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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在台灣根據歷年出生率 (如圖一 )從民國 40
年的 51.2‰到 100年 8.5‰，台灣婦女的生產率明
顯下降；但在 89年以前，開立的產後護理之家僅
有 2家，在 95年底激增至 46家。目前為止，共有

105家登記在案 (衛生福利部，2013)，但嬰兒出生

人數卻只達 218,944人 (內政部統計處，2013)，若

以護理之家所提供的照護床位數，以嬰兒出生人數

的 10%(約 21,894人 )計算，平均一家必須提供約

摘　要

背　景：對產後母親及嬰兒的照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中國文化或傳統所重視的，因此室內空間的健

康性必須講究，是本論文研究重點。

目　的：針對玻璃材質及隔熱中介空間原理分析室內光、音環境現況問題。在檢視設置規則第 8條之「護
理機構設置標準表」中「建築物設計、構造與設備」項目第 (二 )點「一般設施」後，建議增設

有關健康環境空間改善標準之建議草案。

方　法：針對玻璃材質及隔熱中介空間原理分析室內光、音環境現況問題。在檢視設置規則第 8條之「護
理機構設置標準表」中「建築物設計、構造與設備」項目第 (二 )點「一般設施」後，建議增設

有關健康環境空間改善標準之建議草案。

結　果：由彙整之文獻及試驗數據可證，透由更換玻璃材質及增設隔熱中介空間方法，室內健康環境品質

便可有效達到健康舒適規範基準值。

結論／實務應用：由彙整之文獻及試驗數據可證，透由更換玻璃材質及增設隔熱中介空間方法，室內健康

環境品質便可有效達到健康舒適規範基準值。

關鍵字：坐月子、產後護理之家、健康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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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 歷年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及自然增加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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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床 (以目前105家計算，目前平均1家為70床 )，

就市場規模其未來發展仍大有可為。本研究目的以

了解產後護理之家市場及健康空間需求，研擬「產

後護理機構設置標準」，增設健康建築室內空間可

行性，以促進使用者及管理者身心健康。

（二）研究範圍

產後護理之家是由於時代變遷、都市化程度及

家庭結構改變所衍生出的新興產業，產後護理之家

有所謂軟體規劃 (如護理人員、管理服務等 )及硬

體設置等面向，本研究範圍僅針對適合產後護理之

家設置法規檢討及符合產婦需求之健康建築設計規

劃 (硬體設置 )為主。

二、文獻回顧

婦女懷孕生子需經歷四個階段，先是懷孕前之

準備階段，其次是懷孕過程及準備生產階段，再次

是生產階段，最後是產後復元及哺育新生兒階段。

本研究針對最後一個階段 (即產後復元及哺育新生

兒階段 )所產生的場所規劃做初步探討。

（一）產後護理機構產業興起的原因

隨國民所得逐年提高，生活水準及消費能力也

大幅提昇，但生活卻日趨忙碌，在經濟能力允許

下，產生了一個順應潮流的行業－產後護理之家；

分析產後護理之家興起的原因有下列幾點，茲分別

說明如下：

1. 中國人傳統坐月子觀念「坐月子」(doing the 

month) 是漢人婦女產後必經的一種儀式性的

行為，從孩子呱呱墜地開始到行滿月禮為止，

為期整整一個月，因而得名為「作月子」(翁

玲玲，1993)。

2.家庭結構改變台灣從早期農業社會的大家庭，

演變成目前工商社會的小家庭，新婚夫妻婚後

大都另組家庭，甚少和父母或是岳父、岳母同

住，此情況以都會地區特別顯著。

3. 提供改善產後體質、預防疾病、維護健康及

產後心理壓力紓解之服務產後坐月子主要原因

不外乎是遵循傳統畏懼後遺症，其飲食具有恢

復體力及強化體質之功能 (吳宜樺、郭素珍，

1999)；產後，藉充分的休息並搭配均衡的飲

食，以恢復懷胎以及生產時所消耗的體能，及

哺乳時所須的營養；產後，身體會出現一些

如：腰酸背痛、睡眠品質不好、頭暈目眩、傷

口或會陰縫合處疼痛、頭暈、痔瘡、便秘等

症狀 ( 黃久華，2003)；對於產婦在產後心理

上的壓力研究，發現壓力來源有：身體疲累不

適、為人父母的角色、分娩生產的疼痛、身體

體態的改變以及嬰兒的健康狀況 (Arizmendi、

Affonso，1987)；面對這些壓力可能產生焦慮

及憂鬱的反應，研究也發現足月生產的婦女在

產後之焦慮分數有逐漸上升的趨勢，於產後四

週達高峰，而後逐漸下降 (Gennaro，1988)。

（二）產婦相關的研究文獻之探討

產婦內在需求轉換為產後護理之家的業務，重

要業務分別為：訂定管理辦法與工作流程改進、藥

膳教學、護理之家擴建與裝潢、烹飪餐點、營養師

設計餐色等 (吳晉杰，2001)。

以非隨機立意取樣，將研究對象分為兩組，

一組為在台北市北投區兩所教學醫院生產，出院

後選擇在家坐月子的產婦，另一組則為在台北市

評鑑特優之坐月子中心坐月子之產婦。以結構式

問卷，讓產後 3-5週之產婦自行填寫，研究變項
包含：家庭基本資料、孕產期變項、坐月子變項、

坐月子習俗遵循度、產後身體症狀及憂鬱情形。

研究結果發現：產婦對坐月子習俗遵循度 (特別是

遵循飲食禁忌與避免不必要的勞動 )愈高，產後的

身體症狀則愈少 (黃久華，2003)。

（三）產後護理機構設置標準 (醫療規劃部份 )

為保障產後未滿二個月之產婦及出生未滿二個

月之嬰幼兒，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82年發布護理
機構設置標準 (民國 97年 9月 23日修正為護理機
構分類設置標準 )，輔導坊間提供護理服務的坐月

子中心合法立案為產後護理機構，經過近年來各縣

市衛生局努力的輔導立案及督導考核，截至民國

99年 7月底，全台已有 100家合法立案之產後護
理機構。並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於民國 87年

10月 2日公布「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民國

91年 8月 21日公告「產後護理機構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行

政院衛生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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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後護理機構設計規劃之探討

(一 )產後護理機構設置標準 (設計規劃部份 )

為了考量建築構造的安全性、設計的舒適性

及環境的衛生性，行政院衛生署 92 年 10 月 27
日修正發布「護理機構設置標準」，經比對其設

置標準第八條設置標準表建築物設計、構造與設

備等項目 (二 )一般設施第 2項住住房寢室應有
可資自然採光之窗戶外，缺少了設置健康建築之

相關建議，因此於研究案例所作實際操作如仲介

空間、光等方法評估因子改善制定符合上述規定

及健康建築標準之改善建議。

(二 )室內環境品質的相關指標

室內環境品質的評估項目包括有：室內空氣

品質、通風、溫度和濕度、採光與照明、噪音與

音響控制等評估項目 (江哲銘，2006)；且內政

部研訂之智慧建築標章評估體系（溫琇玲等，

2003）在健康舒適指標部份，亦包括：光環境、
音環境、溫熱環境、空氣環境與綠建築室內環境

等指標。其中，溫熱空調環境指標的濕度計畫與

音環境的噪音隔音與吸音對策計畫指標為「必要

性」評估基準指標。

室內物理環境分為音環境、光環境、熱環境、

空氣環境、振動環境與電磁環境等六項 (江哲銘，

2004)，以住宅環境而言，主要影響因子應為前

四項，並可歸納以下的室內物�環境評估因子與

健康舒適評估值 (如表一 )，分別為「均能噪音

級」(Leq(24h)，單位為 dB(A))、「照度」(單位

為 Lx)、「溫度」(單位為℃ )、「相對濕度」(單

位為 %)、「氣流風速」(單位為 m/sec)、「一氧

化碳濃度」(CO，單位為 ppm)、「二氧化碳濃度」

(CO2，單位為 ppm)與「浮游粉塵濃度」(PM10，
單位為 mg/m3)。

四、案例之探討

本案例設定在一般住宅大樓，為避免干擾分

為兩層樓經營，下層為接待中心、辦公空間、值

班空間及人員休息室等 (行政空間不在本次研究範

圍內 )，上層樓為產後護理之主要空間 (如圖二 )：

坐月子房間、隔離室、洗頭室、污物室、配膳室、

哺乳衛教室、交誼廳、嬰兒室 (接受托嬰服務 )及

調奶區，日後產後護理空間可依此型式擴展。

本案例針對光環境及音環境利用「採光及隔熱

中介空間」原理及玻璃材質的選用，達到環境改善

的目的。

（一）平面規劃

室內採用白色色系，予人潔淨、明亮、舒坦的

能量感受 (陳宗鵠，2010)，讓居住於內之產婦有

回家感覺，而不是像醫院般冰冷及陌生的感覺。

表一. 室內物理環境評估因子與健康舒適評估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二 . 產後護理之主要空間平面圖（資料繪製：本研究
整理）

1. 坐月子房間(雙人床配置，
以利家人陪伴之用)

2. 哺乳衛教室
3. 交誼廳
4. 嬰兒室
5. 調奶區
6. 配膳室

7. 配膳室
8. 洗頭室
9. 樓梯間

10. 電梯間
11. 隔離室

S. 獨立送餐室(兼顧個人隱
私及產婦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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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用原理及手法

由於產後避免吹風 (楊淑玲，2004)，產後護

理之家皆採機械空調設備，溫熱環境及空氣環境

等評估因子皆能達到標準，故本研究僅針對光環

境及音環境及節能減碳做為探討方向 (如表二 )。

（三）設計手法及圖例說明

1.「中介空間」的運用：( 如圖三 ) 於室內的配

置，對室內光線利用及室溫維持非常重要，其

原理是將一般室內中使用時間較短或不需供應

冷暖氣空調的房間如陽台、儲藏室、浴廁等，

布置在外週區，反之，則設置在內週區 (陳宗鵠，

2010)。

本案例坐月子房間面積分別約為 19m2~26m2( 

>16m2，符合法規規定，詳表三 )，若夏季時節

直接採光，會有眩光及刺眼的感覺，故每間坐

月子房間皆設置「室外中介空間—陽台」，藉

由間接方式導入光線，除降低光線直射所造成

的不舒適感，也滿足了晝光率的要求。

2.玻璃材質的運用：玻璃 (如圖四 )因其透明、

長期穩定、耐用等特點而廣泛用於建築，玻璃

本身對遠紅外線的低反射特性會導致寒冷地區

大量室內熱能向外傳遞而降低建築的保溫性

能，另一方面玻璃本身對近紅外線的高透過性

會導致炎熱地區大量的太陽熱能進入室內而大

幅增加空調能耗；為改善玻璃性能成就所謂的

Low-E玻璃材料產生，大大改善耗能的問題。

膠合玻璃 (Laminated Glass)係由二至多片的玻璃

其玻璃之間夾上 (Polyyinyl Butyral，PVB)聚乙烯

醇縮丁醛樹脂，經高溫高壓處理，將二至多片

的玻璃黏結而製成；一般單層規格玻璃，其結

表二. 室內音環境及光環境說明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三. 玻璃隔音性能(降低噪音)比較表 (資料來源:台灣玻璃，2013)

圖三 . 採光及隔熱中介空間示意圖（資料繪製：本研究
整理）

圖四 . 玻璃材質運用示意圖（資料繪製：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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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生硬，噪音容易透過玻璃片振動傳導至屋內。

而膠合玻璃的中間塑膜則會削減聲波的振動，有

效削減聲波傳導進入室內 (如表四 )，以膠合玻

璃內外層玻璃各 FL5mm厚，中間塑膜 0.76 mm

厚，在頻率 100HZ降低 27分貝噪音，在頻率

5000HZ降低 56分貝噪音。

建築物外部及內部聲音的控制與噪音的阻絕，對

建築空間物理環境舒適度，有顯著影響，噪音除

對聽力造成損害，還可能增高血壓、心率不整等

疾病，為求建築物有效控制噪音量，維持健康的

室內環境，應搭配建築隔音標準進行配套檢測，

以維持好的音環境 (陳伯勳、羅時麒，2006)。

可由表四及圖五看出膠合玻璃的隔音量效果最佳。

五、結　論

現代孕婦選擇產後護理之家，除了仰賴專業

技能來提供完善的產婦照顧和嬰兒照料為基本考

量外，能提供產婦及嬰兒一個能調養生息的健康

環境更顯重要，本次改善手法運用「採光及隔熱

中介空間」原理，做為導光及保溫層之功用，間

接有效地解決耗能的問題利用玻璃材質的選用，

降低噪音干擾；藉由以上論述及相關試驗數據比

對，建議護理機構設置設置規則第 8條之「護理
機構設置標準表」中建築物設計、構造與設備項

目 (二 )一般設施，增設健康建築相關建議作為健

康空間改善之建議。其設置標準建議值音環境低

於 45 dB(A)、光環境照度高於 100 Lux晝光率晝光

率應在 2%以上、溫熱環境自然通風狀態下，夏

季舒適溫度為 23~28℃，冬季則為 20~26℃，而�
分季節時則以 23~25℃為舒適溫�區，以 20~28℃
為合格基準。在規畫初期導入健康建築概念並整

合設計利用「採光及隔熱中介空間」、玻璃材質

及室內色系更換技術，在有效控制成本控制下，

產出健康、節能、永續的健康建築，這不僅是建

築形式、技術、材料和美學的全然創新，更結合

了產後作息使用模式與空間品質控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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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ostpartum care for mothers and babies is very important. That is more attachable to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health of indoor space for them.

Purposes: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the problem for indoor light environmental and sound environmental thought 

the principle of glass and thermal insulation intermediary space. In the view of No.(2) "general facilities" in 

"build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for Rule 8 of the "The standards for establishing nursing home 

institutions ", to propose the draft of standards for improvement on health environment.

Method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to collect the reference values of norms for light environmental, sound 

environmental and research of thermal insulation intermediary space is available.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of 

space allocation, glass, and compare of the relevant experimental data, will buil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tudy.

Results: Experimental data and from literature review are provable. Through the replacement of glas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rmal insulation intermediary space, the quality of indoor healthy environmental is able to achieve 

effectively reference of health and comfort.

Conclusion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It just takes more care about requirements of indoor environment, will 

improve quality for healthy.  Introduction of concept for healthy building and feasibility techniques for 

improvement between planning of beginning, that is able to provide a healthy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of 

post-natal care for mothers and babies.

Keywords: In confinement, Postnatal nursing home, Health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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