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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廁所清潔維護之專業培訓 

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同事林建元教授，退休後目前擔任安心食

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此乃東元餐飲集團旗下最知名、引進日本摩斯漢

堡的安心食品，1990 年 11 月與日本 MOS Food Services, Inc.合資與技術合

作。1991 年 2 月成立台灣第一家摩斯漢堡店『新生南路店』，推出台灣第一

個米漢堡，並於客席設立洗手台(速食業界第一創舉)。目前已有 262 間門市，

究竟摩斯漢堡店面的廁所如何規劃設計、清潔維護？ 

 理事長受邀於 3 月 29 日在該公司淡水安心學院，專題演講「衛浴設備的規劃與設計」，會後委

請盧武雄秘書長於 4 月 8 日提案，「台灣摩斯漢堡食品有限公司廁所清潔維護課程培訓計畫」，並如

期於 4 月 15 日，講師盧武雄秘書長，助教劉玉玫秘書，順利舉辦完成「摩斯漢堡店面廁所清潔維護培

訓課」。請參閱本期會訊大事記及專文報導。 

 理事長 5 月 18 日參加 2019（中國重慶）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本論壇聚焦“物業資產運營與管理”

主題，側重商務寫字樓物業資產運營與管理。受邀專題演講「高端商業物業及寫字樓物業如何打造舒

適的如廁體驗」。出發前我事先與盧武雄秘書長商討，擬妥一份培訓執行說帖，台灣衛浴文化協會如

何與中國大陸現代物業雜誌社，今後於廈門或金門合辦廁所設計與清潔維護專業培訓活動。 

報導此兩則會務新聞，表達會務發展的機會，須主動表達專業能力，說服需求對象動心。因此，

專業培訓活動是爭取來的，不是平白從天上掉下來的。協會年度活動均經過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執

行，期望會務活動有分配與分工負責事項者，跟上理事長腳步，先問耕耘別談收穫，期待會務更蓬勃

發展。 

理事長 黃世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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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秘書處 

協會 2019 年 4~5 月捐款明細 

日期 捐款單位 款額 摘要 

04/10 雄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蔣順田) $50,000  20 周年系列活動 

04/12 台灣給水排水研究學會 (劉新豐) $50,000  20 周年系列活動 

合    計 $100,000  
 

 

 

協會 2019 年 1~6 月大事記一覽表 

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9/01/01 秘書處 電子報第 16 期寄發。 

2019/01/05 秘書處 理事長與秘書長前往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大金)拜訪蘇董事長及募款 

2019/01/05 理事長 
黃理事長參加 2019 年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年會，在新竹專題演講「探照 TALO 的前行路：

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與優化社會住宅策略的培力方案設計」。 

2019/01/10 秘書處 

黃世孟理事長、沈英標名譽理事長、游明國名譽理事長、林長勳常務理事、盧武雄秘書

長，時間中午 12:00，地點在凱撒飯店餐廳，接待世界廁所組織 WTO （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創始人新加坡 Jack Sim(沈銳華)先生。 

2019/01/11 秘書處 於神旺飯店舉行 2019 年度第 1 次會務會議。 

2019/01/15 
學術 

委員會 
環保局 107s062專案「107 年度台北市公廁制度升級精進計畫」結案。 

2019/01/15 秘書處 電子報第 17 期寄發。 

2019/01/16 
技術推廣 

委員會 
理事長與技術推廣委員會莊恩智主任召開同層排水技術委員會會議。 

2019/01/18 理事長 
於台北市幸安國民小學校長室，與校長陳順和及五位教師座談會: 談現代生活衛浴文化結

合國民教育課程之推展策略 

2019/01/25 
資訊服務 

委員會 
李美慧老師帶領學生前來協會與理事長討論會誌相關事宜。 

2019/02/01 秘書處 電子報第 18 期寄發。 

2019/02/14 秘書處 
黃理事長、盧秘書長及沈建築師於下午四點前往台灣東陶股份有限公司(松仁路 99 號一

樓)TOTO 展示中心拜訪山村總經理。 

2019/02/15 秘書處 電子報第 19 期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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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5 
秘書長 

出席衛生福利部社會局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舉辦的「人工污物盆及洗

手器技術標準草案制定討論會」。 

2019/03/01 秘書處 電子報第 20 期寄發。 

2019/03/09 秘書長 秘書長盧武雄代表本會出席，日本建築師原田振郎先生舉辦萬物共生畫展開幕式。 

2019/03/15 
學術 

委員會 
衛文會訊第 47 期(2019 年春季號)出刊。 

2019/03/15 秘書處 於將捷集團地下室 B4 會議室第七屆地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9/03/15 秘書處 電子報第 21 期寄發。 

2019/03/18 
技術推廣 

委員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產業發展委員會，與本會技術推廣委員會聯合主辦第一次的座談

會，主題「社會住宅衛浴空間建築設計採用同層排水技術與設備之發展課題」。 

2019/03/19 秘書處 與 TOTO 公司的程志浩及邱琮翔二位經理討論「人工造口污物盆標準尺寸」事宜。 

2019/03/22 
學術 

委員會 
衛文會訊第 47 期(2019 春季號)出刊。 

2019/03/27 秘書處 秘書長受邀至景興國中衛生組長演講「公廁清潔維護管理」。 

2019/04/01 秘書處 寄發電子報第 22 期。 

2019/04/12 
技術推廣 

委員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產業發展委員會，與本會技術推廣委員會聯合主辦第二次的座談

會，主題「社會住宅衛浴空間建築設計採用同層排水技術與設備之發展課題。 

2019/04/15 秘書處 寄發電子報第 23 期。 

2019/04/15 秘書處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本會辦理[廁所清潔維護課程培訓計畫]課程，於摩斯漢堡

吉林店三樓培訓中心（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27 號）舉辦。 

2019/04/24 秘書處 秘書長與江哲銘老師開會討論 20 週年慶國際研討會事宜 

2019/05/01 秘書處 寄發電子報第 24 期。 

2019/05/15 秘書處 
與南區分會主委江哲銘老師、學術主委、技術副主委，討論年底 20 週年慶活動研討會

國際。 

2019/05/15 秘書處 寄發電子報第 25 期。 

2019/05/18 秘書處 與南區分會主委-江哲銘老師討論年底 20 週年慶活動研討會國際。 

2019/05/30 秘書處 秘書長與吳旻熹討論吳明修老師的論文集內容。 

2019/06/01 秘書處 寄發電子報第 26 期。 

2019/06/11 理事長 

理事長黃世孟講授『公廁改善規劃與整修實務』概論課程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執行 108 年度「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

計畫」， 

2019/06/14 秘書處 於將捷集團 17 樓第一會議室舉辦第七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9/06/17 
學術 

委員會 
衛文會訊第 48 期(2019 夏季號)出刊。 

2019/06/18 
會員 

委員會 

會員委員會主辦 2019.6.18-23，組團參訪日本高齡設施與衛浴設備。感謝株式会社コミ

ュニティネット、積水ホームテクノ株式会社、ダイキン工業株式会社、社会福祉法人

丹緑会、東京国際空港株式会社、東京ジャーミイ・トルコ文化センター、株式會社ユ

ニバーサルデザイン總合研究所，協助台灣衛浴文化協會，安排參訪 UR 賃貸住宅板橋

區ゆいま～る高齡者住宅等多處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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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壇 

日本金澤長照設施參訪 

--社區緊密型特別養護之家 SAKURA CENTER 

張良瑛 理事/建築師 

一、前言 

    因應長照時代來臨，長照 2.0 之實施開始真正走向社區化之實施策略，眾多複雜的高齡設施應如

何配合社區化之概念與策略，落實配合不同之功能以符合高比例高齡者之需求? 首先，高齡者設施規

劃之目標是在如何營造人生高齡階段，身心狀況不同時亦能創造 ”如家 ”的環境，反映高齡者身體

與心理變化之需求。其實不論年紀長幼，或身體狀況之相異，人類在居住環境中能夠尋求安全、自在、

持續的實踐自我價值，並且維持與社會及家庭關係與心理上之連結，是所有居住環境規劃上之目的。 

    隨著高齡人口快速成長，各種慢性疾病與功能障礙的盛行率將急遽上升，這些功能障礙者或缺乏

自我照顧力除健康與醫療服務外也需要廣泛的長期照顧服務，而住宿型的機構照顧 ，一向是家屬的選

擇也往往是失能老人最後的歸宿。 台灣之老人照顧機構，多數由私人設置，提供老人 24 小時的照顧

服務，這些分散於鄰里角落之中之照護機構之照顧質量因被忽視、缺少人力及適當引導，容易因疏於

管理，在空間規劃心理照顧上有所不足，實質服務上連基本人道照顧都拂如, 更遑論在社區扶助及社會

實質連結上之考量。 

    長照制度引導機構型設施與社區之連結在日本之長照發展中早已發現全數依賴保險制度造成政府

及個人負擔日益加重，以及專業及志工人力需求嚴重不足，開始轉向與社區全面結合與根植發展，方

能看見解決之曙光。 

    台灣高比例之高齡者一旦因病住院，則開始頻繁往返於醫療設施與居家環境之間，最重要之原因

在與缺乏專業之醫療後養護照顧，老人健康及自主狀況每況愈下，最後回到醫院宣告死亡或進入完全

失能狀態，最終只能移至長期照護機構終老；因此，養護機構擔負著讓暫時失能狀態之老人療養其身

心二方面都能夠恢復到在居家環境中自主作息之日常生活狀態，為其最主要之任務之一。 

    在此階段中，對老人之照護最需要大量之專業照護及志工人力，借助社區人力與精神支援之力量，

與社區共生互助，同時打破機構設施在社區環境中之藩離與嫌惡設施之印象，是未來長照在養護機構

上必要的方向，因此在以此為主要規畫主軸而起始的空間計畫擬定上是非常關鍵之課題，空間定性定

量及營運管理之考量，及工作人員志工之照護養護方式，與設計發展及細部設計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二、日本特別養護機構之轉變 

    因日本高齡者設施種類繁多(詳參考備註 1)，首先了解日本特別養護機構之轉變： 

 1989 年黃金計畫開始，”特別養護老人院”成為日本公共照護保險之指定事業機構，但只顧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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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未顧及品質。 

 2000 實施公共介護保險制度 後，民間活力介入強化照顧體制，成為契約制 ，“以利用者需求為

主”之觀點成為機構營運方向之主要考量，機構型態之轉變可透過人性化的空間設計及活動安

排、職員質量的配置調整及個人隱私之重視及改良等營運，機構照顧也可以提供符合老人需求的

服務 

 新型特別養護老人院(單人房、團體家屋 etc)自費須負擔戒護費 1%及居住及伙食費用以免與在宅

居家照護競爭。 

 「新型特別養護老人院」制度化，成為日本長期照護機構型態的發展主軸。「新型特別養護老人院」

是一種「小規模生活單位型」的「特別養護老人院」，其特性如下：「單人房」、「小團體單位（unit）

化」及「居住費付費制」等。其中的「小團體單位照護」unit care「單位照護」不但已成為「新

型特別養護老人院」的照護之中心理念，也成為日本長期照護的最新發展趨勢。(資料來源：長期

照護新趨勢:日本的小團體單元照護—莊秀美) 

 什麼是「單位照護」? 

「單位照護」是從過去基於工作人員的立場考量的流程作業式照護（效率優先的照護）轉換為與利

用者共同生活的照護（重視社區的照護）的革新照護型態。為了讓利用者（老人）與工作人員保

持親近關係，細心營造機構的生活空間及生活氣氛，追求「關係的變化」及「照護的變化」(資料

來源：武田和典、池田昌弘編，2002：3) 

 日本社區緊密型特別養護之家: 日本長期護理保險法新成立以後 社區型養護設施成為社區之基礎

的服務之一 ，讓入住老人長期照護機構的老人能夠像生活在家中，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就像家

人一樣共同營造生活場域。結合社區照顧服務成為新趨勢。 

    現今的社區照顧服務，不但已成為老人福利服務的重點，而且幾乎已成為老人福利服務的替代名

詞。 

三、參訪案例 SAKURA CENTER 

    高齡者特別養護機構設施之改造，由原本的「特別養護老人之家」 「社區緊密型特別養護之家」。 

(一)櫻花特別養護之家設置理念 

1. 入住者、家庭、社區、相關組織志工共同推動社區包容性護理系統。 

2. 家族愛。 

(二)設置基本方針為提供安全安心之支援 

1. 充滿歡笑之生活。 

2. 致力於家庭之愛。 

3. 實踐細心關懷之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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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社區交流及合作。 

(三)案例概述 

更新前---1987 年建造 (40 年老舊建物更新)，鋼筋混凝土造，地上二層，原面積 2608.67 ㎡。

結構補強鋼筋混凝土造地上二層。用途:特別養護老人之家 40 床+日照中心。 

更新後---總樓地板面積 3135.82 M^。用途: 區域密着型特別養護 29 床 +短期住宿 10 床+社

區母嬰中心及日照中心。負擔費用計算: 照護費(介護保險自付 1%)+伙食費+住宿費。 

更新前外觀 

    原建物更新前為傳統之特別養護機構，更新後之外觀設計則加入較高彩度明度增加社區內空間之

可見度，亦增加其活潑有生命力之感受，跳脫機構式建築外觀之單調與無特色印象。 

更新後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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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空間計畫及設備 

 主要空間: 

    特別養護之家及日照中心、母嬰中心別館，老人生活區主要分為四主題，幫助識別及自我認知：  花

樹、青鳥、風秋 月燈。每區有清楚之入口門廳領域及符號識別。 

各區有十個居室單元，各區內均設置獨立生活機能空間：起居室、用餐區、備餐空間、廁所、淋

浴空間、汙物處理室、居家感之護理站。 

四區共用空間：入口大廳 親屬聚會空間(含相談室)、主要廚房、 體能訓練(乒乓球室) 、共用泡

澡區、 員工休息住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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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平面 

在生活區區劃十間單元為一區， 每個特養單元至少配備二組無障礙廁所單元及一組無障礙衛浴單

元及一個汙物處理室。 

 

 

3 

青之鳥 

花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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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燈 

風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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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內容說明 

1. 主要規劃概念為回歸”家”的空間意象，建立歸屬感，在機構中增加設置與社區連結之空間，

例如母嬰中心地域交流室、日照中心及短期住宿；母嬰中心提供社區新手媽媽育嬰諮詢，日

照中心及短期住宿則可增加社區內高齡者及其家庭與機構互動之機會  

入口玄關                                  母嬰中心  

2. 設備設施位置數量之設定 

(1)因機構設置之面積及設施設備與政府補助金額有關，同時也為了讓進駐之養護過程中失能

老人盡快回到自主的生活作息上，在每單元中不設置單人套房，設置無浴廁之十間個人房

(房內有床及備有洗臉台之化妝桌椅)，以及一間獨立無障礙廁所及一間備有泡澡淋浴設備之

無障礙廁所、一間污物處理室，精準控制單元之設備數量及面積並確實達到照護之需求。

另在二樓為失能者設置一間寬敞之泡澡浴室，減輕工作人員負擔。 

            單人房非套房設計                          泡澡設備 

一樓各主題生活區設置有一組污物處理室、廁所及備無障礙廁所之泡澡淋浴設備 

汙物處理室 

無障礙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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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視工作人員之穩定及兼顧其福祉，空間配置設置員工專用區，包括休息室、儲物間、衛

浴設備、更衣室、哺乳室，照顧工作人員之需求及增加人員之歸屬感，並能夠適當舒壓。 

             員工獨立更衣室、休息和室、置物櫃及獨立出入口 

3. 去機構化之空間設計原則 

(1)以單元式設計為主要照護空間架構，單元以主題強化其識別性，每個主題單元中設置開放

式廚房及明快開朗之用餐空間，營造家庭的空間感。照護人員管理站亦融入整體居家感之

設計，降低機構印象。  

管理站 

(2)每單元均有明顯不同之室內設計風格，公共活動空間採光方式及色彩計畫(利用彩度明度較

高活潑的色彩)增加單元辨識度，單元中之並大量使用原木質感材質增加親和居家感受 (詳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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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丘 

月之燈 

青之鳥 

花之樹 

(3)每主題單元之主要活動區都設置有洗手台，增加老人及照護之方便性。 

(4)垂直動線主題化：細心布置明亮且帶著宗教氛圍之室內樓梯及人性化細部設計，鼓勵長者

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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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活動區都設置有洗手台             宗教氛圍室內樓梯及人性化細部設計 

4. 居住單元辨識度規劃及指標系統設計: 為了在機構中增加老人對居住環境之歸屬感同時建立

個別自我辨識性，每個照護單元都有與文化相關之個別主題及標示圖案符號 並以蒙德里安

《紅黃藍黑的構成》 (Composition with Red Yellow Blue and Black）畫作為主調，以水平、

垂直線條與色塊為元素創作，各種大小的方格與原色構成畫面，各別照護單元中設備空間以

不同 LOGO 識別，更能增加使用者空間方位辨識度，每個主題分區於入口前即呈現鋪面變化

以不同圖案標示單元入口識別性。 

以相同概念之語彙 不同的代表色(蒙德里安之色塊組合)表達指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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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主題分區以不同圖案標示入口識別性 

 

5. 考慮維護管理及使用之規劃細節 

(1)公共區域留設輪椅暫置區，以保持通道通暢及視當寬度，便於管理及維持行走安全。 

供餐方式與空間之規劃關係設置中央廚房室，統一供餐給社區日照中心及各單元總配膳

室，再供餐送至各居住單元開放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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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廚房 

(2)社區日照中心設置乒乓球及日常動作訓練室，社區日照中心也設置音樂訓練室及社區老人

供餐室。乒乓球及日常動作訓練室則以乒乓球作為老人日常訓練運動，練習肢體與大腦協

調，以不同方式連結社區居民參與。 

日照中心訓練室及供餐室 

(3)在建築計畫及設計規劃過程中，所有內部空間及動線之規劃設計均由建築師與照護、行政

人員、志工共同討論後方才定案下來，因為設計最終之結果是為了使用者 : 高齡者及照護

工作人員在完善的規劃下能充分建立與高齡者互動之關係，達到長期照護之目標。 

四、結語 

    進一步能夠連結整合收容性機構與社區照顧兩大體系，讓機構成為社區照顧服務提供的據點，成

就機構社會化/社區化的理念，則機構照顧與社區照顧化整為一，將使福利服務的輸送更人性化（施教

裕，1999；莊秀美，2000）。 

    目前台灣面對長照財源、服務人力的不足之狀況，未來之發展方向以社區居民互助、自立的模式，

來建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是必然的選項之一。方向及計畫之落實需要公部門、非營利組織、企業等

對老人長者在以”人”為價值之基礎上共同參與，建構出以”人”為中心之服務體系。 

    尋求雙向連結之模式，呼應居民需求，提供之服務因社區需求因應時代變化而發展，機構才能真

正成為社區架構的一部分，不僅提高民眾對機構認同度，也降低對機構及接受服務的抗拒。如此高齡

者才能真正能透過社區整體支持的力量，在自己熟悉的社區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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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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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浴與廁之空間要如何乾溼分離 

陳海曙 常務理事/教授 

一、前言 

   人類身體洗澡洗浴與排便是以生俱來的生理需求，洗浴多需要仰賴水，自古以來各文化與地區因環

境條件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處理態度與方式。例如寒冷乾燥地區缺水居民不會常洗澡；熱帶及亞熱帶鄉

間地區人們排便在戶外大自然可以就地解決。基本上，人類洗浴與排便長久以來一直都是分別在不同地

方去處理的，且不一定要在於室內空間。在熱帶多雨的地區，人們洗澡在住家附近小溪中就可以進行，

排便在住家附近的樹林中或草叢中也就可以解決。 

  隨著人類從漁獵與游牧進展到農業社會，住家建築開始發展，此時因為鄉下地區仍是地廣人稀，洗

澡和如廁排便也還是維持漁獵或游牧時代之方式，分別就水岸邊處理或草叢內解決。但是在人口聚集的

城鎮內，洗澡就須在自家水井邊進行或打水進屋內完成，或到公共浴室去進行；大小便如廁則是須到公

共廁所進行或在自家住屋內廁間排放，廁間兼具收集糞便功能，可供取去做肥料之用，或挑去倒入附近

溪溝由水流將其自然排走。因此農業社會這個時期，不論鄉間與城鎮的洗浴、排便仍是分開個別進行的，

因此兩者之活動空間上也是完全沒有交集。 

到了輕工業時代，都市人口更加集中且住宅建築數量及範圍擴大，再加上近代的給水設備系統開始

出現，洗浴與排便的活動空間卻有了變化，而這個變化的結果，竟然在當今看到合併與分開的兩種相反

空間格局與配置型態同時存在的現象，值得來討論一下。 

二、浴與廁之空間型態發展過程 

當人類社會生活方式演進到農業時代，形成了人口密集居住型態的城市或邦城，為了讓眾多市民都

可以洗澡，公共浴場就營運而生，例如印度古文明摩亨佐∙達羅之農村(約 4000 年前)，以及羅馬古文明

的古羅馬城、龐貝古城(約 2000 年前)都設有公共浴場。 

           4000 年前摩亨佐∙達羅農村之公共浴場            2000 年前龐貝古城之公共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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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羅馬時代的公共浴場 

  另一方面為處理市民排便，則有公共廁所之出現，例如古羅馬時代文明的龐貝古城、以弗所城

(Ephesus)。或也有是以自宅私人廁所的形成出現，例如摩亨佐∙達羅農村。由此可見，自古以來城鎮不

論是為公共浴場與公共廁所，或是為公共浴場及自宅廁所的空間型態，對於洗浴與排便是採取完全分開

的空間配置，所以共存出現在一於相同空間內，因此浴廁空間就沒有產生所謂乾濕不分的問題。 

                               古羅馬時代的公共廁所 

 日本在江戶時代，江戶城居民是到設置在各社區附近的公共浴室(稱為錢湯)去洗澡；排便則到設置

在長屋公共廣場之公用便所去進行，這也便於將排泄物收集做為肥水之用，所以當時浴廁完全分開，沒

有所謂乾溼不分的問題。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現代化開始之後，日本出現獨棟自用宅邸，自用宅邸內分

別設有浴間與廁間。其中浴間會較靠近廚房，以方便冬天燒水來供應熱水，而廁間則會靠近大門附近的

外側，以方便直接由室外將排泄物挑走做為肥水之用。一直到今天，日本現代之住宅，仍是將浴間、廁

間分開設置，並且浴間多將洗衣機間相互在一起，而與廁間則是完全分開，甚至分別設在不同樓層。因

此日本住家之廁、浴活動仍舊沒有出現所謂的乾溼不分的問題。 

                         日本在江戶時代的公共浴室(稱為錢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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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起歐美國家現代建築興起，不論是獨棟住宅還是集合住宅，因為沖水馬桶與化糞池使用普

遍，如廁設備就直接合併到浴間去，故一般就合稱 bathroom，而非稱 toilet。所以歐美各國現代住宅

之浴間內有浴缸也有沖水馬桶，且因浴間面積很大，雖然結合成一個空間，但洗浴的水灑到地面機會不

多，所以產生的地面乾濕問題並不明顯。 

                              歐美各國現代住宅之浴廁間 

三、台灣乾溼分離時期：十七世紀前~1950 年代 

 台灣十七世紀之前的位於平原的平埔族原住民，以及位於山區的原住民，是過著粗耕或漁獵為主的

生活型態，人口稀疏而散佈在山林溪水之間，就水岸邊或樹林邊而居。因尚未有大型村鎮或城市空間，

日常生活場域仍是與大自然環境為伍，因此洗浴是就近在溪溝中摸蛤仔兼洗褲溪水中完成，而排便就是

在住處周圍大自然之草叢中或樹叢中完成。由於這是台灣早期住民粗耕與漁獵時期日常生活洗浴排便方

式，也是將浴身、如廁分離開來進行的最典型形式，因此這就可說算是一種乾溼分離的衛浴分離空間型

態。 

                    十七世紀台灣原住民生活場域以大自然環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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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世紀荷蘭人入主台灣之後，台灣開始進展到商業與農業社會，此時也因此發展出市街村鎮空間

型態，且市街區大多位在河岸或海岸邊，市街內因房舍相連而人口密集，開始使用井水，因此洗浴就主

要是在自家宅院中的井水邊進行，而大小便排泄則是在宅院後方的茅舍進行，或是在室內一隅角落利用

便桶或尿桶來進行。而當時在鄉下的一般農舍，因其四周多由農田與溪溝圍繞，洗浴仍就在周邊自然溪

溝進行或挑水到室內進行，而大小便排泄則是在室內一隅角落利用便桶或尿桶來進行，一段時間後再挑

到農地供做肥料之用；或是在農舍旁之豬舍邊搭建便所，讓人豬排泄物集中以作為挑肥之用。由於這就

是台灣在農業時代，聚落街區住家以及鄉下農家最典型的浴、廁分離分開進行的方式，因此乃是明顯的

一種乾溼分離之衛浴分間型態。 

                    十七世紀後荷蘭人發展出台灣市街空間與人造環境 

 到了 1895 年日治時期，台灣漸進入輕工業及商業之農業社會，政府開始重視個人清潔衛生。為提

高住家環境衛生，要求住戶須增設廁間。雖然在十八世紀坐式沖水馬桶已經發明，但化糞池則到十九世

紀才發明，所以當時世界並未普遍故台灣也尚未使用沖水馬桶與化糞池，因此台灣傳統的磚造住屋，就

在既有房屋後方設置廁間，增設廁間內只有設不沖水的蹲式馬桶，廁間牆壁下方預留一個搯糞口，以方

便挑糞人員直接由外取走做農用肥料。另外政府推動市街區市區改正，進行道路現代化並開始導入了自

來水系統與供水設備，讓洗浴更加便利。尤其台灣夏季溼熱易流汗，洗浴更成為一種生活習慣，但仍多

維持在室外一隅進行，尚無室內洗浴空間或專用之浴間。 

 日治時期台灣住宅室外洗浴空間                日治時期台灣住宅如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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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台灣新蓋的日式建築，幾乎就直接設置一廁間與一浴間，其中廁間內有不沖水的蹲式馬桶，

浴間則另外分開設置，以減少相互干擾。總之當時台灣不論是既有農舍或街屋只增設廁間，還是日式

建築同時有廁間與浴間，洗浴、如廁兩種活動仍維持分開進行之局面，以減少廁間氣味干擾的問題，

因此也還維持乾溼分離的衛浴分間之空間型態。雖然台灣保存的日式建築現在也多已改用沖水馬桶，

不過浴、廁分間的格局卻並沒有改變。 

              台灣日式住宅浴間(稱風呂)與廁間(稱便所)採分開設置之格局 

四、台灣乾溼不分時期：1950 年起~2000 年代以前 

二戰終戰之後不久，於 1950 年代因韓戰爆發，美台因而軍事合作，台灣開始接受美式經濟與文化

而流行美國之生活方式，住家空間的浴廁開始導入美國浴廁合間的設計格局，甚至直接將其稱為浴室

(bathroom)而非廁間。美國住宅浴廁合一有三個特有基本條件：一是美國住家的浴廁間面積較大(約 2.5

坪)，馬桶與沐浴設備距離較遠；二是美國一戶住家通常會同時設置兩個浴廁間；三是廁浴間內部採乾式

地板為原則，必須設置大浴缸或沐浴隔間，將洗浴散逸的水漬控制在有限範圍內，不會造成全部浴室間

之地板產生嚴重溼滑問題。而台灣因為地小人稠，在當時所興建的現代式集合式住宅(四五層公寓)，因

為每戶室內面積有限也都自然採用浴廁合一的格局，將馬桶與浴缸設計在一個窄小浴室空間內。因其空

間面積較小(約 1.5 坪)，且全戶多只設一間浴室(不稱為廁所)，因此造成浴廁間地板面因洗澡後水漬噴散

而形成經常潮溼的情況。不過在當時一般住宅有這種現代感之浴廁間就已經認為很先進了，所以對乾溼

不分造成的整間浴廁室地板常溼滑也就不以為意，甚至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五、浴廁半乾溼分離：2000 年以後 

之後經過了五十年到了 2000 年，台灣因為經歷經濟持續發展，集合住宅建築已開始進步到了高層

豪宅大樓的型態，然而住戶浴廁間之設計卻幾乎仍是沿襲浴廁合一之空間格局，只是數量上多增加一

間，但浴廁間面積也仍多維持在 1.5 坪左右，因此衛浴空間型態依舊是乾溼不分為主流的衛浴合間情

況，地板常溼滑情況與問題並未有明顯改變。這對當時台灣社會逐漸高齡化中的高齡者居家成員，由

於頻尿與腿部肌力衰退而已形成很大的滑倒潛在危機。因此在住宅建築浴廁空間乾溼不分間設計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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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重大改變情況下，住戶自己加裝淋浴間拉門或浴簾，成為自立救濟的一種運動，甚至也已演變成

加裝淋浴拉門成為浴廁間標準設計主流的現象。 

六、浴廁分間+乾溼分離時代：2018 年以後 

 臺灣於 2018 年 3 月全國 14%人口年齡超過 65 歲，已經正式進入高齡社會，為了預防這些高齡者

因為上廁所不慎滑倒，首先是否應該要將目前廁浴合間之格局，改變為廁浴分間之格局，讓上廁所完全

不受浴室是否地板有無水漬溼滑的影響。或是須針對廁浴合間之既有格局，將其內部加裝淋浴拉門規格

化與安全化，以成為乾溼半分離空間型態，減少因為洗澡水滴四散而留下的地面水漬造成之後上廁所滑

倒的肇因。並且同時也須將浴間的地板改成為快速排水板面以加速地面水漬的流排，減少高齡者在浴間

滑倒的可能性，同時也可以一併提高浴廁間環境之乾爽與舒適感。 

          浴間與廁間分開設置的空間格局會是台灣高齡居家乾濕分離的典範 

七、結語 

 日本自古以來，就是屬於喜歡洗浴或泡湯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所以一直保持浴廁分離分間的型態

與格局至今，因此住家衛浴空間乾溼不分的問題並不存在，所以日本雖然很早就進入高齡社會，但是

浴廁溼滑對老人安全的問題較不嚴重。雖然日本仍有老人在浴廁摔倒的問題發生，並不是因為上廁所

地溼滑而造成的，而多是洗澡時穿脫衣褲重心不穩而摔倒，或是出入移動時因握力不足而失去重心而

摔倒所造成。台灣從傳統農業社會為主的生活方式，轉變成現代化及輕工業社會的型態，只有短短的

70 年(1895 年~1960 年)，這段時間台灣建築也從傳統的磚木構造形式，演進成現代建築的鋼筋水泥

構造形式，生活場域也從農村鄉間自然環境，轉變成為以工商業社會城市街屋為主的人造環境。由於

這個變化過程時間相當短促，台灣人對自己生活方式與住家所需空間，常在還沒有時間體驗與搞清楚

之前，就面臨新建築的潮流，因此許多室內空間的需求與配置概念與生活的相互關係還沒仔細建構好，

就須強迫接受另一新的設計樣式而須做大幅調整。這種窘境也反映在住宅洗浴與排便行為的空間變化

過程，讓現今最多的乾溼不分的窄小衛浴空間型態一直存在最為明顯。台灣住宅浴廁空間從最早的完

全乾濕分離的廁、浴室內室外分離型態，轉變成乾溼不分的浴廁合間，以及再發展成乾溼半分離的浴

廁合間型態。未來因應高齡人口增加更勢必將朝乾溼完全分離的浴廁分間型態發展，將浴間與廁間在

配置上要完全分開，各自擁有自己的一個空間，讓橋歸橋路歸路，以提高洗浴及排便空間所有使用者

之安全性、便利性、易清潔維護性，這也算是通用設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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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與休閒 

高爾夫球隊 4~6 月份例賽與球場介紹 

衛文球隊 

一、5 月份例賽-八里球場介紹 

  球道總數：18 

  球道長度：6,142 碼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嘉寶里寶斗厝坑 91 號 

  電話：02-2605-2222 

  傳真：02-2605-2334 

    八里國際高爾夫球場座落於台灣北海岸的海濱坡地上，是南非傳奇球星蓋瑞普雷爾（Gary Player）

在台灣唯一的球場設計作品，巧妙的將大自然的景觀與球場融為一體，同時也是一座蘇格蘭 Links 

Course(濱海球場)風格的錦標賽高球場。球場的地勢較為平坦，共有 18 洞球道，羅列在一片朝海邊傾

斜的坡地上，前 9 洞位於迎風面，受風的影響較大，會影響到擊球的方向，當來自北海岸的海風吹起

時，擊球的難度也瞬間提升不少，因此擊球時要考慮的因素就比後 9 洞來的多，非常考驗球友擊球的

準確度與距離掌控度。後 9 洞因位處於山的背面，受風的影響較小，然而後 9 洞為數眾多的水池卻成

為球友的另一項挑戰，造成球友不小的壓力。 

(圖片擷取自八里球場官網) 

二、6 月份例賽-大屯球場介紹 

  球道總數：18 

  球道長度：6,548 碼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9 號 

  電話：02-2621-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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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02-2621-0388 

    位於新北市淡水區大屯高爾夫球場，座落在山環水抱的大屯山麓。球場創立於 1974 年 10 月，初

時由一群熱愛高爾夫運動人士所孕育成立，並在 1980 年 6 月完成 9 洞，開始對外營業，至 1987 年全

場 18 洞正式完成啟用。大屯高爾夫球場原隸屬淡水育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嗣後有感於球場為青峰翠

綠之大屯山麓環繞，更名為大屯育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公司、球場名稱與所在地名符其實。 

    球場由「台灣高球之父」陳金獅操刀設計，倚著大屯山麓而建，球道走勢依照原始地形的起伏規

劃設計並保留了原來的田園景象及山林地貌。大屯高爾夫球場球道並不長，全長僅 6548 碼，不過由

於球道屬於較窄的形式且兩側都有樹林，所以在此打球建議採取較保守的策略，力求穩穩地將球放在

球道上。另外需注意的是，球場內絕大多數的 OB 樁都排列在球道右側。 

(圖片擷取自大屯球場官網) 

三、4 月份幸福球場例賽花絮 

    恭喜張石宗球友以淨桿 72 桿榮獲淨桿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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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賞析 

原田鎮郎 建築師 

畫作：石虎&水獺  2019 

 

在台灣，石虎、水獺和穿山甲是三大瀕危物種。 

2019 年 3 月在台北的首次個展，協助台北市立動物園推展台灣本土瀕危物種石虎、水獺和穿山甲的保

育工作。 

保護健全的自然環境是我們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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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後語 

    

    今年的梅雨季節已進入尾聲，台灣正式進入夏季了，開始高溫溼熱的天氣行

型態。拜公共衛生下水道的建設已多年，亞熱帶的大台北地區已沒有環境臭味的出

現，這對城市發展國際觀光會有很大的助益，因為不論是公共廁所或是住家廁所的

清潔維護，夏天就是一個嚴峻的檢驗期。這一直是本會理事長與會員最關心的議題

與區塊。本期衛文會訊 48 期夏季號，內容單元非常完整，包含(1)理事長的話；(2)

最新消息；(3)論壇；(4)生活與休閒；(5)作品賞析；(6)主編後語等共六個單元，這對會員凝聚力提供了一個正向

的交流支撐平台。 

本期理事長的話，題目為廁所清潔維護之專業培訓，把這幾年來台灣企業對其營業場所衛生清潔維護的重

視，以及中國廁所清潔維護之推動上，協會所扮演的專業角色說明得很清楚，值得會員高興與共勉。本期最新消

息單元共有兩篇撰文：第一篇是秘書處提供之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2019 年 4~5 月捐款明細表，除公告周知外，也

藉此表達協會的感謝之意。第二篇是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2019 年 1~6 月大事記一覽表，讓會員及讀者迅速清楚瞭

解協會上季與本季之努力目標與重要活動。 

    本期會訊之論壇單元，共兩篇大作。第一篇是本會理事張良瑛建築師的「日本金澤長照設施參訪-社區緊密

型特別養護之家 SAKURA CENTER」，將日本長期照護機構建築案例 SAKURA CENTER 之情況有專業且詳細的介

紹，是國內這方面報導最為詳盡完整的的一篇。第二篇是主編本人本會常務理事陳海曙副教授的「住宅浴與廁之

空間要如何乾溼分離」，將古代與現代，台灣與世界各國的洗浴、如廁兩種不同行為與空間的型態與格局，從乾

溼分離與高齡者安全的角度，做一個縱向的探討，希望會員能不吝給予指正。 

本期會訊之生態與休閒單元，這次仍是衛文球隊提供的「衛文球隊報導：高爾夫球隊 4~6 月份例賽與球場

介紹」，這是會訊最生活化與輕鬆的一篇，值得大家分享，提高生活快樂指數。 

    本期之作品賞析單元，這次是由本會好友日本建築師原田鎮郎提供之畫作「石虎&水獺」，係原田建築師今

年來台舉辦畫展的著名作品之一，與本會會員共同欣賞與勉勵。 

    本期會訊的封面，係日本滋賀縣甲賀市私立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館內空間一隅，是主編本人 2017

年 10 月參加協會主辦的日本參訪見學之旅時所拍攝。美秀美術館是由美國建築大師貝聿銘所設計，因為今年五

月貝聿銘建築師 103 歲過世，特此懷念大師對現代建築的貢獻。 

常務理事兼主編  陳海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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