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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體育館的空間於規劃設計初期，就必

須考量使用用途、活動人數、空間特性、

活動時間、使用空間設施及利用型態，以

完整規劃體育場館所需的避難逃生設施。 

本研究目的除了透過體育館日常統計

舉辦活動的人員資料之外，另外透過訪查

了解目前體育館所從事體育活動項目，以

現況調查之結果，探討使用人數與實際收

容人數之關係。本研究以收容人數最多與

空間性質最為複雜之巨蛋形體育場館為

研究範圍，期以研究成果作為建立台灣規

劃興建巨蛋體育館有關規劃避難逃生設

施上之參考依據。 

二、研究理論與方法 

(一)文獻探討 

了解巨蛋體育館機能與組成方式、相

關體育建築與防火避難法規相關規定、國

外巨蛋體育館防火避難安全設計考量、各

類體育活動或其他複合性活動，及避難與

煙控相關理論、防火安全評估方法等。 

(二)調查與分析 

著重於巨蛋體育館使用現況調查及

舉辦活動類型、舉辦時間、收容人數之基

本調查以及體育資訊之收集。 

透過選定之巨蛋體育館案例﹝台灣

大學綜合體育館、新莊巨蛋體育館、桃園

巨蛋體育館﹞所提供的基本資料加以分

析，並確定舉辦活動時之﹝各類活動種類 

*1.淡江建築研究所助理教授 

*2. 淡江建築研究所碩士 

及收容人數﹞基本資料。另透過館方取得

歷年統計資料，以瞭解巨蛋體育館舉辦活

動時使用型態及收容人數。並依歷年從事

有關體育活動的研究資料，檢討調查資訊

的正確性。另一方面，藉由舉辦活動及人

數資料取得，分別彙整分析，以建立本土

從事巨蛋體育館活動的基本設計資料。 

﹝三﹞巨蛋體育館避難安全性能評估 

因國內法規未有此相關避難評估方

法及規定，目前大都採用日本平成十四年

避難評估檢證法。本研究即透過日本避難

評估檢證法，再配合本土性基礎調查資

料，作一整體分析及避難時間計算，最後

以評估結果除了提供未來從事巨蛋體育

館建築有關避難逃生設施規劃設計可行

性之參考意見外，另可提供目前既有巨蛋

體育館使用後評估改善建議。 

三、巨蛋體育館之現況調查結果分析 

（一）現況調查之結果分析 

現階段巨蛋體育館規劃設計，無論是

建築軟硬體設計或消防設備輔助設計，皆

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

消防法、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及相關法規進行符合法規規定設計。 

（二）各類活動人員基礎資料之說明 

1.各類活動定義及活動時間之調查結

果說明： 

經調查後，可將巨蛋體育館各類活動

分為六大類，其分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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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活動類：活動時間0800-2130。 

（2）博覽會類：活動時間為0800-2130。 

（3）研討活動類：活動時間為0800-1700。 

（4）運動活動類：活動時間為0800-1700。 

（5）演唱活動類：活動時間1730-2100。 

（6）休閒活動類：活動時間0800-1730，

部分活動延續至夜間。 

以上活動除研討活動及部分運動活

動集中於非假日時間外，其餘皆舉辦於週

五夜晚及週休二日期間。 

2.各類活動調查人數之結果說明 

藉由各調查案例巨蛋體育館調查結

果得知，以運動類的使用次數55次為最

多，但以「休閒類活動」舉辦天數196天

為最多，如圖一所示。 

但由各類活動的人數及各類活動的

人員密度得知，以從事宗教活動類的平均

人數 8069 人為最多，分別如圖二與圖三

所示，人員密度為2.39人/m2
。 

其次，從單場最大收容人數之使用用途來

看，「宗教活動」、「博覽會」及「演唱會」 

各案例各類活動舉辦活動及次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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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各類活動及次數調查結果之說明

各案例各類活動人數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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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各 案 例 各 類 活 動 人 數 之 統 計

各案例各類活動人員密度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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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各案例各類活動人員密度之統計 

活動等活動類型，其使用人數為最多；但

從前述各類活動使用時間與使用人數比

較下，「演唱會」性質等活動，其使用時

間及活動人數，皆比其他類活動使用人數

來得眾多，如圖四所示。

各案例各類活動場次爆滿情形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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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各案例各類活動場次爆滿情況 

3.其他調查結果發現之說明 

經調查統計數據發現，因某些大型活

動的舉辦，對於人員密度的評估準確性仍

有相當大的變化。故對於各案例巨蛋體育

館在避難時間的驗證方式上，本研究對各

類活動評估採取「人員是否固定停留性」 

、「使用時間固定性」及「人員使用最大

量」作為驗證評估上之考量。 

四、巨蛋體育館避難評估之分析 

   本研究採用日本平成十四年所研發的

避難性能檢證法，對於本研究調查場館加

以評估。以下以台大體育館頂層小巨蛋球

場為例，進行評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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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難行動時間： 

    避難開始時間〈單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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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穿越逃生樓梯時間： 

本案例人員之疏散方式僅需穿越一

座樓梯即可抵達位於三樓之大型露天平

台。此平台可作為建築避難層考量，平台

面積將可容納2到3千人左右，在本檢證

計算中，將可視為地面層考量。穿越逃生

樓梯時間計算之有效流動係數 80=eff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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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pA 以實際活動最大人次帶入時計算】 

（五）煙霧下降時間 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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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4504
8.1156.186.1824560125.00035.09

8.19
353531

353531

=
+−+×+=

+−++= roomlowlowroommfs HHHAaav

2.煙霧下降時間計算： 

( )
( )

( ) 2.7
04504

8.1152456
01.0,max

8.1 =
−
−×=

−
−×=

es

roomroom
s vv

HAt 〈分〉 

 

（六）建築防火避難安全檢證結果： 

逃生避難時間 escapet 是否 ≤ 煙層下降時間st  

2.719.1338.967.114.2 =≥==++=++ sescapequeuetravelstart ttttt

【∑ areapA
以最大座席席次帶入時計算】 

2.744.1463.1067.114.2 =≥==++=++ sescapequeuetravelstart ttttt

【∑ areapA
以實際活動最大人次帶入時計算】 

※ 經計算結果未通過檢證，顯示在建築防火避難安全

設備上，並不足以藉由構造體本身之建築空間設

計，達到火災避難逃生之有效疏散要求。但由於台

大體育館以設置防火槍之消防設備為處理對策，所

以本檢證僅提供參考，並尊重各種能夠有效解決建

築災害之建築防災性能方式。 

五、各場館之各用途活動避難逃生時間及

人數分析 

以從事宗教類及博覽會活動的避難

時間遠大於原先設計受容人數甚多，詳圖

五、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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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各案例各類實際活動人數與設計人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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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各案例各類實際活動人數與設計使用人數

避難時間之比較 

其次，對於舉辦演唱會活動的場館分析，

以台大綜合體育館所收容人數為最多，但

所花費的避難時間也最長。如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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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會類人員負荷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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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演唱會活動人數避難時間之分析 

六、巨蛋體育館避難設施規劃設計方式之

芻議 

（一）空間規劃應與使用用途作多種考量 

高大寬敞空間很難考量閃燃現象

(flash over)的產生，發生火災時很容易

產生火災急速擴大的可能性。故在設計時

應考量如何防止火災的急速擴大，並考量

不同使用型態與空間的組合，檢討火災發

生可能性，以求與性能設計相結合。 

台灣多採用密閉式的屋頂設計，屋頂

無法開啟必須藉由抽風機將煙器抽出。當

發生火災時，煙霧仍有可能擴散至避難區

或無法迅速排除而產生危險。而當屋頂採

用透光性高的建材時，屋頂上部產生溫度

高的空氣層，發生煙霧在高溫層受阻而飄

在半空中之情形，設計時應以實際狀況進

行模擬實驗，選擇外在條件較具複雜性的

煙霧性狀做詳細正確的預測。 

（三）排煙設備使用+避難平台設計 

其設計概念為利用排煙設備塑造安

全區劃，阻隔煙氣進入，大部分避難者可

藉此排煙室進至樓梯間進行垂直避難。另

外可設計局部或環繞體育館的避難平

台，提供避難者短暫使用。 

（四）適用巨蛋體育館空間之火災警報與

滅火系統 

巨蛋體育館室內空間如設置煙霧探

測器與滅火設備常有設計上之困難性，台

大綜合體育館及新莊體育館則設置紅外

線影像式探測器與放水槍等組合的火災

警報滅火系統。運用前者配合紅外線照相

機將熱輻射能量轉換成電氣信號，再利用

光學式掃描機器檢測，該探測器可探測出

最遠距離火源。並使用有效射水範圍為15

∼100公尺的放水槍將火勢控制。 

七、結論 

（一）巨蛋體育館設計時應考量各類活動

使用舉辦之形式及控制收容人數 

台大綜合體育館因舉辦的活動類型

及收容人數皆比其他體育館眾多，故人員

避難時間遠多於煙層下降時間，在此應考

量對於人員數量控管之機制及將設計收

容人數的基準加入安全係數，使其有多餘

餘裕時間及空間，以降低人員避難時間。 

（二）空間設計應著重於避難平臺、露臺

及消防排煙設備之設計 

透過避難平台或露臺的設計，可提供

人員暫時避難的安全區域，形成對於煙氣

控制的安全防線；而消防排煙設備效能提

昇，將有助於煙氣竄升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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