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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墜加減法
plus

在緊湊繁忙生活中，居家防墜是不可忽視的議題，尤其在高樓林立的

臺北市，生活中突發的高處墜下意外往往給親友帶來無法承接的傷痛。

因此，藉著防墜加減法 – 建築物防墜手冊改版的機會，我們讓這本手

冊，不僅只是一份指南，更是適合社區管理委員會及住家、照護機構

共同分享的居家防墜安全秘笈，透過簡單的文字及插圖、生活友善空

間規劃知識的分享，透過居住環境改善及應對危機處理機制，讓我們

一起將身邊的親友帶離居家高處墜下的危機吧。

編輯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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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加安全─建築物防墜規範說明

生活在臺北這個擁擠稠密的都會區，無論是生活、工作、學業、人際，乃

至情感受挫時，衝動之下，身旁處處矗立的高大建築若沒有健全的防墜設

置，人們也沒有足夠的防墜意識時，一棟棟的高樓大廈無疑是墜樓事件發

生的熱點；另一方面，家中的對外開口處，如窗戶、露台 /陽台同樣是潛

藏著造成人員墜樓遺憾發生的區域。

可幸的是，只要透過簡單的調整，墜樓的遺憾是可以預防的！

請隨著我們一同檢視家中，以及住宅環境

週遭的防墜設置是否完善，從

「減少墜樓行為產生」的

硬體層面來補足週遭環

境的不安全，例如

窗戶開啟阻擋、防

墜措施、監視設

備、警報設備、

堅固的欄杆扶

手、隱蔽空間的

鎖控等等 ...... 共

同營造一座沒有墜

落的安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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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 Plus+

以人體而言，150 公分的牆面是一個能夠阻擋攀爬或防止翻落的高度，但

一般家中窗台通常不會設置這樣的高度，如果無法重新裝潢加高窗台，建

議可透過以下幾種方式達到防墜效果。

勿將沙發，茶几或雜物堆放於窗下，使之易於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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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拉窗可裝設附有安全鎖之「防

墜鋁格紗窗」，或自行裝置簡易

卡榫，以控制窗戶開啟在 10 至

20 公分之內。

鋁窗可加裝簡便鋁窗鎖。有幼童

的家庭可在窗戶裝設安全鎖，但

所有家裡的窗戶，安全鎖須配置

同一把鑰匙，並且應將鑰匙放置

窗戶附近。

推射窗可加裝固定防墜鋁橫格

條，或可在伸縮臂滑軌處，鎖上

螺絲以控制窗戶開啟寬度在 10

至 20 公分之內。

可於窗戶軌道間增加窗擋，以控

制窗戶開啟寬度在 10 至 20 公分

之內。

距離 10-20 公分

距離 10-20 公分

距離 10-2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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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鐵窗 Plus+

主要由鋁型材、鋼絲繩、固定件、防盜報警系統四部分組成，每根鋼絲的

標準間隔為 5 公分，約可承受 140 公斤以上拉力，鋼繩不使用工具時只

能拉開 15 公分間距，發生火災時可利用工具剪斷逃生。

更多詳細圖例請參考公寓大廈防墜設施設置原則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525

通常間距 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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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 / 露台 Plus+

居家 9 樓（含）以下的陽台 / 露台高度若未達到法定標準之 110 公分、

10 樓以上未達到 120 公分，新屋應請建商改善；原有房屋則可透過加裝

欄杆、強化玻璃、隱形鐵窗……等方式增加防墜措施。

為避免意外墜落或易於攀爬，專家建議窗台、陽台 / 露台的高度應達 140

至 150 公分為宜。若因經費不足而無法加裝防墜設施，亦可在牆內擺設

簡易式掛式花架或懸吊式花盆，以增加攀爬難度、減低靠近翻落的危險。

欄杆應以直式設置為宜，可避免攀爬的方便性，減少墜樓風險。

陽台 / 露台的欄杆間隙大於 10 公分，應加裝防護網；若陽台 / 露台的欄

杆底部與地面間隔大於 10 公分，建議加裝安全圍網。

若陽台 / 露台前放置了傢俱、

玩具、花盆……等雜物，應將

加以搬離，避免雜物堆積而提

供了攀爬的方便性，造成墜樓

風險。



建築物防墜手冊

6

頂樓 Plus+

頂樓女兒牆高度的法規上限為 150 公分，這是較安全的防墜高度。如果

現有的女兒牆或圍牆高度僅有標準的 110 ～ 120 公分，您需要再加強防

墜程度，可透過加裝欄杆、隱形鐵窗、強化玻璃……等方式達到防墜效果，

其中欄杆應以直式設置為宜，可避免攀爬的方便性，減少墜樓風險。若因

經費不足而無法加裝女兒牆防墜設施，亦可在牆內擺設懸吊式花盆，以增

加攀爬難度、減低靠近翻落的危險。

另建議女兒牆面不得增加易於攀爬之物件，例如較粗管線、冷氣空調室外

機，屋頂突出物（水塔樓梯、電梯機房）是否設置管制鎖，避免人員攀爬，

減少墜樓風險。

建議頂樓出入口增加監視器、對講機及緊急照明燈。

140-15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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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樓梯間 Plus+

•	 檢視有無防墜死角，例如較陰暗之處、公共陽台及頂樓。

•	 於頂樓、各樓層階梯間、電梯、避難樓層出入口……等易發生危機的空

間裝設監視器，留意住戶安全。

•	 藉由門禁卡管控出入人員身分；或制定並落實住戶出入登錄管理作業，

以防止不明人士進出。

•	 於頂樓安全門裝設感應裝置、警報器與對講機，若試圖打開安全門，

警報即會響起，管理員可透過對講機與開門者對談，或進一步到場提

供協助。

•	 於監視器死角或環境隱密處加裝求助電話、求助鈴，供住戶進行求助。

•	 管理人員定時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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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員若發現有人前往頂樓，需提高警覺，可透過對講機加以詢問或

到場察看。

•	 管理人員若發現樓梯間或頂樓有人左顧右盼、徘徊不定，需提高警覺、

前往察看。

•	 在高樓層或頂樓等容易發生墜樓意外之處，以張貼海報方式設置關懷標

語和協助資訊。

•	 若發現鄰居舉止異常，或有精神恍惚的陌生人進入大樓，請儘快聯繫鄰

居家人，或聯絡社區（住戶）管理委員會以了解問題並提供協助。

•	 管委會應為管理人員安排防墜安全知能課程與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以提升社區守護效能。

•	 於頂樓、各樓層階梯間、電梯、避難樓層出入口……等易發生危機的

空間裝設監視器，留意住戶安全。

•	 檢查扶手有無生鏽、老舊、搖晃……，間隔大於10公分需加裝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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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Plus+

情緒，有時難以言喻，就是莫名的「有種感覺」，不知道如何說、如何形

容，但卻又如此真實；此時不妨嘗試一些簡單的改變，有助於安撫、洗滌

我們的心靈。

布置有助於紓壓的顏色或圖片：像是窗簾、床單、杯盤等，可選擇藍色、

綠色等有助於鎮靜安神、紓解壓力的顏色。如果家裡沒有對外窗，可以在

沙發座椅對面的牆上，掛張喜歡的大自然圖片。有研究顯示，自然風景的

圖片能讓人減緩壓力與疲勞，並降低 11% 的血壓。

品嘗自然的味道：像是花香、香草植物、精油、食物的原味。美國有一份

關於嗅覺和味覺的治療研究，就發現具有甜味的花香有助於調節神經傳導

物質、緩解壓力。

播放舒緩的音樂：緩和、強度變化小的歌曲或純音樂，有助於紓壓、放空，

甚至能幫助睡眠。國內研究顯示，睡前聆聽舒緩音樂，能幫助不易入眠者

進入深沉睡眠。

擺放溫暖觸感的飾品：像是寢具、抱枕、地毯、毛巾等，都能帶來撫慰、

溫暖的感受，這類溫和的觸覺刺激有助於安撫情緒、降低觸覺防衛。不過

對於患有氣喘或過敏的人，要特別注意清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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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Plus+

臺北市政府為了讓大家住得更舒適、更安心，特別推出「臺北市公寓大廈

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申請」計畫，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鼓勵老舊

公寓成立管理委員會，共創優質居住環境。

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考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https://cmo.gov.taipei/cp.aspx?n=C37E9906DF78359C

照護 Plus+

照護機構中的住民，多為高齡者、具有慢性疾病、身心障礙或精神健康議

題的族群。他們除了要面對身體老化、功能的退化或失常，在情緒上可能

常會感到孤獨、無助與絕望，甚至可能出現自殺念頭或行動。自殺事件對

住民、住民家屬甚至是機構都會帶來重大的影響，所以如何有效地進行自

殺防治，對於住民的安全和福祉至關重要。

以下將針對照護機構住民的自殺防治說明常見自殺風險因素、自殺前相關

線索，並提供一些具體的策略和建議，以期幫助照護機構的工作人員更好

地識別、預防和應對住民的自殺風險。

了解自殺的風險因素是防治自殺的第一步。以下是一些住民常見的自殺風

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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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體健康狀況的下降：慢性疾病、疼痛、身體功能的退化與喪失等，

容易導致住民感到生活品質下降，對生活失去樂趣與興趣，進而出現

自殺的念頭。

2.	 精神健康問題的失常：許多住民多共病憂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或

其他精神健康問題，這些問題使得住民情緒不穩定，增加自殺的風險。

3.	 缺乏人際社交網絡：住民多半僅在照護機構內部活動，若機構無安排

社交活動，住民缺乏社交支持、容易感到孤獨，而孤獨是自殺高風險

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高齡住民，因同儕已逐漸凋零，社交網絡已

經較年輕時限縮，使得他們更容易感到孤獨與無助。

4.	 財務經濟困窘：機構照護費用並不便宜，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一筆龐大

的費用，若原本經濟或財務就有困難，對住民來說，因為自己的照護

而對家人造成財務壓力，住民的心理負擔可能增加自殺風險。

5.	 過去曾有自殺企圖：自殺未遂的人再次自殺的風險較高。因此，照護

機構應針對這類住民提高關注。

6.	 物質依賴問題：有酗酒或菸癮的患者多半是為了逃避痛苦，且可能因

為居住在照護機構無法自由使用物質而出現戒斷症狀，使得壓力提

升，提高自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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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心情四步驟

1.	 察覺	
用心察覺，觀察情緒 / 語言 / 行動等徵兆，他就有一線生機

2.	 詢問	
主動關懷積極詢問，讓他感受到你的關心

3.	 傾聽	
耐心傾聽，適當的回應與支持陪伴，讓他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4.	 求援	
積極向親友及專業人員請求協助，一起拯救寶貴的生命

如果需要專業人員跟您討論自己的狀況，可撥打衛生福利部 24 小

時免付費「1925依舊愛我」安心專線，或臺北市1999轉8858「幫

幫我吧」諮詢專線，由專業人員協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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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居家 -

家是多數人情感的庇護所，並支持著人們生、心理安全的需求。一個舒適

的家有著各種的定義，也許是透過良好的採光與空氣的流通、也許是透過

擺設創作、或者有著美好記憶的紀念品，又可能只是幾株綠意盎然的小巧

盆栽，是香氛、是音樂……無論是何種舒適的家，都有著共同的功能，那

便是紓解身心的壓力，減少負面能量的累積，進一步透過「減少墜樓情緒

的產生」來輔助硬體設施難以禁絕的墜樓行為。

其實要打造一個舒適的，能夠減少負面情緒產生的家並不難，無須昂貴華

美的擺設，更不用座落在精華地段，需要的只是簡單的幾個步驟，轉個念

頭，你會發現自己其實擁有一個既紓壓又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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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緣基金會	副執行長	林釗伃

友緣基金會長期輔導各類型家庭關係的豐沛經驗，我們認為，一個家的幸

福 DNA 並非需要金碧輝煌的外觀或高級家具擺設，而是由【愛】與【尊

重的界線】所組成，我們深信，家人的心如果能常常相互連結、良好溝通、

接納差異、彼此互信互愛，便能創造家的幸福感，而好的居家規劃，也是

重要的關鍵因素。

一個家最美的裝潢就是【愛】與【尊重】。

讓我們一起試試看，如何讓家成為學習【愛】與【界線】的發源地吧 !

讓家成為學習愛與界線
的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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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必要存在的家庭擺設。曾有一位中輟的孩子說道，他

們家即使有餐桌，也沒有人在使用，每個人拿到晚餐就跑進各自房間，或

即使坐在餐桌上，也是各自看電視、電腦或手機吃飯，家人之間很少對話，

媽媽問他要吃甚麼，竟然也習慣站在房門外用 LINE 傳訊，唯一的親子對

話就是衝突吵架的時候，關係中的冷漠和疏離漸漸成為這個家的毒藥。後

來我鼓勵父母要以身作則，重新重視【家人一起專心用餐】的重要性與愉

悅感受，共同約定此刻可以做的事 :

1.	 吃飯就是好好享用食物帶來的【愛】，全家人都要放下所有 3C 干擾。

2.	 吃飯時可以輕鬆聊天、聽音樂，不能說教。

3.	 大人可以帶頭分享生活中的趣事，帶著孩子一起感謝準備飯菜的家

人，也鼓勵孩子分享生活點滴，並共同收拾餐桌。

4.	 當孩子能幫忙擺設或收拾餐具、擦桌子、洗碗時，請大人給予即時的

稱讚與感謝，培養一起做家事的好默契。

漸漸地，家，才像個家，吃飯有連結，	

才能讓愛流動，開展親子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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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室

臥室是幫助家人學習【尊重界線】的開始，因為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間、隱

私，可以紓解壓力、不受打擾、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建議在許可的狀況下，

給予每個孩子一個獨立空間，並尊重孩子可以【為自己做決定】，包含如

何佈置、擺設，順勢要求孩子為自己房間的整潔負起責任，告訴孩子：這

是你的窩，好好去感受怎麼使用才會舒適，避免害蟲打擾。

	全家人一起建立【尊重界線】：

1.	 大人要以身作則，依著【尊重、信任】角度，不輕易闖入孩子的窩，

進入之前先敲敲門，尊重孩子的許可。

2.	 尊重孩子可以有自己的空間，前提是：與孩子約定，不可以在房間內

做傷害他人或傷害自己的事，如果有安全與健康疑慮，大人就會採取

積極作為，進入房間關心孩子或制止危險行為。

3.	 平日教導孩子要學習尊重家人的界線，不能隨意進入父母 / 手足的房

間，不能隨意拿父母 / 手足的東西，要先徵詢對方同意才可以。

如果家裡房間數不足，家人必須共享一個臥房，怎麼辦？每個人可以有自

己的床嗎 ?... 當孩子們陸續進入青春期，明顯的第二性徵出現，男孩女孩

同睡一張床並不妥適，甚至仍與爸媽同睡，都會讓孩子對於【身體界線】



防墜加減法
plus

17

產生模糊觀念，無法學習自我保護，也可能會讓孩子心智年齡停留在幼兒

期或兒童期，不想長大或無法獨立。

同房輕隔間，更要重視【健康、尊重的界線】：

1.	 全家一起腦力激盪，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運用家具或輕拉門適度隔

間，讓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床 ( 不論是上下舖或通舖形式 )。

2.	 如果床與床之間太靠近，曾經有一位姊姊用可愛抱枕娃娃擺出一條

線，與弟弟睡的位置做為區隔，也是權宜之計。

3.	 孩子們共享一室，鼓勵他們學習商量、溝通，包含睡覺關不關燈、有

人先上床睡覺時、另一人要盡量保持安靜…等，有紛爭時幫助他們對

話、找到我好你也好的共識，有助於未來長大後團體住宿生活的適應。

設立【健康、尊重的界線】很重要，經常引導孩子覺察自己的身體界線與

感官感受，對於不舒服的接觸要勇於說「不！」，大人也要以身作則，當

我們想抱抱或靠近他，也要尊重孩子的意願，孩子才能學習尊重自己，避

免被性騷擾或侵害，並教導其有危機時可以求助信任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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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

一般人都不喜歡進廚房，有人嫌煮飯、備菜很累，有人討厭洗碗，當洗手

槽已堆滿使用過的碗盤，就是家人爭戰、互推責任的開始。即使現代人習

慣叫外賣、外送，但是廚房設置仍是相當重要，[ 民以食為天 ]，為家人

準備食物所帶來的【愛】仍是無可取代的。

【	家事分工合作】三部曲：

1.	 孩子還小時，帶著他一步步學習簡單做可以勝任的家事，例如：擦桌

子、收碗筷、清洗自己的便當、杯子。做到時立即表達感謝，有你真

好 !!

2.	 孩子長大時，鼓勵親子一起煮食，邀請孩子一起幫忙做菜或烘焙，支

持孩子發想創意，失敗了也不指責或吐槽，給予鼓勵與打氣很重要。

3.	 有些家長會給零用錢獎勵孩子做家事，此法請避免常用，因為孩子會

把焦點放在賺錢，而非感受到這是我們的家，要一起相互照顧。

讓廚房烘焙出親子	

好關係，讓關係充滿	

香味與愛的溫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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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角落 / 個人小天地

你的家，有專屬自己的安靜空間嗎 ?

根據美國暢銷作家【悲欣交集】作者	Susan	Cain 提到，每個人都會有需

要安靜的時刻與空間，回到自身覺察很重要，因為，安靜就是一種力量。

有位媽媽曾與我分享，她與家人有爭吵時，會選擇離開現場，自己安靜地

在有安全圍欄的陽台上種種花、整理修剪，佈置一個讓自己愉悅的小天

地，此刻自己才能放鬆，讓頭腦安靜，暫時忘卻那些負面評價與痛苦感受。

享受在自己安靜的角落隨心所欲，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當然，這個安靜的角落還有意外驚喜，她將美麗的花圃拍照上傳分享，意

外得到許多鄉民按讚，許多人開始請教她如何種植，也成為她為自己加

油、找回自信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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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鄭宇明醫師、張慧嬅諮商心理師

根據研究，有 50-70% 的自殺者，在執行自殺行為前，曾以各種方式向周

遭人傳達過輕生的念頭，識別自殺線索可以幫助照護機構的工作人員及時

採取行動，以下粗略的將常見自殺線索分為幾類：

1.	語言上的線索：無助、無望感

住民可能是直接或間接地談論到自殺、想死的念頭，或是在日記、作文、

詩詞曲、或隨意塗鴉之中表現出來，可能直接提到死亡或是文字描述令人

感到憂鬱、低落，甚至是明顯的表示對生活與未來的無助、無望感。

2.	行為上的線索：跟過去不一樣，好像變了一個人

(1) 習慣的改變：突然且明顯的行為改變，例如：原本個性很外向，忽

然變得很退縮；很喜歡的事物突然表現得很討厭。

(2) 無法遵從原本的作息活動：不遵守機構的作息或缺席機構活動。

(3) 放棄個人擁有的財產：立遺囑、寫遺書、將心愛或重要的東西送給

他人。

人人都是自殺守門員——
照護機構裡的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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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上的線索：

(1) 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親人、重要他人死亡、與好友吵架、分手等。

(2) 家庭發生大變動或健康問題：財務困難、家人重病、身體有痼疾。

(3) 顯示出對環境的不良因應：住民對機構環境表現出畏懼與抗拒，害

怕或遇到特定人士時，會一再表示無法面對、甚至逃離。

4.	多重因素的線索：

(1) 減少或避免社交互動：拒絕與人接觸，突然變得很封閉、不說話、

不理人。

(2) 出現憂鬱或焦慮的徵兆：沒有活力 ( 對平常的興趣提不起勁 )、倦怠

感 ( 整天都不想動 )、常常有奇怪的病痛、多日無正常排便。

(3) 情緒波動大：情緒的劇烈波動，從極度憂鬱轉為平靜；或易怒、易

與他人有言語或肢體衝突。

(4) 睡眠：持續多天入睡困難、夜眠多次中斷、多夢、清晨早醒。

(5) 飲食與體重：食慾下降或短期內 ( 如：兩周內 ) 體重顯著的增加或減

少 5% 以上。

(6) 常用物質的變化：有酒癮或菸癮的住民，若使用的劑量或頻率有明

顯的增加，如一天一根菸變成一天三根菸、或從淡菸變濃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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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住民常見的自殺風險與線索，照護機構可以採取以下策略來防止住

民自殺：

1.	提供病患身心支持與照護：

(1) 關注住民的個人需求：入住時了解每位住民的個人背景、興趣和需

求，尤其在情緒因應、是否有物質使用或自殺史，且定期與住民及

其家屬溝通，了解需求和期望。並依據住民的相關資訊，機構盡最

大努力提供個別化照護服務，讓住民感受到被尊重，提升生活品質。

(2) 營造正向支持的環境：鼓勵住民之間或住民與工作人員之間的交流

互動。定期組織社交活動，包含集體用餐、遊戲、共讀…等，讓住

民有正向的人際連結，感受到群體的支持與歸屬。

(3) 加強住民的心理健康：提供住民提供多樣化的活動，尤其是情緒照

顧的講座或工作坊，確保住民提升自我心理健康。

2.	建立安全的環境，減少自殺手段的可及性

(1) 頂樓、陽台等高處場所出入口有安全防護設計及管理。	

(2) 確保危險物品（如藥物、銳器等）有專人妥善管理和存放，避免住

民可直接接觸取得。

(3) 有較高自殺風險之住民需減少接觸可能被運用於自殺的設備，宜改

用具安全設計的裝置或考慮移除，例如：窗簾拉繩、可吊掛支撐的門、

衣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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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入住住民 ( 尤其有自殺企圖經驗 ) 的個人物品進行適當檢查，確保安

全。

3.	照護團隊提升自殺防治能力

(1) 培訓照護工作人員識別和應對住民的心理健康問題，提高對自殺防

治的策略與能力。

(2) 建立自殺危機因應機制，包含發現自殺念頭 / 意圖 / 行動後的危機

干預措施，以及如何與住民家屬聯繫、合作等，以便及時採取有效

行動。

4.	轉介與資源協助：針對有個別心理健康服務需求之個案，轉介或引進

相關資源，提供住民心理評估與心理諮商，確保住民能夠獲得必要的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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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國自殺防治學會公布數據顯示2023年自殺死亡人數共計3,898人，	

相較前一年 (2022)	相比增加	111 人。且 2023 年全國自殺通報總計 47,735

人次，與前一年 (2022) 相比增幅12.6%，顯示仍有許多人身陷自殺風險，

自殺防治工作刻不容緩。

然而，自殺是許多因素交互影響造成，從個人生理、心理到社會、文化環

境與經濟等因素交織而成，因此，自殺防治工作是非常需要系統合作。照

護機構住民的自殺防治更是一項複雜而重要的任務，需要多方協作和持續

努力。

透過建立富有人際支持的環境、加強危機應對、促進身體健康、關注住民

個人需求、以及連結專業的心理健康服務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住民的自

殺風險。此外，照護機構應積極連結住民家屬、社區資源和其他相關機構，

共同合作努力，為自殺防治增添更厚實的防護，照護機構的每一位工作人

員都是自殺防治重要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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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家
中
窗
戶

1 確認家中有多少對外窗戶的窗外無陽台、露臺或
緩衝空間

2 窗戶是否有損壞、五金鏽蝕或故障

3 窗台高度是否足夠安全（基本：1-9F ≧ 
110cm；10F 以上≧ 120cm）

4 窗台前有無放置可攀爬之物品（花盆、家具、櫃
子、書架等）

5 窗台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橫拉窗，是否開啟會超
過 20 公分

6 窗台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推射窗，是否開啟會超
過 20 公分

7 非安全玻璃之窗戶加貼防碎裂膠膜

家
中 
陽

( 露 )
台

1 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基本高度同窗戶，但
建議 140-150cm）

2 欄杆隔條是否過於容易攀爬（不宜為橫式、格式）

3 欄杆間隔是否超過 10cm

4 欄杆底部與地面間隔是否高於 15cm

5 地面是否放置可攀爬之物品（花盆、家具、櫃子等）

6 女兒牆水泥無裂縫、混凝土剝落及傾斜現象

附錄 1. 臺北市建物防墜安全檢核表 ( 一般大樓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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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家
中
或
公
共
樓
梯

1 樓梯、扶手及欄杆的縫隙是否超過 10 cm

2 樓梯與樓梯間的縫隙是否超過 30 cm

3 樓梯若低於 110 cm 且有墜落危險處，是否有欄杆

4 樓梯踏階有無破損，表面（地磚、地毯…等）是
否鬆動

5 樓梯扶手有無老舊、生鏽掉漆、鬆動搖晃等現象

6 梯間照明是否足夠

7 樓梯兩旁挑空處上下是否有安全網

頂
樓

1 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 ( 建議 140-150cm)

2 低女兒牆是否有加裝高度防護設備 ( 欄杆、強化
玻璃、防護網 )

3 女兒牆面或地面是否有可攀爬物品 ( 如花盆 ) 及
設備 ( 如管路 )

4 女兒牆是否設有警語或警示設備

5 頂樓出入口及平台是否有足夠照明設備

6 頂樓出入口是否有監測設備 ( 監視器、感應器、
警鈴、感應鎖 )

7 頂樓出入口進出是否裝設開啟警報，並連接至管
理員室

8 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台、電梯平台）工作樓梯
是否加鎖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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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公
共
設
施
及
空
間

1 公共空間挑高處（大廳挑高、中庭挑高、天井）
是否有防護網

2 公共空間挑高處相鄰之平台及窗戶是否有安全措施

3 大樓電梯、貨梯、汽車昇降設備是否老舊、損壞
或嚴重晃動

4 公共設施及空間較陰暗或隱密之處，是否有妥善
設置門禁管制

5 社區型住宅，是否有管制外人進出門禁安全管理
或保全人員

6 公寓型住宅，一樓大門門鎖及對講監視設備是否
正常

7 出入口、梯廳、屋頂是否已裝置監視器

8 無監視系統的位置是否改以玻璃門窗方便查看

9 公共空間有無呼叫管理員室的通報系統或警報設備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1 大樓所聘請之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知各項安全
設備

2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知社區緊急網路電話（警
消、里長等）

3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受過緊急應變及自殺防治守
門人訓練

4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能接獲住戶求助並主動協助
異常安全事件

5 電梯、貨梯、汽車昇降設備是否定期檢查保養

6 安全防護設備是否定期檢查保養

7 大樓是否訂有緊急事件應變流程，供住戶及保全
人員參考

8 是否有建立社區住戶聯絡人或是獨居人口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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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臺北市建物防墜安全檢核表 ( 大專院校版 )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教
室
窗
戶

1 確認教室有多少對外窗戶的窗外無陽台、露臺或
緩衝空間

2 窗戶是否有損壞、五金鏽蝕或故障

3 窗台高度是否足夠安全（基本：1-9F ≧ 
110cm；10F 以上≧ 120cm）

4 窗台前有無放置可攀爬之物品（花盆、家具、櫃
子、書架等）

5 窗台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橫拉窗，是否開啟會超
過 20 公分

6 窗台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推射窗，是否開啟會超
過 20 公分

7 非安全玻璃之窗戶加貼防碎裂膠膜

陽
( 露 )

台

1 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基本高度同窗戶，但
建議 140-150cm）

2 欄杆隔條是否過於容易攀爬（不宜為橫式、格
式）

3 欄杆間隔是否超過 10cm

4 欄杆底部與地面間隔是否高於 15cm

5 地面是否放置可攀爬之物品（花盆、家具、櫃子
等）

6 女兒牆水泥無裂縫、混凝土剝落及傾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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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公
共
樓
梯

1 樓梯、扶手及欄杆的縫隙是否超過 10 cm

2 樓梯與樓梯間的縫隙是否超過 30 cm

3 樓梯若低於 110 cm 且有墜落危險處，是否有欄杆

4 樓梯踏階有無破損，表面（地磚、地毯…等）是
否鬆動

5 樓梯扶手有無老舊、生鏽掉漆、鬆動搖晃等現象

6 梯間照明是否足夠

7 樓梯兩旁挑空處上下是否有安全網

頂
樓

1 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 ( 建議 140-150cm)

2 低女兒牆是否有加裝高度防護設備 ( 欄杆、強化
玻璃、防護網 )

3 女兒牆面或地面是否有可攀爬物品 ( 如花盆 ) 及
設備 ( 如管路 )

4 女兒牆是否設有警語或警示設備

5 頂樓出入口及平台是否有足夠照明設備

6 頂樓出入口是否有監測設備 ( 監視器、感應器、
警鈴、感應鎖 )

7 頂樓出入口進出是否裝設開啟警報，並連接至管
理員室

8 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台、電梯平台）工作樓梯
是否加鎖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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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公
共
設
施
及
空
間

1 公共空間挑高處（大廳挑高、中庭挑高、天井）
是否有防護網

2 公共空間挑高處相鄰之平台及窗戶是否有安全措施

3 電梯、貨梯、汽車昇降設備是否老舊、損壞或嚴
重晃動

4 公共設施及空間較陰暗或隱密之處，是否有妥善
設置門禁管制

5 是否有管制外人進出門禁安全管理或保全人員

6 出入口、梯廳、屋頂是否已裝置監視器

7 無監視系統的位置是否改以玻璃門窗方便查看

8 公共空間有無呼叫警衛室的通報系統或警報設備

學
校
管
理

1 學校所聘請之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知各項安全
設備

2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知緊急網路電話（警消等）

3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受過緊急應變及自殺防治守
門人訓練

4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能接獲師生求助並主動協助
異常安全事件

5 電梯、貨梯、汽車昇降設備是否定期檢查保養

6 安全防護設備是否定期檢查保養

7 是否訂有緊急事件應變流程，供師生及保全人員
參考

備註：建議檢核校園內四樓以上建物及學生宿舍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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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臺北市各級學校建物防墜安全檢核表 ( 國小 / 
              國中 / 高中職 )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教
室
窗
戶

1 確認教室有多少對外窗戶的窗外無陽台、露臺或
緩衝空間

2

窗台高度是否足夠安全
(1) 國小、國中─基本：1-9F ≧ 100cm；10F 以
上≧ 110cm
(2) 高中 / 職─基本：1-9F ≧ 110cm；10F 以上
≧ 120cm

3 「四樓含以上」建物窗台前有無放置可攀爬之物
品（花盆、課桌椅、櫃子、書架等）

4 「四樓含以上」建物窗台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橫
拉窗，是否開啟會超過 20 公分

5 「四樓含以上」建物窗台高度未達 150 公分之推
射窗，是否開啟會超過 20 公分

陽
( 露 )

台

1 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基本高度同窗戶，但
建議 120cm 以上）

2 欄杆隔條是否過於容易攀爬（不宜為橫式、格式）

3 欄杆間隔是否超過 20cm

4 欄杆底部與地面間隔是否高於 15cm

5 「四樓含以上」建物地面是否放置可攀爬之物品
（花盆、課桌椅、櫃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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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公
共
樓
梯

1 樓梯、扶手及欄杆的縫隙是否超過 20 cm

2 樓梯與樓梯間的縫隙是否超過 30 cm

3 梯間採光照明是否足夠

4 樓梯兩旁挑空處上下是否有安全網

頂
樓

1 女兒牆高度是否足夠安全 ( 建議 140-150cm；如
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並免檢核 )

2
低女兒牆是否有加裝高度防護設備（欄杆、強化
玻璃、防護網；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
說明並免檢核）

3
女兒牆面或地面是否有可攀爬物品（如花盆）及
設備（如管路）；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
充說明並免檢核

4 女兒牆是否設有警語或警示設備；如有定期上
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並免檢核

5 頂樓出入口及平台是否有足夠照明設備 ( 如有定
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並免檢核 )

6
頂樓出入口是否有監測設備（監視器、感應器、
警鈴、感應鎖；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
說明並免檢核）

7
頂樓出入口進出是否裝設開啟警報，並連接至警
衛室 ( 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說明並免
檢核 )

8
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台、電梯平台）工作樓梯
是否加鎖管制 ( 如有定期上鎖，可於該項次補充
說明並免檢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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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改善規劃

公
共
設
施
及
空
間

1 公共空間挑高處（大廳挑高、中庭挑高、天井等
有三公尺以上高地落差之空間）是否有防護網

2 公共空間挑高處相鄰之平台及窗戶是否有安全措
施

3 公共設施及空間較陰暗或隱密之處，是否有妥善
設置門禁管制

學
校
管
理

1 學校所聘請之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知各項安全
設備

2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熟知緊急網路電話（警消
等）

3
管理或保全人員是否受過緊急應變及自殺防治守
門人訓練 ( 學校辦理自殺守門人訓練課程時應納
入校內保全人員共同參訓 )

4 學校相關人員 ( 含保全人員 ) 是否能接獲師生求
助並主動協助異常安全事件

5 是否訂有緊急事件應變流程，供師生及保全人員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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