm 以上，池底
與樓板不得相連。 

b.蓄水池之進水管、排水管、通氣管、溢水管應有止水措施及配合預留施工。 

c.蓄水池之排水及溢水管與地板排水管路位置之規劃及位置應配合預留施工；清洗水
塔之排水管，其配管位置應接近水箱爬梯，以便於操作止水閥；蓄水池之溢流管，
其配管高度宜比進水管高，出水管配管高度應比排水管高約 3 至 5 公分，不得緊靠
池底；排水管排水口則應與水箱底版平整以利清洗排水。 

d.蓄水池幫浦應設置基礎座及預埋鏍栓。 

e.組合式水箱應檢核水箱尺寸與實際安裝、維修空間是否足夠。 



 

16、「大型設備安裝及位置」之介面： 

a.大型設備（如：配電盤、受電箱、電錶箱、開關箱、電信配線箱、電視配線箱、對
講機配線箱、消防栓、空調箱等）安裝時，應考量設備大小尺寸及設置位置、維修
空間及搬運動線與足夠之開啟空間。 

b.配電盤預埋管線，是否過於集中之檢討。 

c.大型設備之操作開啟及維修空間是否影響停車位之空間。 

d.電表箱下方及消防栓之砌磚介面及權責釐清配合。 

e.室外消防送水口、手動啟動開關之位置，是否影響消防車接用之動線或與植栽樹木
影響，另與建築工程牆面（或另設基座台）介面之配合。 

f.緊急逃生孔、緩降機設置位置之有效面積，並須樓層錯開與地面之位置空間之檢討。 

g.大型設備安裝與建築工程之裝修、粉刷、油漆及磁磚介面，其施作時程之協調配合。 

h.大型設備尚未安裝之儲放位置，應協調不得影響建築工程之動作施作。 

i.配電盤若外部另有設計裝飾門或百葉時，應協調配合盤體門開啟位置設置，以免裝
飾門與內之開關箱門牴觸無法有效開啟。 

j.設備箱體安裝後，應加保護措施（如外加貼PE 紙等）以免生鏽、污損。 

 

17、「小型設備安裝及位置」之介面： 

a.室內開關箱埋設於牆面時，應考量箱體背面之保護層厚度及配設之管路是否過於集
中而影響混擬土之澆築。 

b.燈具、消防感知器其出線口與版面、樑位之位置配合檢討。 

c.冷氣窗與插座、冷氣排水口、電氣、電信、電視插座與開關、緊急壓扣開關、門鈴、
按鈕、對講機及緊急照明燈等與傢俱擺放位置須檢討，避免影響美觀及使用不便。 

d.洗衣機、熱水器、插座、水龍頭、地板落水頭及瓦斯錶、瓦斯管路，與陽台、窗戶
空間設置位置、高度及設備管路間是否有相衝突之檢討。 

e.外牆圍籬鷹架拆除前，各外牆管線、冷氣排水、落水管、排煙罩及瓦斯管等須配合
時程完成。 

f.CCTV攝影機、TV箱體、對講機箱體及公共電話，應設置 110V之電源管線。 

g.管理員室設備（如：受信總機、對講主機、監控設備、各機櫃等）妥善規劃配置。 

h.高層建築之電視系統，應預留鄰屋使用出線口及第四台引進管路。 

i.室外對講機位置應考量會遭雨水侵入，造成故障問題，若具攝影功能者，並應考量
夜間照明光源之問題。 

j.室內開關箱宜設置於玄關門後；感知器與燈具出線口應距離 60公分以上，以免影響
日後燈具安裝。 

k.若設置有分離式冷氣機時，應預留室內、外機之排水、電源及穿牆預留套管。 

l.電燈出線口放樣時，其柱、板中心點及各層陽台燈具之位置應一致性之檢討。 

m.消防栓箱位置是否影響出入行走動線。 

n.陽台之地坪排水坡向與落水頭位置之檢討。 

o.檢修門與消防箱體之面板完成面應控制與石材完成面齊平，框邊四周留設面溝或施



作填縫劑，以整體完成面較為美觀。 

p.建築工程中空間使用指標、指示燈等，所需用電之預留電源、電壓、位置及鐵捲門、
防火區之防火鐵捲門之偵煙感知器、電源、控制箱、開關盒之預留管線、出線盒，
須與水電工程套圖並之配合檢討設置，以免遺漏。 

q.大門與電鎖、對講機管路之預留及施作之配合。 

r.衛生設備（如：浴缸、洗臉盆、馬桶、落水頭等）及浴廁、廚房、陽臺等地板落水
頭安裝完成後，應做好相關防護措施及排水口須用管帽密封，以免泥漿或雜物損壞
或阻塞管路。 

s.室內浴廁及廚房間水電配管完成後，並經第二度試水後，始得辦理牆面及地坪之防
水粉刷施工，待浴缸安裝後始得進行浴廁牆面、地坪磁磚粘貼，以免配合不良施作
後再敲打鑿。 

t.衛生設備中之小便斗中間之隔板與無障礙空間之扶手等，是否有重複編列及介面配
合之問題。 

u.電動排煙窗之控制管線與連線施作權責及管線埋設施作與受信蹤跡之連線介面協
調。 

v.建築物外觀各層樓之陽台燈、冷氣排水、排煙罩、排水明管等，應同一位置上下對
齊一致。 

w.瓦斯錶、瓦斯管路等設備不得設置於安全梯間通道。 

x.室外無障礙通道前端處應預設置服務鈴管路及電鈴。 

  

 

18、「廚房」之介面： 

a.大型廚房各廚具設備，應配合施設基礎座或由廚具設備標配合建築工程施作，應予
釐清。 

b.大型廚房各廚具設備使用瓦斯或電力，如用瓦斯其引進管之預留開口須配合預留，
如用電則開關箱、插座之位置、電壓之相數、大小及 NFB 之保護容量是否與水電工
程提供之電力容量相符等，應核對並配合施工並釐清施作權責。 

c.廚房各廚具設備所要的給水、排水，須應配合廚具設備之位置施設。  

d.廚房之排水應經油脂截留器後，才可排入衛生下水道。 

e.大型廚房為利地面之排水，四周另設有小排水溝及地板之坡度與落水頭介面之配合。 

f.排油煙機預留套管須注意是否須穿樑接至外牆之配合。 

g.瓦斯供應管路須預留套管或配置於內。  

h.廚房瓦斯偵測器安裝位置應考量配合天然氣（天花板下 20公分內之高度）或液化瓦
斯（離地 30公分之高度），勿裝設於瓦斯爐台正上方，並加 110V之電源。 

i.廚房之地板落水頭，應設置近於廚具外。 

j.廚房之燈具、感知器、瓦斯偵測器、給水出水口、落水頭、插座開關等應事先規劃，
配合廚台及吊櫃位置。  

 

19、「廁所、浴室（含無障礙空間）」之介面： 

a.設置蹲式馬桶與地板地磚之介面配合並考量是否須墊高。 



b.馬桶之排水口位置不得位於樑位。 

c.天花板上方有管路或閥件、清潔口時，應配合設置檢修口。 

d.地板落水頭與地面磁磚洩水坡度及周邊介面平整之配合。 

e.浴缸底部防水及排水坡度與四周磁磚之裝修面，施作方式及時程須協調配合施作。 

f.浴室抽風機套管，須配合管道間預留並砌磚到頂。 

g.浴室內插座位置宜安裝於臉盆與馬桶中間，不宜設置於浴缸與臉盆中間，以免發生
感電事故。 

h.衛生設備之顏色應與牆面磁磚顏色，應協調規劃或經業主選色。 

i.衛生設備（馬桶、浴缸、臉盆、毛巾架、蓮蓬頭、化妝鏡等）之尺寸、安裝位置、
高度與浴室空間及門、窗、樑位，是否足夠或牴觸。 

j.若為輕質隔間應注意衛生設備安裝載重或須補強之安全問題。 

k.避免化妝鏡於梳洗時有背光陰影問題發生，燈具位置需合理安排。 

l.地板防水層之施作，於落水頭管路處應加強防水施作。 

 

20、「屋頂、管道間凸出物」之介面： 

a.空調冷卻水塔、膨脹水箱、排風機（消防排煙機）等，應規劃位置設置基礎座，且
基礎座應考量建築結構強度及樓板之承載能力；於防水層之地板上裝設基座時，須
注意防水措施，尤其是基座側面須有防水處理，另震動及噪音之防制。 

b.屋頂排水管施工時應注意管末封端，避免灌漿或防水層施工時雜物或泥漿流入排水
管堵塞妨礙排水。 

c.通氣管穿越樓板時，應有防水或止水措施。 

d.屋頂避雷針設置位置及高度，應檢討防護角範圍需涵蓋整體建築物。  

e.屋頂給水水塔之配管，應配合水塔混擬土之澆置預埋止水套管管路，以免水池牆面
滲水。 

f.屋頂蓄水池之排水及溢水管與地板排水管路位置之規劃及位置應配合預留施工；清
洗水塔之排水管，其配管位置應接近水箱爬梯，以便於操作止水閥；蓄水池之溢流
管，其配管高度宜比進水管高，出水管配管高度應比排水管高約 3 至 5 公分，不得
緊靠池底；排水管排水口則應與水箱底版平整以利清洗排水。 

g.屋頂室外之緊急排煙、送風機等設置位置電源管路，應注意室外之防水問題。 

h.室外之燈具、插座、開關等，應注意室外之防水問題。 

i.空調冷卻水塔配置規劃位置，應考量換氣對流空間是否足夠。  

j.集中表箱穿越管道間引下之給水管，應配合施作於管道間泛水層上方穿越並注意管
路週邊之防水填塞，以避免損及泛水下方之防水設施而發生漏水。 

k.屋頂之洩水坡度，應配合高籠落水頭位置施作。 

l.屋頂之消防、空調、給水等管路配置於地面，應規劃配置整齊並配合防水施作設置
管架、基座，避免破壞防水層。 

m.室外進風排煙出口及管道間突出物，應注意四周填塞及防水問題。 

n.屋頂落水頭位置應設置於女兒牆泛水層之外與邊溝之中央，並配合防水層施作伸入
落水管中。 

o.航空警示燈之電源須配合預留管線。 



p.屋頂室外設有之電梯、空調、發電機等機房時，其機房之大門或鐵捲門及百葉窗等，
應考量防雨及側風時是否有雨水侵入之虞。 

 

21、「中庭、景觀工程」之介面：  

a.庭園高燈或車輛頸示燈之設置位置，應考量是否影響住戶室內視覺炫光問題。  

b.消防送水口（含消防栓、採水口、連結送水口、手動啟動開關等）集中於 1 樓景觀
位置，是否須設置台墩或修飾置放送水口與位置是否適當之檢討。 

c.緊急逃生孔位置及周邊構造與防水問題之防止檢討。 

d.一樓自來水總錶箱位置、尺寸及引進方式，是否須配合建築結構施作，錶箱內給、
排水管路須考量，是否加預留設置持壓閥之空間。 

e.一樓污水設施之採樣陰井及放流口與告示牌與開放空間告示牌，應協調規劃適當位
置施作。 

f.庭園燈、景觀燈、中庭區域路燈等基座及管路位置，須配合地下室頂板預埋配置規
劃位置及之配合預埋，並避免佔用人行道或花台牆面。 

g.噴灌設備之管路埋設，須配合景觀土方回填夯實埋設，避免管路遭壓毀破損。 

h.花台及邊溝之排水管及落水頭之施作權責及配合埋設位置應檢討，並防止管路阻塞。 

i.外部鷹架一樓位置與圍籬與排水管出口、外管線之排水溝之施作時程及配合作業。 

j.水溝、陰井等與排水管插入處之周邊介面之填補及高程、坡度之配合。 

k.消防送水口（含消防栓、採水口、連結送水口、手動啟動開關等）位置與景觀植栽
是否牴觸及影響消防車出入。 

 

22、「電梯工程」之介面： 

a.應檢討提出相關工程配合之需求，如所需之結構、裝修、電力、控制、緊急對講機
（電梯至管理室間通話系統）、廣播、監視及消防訊號等管線等，須協調相關配合
各工程介面檢討並預留與施作權責。 

b.電梯使用電源設備應與水電設備供應之電源動力單線圖責任分界點核對，其供應緊
急電源、配電盤電力負載容量、無熔線斷路器、配線線徑、電壓及相數、照明電源
及分電箱之介面權責釐清及是否相符。 

c.機坑應設置爬梯、照明及電源單相、110V、60Hz、15A 檢查用插座等設施，電源提
供之介面應釐清。  

d.電梯機械室之電源開關箱位置，應設置於距機房大門 1公尺內。  

e.電梯坑之牆壁內，應避免埋施有水管。昇降路及機械室中，不可裝設與電梯無關之
配管、配線。 

f.電梯機房內應避免施設有非電梯工程使用之機電設備。 

g.電梯機房內應設有通風或空調設備，機房內之門扇、窗戶及百葉窗施工須確實，以
防雨水因風壓而滲入。 

h.電梯機房地板應施作防塵處理。  

i.電梯機坑應注意連續壁或外牆滲水，底坑有浸水之顧慮時，需做防水工事。 

j.機械室樓板及各樓乘場門牆面所需孔洞及機械樑預留孔須事先預留。 

k.升降路及機坑內壁應平坦不得有突出物，鐵釘、鋼筋之類的突出物請除去，壁面保



持平整，地樑避免凸出於電梯機坑內。 

l.柱避免凸出於電梯機坑之牆，使車廂變小。 

m.配電箱、消防栓箱等機電設備，避免施設於電梯坑之牆壁。 

n.設有自動火災報知設備之建築，需於昇降路頂部設置煙感知器(除外工程)，但如設
置在機械室亦可之場合，請事先協調。 

o.規劃機房、機坑配置圖，設備四周須留有廠商規定之最小維護空間；配線須以地板
線槽收納；通風須檢討能提供足夠之通風量，使室溫維持在 40℃以下；隔音依契約
規定繪製；地板、機械樑之預留孔及吊樑設置位置須套繪建築施工圖預留。 

p.機械室所需之吊鉤須於規劃位置事先預埋。 

q.機房內之地板配線須以地板槽收納整齊，完成後機房地板面須以輕質混凝土填高至
與線槽平。 

r.機房機件組立完成後須於工字樑周圍鋪設混凝土，以減少車廂共鳴。 

s.各樓層出入口地板與車廂地板邊緣應齊平，其水平方向間隙應在 4公分以內。 

導軌托架須以基礎螺栓植入牆壁，並將螺帽鎖緊。 

 

參考文獻 
1、運用品質管理制度方法於土木建築與機電工程介面與配合之研究 研究人員 機務組 

王明達。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工程共監造人員基礎訓練班教材。 
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4、「水電工程規劃與管理」，詹氏書局 陳志泰。 
5、林耀煌，「營建工程施工規劃與管理控制」，長松出版社。 
6、吳毓勳，「營建業工程品質管制實務」，台灣建經叢書。 
7、臺灣營建研究院，「工程設計品保與介面圖說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