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內植栽對室內 VOC、CO2及溫濕度影響之探討 
The Study of Indoor Plants and Effects on VOC、CO2 and Humiture 

 
謝翠玲 1     王輔仁 2    劉卿妤 2 

  T. L. Hsieh,  F. J. Wang,  C. Y. Liu, 
 

1 國立勤益科科技大學 景觀系 
2 國立勤益科科技大學 冷凍空與能源調系 

1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Department of Refrigera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Energy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是否能用大眾所喜好的室內

植栽使室內微環境達到更自然舒適的狀態，讓室內

植物不再只是裝飾品，而是維持現代人的健康要

素！本實驗參測植物之選擇以大眾所喜愛的黃金

葛、美鐵芋（金錢樹）、常春藤及竹蕉（萬年青）

為主，探討其對VOC（甲苯）、CO2、相對濕度及

溫度之影響情形，並比較其無照光及在作用時間24
小時中加入照光時間8小時之差異性，結果顯示，

植栽在有光的環境下，可增加植栽吸收 VOC（甲

苯）及二氧化碳之能力；而植栽於室內環境有加濕

降溫的功能，由此可知植栽對環境溫度的維持具有

一定的能力；在實驗中亦發現土壤對 VOC（甲

苯）、二氧化碳、相對濕度及溫度變化的貢獻是不

容忽視的，其貢獻度大於這四種參試植物本身。 
關鍵字：室內植栽、室內微環境、室內環境

品質 

1、前言 
隨著資訊與科技的發達，企業競爭日益激烈，

許多公司皆不斷思考該如何獲取商機及創造利

潤，大多以開創新市場、新產品及新科技的策略為

主。為了創造所謂的高科技生活，許多人為經濟活

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人為經濟活動如工廠與汽

機車排放廢氣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濃度明顯增加，其

中以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溫室效應最甚，所以目前為

解決日益嚴重的地球暖化問題，限制二氧化碳等溫

室氣體的排放，是當前國際社會共同努力的目標。 
    在現代都市生活中，室內環境的空氣品質對人

類的健康和舒適生活有著極重要的影響。許多人一

生中大部份時間約80~90 ％都是在室內生活，加

上生活型態的改變，人們待在室內的時間有日漸增

長的趨勢，惡劣的室內空氣可能導致身體不適、健

康欠佳，而在工作期間，更會引致高缺席率及低生

產效率。反之，良好的室內空氣品質可以保障人們

的健康，進而有助於使人們感到更舒適和保持良好

健康。 
    室內空氣污染主要來自於家具、地毯、影印

機、窗簾帷幕、絕緣材料、油漆或是建築材料等所

釋放出的揮發性有機物質（ Volatile Organic 

Chemicals, VOCs）。而影印機、雷射印表機、電影

放映燈等使用過程中會產生臭氧，使室內的臭氧污

染甚至比戶外還嚴重（Weschler et al., 1991），臭氧

具刺激性，會對人體呼吸道造成損害，並影響中樞

神經系統。而溫濕度是許多室內空氣過敏原能否生

存的重要因素，通風狀況不良或再循環利用的空

氣，都容易提高空氣中微生物濃度。相對於室外環

境問題來說，室內空氣品質的問題過往一直未被重

視，但這方面的問題現時已漸獲得大眾的更多關

注，促成這現象的部份原因是由於不斷發現新的室

內空氣污染物，密閉的辦公室大樓室內環境與自然

室外環境完全隔絕產生所謂的「病態大樓症候

群」。傳統上，控制室內空氣品質的工作都集中於

如何預防在辦公大樓內工作人員患上職業病，我們

現時已經充分確立特定室內空氣污染物，例如石

棉，與個別疾病的發病率之間的相互關係，至於在

非工業性質的室內環境裏，危害健康的因素與一些

特定的污染物，例如甲醛和煙草的煙霧等有關的研

究結果早已經有廣泛紀錄。 
    我們對長期暴露於多種低含量的空氣污染物

所引發的潛在問題認識不多，同時感到較難處理。

這是由於多個因素：就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缺

乏可靠數據；要正確地量測低含量的污染物有一定

的困難；污染物之間潛在的相互作用；及不同大樓

對人們對空氣污染物的敏感程度有很大的差距。同

時，亦有許多外在因素可能掩蓋室內空氣品質與其

對大樓對人們影響的真正關係，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不單只在技術上較為複雜，從行政角度看來，這亦

是個較為複雜的問題，維持良好室內空氣品質所需

要考慮的因素和策略眾多，並且涉及多個不同領域

─公共衛生、職業健康、僱用守則、工程標準…等，

是需要多個政府部門一同努力的職責。 
近年來，各類有機化學物質長期以來被廣泛運

用於家具、建材、清潔劑、塗料等用品之中，造成

室內環境的污染日趨嚴重，而其中有某些種類在一

般環境具有揮發性，可逸散至空氣之中揮發性有機

物質（VOCs）對人體危害包括致癌性與非致癌性

健康影響。非致癌性健康影響包括肝臟、腎臟方面

之危害、以及呼吸道刺激及不適感，而辦公空間中

常見之化學物質苯與甲苯均屬於芳香族之 



 

 

VOC，其在國際癌瘤研究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之研究中，苯被歸

類為 Group A，即有完整證據顯示其具有人類致癌

性。VOCs 之化學物質種類繁多，可引致室內環

境問題之相關種類研究亦尚未完整，目前全球對於

測量室內環境 VOCs 時所應包括之種類，尚未有

清楚之共識，且單獨測量一種化學物質耗費成本高

昂且費時費力， 實際測量之時，乃多以揮發性有

機物總量（TVOC）進行。 
然而為了解決此類問題，增進室內生活品質，

人們常會借助高科技產品，如空氣清淨機、負離子

產生器、空調系統…等，來調節室內環境之溫濕度

及空氣品質，但大自然已賜給我們最好的室內環境

調節器 — 植物，利用植物來調節室內環境，是暨

健康又環保的選擇。根據文獻研究顯示，植物具有

調節溫溼度[2、3]、吸收揮發性有機物[2、3、4]、
臭氧[6]、二氧化碳等分子[5、6、7]，亦可減少有

害電磁波中的輻射能[2]。另外，「園藝療法」是目

前另類的醫學療法，此療法乃利用植物來進行多種

園藝活動，治療並恢復人們的身心健康。故，植物

跟人及環境的關係日益密切，陳列植物除可提昇室

內空氣品質外，亦具有改善心情的效果，因此，本

研究希望能藉由實驗，利用大眾皆喜愛且容易接受

的室內植栽，探討其對室內環境品質之影響，希望

能找出最自然、最省能亦能同時達到室內空氣淨化

的植栽。 
 

2、實驗方法 
2-1 實驗儀器與材料介紹 
(1) 多合一氣體偵測器：本實驗的測定參數皆由多

合一氣體偵測器量測而得，本儀器的簡介如表

1 所示。 
(2) 本研究以甲苯作為 VOC 之代表，因甲醛相關

研究已廣泛記錄，而在家具塗裝或牆面粉刷時

用到的油漆中常以苯類為有機溶劑，故選擇甲

苯為研究氣體。 
2-2 無照光的實驗方法 
(1) 空箱無照光實驗：測量時，如圖 1 所示先將甲

苯與多合一氣體偵測器置於密閉箱（深 47 cm×
寬 42 cm×高 132 cm）中，密閉箱無設定溫度、

濕度，一段時間後經由多合一氣體偵測器的監

控螢幕監看即時甲苯濃度，當濃度到達約 30 
ppm（台灣目前 IAQ 建議值 3 ppm 的 10 倍）

以上時，將甲苯從密閉箱中取出，觀測甲苯、

溫度、濕度及 CO2在密閉箱中之變化情形。 
(2) 加入培養土或植栽之無照光實驗：測量時，如

圖2所示先將甲苯與多合一氣體偵測器置於密

閉箱（深 47 cm×寬 42 cm×高 132 cm）中，密

閉箱無設定溫度、濕度，一段時間後經由多合

一氣體偵測器的監控螢幕監看即時甲苯濃

度，當濃度到達約 30 ppm 時，將 470.5g 培養

土或受測植栽放進密閉箱並且取出甲苯，觀測

培養土及不同植栽對 VOC、溫度、濕度及 CO2 

之影響情形，直到 VOC 的量接近 0 為止。 
2-3 加入照光的實驗方法 
       當光照強度增加時，其光合作用的效率會

跟著增加（如圖 3 所示），在密閉箱內的光照

強度較弱（約 100Lux），故加入照光的實驗是

在探討增加光照度時進而增加光合作用速率

時，植物對甲苯、溫度、濕度及 CO2之影響情

形。 
(1) 空箱加入照光實驗：測量時，如圖 4 所示先將

甲苯與多合一氣體偵測器置於密閉箱（深 47 
cm×寬 42 cm×高 132 cm）中，密閉箱無設定

溫度、濕度，一段時間後經由多合一氣體偵測

器的監控螢幕監看即時甲苯濃度，當濃度到達

30 ppm 左右時，將甲苯從密閉箱中取出，並

以 23W 複金屬燈為光源，設定光照時間為 8 
hrs/day，光照強度約為 10000 Lux，觀測甲苯、

溫度、濕度及 CO2在密閉箱之變化情形。 
(2) 加入培養土或植栽之照光實驗：測量時，如圖

5 所示先將甲苯與多合一氣體偵測器置於密閉

箱（深 47 cm×寬 42 cm×高 132 cm）中，密閉

箱無設定溫度、濕度，一段時間後經由多合一

氣體偵測器的監控螢幕監看即時甲苯濃度，當

濃度到達約 30 ppm 時，將培養土或受測植栽

放進密閉箱並且取出甲苯，並以 23W 複金屬

燈為光源，設定照光時間為 8 hrs/day，光照強

度約為 10000 Lux，觀測培養土及不同植栽對

VOC、溫度、濕度及 CO2 之影響情形，直到

VOC 的量接近 0 為止。 
 
3、結果與討論 
3-1 不同室內植栽對室內 VOC、CO2 及溫濕度之

影響 
(1) 無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微環境 VOC、   

CO2、及溫濕度之變化，如圖 6(a)～(e)所示。 
○1  VOC 之變化： 

圖 6(a)為無照光時密閉箱內 VOC 的變化量，

在此處培養土與植物的變化量的定義如下： 
培養土的變化量 ＝ 培養土所測之值 − 培

養土起始值 − 相同時間之空箱變化量 
盆栽之變化量 ＝ 盆栽所測之值 − 盆栽起

始值 −相同時間之空箱變化量 
由此結果得知，這四種植栽本身對 VOC 的減

量效果，以常春藤的效果最好，其次為竹蕉（萬年

青），並且由培養土的變化曲線來看，剛開始時培

養土粒子的吸附作用及培養土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發揮極大的功能，但隨著時間的延長，被吸附的

VOC 似乎又被脫附出來，因而使得密閉箱內的

VOC 濃度上升，培養土粒子及培養土微生物在

VOC 的減量作用中似乎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

色，其作用機制則需更進一步的探討，而由圖可看

出各個植栽於一段時間後，植栽本身會慢慢釋放出

微量的 VOC 直到維持恆定，而根據參考文獻［3］
指出，植栽本身釋放出的微量 VOC，似乎是控制



 

 

周圍空氣中微生物與黴菌孢子的重要因素。 
○2  對 CO2濃度之影響： 

圖 6(b)結果可知，培養土於密閉箱中 CO2濃

度會大量增加，增加量甚至可高達 1680 ppm，而

加入植栽後，這四種植栽於密閉箱內的 CO2 濃度

皆會增加，其中以常春藤增加的濃度為最，最多高

達 1500 ppm，其次為黃金葛，最多增加了 1400ppm
的 CO2。若扣除土壤作用可由圖 6(c)結果看出植栽

本身對室內 CO2 濃度因不同的植栽而有不同的影

響，大部分的植栽皆可降低室內 CO2 的量，由以

上結果可知，培養土中微生物、植物的光合作用與

呼吸作用之綜合結果，對室內 CO2 濃度是有一定

的影響。 
○3 相對濕度之變化： 

圖 6(d)是無照光時密閉箱內相對濕度的變化

量，由此結果可知，放入培養土及植栽後皆會增加

密閉箱的相對濕度，大部分的水分是由培養土的蒸

發作用散發出來的，放入植物盆栽後，可看出植栽

本身是具有增加室內相對濕度的功效，其中以常春

藤和黃金葛的加濕性為最佳，最多可達 27 ％左

右。而此圖結果與文獻［4］所敘，室內有植物的

相對濕度會較室內無植物高約 21％的相對濕度，

結果相似。 
○4 對溫度之影響： 
    圖 6(e)是無照光時密閉箱內溫度的變化量，由

此結果可知，密閉箱內溫度增減量在 3 ~ -1.5 ℃之

間，放入土壤、美鐵芋和常春藤後反而會使得密閉

箱內的溫度上升 2 ~ 2.7 ℃左右，置入黃金葛與竹

蕉的降溫效果為佳，約可為室內降低 1 ~ 1.5 ℃左

右。 
由以上這些結果得知，培養土在 VOC 的減

量、CO2的濃度及溫濕度的變化上皆有一定程度的

影響力。而四種植栽對 VOC 的減量、CO2的濃度

及溫濕度的變化亦有作用，其中則以常春藤的加濕

效果最好，黃金葛的降溫效果最好。 
(2) 加入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微環境

VOC、CO2、濕度及溫度之變化，如圖 7(a) ～(e)
所示。照光週期以 24 小時為一週期，第 0 ~ 8 小

時時為照光時間，8 ~ 24 小時時為昏暗或無光時

間。 
○1  VOC 之變化： 

圖 7(a)是有照光時密閉箱內 VOC 的變化量，

由此結果可知，在經過照光後（照光時間為 0 ~ 8、
24 ~ 32、48 ~ 56 時）其培養土對 VOC 的降解速率

較快，顯然，光降解作用以及培養土中微生物的分

解作用，對 VOC 的降解作用有一定的影響；由此

結果顯示，若扣除培養土的吸收減量作用，可看出

植栽本身的生物作用會從空氣中直接吸收 VOC，
而不需要經過培養土的微生物分解，其植栽本身減

量效果以常春藤效果最好。 
○2  CO2濃度之變化： 

圖 7(b)為有照光時密閉箱內 CO2 的變化量，

由此結果可知，在照光期間（0 ~ 8、24 ~ 32、48 ~ 

56 時）培養土在密閉箱內的 CO2濃度大量增加，

與空箱有照光相比較後，於相同時間點最多可高達

1900 ppm，此因培養土中微生物的活動（呼吸作

用）會放出大量的 CO2，使得密閉箱內的 CO2 濃

度增高之故。置入盆栽後，其 CO2 濃度的變化與

光照週期相符，照光時期 CO2 濃度稍微下降（光

合作用佔優勢），無照光時 CO2濃度增加（呼吸作

用佔優勢），由圖 7(c)可看出，若扣除培養土的作

用，植栽本身行光合作用會從空箱中吸收 CO2，由

此可知植栽在照光期間的確具有減量效果。此以上

結果顯示植物行光合作用，對降低室內 CO2 或許

有其可能性。 
○3  對相對濕度之影響： 

圖 7(d)是有照光時密閉箱內相對濕度的變化

量，由此結果顯示，放入培養土後會大量增加密閉

箱的相對濕度，其相對濕度提高了 20 ％左右。置

入植物盆栽後，若扣除培養土對相對濕度產生的作

用，可知道植栽本身對室內相對濕度是有增加的現

象，照光一段時間後因溫度的提升使得黃金葛、美

鐵芋、竹蕉和常春藤的相對濕度略為減少，無照光

時期相對濕度卻慢慢增加，此現象說明植栽具有增

加室內濕度的能力，而根據文獻［4］的研究結果

顯示植物確實會增加室內相對濕度。 
○4  對溫度之影響： 

圖 7(e)是有照光時密閉箱內溫度的變化量，由

此結果顯示，因加入照光的關係使得密閉箱的溫度

上升，放入培養土後反而會使得密閉箱內的溫度上

升許多，若扣除培養土本身的作用，植栽本身的降

溫作用各異，經過 20hr 時後黃金葛有逐漸降溫的

現象，但隨著照光所產生的熱能，皆使得四種植物

的降溫效果不佳，溫度約上升 4 ~ 6 ℃，隨著光源

關掉，熱能產出減少，溫度開始下降約 4℃，由此

可知植物與照光於室內所發出的熱對環境溫度是

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由這些結果，培養土在有照光下對 VOC 的減

量、CO2的濃度及溫濕度的變化更有影響力，且其

變化隨照光週期而有明顯的週期性變化。至於有無

照光的影響力大小將於下一段落討論。 
3-2 照光對室內 VOC、CO2、濕度及溫度之影響 

照光對 VOC、CO2、濕度及溫度之變化量的

求法如下： 
照光對 VOC、CO2、濕度及溫度之影響量 ＝ 

有照光時之變化量− 無照光時之變化量 
(1) 照光對室內 VOC 之影響 

由圖 8(a)的結果可知空箱有照光時箱內 VOC
會快速減少，所以當培養土及植栽有照光的作用扣

除空箱有照光的作用在與無照光時相減後，可看出

VOC 的變化量增加，而由此可知空箱有照光時光

降解作用對 VOC 的降解作用有一定的影響，或許

室內照光對 VOC 的減量作用（光降解作用）似乎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照光對室內 CO2濃度之影響 

由圖 8(b)的結果可知，培養土在有照光期間



 

 

CO2 濃度會增加，而大部分的植栽對 CO2 的吸收

在有照光的情形下比無照光時還佳，由此可知照光

可幫助培養土及大部分植栽吸收密閉箱的 CO2 濃

度，但美鐵芋（金錢樹）在有照光時對 CO2 的吸

收能力較無照光時弱。此實驗結果與文獻［4］，室

內觀葉植物以弱光（500 Lux）及強光（5000 Lux）
下，對 1000 ppm CO2氣體之沈降速度：黃金葛＞

常春藤＞美鐵芋研究結果相符。 
(3) 照光對室內相對濕度之影響 

圖 8(c)是照光週期對密閉箱內相對濕度的變

化量，有植物存在時，照光期間其相對濕度皆下

降，無照光時其相對濕度皆上升 5 ~ 15 ％。照光

時光合作用增強使得植物需要更多的水分，因而減

少培養土的水分及培養土的蒸發作用，進而降低大

氣的相對濕度，也可能與密閉箱內的溫度變化有

關。單獨放置培養土時的降低量最大，顯示培養土

對相對濕度的降低效果最好。 
(4) 照光對室內溫度之影響 

由圖 8(d)的結果可知，在剛開始照光時（0 ~ 2
時）植栽黃金葛與美鐵芋的降溫效果比無照光時明

顯，但隨即因熱源的影響而溫度上升，而竹蕉、常

春藤與培養土則溫度上升，在無照光期間，因不再

有光源所放出的熱能散出，因而使的溫度開始下降

直到下一周期照光開始，溫度又開始上升，因此植

栽於室內的照明設施所引起的溫度變化是不容忽

視的。 
由以上這些結果得知，有無照光及葉面積對室

內 VOC、CO2、濕度及溫度具有一定程度之影響

力。而葉面積的多寡會影響到整個植株的整體效

果，所以葉子多的植物在整體表現上是以量取勝來

達到環境淨化效果。而植物對室內環境之影響是一

很複雜的行為，與植物本身的特性及健康情形、氣

候條件、培養土因子…等皆有關係。 

4、結論 
    本研究主要在實驗各室內植栽吸收室內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甲苯）的能力，而影響室內植栽對

室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反應的因素很多，包括了培

養土水分狀況、大氣相對濕度、光強度、溫度、風、

二氧化碳濃度、植株養分狀態、遺傳表現、植物株

齡等（俞美如, 2000），因此除了室內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處理濃度及時間的效應不同外，在不同的時空

背景下可能存在影響因子而使得實驗結果有差

距，經實驗結果後得到以下的初步結論： 
(1) 植栽在有光的環境下，可增加植栽吸收 VOC 

及二氧化碳之能力。 
(2) 黃金葛、美鐵芋（金錢樹）、常春藤、竹蕉（萬

年青）此四種植栽本身對室內 CO2的減量都有

一定程度的貢獻，但美鐵芋在有照光時其減量

效果較不佳，或許跟植物本身喜好的環境習性

有關。 
(3) 植物盆栽於室內環境有加濕的作用，若將植栽

擺放於冷房中，植栽的加濕作用可調節冷房中

濕度過低的問題。 
(4) 培養土對 VOC（甲苯）、二氧化碳、相對濕度

及溫度變化的貢獻是不容忽視的，其貢獻度大

於黃金葛、美鐵芋（金錢樹）、常春藤、竹蕉

（萬年青）這四種參試植物本身。但培養土中

的微生物活動會放出大量的二氧化碳，致使空

氣中的二氧化碳濃度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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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圖表 

  
      圖 1.空箱無照光實驗 
 

       
    圖 2.加入植栽之無照光實驗圖 

 
    圖 3.光合作用速率與光強度之關係 
       （引自 Emberlin, 1983） 
 
 

      
       圖 4.空箱加入照光實驗 
 

        
        圖 5.加入植栽之照光實 



 

 

 
   (a).無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 VOC（ppm）之變化          (b).無照光時培養土及盆栽（含培養土）對室內 CO2（ppm） 
                                                               之變化 

     

  (c).無照光時植栽本身（不含培養土）對室內 CO2（ppm）之變化   (d).無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相對濕度（％）之變化 

 
(e).無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溫度（℃）之變化 

 
圖 6.無照光時室內微環境之變化圖 



 

 

 
      (a).有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 VOC（ppm）之變化       (b).有照光時培養土及盆栽（含培養土）對室內 CO2（ppm） 
                                                               之變化 

  
      (c).有照光時植栽本身（不含培養土）對室內 CO2（ppm）    (d).有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相對濕度（％）之變化 
         之變化 

 
(e).有照光時培養土及植栽對室內溫度（℃）之變化 

 
圖 7.加入照光時室內微環境之變化圖 

 



 

 

  
            (a).照光對室內 VOC（ppm）之影響                            (b).照光對室內 CO2（ppm）之影響 

  
             (c)照光對室內相對濕度（％）之影響                           (d).照光對室內溫度（℃）之影響 

 
圖 8.照光對室內微環境之影響圖 

 
表 1.AreaRAE IAQ 氣體檢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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