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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顧台灣給水排水研究學會 TAF第 0895號認可實驗室之發展歷程，說明油脂截留器及建

築物排水器之性能驗證依據與內容，探討實驗室對建築物給水排水系統發展之功能與展望。 

 

一、台灣給水排水設備實驗室 (TWSDEL) 主要記事年表 

1999年建立油脂截留器驗證中心(實驗室)，依據日本 HASS 217規範執行檢測業務。 

2003年依據中華民國標準 CNS 14431 Q3001執行檢測業務，並通過評鑑成為 CNLA第 0895 號認可實驗室。  

2008年遷移至高雄市仁武區現址，除延續取得 TAF第 0895號認可實驗室外，更擴增加以創新發展及教育用

途之建築物排水實驗研究系統。 

2017年通過 TAF認可，增加建築排水器測試項目，依據歐洲標準 EN 1253-1:2015執行建築物排水器之性能  

     檢測服務。 

註：CNLA(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於 2000年 11月成為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相互承認之會員，並

於 2003年 9月轉換成為 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二、發展與回顧 

    台灣給水排水研究學會（TWSDS）附設之台灣給水排水設備實驗室(TWSDEL)，於 1999年在

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成立，以產學合作模式，提供會員及產業界委託進行油脂截留器性能驗

證測試服務。實驗室成立初期，其主要成員均為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之教師：實驗室主管蘇

樂梅教授、張始偉教授，技術主管李道澎老師，品質主管邱時甫老師，技術人員施瑞清老師、

鍾振弘老師。由於實驗室成員具備流體力學及/或船舶機電之實務經驗，並由日本阻集器工業

會岡崎 隆委員長及學術界高地 進博士擔任技術顧問，指導實驗室測試設備建置與人員檢測技

術之培訓，遂能迅速應用相關專業於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之技術發展，奠定良好之實驗室根基。

實驗室於 2003 年建立 ISO 17025 管理制度，並通過評鑑成為 CNLA 第 0895 號認可實驗室，除

了響應政府推展「實驗室認證體系」的經濟政策，也為環保相關產業提供油脂截留器性能驗證

測試服務以區隔產品良莠。台灣給水排水研究學會（TWSDS）更同步推動符合 CNLA要求之可靠

驗證制度，及宣導餐飲業者使用驗證合格之油脂截留器，大幅減少餐飲排水中油脂對公共排水

系統之危害。  

    2008年，由團體會員提供用地，佐以 TWSDS自籌之經費，將實驗室自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遷移至高雄市仁武區現址。同時，由實驗室主管張始偉教授率領會員，在日本森永集團建

築設備部南 健士常務取締役及上田 筆利部長安排引見下，前往日本關東學院大學建築‧環境

學部拜訪大塚 雅之教授，請教與見學於實驗室新址所可增加之建築物排水系統有關測試、模

擬之項目，確立了爾後之技術研究，著重於探討建築物排水立管、橫支管、橫主管的正壓、負



壓、衛生設備存水封變化及總存水彎等氣液二相流現象[1-15]之方向。研發成果並作為建築物

給水排水技術之設計、施工、監造、採購、建築物起造等專業人員之教育訓練參考，迄今，業

界蒞臨學會實驗室參訪與技術交流者已逾 2500人次。 

    2014年，實驗室主管張始偉教授率領 TWSDEL成員，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陳昭銘教授

進行產學合作，建置符合歐盟標準 EN 1253-1:2015 排水器的水封強度、自淨功能、流量等項

目之測試設備，2016 年，實驗室增設技術主管職，由陳朝彥接續執行，並制訂 ISO 17025 實

驗室管理制度相關文件，2017 年 8月通過 TAF 認可評鑑，正式增加建築物用排水器測試項目。

至此，台灣給水排水研究學會由產業界與學術界歷經 18年的密切合作，逐漸顯現成果。TWSDS

第一任創會理事長廖麗敏執行長回憶説：「TWSDS 緣起於日本阻集器工業會之交流，持續拓展

與歐洲、中國大陸建立交流平台，響應政府推動產學合作與產學研發之政策，在建築物排水領

域，已建立了可長可遠之發展模式，TWSDS 與 TWSDEL 後續所能提供之產官學服務項目，勢必

精彩可期。」 

註：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於 2004年改制為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三、TWSDEL排水設備檢測內容概述 

    TWSDEL 執行「油脂截留器性能測試」、「建築物排水模擬測試」、「建築物用排水器性能測

試」等之內容簡述如下： 

1. 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中，雖自 30 年前即訂有油脂截留器之相關條文，但因當時

並無設備性能要求標準，亦無具有公信力之測試實驗室，而致法規始終無法落實。目前，

TWSDEL為油脂截留器產業提供符合 ISO 17025測試規範的實驗室，截至 2017年止，業已

完成 12個品牌之委託測試，共計通過 42種符合 CNS 14431 Q3001性能測試標準之各類型

式。在 42 件的油脂截留器測試過程中，實驗室測試人員或申請測試者，均能依循測試規

範要求，逐漸在設備設計階段，應用學理，開發油脂截留器。於 TWSDS 執行量產檢驗制度

所檢驗之 12000件實例中，從施工與使用情況之回饋，瞭解消費者訊息，進而導入研究開

發促進產品升級，這種集群體智慧耕耘所得到的整體收穫模式亦將持續推動。 

2. 我國自 1990 年起，建築業蓬勃發展，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專業人才職能培訓日益重要，

TWSDEL所建立的「建築物排水模擬設備」，雖然非屬 TAF評鑑認可之項目，但能為建築物

排水通氣系統的設計施工與設備研究者提供初階常識。舉凡排水通氣方式、排水通氣原理

與排水立管、橫支管、橫主管之排水正壓負壓諸多現象之實證與教育訓練場所。 

3. 歐盟制定的 EN 1253-1:2015 規範，是由長期研究建築物排水系統之專家、學者們貢獻智

慧、經驗所得之成果。TWSDEL 鑑於過去對有關築物排水通氣系統之研究與投入，為實踐

歐洲標準 EN 1253-1:2015 的水封強度、自淨功能、流量等測試項目，進而建置本測試設

備。在排水器委託測試件所進行之水封強度正壓力測試、負壓力測試與水封蒸發的變動壓

力測試等項目，均可模擬超高層建築物之排水系統於排水臨界條件下，對排水器存水封性

能之要求進行測試。至於自淨功能項目，排水器可持續以 0.6 公升/秒之進水量，並同時

投入 200 立方公分的測試專用玻璃珠進行 30 秒週期之測試，重複進行「30 秒水流量 0.6



公升/秒流量」之自淨性能測試，其合格判定基準為，排出之玻璃珠質量應達投入總量之

50％以上，這項測試項目要求設備製造者，必須掌握排水器的存水封構造與排水流場，是

一項突破難度很高的技術。而在排水器的流量測試項目，如果委託測試件具有側向入口，

通常為總存水彎或稱多通道地漏，其側入口流量應達到 0.8 公升/秒以上，地板排水入口

應達到 1.2 公升/秒以上。排水器設備若能全數通過以上之性能測試項目，則循 TAF 體系

簽證性能測試報告書，驗證測試件性能之品質水準。 

4. 運用第 2.項建築物物排水模擬設備，架設衛生器具馬桶，進行排水實驗，並依據排水立

管不同的通氣方式與排水負荷，進行馬桶沖水實驗，量測馬桶排水之橫支管壓力變化。 

5. 運用第 2.項建築物排水模擬設備，在不同配管與正壓力緩和措施的測試條件，進行排水

立管排水負荷測試。測試流量達 4.2 公升/秒，管內正壓力上限 450pa，擷取排水立管底

部管內正壓力與橫主管正壓力隨時間變化之數據。 

6. 運用第 3.項水封強度的正壓力測試、負壓力測試與模擬水封蒸發的變動壓力測試設備，

進行排水系統通氣量與排水器水封量蒸發量的研究，這項測試研究將於 TWSDS水研獎作品

中發表。 

 

四、結語 

1. TWSDEL 依據 TAF 規範建立實驗室管理制度，以確保(1)測試內容符合 ISO 17025 要求(2)

測試標準符合 CNS 或國際規範(3)實驗室設備及測試環境符合相關國際規範(4) 依循 TAF

體系國際相互承認檢測報告(5)產品檢測數據合理運用於研發創新。 

2. TWSDEL提供的設備檢測報告，能佐證產品之品質與性能，也是提供給消費者安心的保障，

其國際相互承認 TAF 之檢測報告，可協助產品銷售，並與國際市場接軌。 

3. 藉由落實執行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實踐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建築物給水排水

設備設計技術規範>之各項設備性能與設計要求，可進而促進相關產業的良性競爭與發

展。 

4. TWSDEL 已建立兩項 TAF 認可排水測試設備項目，後續朝建立「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性能

測試實驗室」聯盟發展，自點向面擴展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性能測試體系，結合各 TAF

認可實驗室，完整建構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之品保體系，並促進設備之研發與創新。 

5. 期許我國能強化實驗室認證體系普及率，落實 TAF認可實驗室制度於各行各業，依循國家

所訂定之各項法規規範，促進產業升級，優化經濟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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