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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即是以臭氧噴霧的方式進行室內生物氣膠去除，利用臭氧噴
霧霧粒去除生物氣膠，同時在此技術中臭氧被包覆在水膜內，故無
臭氧溢散之問題，也改善了過去單純使用臭氧於室內生物氣膠去除
時，室內臭氧濃度過高之問題。因此應用此技術具備同時去除室內
生物氣膠去能力，同時也不會造成室內空氣品質惡化。本計畫開發
重點在於利用白金電極以電解純水之方式生成臭氧水，製造穩定且
溶解度高之臭氧水生成系統，進以噴霧系統產生「抗菌臭氧電解噴
霧」，進以去除生物氣膠，同時抗菌技術為非專一性，對細菌、真
菌與病毒等均有去活性作用。故本計畫為「應用抗菌電解臭氧噴霧
去除生物氣膠之研究」，藉由抗菌乳鐵蛋白濾材之開發，達到有效
去除生物氣膠之目的。

中文關鍵詞： 室內空氣品質、生物氣膠、抗菌、臭氧水噴霧、去活性、去除效率

英 文 摘 要 ： This work applied the fibrous filter coated with the
electrolyzed ozone water spraying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inactivating bioaerosols. The bioaerosols
are generated from a microbial suspension liquid using a
Collison Nebulizer. The bioaerosol was dried by the
diffusion dryer. The dried aerosol then passed through a
Kr-85 radioactive source, which neutralized them to the
Boltzmann charge equilibrium.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neutralizer, the aerosol was delivered into the stainless-
steel test chamber. Then bioaerosols were inactivated using
electrolyzed ozone water spraying. To assess removal
efficiency of electrolyzed ozone water spraying,
bioaerosols were collected and cultured from air before and
after electrolyzed ozone water spraying treatment. This
work will show the results of the feasibility of removal
different bioaerosols by electrolyzed ozone water spraying.
Otherwis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ir exchange rate, and
relative humidity on inactivating bioaerosols by
electrolyzed ozone water spraying will be investigated
completely in this work.

英文關鍵詞： indoor air quality, bioaerosols, antimicrobial, ozone water
spray, inactivating, remov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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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查核點自評表（請逐年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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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別、季別、半年別等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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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產學合作計畫預估後續發展情形概述： 

計畫執行及結束後之計畫如何配合追蹤管考、產品產出與開發規劃、預期可推廣至產業

或市場之成果、預估可授權商品、預估應用價值及產值、建立平台、主要發現等（簡要敘述成

果，內容須包含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如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

可能損及之層面及相關程度）。 
 

本計畫執行完成後，預計申請國內外專利，進行技術轉移，產品預期進行開發，本公司

將配合市場的需求進行訪視初估五年內之市場量的多寡，將該研發物件製作開模並選擇適當材

料，估算單一成本及銷售金額，對此商品藉由本公司之人脈網路推銷。以初期 1000 份產品計

算，模具開發需 NT$150 萬、銷售網 路NT$52 萬，製作成本需 NT$150 萬，而銷售可得 NT$500
萬(NT$5,000×1,000)，初期可獲利潤約 NT$152 萬。以 5%計算先期技術移轉授權金為新台幣

柒萬陸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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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學合作計畫研發成果及績效達成情形自評表  

成果項目 
本產學合作計畫預估研究成果及績效指

標 
（作為本計畫後續管考之參據） 

計畫達成情形 

技術移轉 預計技轉授權 1 項  完成技轉授權 1 項 

專利 
國內 預估1件 提出申請1件，獲得   件 

國外 預估 0 件 提出申請0件，獲得0件 

人才培育 

博士0人，畢業任職於業界0人 
博士0人，畢業任職於業界0人 

碩士1人，畢業任職於業界1人 
碩士1人，畢業任職於業界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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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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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論文 0 件 發表期刊論文 0 件 

研討會論文 1 件 發表研討會論文 1 件 

SCI 論文 0 件 發表 SCI 論文 0 件 

專書 0 件 完成專書 0 件 

技術報告 1 件 完成技術報告 1 件 

國外 

期刊論文 0 件 發表期刊論文 0 件 

學術論文 0 件 發表學術論文 0 件 

研討會論文 1 件 發表研討會論文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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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 0 件 完成專書 0 件 

技術報告 0 件 完成技術報告 0 件 

其他協助產業發展之

具體績效 新公司或衍生公司 0 家 設立新公司或衍生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產出成果簡述：

請以文字敘述計畫非

量化產出之技術應用

具體效益。 
（限 600 字以內） 

本計畫開發重點在於製造高溶解度臭氧水生成系統，進以噴霧系統產生「抗菌臭氧電

解噴霧」，進以去除生物氣膠，同時抗菌技術為非專一性，對細菌、真菌與病毒等均

有去活性作用。故本計畫為「應用抗菌電解臭氧噴霧去除生物氣膠之研究」，藉由抗

菌電解臭氧噴霧之開發，達到有效去除生物氣膠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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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緣起 
1.1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近年來由於工商業發達與社會結構的改變，人口分佈集中於大都市，居民的生活型態在各

方面上都與過去有所不同。而根據研究發現，現代人處在室內環境的時間長達 80%以上，根據

國內研究民眾活動模式型態之調查報告更指出各年齡層之民眾處於不同室內環境的比例均大

於 90%以上，而待在室外之時間僅佔 6%左右(蘇，2002)。過去政府對於空氣品質的維護與改

善皆是著重在室外空氣污染，但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調查皆指出室內環境存在許多不同的污染

物且可能會引起人體不良的健康效應。加上現代建築物為節省能源，多採空調密閉系統設計，

導致室內空氣換氣率偏低，室內空氣污染物容易累積，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IAQ)
惡化，近二十來國內在許多民間團體及學者的教育宣廣下，室內空氣品質的問題已變成民眾關

心的主要課題之一。 
自從 1970s 年代開始，長期待在室內的民眾身體開始出現一些不適的徵狀，對於室內空氣

品質的抱怨情形愈來愈多。1982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民眾待在建築物卻屢屢出現的一

些不適徵狀的現象首度描述為「病態建築物症候群」(Sick-Building Syndrome, SBS)，它並不是

一種疾病。這些不適症狀包括眼睛不適、鼻塞、流鼻水、咳嗽、喉嚨不適、呼吸短促、胸部不

適、皮膚不適、頭痛、嗜睡、疲倦與精神無法集中，通常只要離開該室內環境，症狀會逐漸消

失(Lahtinen et al., 1998)。到目前為止，病態建築物症候群似乎為一多因子的症狀，引發的真正

原因尚未十分清楚。其中有相關研究指出工作壓力、工作滿意度、作業環境設施等為引起 SBS
的重要因子。對於國內之建築與居住型態而言，空間較歐美國家窄小，室內通風考量較缺乏。

處在亞熱帶及急速都市化的結果，一年中使用冷氣機時間可長達 8 月，長時間生活在密閉室內

亦易發生通風不良，使得國內室內空氣污染問題更為嚴重。造成室內空氣品質不良的空氣污染

物有許多種類，如環境二手煙、氡氣、生物性污染物、揮發性有機物、可呼吸性微粒、甲醛、

殺蟲劑、以及主要由燃燒行為產生的碳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等。 
近年來臭氧水被用於食品場中食品製造過程以及農漁產品之滅菌使用，其優點在於利用溶

解於水中之高氧化力臭氧能有效去除微生物，但此一技術主要用於食品與農業滅菌之應用，鮮

少用於室內環境中生物氣膠去除，本計畫即是以臭氧水噴霧的方式進行室內生物氣膠去除，利

用臭氧水噴霧霧粒去除生物氣膠，同時在此技術中臭氧被包覆在水膜內，故無臭氧溢散之問

題，也改善了過去單純使用臭氧於室內生物氣膠去除時，室內臭氧濃度過高之問題。因此應用

此技術具備同時去除室內生物氣膠去能力，同時也不會造成室內空氣品質惡化。 
本計畫開發重點在於製造高溶解度電解臭氧水生成系統，進以噴霧系統產生「抗菌臭氧電

解噴霧」，進以去除生物氣膠，同時抗菌技術為非專一性，對細菌、真菌與病毒等均有去活性

作用。故本計畫為「應用抗菌電解臭氧噴霧去除生物氣膠之研究」，藉由抗菌電解臭氧噴霧之

開發，達到有效去除生物氣膠之目的。 
 

1.2 研究目的 
1. 建立小型模擬測試艙系統。 
2. 建立抗菌臭氧水噴霧系統。 
3. 探討抗菌電解臭氧噴霧對於生物氣膠之去除效能，並評估系統在測試艙中之 C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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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不同濃度之抗菌電解臭氧噴霧對於生物氣膠之去除效能。 
5. 探討在不同條件下（包含換氣率、臭氧水濃度與生物氣膠種類等），抗菌電解臭氧噴霧對

於生物氣膠之去除特性。 
6. 瞭解抗抗菌電解臭氧噴霧系統對生物氣膠之活性機制。 
 
 
第二章 研究方法 
2.1 菌種之選擇 

本研究對於生物氣膠之選擇上基本上將含括細菌及真菌，菌種的選擇將參考國內及國外

過去在實驗室研究所使用過的菌以及在室內環境分佈較廣的菌來做實驗，細菌選擇分佈較廣的

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真菌則選擇酵母菌(Candida famata var. flareri)，針對這三種菌來

探討臭氧噴霧單元對個別菌種的去除效率及菌種間的去除差異。菌種來源將向新竹食品與工業

研究所購買後於實驗室培養、保存。 
 

2.2 生物氣膠產生單元 
將細菌與真菌處理好之菌液稀釋後，置入 Collison Nebulizer 後，開啟抽風櫃、鼓風機及幫

浦後開始產生生物氣膠，待約半小時後氣膠濃度達到穩定即可導入過濾系統進行實驗。值得注

意的是本研究需要先進行前置實驗，因為 Collison Nebulizer 產生之氣膠濃度很高，由於後續過

濾實驗出口端所採集的菌落數必須落在 30~300 CFU/plate (or PFU/plate)才有效，因此必須進行

前置實驗，考量後續過濾表面風速以及相對濕度之控制，因此必須妥適的共同調整稀釋氣體的

倍數以及 Collison Nebulizer 內的菌液稀釋倍數及採樣時間，如此才可確定配置穩定的生物氣膠

懸浮液及產生穩定的生物氣膠數。 
 

2.3 抗菌電解水生成與噴霧系統 
本計畫所設計之電解臭氧水生成設備作用原理是將純水，通電進行電解後生成臭氧成分(電

解過程中產生臭氧、氧氣與氫氣，其中氫氣直接由陰極部分進入空氣)，而後將電解臭氧水透

過高壓噴霧使其成為可懸浮於空氣中之超細粒徑臭氧水霧滴，經由風扇推動後擴散於本計畫中

之測試艙中空間。臭氧水霧滴於空氣中遭遇細菌、真菌等致病原即可予以包圍消滅。 
電解生成部件以 25 cm 白金板作為電極，因其具有高度導電性，同時亦相當耐用。白金電

極主要之測試電解參數，包含極距及操作電壓等，配合機械加工所得之水體儲存槽，以可得到

高效率、高濃度之生產電解水臭氧水程序。計畫中預計以以雙白金電極 5V 定電壓進行電解，

產生定量濃度之臭氧水，再以去離子水進行稀釋，生成不同濃度之臭氧水，進以比較不同濃度

電解臭氧水對生物氣膠去除能力之差異，本計畫選擇 0.5 與 1.0 ppm 濃度進行測試。 
空氣噴霧部件則採取高壓噴霧方式，生成超細粒徑之臭氧水霧滴，適於迅速隨室內氣流於

空間中均勻擴散。預計產生 0.10-0.20 µm 之臭氧水噴霧霧滴，進以比較不同霧滴大小對於生物

氣膠去除之差異。 
 

2.4 培養基之配置 
針對採集培養細菌使用之 Trypticase Soy Agar(TSA)及真菌使用之 Malt Extract Agar (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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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置方法，將按照 兩種培養基之標準配方秤取所需之培養基成分加上適量之去離子水均勻混

合後，放入加壓滅菌釜以 121℃高溫進行滅菌 20 分鐘。滅完菌後，待培養基 冷卻之55~60℃，

分裝至 15~20ml 的培養基至培養皿(90×15mm)。配置完成之培養基至於適當的溫度下培養

24~48 小時，進行無菌測試，觀察是否有微生物生長，以確保培養基之可用性。 
 

2.5 生物氣膠培養及計數 
生物氣膠採樣部分，參考美國 ACGIH,1999, Bioaerosols: Assessment and Control 及我國環保

署 NIEA E301.11C、NIEA E401.11C 等建議及規範，使用衝擊式(impactor)生物氣膠採樣器。

(Biostage impacter with Quick take 30, SKC Inc., USA)，此採樣器上有 400 孔，孔徑為 0.25 mm，

採樣時以充電電池啟動內置馬達抽取空氣，當氣流轉變方向時，細菌及真菌因慣性被收集到培

養基上，採樣流量是 28.3 L/min，採樣前後該機器本身會自行校正其流量，使用之採樣介質為

倒入 27mL 培養基之直徑 90mm 可拋棄式塑膠培養皿。 
細菌必須於恆溫 37℃下培養 48 ± 2 小時後計數菌落數。而真菌之培養則必須於恆溫 25℃

下培養 4 ± 1 天後計數。由於培養計數之細菌菌落數必須落在 25-250 CFU 間以及真菌菌落數

在 10-100 才視為較佳有效樣本數，因此根據菌落數、採樣流量及採樣時間等參數，即可推估

不同機制的生物氣膠去除效率。 
 

2.6 環境測試艙測試 
新設計之電解臭氧水噴霧生物氣膠控制系統由於其抑菌效率與工作參數均尚未完整明

瞭，故須於封閉暴露艙中，控制溫度、濕度等環境條件，模擬一般室內空間情形，將微生物霧

化噴灑模擬環境中之生物氣膠，以控制系統收集並殺滅，進行實際測試並調整後確定有效後，

方能應用於實場環境之中。 
本研究之環控暴露艙系統，其大小為 80 × 80 × 80 cm。包含有測試艙、電解臭氧水噴霧裝

置、風扇與幫浦。電解臭氧水噴霧裝置為用以處理生物氣膠微粒之單元，風扇與幫浦則是用以

維持此一通風系統之穩定的通風以及換氣率，本實驗之換氣率設定在 0、0.5、1.0(1/hr)。 
為進一步了解整體系統是否設計良好，我們亦同時利用二氧化碳來對於系統混和率進行測

試，若混和率大於 80%則可認定此一艙室為混和均勻之測試系統。本計畫以 CO2 氣體當作追

蹤劑進行混合率測試，結果可知整體混合率達到 95.5%，有達到 ASTM D5116-97 對於一個混

和良好的測試箱之要求混和率(80%以上)，故本模擬測試艙可視內部為完全混合狀態。暴露艙

之作用示意圖如下(圖 1)所示：(此一環境測試艙相關測試已刊登於 AAQR 國際 SCI 期刊 13(1): 
350-359, 2013) 

 
本計畫之整體暴露艙之試驗流程如下分列： 

1. 將經過前置實驗控制好稀釋倍數以配置適當之生物氣膠(真菌、細菌、病毒)之懸浮液，並

置入 Collison Nebulizer (Collison Three-jet Nebulizer, BGI Inc.)，利用高壓氣體經由流量控

制器載入 Nebulizer 將微生物懸浮培養液霧化成液滴，產生生物氣膠。後將生物氣膠噴霧

進入，測試暴露艙中，待生物氣膠濃度達約 30000 CFU/m3 後，即可開始進行相關實驗。

灌入生物氣膠的同時，艙內有風扇開啟以協助生物氣膠在艙內混合完全，在灌入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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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風扇關閉，以避免干擾實驗進行。 
2. 實驗生物氣膠灌入測試艙後，進行第一次的生物氣膠樣本採樣，以確立起始生物氣膠的菌

落量，採樣部分則是以衝擊式(impactor)生物氣膠採樣器。(Biostage impacter with Quick 
take 30, SKC Inc., USA)，此採樣器上有 400 孔，孔徑為 0.25 mm，採樣時以充電電池啟

動內置馬達抽取空氣，當氣流轉變方向時，細菌、真菌與病毒氣膠因慣性被收集到培養

基上，整體採樣流量是 28.3 L/min，採樣時間設定為 30 秒。 
3. 待第一次生物氣膠樣本採樣後，開啟測試艙內之電解臭氧水噴霧，爾後進以評估電解臭氧

水噴霧對於測試艙內生物氣膠之控制效能，在開啟控制單元同時也要將相關實驗控制條

件調控到設定條件下，包含換氣率與相對濕度。另在於控制單元的設定則是在置入測試

艙前及設定完成。(評估自然衰減部分則無須開啟控制單元) 
4. 在控制單元開啟後依照下列時間進行測試艙內生物氣膠樣本之採樣，第 9 分鐘、5 分鐘、

10 分鐘、20 分鐘以及 30 分鐘分別進行採樣，進以評估在不同時間下艙內生物氣膠之殘

存量，生物氣膠之採樣時間同樣是設定在 30 秒。 
5. 整體實驗進行完成後，即可利用不同時間採集之菌落濃度評估生物氣膠在控制單元操作下

之衰減常數。 
6. 換氣率：換氣率將影響生物氣膠之去除機制、噴霧霧滴與生物氣膠接觸時間及電解臭氧水

噴霧殺菌效能，因此需調整換氣率於一定範圍，本實驗之換氣率設定在 0、0.5、1.0(1/hr)。 
 
 
 
 
 
 
 
 
 
 
 
 
 
 
 
 
 
 

圖 1、封閉環境控制暴露艙作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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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論 
 

3.1 生物氣膠於小型測試腔之濃度分佈 

本研究為進行小型測試腔生物氣膠去除測試，預先須確定測試腔內之生物氣膠濃度為穩定

情況，為了解測試腔內生物氣膠濃度是否穩定，本研究預先將生物氣膠灌入測試腔內，再進行

生物氣膠濃度之測定。 
圖 2 即是兩種生物氣膠在不同連續時間下，灌入小型測試腔之濃度變化曲線，實驗結果顯

示，大腸桿菌與酵母菌生物氣膠分別在 50 與 80 分鐘時，生物氣膠濃度可達到 30,000 CFU/m3，

同時發現此兩種生物氣膠在測試腔內之濃度變化與灌入時間均為線性關係。因此，在後續臭氧

水噴霧系統在小型測試腔中之生物氣膠控制實驗，即可依照此一濃度關係進行生物氣膠之灌

入，可將各類生物氣膠之起始濃度控制在 30,000 CFU/m3。 
 

Time (min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B
io

ae
ro

so
l C

on
ce

nt
ra

tio
ns

 (C
FU

/m
3 )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E. coli bioaerosols
Candida famata bioaerosols

 
 

圖 2、生物氣膠不同時間在測試腔之濃度分佈 
 
 

3.2 生物氣膠於測試腔之自然衰減特性 

在本研究計畫中，生物氣膠在測試腔之自然衰減主要受到兩個各主要因素影響，包含重力

衰減與換氣，因此計畫中選取 2 個換氣率(ACH=1.0、0.5 (1/hr))與無換氣進行測試，以瞭解大

腸桿菌與酵母菌生物氣膠之自然衰減特性。 
圖 3 為大腸桿菌生物氣膠在兩個換氣率與無換氣下之生物氣膠自然衰減特性(RH 30%)，結

果顯示在無換氣之下(ACH=0) 大腸桿菌之自然衰減常數(ka)為 0.012 (1/min)，當換氣率為 1.0
及 0.5 (1/hr)時，大腸桿菌之自然衰減常數(ka)分別為 0.098 與 0.185 (1/min)，可知在換氣率越

高時，大腸桿菌生物氣膠之自然衰減率也越高。 



 

6 

 

圖 4 為酵母菌生物氣膠在兩個換氣率下之生物氣膠自然衰減特性(RH 30%)，結果顯示在換

氣率。為 1.0 及 0.5 (1/hr)時，枯草桿菌之自然衰減常數(ka)分別為 0.078 與 0.135 (1/min)，可知

在換氣率越高時，酵母菌生物氣膠之自然衰減率也越高。同時若是將換氣關閉，此時酵母菌生

物氣膠之自然衰減常數(ka)則是下降至 0.004(1/min)。 
若比較單純重力衰減與換氣衰減，可以發現純粹僅有重力衰減時，生物氣膠自然衰減常數

遠低於有換氣的情形，顯示若是無換氣情形，生物氣膠之重力衰減與 wall lose 的比率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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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E.coli 生物氣膠在不同換氣率下自然衰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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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Candida famata 生物氣膠在不同換氣率下自然衰減特性 
 

4.3 生物氣膠在小型測試腔中使用臭氧噴霧系統之衰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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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為大腸桿菌生物氣膠在使用 1.0 ppm臭氧水噴霧在ACH為 1.0 (1/hr)時(RH30%)之衰減

特性，結果可知在使用 1.0 ppm 臭氧水噴霧在 ACH 為 1.0 (1/hr)時，大腸桿菌生物氣膠之衰減

常數分別為 0.435 (1/min)，而大腸桿菌在 ACH 為 1.0 (1/hr)之自然衰減常數為 0.185 (1/min)，
比較兩者可發現加入臭氧水噴霧裝置後，大腸桿菌之衰減有明顯增加之趨勢，由圖中可看出，

大腸桿菌生物氣膠分別在 30 分鐘時後，濃度由 30,000 CFU/m3 降至為 0。 
進一步結合圖 3 與圖 5 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在整體利用 1.0 ppm 臭氧水水去除大腸桿菌

20 分鐘的過程中，主要效能為臭氧水噴霧系統(衰減常數 0.45(1/min))，次要為換氣(衰減常數

0.185 (1/min))，最後則是重力沉降與 wall lose (衰減常數 0.012(1/min))。 
圖 5 中也顯示為大腸桿菌生物氣膠在使用 0.5ppm 臭氧水噴霧在 ACH 為 1.0 (1/hr)時

(RH30%)之衰減特性，結果可知在使用 1.0 ppm 臭氧水噴霧與 ACH 為 1.0 (1/hr)時，大腸桿菌

生物氣膠之衰減常數為 0.236 (1/min)，由圖中可看出，大腸桿菌生物氣膠分別在 40 分鐘時後，

濃度由 30000 CFU/m3 降至為 0。故可之當降低臭氧水濃度下，臭氧水噴霧對於大腸桿菌亦有

明顯之控制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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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E.coli 生物氣膠在不同濃度臭氧水噴霧下之衰減特性 
 
表 1為酵母菌生物氣膠在使用 1.0 ppm臭氧水噴霧在ACH為 1.0 (1/hr)時(RH30%)之衰減特

性，結果可知在使用 1.0 ppm 臭氧水噴霧在 ACH 為 1.0 (1/hr)時，酵母菌生物氣膠之衰減常數

分別為 0.298 (1/min)，而酵母菌在 ACH 為 1.0 (1/hr)之自然衰減常數為 0.135 (1/min)，比較兩

者可發現加入臭氧水噴霧裝置後，酵母菌之衰減有明顯增加之趨勢，結果亦指出，酵母菌生物

氣膠分別在 50 分鐘時後，濃度由 30,000 CFU/m3 降至為 0。 
進一步比較，可以發現，在整體利用 1.0 ppm 臭氧水水去除酵母菌 20 分鐘的過程中，主要

效能為臭氧水噴霧系統(衰減常數 0.298(1/min))，次要為換氣(衰減常數 0.135 (1/min))，最後則

是重力沉降與 wall lose (衰減常數 0.004(1/min))。 
表 1中也顯示為酵母菌生物氣膠在使用 0.5 ppm臭氧水噴霧在ACH 為 1.0 (1/hr)時(RH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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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衰減特性，結果可知在使用 0.5 ppm 臭氧水噴霧與 ACH 為 1.0 (1/hr)時，酵母菌生物氣膠之

衰減常數為 0.201 (1/min)，由圖中可看出，酵母菌生物氣膠分別在 60 分鐘時後，濃度由 30000 
CFU/m3 降至為 0。故可之當降低臭氧水濃度下，臭氧水噴霧對於酵母菌亦有明顯之控制效能。 

 
表 1、Candida famata 生物氣膠在不同濃度臭氧水噴霧下之衰減特性 

測試環境 酵母菌生物氣膠在測試腔之衰減常數 (1/min) 

ACH 0 (1/hr) 
無電解水系統 0.004 

ACH 0.5 (1/hr) 
無電解水系統 0.078 

ACH 1.0 (1/hr) 
無電解水系統 0.135 

ACH 1.0 (1/hr) 
0.5 ppm 臭氧水噴霧 0.201 

ACH 1.0 (1/hr) 
1.0 ppm 臭氧水噴霧 0.298 

 
 

第四章 可利用之產業及可開發之產品 
未來廠商可將技術商品化後，可提供另一新型態之室內生物氣膠控制技術的選擇。 
 

第五章 推廣及運用的價值 
(1) 利用抗菌臭氧水噴霧來去除生物氣膠，為一創新之研究，以抗菌臭氧電解噴霧來去除

生物氣膠之活性。 
(2) 未來可依抗菌臭氧水噴霧系統來去除生物氣膠之成果應用在室內空氣之清淨或各式

廠區作業環境空間滅菌，以保護人體健康。 
(3) 未來將抗菌臭氧水噴霧系統商品化後，可提供另一新型態之室內空氣清淨控制技術與

各式廠區作業環境空間滅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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