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性別分析 

智慧化公廁設施落實性別平等之規劃及分析 

111年8月 

壹、 前言 

公廁是一個城市最重要的門面項目，維持良好公廁環境品質首

須公廁管理單位落實清理維護工作，考量男、女性如廁時間不同、

高齡及無障礙者如廁需求，提供各種友善如廁空間，作為政府部門

率先於辦公廳舍建置智慧化公廁監測系統，應用高科技及 AI，感測

廁所異味及人流、衛生紙量使用情形，顧及不同性別及高齡使用者

需求，希望帶領私部門齊力推動落實性別平等，照顧到各族群的如

廁需求。 

貳、 性別統計分析 

環保局建物屬30多年老舊建築，其男女廁間數未符合現有法規1：

4規定，以致男性及女性同仁於使用時，常發生女性同仁排隊等待及

廁紙用盡情形，男廁則出現異味情形。鑑於現有公廁設備無法大規

模改建，本局規劃以智慧化公廁監測系統監控男、女廁間發生的問

題，並藉由大數據分析，進一步預測廁紙用盡或髒亂時可即時清潔

等優點。 

智慧化監測系統是應用高科技及 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感測

異味、人流及廁紙使用情形，當發生異常情形時，即時通知，委外

清潔維護人員立即清理髒亂或補充耗材，減少清理空窗期產生髒亂

或無衛生紙可用之窘境，不分性別（男/女）提供一致的優質如廁空

間。以下針對110年下半年起，本局3樓南側及北側建置智慧化公廁

系統（圖1）與不同族群使用者之情形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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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本局3樓智慧化公廁監測系統分布 

 

 

 

 

 

 

 

 

 

 

 

 

 

一、 異味感測系統 

運用異味感測系統（圖2-圖3）判斷使用程度，推斷廁所不潔情

形，期透過異味監測器及分析系統，協助清潔及管理人員掌握廁內

異味狀況，節省人力查看所耗費時間，以下針對男廁及女廁設置異

味感測規劃分析。 

（一）男廁：廁內以小便斗屬開放式便器，易因不同使用者使

用習慣而產生異味；廁內設置之2間蹲式或座式便器，其

使用狀況較無女性廁間頻繁。 

（二）女廁：女性廁間異味產生不像男廁多位於小便斗周邊，

多可能為綜合性異味造成廁內空氣品質不佳，廁間使用

頻率較男性廁間高。 

（三）異味感測較為主觀（嗅覺），會因不同人員感受不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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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異味感測系統偵測閾值部分，亦滾動式因應本廳舍

實際使用狀況調整。 

圖2、男廁異味偵測感測器 

 

 

 

 

 

 

 

 

 

 

 

 

 

圖3、女廁異味偵測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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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廁紙感測系統 

廁紙是每一位使用者使用廁間時，常使用之耗材之一，常因不

同使用者使用習慣，廁紙耗材消耗速度無法有效推估耗盡情形，以

致常發生下一位使用者無廁紙使用窘境。運用廁紙感測系統（圖4）

瞭解廁紙消耗及補充情形，可作為廁紙更換預作準備，提供男性及

女性同仁不分性別服務。 

分析男廁及女廁使用廁紙情形，男廁與女廁各自有2間廁間，其

男廁內使用廁間人數較女廁少上許多，因此廁紙消耗速度較慢；反

之，女廁廁紙消耗速度則為男廁數倍，因此常發生廁紙用盡而無人

能補充問題。 

 

圖4、廁紙感測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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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流感測系統 

人流與廁間髒亂有正比關係，當人流數高到一數值時，廁內發

生環境髒亂情形較高。以了解各處公廁使用人次，期人流累積量可

與異味超標有一定關連性，藉由人流累積量及長期觀察，可先行推

估下一個可能髒亂時間點。 

  

圖5、人流偵測感測器 

 

 

 

 

 

 

 

 

 

 

四、警示系統及感測原理 

上述異味、廁紙及人流感測都需要透過電子訊息通知清潔人員

或相關人員，為達及時通知，提升服務品質，運用手機應用程式

「Line」中警示系統（圖6）「Line Notify」，即時反應廁紙量不足、

異味超標及人流量等警示通知，讓清掃人員掌握狀況，及時清理或

補充耗材。 

（一） 異味感測：異味感測是由金屬氧化半導體感測器，針對環

境中氨氮、酒精、硫化氫及甲苯等廁間內常見揮發性有機

物感測。其數據偵測以每5分鐘感測1次及上傳1筆數據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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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平台，異味閾值為廁內環境達20ppm，且持續時間達15分

鐘（連續通報3筆）以上，始警示通知。 

（二） 廁紙感測：廁紙感測原理是應用紅外線偵測感測廁紙剩餘

量（高度），為降低外界干擾及考量使用者隱私感受，廁紙

捲桶改為鐵製，因此每組感測器設置位置、高度都因施工

過程而有些許差異及誤差，為符合每組感測器感測結果，

故在系統設計有警戒值及通報值兩種。於系統建置初期

（約109年12月至110年5月），是以剩餘廁紙可再使用約10

至20人次之人流量，惟此種設置方式較適合24小時皆有人

使用之狀況，並不適合本局同仁。故經與調整後，以紅外

線偵測無廁紙時（例如廁紙剩餘1公分或廁紙量僅剩1位使

用者可使用），作為警戒通知。 

（三） 人流統計感測：每處偵測人流進出量超過200人次時通報

（400人次、600人次通報，以此類推）。 

圖6、警示系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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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規劃＆目標 

因人員使用造成廁所異味及廁紙用盡問題，為同仁反映最無法

忍受狀況，本局爰針對異味感測設備裝設位置及廁紙感測設備監控

條件規劃方案說明： 

一、 異味感測 

異味感測較為主觀（嗅覺），會因不同人員感受不同。另針對異

味感測系統偵測閾值部分，亦滾動式因應本廳舍實際使用狀況調整，

謹將系統建置初期及後續異味感測異常值設定值說明如下： 

評估方案 所需資源 
是否有特定

目標 
方案內容 方案說明 

A.異味感

測數值

15ppm 

設置成本 
以男性為目

標群 

男女廁皆設

置天花板 

不分性別，皆透過系統

感測整間廁所環境異味 

B.異味感

測數值

20ppm 

設置成本 
預期各種性

別皆可使用 

依照男性同

仁使用習慣

設置 

男女同仁產生異味情形

不同，藉由感測器設置

位置以得最佳監測點位 

 

建置初期（109年12月底建置至110年5月，警示值設定為15ppm）：

自系統建置起，本科即派員於系統警示時至現場查看環境髒亂情形

及紀錄，原有警示值設定為15ppm（臺中榮總醫院使用之數值），然

而經多次通報及現場查看結果，皆未發現髒亂或特殊臭味。 

建置至今（110年6月後，警示值設定為20ppm）：經調整警示值

後，系統警示通知發生頻率大幅減少，進一步分析異味發生情形，

多為男性如廁後（使用小便斗）產生之異味，且以數據分析結果，

南側之男廁超標（20ppm）情形較常發生，故以男廁作為標的，數據

分析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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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南側男廁異味超標數值與人流彙整表 

日期 7/5（一） 7/6（二） 7/8（四） 7/9（五） 

時間 超標 

數值 

7：51 26.91 17 ：

37 

32.63 7：43 40.47 7：43 35.41 

7：59 24.93 17 ：

45 

28.87 7：50 28.64 7：50 27.34 

8：05 20.44 17 ：

51 

21.28 7：57 22.38 7：57 21.39 

當日平均/當月平均 10.25/8.81 9.64/8.81 9.38/8.81 10.12/8.81 

是否有清掃（時間） 無 無 有（7：45） 無 

當時人次/累積流量 15/49 10/269 20/31 17/34 

日期 7/12（一） 7/15（四） 7/16（五） 7/19（一） 

時間 超標 

數值 

7：37 42.21 7：43 29.44 7：31 32.83 8：02 35.85 

7：43 27.27 7：50 37.61 7：37 36.77 8：09 27.34 

7：50 23.31 7：57 29.6 7：43 23.13 8：15 22.49 

當日平均/當月平均 10.71/8.81 9.98/8.81 9.52/8.81 9.77/8.81 

是否有清掃（時間） 無 無 無 無 

當時人次/累積流量 20/33 6/38 20/29 9/50 

日期 7/20（二） 7/23（五） 7/26（一） 7/26（一） 

時間 超標 

數值 

 

12 ：

50 

54 7：43 37.01 8：36 28.87 17 ：

30 

23.85 

12 ：

57 

31.24 7：50 25.86 8：43 37.01 17 ：

36 

24.1 

13 ：

03 

24.67 7：57 20.24 8：49 24.35 17 ：

44 

30.19 

當日平均/當月平均 10.44/8.81 9.16/8.81 9.64/8.81 9.64/8.81 

是否有清掃（時間） 有（13：30） 無 無 無 

當時人次/累積流量 20/177 20/53 0/67 18/356 

鑑於不舒服異味為男廁較常發現狀況，分析數據彙整區間(110

年7月)，週一至週五每日上班時段（約上午8時）異味感測超過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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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pm）時間最常發生，且超標時間當下多有頻繁人流進出，推測

原因為該時段為同仁上班時間，頻繁進出廁所，人員使用廁所造成

氣味（如刷牙或沖廁等行為）無法快速散去，以致異味感測超標。 

另就異味超標時，清潔人員清潔與異味數值降低之關連性部分，

經瞭解清潔人員打掃及記錄規則，大多為清掃完成後，於廁間內之

紀錄表記錄該次打掃時間(如表1)，110年7月8日異味超標時，正有

清潔人員進行當日第一次整體清潔工作，超標數值由40.47ppm 降低

至 28.64ppm，降幅達 30％、7月 20日超標數值由 54ppm 降低至

31.21ppm，降幅達42％，顯示當下雖有高頻繁人員進出使用廁所，

但因清潔人員打掃，可使異味有效降低，避免持續累積於廁間環境。 

南側男廁為較常發生異味超標之處所，其每月平均異味數值為

8.81ppm、每月平均人流量為287人次，北側男廁（實為性別友善廁）

每月平均異味數值為5.9ppm、每月平均人流量為230人次，分析原因

除了該樓層南側男廁使用之男性同仁較北側多外，北側規劃為性別

友善廁所，同仁使用該廁所之頻率較低；此外，本局北側五樓廁所

處有對外窗及門，以致北側氣流流動情形較佳；反觀南側因無對外

窗戶，致氣流流動情形較差，故整體而言，南側通風情形較北側差，

當有環境髒亂時（如尿漬噴灑且未有人力清理時）導致異味產生，

不易於15分鐘內飄散；反之，3樓北側男廁於數據統計時間內，無異

味超標之情形。 

綜上，為使男性同仁於使用廁所時也能享用舒適廁內環境，理

想方式為依照男性如廁使用習慣（如 B 方案），於較易產生異味處設

置感測器，以提供各種性別皆可安心如廁的空間。 

肆、 結語 

智慧化公廁監測系統建置至今，大致可透過異味偵測異常數值

反應現場髒亂情形，惟因異味超標原因包括各種綜合性異味，除異

味偵測較敏感氣體外(如氨氮、酒精、硫化氫及甲苯等），當同仁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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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清潔（如牙膏刷牙或漱口水）產生氣味，亦可導致異味監測超標

情形，尚待累積異味偵測數據、異常時段分析及透過清潔人員回報

現場實際狀況等資料，始得建構較佳異味偵測超標處理機制。 

未來除持續收集及分析異味感測超標、廁紙用盡警示及人流量

之關係，協調廁所管理單位（秘書單位）調配清潔人員清潔及維護

時段，清潔人員透過智慧化系統通知，進而達到清理維護效率最佳

化，讓辦公同仁不分性別均能享有優質舒適如廁環境外，且將請智

慧化公廁設施業者評估開發氣味分子分析可行性，以有效分辨氣味

種類，並進行滿意度調查，全面提升智慧化公廁設置成效，作為公

部門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