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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第 5次防火門及物性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年 11月 4日(三)上午 11時 

二、開會地點：第六組電化教室 

三、主 持 人：楊副組長紹經                              紀錄：蔡宗傑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討論議題： 

議題一(拋棄式打火機)：第六組物性技術科 

案由：依國家標準 CNS 10666，何謂打火機的安全裝置? 

說明： 

(一)依國家標準 CNS 10666第 3.1節，應符合下列三項要求之一，如屬安
全裝置應符合第 4.2節之規定: 

對打火機產生火焰的要求為符合下列三項要求之一： 

1.使用者須有效操作方可產生火焰且維持燃燒； 

2.使用者須有二次或多次獨立操作才能產生火焰； 

3.使用者用 15N以上的力才能產生火焰。 

第 4.2節之規定: 

1.安全裝置必須在每次點火操作後自動復歸; 

2.打火機在正常操作下不損及打火機之安全裝置； 

3.打火機在合理預期壽命期間（燃料用罄為止），安全裝置必須能適
切運作； 

4.安全裝置不輕易失效或拆卸。 

(二)然上述規定對於“安全裝置”定義，請再釐清。 
決議： 

(一)安全裝置之解釋係依 

1.CNS 10666 第 4.2節之規定。 

2.「99年 4月 21日研商打火機事宜處理原則」(如附件 1)第二點提及

有關重壓式打火機之安全裝置最小點火力量。 

(二)根據「99年 4月 21日研商打火機事宜處理原則」第二點，重壓式打火

機因以重壓力量點火，仍需以重壓力量作為安全裝置之認定基礎，並

經參考美國 CPSC之檢測數據，重壓式打火機之最低力量為 8.25磅，

故重壓式打火機之安全裝置最小點火力量認定原則請廠商訂為 35N以

上，是以「35N以上的力」為重壓式打火機之安全裝置最小點火力量認

定原則的補充規定，並非取代 CNS 10666第 3.1節第 3點「使用者用

15N以上的力才能產生火焰」的規定。 

(三)根據以上 2點說明，經此次會議討論作為打火機安全裝置之認定及檢

測一致性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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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拋棄式打火機)：第六組物性技術科 

案由：有關國家標準 CNS 10666第 3.1節產生火焰之要求，現行檢驗要求為「35N

以上的力」，與標準規定「15N以上」之差異? 

說明： 

(一)依國家標準 CNS 10666第 3.1節對打火機產生火焰的要求為符合下列

三項要求之一： 
1. 使用者須有效操作方可產生火焰且維持燃燒； 
2. 使用者須有二次或多次獨立操作才能產生火焰； 
3. 使用者用 15N以上的力才能產生火焰。 

(二)然現行檢驗要求為「35N以上的力」，有關標準規定與現行試驗標準不
一致之處，目前查無相關標準說明或公告解釋，提請討論。 

決議：參照議題一決議辦理。 

 

議題三(建築用防火門)：本局第三組 

案由：本局認可指定試驗室對於防火門型式試驗程序不一致 

說明： 

(一)防火門型式試驗樣品 1式 3樘，以抽籤方式決定 2樘執行耐火試驗，

另 1樘執行結構查證；如耐火試驗分 2次試驗，其中 1次試驗失敗者，

得補測 1次，需再補相同型式防火門 2樘，再以抽籤方式決定 1樘補

測，另 1樘執行結構查證。 

(二)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代會員來函反映，多年來實驗室均採行

「先試驗再結構查證」，惟近期部分實驗室改為「先結構查證再試驗」，

此舉將致無論試驗符合與否，業者除了負擔試驗費用外，均需負擔結

構查證費用（約 12,000元）。 

(三)業者認為對於試驗符合之案件執行結構查證才有其必要性，然對於試

驗不符合之案件並無結構查證之必要，僅是徒增業者之試驗成本。 

(四)查 CNS 11227-1第 6.5節「查證」詳細說明引援 CNS 12514-1第 7.5

節「試體查證」略以「試驗委託人應於試驗前提供所有構造細節的描

述、圖面及主要組件之列表及其製造者/供應者，以及組裝程序。這些

應該再試驗前充分的完成，以協助實驗室盡可能地確認試體資訊的符

合性，且任何不一致之處應在試驗開始前解決。為確保對構件的描述

能與受測構件相符，實驗室應於構件製造時進行確認或要求同時製作 1

個以上的額外試體。…實驗室應確保其全然察知試體之設計，並且能

有信心在試驗報告中準確的紀錄構造細節。…」，規範並未明確要求構

造查證應於試驗前或試驗後執行。 

決議： 

有關防火門型式試驗之程序如下： 

(一)廠商僅送相同之樣品 3組(流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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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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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於第一時間送相同之樣品 4組(流程如圖 2)： 

 
圖 2 

說明：不合格補件試驗以 1次為限(註 1)。 

註 1：有關可否補件試驗、補送樣品期限及補件試驗次數之規定請參照

107年 7迌 24日「107年度建築用防火門檢驗驗證一致性第 2次

會議紀錄」議題一之決議(詳如附件 2)。 
 

議題四(建築用防火門)：本局第三組 

案由：實驗室以勘誤表修正試驗報告時，驗證機關(構)相關作為 

說明：明道防火實驗室近期因故以勘誤表方式修正試驗報告所記載之試體變形

量或組構件資訊，經洽 TAF 表示，勘誤表為修正試驗報告其中一種方

式，惟實驗室應通知相關申請者及驗證機關(構)等相關單位，以免誤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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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明道實驗室以勘誤表修正試驗報告時，請於驗證登錄證書試驗報

告編號後加註“含勘誤表”之字樣，以資識別，如：****-000-D000(含

000000號勘誤表)。 

(二)對已核發驗證證書之案件，請各分局及各委託驗證機構主動通知申請

廠商變更登載事項，並於下次會議追蹤修正進度。 
 

議題五(建築用防火門)：本局第三組 

案由：2 座單一門扇尺度大小差異小於 10 公分之試驗報告，判定同型式判定

時，可否不要限制門扇尺度範圍？ 

說明： 

(一)現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以大尺度可判至小尺度使用為原

則，均保留可依試驗條件限制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 

(二)近日業者反映過往同型式判定對於門扇尺度差異裕度 10公分，只要單

一門扇尺度大小差異小於 10公分，皆不會額外限制適用之門扇尺度範

圍，例如：單扇門含框尺度為 1350mm*2700mm，單一門扇尺度

1300mm*2650mm；雙扇門含框尺度為 2700mm*2700mm，單一門扇尺度

1250*2650mm；則於雙扇門上試驗通過之五金配件及面板材等同型式判

定至單扇門上使用時，不會額外限制僅適用於單一門扇尺度 1250*2650

以下者。惟實施新版標準後，同型式判定對於門扇尺度差異裕度僅有 1

公分，不符合業界實務，建議同型式判定回到過往原則，給予門扇尺

度差異裕度 10公分。 

決議： 

(一)有關門扇尺度差異裕度僅有 1公分一事，係規定防火門之型式試驗報

告所載之門扇尺度與實際產製防火門之尺度間的公差為 1公分，非指

引用為同型式判定時門扇尺度之限制。 

(二)鑑於防火門性能之要求，對於防火門引用其他試驗報告作為同型式判

定時，必須依據現行之「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及歷次之檢驗驗證

一致性會議之決議辦理，對於欲引用不同尺度門扇之試驗報告間作成

同型式判定時，應： 
1. 大尺度可判至小尺度使用為原則，均保留可依試驗條件限制適用之
門扇尺度範圍。 

2. 若要將小尺度判至大尺度時，則應以小尺度門扇之尺度限制適用之
門扇尺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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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建築用防火門)：本局第三組 

案由：有關試體變形量量測方式與量測時點一致性 

說明： 

(一)查 CNS 11227-1第 9.6節「變形」要求實驗室應使用適當儀器於試驗

過程中量測構造顯著變形量之歷程變化，惟標準未明訂量測試體變形

量之時點，目前試體變形量之量測時點由實驗室自行訂定。 

(二)本局 109年 10月 6日召開審查會議，與會委員提及防火門耐火試驗過

程所產生之煙與熱，可能危及試驗人員安全，建議如果試驗委託者指

定量測變形量時再執行，其他在不影響防火性能原則下，建議無須量

測或在試驗結束前量測。 

決議： 

查 CNS 11227-1(2016)第 9.6.1 節規定“應使用適當儀器於試驗過程中

量測試驗構造顥著變形之歷程變化(例：大於 3mm)，可能…”，惟該標準

規定並無明確說明量測方式及量測時間點，且該量測結果並無符合與否之

判定原則，故目前各試驗室之量測時點並無不致，則建議有關防火門耐火

試驗時之變形量之量測時間點如下： 

(一)若試驗時間為 60分鐘時，建議量測時點：初始(0秒)、15分、25分、

55分等。 

(二)若試驗時間為 120分鐘時，建議量測時點：初始(0秒)、15分、25分、

55分、85分等。 

(三)若試驗時間更長者，則於上述時點外於試驗最後 1小時之中間時點加

測一點。 

(四)以上變形量之量測時點，係基於能如實記錄防火門變形量之歷程，考

量在試驗中後期若有可能對於量測人員造成危險時，該時段之變形量

則可以不予量測，惟需於試驗報告敘明原因。 

(五)經評估現行我國各實驗室於防火門變形量量測之手法大致相同，且國

外亦無較先進可行之量測手法，故不強制規定實驗室量測防火門變形

量之方法，後續仍請實驗室基於人員之安全，研議與規劃更安全之量

測技術。 
 

議題七(建築用防火門)：本局第三組 

案由：選配型自黏式氣密條之同型式判定可否與門扇封邊脫鉤 

說明： 

(一)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 9點第 5款：門扇表面材、門（扇）

擋條或門扇封邊之規格及固定方式變更，須以不小於原型式尺度且門

扇結構相同或相似之門組件通過試驗後，始獲認定，且其所屬配件須

整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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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 7點第 3款：門樘之材質或尺度等其

他變更超過前二款規定時，須以不小於原型式尺度且門扇結構相同或

相似之門組件通過試驗後，始獲認定，且門樘所屬配件須整組替代。 

(三)目前凡裝設於門扇封邊、門扇擋條或門樘上之氣密條，被視為所屬配

件，替換時須整體替代。 

(四)惟業者反映實務上氣密條(為隔音功能)有選配需求，因氣密條不具膨

脹遮焰功能，爰建議於門縫不變前提下，如於同一門扇封邊上，有氣

密條及無氣密條之情況均通過試驗者，則該氣密條作為選擇性配件，

並適用於其他取得判定之門扇封邊；其他裝設於門擋條或門樘上之氣

密條亦同。 

決議：依據現行「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及歷次之檢驗驗證一致性會議之決

議辦理，對於本議題之內容不作變更，俟未來有更多數據及研究資料佐

證時，再行研議。 
 

議題八(建築用防火門)：本局第三組 

案由：現有同型式判定原則無隱藏式門弓器或隱藏式下降條得以取消之規定，

則會造成引用五金安裝之衝突。 

說明：略 

決議： 

因裝有隱藏式門弓器或隱藏式下降條之門扇，上、下橫料骨架型式可

能跟外掛式五金不同(骨架有無溝槽)，若要引用外掛式五金時應先確認此差

異部分係屬門扇結構或僅為五金配件之補強結構，其同意作成同型式判定

原則如下： 

(一)若屬門扇結構，應有相同結構，無使用隱藏式門弓器或隱藏式下降條

佐證測試報告，則同意可辦理取消，惟取消後之骨架及封邊型式應保

留。 

(二)若屬五金配件補強，有無使用隱藏式門弓器或隱藏式下降條佐證測試

報告，同意可辦理取消，惟取消後之骨架補強、封邊型式及門縫設計

應比照引用報告之方式使用。 
 

議題九(建築用防火門)：台灣建築中心 

案由：有關同型式判定對五金之系列型式認定。 

說明： 

(一)接獲業者反應對於通過測試之五金，其系列型式是否可不經測試直接

進行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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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型式判定目前僅針對經認定之門鎖，於其他規格(含廠牌、種類、鎖

匣、鎖舌、材質等)不變之情形下得核予該門鎖之把手顏色與形狀、面

板顏色與形狀、鎖栓數量之差異。 

(三)而其他試驗通過之五金配件如門弓器、鉸鏈、把手等，其相關系列產

品，目前不得未經試驗通過進行替換。 

決議： 

(一)本案因防火門五金種類繁多，影響層面較大，建議後續持續研討追蹤

進度，必要時得依五金種類分別討論，於下次會議討論五金分類原則。 

(二)另針對未來推動五金配件自願性產品驗證(VPC)，建議研議加測性能、

壽命等試驗，而非僅測試耐火性能，以防止五金老化造成人員安全事

件。 
 

議題十(建築用防火門)：成大防火實驗室 

案由：開關力量測位置? 

說明：防火門一面裝置平推鎖，一面裝置凹槽取手，量測開關力為求一致性，

應量測於平推鎖的位置。(如圖 3)。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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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門扇開關力之量測時應以使用者開關門時之可能需要之作動力為量測依

據，故量測時應於使用者作動門扇時之把手、取手等位置為之，若為平

推鎖，應以使用者實際推動處為宜，量測後應於報告中詳細敍明量測位

置、量測數據及計算後之力矩等。 

六、臨時動議： 

預定下次會議定於 109年 12月 3日(四)上午 9時 30分，在六組電化

教室辦理，請提案單位於 11月 23日前提供，11月 30日各單位提供回覆意

見，以利會議進行，議題四及九於下次會議追蹤。 

七、散會：下午 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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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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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