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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績效自評暨計畫管考評核審查意見表】 

 

一、計畫名稱：聲光波物理性公害鑑測及防治技術研究計畫(1/4) 

二、審議編號：110-0331-02-17-04 

三、績效自評審查委員：   林能輝、高志明、張添晉、顧洋、李俊璋    

日期：111 年 3 月 8 日 

 

第一部分、計畫管考評核-審查意見 

壹、 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報資料 

◼ 達成項目須有具體佐證，方予計分。 

◼ 分數標準請依(實際達成值)/(原訂目標值)之結果對應參考繕打。 

一、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報資料」與「法定版計畫書」扣合情形 

18-20分：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寫與法定版計畫書完全一致，且有額外達成之項目。 

16-17分：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寫與法定版計畫書完全一致。 

14-15分：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寫與法定版計畫書大致相符。 

12-13分：超過 3成以上管考填寫內容與法定版計畫書不符或未達成原訂目標，且仍須對所遭遇困難

提出更有效可行之因應對策。 

0-11 分：半數以上管考填寫內容與法定版計畫書不符或未達成原訂目標，且仍須對所遭遇困難提出

更有效可行之因應對策。 

委員 審查意見 

1-1-1 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寫與法定版計畫書一致。 

1-1-2 

本計畫彙整研析國際上綠色節能建築的主被動混合消音裝置防制技術與現行作法

相關文獻，並以綠色節能建築的主被動混合消音裝置，測量不同交通軌道系統之

應用成效。此外，本計畫蒐集環境振動影響之國內外規範及研究文獻，並針對環境

振動進行實地量測，同時推動環境振動管理指引之使用，並且研提光污染改善指

引，以解決光污染干擾問題。本計畫亦針對精進環境電磁波區域性監測技術，進行

電磁波區域性環境監測實地量測工作，建置區域性非游離輻射監測資料。計畫執

行情形管考填寫與法定版計畫書完全一致。 

1-1-3 
本計畫驗證被動式自然通風隔音窗有效性、環境光源動態監測及量測方法等，其

執行情形與計畫書相符。 

1-1-4 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寫資料與法定版計畫書之要求一致。 

1-1-5 1. 無委外計畫執行報告，僅能由管考內容及績效報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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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計畫管考評核-審查意見 

2. 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報內容與法定版計畫書大致相符。 

二、計畫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45-50分：依法定版計畫書填報之量化指標達成超越原計畫預期效益。 

40-44分：依法定版計畫書填報之量化指標達成與原計畫預期效益相符。 

35-39分：達成 8成原計畫預期效益。 

30-34分：達成 6成原計畫預期效益。 

0-29分：超過半數計畫預期效益未達成。 

委員 審查意見 

1-2-1 量化指標達成與原計畫預期效益相符，部分工作超前。 

1-2-2 
本計畫目前進行研議規劃環境振動影響管理指引內容，並且召開「環境振動管理

指引」研商說明會。依法定版計畫書填報之量化指標達成與原計畫預期效益相符。 

1-2-3 
本績效指標完成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噪音節能及防制研究報告、擴充非游離

輻射資料庫及完成地理資訊系統等，其辦理績效皆相符原預期效益。 

1-2-4 依法定版計畫書填報之量化指標達成與原計畫預期效益大致相符。 

1-2-5 

1. 依法定版計畫書填報之計畫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與原計畫預期效益大致相

符。 

2. 關於綠色節能噪音防制技術推廣，本計畫所設計之被動式自然通風隔音窗雖

驗證其噪音防制之有效性，然在是否降低通風量，進而導致室內空氣品質變化

亦應進行實證。 

3. 在落實營建工程噪音管制及振動改善上，多屬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敘

述上較為缺乏。 

4. 在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亦多屬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敘述上較

為缺乏。 

5. 至於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測技術，透過計畫建置圖相式環境電

磁波監測資料，該資料如何用防制及改善作為較少說明。 

三、計畫質化效益達成情形 

18-20分：具有重要突破事項。 

16-17分：執行符合原訂目標。 

14-15分：執行大致符合原訂目標。 

12-13分：執行多數未符合原訂目標。 

0-11分：執行極待改進。 

委員 審查意見 

1-3-1 在噪音與光污染有部分監測技術精進。 

1-3-2 現階段執行符合原訂目標。 

1-3-3 本計畫已完成多項研究報告，建議宜說明其各別可產生之效益，以利瞭解計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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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計畫管考評核-審查意見 

實質成效。 

1-3-4 計畫執行大致符合原訂目標。 

1-3-5 計畫質化效益達成情形大致符合原訂目標。 

四、計畫特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不與關鍵績效指標及質化效益重複者，如： 

◼ 國際競爭力或相關國際評比排名提升者。 

◼ 外部評鑑或查核機制獲得獎項者。 

◼ 計畫成效獲國內外媒體主動報導或論述肯定者。 

◼ 業務創新、改良、簡化，有助提升政府施政效能，提高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度，效益

具體顯著者。 

◼ 計畫執行效能優良，有效降低計畫作業成本或提升執行效率者。 

◼ 跨部會計畫規劃周詳且積極推動協調整合，計畫效益顯著者。 

◼ 計畫規劃及執行過程納入社會多元參與，加強政策溝通及協調，有助計畫推動且效果

具體顯著者。 

◼ 其他因計畫執行所產生之特殊效益者。 

9-10分：所達成特殊績效超越原計畫預期效益。 

8分：所達成特殊績效與原計畫預期效益相符。 

7分：達成 8成原計畫預期效益。 

6分：達成 6成原計畫預期效益。 

0-5分：超過半數計畫預期效益未達成。 

委員 審查意見 

1-4-1 部分工作超過預期。 

1-4-2 目前依據規劃的進度執行中，所達成特殊績效與原計畫預期效益相符。 

1-4-3 
本計畫完成光污染案件調查，針對多媒體看板蒐集光源運作時間，並針對實地光

源亮度及環境照度進行量測，有效提高光污染管理成效，進而提高民眾之滿意度。 

1-4-4 

本計畫執行內容包括對於環境噪音振動(包括營建工程噪音振動)與新興物理性公

害(包括光污染及非游離輻射等)進行調查分析，並建立相關技術，提高民眾對政

府相關施政的滿意度。 

1-4-5 所達成特殊績效與原計畫預期效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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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計畫管考評核-審查意見 

請針對題目壹之子題一至四之審查結果，加總四項自評分數，以滿分 100 之分數

制，給予計畫評核分數，並繕打綜合意見。(評核分數：83.2) 

 

 

 

 

 

 

分數制 評等 

90 分 以上 優 

80 分-89 分 良 

70 分-79 分 可 

60 分-69 分 待改善 

59 分以下 劣 

委員 
計畫評核 

綜合意見 

綜合意見 

回復說明 

1-1 

本計畫有四項細部計畫，經費不高，然在噪

音、光污染、非游離輻射等監測技術與方法

精進。 

感謝委員支持。 

1-2 

本計畫的成果應可協助相關的環境影響評估

案應用適合國內環境之振動建議值進行更有

效的評估，因此可提升國人環境生活品質。

後續可依據計畫的果擬定相關的管制法規以

及改善策略，並且實際評估改善的成效。此

外，後續可評估是否可進一步的釐清發生源，

以進行污染源的管制及相關防範管理措施。 

環境振動管制推動期程，考量振動陳情集中於

都會區，本署採依地制宜模式優先協助地方政

府採自治條例方式管制振動問題，下階段針對

工廠或營業場所等振動源類型評估及量測，納

入「環境振動管理指引」適用對象供地方政府

參考。 

1-3 

本計畫透過實地調查各類環境振動值及電磁

波區域性環境監測量測工作，同時追蹤相關

陳情案件之變化情形，以供未來擬定管制策

略及措施之參考。 

感謝委員支持。 

1-4 

計畫執行之內容項目與原計畫之目標符合，

執行績效大致良好，有助於我國研擬環境噪

音振動(包括營建工程噪音振動)與新興物理

性公害(包括光污染及非游離輻射等)相關監

測技術。 

感謝委員支持。 

1-5 

1. 無委外計畫執行報告，僅能由管考內容

及績效報告評估。 

2. 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報內容與法定版計

畫書大致相符。 

3. 關於綠色節能噪音防制技術推廣，本計

畫所設計之被動式自然通風隔音窗雖驗

1. 本案於 110 年完成「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

資訊調查與監測計畫」、「光污染監測與改

善方式之研究計畫」、「使用中機動車輛暨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計畫」、「交通噪音及綠

色節能防制噪音技術研究管制計畫」等委

辦計畫，相關計畫成果已登錄政府研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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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計畫管考評核-審查意見 

證其噪音防制之有效性，然在是否降低

通風量，進而導致室內空氣品質變化亦

應進行實證。 

4. 在落實營建工程噪音管制及振動改善

上，多屬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

敘述上較為缺乏。 

5. 在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亦多屬

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敘述上較

為缺乏。 

6. 至於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

測技術，透過計畫建置圖相式環境電磁

波監測資料，該資料如何用防制及改善

作為較少說明。 

訊系統 GRB。 

2. 感謝委員支持。 

3. 本計畫於 111 年起納入環檢所「新世代污

染鑑識及感測技術開發計畫」(111-114年)

細部計畫辦理，前述計畫未納入自然通風

隔音窗之試驗，未來如有規劃自然通風隔

音窗之效能研析，將參考委員意見，將空氣

品質變化納入考量。 

4. 因應對策取決工程環境、工程經費、風土民

情等因子，故相關對策係以「營建噪音技術

指引」供營建業者參考採取適當相關措施，

另計畫多次量測數據係為管理及量測環境

中營建工程及陸上運輸系統營運時引發振

動之影響，爰訂定「環境振動管理指引」，

業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函頒地方政府納入

地方自治法規規範。 

5. 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近年本署已

完成 LED 組合燈(八卦燈、孔雀燈)閃爍量

測方法研析並提出閃爍評價指數 FEI，並完

成光污染防制及管理指引草案修訂及環境

背景光監測方法研析，109年為環境背景光

監測方法驗證，研提不同類型光污染改善

技術及防護措施建議。110年為光污染區域

性監測技術研析以及光污染改善可行性研

析，供後續修訂「光污染管理指引」之參考。 

6. 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測技術

部分，本署為了解環境間非游離輻射現況，

已將實際監測成果(包括監測地點的選定、

監測設備的架設、監測資料之傳輸、監測數

據資料介接與儲存，以及資料處理與成果

呈現等要項)調查結果，公布於本署「非屬

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中，其相關結果數

據將作為本署後續環境建議值與指引修正

參考；網站數據另可供衛生福利部、交通部

等相關主管機關研究或訂定規範之參考以

及提供一般民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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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計畫績效自評審查意見 

貳、計畫實際執行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自評評等：良)  

優：超越計畫原訂目標，且已就所遭遇困難提出有效之因應對策。 

良：達成計畫原訂目標，且已就遭遇困難提出可行之因應對策。 

可：大致達成原訂目標，且就遭遇困難所提因應對策尚屬可行。 

待改善：超過 3 成以上執行內容與原規劃未符或未達成原訂目標，且仍須對所遭遇困難提出更有效

可行之因應對策。 

劣：半數以上執行內容與原規劃未符或未達成原訂目標，且仍須對所遭遇困難提出更有效可行之因

應對策。 

委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2-1 部分工作超前，未有提出執行困難。 感謝委員支持。 

2-2 
本計畫達成計畫原訂目標，並未有遭遇困難

處。 
感謝委員支持。 

2-3 

本計畫藉發展綠色節能噪音、光污染監測改

善及隔絕營建工程噪音等面向，有助於應對

公害防制，執行成果與原計畫目標內容符合。 

感謝委員支持。 

2-4 計畫實際執行與原計畫目標相符。 感謝委員支持。 

2-5 

1. 無委外計畫執行報告，僅能由管考內容

及績效報告評估。 

2. 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報內容與法定版計

畫書大致相符。 

3. 關於綠色節能噪音防制技術推廣，本計

畫所設計之被動式自然通風隔音窗雖驗

證其噪音防制之有效性，然在是否降低

通風量，進而導致室內空氣品質變化亦

應進行實證。 

4. 在落實營建工程噪音管制及振動改善

上，多屬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

敘述上較為缺乏。 

5. 在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亦多屬

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敘述上較

為缺乏。 

6. 至於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

測技術，透過計畫建置圖相式環境電磁

波監測資料，該資料如何用防制及改善

作為較少說明。 

1. 本案於 110年完成「環境射頻非游離輻

射資訊調查與監測計畫」、「光污染監

測與改善方式之研究計畫」、「使用中

機動車輛暨營建工程噪音管制計畫」、

「交通噪音及綠色節能防制噪音技術研

究管制計畫」等委辦計畫，相關計畫成

果已登錄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2. 感謝委員支持。 

3.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 111年起納入

環檢所「新世代污染鑑識及感測技術開

發計畫」(111-114年)細部計畫辦理，

前述計畫未納入自然通風隔音窗之試

驗，未來如有規劃自然通風隔音窗之效

能研析，將參考委員意見，將空氣品質

變化納入考量。 

4. 因應對策取決工程環境、工程經費、風

土民情等因子，故相關對策係以「營建

噪音技術指引」供營建業者參考採取適

當相關措施，另計畫多次量測數據係為

管理及量測環境中營建工程及陸上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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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計畫績效自評審查意見 

系統營運時引發振動之影響，爰訂定

「環境振動管理指引」，業於 110年 12

月 20日函頒地方政府納入地方自治法規

規範。 

5. 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近年本署

已完成 LED組合燈(八卦燈、孔雀燈)閃

爍量測方法研析並提出閃爍評價指數

FEI，並完成光污染防制及管理指引草案

修訂及環境背景光監測方法研析，109

年為環境背景光監測方法驗證，研提不

同類型光污染改善技術及防護措施建

議。110年為光污染區域性監測技術研

析以及光污染改善可行性研析，供後續

修訂「光污染管理指引」之參考。 

6. 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測技

術部分，本署為了解環境間非游離輻射

現況，已將實際監測成果(包括監測地點

的選定、監測設備的架設、監測資料之

傳輸、監測數據資料介接與儲存，以及

資料處理與成果呈現等要項)調查結果，

公布於本署「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

網」中，其相關結果數據將作為本署後

續環境建議值與指引修正參考；網站數

據另可供衛生福利部、交通部等相關主

管機關研究或訂定規範之參考以及提供

一般民眾查閱。 

參、計畫經費運用之妥適度 (自評評等：良)  

優：經費運用與工作內容相當匹配，且運用更有效率。 

良：經費運用與工作內容相當匹配，與原規劃一致。 

可：經費運用與工作內容與原規劃大致相符，差異處經機關說明後可以接受。 

待改善：經費運用與工作內容與原規劃不盡相符，差異處經機關說明後可以接受。 

劣：經費運用與工作內容與原規劃非常不相符，且未說明差異或說明無法獲得接受。 

委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3-1 四項細部計畫，經費不高，運用效率高。 感謝委員支持。 

3-2 
年計畫經費達成率 100%。經費運用與工作內

容相當匹配，與原規劃一致。 
感謝委員支持。 

3-3 有關經費執行情形，由於本計畫為四年期計 本計畫於 111年起納入環檢所「新世代污染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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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計畫績效自評審查意見 

畫，建議針對 111 及 112 年度之經費宜補充

說明各別之預算金額，以利檢視經資門經費

表。 

識及感測技術開發計畫」細部計畫辦理，111

年預算通過後為 8,465千元，112年計畫預算

為 8,910千元。於規劃階段皆已評估個別預算

金額。 

3-4 
經費運用與工作內容相當匹配，與原規劃一

致。 
感謝委員支持。 

3-5 
經費運用與工作內容相當匹配，與原規劃一

致。 
感謝委員支持。 

肆、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自評評等：優)  

優：認同機關所提計畫執行無須跨部會協調，且不須與其他計畫配合。 

良：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情形良好。 

可：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情形尚屬良好。 

待改善：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情形有待改善。 

劣：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情形非常待改善。 

委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4-1 無需要。 感謝委員支持。 

4-2 

本計畫無跨部會協調或相關計畫之配合，計

畫的成果有助於整合地方環保局及各部會機

關檢測人員執行檢測申報及上傳事宜。 

感謝委員支持。 

4-3 無意見。 感謝委員支持。 

4-4 
計畫執行無須跨部會協調，且不須與其他計

畫配合。 
感謝委員支持。 

4-5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情形良好。 感謝委員支持。 

伍、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自評評等：良)  

優：後續工作構想良好；屆期計畫成果之後續推廣措施良好。 

良：後續工作構想良好；但屆期計畫成果之後續推廣措施可再加強。 

可：後續工作構想尚屬良好；屆期計畫之後續推廣措施尚屬良好。 

待改善：後續工作構想尚屬良好；但屆期計畫成果之後續推廣措施可再加強。 

劣：後續工作構想有待加強；未規劃適當之屆期計畫後續推廣措施。 

委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5-1 後續工作構想與展望可推廣應用。 感謝委員支持。 

5-2 
後續工作構想良好；屆期計畫成果之後續推

廣措施良好。 
感謝委員支持。 

5-3 有關各研究計畫，建議後續可藉由主題性座 感謝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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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計畫績效自評審查意見 

談會之方式，與民眾針對光污染監測與改善、

綠色節能噪音防制技術等主題進行宣導，利

於提升民眾科學知識。 

5-4 

本計畫為四年計畫之第一年，建議後續計畫

之執行應具體說明本計畫執行績效之質化查

核規劃。 

將依委員意見具體說明後續計畫執行績效之

質化查核規劃。 

5-5 

1. 關於綠色節能噪音防制技術推廣，本計

畫所設計之被動式自然通風隔音窗雖驗

證其噪音防制之有效性，然在是否降低

通風量，進而導致室內空氣品質變化亦

應進行實證。 

2. 在落實營建工程噪音管制及振動改善

上，多屬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

敘述上較為缺乏。 

3. 在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亦多屬

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敘述上較

為缺乏。 

4. 至於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

測技術，透過計畫建置圖相式環境電磁

波監測資料，該資料如何用防制及改善

作為較少說明。 

1. 本計畫於 111 年起納入環檢所「新世代污

染鑑識及感測技術開發計畫」(111-114年)

細部計畫辦理，前述計畫未納入自然通風

隔音窗之試驗，未來如有規劃自然通風隔

音窗之效能研析，將參考委員意見，將空

氣品質變化納入考量。 

2. 因應對策取決工程環境、工程經費、風土

民情等因子，故相關對策係以「營建噪音

技術指引」供營建業者參考採取適當相關

措施，另計畫多次量測數據係為管理及量

測環境中營建工程及陸上運輸系統營運時

引發振動之影響，爰訂定「環境振動管理

指引」，業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函頒地方

政府納入地方自治法規規範。 

3. 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近年本署已

完成 LED 組合燈(八卦燈、孔雀燈)閃爍量

測方法研析並提出閃爍評價指數 FEI，並

完成光污染防制及管理指引草案修訂及環

境背景光監測方法研析，109 年為環境背

景光監測方法驗證，研提不同類型光污染

改善技術及防護措施建議。110 年為光污

染區域性監測技術研析以及光污染改善可

行性研析，供後續修訂「光污染管理指引」

之參考。 

4. 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測技術

部分，本署為了解環境間非游離輻射現況，

已將實際監測成果(包括監測地點的選定、

監測設備的架設、監測資料之傳輸、監測

數據資料介接與儲存，以及資料處理與成

果呈現等要項)調查結果，公布於本署「非

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中，其相關結

果數據將作為本署後續環境建議值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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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計畫績效自評審查意見 

修正參考；網站數據另可供衛生福利部、

交通部等相關主管機關研究或訂定規範之

參考以及提供一般民眾查閱。 

陸、總體績效評量暨綜合意見 (自評評等：良)  

優、良、可、待改善、劣 

委員 審查意見 回復說明 

6-1 

本計畫有四項細部計畫，經費不高，運用效

率高。然在噪音、光污染、非游離輻射等監測

技術與方法精進，契合民生關切課題。 

感謝委員支持。 

6-2 

本計畫的總體的計畫成果良好，後續可以評

估如何在沒有法源依據的情況下，推廣及落

實本計畫的成果，並且依據計畫成果擬定相

關的管制法規，並且實際評估各單位和業者

的應用成效。此外本計畫的成果在應用後，

可以結合地方環保局的申訴案例的數量以及

改善成果共同進行評估成效。 

感謝委員支持，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6-3 

本計畫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相符，建議宜

持續蒐集國際創新之關鍵性環境檢測技術，

並規劃學術與技術之交流合作，有助於強化

我國環境檢測技術之突破。 

感謝委員支持，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6-4 

1. 本計畫主要目標係針對環境噪音振動

(包括營建工程噪音振動)與新興物理性

公害(包括光污染及非游離輻射等)進行

調查分析，並建立相關技術。 

2. 本計畫相關各分項計畫之執行，應確保

本計畫執行環境噪音振動與新興物理性

公害相關管理及相關技術與國際對接。 

3. 本計畫涵蓋五項子計畫，執行內容之涵

蓋範圍相當廣泛，目前列出其對應之量

化績效指標是以研究報告之產出為主，

不易反映其相關執行之具體效益。 

1. 感謝委員支持。 

2. 感謝委員支持，將依委員意見辦理相關技

術與國際對接。 

3. 本案於 110年完成「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

資訊調查與監測計畫」、「光污染監測與

改善方式之研究計畫」、「使用中機動車

輛暨營建工程噪音管制計畫」、「交通噪

音及綠色節能防制噪音技術研究管制計

畫」等 4項委辦計畫，針對營建工程噪音

振動管制、光及非游離物理性公害等進行

量測技術研析並據以後續訂定管理指引，

以營建工程為例，於 110 年 12 月 20日函

頒「環境振動管理指引」，供地方政府納

入地方自治法規規範。 

6-5 
1. 無委外計畫執行報告，僅能由管考內容

及績效報告評估。 

1. 本案於 110年完成「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

資訊調查與監測計畫」、「光污染監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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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執行情形管考填報內容與法定版計

畫書大致相符。 

3. 關於綠色節能噪音防制技術推廣，本計

畫所設計之被動式自然通風隔音窗雖驗

證其噪音防制之有效性，然在是否降低

通風量，進而導致室內空氣品質變化亦

應進行實證。 

4. 在落實營建工程噪音管制及振動改善

上，多屬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

敘述上較為缺乏。 

5. 在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亦多屬

敘述量測數據，在改善對策之敘述上較

為缺乏。 

6. 至於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

測技術，透過計畫建置圖相式環境電磁

波監測資料，該資料如何用防制及改善

作為較少說明。 

改善方式之研究計畫」、「使用中機動車

輛暨營建工程噪音管制計畫」、「交通噪

音及綠色節能防制噪音技術研究管制計

畫」等委辦計畫，相關計畫成果已登錄政

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2. 感謝委員支持。 

3. 本計畫於 111年起納入環檢所「新世代污

染鑑識及感測技術開發計畫」(111-114

年)細部計畫辦理，前述計畫未納入自然

通風隔音窗之試驗，未來如有規劃自然通

風隔音窗之效能研析，將參考委員意見，

將空氣品質變化納入考量。 

4. 因應對策取決工程環境、工程經費、風土

民情等因子，故相關對策係以「營建噪音

技術指引」供營建業者參考採取適當相關

措施，另計畫多次量測數據係為管理及量

測環境中營建工程及陸上運輸系統營運

時引發振動之影響，爰訂定「環境振動管

理指引」，業於 110年 12 月 20日函頒地

方政府納入地方自治法規規範。 

5. 光污染監測與改善方式部分，近年本署已

完成 LED組合燈(八卦燈、孔雀燈)閃爍量

測方法研析並提出閃爍評價指數 FEI，並

完成光污染防制及管理指引草案修訂及

環境背景光監測方法研析，109年為環境

背景光監測方法驗證，研提不同類型光污

染改善技術及防護措施建議。110年為光

污染區域性監測技術研析以及光污染改

善可行性研析，供後續修訂「光污染管理

指引」之參考。 

6. 環境射頻非游離輻射資訊調查與監測技

術部分，本署為了解環境間非游離輻射現

況，已將實際監測成果(包括監測地點的

選定、監測設備的架設、監測資料之傳輸、

監測數據資料介接與儲存，以及資料處理

與成果呈現等要項)調查結果，公布於本

署「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中，其

相關結果數據將作為本署後續環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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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指引修正參考；網站數據另可供衛生

福利部、交通部等相關主管機關研究或訂

定規範之參考以及提供一般民眾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