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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所有權人管機

關引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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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1 .1 本標準適用於提供兒童遊戲無動力固定設備之安全及性能的標準，惟不限於下列

設備，例：組合遊戲結構體、攀爬結構體、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彈簧搖擺動

設備及滑梯。  

本標準適用於在公共集會場所使用之遊戲設備，包括幼兒照顧及教育設施，公園

或遊戲場。本標準之兒童公共遊戲區包括室內 (教室 )設置及和室外遊戲場。在適

當情況下，將在有監督之室內及室外設置 (例：屬於幼兒照顧及教育設施之遊戲區 )

及無限制進出設置 (例：公共遊戲場及和公園 )之間進行區分。   

1.2  本標準適用之使用者年齡範圍為 (6 個月以上至～未滿 243)個月之嬰幼兒。  

備考：本標準所涵蓋使用者體型範圍為 6 個月嬰兒之第 5 個百分位至 23 個月幼

兒的第 95 個百分位。  

 

1.3  本標準目的為降低使用者受傷之造成之危害。  

1.4  附屬於遊戲設備之附屬玩具必須符合玩具相關國家或國際標準之規定，包括本標

準安全性能規定。  

1.5  本標準不包含家庭遊戲設備、動力遊樂園設施備、運動設備、體健健身設備、CNS 

15913 規定之軟質及封閉式遊戲設備、三輪車、玩具、兒童少年照護用品理產品，

惟不限於下列設備，例：嬰兒鞦韆、遊戲圍欄場、伸縮安全護欄門與和可擴展圍

欄及家具 (包括用於室內之兒童玩砂臺 /戲水桌型的兒童遊戲家具及沙及水桌 )、嬰

兒搖籃與和搖床，嬰兒學步車、嬰兒彈跳器座椅，套衫、嬰兒固定式活動中心及

嬰兒揹背帶。  

 

1.6  除另有規定外，本標準之尺度許可差為 ± 2 %。  

1.7 設置於室內之遊戲設備，其使用材料之防火安全要求適用應符合 CNS 15913 相關規

定有關防火安全之要求。  

1.8 本標準中引用的圖例，依附錄 A 之規定。  

1.9 本標準文本引用了所提供說明性內容材料之備考註釋和腳註，。這些此等備考註

解和腳註 (不包括表格及和數字之中的內容 )不應被視為標準之要求。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CNS 4797 玩具安全 (一般要求 )  

CNS 4797-2 玩具安全 (特定元素之遷移 )  

CNS 12642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  

CNS 12643-1 遊戲場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實驗室試驗法遊戲場設備

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第 1 部：實驗室試驗法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9723/?index=2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9723/?index=2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067935/?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368820/?index=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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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2643-2 遊戲場設備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第 2 部：現

場試驗法  

CNS 15913 軟質封閉式遊戲設備  

3.  用語及定義  

3 .1 入口坡道 (access ramp)  

用於走進入遊戲設備或走進入到遊戲設備上之坡道。  

3.2 可觸及的 (accessible)  

指遊戲場設備之一部分，易被身體之任一部位觸及。  

可進入的 (accessible)  

指遊戲場設備之一部分，使用者可進入、離開、在上面或裡面或下面遊戲。  

與下列事項相關之遊戲設備的一部分或零件。  

(a)  易被身體之任一部位觸及。  

(b)  使用者可進入、離開、在上面或裡面或下面遊戲。  

3.3 配件玩具 (accessory toy)  

附屬方式為連接、可拆卸或與遊戲設備一起出售之玩具。  

可與遊戲設備連接、可從遊戲設備拆卸或為遊戲設備一部分之玩具。  

3.4 相鄰平臺 (adjacent platforms)  

具有一個共用之垂直面及高度落差之兩平臺。  

3.5 錨 (anchor)  

用於遊戲設備正常使用期間儘盡可能減少設備之傾斜或支持腳的舉升之遊戲設備附

件。  

3.6 鋼纜繩 (cable)  

金屬線撚金屬線絞合或疊合夾入在一起之繩索繩股。  

3.7 攀爬設備 (c l imbing equipment)  

需要使用者在移走動時保持 3 個接觸點之遊戲設備或設備零件。  

3.8 邊緣完整邊界之非剛性開口 (completely bounded non-rigid opening)  

遊戲設備中任何開口完全被撓性邊界封閉，設備在正常使用期間，邊界可變形或

彎曲 (例：彈性網或網格織帶中之開口 )。  

3.9 邊緣完整邊界之剛性開口 (completely bounded rigid opening)  

遊戲設備中任何開口完全被非撓性的邊界固定封閉，其周圍為連續者。  

3.10 組件 (component)  

任何遊戲結構物體上可發揮特定功能而不能單獨使用的一部分。可產生專屬活

動而不能單獨矗立之部分。  

3.11 組合遊戲結構物體 (composite  play s tructure)  

由 2 種以上遊戲結構物設備 (或功能 )連接形成或功能性聯結接產生一整體單元，

提供超過 21 種以上之遊戲活動。例：由攀爬裝置架、滑梯及攀爬水平雲梯組合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46441/?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4277/?index=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465403/?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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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12 壓碎點及剪切點 (crush and shear point)  

使用遊戲場設備時，可能造成使用者挫傷、撕裂傷、擦傷、截斷或骨折之交接處接

合點。  

3.13 指定遊戲表面 (designated play surface)  

任何可架高之表面，提供站立、走動、坐、爬行或攀爬之架高面，或一個經量

測寬與長均大於 50 mm 且傾斜角度小於 30°，為嬰幼兒可於其上遊戲之平面之

架高平面。  

3.14 嬰幼兒照顧及教育設施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fac i l i ty )  

提供 511 個以上嬰幼兒兒童家外機構照顧之設施置。  

3.15 纏結 (entanglement)  

使用者頸部之衣物或物件，被遊戲場設備組件勾住或纏繞之情形。  

3.16 卡誘陷 (entrapment)  

穿過開口的身體或其部位不易阻礙抽出的任何情形。  

3.17 墜落高度 (fal l  height)  

指定遊戲平面與其下方防護鋪面之垂直距離、或遊戲結構物體特定部位分之間

之的垂直距離或遊戲結構物體之特定部位分與地面間之間的垂直距離。  

3.18 全包覆封閉式鞦韆座椅 (ful ly enclosed swing seat)  

一個懸吊之裝置，可供使用者坐於其上，座椅四週所有邊上及兩腿間有不可移

除之支撐物，此支撐物用以防止乘坐者於裝置作動時摔掉出 (例：全封閉式桶形

座椅，參照圖 A.1)。  

3.19 功能性連聯結之遊戲結構物體 (functional ly l inked play structure)  

即使組件未以實體連接之遊戲結構物在一起，惟在連續遊戲時，其實體形式或

與遊戲功能性作用猶如可連續遊戲的單一遊戲結構物個體。  

3.20 手支撐組件 (hand-support component)  

用於穩定使用者或支撐使用者身體重量之組件，例：扶手。  

3.21 扶手 (handrai l )  

沿著入口或出進出口通道之剛性線型裝置，使用者抓持時，可提供平衡與支撐，

以維持特定的身體姿勢。  

3.22 衝 擊 衰 減 鋪 面 防 護 鋪 面 (protective  impact attenuating surfacing)  

符合 CNS 12643-1 規定之材料。  

用於任何遊戲場設備使用區內之防護材料。  

備考：防護鋪面應符合 CNS 12643-1 之基本衝擊衰減性能要求事項；現場測試

之防護鋪面，應符合 CNS 12643-2 之基本衝擊衰減性能要求事項。  

3.23 最大使用者 (maximum user)  

滿 23 個月之嬰幼兒兒童，採用其為 23 個月男女嬰幼兒合計混合的 95 %百分位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438859/?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9723/?index=2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287511/?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774905/?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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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量測特徵值。  

3.24 最小使用者 (minimum user)  

滿 6 個月之嬰兒童，採用其為 6 個月男女嬰兒合計混合的 5 %百分位數之量測特

徵值。  

3.25 運動組件 (moving component)  

遊戲設備中給設備或使用者運動的部分，例：鞦韆或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  

3.26 非占用區 (non-encroachment zone)  

指定為無非限制動線流通之無阻障礙區域。  

3.27 局部邊緣不完整界的開口 (partial ly bounded opening)  

不是在所有側面都完全被邊界包圍的開口，其邊緣是不連續的。  

遊戲設備中，開口各邊未完全被邊界封閉，其邊緣為不連續者。  

3.28 局部包覆封閉式鞦韆座椅 (partial ly enclosed swing seat)  

使用者坐的單一乘員懸吊之裝置，除使用者的雙腿之間外，其所有側面皆都具

不可移動的支撐。  

3.29 永久錨固之設備 (permanently anchored equipment)  

遊戲設備設計安裝在固定位置 (例：具地面基礎或混凝土錨固 )，且不得在設備之

使用壽命期限內搬遷。永久錨固之設備可具有運動組件。  

3.30 平臺 (platform) 

可支撐 1 位以上使用者體重且在上面自由行動之高架平面。  

可使一位以上使用者站在上面自由行動之平面。  

3.31 遊戲區 (play area)  

供使用者遊戲之指定空間。  

3.32 遊戲坡道 (play ramp) 

遊戲活動構成之傾斜平面，供從平臺爬上或爬下之可能，且嬰幼兒兒童在坐姿

時，依靠重力作為推動力而無法維持運動。  

3.33 遊戲結構物體 /遊具 (play structure)  

具單一或多種組件及其支撐構件之獨立式結構。  

一個具有單一或多種組件，及其支撐構件之獨立式結構。  

3.34 可移動式設備 (portable  equipment)  

設計為易於搬動及和遷移之遊戲結構物體，可移動式設備可能需要簡單的組裝

(例：發泡攀爬裝置器或隧道 )。  

3.35 預防性保養 (preventive  maintenance)  

檢驗及保養規劃方案，旨在使設備運作正常，預防設備故障。  

3.36 突出物 (projection)  

一種實體的本質狀況，須依本標準之要求事項測試，以測確定其是否為一突出

點及或 /或及纏結危害。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504188/?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456239/?index=10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578216/?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659335/?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659335/?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178295/?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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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防護柵欄 (protective  barrier)  

用於圍住架高平面或沿使用區與非占用區之邊界，可隨時看見兒童，防止無意

或故意穿越通過或越過之裝置，並不促進攀爬。  

3.38 突出點 (protrusion)  

一種突出物，依本標準之要求事項測試時，發現使用者碰撞，它有可能潛在產

生身體受傷害之危害。  

3.39 公共遊戲場設備 (public  use  playground equipment)  

用於學校、公園、嬰幼兒照顧及教育設施、公共機構、社區公共區域 (例：中庭 )、

休閒娛樂場所、餐廳、飯店，或其他供公眾使用場所的遊戲區，不移動或採用

錨固於地面之遊戲結構物。  

3.40 金屬芯繩索 (metal  cored rope)  

具非金屬護套之鋼纜纜繩。  

3.41 橫檔橫檔桿 (rung) 

梯子或其他攀爬設備之橫桿，可供使用者之腳支撐及或可讓手緊抓。  

爬梯或其他攀爬裝置之橫桿，可供使用者之腳支撐及 /或可讓手握持。  

3.42 限制進出之設置 (sett ing with l imited access)  

室內及室外遊戲區僅向許可或管制程序登記之地點的使用者開放，且受過於遊

戲環境中監視嬰幼兒兒童訓練方案之成人照顧者看護人，隨時在現場。  

3.43 無限制進出之設置 (sett ings with unl imited access)  

室內及室外遊戲區無設置許可或管制程序地點或於使用者進出遊戲設備時，受

過於遊戲環境中監視嬰幼兒兒童訓練方案之成人照顧者看護人，非隨時在現場。 

3.44 蔭蔽遊戲區 (shaded play area)  

保護免受陽光直射之室外區域。  

3.45 標誌文字 (signal  word)  

標明危害等級或程度之文字。  

3.48 滑梯 (sl ide)  

形成斜面之表面，使用者可在其表面上保持重力推動之運動。  

3.47 小零件 (small  part)  

一個可被脫離之物件，可能導致使用者窒息、吸入或吞入之危害。  

3.48 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 (spring rocking equipment)  

固定於基座之搖動遊戲結構體。  

3.49 樓梯 (stairway)  

與水平面呈為 35°以下斜度，由一系列可用於上升或下降之台階組成的裝置。  

3.50 台階 (step)  

梯子或樓梯之扁平面橫檔橫檔桿，主要提供腳部支撐。  

3.51 鞦韆架間 (swing bay)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9723/?index=2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52799/?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083921/?index=16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083921/?index=16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12516/?index=3


 

 

 

 

 

CNS 草 -制 1100032:2022 

－ 10－  

由一個或多個鞦韆組件連接到頂梁及其頂梁之支撐組件所界定的空間。  

3.52 暫時固定設備 (temporari ly f ixed equipment)  

設計為允許在設備的使用壽命內安裝在 2 個以上位置之遊戲結構體。暫時固定

設備可錨固或不錨固安裝，可具有運動組件。  

3.53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 (to-fro swing)  

具有至少一個懸掛組件，設計為由使用者在單個垂直平面內擺動之遊戲結構體。  

3.54 絆倒危害 (tr ip hazard)  

不明或不顯著之高程差，對使用者可能發生之危害。  

3.55 使用區 (use  zone)  

遊戲設備下方和周圍之無障礙區域，預期兒童自設備墜落時，落在其區域。  

3.56 警告 (warning)  

可表示潛在之危害狀況，若無法避免，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之告示或信息。 

4.  材料及製造  

4 .1 一般要求事項  

遊戲設備應以在預定使用之適當設置的衛生條件下，足資證明耐久性及性能之材

料製造或建構。遊戲設備製造商對於在預定使用之適當設置的衛生條件下之任何

新材料耐久性及性能應測試及記錄。  

4.1.1  金屬受到如生銹或腐蝕之結構退化，應上漆、鍍鋅或作其他處理。預期戶外用途之

木材應具有天然抗腐和抗蟲性，或經過處理以避免類似劣化。塑膠及其他材料應

防止由紫外線或極端天氣條件引起之劣化。  

4.1.2  不論何種材料或處理程序，其製造商應確保遊戲設備之使用者不會因身體表面

與該設備接觸而吞下、吸入或吸收任何潛在有害之物質，其品質應符合 CNS 

4797 之相關規定。有害之物質如行政院環境保署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列管之禁限用農藥等。  

4.1.3  無天然防腐及防蟲木材加工至厚度 150 mm 以上，位於遊戲區鋪面上方，應在

木材加工後作防腐及防蟲處理。雜酚油、五氯酚、氧化三丁錫、砷化合物及含

有殺蟲劑之表面塗料不得用於遊戲設備上。木材防腐及防蟲處理業者及遊戲設

備製造商應使用最低遷移毒素量之技術及程序。  

4.2  連結裝置  

用於建構公共遊戲設備之所有連結裝置 (例：螺帽、螺栓。 )均應符合其個別連結

裝置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之規定。  

4.2.1  所有緊固件、連接頭及覆蓋裝置，本身應防蝕或應具防蝕塗裝處理。   

4.2.2  依製造商之作業說明書安裝時，緊固件、連接頭及覆蓋裝置，應不用工具無法

鬆脫或移除。所有螺帽及螺栓均應使用鎖緊墊圈、自鎖螺帽或其他鎖緊方式，

以防鬆脫。活動接頭上之五金件亦應防止意外鬆脫。  

4.2.3  活動之懸吊元件應透過軸承或軸承面連接至固定支座，以減低磨耗。永久固定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4656/?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4656/?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9112/?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73913/?index=9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9112/?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73913/?index=9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492799/?index=1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606401/?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13131/?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28860/?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11551/?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22394/?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538339/?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163086/?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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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懸吊裝置組件之纜繩作為軸承面，纜繩之兩端之斷面端點應不得觸及，或應

加帽，以避免磨損的金屬線造成傷害。纜繩應予保護以預防繩股磨損、鬆脫、

散開或過度移位。  

4.3 毒性或有害物質  

4 .3.1  塗在設備上之油漆和其他表面塗料材料，應符合其總不揮發成分或乾膜的重量

之含鉛或鉛化合物含量 [以鉛 (Pb)計 ]0.06 %(600 ppm)以下之規定。  

4.3.2  表面及基板材料之元素的遷移限量值，依表 1 之規定。若材料之修正後遷移元

素值為表 1 所列的限量值以下時，則材料被認為符合本標準之要求。分析結果

之遷移元素修正依 CNS 4797-2 規定。  

 

表 1 表面及基板材料溶解遷移元素之最大容許含量  

單位：mg/kg 

表面及基板材料  

元素  

Sb As Ba Cd Cr  Pb Hg Se 

60 25 1000 75 60 90 60 500 

 

4.4 填充材料、鬆填材料及襯墊材料  

填充材料、鬆填材料及襯墊材料應不含有害物質 (例：源自昆蟲、鳥類、囓齒動

物其他動物之感染物 )或污染物 (例：碎片和金屬屑 )。  

5.  一般要求事項  

5 .1 符合性文件  

聲稱符合使用者安全性能規定之遊戲設備，應符合本標準所規定之所有適當要求

事項。並應將所有宣稱已符合本標準要求事項之所需重要紀錄存檔保留。  

5.2 小零件  

遊戲設備之任何可拆卸或脫離之組件或片段，在沒有加壓情況下，其任何方向均

不得完全置入如圖 A.2 所示之指定尺寸的圓柱筒內，以減少由小型物件造成兒童

窒息，吞入或吸入之危害。鬆填鋪面豁免此規定。  

5.3 窒息危害  

禁止任何具有如嬰兒枕頭、嬰兒坐墊或任何其他類似的物品 (例：護理枕頭 )之特

性的軟組成物品，包括惟不限於具有以下特性之物品。  

(a)  具有柔軟的織物覆蓋物。  

備考：  織物為任何塗層或未塗層材料，惟具有硝化纖維素纖維，整理或塗層

織物或膜除外。織物是由任何天然或人造纖維或其替代品或其組合以

梭織、針織、氈合或其他方式生產，或其寬度在 50 mm 以上，且準備

用於穿著服裝的形式或狀態，包括經過進一步加工 (例：染色和整

理 )  、成衣形式，銷售形式之織物。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4277/?index=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4277/?index=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928672/?index=20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4277/?index=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75771/?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182882/?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182882/?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182882/?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36440/?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36440/?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87390/?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85629/?inde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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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顆粒材料鬆填物，包括惟不限於聚苯乙烯珠粒或顆粒。  

(c)  容易壓扁物品。  

(d)  能順應嬰兒之身體或面部物品。  

6.  性能要求事項  

6 .1 頭及頸部誘陷卡陷  

遊戲設備應設計、建構或組裝，使任何可觸及之開口均滿足下列性能要求事項，

使不論頭部或腳部先進入該開口時，均可降低頭部或頸部誘陷卡陷之風險。嬰兒

軀干軀幹探測器、頭部軀幹探測器及嬰兒探測模板 (參照圖 A.3～圖 A.5)之尺度基

於最小和最大使用者的人體量測結果。  

惟介於設備表面與底緣間之開口 (例：欄杆、平臺、台階等 )，則豁免本要求事項，

如圖 A.6 所示。  

6.1.1 完整邊界之剛性開口  

6 .1.1.1  完整邊界之剛性開口的性能要求  

一個完整邊界之剛性開口，依 6.1.1.2 試驗步驟之規定，用嬰兒軀幹探測器 (參

照圖 A.3)能插入該開口深度達 76 mm 以上時，則視為可觸及的。封閉式階梯

之封閉式立板可豁免本要求事項 (參照 7.3.4)。  

6.1.1.2  完整邊界之剛性開口的試驗步驟  

旋轉嬰兒探測器到最不利之方向 (即探測器基部之主軸平行開口之主軸 )，然

後將嬰兒軀幹探測器 (參照圖 A.3)置於開口中，使其基部平面平行於開口面，

若嬰兒軀幹探測器能插入該開口深度達 76 mm 以上，再把頭部探測器 (參照圖

A.4)放進開口，且該探測器之基部平面要平行於開口面。開口若具下列 2 種

之一情形為通過該測試。  

(a)  嬰兒軀幹探測器之軸旋轉任何方向，皆無法進入該開口。  

(b)  該開口讓嬰兒軀幹探測器進入，亦可讓頭部探測器進入。  

若開口讓嬰兒軀幹探測器進入，而無法讓頭部探測器進入，則該開口不通過測試。 

6.1.2 完整邊界之非剛性開口  

6 .1.2.1  完整邊界之非剛性開口的性能要求  

一個完整邊界的非剛性開口，依 6.1.2.2 試驗步驟之規定 (參照圖 A.3 及圖

A.4)，若用嬰兒軀幹探測器，可穿過該開口深度達 76 mm 以上，則視為可觸

及的。  

6.1.2.2  完整邊界的非剛性開口之試驗步驟  

將嬰兒軀幹探測器 (參照圖 A.3)旋轉探測器到最不利之方向 (即探測器基部之

主軸平行開口之主軸 )置於開口中，錐形端 (漸細端 )在前，使其基部平面平行

於開口面。然後對該探測器施力 135 N，試圖使之通過該開口。若軀幹探測

器之基部通過開口，再將頭部探測器 (參照圖 A.4)置於其中，仍以錐形端 (漸

細端 )在前，且該探測器之基部平面要平行於開口面。對該探測器施力 135 N，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5656/?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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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使其通過該開口。該非剛性之開口若具下列 2 種之一情形者，為通過試

驗。  

(a)  嬰兒軀幹探測器之軸旋轉任意方向，插入開口之深度，無法讓基部插入。 

(b)  該開口能讓嬰兒軀幹探測器全部通過，亦可讓頭部探測器完全通過。  

若非剛性開口讓嬰兒軀幹探測器全部通過，而無法讓頭部探測器進入，則該

開口不通過測試。  

6.1.3 大型開口之邊界  

若該開口可使 229 mm 之頭部探測器 (參照圖 A.4)進入，則該開口邊界之每一部

分，應以 6.1.4 局部邊界之開口的要求事項評估。  

6.1.4 局部邊界之開口  

6 .1.4.1  局部邊界之開口之性能要求  

開口寬度大於 36 mm 且深度大於 15 mm 之部局部邊界的開口具有潛在的誘陷

卡陷危害性，應依 6.1.4.2 及 6.1.4.3 規定之步驟進行測試。  

6.1.4.2  局部邊界的開口之試驗步驟  

將嬰兒探測模板的 A 部分 (參照圖 A.5)沿著開口之中心線插入 (決定最不利狀

況 )(參照圖 A.7)，探測模板之中心線與開口之中心線對齊，且探測模板之面

平行於開口之面，一直到此動作因探測模板與開口周邊之接觸中止。  

此時，目視檢驗以確定在模板中心線相對側之側面與開口之側面之間是否同

時接觸。若同時接觸，將嬰兒探測模板的 B 部分插入開口中，且探測模板之

面垂直於開口之平面 (參照圖 A.8)，若可以將探測模板之整個厚度 (15 mm)插

入開口，則認定該開口為有頸部誘陷卡陷危害性，視為測試不通過。  

6.1.4.3  局部邊界之開口的豁免  

局部邊界之開口是倒置的均豁免 6.1.4 之要求。若局部邊界之開口的最低邊界

與開口相鄰，其最低邊界從兒童的脖子可觸及之開口的最狹窄部分向下傾斜

45°或更大角度，且頭部探測器可以自由通過者 (參照圖 A.4 及圖 A.9)，則該

局部邊界的開口視為倒置的。  

6.2 尖端及銳邊  

在遊戲設備上不應有可觸及的尖端或銳邊。  

6.2.1  點、角及邊之試驗步驟  

6.2.1.1  遊戲設備上之尖端及銳邊，均應依附錄 C (尖端 )及附錄 D (銳邊 )之規定進行測

試。  

6.2.1.2  剛性材料上之所有角及邊應有半徑至少 6.4 mm 之圓弧，惟材料厚度小於 13 

mm，其半徑應為材料厚度的一半。  

鞦韆帶座椅，條帶，繩索，鏈條，連接器及其他可撓性組件不適用本要求事

項。  

6.2.1.3  螺栓端突出螺帽表面不得超過 2 個全螺紋，且應無毛邊、尖端或銳邊。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761067/?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96122/?index=1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22291/?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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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遊戲設備中使用的金屬管之開口端均應加裝管蓋或管塞，不使用工具無法將其移

除。  

6 .3 突出點  

6 .3.1  在遊戲設備上應無突出點，依 6.3.2 之規定使用突出物測試規 (參照圖 A.10 及圖

A.11)測定突出物是否為突出點。  

6 .3.2  突出點之試驗步驟  

6 .3.2.1 依序將 3 個規定用突出物測試規 (參照圖 A.10)放置每個可觸及突出物上 (參照

圖 A.12)。若突出 3 個測試規之任一個表面，則該突出物測試不合格，判定為

突出點 (參照圖 A.13)。  

6.3.2.2  當一突出物為嵌入型，或處於一無法讓任何突出物測試規放置其上面時，則

該突出物為不可觸及的，為非突出點。  

6.3.2.3  鞦韆座椅上突出物測試則使用測試規 D (參照圖 A.11)，懸吊構件上超出測試

規 D 之面的任何突起物都是突出點。  

6.4 纏結危害  

遊戲設備不應有纏結危害，測定纏結危害之步驟如下。  

6.4.1 滑梯之試驗步驟  

以下之要求事項適用於圖 A.14 所示滑梯之區域，範例則如圖 A.15～圖 A.17 所示。 

6.4.1.1  突出物同時滿足下列兩者為纏結危害物。  

(a)  3 種突出物測試規 (A，B 或 C)中之任一個 (參照圖 A.10)套在突出物上，超

過突出物及與該突出物初始突出之表面接觸。  

(b)  該突出物垂直 (±5°)於初始面且突出延伸超過突出物測試規 D (參照圖

A.11)之 3.0 mm 厚度。  

6.4.1.2  滑道的構造應提供光滑連續之滑行面 (滾軸滑梯除外 )，且不得有可能造成纏

結危害之間隙或空間，例：但不限於下列所形成之間隙或空間。  

(a)  將兩個滑梯組合成一個雙倍滑梯時側壁之間產生的間隙或空間。  

(b)  在滑道的側壁上連接滑道罩產生的間隙或空間。  

(c)  滑梯連接到平臺產生的間隙或空間。。  

6.4.2 水平面上之突出物的試驗步驟  

滿足 6.4.1.1(a)及 6.4.1.1(b)之條件，且亦從一個水平面突出之突出物，即屬於

纏結危害 (參照圖 A.15～A.16)。  

6.4.3 裸露螺栓端突出物之試驗步驟  

任何可觸及之螺栓端點，若超過螺帽面 2 個完整螺蚊，即是纏結危害。螺栓端

點為內凹時，且以 88.9 mm 外徑之突出物測試規 (測試規 C)(參照圖 A.10)之外緣

曲面平放於內嵌範圍時，無法接觸到螺栓端點，則該螺栓端為不可觸及的，為

非纏結危害物 (參照圖 A.17)。  

6.4.4 增大型突出物之試驗步驟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499781/?inde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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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突出物測試規 (參照圖 A.10)中之任一個可套住之突出物，其自初始面到外

端所增大之尺度或直徑大於 3.0 mm，且其深度大於 3.0 mm [參照圖 A.15(g)]

者，即屬纏結危害物。  

6.4.5 連結裝置之試驗步驟  

連接裝置 (例：S 形鉤，滑鉤和 C 形鉤 )，當封閉得當，則不屬於纏結危害物。使

用厚薄規 [參照圖 A.18(a)]量測連接裝置，其間隙或空間為 1.0 mm 以下，即連

接裝置視為封閉。  

惟 S 形鉤狀連結器應須再滿足下列之所有要求，若不滿足下列 (a)至 (c)任何一

項，即有纏結危害。  

(a)  S 形 鉤 下 環 封 閉 端 不 得 有 任 何 部 分 超 出 上 環 垂 直 邊 界 的 下 方 [參 照 圖

A.18(b)]。  

(b)  S 形鉤上環可與連接本體對齊成一直線或部分重疊或完全重疊。若上環與連

接本體完全重疊，上環不得連接本體 [參照圖 A.18(c)]  

(c)  S 形鉤下環須與連接本體對齊成一直線，不得以任何方式重疊 [參照圖

A.18(d)]。  

6.5 壓碎點及剪切點  

兩個相對運動組件之交合點，不應產生壓碎點或剪切點。  

6.5.1 破碎和剪切點之試驗步驟  

6 .5.1.1  擠壓或剪切點為允許直徑 5 mm 氯丁橡膠棒在 1 個以上位置進入或直徑 13 

mm 氯丁橡膠棒在 1 個以上位置誘陷卡陷，其誘陷卡陷需要大於 9 N 的力拉

出氯丁橡膠棒。氯丁橡膠棒的硬度依圖 A.19 所示硬度計壓頭之 A 型硬度計

測試，其硬度介於 50 和 60 之間。  

備考：硬度試驗相關規定可參考 ASTM D2240 [ 1 ]  

6.5.1.2  為減少意外接觸壓碎點或剪切點的可能性，開口應符合附錄 C 及附錄 D 之可

觸及性之要求。  

6.5.2 鉸鏈線間隙  

在固定部分和活動部分之間沿鉸鏈線有縫隙或間隙之設備重量應大於 0.2 kg，

其結構應使鉸鏈線上的可觸及間隙盡可能大。其構造應使鉸鏈線處可觸及縫

隙，若允許直徑 5 mm 氯丁橡膠棒在縫隙進入，亦允許直徑 13 mm 氯丁橡膠棒

在鉸鏈所有位置進入 (參照圖 A.20)。  

6.6 通風  

6 .6.1  具門或罩蓋之任何設備的封閉連續體積大於 31,140 cm 3 且所有內部尺寸均為

150 mm 以上，應提供至少 2 個相距 150 mm 以上通風開口且通暢無阻礙之通風

面總面積至少有 13 cm 2，當設備放置在地板上任何位置且與 2 個成 90°角的垂

直平面相鄰時，應提供通風面，以模擬房間的角落。   

6 .6.2  若使用兩個以上永久性隔板或條材分隔連續空間，使最大內部尺寸小於 150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553186/?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382744/?index=1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843316/?index=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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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有效地限制了連續空間，則不需要通風面。  

6 .7 封閉裝置  

6 .7.1  封閉裝置性能要求  

屬於 6.6 範圍內之封閉空間 (例：蓋、罩及門的密閉裝置 )不應裝配自動上鎖裝置。

依 6.7.2 試驗步驟進行測試時，封閉裝置之類型應能以 45 N 以下的力將之開啟。 

6.7.2 封閉性試驗步驟  

在封閉裝置處於關閉位置下，在垂直於封閉裝置行程之平面並在距封閉裝置幾

何中心 25 mm 以內之任何位置向外方向施加力。力之量測應使用準確度在 0.44 

N 以內之測力計進行校正。   

6.8 懸吊危害  

遊戲單元除非在遊戲場或地板表面上方 2,130 mm 以上，且其橫截面尺度 25 mm

以上，否則遊戲單元之間不應有懸吊單獨之非剛性組件 (纜繩，金屬線，繩索或其

他類似組件 )。建議懸吊的元件應有明亮顏色或與周圍設備形成鮮明對比，以增加

可見度。  

6.8.1 繩索，纜繩或鏈條之兩端均應固定，且不得使之再繞回本身而形成內緣周長大

於 127 mm 之環圈。  

繩索的構造應使其編織物不能張開以容許 5 mm 直徑的棒進入。  

6.8.2 懸吊組件 (剛性或可撓性 )之豁免  

6 .8.2.1  用於支撐鞦韆的鏈條或纜繩不適用 6.8.1 之規定。繩索不得用以懸吊鞦韆。  

6.6.2.3  長度為 178 mm 以下的繩索、纜索或鏈條，可只一端連結物件。可以相互連

接之多倍長度的材料，仍視為同一長度。  

7.  入口及出口要求事項  

7 .1 不應使用入口及出口之組件  

入口及出口之組件不應使用拱形梯和橫檔橫檔桿梯。  

7.2 相鄰平臺  

7 .2.1  垂直高度在 180 mm 以下的相鄰平臺之間應以填充材填實，使任何開口之尺度

減小，以排除嬰兒軀幹探測器 (參照圖 A.3)之進入。  

7.2.2 相鄰平臺之間的通道高度差大於 180 mm，應要有坡道或樓梯。  

7.3 階梯、樓梯、可撓性通道組件及入口坡道  

備考：有關遊戲坡道，參照第 9 節。  

7.3.1  台階間隔應平均許可差為±6.4 mm，且其水平許可差為±2°。  

7.3.2  台階及入口坡道不得截留水 (無積水 )，其構造應不易積聚碎屑。  

7.3.3 通道斜度、階面或斜坡的寬度、階面深度、及垂直升度等，參照表 2。  

7 .3.4  所有階梯、樓梯應具有完全封閉之立板。第 6 節中之誘陷卡陷規定不適用於封

閉之立板配置。  

7.3.5 不建議 15 個月以下之兒童使用階梯。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366258/?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13534/?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4277/?index=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4277/?index=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06999/?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4277/?index=2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172192/?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540/?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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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不建議使用可撓性通道組件作為入口及出口唯一方式。  

7.3.7 螺旋樓梯不應作為入口及出口的唯一方式。  

 

表 2 階梯、樓梯及入口坡道  

(通道斜度、階面或斜坡的寬度、階面深度、及垂直升度 )  

出入口類型  要求  

階梯  

斜度  

 

35°～ 65° 

階面寬 (單列 )  300 mm～ 530 mm 

階面深度 (僅適用封閉式立板 )  200 mm( c )  

垂直升度 (階面頂至階面頂 )  130 mm～ 180 mm 

樓梯   

斜度  50°～ 75° 

階面寬度   

單列  300 mm～530 mm 

雙列併排  ≥760 mm  

階面深度 (僅適用封閉式立板 )  

垂直升度 (階面頂至階面頂 )  

≥200 mm  

≤180mm  

入口坡道 (不適用於輪椅 )   

斜度 (垂直：水平 )  ≤1:8  

寬度   

單列  ≥480 mm  

雙列併排  ≥760 mm  

備考：  除封閉式立板 (參照 7.3.4)外，台階、樓梯及入口坡道應依第 6 節〝性

能  要求〞之誘陷卡陷規定。  

 

7.4 入口及出口用之攀爬設備  

7 .4.1  用於設備其他組件入口及出口之攀爬設備應提供使用者手部支撐之方法。  

7.4.2 用於設備其他組件入口及出口之攀爬設備易於讓使用者在上升或下降到另一個

高度前，將兩腳移至同一個高度。  

7.4.3 用於設備其他組件入口及出口之攀爬設備之兩端應牢固連接。當一端接地時，

錨固裝置應埋入使用區域或非占用區之表面下方。  

7.5 扶手及其他手部支撐之設備  

7 .5.1  平臺、樓梯平臺或其他指定之遊戲表面的通道組件應有一些手部支撐之設備。  

7.5.2 樓梯及階梯之兩側均應提供連續的扶手或其他手部支撐之設備。入口斜坡作為

唯一之入口，亦應需要連續的扶手或其他手部支撐之設備。  

7.5.3  除 7.5.6 另有規定外，在坡道開始或第一個台階應使用扶手或其他手部支撐之設備。 

7.5.4  垂直於扶手之最長尺度方向量測之最大截面尺度應在 15 mm～ 30 mm 之間。  

7.5.5  扶手高度 (台階之頂緣與其正上方扶手之頂面間之垂直距離，或若使用入口坡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540/?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658480/?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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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則為坡道面頂端與其正上方扶手之頂面間之垂直距離 )應在 370 mm～ 510 

mm 之間。  

7.5.6  使用樓梯或入口坡道之室內設置，其牆壁光滑且符合第 6 節之要求 (參照

11.2.2)，則緊靠牆壁一側豁免在該牆壁上設置扶手。  

8.  平臺、樓梯平臺或其他指定遊戲表面  

8 .1 平臺及類似表面  

8 .1.1  平臺表面之最大高度應從室外設置完成階段及從室內地板完成時量測，其最大

高度應為 810 mm。  

8.1.2 平臺表面之水平許可差應在±2°以內。  

8.1.3 平臺和類似表面不得截留水 (無積水 )，其構造應不易積聚碎屑。  

8.1.4 平臺之墜落高度應從平臺表面至相鄰的較低之表面間進行測量。  

8.1.5 防護柵欄及使用區鋪面之要求，參照表 3。必要時，表面衝擊衰減應符合 CNS 

12643-1 之規定，防護柵欄應符合 8.3 之規定。  

 

表 3 平臺墜落高度對於使用區鋪面及防護柵欄要求  

使用區鋪面及防護柵欄要求  

平臺墜落高度  室內或室外監督設置  無限制進出設置 (例：公園 )  

墜落高度 460 mm 以下  鋪面符合 11.8.1 之規定  鋪面符合 CNS 12643-1 

墜 落 高 度 墜 落高度超

過 460 mm，不大於 810 

mm ( a )  

鋪面符合 CNS 12643-1 或防

護柵欄符合 8.3 之規定  

鋪面符合 CNS 12643-1 及防

護柵欄符合 8.3 之規定  

不可接受之表面  

堅硬或磨砂的表面，例：混

凝土和瀝青或其他具有類似

特性的表面  

表面不符合 CNS 12643-1 

 

註 ( a )  平臺表面之最大墜落高度應為 810 mm (參照 8.1.1)。  

8.2 相鄰平臺  

8 .2.1  相鄰平臺之間的垂直高度 180 mm 以下，使任何開口之尺度減小，以排除嬰兒

軀幹探測器 (參照圖 A.3)之進入。  

8.2.2  相鄰平臺間通道應符合 7.2 之規定。  

8.3 防護柵欄  

8 .3.1  在無限制進出設置中，任何墜落高度大於 460 mm 之平臺，均應有防護柵欄。  

8.3.2 必要時，除了每個遊戲項目所必需的進入或離開之開口外，防護柵欄應完全圍

繞架高平面。上述開口之入口及出口組件之寬度應受限制。  

8.3.3 防護柵欄應不包含任何指定遊戲表面。  

8.3.4 防護柵欄之頂面高度應在平臺上方 610 mm 以上。  

8 .3.5  在防護柵欄內之開口，或在平臺表面與防護柵欄之間，應排除軀幹探測器 (參照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665954/?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250386/?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504051/?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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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通過。  

8.3.6 設置之防護柵欄應能使看護者與設備之使用者有目視接觸。  

9 .  設備  

9 .1 不應使用之設備  

下列設備類型不適用且不應使用於 6 個月至 23 個月年齡之兒童。  

(a)  鏈條或纜索步道  

(b)  獨立式拱門攀爬設備  

(c)  具可撓性組件之獨立式攀爬設備  

(d)  槓桿支點式蹺蹺板  

(e)  水平梯子  

( f)  滾木  

(g)  旋轉木馬  

(h )  雙槓  

( i )  移動用吊環 (r ing t r eks)  

( j)  旋轉門  

(k)  旋轉輪胎鞦韆  

( l )  軌道車  

(m) 垂直滑杆。  

9.2 攀爬設備  

9 .2.1  攀爬設備之上下攀爬期間，使用的任何手支撐部件均應符合 7.5.3、7.5.4 及 7.5.5

之要求，且不得圍繞扶手軸線扭曲及旋轉。  

9.2.2 獨立式攀爬設備及進入 /離開組合結構體用攀爬設備之墜落高度，應為用於腳支

撐的攀爬設備之最高部分與其使用區表面間之距離。最大墜落高度為 810 m m。 

9.2.3 階梯  

攀爬設備之階梯組件，必須符合第 7 節之所有要求。  

9.2.4 遊戲坡道  

備考：入口坡道參照第 7 節。  

9.2.4.1  遊戲坡道之斜度應不大於 19° (垂直與水平方向比為 1:3)。  

9.2.4.2  遊戲坡道之最小寬度應為 480 mm。  

9.2.4.3  軟質發泡遊戲結構體應豁免本遊戲坡道之要求。  

9.3 滑梯  

9 .3.1  一般  

9 .3.1.1  滑梯之各種入口應與遊戲場設備之入口組件要求相同，一般情況下應符合第

7 節之要求事項 (路堤式滑梯除外 )。  

9.3.1.2  軟質發泡遊戲結構體應豁免本滑梯之要求。  

9.3.2 滑梯之過渡平臺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114654/?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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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1  滑梯之過渡平臺應符合第 8 節及第 11 節中其他遊戲設備平臺所規定之方向、

排水、防護柵欄等相同之要求事項。  

9.3.2.2  滑梯之過渡平臺之深度應為 480 mm 以上。  

9.3.2.3  過渡平臺之寬度應等於或大於滑槽之寬度。  

9.3.3 滑槽入口  

9 .3.3.1  滑槽入口處應設置能從站姿轉換成坐姿之手支撐組件。  

9.3.3.2  在滑槽入口處應有一些裝置導引使用者進入坐姿 (例：護欄、護罩 )。  

9.3.4 滑槽  

9 .3.4.1  整個滑道面之總高度與長度比 (包括任何斜面及滑出段區域，惟不包括過渡平

臺 )依圖 A.21 規定量測應不得超過 0.445。  

9.3.4.2 滑動面之任一跨距，其斜度不得超過 30° (參照圖 A.21)。  

9.3.4.3 滑槽內部寬度應不小於 200 mm 且不大於 300 mm (參照圖 A.22)。  

9.3.4.4  滑梯若為平面開放式滑槽，沿著滑槽整條滑行面兩旁應有高度為 102 mm 以

上側壁。  

9.3.4.5  滑槽截面為圓形、半圓形或弧形之筆直型滑梯應有垂直的側壁，其垂直側壁

高度 (H)應為 102 mm 以上，減去 2 倍滑道寬度 W 除以弧形滑道之曲率半徑 R 

(參照圖 A.22)，其公式如下。  

 

H (mm)=102−(2  W/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9.3.4.6  具弧形滑動表面之所有滑梯應使橫向放電之可能性減至最小。  

9.3.5 滑梯出口  

滑出段應為使用者離開滑梯之滑槽底端之部分。滑出段之斜度從室外設置完成

階段之水平面或從室內地板完成時之地板平行面量測，其斜度應在 0 到 −4°之間

(參照圖 A.23)。若無如前述滑梯出口之定義，則滑槽底端應視為滑出段。  

9.3.5.1  滑槽末端之出口高度應不大於衝擊衰減鋪面上方 150 mm (參照圖 A.24)。  

9.3.5.2  若滑行表面之任何部分之斜度超過 24°，在滑梯下端應需要一個滑出段。滑梯

滑出段之長度應不小於 180 mm 且不大於 250 mm (參照圖 A.24)。  

9.3.5.3  滑梯出口邊緣應為圓形或弧形。  

9.3.5.4  滑行表面及滑出段之間的過渡部分之曲率半徑應至少為 460 mm (參照圖

A.23)。  

9.3.6 滑梯之淨空區  

9 .3.6.1  滑槽周遭應為無設備之淨空區域。該區域定義依圖 A.25 之規定。淨空區域應

延伸至滑梯出口部分。  

9.3.6.2  滑梯之墜落高度應從滑梯上方過渡平臺至其下方之表面間進行量測 (鋪面要

求參照 11.5)。  

9.4 無成人協助使用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53659/?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88916/?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78307/?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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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單人座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  

9 .4.1.1  每一座椅應最多容納 1 位使用者。  

9.4.1.2  每一座位應提供把手，該把手應符合 6.3 中突出點之一般要求事項及其最大

橫截面尺度應不小於 15 mm 且不大於 30 mm。單手握住用之把手長度應為 76 

mm 以上，雙手握住用之把手長度應為 152 mm 以上。  

9.4.1.3  每個座位都應提供寬度為 89 mm 以上之腳踏板。腳踏板應符合腳踏板 (10.2.3)

及突出點 (6.3)之一般要求事項。  

9.4.1.4  彈簧機構應符合壓碎點及剪切點之一般要求事項 (第 6 節 )且符合標籤要求事

項 (第 12 節 )。  

9.4.1.5  安裝完成後，座椅在無載重且靜止時，應距其使用區表面以上之高度為 300 

mm～ 406 mm 之間。  

9.4.2 多人座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  

9 .4.2.1  具相對座椅之多人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從一個座椅中心到另一個座椅中

心之最小距離應為 940 mm。  

9.4.2.2  多人座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應符合 9.4.1.2～ 9.4.1.5 之要求事項  

9.5 往復式 (單軸 )鞦韆  

往復式 (單軸 )鞦韆要求事項之圖例，參照圖 A.26～圖 A.30 

9.5.1 一般要求  

9 .5.1.1  安置  

(a)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之位置，須遠離其他遊戲結構體及通道區。  

(b)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不應與組合結構體相連。  

(c)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應位於符合 11.7 之使用區域內。  

(d)  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使用之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應永久錨固。  

9.5.1.2  支撐結構  

支撐結構應設計成不適攀爬，且不應有指定遊戲表面。  

9.5.1.3  懸吊裝置  

在樞軸點上，當懸吊裝置沿預定之的行進方向運動時，懸吊裝置應具有軸承、

襯套或其他減少所有運動部件及表面上之摩擦及磨損之裝置。永久固定在懸

懸吊裝置組件上之纜繩係作為懸吊裝置軸承面 (參照 4.2.3)。  

9.5.2 無成人協助使用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 (參照圖 A.26)  

9.5.2.1  樞軸點  

樞軸點在衝擊衰減表面上方應不超過 1,190 mm。  

9.5.2.2  座椅  

(a)  具頂樑之鞦韆結構體的一個鞦韆架 (bay)中，不應設置超過 2 個往復式鞦

韆擺盪式鞦韆座椅。單一鞦韆結構體不限鞦韆架之數量。  

(b)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之座椅應圓滑加工成鈍角或圓角並符合第 6 節之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527103/?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527103/?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83287/?index=1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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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硬或沉重之座椅應不使用，例：木頭或金屬製座椅。  

(c)  具樞軸點高度 1,190 mm 以下之往復式 (單軸 )鞦韆應不使用完全封閉式座椅。 

9.5.2.3  具頂樑鞦韆結構體之淨空區  

(a)  當達最大使用者人數時，沿著頂梁量測相鄰靜止鞦韆間之水平距離，應為

510 mm 以上。  

(b)  當達最大使用者人數時，支撐結構與相鄰鞦韆座椅之間的水平距離，應為

510 mm 以上。  

(c)  支撐任一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座椅懸吊裝置間之水平距離應大於達最

大使用者人數時座椅之寬度，但應為 510 mm 以上。  

(d)  空鞦韆座椅底部與衝擊衰減表面間之垂直距離不得小於 150 mm 或大於

200 mm。  

(e)  鞦韆之墜落高度應為樞軸點到地面之距離。  

9.5.2.4  無頂樑鞦韆結構體之淨空區  

(a)  支撐任一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座椅懸吊裝置間之水平距離應大於最小

使用者人數時座椅之寬度，且懸吊裝置應傾斜一定角度以防止鞦韆座椅橫

向搖擺。  

(b)  空鞦韆座椅底部與衝擊衰減表面間之垂直距離不得小於 150 mm 或大於

200 mm。  

(c)  鞦韆之墜落高度應為樞軸點到地面之距離。  

9.5.2.5  防護柵欄  

具 1,190 mm 之最大樞軸點高度鞦韆之擺動區不需防護柵欄。若安裝柵欄，其

應符合 9.5.4 之要求事項。  

9.5.3 成人協助使用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 (參照圖 A.27～圖 A.30)  

9 .5.3.1  樞軸點  

樞軸點在衝擊衰減表面上方應不超過 2,410 mm。  

9.5.3.2  座椅  

(a)  具頂樑的鞦韆結構體之一個鞦韆架中，不應設置超過 2 個往復式鞦韆擺盪

式鞦韆座椅。單一鞦韆結構體不限鞦韆架之數量。  

(b)  每一座椅應最多容納 1 位使用者。  

(c)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之座椅應圓滑加工成鈍角或圓角並符合第 6 節之

規定。硬或沉重之座椅應不使用，例：木頭或金屬製座椅。  

(d)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之座椅應為完全封閉式座椅。  

(e)  完全封閉式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之座椅開口應防止兒童從開口無意中

墜落。開口應無法讓嬰兒軀幹探測器 (參照圖 A.3)通過。  

( f)  無輔助不能坐直之兒童用鞦韆座椅應提供從座椅到靠背頂部之長度至少

為 460 mm 之靠背。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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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無輔助不能坐直之兒童用鞦韆座椅必須貼上〝適合無輔助不能坐直之兒童

的兒童 ”之標籤。標籤應貼在每個鞦韆座椅的前後，並應符合第 12 節的所

有要求事項。  

9.5.3.3  淨空區 (圖 A.27)  

(a)  當達最大使用者人數時，相鄰靜止鞦韆間之水平距離，於衝擊衰減表面上

方 1,520 mm 處量測時，應為 510 mm 以上。  

(b)  當達最大使用者人數時，支撐結構與相鄰鞦韆座椅間之水平距離，於衝擊

衰減表面上方 1,520 mm 處量測時，應為 510 mm 以上。  

(c)  支撐任一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座椅懸吊裝置間之水平距離應大於達最

大使用者人數時座椅之寬度，但應為 510 mm 以上。  

(d)  空鞦韆座椅底部與衝擊衰減表面間之垂直距離應為 610 mm 以上。  

(e)  鞦韆之墜落高度應為樞軸點到地面之距離。  

9.5.3.4  防護柵欄  

具樞軸點高於 1,190 mm 之鞦韆，防護柵欄應完全圍繞擺動區 (參照圖 A.28 ～

圖 A.30)。柵欄應符合 9.5.4 之要求事項。  

9.5.4 擺動區周圍之防護柵欄  

9 .5.4.1  防護柵欄不應侵越鞦韆之往復使用區。  

9.5.4.2  柵欄應設置 2 個入口 /出口點。  

9.5.4.3  所有防護柵欄均應符合 8.3.3～ 8.3.6 之要求事項。  

9.5.4.4  在室內及室外之監督設置中 (參照圖 A.28 及圖 A.29) 

(a)  若安裝柵欄與鞦韆之側支撐結構相鄰時，側支撐結構與防護柵欄間之距離

應為 76 mm 以下。  

(b)  若未在鞦韆之側支撐結構距離 76 mm 以下安裝防護柵欄，則應提供 920 

mm 以上之使用區域。  

(c)  具往復式 T 型鞦韆，防護柵欄應安裝在距水平鞦韆支撐結構末端 920 mm

以上處 (參照圖 A.29)。  

9.5.4.5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參照圖 A.30) 

(a)鞦韆結構體之側支撐結構與防護柵欄間之距離應為 1,830 mm。  

(b)具往復式 T 型鞦韆時，水平鞦韆支撐末端至防護柵欄之距離應為 1,830 

mm。  

10.  結構完整性及穩定性  

10.1 一般要求  

10.1.1 結構完整性及穩定性試驗應在運銷前於試驗現場之試作生產設備上進行，不應

在遊戲場或室內游戲區已安裝之設備上測試或作為例行維護計畫之一部分。  

10.1.2  在 10.2 至 10.7 中的測試過程中或剛完成時，不得有鬆動，設備不穩定或任何

組件或組合件之結構損壞。任何組件均不應有可見裂紋，破裂或任何形式之永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449749/?index=3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625484/?index=4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294918/?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294918/?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68733/?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48718/?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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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變形，以免對設備之結構完整性或安全使用產生不利影響。移除載重後，任

何鉤子、鏈鉤、環圈或連接物之開口不應撐大超過 1.0 mm。  

10.1.3  結構完整性試驗  

10.1.3.1  結構完整性試驗應依製造商安裝說明書組裝之單元上進行。  

10.1.3.2  若 10.2 至 10.7 中之設備是為多個使用者設計的，則應將載重施加到每個使

用者位置，且應同時測試所有使用者位置。  

10.1.4  臨時固定及可移動式遊戲設備之穩定性試驗  

10.1.4.1  穩定性試驗應依製造商安裝說明書組裝之單元上進行。設備應放置在傾斜

10°之平面上進行穩定性測試。就穩定性而論，應在最不利之位置測試設備，

包括有關傾斜平面之垂直 (前後 )及水平 (左右 )間之任何角度。  

10.1.4.2  穩 定 性 試 驗 之 重 物 質 量 應 為 12.5 kg ， 其 直 徑 為 、 高 為

且重心位於重物之幾何中心 (參照圖 A.31)。  

10.1.4.3  若設備是為多個使用者設計的，除另有規定外，穩定性試驗應將載重施加到

每個使用者位置，且應同時測試所有使用者位置。  

10.1.4.4  設備在測試期間不應傾倒。  

10.1.5  穩定性試驗之豁免  

永久錨固之遊戲設備應豁免穩定性試驗。  

10.1.6  加載之試驗塊  

除非另有規定外，穩定性試驗期間使用之載重試驗塊應為邊長 89 mm、厚 19 

mm 以上且由硬質材料製成 (例：木材或硬塑膠 )之正方柱體。  

10.2 橫檔橫檔桿、台階及水平支撐構件之結構完整性試驗  

10.2.1  長度在 610 mm 以下之台階及其他水平支撐構件  

除腳踏板外，長度在 610 mm 以下之台階及其他水平支撐構件，其應能承受在

構件中心緩慢施增靜置之試驗塊至 164 kg 之垂直載重後，維持 5 min。而試驗

塊之製造應符合 10.1.6 之要求事項。  

10.2.2  長度大於 610 mm 之水平構件  

長度大於 610 mm 之水平構件，其應能承受同時在 2 個試驗塊點中每點緩慢施

增靜置之試塊至 109 kg 之垂直載重後，維持 5 min。試驗塊應符合 10.1.6 之要

求事項。載重的一半應施加在水平構件兩端之間 1⁄3 點處，另一半載重應施加

2⁄3 點處。除非特定設備另有規定，否則 1 個構件載重點應同時施加載重。  

10.2.3  腳踏板  

所有腳踏板均應能承受在腳踏板中心緩慢施增靜置之試驗塊至 82 kg 之垂直載

重後，維持 5 min。而試驗塊之製造應符合 10.1.6 之要求事項。  

10.3 平臺和坡道之結構完整性及穩定性試驗  

10.3.1  平臺和坡道之結構完整性試驗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05967/?index=1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05967/?index=1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451525/?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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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  使用 10.3.1.4 中之公式計算出的總載重應分為 5 等分。總載重應以無衝擊之

方式垂直施加於平臺或坡道，並應在原位維持 5 min。平臺應劃分為 4 個相

等面積之象限，且載重應位於每個像限中心以及平臺或坡道中心點，總共 5

個點 (見圖 A.32)之相等的部分中。  

10.3.1.2  當平臺之面積小於最大預期使用者之面積時，應在平臺之中心點施加總載

重。  

10.3.1.3  結構完整性試驗，應在載重分配器具上放置重物。每個載重器具應為邊長 150 

mm、厚 19 mm 以上且由木材或其他硬質材料製成之方形柱體試驗塊。  

10.3.1.4  總載重應為下列各項之和。  

(a)  根據平檯面積確定最大使用者人數，其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式中，N  =最大使用者人數  

X  =  651 cm 2  

修整至最接近之整數。  

(b)  對頭 2 個使用者分別施加 54.4 kg，然後為其餘 (N –  2)個使用者分別施加

12.7 kg，如下式所示。  

 

(2× 54.4)+(N-2)× 12.7= 總載重 (k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0.3.2  具平臺之設備穩定性試驗  

10.3.2.1  具有平臺的設備應測試之最大使用者人數，應以 10.3.1.4(a)之面積公式計算

所得並修整至最接近之整數為最大使用者人數。每個使用者應施加 10.1.4.2

規定之一個載重重量。  

10.3.2.2  將具平臺之設備產品橫放在與水平面傾斜 10º 之表面。就其穩定性而論，平

臺應處於最不利的位置。將所有載重重物沿平臺最外側容許向下位置對齊，

以模擬最壞情況下之載重情況。  

10.3.2.3  具有多個平臺之設備，每個面積及載重應獨立計算，惟應同時施加載重。  

10.4 柵欄及扶手之動態強度試驗  

10.4.1  柵欄及扶手應使用 10.4.2 規定之動態載重試驗裝置並依 10.4.4 規定之試驗步

驟進行驟加水平衝擊試驗。  

10.4.2  動態載重試驗裝置  

使用之試驗墊塊係由木材或其他硬質材料製成，其長度為 200 mm、高度為 51 

mm、厚度為 19 mm 以上。透過滑輪將 25.0 kg±0.9 kg 之重物連接到直徑為 6.4 

mm 之鋼纜上，故能用重物之自由墬落對試驗墊塊施加水平衝擊 (參照圖 A.33)。 

10.4.3  動態載重試驗步驟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33939/?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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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1  將游戲設備放置在剛性水平面上。使試驗墊塊中央以固定方式放置在柵欄或

扶手上頂條上，並通過試驗墊塊之中心線施加力。如果沒有單獨的上頂條，

則將試驗墊塊之頂部放置在距柵欄頂部 25 mm 處，通過試驗墊塊之中心線施

加力。  

10.4.3.2  安置纜繩和滑輪使得載重自由懸掛。垂直升高載重至 130 mm±13 mm 並使

其自由墬落。 10 s 後，移除柵欄上之所有拉力。  

10.4.4  推出試驗步驟  

在每個單獨的柵欄片之幾何中心的 25 mm 內，逐漸施加水平力至 245 N±9 N。

施加載重之試塊為邊長 180 mm、厚 19 mm 以上且由硬質材料製成之方形柱

體，載重在 5 s 內施加完成，並維持 10 s。  

10.5 滑梯之結構完整性及穩定性試驗  

10.5.1  結構完整性試驗  

完整性試驗應在其距滑梯頂部之滑梯長度 1⁄3 和 2⁄3 處同時施加 164 kg 之載重

(參照圖 A.21)。載重應逐漸施加並應在原位維持 5 min。  

10.5.2  穩定性測試  

單獨矗立之滑梯應進行穩定性測試。就其穩定性而論，出於穩定性考慮，應將

滑梯以最不利的方向放在傾斜 10º的表面上。再以 10.1.4.2  (參照圖 A.31)規定

之載重重物沿平臺最外側容許向下位置放置，並維持 5 min，以模擬最壞情況

下之載重情況。  

10.6 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結構完整性試驗  

結構完整性試驗應使用符合 10.1.6 要求事項之硬質料試驗塊，將 82 kg 的載重以

無衝擊之方式垂直施加於一般兒童在遊戲時有人的每一個位置。所有載重應同

時在原位保持 5 min。  

10.7 鞦韆之結構完整性及穩定性試驗  

10.7.1  本試驗重物應放置在載重分配器具上。每個載重器具應為 150 mm× 150 mm，

厚 19 mm 以上且由木材或其他硬質材料製成之方形柱體試驗塊。  

10.7.2  具 1,190 mm 之最大樞軸點高度的往復式 (單軸 )鞦韆試驗  

10.7.2.1  結構完整性試驗  

結構完整性試驗應使用符合 10.7.1 規定之載重器具，透過載重器具對每個鞦

韆座椅同時施加 82 kg 載重。每個單元或其支撐系統應無結構損壞之跡象。

載重應逐漸施加，每個單元載重應維持 5 min。  

10.7.2.2  鞦韆支撐結構之穩定性試驗  

將鞦韆放置在傾斜 10°的平面，使向前的擺動方向在傾斜平面上朝下。錨固

件應依製造商的安裝說明書進行安裝。以 10.1.4.2 規定之載重試塊重物放置

並固定在每個鞦韆座椅之近似幾何中心上。將所有座椅向後或向前昇至與垂

直方向任一側夾角之最大角度為 45° (總角度 90°)之最高位置，然後同時釋放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111685/?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111685/?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541926/?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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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使所有載重一齊進行 3 個完整之擺動。  

(a)  載重器具應符合 10.7.1 之要求事項。  

(b)  設備應旋轉 180°，使鞦韆之前部朝上傾斜，並應重複 10.7.2.2 之試驗。  

觀察鞦韆是否傾倒。  

10.7.2.3  局部封閉式鞦韆座椅之穩定性試驗  

依 10.7.2.4 及 10.7.2.5 規定之穩定性試驗裝設及方法進行測試時，局部封閉

式鞦韆座椅應維持穩定。若在嘗試之 6 次擺動中任何 1 次擺動期間，擺錘試

驗裝置 (參照圖 A.34)傾倒、從前面或後面墜落，並導致鞦韆座椅之水平參考

線偏離懸吊最初位置之角度超過 30° (參照圖 A.35)，則認為鞦韆是不穩定且

不符合要求 (不合格 )。  

10.7.2.4  局部封閉式鞦韆座椅之穩定性試驗裝設  

(a)  局部封閉式鞦韆座椅應使用依圖 A.34 示意圖規定的尺度及材料之擺錘

試驗裝置進行穩定性試驗。擺錘試驗裝置由可自由旋轉的樞軸桿頂部之

4.5 kg 槓鈴重物及固定在試驗裝置底部之 4.5 kg 槓鈴重物組成。槓鈴重

物的最大直徑應為 210 mm。擺錘試驗裝置之總質量應不超過 10.9 kg (參

照圖 A.34)。  

(b)  依製造商之說明書，將局部封閉式鞦韆座椅懸吊起。若鞦韆座椅的高度

可調整，應在衝擊衰減平面上方 150 mm 及 200 mm 處分別進行測試。鞦

韆處於靜止狀態時，在鞦韆座椅上確立一條水平參考線。  

(c)  將完整之擺錘試驗裝置固定在鞦韆座椅表面幾何中心 13 mm 範圍之內，

擺錘臂之行進方向與鞦韆擺動方向相同。  

(d)  若局部封閉式鞦韆座椅的座位區由可撓性材料製成，則可在鞦韆座椅的

外側底部放置附加支撐材料，以幫助固定擺錘試驗裝置。應注意確保附

加支撐材料不會影響測試結果。  

(e)  當擺錘試驗裝置之樞軸臂垂直放置時，頂部重物之重心 (cg)應在距座椅

頂部表面高度 406 mm 之位置。  

10.7.2.5  局部封閉式鞦韆座椅之穩定性試驗方法  

(a)  將擺錘試驗裝置放置座椅之後部，同時將座椅之後部向後升高，使連接

鞦韆樞軸點與座椅表面的幾何中心之直線與垂直線間量測的夾角為  

 。  

(b)  同時鬆開擺動及擺錘試驗裝置，使其自由擺動至擺動弧在任一擺動方向

上均與垂直方向成 15°之內。在這一點，通過將鞦韆緩慢回復到靜止位

置停止其運動，注意不要干擾擺錘試驗裝置之位置。量測水平面與鞦韆

座椅參考線之夾角角度。   

(c)  重複進行 (a)及 (b)步驟 3 次。  

(d)  重複進行 (a)至 (c)步驟，但擺錘試驗裝置應保持向前。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08881/?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08881/?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087270/?inde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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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若在 6 次擺動中之任何一次嘗試後，其靜止狀態下鞦韆之角度超過

10.7.2.3 所述之 30º，則認為鞦韆是不穩定且不符合要求 (不合格 )。  

10.7.3  具 2,140 mm 之最大樞軸點高度的全封閉式鞦韆座椅試驗  

10.7.3.1  結構完整性試驗  

結構完整性試驗應使用符合 10.7.1 規定之載重器具，透過載重器具對每個鞦

韆座椅同時施加 164 kg 載重。每個遊戲單元或其支撐系統應無結構損壞之跡

象。載重應逐漸施加，每個遊戲單元載重應維持 5 min。  

10.7.3.2  鞦韆支撐結構之穩定性試驗  

將鞦韆放置在傾斜 10°的平面，使向前的擺動方向在傾斜平面上朝下。錨固

件應依製造商的安裝說明書進行安裝。以 10.1.4.2 規定之載重試塊重物放置

並固定在每個鞦韆座椅之近似幾何中心上。將所有座椅向後或向前昇至與垂

直方向任一側夾角之最大角度為 45° (總角度 90°)之最高位置，然後同時釋放

座椅，使所有載重一齊進行 3 個完整之擺動。  

(a)  載重器具應符合 10.7.1 之要求事項。。  

(b)  設備應旋轉 180°，使鞦韆之前部朝上傾斜，並應重複 10.7.3.2 之試驗。  

觀察鞦韆是否傾倒。  

10.7.3.3  全封閉式鞦韆座椅之穩定性試驗  

依 10.7.3.4 及 10.7.3.5 規定之穩定性試驗裝設及方法進行測試時，局部封閉

式鞦韆座椅應維持穩定。若在嘗試之 6 次擺動中任何 1 次擺動期間，擺錘試

驗裝置 (參照圖 A.34)傾倒、從前面或後面墜落，並導致鞦韆座椅之水平參考

線偏離懸吊最初位置之角度超過 30°(參照圖 A.35),  則認為鞦韆是不穩定且

不符合要求 (不合格 )。  

10.7.3.4  全封閉式鞦韆座椅之穩定性試驗裝設  

(a)  全封閉式鞦韆座椅應使用依圖 A.34 示意圖規定的尺度及材料之擺錘試

驗裝置進行穩定性試驗。擺錘試驗裝置由可自由旋轉的樞軸桿頂部之 4.5 

kg 槓鈴重物及固定在試驗裝置底部之 4.5 kg 槓鈴重物組成。槓鈴重物的

最大直徑應為 210 mm。擺錘試驗裝置之總質量應不超過 10.9 kg (參照圖

A.34)。  

(b)  依製造商的說明書，將全封閉式鞦韆座椅懸吊起。若鞦韆座椅的高度是

可調節的，則在衝擊衰減表面上方 610 mm [參照 9.5.3.3(d)]上，且座椅

處於其最高位置下進行測試。鞦韆處於靜止狀態時，在鞦韆座椅上確立

一條水平參考線。  

(c)  將完整的擺錘試驗裝置固定在鞦韆座椅表面幾何中心 13 mm 範圍之內，

擺錘臂之行進方向與鞦韆擺動方向相同。  

(d)  若全封閉式鞦韆座椅的座位區由可撓性材料製成，則可在鞦韆座椅的外

側底部放置附加支撐材料，以幫助固定擺錘試驗裝置。應注意確保附加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08881/?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08881/?index=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087270/?index=6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087270/?inde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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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材料不會影響測試結果。  

(e)  當擺錘試驗裝置之樞軸臂垂直放置時，頂部重物之重心 (cg)應在距座椅

頂部表面高度 406 mm 之位置。  

10.7.3.5  全封閉式鞦韆座椅之穩定性試驗方法  

(a)  將擺錘試驗裝置放置座椅之後部，同時將座椅之後部向後升高，使連接

鞦韆樞軸點與座椅表面的幾何中心之直線與垂直線間量測的夾角為  

 。  

(b)  同時鬆開擺動及擺錘試驗裝置，使其自由擺動至擺動弧在任一擺動方向

上均與垂直方向成 15º 之內。在這一點，通過將鞦韆緩慢回復到靜止位

置停止其運動，注意不要干擾擺錘試驗裝置之位置。量測水平面與鞦韆

座椅參考線的夾角角度。   

(c)  重複進行 (a)及 (b)步驟 3 次。  

(d)  重複進行 (a)至 (c)步驟，但擺錘試驗裝置應保持向前。  

(e)  若在 6 次擺動中之任何一次嘗試後，其靜止狀態下鞦韆之角度超過

10.7.3.3 所述之 30º，則認為鞦韆是不穩定且不符合要求 (不合格 )。  

11.  遊戲設備使用區、非占用區及安置  

11.1 一般使用區要求  

11.1.1  本標準規定之所有固定式或可移動式遊戲設備均應規定使用區，惟 11.2 之規

定除外。  

11.1.2  所有使用區均應保持暢通無阻。  

11.1.3  使用區之尺度及配置應依 11.4～ 11.7 規定之遊樂設備之類型而定。  

11.1.4  使用區之尺度及配置亦應由遊戲設備之位置決定。  

依本標準的目的，遊戲設備應位於下列設置之一。  

(a)  室內監督設置。  

(b)  具限制進出之戶外監督設置 (例：幼兒照顧及教育設施之柵欄遊戲區 )。  

(c)  無限制進出設置。  

11.1.5  使用區高程差不應造成絆倒危害。高度向上差最大為 6.4 mm，可垂直且無需

邊緣處理。高度差大於 6.4 mm，其可垂直之高度為 6.4 mm 上應成斜面且斜度

不大於 1:2。  

11.1.6  遊戲結構體使用區內之架空障礙物 (例：樹枝和室內燈等外部障礙物 )，架空障

礙物於室外應在每個指定遊戲表面上方 2,130 mm 以上，於室內應在每個指定

的遊樂表面上方 1,220 mm 以上  。  

11.1.7  在室外監督及室外無限制進出設置上方之所有架空公用事業線路淨空均應依

主管機關法規之規定，例：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11.2 使用區要求之豁免   

11.2.1  沒有指定遊戲表面或要求使用者在遊戲過程中與地面維持持續接觸之組件 (例：獨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9723/?index=2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19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71491/?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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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傳聲管，獨立式活動板，地面沙坑與遊戲屋 )應無單獨使用區之要求。  

11.2.2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則豁免使用區和非占用區之要求 (參照 11.3 和圖 A.36)。  

(a)  遊戲設備倚墻放置。  

(b)  牆毗鄰遊戲活動及使用區是連續不斷的。  

(c)  平行於牆壁之樓梯、滑梯或坡道的外邊緣與牆壁間之距離小於 76 mm。  

(d)  牆壁是不易碎材料。  

(e)  牆應符合本標準第 4 節及第 6 節之規定。  

11.2.3 在室內及室外有監督設置中，與具有最小高度 610 mm 之防護柵欄遊戲結構體

的該部分相鄰及在其正下方之區域不需要使用區，但確實需要非占用區 (參照

11.3、圖 A.36 及圖 A.37)。  

11.3 一般非占用區要求  

11.3.1  當使用區不要求時，應有一個 920 mm 以上之非占用區 (參照圖 A.26、圖 A.28、

圖 A.36、圖 A.37、圖 A.38)。  

11.3.2 非占用區之應可重疊 920 mm 以上 (參照圖 A.26 及圖 A.28)。  

11.4 沒有運動組件之遊戲結構體的使用區  

 沒有運動組件之遊戲結構體的使用區，例：攀爬設備、遊戲坡道及平臺之使用

區。  

11.4.1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  

11.4.1.1  遊戲結構體之所有組件周圍應至少有一個 920 mm 之使用區環繞。  

11.4.1.2  若 2 個無運動組件之遊戲結構體彼此相鄰放置，使用區可重疊。在室內或室

外有監督設置中，遊戲結構體之間的最小距離為 920 mm (參照圖 A.38)。  

11.4.1.3  若 2 個或 2 個以上無活動組件之遊戲結構體無物理性連接，但在遊戲結構體

上有功能連結，應確定使用區，如同分開之設備是組合遊戲結構體之一部分

一樣。  

11.4.1.4  遊戲結構體之任何組件，包括入口或出口組件，其墜落高度大於 460 mm，

如無防護柵欄，其最小使用區為 920 mm，且含適用於設備之墜落高度符合

CNS 12643-1 規定之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 (參照圖 A.36～A.38)。  

11.4.2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11.4.2.1  可移動式遊戲設備不應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使用。  

11.4.2.2  在無活動部件之所有遊戲結構體周圍，應有一個 1,830 mm 之使用區環繞。  

11.4.2.3  若 2 個無運動組件之遊戲結構體彼此相鄰放置，使用區可重疊。在無限制進

出設置中，遊戲結構體間之最小距離應為 1,830 mm。  

11.4.2.4  若 2 個或 2 個以上無活動組件的遊戲結構體無物理性連接，但在遊戲結構體

上有功能連結，應確定使用區，如同分開的設備是組合遊戲結構體之一部分

一樣。  

11.4.2.5  具無活動組件之遊戲結構體的所有使用區均應含適用於設備之墜落高度符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71491/?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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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CNS 12643-1 規定之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  

11.5 滑梯之使用區  

11.5.1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 (參照圖 A.39) 

11.5.1.1  除滑梯是組合遊戲結構體組件之一部分外，包括遊戲結構體之滑梯的入口組

件、平臺及滑槽應有一個 920 mm 以上之使用區環繞。  

11.5.1.2  當滑梯是組合遊戲結構體之一部分時，入口組件與滑槽側面間之最小使用區

應為 920 mm (參照圖 A.36 及圖 A.37)。  

11.5.1.3  滑槽之下部出口端應有一個 920 mm 以上之使用區，且應沿下降方向延伸。  

11.5.1.4  其他遊戲結構體之使用區不應與滑梯的滑出段之使用區重疊。  

11.5.1.5  墜落高度大於 460 mm 之任何滑梯的使用區均應含滑梯之墜落高度符合 CNS 

12643-1 規定之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 (參照 9.3.6.2)。  

11.5.2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參照圖 A.39)  

11.5.2.1  除滑梯是組合遊戲結構體組件之一部分外，包括遊戲結構體之滑梯的入口組

件、平臺及和滑槽側面至少應有 1,830 mm 以上之使用區環繞。  

11.5.2.2  當滑梯是組合遊戲結構體之一部分時，入口組件與滑槽側面間之最小使用區

應為 920 mm。  

11.5.2.3  直線或波浪形滑梯之下部出口端應有一個 1,830 mm 以上之使用區域，且應

沿下降方向延伸。  

11.5.2.4  其他遊戲結構體之使用區不應與滑梯之滑出段使用區重疊。  

11.5.2.5  所有滑梯的使用區均應含適用滑梯之墜落高度符合 CNS 12643-1 規定之衝擊

衰減鋪面防護鋪面 (參照 9.3.6.2)。  

11.6 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之使用區  

11.6.1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  

使用者預定坐在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上之設備使用區應符合 11.4.1 之規定

(參照圖 A1.38)。  

11.6.2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使用者預定坐在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備上之設備使用區應符合 11.4.2 之規定。 

11.7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之使用區及非占用區  

11.7.1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  

11.7.1.1  具最大樞軸點高度為 1,190 mm 鞦韆，其向前與向後延續線及垂直於懸吊樑

縱向軸線上，鞦韆之使用區前部及後部距離應最小為 2W (或連接懸吊裝置之

水平線 )。W 應為從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之頂部至鞦韆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使用區域之前部至後部的水平距離應不小於 4W (參照圖 A.26)。  

11.7.1.2  具完全封閉式座椅且樞軸點高度大於 1,190 mm 且小於或等於 2,410 mm 的鞦

韆，其向前與向後延續線及垂直於懸吊樑縱向軸線上，鞦韆之使用區前部及

後部距離應最小為 2W。其中 W 應為從空鞦韆座椅底部到懸吊樑樞軸之垂直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281531/?index=1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281531/?in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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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使用區之前部至後部的總水平距離不應小於 4W (參照圖 A.27～A.29

及 9.5.3)。  

11.7.1.3  其他遊戲設備之使用區不應與鞦韆之前部至後部使用區重疊 (參照圖 A.28)。  

11.7.1.4  當安裝之防護柵欄距鞦韆側支架小於 76 mm 時 (參照 9.5.4)，在防護柵欄的外

部應設置一個 920 mm 之非占用區 (參照圖 A.28 及圖 A.38)。  

11.7.1.5  相鄰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之支撐結構非占用區可重疊 (參照圖 A.26 及圖

A.28)。  

11.7.1.6  所有〝 T〞形支撐之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使用區應符合 9.5 之距離要求事項

(參照圖 A.29)。  

11.7.2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11.7.2.1  具最大樞軸點高度為 1,190 mm 鞦韆，其向前與向後延續線及垂直於懸吊樑

縱向軸線上，鞦韆之使用區前部及後部距離應最小為 2W (或連接懸吊裝置之

水平線 )。W 應為從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之頂部至鞦韆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使用區域之前部至後部的水平距離應不小於 4W (參照圖 A.26)。  

11.7.2.2  具完全封閉式座椅且樞軸點高度大於 1,190 mm 且小於或等於 2,410 mm 的鞦

韆，其向前與向後延續線及垂直於懸吊樑縱向軸線上，鞦韆之使用區前部及

後部距離應最小為 2W。其中 W 應為從空鞦韆座椅底部到懸吊樑樞軸之垂直

距離。使用區之前部至後部的總水平距離不應小於 4W (參照圖 A.30)。  

11.7.2.3  其他遊戲設備之使用區不應與鞦韆之前部至後部使用區重疊。  

11.7.2.4  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支撐結構周圍的使用區域應從支撐結構延伸至少

1,830 mm (參照圖 A.30)。  

11.7.2.5  相鄰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支撐結構使用區可重疊，惟應至少 1,830 mm。  

11.7.2.6  所有〝 T〞形支撐之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使用區應符合 9.5 之距離要求事項。 

11.8 使用區之鋪面材料  

平臺墜落高度對於使用區鋪面及防護柵欄要求，參照第 8 節之表 3。  

11.8.1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  

11.8.1.1  墜落高度大於 460 mm 之遊戲結構體的使用區鋪面，應符合適用於遊戲結構

體之墜落高度 CNS 12643-1 的要求事項。  

11.8.1.2  墜落高度不超過 460 mm 之遊戲結構體使用區的不可接受材料應包括所有堅

硬或研磨材料，例：瀝青，混凝土，磨石子或其他具有類似特性材料。  

11.8.2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所有使用區之鋪面應符合設備之墜落高度 CNS 12643-1 的要求事項。  

11.9 圍籬及門  

11.9.1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  

11.9.1.1  室外監督設置應圍起並設門。  

11.9.1.2  所有圍籬及門應符合 6.1、 6.2、 6.3 及 6.5 之要求事項。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281531/?index=1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5830/?index=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281531/?index=1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660417/?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660101/?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660101/?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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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11.9.2.1  建議將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之戶外遊戲區位於圍籬及門區內。  

11.9.2.2  所有圍籬和門應符合 6.1、 6.2、 6.3 和 6.5 之要求事項。  

11.10 遊戲設備之安置  

11.10.1  所有永久性錨固或臨時固定之遊戲設備或使用時之移動式遊戲設備應提供

遊戲、通道及使用區用之空間。  

11.10.2  具活動組件之遊戲設備 (例：鞦韆 )應放置在遠離通道且靠近遊戲區外圍的位置。 

11.10.3  安裝在室外遊戲區之所有金屬平臺均應蔭蔽。  

11.10.4  在室外遊戲區任何材料建構安裝之滑梯應蔭蔽或朝北。  

11.10.5  遊戲設備之位置應符合第 6 節之所有要求事項。  

11.10.6  當遊戲結構體周邊之部分為非要求之使用區，則應向成年看護人提供〝勿放

置物品靠近遊戲結構體〞適當之警告標籤。  

11.10.7  建議室外遊樂區部分予以蔭蔽。  

12.  標籤及標誌  

12.1 標籤及標誌之一般要求  

12.1.1 所有警告標籤及標誌應符合第 12 節之規定。  

12.1.2  警告標籤和標誌  

顏色規格、可見性、易讀性、字型、訊息之清晰度、符號及文字訊息，依主管

機關相關法規之規定，若無規定可參考 ANSI Z535.1 [ 2 ]及 ANSI Z535.4 [ 3 ]之規

定。  

12.2 所有標籤及標誌規格  

12.2.1  耐久性  

標籤及標誌耐久性應符合主管機關相關法規之規定，若無規定可參考 UL 969 [ 4 ]

之規定。若標籤或標誌被破壞或移除以致難以辨認，則應由所有權人及經營者

替換。  

12.2.2  非傷害性  

標籤或標誌之設計應不造成傷害。  

12.3 遊戲設備及結構體之標籤要求  

12.3.1  製造商之識別  

本資訊目的為識別產品之製造商或訂製的設計師。  

12.3.2  警告標籤  

本資訊目的為通知、警告並教育所有權人及經營者、安裝人員及那些在設備上

遊戲之兒童的監督者，有關在硬表面上安裝設備之持續危害。適用於依 CNS 

12643-1 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兒童遊戲場安全工作指引手冊規定之衝

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本標籤提供及維護可當不斷提醒使用。  

12.3.2.1  安全警示符號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660101/?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6894/?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856495/?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6894/?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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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誌文字之前，警告標籤上之三角形內應有一個具感嘆號之三角形。  

12.3.2.2  信號文字  

〝警告〞應在標籤之上部面板中。  

12.3.2.3  警告標籤之下部面板上文字訊息  

警告：  若安裝在堅硬之表面上 (例：混凝土、瀝青或堆積土、室內外地毯

或油氈 )，可能會導致嚴重傷害或墜落致死。免要求衝擊衰減鋪面防

護鋪面之設備應不要求警告標籤。  

12.3.3  年齡適當性  

本資訊目的為通知、警告並教育所有權人及經營者、安裝人員及那些在設備上

遊戲之兒童的監督者，有關設備及結構設計之使用者年齡 (例：本結構是為 6

個月至 23 個月年齡之使用者設計的。 )。  

12.3.4  監督  

本資訊目的為通知、警告並教育所有權人及經營者、安裝人員及那些在設備上

遊戲之兒童的監督者，有關提供監督之建議。 (例：建議由成人監督，未提供

成人監督時可能會對使用者造成嚴重傷害。 )  

12.3.5  標籤之附著及安置  

12.3.5.1  製造時之附著  

若標籤在製造時安裝，定位之標籤應確保在安裝過程中不會被移除。  

12.3.5.2  安裝時之附著  

若製造時無法附著標籤，則安裝說明書中應包括標籤及有關附著標籤之說

明。  

12.3.5.3  附著  

標籤應附著，其目的為不使用工具就無法移除標籤。  

12.3.5.4  安置 -  

標籤之位置應使其在遊戲設備之主要出入口組件可見，且應可在遊戲設備的

其他組件上安裝附加標籤。  

12.4 在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中，遊戲設備及結構體之標誌要求  

標誌的目的為當監督兒童者進入具無限制進出設置之遊戲設備及結構體時，提

供有關遊戲設備及結構體之資訊。  

12.4.1  警告標誌  

本資訊目的為警告、提醒並教育那些在設備上遊戲之兒童的監督者，有關在硬

表面上安裝設備之持續危害。適用於依 CNS 12643-1 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之兒童遊戲場安全工作指引手冊規定之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本標誌提供

及維護可當不斷提醒使用。  

12.4.1.1  安全警示符號  

在標誌文字之前，警告標誌上之三角形內應有一個具感嘆號之三角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288779/?index=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29458/?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6894/?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346894/?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288779/?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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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2  信號文字  

〝警告〞應在標誌之上部面板中。  

12.4.1.3  警告標誌之下部面板上文字訊息  

警告：  若安裝在堅硬之表面上 (例：混凝土、瀝青或堆積土 )，可能會導致嚴

重傷害或墜落致死。免要求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之設備應不要求警

告標誌。  

12.4.2  年齡適當性  

本資訊目的為通知及教育那些在設備上遊戲之兒童的監督者，有關設備及結構

設計之使用者年齡 (例：本結構是為 6 個月至 23 個月年齡之使用者設計的。 )。 

12.4.3  監督  

本資訊目的為通知及教育那些在設備上遊戲之兒童的監督者，有關提供監督之

建議。 (例：建議由成人監督，未提供成人監督時可能會對使用者造成嚴重傷

害。 )  

12.4.4  標誌之安置及位置  

在遊戲區的入口處或使用區和非占用區之外面應放置標誌並可放置一個以上

之標誌。  

12.5 置換  

當標籤及標誌不再符合易讀性要求時，應由所有權人及經營者更換。若產品的預期

壽命長或暴露在極端條件下，則產品設計師或製造商應提供替換標籤或 /及標誌。  

13.  安裝  

13.1 設計者或製造者之責任  

13.1.1  設計者或製造者應提供所有權人 /經營者下列所有資料。  

(a)  清晰簡明之說明書。  

(b)  每個遊戲設備之安裝程序。  

(c)  設備使用區要求之圖示。  

(d)  完整的零件清單。  

(e)  警告標籤及其安置建議 (參照第 12 節 )。  

13.1.2  移動式遊戲設備安裝說明書應包括建議標籤之最大可見度安置位置。  

13.2 所有權人 /經營者之責任  

13.2.1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確保依設計者或製造商之說明書及程序安裝及放置所有遊

戲結構體。  

13.2.2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依第 11 節之規定，在每個遊戲結構體之使用區內安裝衝擊

衰減鋪面防護鋪面，以符合適用於設備之墜落高度 CNS 12643-1 規定之要求事

項。若使用工程木質纖維，其要求事項可參考 ASTM F2075 [ 5 ]之規定。  

13.2.3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符合第 11 節規定之要求事項。  

13.2.4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安裝符合 8.3 及 9.5.4 規定之防護柵欄。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29458/?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914095/?index=17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488954/?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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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確保依製造商之方式附著所有標籤。  

14.  維護  

14.1 設備  

14.1.1  設計者或製造商應提供所有權人 /經營者清晰簡明的檢驗、維護及維修說明

書，包括惟不限於維護及維修設備之內容、時間及方式，危害警示標籤之檢驗。 

14.1.2  製造商之維護說明書應包括與設備結構中使用之材料相容有關安全、不易燃、

無毒清潔及消毒程序之建議。  

14.1.3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對設備進行維護，以確保設備無外來材料或其他有害物質

可能造成傷害、感染或疾病。  

14.2 遊戲區鋪面  

14.2.1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在遊樂區內保持所有鋪面，無外來材料可能造成傷害、感

染或疾病。  

14.2.2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確保所有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均符合 CNS 12643-1規定之要

求事項。  

14.2.3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依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材料製造商提供之使用及養護說

明書，維護所有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  

14.3 記錄 -  

所有權人 /經營者應建立並維護遊戲設備，遊戲區及鋪面之詳細安裝、檢驗、維

護及維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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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規定 )  

圖例  

 

 

 

圖 A.1 全封閉包覆式鞦韆座椅之圖例 (參照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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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2 小零件測試圓柱筒 (參照 5.2)  

 

A-A 部分

端   

A A 

31.7 

25.4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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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3 嬰兒軀幹探測器圖例  

(參照 6.1、 6.1.1.1、 6.1.1.  2、 6.1.2.1、 6.1.2.2、 7.2.1、 8.2.1、 8.3.5 及 9.5.3.2)  

探測器基部  

握把  

25 

76  

130 

76 

R25 

R38 

側視圖  

底視圖  

探測器材料：剛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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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4 頭部探測器圖例  

(參照 6.1、 6.1.1.2、 6.1.2.1、 6.1.2.2、 6.1.3 及 6.1.4.3)  

φ229 

握把  

探測器基部  

25 

102 

203 

側視圖  

底視圖  

探測器材料：剛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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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備考：探測模板為剛性材料製造，厚度為 15 mm。  

 

圖 A.5 局部邊界的開口之嬰兒探測模板圖例 (參照 6.1、 6.1.4.2、B.5.4)  

 

 

 

 

 

208 

36 

285 

25 

25 

130 

170 

75° 

 

75° 

 

A 部分

36mm 

B 部分

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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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6 設備表面與底緣間之開口豁免頭及頸部誘陷卡陷要求圖例 (參照 6.1)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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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7 將探測模板置入開口處圖例 (參照 6.1.4.2)  

將探測模板之〝A〞部分沿著開口之中心線插入開口內。  

合格：探測模板之〝A〞部分底端己接觸開口之底界，且探測模板之

 兩個側邊與開口之兩個側邊界無法同時接觸。  

不合格：探測模板〝A〞部分兩側邊與開口邊界己同時接觸。此時應  

 使用探測模板〝B〞部分作進一步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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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8 開口是否存在頸部誘陷卡陷之測試圖例 (參照 6.1.4.2)  

 

合格：開口之深度為 15 mm 以下。 不合格：開口之深度大於 15 mm，

則被視為可觸及的。  

不合格：  組件形成之開口厚度使探

測模板〝 B〞部分可通過

進入之深度大於 15 mm。  

開口之深度大於 15 mm，則被視為

可觸及的。  

合格：  組件形成之開口太深厚以致

探測模板〝B〞部分能進入之

深度為 15 m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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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9 局部邊界的開口向下傾斜角度之豁免圖例 (參照 6.1.4.3)  

 

 

水平線 

B (〝B〞 ≥45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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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10 突出物測試規圖例  

(參照 6.3.1、 6.3.2.1、 6.4.1.1、 6.4.4、圖 A.16 及圖 A.17)  

φ38.1 

φ76.2 

φ12.7 

6.4 19.1 

3
8

.1
 

φ88.9 

φ50.8 
φ25.4 

測試規 A 測試規 B 

 

測試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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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備考：測試規應使用剛性材料製作。  

 

圖 A.11 突出物測試規 D 圖例 [參照 6.3.1、 6.3.2.3、 6.4.1.1 及圖 A.15]  

 

 

 

 

 

備考：對於混合突出物，應連續置放不同大小之測試規 (直徑由小至大 )而決定。  

 

圖 A.12 混合突出物測試圖例 (參照 6.3.2.1)  

測試應使測試規 (gage)表面垂直懸吊構件

之移動面及其軸線平行構件之移動面。  

 

3.05 

φ31.8 

測試規 

測試規 

測試規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φ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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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3 突出物測試規之使用圖例 (參照 6.3.2.1)  

 

不正確用法  

 

合格 

無突出物超出

測試規表面  

不合格 

突出物超出

測試規表面  

正確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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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備考 1.採用 95 %百分位數 23 個月年齡兒童為基礎之量測。  

備考 2.滑梯之底部豁免無纏結空間之要求事項。  

備考 3.由圖 A.22 決定滑梯底部之連續曲度。  

 

圖 A.14 投影區域須符合 6.4.1 之規定圖例 (參照 6.4.1)  

滑道面  

 
R460

530  

R460

530  
站
立
高
度 

8
6

0
 

過渡區寬度  

 

860  

690  

480  

過渡區  

 

圖內陰線區域代表無

纏結或無突出物區  

圖內陰線區域代表無

纏結或無突出物區  

 

初始面  

 

成直角之表面  

3.0 

 

 
任何突出物應不突出

於 初 始 面 超 過 3.0 

mm 

滑出段  

480  

過渡區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80524/?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80524/?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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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a)  

 

 

(b)  

 

 

(c)  

  

 

(d)  

 

 

(e)  

 

 

( f)  

 

 

 

圖 A.15 纏結測試要求圖例 (參照 6.4.1、 6.4.2、 6.4.4 及圖 A.11)  

 

能套入 3 個突出物測試規其中之一。由水平

面向上突出，垂直之突出物 3.0 mm，上緣之

弧面無與初始面成直角突出物。  

能套入 3 個突出物測試規之其中之一。 3 個

表面都由水平面向上突出並 3.0 mm。鉚釘之

上緣與 (a)圖有同樣之特性，因此本測試之水

平面的突出物之纏結為合格。  

能套入 3 個突出物測試規之其中之一。超出

螺栓末端突出物測試曝露 2 圈螺紋。因突出

物 由 水 平 面 向 上 升 起 並 大 於 初 始 面 高 度

3.0mm，本圖例為纏結測試不合格。  

能套入 3 個突出物測試規之其中之一。通過

纏結測試，如同 (a)圖，突出物皆由水平面

向上突出，本測試為纏結測試合格。  

能套入 3 個突出物測試規之其中之一，本測

試為合格之纏結測試，理由同 (a)圖。  

通過螺栓突出物測試，露出或突出物 2 圈完

整螺紋。此為由水平面向下方突出，不構成

水平面向上突出纏結之要件。  

能套入 3 個突出物測試規之其中之一，惟以

下 2 項纏結測試都失敗者，為不合格。  

(1)  與初始面成直角之水平面向上突出超過

3.0 mm。  

(2)  螺紋已全部露出，並超過 2 圈完整之螺紋。 

3.0 
>3.0 

 3.0 

合格 

測試規 D 圖

A.10 

合格 

不合格 

測試規 D

圖 A.10 

 

合格 

3.0 

3.0 

3.0 

露出 >2 圈完整之螺紋  

3.0 

合格 

不合格  



 

 

 

 

 

CNS 草 -制 1100032:2022 

－ 51－  

 

(g)  

單位：mm 

 

 

(h )   

 

 

 

 

圖 A.15 纏結測試要求圖例 (續 )(參照 6.4.1、 6.4.2、 6.4.4 及圖 A.10)  

 

水平面下突出物應符合 3 個突出物

測試規之測試。  

水平面  

不合格 

水平面上突出物應符合 3個突出物測

試規之測試，且無突出 >3.0 mm。  

>3.0 

不合格之纏結測試：突出物能套入 3 個突出

物測試規其中之一，深度大於 3.0 mm 及其尺

度增加 >3.0 mm。  

>3.0 

>3.0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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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單位：mm 

 

 

圖 A.16 纏結測試例圖例 (參照 6.4.1、 6.4.2 及圖 A.10)  

 

 

 

 

備考：  螺栓末端已成為嵌入型， 88.9 mm 外徑之突出物測試規 C 己無法接觸

到，無纏結危害。  

 

圖 A.17 纏結測試要求事項圖例 (參照 6.4.1、 6.4.3 及圖 A.10)  

 

 

突出物來自水平面。6.4.2 所述之

2 種狀況都存在，有纏結危害。  

(a)  (b)  (c)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88.9 mm 外徑之突出物測試規 C(圖

A.10)並未跨越突出物並接觸到初

始面，無纏結之危害。  

3.0  

88.9 mm 外徑之突出物測試規 C (圖

A.10)面對開口所顯示之平面  

有超過 2 圈完全露出之螺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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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檢查環狀物之 1.0 mm 間隙。  

 

 

 

(b)  兩端環狀物已封閉，檢查下端環狀突出物。  

 

 

 

(c)  兩端環狀物已封閉，下端環狀物良好，檢查上環狀。  

 

 

 

(d)  兩端環狀物封閉。下端環狀突出物良好。上端環狀線亦良好。檢查下端環線之對齊。 

 

 

 

 

(e)  鏈條與 U 型鉤間之間隙。  

 

 

圖 A.18 鉤要求事項圖例 (參照 6.4.5)  

合格  

兩端圓環間隙 1.0 mm 

不合格  

上端圓環間隙 >1.0 mm 

不合格  

下端圓環間隙 >1.0 mm 

 

上端環線伸長出本體  上端環線對準本體  上環末端與本體重疊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下端環線與本體對齊  下端環線與本體重疊  

下端環線末端超出上端環邊界  

合格  

下環狀末端未超出上端環邊界  
不合格  不合格  

鏈條內面與 U 型鉤之間間隙

>1.0 mm，有纏結危害。  

不合格  



 

 

 

 

 

CNS 草 -制 1100032:2022 

－ 54－  

 

單位：mm 

 

 

 

圖 A.19 A 型硬度計壓頭圖例 (參照 6.5.1.1)  

 

 

 

圖 A.20 鉸鏈線間隙圖例 (參照 6.5.2)  

 

 盒子  

 蓋子  

 A 

A = 鉸鏈線之鉸鏈間隙  

φ2.8±0.3 

2.5±0.04 

在 0 讀值時  

φ0.79±0.03 

35°±0.25° 

φ1.2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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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滑梯之頂端應為在水平面以下傾斜超過 2°之點。  

 

圖 A.21 滑道面之高度與長度比圖例 (參照 9.3.4.1、 9.3.4.2 及 10.5.1)  

 

滑梯之長度  

滑
梯
之
高
度

 

滑梯之高度除以滑梯之長度

不應超過 0.445 
24° 

30° 
最大斜度應

不超過 30° 

 

滑梯斜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53659/?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53659/?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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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2 最小垂直側壁高度公式圖例 [參照 9.3.4.3、 9.3.4.5 及圖 A.14 之備考 3) 

 

單位：mm 

 

 

圖 A.23 滑梯滑出段要求圖例 (參照 9.3.5 及 9.3.5.4)  

 

最小曲率半徑 460  

180滑出段長度250 

滑出段之斜度 
-4° 

0° 

滑道面半徑 (R )  

滑槽寬度 (W)  
最小垂直

側壁高度

(H)  

高度 (H)  =  102− (2W/R )  

H
 

最小垂直側壁高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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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24 滑梯滑出段高度及長度圖例 (參照 9.3.5.1 及 9.3.5.2)  

 

單位：mm 

  

 

圖 A.25 梯淨空區圖例 (參照 9.3.6.1)  

 

滑出段 

180滑出段長度250 

滑
出
段
梯
高
度
≦

1
5
0

 

衝擊衰減鋪面  

 滑道面  

滑槽  

5
3

0
 

460 

8
6

0
 

460 

滑梯淨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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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26 具無頂樑之樞軸點高度 1,190 mm 以下的鞦韆圖例 (參照 9.5、 9.5.2、

11.3.1、 11.3.2、 11.7.1.1、 11.7.1.5 及 11.7.2.1)  

 

 

 

 

樞軸點高度  

(距衝擊衰減鋪面 ) 

最大 1,190  

墜
落
高
度

 

920 920 

2W 

衝擊衰減鋪面  

〝W〞空鞦韆座椅底部與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2W 

2W 2W 

920 

非占用區  非占用區  非占用區  

非占用區  

具樞軸點高度 1,190 mm 以下之鞦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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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27 具完全封閉式座椅之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淨空區之正視圖圖例  

(參照 9.5、 9.5.3、 9.5.3.3 及 11.7.1.2)  

 

 

A 

≥510 

A 

≥510 

A 

≥510 

A 

≥510 

1,
52

0 

支
撐
結
構 

≥510 ≥510 ≥510 

墜
落
高
度

 

防護鋪面之頂部表面  

 

W 

樑
之
最
大
高
度

 

2
,4

4
0

 

樞軸點  

≥610 

A 

〝A〞達最大使用者人數時，進行量測之值  

〝W〞空鞦韆座椅底部

與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鞦韆架內  

淨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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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28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具樞軸點高度超過 1,190 mm 之往復式鞦韆擺盪

式鞦韆之使用區及非占用區俯視圖圖例  

(參照 9.5、 9.5.3、 9.5.3.4、 9.5.4.4、 11.3.1、 11.3.2、 11.7.1.2、 11.7.1.3、 11.7.1.4 及

11.7.1.5)  

 

 

 

 

 

≥920 

≥920 

≥920 ≥920 

 76 

W 
2W 

〝W〞空鞦韆座椅底部

與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非占用區  

使用區，衝擊衰減鋪面 

前部至後部使

用區不能重疊  

柵欄高度 610 以上，參

照 9.5.4 之防護柵欄  

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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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29 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具樞軸點高度超過 1,190 mm 之往復式鞦韆擺盪

式鞦韆之使用區俯視圖圖例  

(參照 9.5、 9.5.3、 9.5.3.4、 9.5.4.4、 11.7.1.2、 11.7.1.6 及 9.5.4.2 之防護柵欄要求 )  

 

 

衝擊衰減鋪面  

防護柵欄高度 610 以上  

W 

2W 

2W 

使用區  

在室內或室外監督設置中  

≥920 

前部至後部使用

區不能重疊任何

其他使用區  

在室內或室外監督設置中  

參照 9.5.4 之入口

/出口點要求  

〝W〞空鞦韆座椅底部

與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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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30 在室外無限制進出設置中，具樞軸點高度超過 1,190 mm 之往復式鞦韆擺盪

式鞦韆之使用區俯視圖圖例 (參照 9.5、 9.5.3、 9.5.3.4、 9.5.4.5、 11.7.2.2 及 11.7.2.4)  

 

 

 

往復式鞦韆擺

盪式鞦韆  

W 
2W 

衝擊衰減鋪面  

防護柵欄高度 610 以上  

支撐結構側邊與防護柵欄間之距離  

R 1,830 以上  1 ,830 以上  

在室外無限制進出設置中  

〝W〞空鞦韆座椅底部

與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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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31 穩定性試驗之載重重物圖例 (參照 10.1.4.2 及 10.5.2)  

 

 

φ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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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2 平臺載重試驗之載重安置佈局 (參照 10.3.1.1)  

 

 

載重分配器具之位置 

 

每個象限之面積

必須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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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平臺  

2  柵欄或扶手  

3  試驗墊塊  

4  滑輪  

5  墜落高度  

6  載重  

 

圖 A.33 動態載重試驗裝置圖例 (參照 10.4.2)  

 

1 

2 

3 

4 

6 

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33939/?index=1


 

 

 

 

 

CNS 草 -制 1100032:2022 

－ 66－  

單位：mm 

 

說明  

1  通過擰松可允許鐘擺自由活動的裝配螺栓平臺  

2  φ14.3 mm 之孔  

3  角鋼支架， 50.8 mm×50.8 mm×101.6 mm ‒4.7 mm  (厚度 )，數量 2 個 

4  鋼管， 25.4 mm (外徑 )× 464 mm (長度 )‒1.4 mm  (壁厚 )，數量 1 個 

5  C/S 螺栓， 13UNC‒2A×64 mm  (長度 )，數量 1 個 

6  C/S 墊圈， 12.7 mm× 34.9 mm (外徑 )，數量 4 個 

7  具固定螺栓的鋼制啞鈴軸環， 60.3 mm (外徑 )，數量 2 個 

8  12.7mm 13UNC‒2H 六角螺帽，數量 1 個 

9  4.5 kg 槓鈴，約 205 mm (外徑 )× 25.4 mm (厚度 )，數量 2 個 

10 6.4 mm 粗螺紋螺栓，長度滿足裝配需要，數量 4 個 

11 6.4 mm 螺帽，數量 4 個 

12 6.4 mm 墊圈，數量 4 個 

 

圖 A.34 擺錘試驗裝置圖例 (參照 10.7.2.3、 10.7.2.4、 10.7.3.3 及 1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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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58418/?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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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5 局部封閉式及全封閉式鞦韆座椅之合格及不合格準則  

(參照 10.7.2.3 及 10.7.3.3)  

 

 

 

座椅表面

幾何中心  

後傾＞ 30.0° 

不合格  

水平  

30.0° 

30.0° 

前傾＞ 30.0°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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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36 在室內或室外監督設置中遊戲結構體毗鄰牆圖例 (參照 11.2.2、 11.2.3、

11.3.1、 11.4.1.4 及 11.5.1.2)  

 

單位：mm 

 

 

 

圖 A.37 在室內監督設置中具防護柵欄之遊戲結構體圖例  

(參照 11.2.3、 11.3.1、 11.4.1.4 及 11.5.1.2)  

非占用區  

衝擊衰減鋪面  

平臺高度  

610 

在室內或室外監督設置中  

920 

防護柵欄  

牆  

非占用區  

衝擊衰減鋪面  

平臺高度  

610 

防護柵欄  

920 

920 

在室內監督設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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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A.38 在室外監督設置中設備之安置圖例 (參照 11.3.1、 11.4.1.2、 11.4.1.4、 11.6.1

及 11.7.1.4)  

 

平臺高度  

610 

遊戲結構體  

防護柵欄  

設置彈簧搖動彈簧搖

擺設備  

防護柵欄  

W 
2W 

920 

920 

往復式  

鞦韆  

非占用區  

衝擊衰減鋪面  

〝W〞空鞦韆座椅底部

與樞軸點之垂直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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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9 滑梯之使用區圖例 (參照 11.5.1 及 11.5.2)  

 

使用區  

使用區尺度  

參照 11.5 

使用區  

使用區尺度  

參照 11.5 

俯視圖  

使用區尺度  

參照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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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規定 )  

原理  

 

B .1 一般  

本標準係參考 ASTM F2373 [ 6 ]，本附錄為本標準之某些重要要求提供原理依據，

其適用於熟悉本標準涉及之領域，但尚未參與起草人員參考。理解這些要求之原

理依據，對正確使用本標準十分重要。  

除非另有說明，本附錄引用之所有人體量測數據均來自 Childata [ 7 ]。本標準之參

考資料中列出第 2 節引用標準中未列出之本附錄所有依據。  

B.2 第 1 節 (適用範圍 )  

B .2.11.1～ 1.3 

步行前之進展，爬行及攀爬要在 6 個月後開始，因此兒童有能力進入可

能遭受潛在死亡或使人衰弱之傷害的處境 [ 8 ]。  

B.2.21.4  

與 ASTM F1148 [ 9 ]一致。  

B.3 第 4 節 (材料及製造 )  

B .3.14.2.3  

與 CNS 12642 及 16 CFR 1303 [ 1 0 ]一致。  

B.3.24.3.2  

其適當考慮本標準規定之兒童年齡範圍，不但可接近塗料或其他表面材

料，而且可接近下層之 (基材 )材料。  

B.3.34.3.2  

表 1 與 ASTM F963[11]一致。  

B.3.44.4  

與 ASTM F963[11]一致。  

B.4 第 5 節 (一般要求事項 )  

B .4.15.2  

與 ASTM F963[11]及 16 CFR 1501[12]一致。  

B.4.25.3  

與 ASTM F963 [ 1 1 ]、16 CFR 1500.18(a)(16)(i )  [ 1 3 ]及 16 CFR 1610 [ 1 4 ]美國聯邦法

規一致。  

B.5 第 6 節 (性能要求事項 )  

B .5.16.1  

嬰兒軀幹探測器尺寸基於 Childata [ 7 ]，Childata 指出嬰兒軀干軀幹探測器之

76 mm (3 in . )尺度為臀部深度，而 130 mm (5 in . )尺度為髖寬度。  

B.5.26.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505542/?ind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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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探測模板之尺度 (見圖 A.5)確定如下。  

(a)  36 mm (1.4 in . )之尺度表示最小使用者之頸寬 48 mm (1.9 in . )減去頸部可

組織壓縮 25 %[(1.9–(0.25× 1.9)=1.4 in . )]。  

(b)  15 mm (0.6 in . )之模板厚度表示最小使用者之頸部深度 40.6 mm (1.6 in . )

的一半 20.3 mm (0.8 in . )減去頸部可組織壓縮 25 % [0.8–(0.25× 0.8)=0.6 

in . ]。  

(c)  25 mm (1.0 in . )表示最大使用者之頸部長度，參考的人體量測報告中不包

括頸部長度之具體測量值，而由肩頂至頭頂測量值 203 mm (8 in . )減去頭

部高度 178 mm (7 in . )，得出 25 mm (1 in . )  之尺度。  

(d)  170 mm (6.7 in . )尺度為最小使用者之肩寬。  

B.5.2.1 6.1  

尺度引用之參考資料如下。  

(a)  消費產品設計及使用之死亡及傷害有關的兒童身體特徵 [ 1 5 ]。  

(b)  從出生到 4 歲頭及頸部之大小及形狀 [ 1 6 ]。   

B.5.2.2 6.1  

嬰兒探測模板選擇 75°角是因為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CPSC)意識到發生

致命之誘陷卡陷事件，該事件發生於 11 月年齡的兒童脖子在手風琴式嬰

兒門之頂部邊緣的〝V〞形開口中絆住。據報導在該事件中〝V〞之底角

為 71°。  

B.5.36.1  

豁免與 CNS 12642 一致。  

B.5.46.1  

嬰兒探測模板之 208 mm (8.2 in . )之尺度表示最大使用者之下巴到頭後頂的

距離，其理由基於開口需要足夠寬至頸部可進入且頭部可在任何方向上自由

通過之前提。請注意，CNS 12642 中探測模板之寬度基於 5 歲兒童頭寬，其

不能確保 2 歲以下兒童頭部在任何方向都可防止誘陷卡陷。  

B.5.56.1.2.2  

135 N (30 lbf)之施力與最大使用者之體重 [ 1 ]一致。  

B.5.66.1.3  

頭部探測器與 CNS 12642 一致，由於可能會有較大之兒童在設備上遊戲，

為安全預防，因此頭部探測器基於 95 %百分位數之 5 歲兒童的尺度。  

B.5.76.1.4.3  

由於 (6～ 23)個月兒童解決問題之能力有限，且上半身力量非常小，因此

(6～ 23)個月兒童可能會被困在開口中，對於大一點之兒童來說並不是問

題。 45°角是可自我排除受困之角度。  

B.5.86.5.1  

與 ASTM F1148 [ 9 ]一致，其尺度反映較小之使用者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615152/?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9097635/?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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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96.5.2  

與 ASTM F963 [ 1 1 ]一致。  

B.5.106.6  

與 ASTM F963 [ 1 1 ]一致。  

B.5.116.7.2  

與 ASTM F963 [ 1 1 ]一致。  

B.5.126.8.1  

頸部尺度為 Childata [ 7 ]之數據。  

B.6 第 7 節 (入口及出口要求事項 )  

B .6.17.1  

2 歲以下之兒童會墜下拱形梯攀爬設備之橫檔橫檔桿。  

B.6.27.1  

2 歲以下之兒童缺乏必要的平衡及緊握 /抓住，橫檔橫檔桿梯不適合此年齡。 

B.6.37.3.4  

封閉之立板是為避免頭部誘陷卡陷，且防止兒童通過樓梯及階梯，亦助於

防止手指絆倒及踩踏。  

圖 B.1 說明為什麼第 6 節之誘陷卡陷規定不適用於封閉之立板配置。  

 

 

 

圖 B.1 封閉之立板圖例  

 

B .6.47.3.5  

15 個月以下之兒童在認知和生理上都無法越過角度超過 35º之階梯。  

B.6.57.3.6  

2 歲以下之兒童缺乏安全使用可撓性組件之必要技能。  

B.6.67.5  

嬰兒軀幹探測器  

 

封閉之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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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月至 23 個月之兒童腳部不穩定，需要雙手進行平衡及支撐。最小之使用

者需要最小之手支撐的緊握尺度為 15 mm(0.6 in . )及抓住尺度為 30 mm(1.2 

in . )，其使用 6 個月年齡的 5 %百分位數的人體量測數據，請參照 Childata [ 7 ]。 

B.6.7 表 2 

規定之階梯斜度，其最大斜度 65°為基於 Childata [ 7 ]之最大使用者的人體量

測結果，及兒童需要將腳之全長放在階面上 (參照圖 B.2)。  

 

單位：mm 

 

 

 

圖 B.2 階梯之圖例  

 

B .6.8 表 2 

有關階梯之垂直上升，特別是當兒童在出口使用梯子時，年幼之兒童應付

立板的高度是梯子最難的部分。在檢閱 Childata [ 7 ]之人體量測數據後，決

定將立板之最大高度設為 180 mm(7in . )。  

B.6.9 表 2 

對於在樓梯中垂直上升，兒童不但能將第一隻腳之全長而且第二隻腳之大

部分放在踏板上，於下行時之保持平衡很重要。因此，階面之最小深度應

為 203 mm(8 in . )。此要求考慮到那些在臀部上爬及〝顛簸下行 ”之兒童外，

也為兒童提供足夠之空間將腳放在階面上。  

B.6.10 表 2 

關於坡道斜度，讓兒童從必須通過以兒童之能力而言之太陡峭坡道，斜度

之整體百分比很重要。所以垂直與水平的最大斜度不應超過 1： 8。  

65° 

163 

69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35200/?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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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第 8 節 (平臺、樓梯平臺或其他指定遊戲表面 )  

B .7.18.1.1  

以防護柵欄覆住之 810 mm(32 in . )高的平臺，可使典型的看護者保持與孩

子的視覺及身體接觸 (參照圖 B.3)之近似高度上限。  

單位：mm 

 

 

 

圖 B.3 具防護柵欄之平臺圖例  

 

B.7.28.3.4  

610 mm (24 in . )比最大使用者之重心高 25 mm (1 in . )。以設置最小柵欄高

度為 610 mm (24 in . )，此要求超過 24 個月以下兒童已確立之嬰兒床或遊戲

場高度。  

其他標準 (參照例：ASTM F406)一般接受之高度為 533 mm (21 in . )，只要

兒童身高不到 890 mm (35 in . )並不能爬出，足以將兒童保持在柵欄內部。  

同樣，Childata [ 7 ]中的兒童力量研究指出，一個 36 個月年齡的兒童只能懸

吊其手臂最多 38 s。這意指同一兒童沒有能力向上拉並越過兒童重心上方

之不可攀爬之柵欄。  

B.7.3 表 3 

在平臺高度次高，其遞增量為 300 mm (12 in . )，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必

須符合 CNS 12643-1 之要求事項。例：若平臺高度為 510 mm (20 

in . )(810-300=510 mm)，則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必須符合 610 mm (24 in . )

之臨界墬落高度的要求。  

B.7.4 表 3 

關於在室內及室外監督設置中之平臺高度，沒有傷害數據可支持更嚴格之

要求。在無受傷數據之情況下，墜落高度為 460 mm (18 in . )或更小與在有

監督設置中及家庭中發現的情況一致。參照咖啡桌跌落 [ 1 7 ]。  

150 

810 

610 

滑梯角度小於 24° 

看護者身高 1626 

95%百分位數之 2 歲兒童的尺度  

看護者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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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5 表 3 

對於無限制進出之設施，例：公園或公共遊戲場，由於不能保證對地面進

行定期、一致之維護，因此對公園或公共遊戲場之要求更為嚴格。  

要求將遊戲設備安置在符合 CNS 12643-1 及美國 CPSC 文件第 5119 [ 1 8 ]號、

美國 CPSC 公共遊樂場安全手冊 [ 1 9 ]之衝擊衰減鋪面防護鋪面上。  

B.8 第 9 節 (設備 )  

B .  8.19.1  

列出 6 個月至 23 個月年齡之兒童在肢體上無法使用的設備。  

B. 8.29.2.2  

最大使用者之高度為 914 mm (36 in . )。該年齡之兒童體重最重及可能發生

墜落。  

B. 8.39.2.4.1  

1:3 的比例是基於在低摩擦表面 (例：聚乙烯板 )於 20º開始獨力之滑動。  

B. 8.49.2.4.2  

最大使用者之肩寬 2 倍。  

B. 8.59.3.2.2  

最大使用者從肩膀到膝蓋之長度為 480 mm (19 in . )，其使用滑梯之方式

與年齡較大之兒童不同。他們經常爬上滑梯平臺及轉動身體使他們腹部

下降。此平臺長度允許身體自由運動，使兒童能夠在進入滑槽之前達到

最安全之位置。  

B. 8.69.3.4.3  

最大使用者之髖寬度為 194 mm (7.63 in . )。由於最大之使用者從臀部後

部到腳底的長度為 452 mm (17.80 in . )  [ 7 ]，因此 300 mm (12 in . )滑槽，兒

童不可能卡在滑槽中 (參照圖 B.4)， 406 mm (16 in . )滑槽亦同 [ 2 0 ]。  

B. 8.79.3.5.1  

12 個月年齡之使用者之腳底到大腿底部的高度為 150 mm (6 in . )  [ 7 ]。  

B. 8.89.3.5.2  

根據牛頓的第二定律，在最大高度僅為 813 mm (32 in . )時， 20°至 24°不

會產生足夠之速度以確保沖出。 5 %百分位數 12 個月年齡之臀部到膝蓋

的長度為 178 mm (7 in . )，而 95 %百分位數 23 個月年齡之最大使用者的

長度為 254 mm (10 in . )  [ 7 ]。  

B .  8.99.3.5.4  

滑梯之過渡區在本標準已得到充分建立及在 CNS 12642 中進行了定義。

對此進行了調整以適合本標準中描述之使用者的人體量測學。最大使用

者在最大深度之臀部的高度為 95 %百分位數 12 歲年齡 [ 7 ]之臀部高度的

0.58。因此，762 mm (30 in . )之 0.58 (CNS 12642 之最小過渡 )的結果過渡

半徑等於 442 mm (17.4 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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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109.4.1.5  

5 %百分位數 24 個月年齡之腳底至胯部長度為 300 mm (12 in . )， 95 %

百分位數 24 個月年齡之腳底至臀部長度為 406 mm (16 in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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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B.4 滑槽圖例  

 

B. 8.119.4.2.1  

最大使用者之臍孔到頭部之頂部的距離乘以 2 是 914 mm (36 in . )  [ 7 ]。  

B. 8.129.5.1.1 及 9.5.3.4  

2 歲以下之兒童對因果關係的理解有限，因此他們無法預測鞦韆何時可

能碰撞他們。  

B. 8.139.5.2  

低鞦韆座位兒童可獨立於成人協助而進入座位。從鞦韆座椅底部到地面

之距離最小為 152 mm (6 in . )，最大為 203 mm (8 in . )具淨空區之最大樞

軸點高度 1,190 mm (47 in . )，可讓孩子們自己搖擺而不會離地面太遠。低

樞軸點及低座椅高度將防止較高之鞦韆導致的撞擊危害，所以此鞦韆周

圍柵欄不要求。  

B. 8.149.5.2.2(c)  

不應允許 23 個月年齡以下的兒童獨立進入座椅，因其很難離開完全

封閉式座椅。  

B. 8.159.5.3.1  

406 

30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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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軸點之高度限制為 2,410 mm (95 in . )，其可限制潛在的墜落高度。 

B. 8.169.5.3.2(d)  

不能在典型之往復式鞦韆擺盪式鞦韆座位上搖擺的兒童必須由成人

協助。當鞦韆座椅處於運動狀態時，完全封閉之座椅將防止它們從

鞦韆座椅上墜落離開。  

B. 8.179.5.3.2(f)  

203 mm (8 in . )為 6 至 8 個月年齡 [ 7 ]有風險之使用者的平均坐姿高度。 

B. 8.189.5.3.2(g)  

不能獨自坐直之兒童用鞦韆座椅將在成人協助下使用，成人經常從

全封閉式座椅的正面和背面推動。  

B. 8.199.5.3.3(d)  

610 mm (24 in . )之高度可防止使用者單獨進入鞦韆座椅。  

B.9 第 10 節 (結構完整性及穩定性 )  

B .  9.110.1  

遊戲設備標準及玩具標準包括對穩定性之性能要求， 6 個月至 23 個月之兒

童公共遊戲設備也應包括在內。  

B. 9.210.1  

結構完整性 (超載 )及穩定性通常分組在一起，但實際上是兩個非常不同性

能主要試驗。結構完整性 (超載 ))試驗之重量比用於穩定性試驗的重量更

重，因為其在嘗試確定結構是否會變形或損壞。大多數結構完整性試驗施

加之重量為標準或可能的最老使用者所覆蓋之最大使用者之 95 %百分位數

體重的 3 倍。穩定性試驗不使用相同之重量試驗。穩定性測試旨在確定設

備是否會在標準本文內為使用者之遊戲提供穩定的基礎。為了引發不穩定

性，將設備放置在傾斜之表面上，且一般在設備的頂部施加規定之重量。  

B. 9.310.2.1  

164 kg (360 lb)為 95 %百分位數 12 歲體重之 3 倍 [ 7 ]。儘管本標準年齡範

圍端為 23 個月年齡，但可能有較大年齡之兒童在此組件組中遊戲。其結

構完整性試驗方法與 ASTM F1148 [ 9 ]一致。  

B. 9.410.2.2  

218 kg (480 lb)為 95 %百分位數 12 歲體重之 4 倍 [ 7 ]。儘管本標準年齡範

圍端為 23 個月年齡，但可能有較大年齡之兒童在此組件組中遊戲。 4 倍

體重之載重用於允許成人安全進入。其結構完整性試驗方法與 ASTM 

F1148 [ 9 ]一致。  

B. 9.510.4  

由於本標準遊戲設備之規模，適合最大之使用者的體重在扶手及柵欄上施

加態動力。試驗方法及載重係數與 EN 71-1 [ 2 1 ]一致。  

B. 9.6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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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推出測試，以確保任何單獨之柵欄片的結構完整性及附接方法均

可接受。  

B. 9.710.5.1  

滑梯長度之量測與 9.3.4.1 一致，試驗載重之放置與 10.2.2 一致。  

B. 9.810.6  

82 kg (180 lb)為 95 %百分位數 23 個月年齡體重的 6 倍。對於年齡較大之

遊戲者，此組件組太小。最大使用者體重的 6 倍載重可提供額外之安全幅

度，以測試在彈簧上可能之擠壓傷害。  

B. 9.910.7.2.1  

82 kg (180 lb)為 95 %百分位數 23 個月年齡體重的 6 倍。82 kg (180 lb)  

載重可提供額外之安全幅度，可測試鞦韆產生之動態力。因鞦韆尺寸適

合於 6 個月至 23 個月年齡之年齡組，故最大使用者決定為 95 %百分位

數 23 個月年齡之兒童。  

重量載重係數與 ASTM F1148 [ 9 ]一致。  

B. 9.1010.7.2.4(e)  

重心高度為 406 mm (16 in . )依據因傾翻而被召回之鞦韆進行之現場

測試及測試時無傾翻鞦韆之結果。  

B. 9.1110.7.3.1  

164 kg (360 lb)為 95 %百分位數 12 歲體重之 3 倍 [ 7 ]。儘管本標準年齡

範圍端為 23 個月年齡，但可能有較大年齡之兒童在此組件組中遊戲。

其結構完整性試驗方法與 ASTM F1148 [ 9 ]一致。  

B. 9.1210.7.3.4(e)  

重心高度為 406 mm (16 in . )依據因傾翻而被召回之鞦韆進行的現場

測試及測試時無傾翻鞦韆之結果。  

B.10 第 11 節 (遊戲設備使用區、非占用區及安置 )  

B .  10.111 

具無限制進出之公共設置的使用區要求與監督設置的使用區要求不同。有監

督之室內設置及有監督之室外設置的使用區要求相同。  

B. 10.211 

為簡化及易於理解，本節規定所有使用區域之一般要求，緊接著為各種類型

設備有不同使用區之要求規定 (例：攀爬設備、滑梯、彈簧搖動彈簧搖擺設

備及鞦韆 )。在設備小節中，分別為室內 /室外監督設置及具無限制進出之公

共設置提供使用區規定。  

B. 10.311.1.6  

95 %百分位數 24 個月年齡兒童之最大站立延伸範圍為 1,092 mm (43 

in . )。  

B. 10.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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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指定之遊戲表面、防止使用者通過柵欄及不可攀爬的等，其防護柵欄

為必要。  

柵欄可防止使用者墜落到相鄰之表面，故不需要具有衝擊衰減材料之使

用區。  

B. 10.511.3.1  

非占用區為必要，以確保看護者能夠接近沒有爬到結構體上之兒童，且

確保不允許兒童將物品放置或堆放告靠著結構體，使其能爬上且越過結

構體。  

B. 10.611.4.1.1 及 11.4.1.4  

95 %百分位數 23 個月年齡之高度 [ 7 ]為 914 mm(36 in . )，無數據支持更

嚴格的標準。  

B. 10.711.4.2.2  

具無限制進出之公共設置更大的使用區，以保護相鄰設備之使用者，

可能有較大兒童亦在場之爭論。  

B. 10.811.7.1.2 及 11.7.2.2  

使用者不能有意退出完全封閉之鞦韆座椅，故使用區小於 CNS 14642

規定之安全帶座椅之使用區要求。  

B. 10.911.10  

室外遊戲表面之熱量積聚及設備會產生足以燃燒之高溫。看護人員應運

用常識及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避免使兒童暴露潛在傷害情況。若看護

人員手感知表面太熱，則兒童在其表面上遊戲大概也是太熱。  

B. 11.112 

本節之要求事項與 CNS 14642 一致。  

B. 11.212.1.2  

標籤或標誌的文字訊息將有助於確保向看護人、公眾及現場負責人員提

供適當之信息。以標籤及標誌上使用統一之術語或符號，或兩者同時使

用，可以最有效地告知信息。ANSI Z535.1 [ 2 ]及 ANSI Z535.4 [ 3 ]為由警告

領域之專家發展的公認標準。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29458/?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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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規定 )  

8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玩具或其他物品的尖端試驗技術要求  

 

C.1 目的  

依 C.4 尖端試驗方法測試供 8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玩具及其他物品上的尖端做初步

判定，此類玩具及物品之尖端暴露在正常使用或因合理可預見的損壞或濫用造成

穿刺或撕裂之傷害潛在危險。  

備考：本附錄係參考 6 CFR 1500.48 Techn ical  r equiremen ts for  determin ing a  

sharp poin t  in  toys and other  ar t icles in tended for  use by ch i ldren  under  8 

year s of age [ 2 2 ]。  

C.2 適用範圍  

C.2.1 一般  

C.4 之尖端試驗適用於玩具及其他物品，應測試樣品之任何可觸及部分之尖端試

驗。  

C.2.2 豁免  

C.2.2.1  自行車、非全尺寸嬰兒床及全尺寸嬰兒床。  

C.2.2.2  玩具由於其功能目的而必然會存在尖端之危害，但卻無任何非功能尖端可豁

免本附錄之試驗。惟具功能尖端玩具在銷售時，必須具明顯、清晰及可見之

標籤識別。例：帶針的玩具縫紉機。  

C.2.2.3  除玩具外，兒童使用之物品由於其功能目的而必然會存在尖端之危害，但卻

無任何非功能尖端可豁免本附錄之試驗。例：圓珠筆。  

C.3 可觸及性  

C.3.1 一般  

任何可觸及點均應依 C.4 進行尖端試驗。  

C.3.2 可觸及點  

C.3.2.1  3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玩具或物品，用圖 C.2 所示之探測器 A 測試，探測器 A

之軸環前方的任何部分能接觸的點，均為可觸及點。  

C.3.2.2  超過 3 歲至 8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玩具或物品，用圖 C.2 所示之探測器 B 測試，

探測器 B 之軸環前方的任何部分能接觸的點，均為可觸及點。  

C.3.2.3  跨越兩個年齡層的兒童使用之玩具或物品，用圖 C.2 所示之探測器 A 或探測

器 B 測試，探測器 A 或探測器 B 之軸環前方的任何部分能接觸的點，均為可

觸及點。  

C.3.3 可觸及插入深度  

C.3.3.1  具較小尺度的任何孔、凹口或開口 (開口的較小尺度為通過該開口的最大球體

的直徑。 )  其最大球體直徑小於適用探測器的軸環直徑，則可觸及總插入深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70138/?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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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適用探測器之軸環。每個探測器接頭最多可旋轉 90°，以模擬關節運動。 

C.3.3.2  當使用探測器 A 時，具較小尺度的任何孔、凹口或開口，其最大球體直徑大

於探測器 A 的軸環直徑但小於 186.9 mm (7.36 in . )，或當使用探測器 B 時，

其最大球體直徑大於探測器 B 的軸環直徑但小於 228.6 mm (9.00 in . )  ，則插

入具延伸部分適當的之探測器，如圖 C.2 所示，使其在任何的方向達到上述

較小尺度之任何孔、凹口或開口內最大球體直徑 2.25 倍為可觸及總插入深

度，深度的量測以開口平面的任何點開始。每個探測器接頭最多可旋轉  

C.3.3.3  當使用探測器 A 時，具較小尺度的任何孔、凹口或開口，其最大球體直徑為

186.9 mm (7.36 in . )以上，或當使用探測器 B 時，其最大球體直徑為 228.6 mm 

(9.00 in . )以上，則插入的深度無限制。除非 C.3.3.1 或 C.3.3.2 規定的尺度內

原來之孔、凹口或開口裏有其他的孔、凹口或開口，其尺度應符合 C.3.3.1

或 C.3.3.2 規定。在這種的情況下，依 C.3.3.1 或 C.3.3.2 中適用的步驟進行測

試。若 2 種探測器都需要使用，應採用最大球體直徑 186.9 mm (7.36 in . )以上

較小尺度開口確定無限制之插入深度。  

C.3.4 不可觸及點  

若點毗鄰試驗樣品的表面，與相鄰表面之間任何間隙又不超過 0.05 mm (0.020 

in . )，則無需用探測器測試應視為不可觸及點。  

C.4 尖端試驗法  

C.4.1 操作原理  

本附錄圖 C.1 所示尖端試驗器之操作原理如下。在槽蓋端部具 1.02 mm (0.040 

in . )寬、 1.15 mm (0.045 in . )長之矩形開口確立 2 個參考尺度。尖端由被試尖端

插入該口的深度來確定。若被試尖端能觸及放置在槽蓋內 0.38  mm (0.015 in . )  

深處的傳感頭，並能克服彈力為 2.2 N  (0.5 lbf)之回復彈簧使傳感頭再移動 0.12  

mm (0.005 in . )，即被確認為尖端。採用本附錄圖 C.1 所示的一般尖端試驗器或

具有相同功能的其它儀器都能作尖端之測定，本附錄採用圖 C.1 所示尖端試驗

器及圖 C.2 所示的探測器 A 或 B 作尖端試驗。  

C.4.2 步驟  

C.4.2.1  待測樣品之固定方式應使其在測試過程中不會移動。   

C.4.2.2  試樣之零件可能需要拆去，使尖端測試設備能進行依 C.3.3 中判定標準之可

觸及點的尖端測試，拆卸試樣零件會使試樣尖端的剛性受影響。尖端測試時

應在尖端予以支撐下進行，使其剛度近似但不大於組裝樣品中的尖端剛度。  

C.4.2.3  使用圖 C.1 所示之一般配置，尖端試驗器之調節及操作步驟  

握住尖端試驗器，旋轉鬆開固定環，使其朝著指示燈組件方向移動足夠長的

距離，以露出筒上的校正參考標記。使量規帽移過校正參考標記等效的 5 格

刻度 (量規帽上短線之間的距離為一格 )，在此位置上旋轉固定環，直到固定

環緊靠量規帽，以固定量規帽。依 C.3 判定為可觸及點之點，將點從各種方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99212/?index=1


 

 

 

 

 

CNS 草 -制 1100032:2022 

－ 84－  

向插入量規槽並施力 4.45 N (1.00 lbf)，若尖端試驗器發光，即確認為是銳利。 

C.4.2.4  符合本附錄之規定，使用之試驗器，其量規槽開口的尺寸不大於 1.02 mm 

(0.040 in . )寬、1.15 mm (0.045 in . )長，傳感頭的凹進深度不小於 0.38 mm (0.015 

in . )，將待測點插入量規槽時施力應不超過 4.45 N (1lbf)。   

 

 

說明  

1  量規槽 (1.02 mm ×  1.15 mm)  

2 量規帽及測微器  

3  感測頭  

4  負載彈簧  

5  固定環  

6  筒身  

7  校正參考標記  

8  測微器刻度  

9  AAA 乾電池  

10 電接點彈簧  

11 螺帽，指示燈組接合器  

12 待測點  

註 ( a )  當尖端通過量規槽，並將感應接點壓下 0.12 mm 時，此縫隙便會閉

 合而通電，指示燈亮起，此時尖端試驗判定不合格。  

 

圖 C.1 尖點試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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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22323/?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250290/?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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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觸及探測器之尺度  

兒 童 年 齡  探測器 

尺  度  (mm) 

a  b c d e f g 

0～36 個月  A 2.8 5.6 25.9 14.7  44.0 25.4 464.3  

37～96個月  B 4.3 8.6 38.4 19.3  57.9 38.1 451.6  

備考：跨越 2 個年齡層須用 2 種探測器試驗。  

 

 

圖 C.2 可觸及探測器  

 

 
 

 

延伸部分  

 螺紋  

9.525 mm(3/8in.)-16NC-2B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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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軸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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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mm 

 e 

 

a 球半徑  

 

約 609.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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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規定 )  

8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玩具或其他物品銳利的金屬或玻璃邊緣試驗技術要求  

 

D.1 目的  

依 D.4 銳邊試驗方法測試供 8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玩具及其他物品上的金屬或玻璃

邊緣做初步判定，此類玩具及其他物品之金屬或玻璃邊緣暴露在正常使用或因合

理可預見損壞與濫用造成撕裂或撕除之傷害潛在危險。  

備考：本附錄係參考 6 CFR 1500.49 Techn ical  r equiremen ts for  determin ing a  

sharp  metal  or  glass edge in  toys and other  ar t icles in tended for  use by ch i ldren  

 under  8 year s of age [ 2 3 ]。  

D.2 適用範圍  

D.2.1 一般  

D.4 之銳邊試驗適用於包含金屬和玻璃邊緣之玩具或其他物品。  

D.2.2 豁免  

D.2.2.1  自行車、非全尺寸嬰兒床及全尺寸嬰兒床。  

D.2.2.2  玩具由於其功能目的而必然會存在銳利的金屬或玻璃邊緣之危害，但卻無任

何非功能銳利的金屬或玻璃邊緣可豁免本附錄之試驗。惟具功能銳利的金屬

或玻璃邊緣玩具在銷售時，必須具明顯、清晰及可見之標籤識別。例：玩具

剪刀、玩具工具箱。  

D.2.2.3  除玩具外，兒童使用之物品由於其功能目的而必然會存在銳利的金屬或玻璃

邊緣之危害，但卻無任何非功能銳利的金屬或玻璃邊緣可豁免本附錄之試

驗。例：兒童溜冰鞋及兒童餐具。  

D.2.3 定義  

D.2.3.1 玻璃  

玻璃為熔融方法製造，通常含互熔之二氧化矽、矽酸鹽、碳酸鈉、石灰，為

一種堅硬、易脆及無定形物質。  

D.2.3.2  金屬  

金屬包括單一金屬及金屬合金。  

D.3 可觸及性  

D.3.1 一般  

任何可觸及邊均應依 D.4 進行銳邊試驗。若貨架包裝及組裝說明書明顯表明物

品只能由成人組裝，故合理預定由成人組裝而不由兒童拆開之玩具應僅在組裝

狀態下進行測試。  

D.3.2 可觸及邊緣  

D.3.2.1  3 歲以下兒童使用玩具或物品之金屬或玻璃邊緣，用圖 D.2 所示之探測器 A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70138/?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432368/?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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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探測器 A 之軸環前方之任何部分能接觸的邊緣，均為可觸及邊邊緣。 

D.3.2.2  超過 3 歲至 8 歲以下兒童使用玩具或物品之金屬或玻璃邊緣，用圖 D.2 所示

之探測器 B 測試，探測器 B 之軸環前方之任何部分能接觸的邊緣，均為可觸

及邊緣。  

D.3.2.3  跨越兩個年齡層的兒童使用玩具或物品之金屬或玻璃邊緣，用圖 D.2 所示之

探測器 A 或探測器 B 測試，探測器 A 或探測器 B 之軸環前方的任何部分能接

觸的邊緣，均為可觸及邊緣。  

D.3.3 插入深度  

D.3.3.1  具較小尺度的任何孔、凹口或開口 (開口之較小尺度為通過該開口的最大球體

的直徑。 )  其最大球體直徑小於適用探測器的軸環直徑，則可觸及總插入深

度應至適用探測器之軸環。每個探測器接頭最多可旋轉 90°，以模擬關節運

動。  

D.3.3.2  當使用探測器 A 時，具較小尺度的任何孔、凹口或開口，其最大球體直徑大

於探測器 A 的軸環直徑但小於 186.9 mm (7.36 in . )，或當使用探測器 B 時，

其最大球體直徑大於探測器 B 的軸環直徑但小於 228.6 mm (9.00 in . )，則插

入具延伸部分適當的之探測器，如圖 D.2 所示，使其在任何的方向達到上述

較小尺度之任何孔、凹口或開口內最大球體直徑 2.25 倍為可觸及總插入深

度，深度的量測以開口平面的任何點開始。每個探測器接頭最多可旋轉 90°，

以模擬關節運動。  

D.3.3.3  當使用探測器 A 時，具較小尺度的任何孔、凹口或開口，其最大球體直徑為

186.9 mm (7.36 in . )以上，或當使用探測器 B 時，其最大球體直徑為 228.6 mm 

(9.00 in . )  以上，則可觸及插入深度無限制。除非 D.3.3.1 或 D.3.3.2 規定的

尺度內原來之孔、凹口或開口裏有其他的孔、凹口或開口，其尺度應符合

D.3.3.1 或 D.3.3.2 規定。在這種的情況下，依 D.3.3.1 或 D.3.3.2 中適用的步

驟進行測試。若 2 種探測器都需使用，應採用最大球體直徑 186.9 mm (7.36 in . )

以上較小尺度開口確定無限制之可觸及插入深度。  

D.3.4 不可觸及邊緣  

若金屬或玻璃邊緣毗鄰試驗樣品之表面，與相鄰表面之間任何間隙又不超過

0.05 mm (0.020 in . )，則無需用探測器測試應視為不可觸及邊緣。例：搭接 ( lap 

join t) (圖 D.3)，金屬邊被平行表面所疊接，若邊緣與平行表面之間的空隙不大

於 0.05 mm (0.020 in . )，其在最靠近保護平行表面之一側上任何毛邊或薄邊都

視為不可觸及邊。另例：當金屬板具有摺邊 (hemmed edge)時 (圖 D.4)，該板的

與該邊緣相鄰的部分在其自身上折回大約 180°，故使其大致平行於主板。若內

側邊緣和平行表面之間的間隙不超過 0.05 mm (0.020 in . )，則最靠近主面板保

護性平行表面的一側之內側邊緣上的任何毛邊或薄邊都將被視為不可觸及邊

緣。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65200/?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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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銳邊試驗方法  

D.4.1 操作原理  

試驗使用銳邊試驗器進行測試，銳邊試驗器包含一個能夠以恆定速度旋轉之圓

柱形心軸。心軸的整個圓周應包一層依 D.5.3 規定之聚四氟乙烯 (TFE)膠帶，心

軸應以 6.00 N (1.35 lbf)  之法向力施加到待測試的邊緣上，以使邊緣接觸到膠

帶寬度的近似中心，如圖 D.1 所示。心軸應以恒定之力緊靠邊緣旋轉一圈，並

應防止心軸沿邊緣作直線運動，若邊緣以不超過 6.00 N (1.35 lbf)之力完全割穿

膠帶，長度不小於 13 mm  (0.5 in . )，則邊緣應確認為銳利。  

D.4.2 步驟  

D.4.2.1  待測試樣品之邊緣固定方式應使其在測試過程中不會移動。若 6.00 N (1.35 lbf)

之完整心軸力導致邊緣彎曲，心軸力可減小。  

D.4.2.2  試樣之零件可能需要拆去，使銳邊試驗設備能進行依 D.3 判定標準之可觸及

邊緣之銳邊測試，拆卸試樣零件會使試樣邊緣之剛性受影響。銳邊測試時應

在邊緣予以支撐下進行，使其剛度近似但不大於組裝樣品中的邊緣剛度。  

D.4.2.3  進行銳邊緣測試  

依 D.5.3 規定之聚四氟乙烯 (TFE)膠帶，在未拉伸狀態下圍繞心軸的整個圓周

纏繞一層。膠帶末端應對接或搭接不超過 2.5 mm (0.10 in . )。在垂直於心軸

軸之方向上以 6.00 N (1.35 lbf)的力在膠帶的近似中心處，將心軸壓在待測試

樣之邊緣。放置心軸時，其軸應與直的待測邊緣線成 90±5°，或與待測點之

曲線邊的切線成 90±5°。待測邊緣和心軸之間的接觸點應在膠帶寬度之近似

中心。心軸之軸線可位於平面中的任何位置，該平面與直之待測邊緣線或與

待測點之曲線邊的切線成直角。經營者應尋找最有可能導致邊緣割斷膠帶之

方向。心軸應以恒定之力緊靠邊緣旋轉一圈，並應防止心軸沿邊緣作直線運

動。將心軸從邊緣鬆開，並在不擴大割痕或使任何劃痕成為割痕之情況下撕

下膠帶。當膠帶上割痕長度不小於 13 mm (0.5 in . )，則邊緣應確認為銳利。  

備考：  銳邊試驗器應定期校正，以確保將心軸施加到待測邊緣的力不超過 6.00 N 

(1.35 lbf)  

D.5 銳邊試驗器規格  

銳邊試驗設備如圖 D.1 所示，其規格如下。  

D.5.1  心軸在其中心 75 %的轉程中應產生恆定之切向速度，該切向速度為 25.4±2.0 

mm/s (1.00±0.08 in . /s)，並具平穩之啟動即停止。  

D.5.2  心軸應由鋼製成，其測試表面必須沒有刮痕、刻痕或毛邊，且表面粗糙度 (Ra)

測試不能大於 0.40 μm  (16 μin . )及表面硬度應 ≥40 HRC。心軸的直徑應為 9.35

±0.12 mm (0.375±0.005)並具有合適的長度以進行測試。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399212/?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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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心軸表面硬度測試，可參考 ASTM E18 [ 2 4 ]。  

D.5.3  膠帶應為感壓性四氟乙烯高溫電絕緣膠帶，聚四氟乙烯背襯厚度應在 0.066 mm 

(0.0026 in . )至 0.089 mm (0.0035 in . )之間。壓敏有機矽聚合物之黏著劑的標稱厚

度為 0.08 mm (0.003 in . )。膠帶之寬度不得小於 6 mm (1⁄4 in . )。在進行銳邊測

試時，膠帶之溫度應保持在 21.1 ℃  (70 ℉)～ 26.6 ℉  (80 ℉)之間。  

 

 

 

 

圖 D.1 銳邊試驗器圖例  

 

 

測試整個期間，

心軸旋轉一整圈  
改變角度以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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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施加已知力及旋轉

之心軸的適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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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觸及探測器之尺度  

兒 童 年 齡  探測器 

尺度 (mm) 

a  b c d e f g 

0～36 個月  A 2.8 5.6 25.9 14.7 44.0  25.4 464.3 

37～96個月  B 4.3  8.6 38.4 19.3 57.9  38.1 451.6 

備考：跨越 2 個年齡層須用 2 種探測器試驗。  

 

圖 D.2 可觸及探測器圖例  

 

單位：mm 

 

 

圖 D.3 搭接之圖例  

 

單位：mm 

 

 

 

圖 D.4 摺邊之圖例  

a  (間隙 )0.05 

 

 

a (間隙 )0.05 

外側邊緣  

 
內側邊緣  

延伸部分  

 螺紋  

9.525 mm (3/8 in.)-16NC-2B 

 

d 

 

b
 

f 

c
 

軸環  

 

d  

 
d 

 

101.6mm 

 e 

 

a 球半徑  

 

約 609.6mm 

 

g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65200/?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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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規定 )  

油漆 (色漆 )及類似之表面塗料的重金屬安全要求事項 [ 1 1 ]
 

 

E.1 適用範圍  

本附錄規定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用油漆 (色漆 )及類似之表面塗料品質之重金屬要

求事項。  

備考：  雖可預期大部分測試將在完整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樣品上進行，以確定

符合本附錄之重金屬要求事項；惟亦可接受以測試原料、組件或兩者確

認符合性，只要可確定此等所得結果可代表測試成品所得結果，亦即後

者方法僅在滿足下列條件時方有效：  

(a)  製造過程不以任何方式影響所得試驗結果；且  

(b)  受測材料代表最終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之材料，例：如滿足上述條

件，則可將塗膜塗布於乾淨玻璃板，使其乾燥，然後依 F.1 測試刮取

之材料，以證明表面塗層符合本標準。  

如上所述，在某些情況下，組件測試後之生產過程可能會對符合性產生顯

著影響，有時會導致先前測試並判定符合規定之組件變成不符合規定。該

等選擇試驗原料或組件代替成品者，宜格外小心，以確保組件之試驗結果

對成品仍然有效，並要注意以此種方式所得結果可能與由成品所得結果不

同，原因眾多，最常見為：  

(a)  生產期間發生原料替換。  

(b)  生產期間發生原料污染 [例：使符合規定之塗料用受鉛污染之噴槍進

 行塗布，從而使之不符合規定；使用受污染之稀釋劑或溶劑稀釋油漆

 (色漆 )或清潔網目等 ]。  

(c)  元素及其化合物由底材 (尤其是塑化底材 )遷移至表面塗層。  

儘管組件測試為完全有效之方法，惟應注意確保組件測試後之生產過

程不會產生任何可能影響符合性之變更。  

E.2 安全要求事項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所塗布的油漆 (色漆 )及其他類似之表面塗料，應符合下列所

有要求事項。  

(a)  含鉛或含鉛化合物的油漆 (色漆 )及其他類似之表面塗料，禁止使用總鉛含量

[以鉛金屬 (Pb)計 ]超過油漆 (色漆 )之總不揮發分重量或乾燥漆膜重量 0.009 % 

(90 ppm)者。  

(b)  表面塗料所含固形物 [包括顏料、塗膜固形物及催乾劑 (乾燥劑 )]中之可溶性元

素銻、砷、鋇、鎘、鉻、鉛、汞或硒含量不得超過表 E.1 限量。所得分析結果

與表 E.1 規定值比較之前，為確定符合性，應依 F.2.4.3 測試方法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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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溶解 F.2 規定之所含固形物 [包括顏料、塗膜固形物及催乾劑 (乾燥劑 )]測

定可溶性濃度。  

 

表 E.1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之表面塗層的最大可溶性遷移元素  

 單位： ppm (mg/kg) 

銻  

(Sb) 

砷  

(As) 

鋇  

(Ba)  

鎘  

(Cd) 

鉻  

(Cr )  

鉛  

(Pb) 

汞  

(Hg) 

硒  

(Se)  

60 25 1,000 75 60 90 60 500 

 

 



 

 

 

 

 

CNS 草 -制 1100032:2022 

－ 93－  

附錄 F 

(規定 )  

油漆 (色漆 )及類似之表面塗料的重金屬含量試驗法 [ 1 1 ]
 

 

F.1 總元素含量篩檢  

F.1.1 從試樣刮取之塗層，將其粉 (剪 )碎，使粉碎後的塗膜尺度小於 5 mm，以此粉碎

塗膜依 CNS 15931 之規定進行消化。  

F.1.2 消化劑之修改  

上述消化之消化劑必要時以王水 (3 份濃 HCl+1 份濃 HNO3 )取代。在所有情況

下，由某些材料製成之產品，可能需以知識為基礎依個案對上述消化劑混合物

進行調整，且只要可達到完全消化並考量避免形成不溶性金屬鹽，則容許使用。

在所有情況下，皆應避免使用濃 H2 SO4，以減少形成不溶性金屬硫酸鹽之可能

性。  

F.1.3 總含量篩檢法 (total  screen method)  

消化溶液以原子光譜法或其他適當經過驗證之方法對表 E.1 所有 8 種元素總含

量進行分析；如結果低於表 E.1 所規定每種元素之可溶性限量，則此材料可視

為符合 E.2 之要求事項，而不需進一步測試。如超過表 E.1 之可溶性限量，則

需再依 F.2 進行額外測試，以確定符合性。  

F.1.4 總含量篩檢法之替代方法  

作為 F.1.3 規定方法之替代方法，參照參考資料 [25]之規定，可使用多單色激發

光束之能量分散式 X 射線螢光光譜法進行元素含量之總篩檢。如選擇此替代方

法，則其應用僅限於均質聚合物材料。  

備考 1.  除總鉛含量測試 (參照 E.2)之要求外，可選擇不進行總元素篩檢，而僅

依 F.2 進行可溶性元素測試。  

備考 2.  F.2.3 規定之方法及排除，不適用於要求進行總鉛含量測試之表面塗

層。總鉛測定適用於任何可刮取之塗層，無論塗層刮取量多寡，依據實

際樣品量計算結果。  

F.2 可溶性元素試驗  

模擬表面塗層吞嚥後在消化道中停留 4 h 情況下，由表面塗層萃取可溶性元素，

測定萃取物中可溶性元素之含量。  

F.2.1 裝置  

普通實驗室裝置及下列裝置。  

(a)  金屬篩：具平織金屬篩網之不銹鋼金屬篩，標稱孔徑為 0.5 mm，並具有規

格如下： (1)標稱金屬線直徑： 0.315 mm； (2)各個孔徑之最大尺寸偏差：±

0.090 mm； (3)平均孔徑許可差：±0.018 mm；及 (4)孔徑超過標稱孔徑加上

0.054 mm 者，不得超過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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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H 測定儀：量測 pH 值之裝置，其最低準確度為 0.2 pH 單位。  

(c)  膜濾器：孔徑為 0.45 μm。  

(d)  離心機：具相對離心力 (r ela t ive cen tr i fugal  force,  RCF)為 (5,000±500) g 

(g=9.80665 m/s 2 )者。  

(e)  攪拌混合裝置：能在 37 ℃±2 ℃溫度下恆定攪拌混合物之裝置。  

( f)  容器：總容量為 HCl 萃取劑體積之 1.6 倍至 5.0 倍。  

F.2.2 試藥  

分析期間僅限使用經認可之分析級試藥。  

(a)  氫氯酸 (HCl)溶液：濃度 =(0.07±0.005) mol/L。  

(b)  氫氯酸 (HCl)溶液：濃度 =約 1 mol/L。  

(c)  氫氯酸 (HCl)溶液：濃度 =2 mol/L。  

(d)  水：符合 CNS 3699，純度至少 3 級。  

F.2.3 試樣製備  

測試用實驗室樣品應包括銷售形式之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惟不包括包裝件及

包裝組件。  

F.2.3.1  試樣應取自單一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之可觸及部位。  

F.2.3.2  樣品中相同材料可以合併並當作單一樣品處理。單一樣品不能由 1 種以上材

料或顏色組成 (即不容許進行混合測試 )。  

F.2.3.3  試樣亦可取自一定形式之材料，此等材料能代表上述規定之相關材料。  

F.2.3.4  如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預定供拆解或不使用工具就可以拆開，則每一部分應

分開考量。  

F.2.3.5  供作參考用途，樣品可取自原料，而不是由樣品刮取。  

F.2.3.6  從試樣刮取塗層，然後將其研磨過篩，由過篩材料中獲得 100 mg 以上試驗分樣。 

(a)  如僅獲得 10 mg～ 100 mg 之均勻磨碎材料，則測試該數量並依 100 mg 樣

品計算結果。報告應記錄該程序及實際樣品量。  

(b)  如獲得樣品少於 10 mg，則不進行試驗。  

(c)  如塗層因其性質無法磨碎 (例：彈性漆、橡膠漆或塑膠漆 )，則樣品取出後

直接進行試驗。  

F.2.4 試驗步驟  

F.2.4.1  依 F.2.3 製備試驗分樣 (test portion)。  

F.2.4.2  將所製備之試驗分樣與其質量 50 倍之 0.07 mol/L 氫氯酸溶液 (37 ℃±2 ℃)混合。

如試驗分樣少於 100 mg，則以 5.0 mL 之 0.07 mol/L 氫氯酸溶液 (37 ℃±2 ℃)與

試驗分樣混合，搖動 1 min。  

(a)  查核此混合液之酸度。如 pH 值大於 1.5，則在搖動該混合液同時，逐滴加

入 2 mol/L (7.3 % m/m)氫氯酸溶液，直到 pH 值為 1.0～ 1.5。該混合液應

避免光線照射，並於 37 ℃±2 ℃下，有效連續搖動該混合液 1 h，然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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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溫度下靜置 1 h。  

(b)  立即以孔徑為 0.45 μm 之膜濾器過濾，由混合物中分離固體，如有必要，

以離心力 5,000 g 的離心機使之分離，離心分離時間不超過 10 min。藉由

原子光譜法或其他適當經確證之方法分析溶液，以測定 E.2 所要鑑別元素

之濃度。如不可能在一個工作天內檢驗試驗分樣溶液，則加入氫氯酸溶液

使其穩定，使所得試驗分樣溶液之氫氯酸濃度約為 1 mol/L。  

備考：  已證明在明亮處而非黑暗處進行萃取時，可溶性鎘之萃取量顯示

會增加 2 倍至 5 倍。  

F.2.4.3 結果之修正  

須對實驗室間誤差進行統計修正， F.2.4.2 所測得之分析結果應進行調整，由

分析結果減去該結果乘以表 F.1 中相對應元素之分析修正因子。  

 

表 F.1 各元素分析修正因子  

元   素  Sb As Ba Cd Cr  Pb Hg Se 

分析修正因子 (%) 60 60 30 30 30 30 50 60 

 

使用表 F.1 進行計算之範例  

範例 1.  鉛之分析結果為 120 mg/kg，表 F.1 中鉛之修正因子為 30 % (0.30)，調

整後之分析結果 =120− (120× 0.3)=120−36=84 mg/kg。  

調整後之分析結果未超過表 E.1 之容許值 (鉛為 90 mg/kg)，因此為可接受。  

範例 2.  鉻之分析結果為 90 mg/kg，表 F.1 中鉻之修正因子為 30 % (0.30)，調

整後之分析結果 = 90−  (90× 0.30)= 90−27 = 63 mg/kg 

調整後之分析結果超過表 E.1 之容許值 (鉻為 60 mg/kg)，因此為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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