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防災、監控設施的選擇與設定

黃淳彥 1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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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壓力偵測器裝設位置：進口端、出口端、中段整壓器二次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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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控中心壓力顯示盤
2.使用太陽能充電，蓄電池電力
可續用乙週。

3.依設定時間自動回傳壓力訊號。
4.使用NB-IOT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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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住宅、業務
型地震計，部分可
預設設定值，地震
震度達設定值會發
出警報。

510型需裝水平及
垂直兩只？



部分廠牌ESV，
具有壓力低下
遮斷功能。(管
內壓力≦70mm會
即時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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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槽、整壓站地震計(輸出訊號為 gal或 kine值)

SI感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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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附錄 三、地震災害防救強化計畫

建議參考下列警報值，並配合實際狀況調整。
1.監控中心警報設定值 ≧8gal (3級頭)
2.巡檢重要、主要輸儲設備 25~80gal (4級)
3.全面巡檢輸儲設備 ≧80gal (5弱頭)
4.高樓、ESV、微電腦表遮斷停氣 ≧250gal (5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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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地動加速度

0 〜0.8

1 0.8〜2.5

2 2.5〜8.0

3 8.0〜25

4 25 〜80

5- 80 〜140

5+ 140〜250

6- 250〜440

6+ 440〜800

7 800〜

日本在107年將全面遮斷上限值由60 Kines調高為90 Kines

地震遮斷分第1次遮斷及第2次遮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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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監控系統需具備異常顯示與警告功能。
本監控裝置偵測未達到設定之250 gal值時均顯示正常，不符合規定。
5級震是指 ？gal。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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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章程緊急遮斷設備定義：於地震震度大於五級以上時，能自動切斷
用戶端之供氣以避免二次災害發生之設備，並可附加其他安全功能設備。

CNS 14741 微電腦膜式氣量表

※用戶端設備(大樓總體遮斷閥、業務型ESV、用戶電腦表)地震遮斷標準法
定為 250gal。(日本微電腦表生產廠設定在 200gal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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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0℃)

火焰式 19

偵溫式

火災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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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壓站火災偵測器裝置型式探討
通風良好場所 ：火焰式
室內、通風不良場所：火焰式、偵溫式(感溫棒)
整壓箱 ：感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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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消防單位請示無人整壓站是否列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之丁類場所(三)低度危險工作場所。

2.列入與否的差異？
3.消防署決議無人整壓站歸類由地方消防單位視現場決定。



地方消防單位說明轄區內無人整壓站不需列管。
(每個消防單位對無人站會有不同看法，要尊重消防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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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誰管？消防(消防單位依現場環境，評估需否列管)
勞檢(勞工進入工作時才列管)
事業法50條：輸儲設備自主管理項目

※日本瓦協瓦斯工作物指針：整壓站需有滅火器設施。



母法第十六條 輸儲設備有引起災害之虞時，天然氣事業應即

採取必要之處置或改善措施。

輸儲設備附近發生火災或其他非常災害時，天然氣事業

應立即指派技術人員攜帶顯明標誌施行防護；必要時，並得

停止一部或全部供氣，或拆除有危險之虞之輸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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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擺放站內或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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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紅外線瓦斯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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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偵測器警報值設定
˙CNS 13646 天然氣洩漏警報設備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7 條
二、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應即刻使勞工退避至

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為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並應加強通風。

˙法定發出警報值規定 ≧ 25%LEL；人員撤離 ≧ 30%LEL。
˙天然氣輸儲設備偵測器建議警報設定值： 通風良好場所： 10%LEL

室內、通風不良場所： 20%LEL

˙爆炸下限：5%Vol（體積濃度）= 100%LEL = 50,0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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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適用建物內)
第 141 條 瓦斯漏氣檢知器，依瓦斯特性裝設於天花板或牆面等便於檢修

處，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瓦斯對空氣之比重未滿一時，依下列規定：
（一）設於距瓦斯燃燒器具或瓦斯導管貫穿牆壁處水平距離八公尺以內。

整壓站漏氣偵測器裝置型式探討：
通風良好場所 ：遠距紅外線式
室內、通風不良場所：遠距紅外線式、漏氣偵測器
整壓箱 ：漏氣偵測器

裝置位置：
容易洩漏處
氣體積滯處



防災設施能源局解釋函要點：
1.整壓站通風良好者，建議裝設

火焰式火災偵測器。
2.偵測器不宜與其他公司共用。
3.壓力排放裝置應設置於整壓站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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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旁通管整壓器組合 拆卸整壓器保養

壓力監測

套入既設
減壓器壓
力校正

旁通管管徑應視使用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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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壓器維護臨時旁通管作業情形

32



雙線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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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線壓力設定 A線(主線) B線(副線)

最高使用壓力(紅線) 3.0kg/cm2 3.0 kg/cm2

供氣設定壓力 2.0 kg/cm2 1.8 kg/cm2

超壓閥設定值 2.2 kg/cm2 2.3 kg/cm2

34

雙線供氣，整壓器及超壓遮斷閥如何設定？
轉換B線為主線時，設定模式需跟著調整



35CNS 9788 壓力表選用規定



選用10kg壓力表，OK (6kg＊1.5〜3=9〜1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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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kg＊1.5〜3=75〜150kg(不合規定)
37



最高使用壓力以紅線標示(不要有錯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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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
第30條
雇主對於壓力容器之安全閥及其他附屬品，應依下列規定
管理：
一、安全閥應調整於最高使用壓力以下吹洩。但設有二具

以上安全閥者，其中至少一具應調整於最高使用壓力
以下吹洩，其他安全閥可調整於超過最高使用壓力至
最高使用壓力之一點零三倍以下吹洩。經檢查後
，應予固定設定壓力，不得變動。

三、壓力表之刻度板上，應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

最高使用壓力以紅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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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第 48 條
高壓氣體設備、儲存設備或冷媒設備，應設置適當之壓力表，且
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可迅使其壓力恢復至最
高使用壓力以下之安全裝置。

第80條
九、導管應採取防止導管內壓超過常用壓力時能迅即恢復至常用

壓力以下之措施。

※超壓閥(安全裝置)設定值≦最高使用壓力



※錯誤認知：
1.紅線值為常用壓力X1.5〜2倍 (法規依據？)
2.超壓閥設定值>最高使用壓力 (法規依據？)
業者理由：鋼管用API 5L Gr.B 耐壓測試到70kg

管件用ASA 300#， 可耐壓到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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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排放裝置與安全閥差異

※超壓排放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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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法第四十九條
天然氣事業應定期檢查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或運輸用戶

自設之輸氣管線，並記載其結果；如不合規定，應通知用戶限期改
善。

前項定期檢查之項目、期限、費用計算方式及作業方式，應報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核定或備查內容，不可抵觸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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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97條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為防止因爆

炸、火災、洩漏等造成勞工之危害，應採取下列
措施：
三、保持溫度計、壓力計或其他計測裝置於正

常操作功能。
四、保持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自動警報裝

置或其他安全裝置於異常狀態時之有效運
轉。

日本瓦斯工作物技術基準
第21條保安電力:在製造設備工廠及供應處的安

全保護重要設備上，務必採取不得因停電而
喪失該設備功能的適當措施。

※長時停電之因應措施？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90070001200-1030701&ShowType=Ref&FLNO=1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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