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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水龍頭發展與自來水普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數十年來，無論造型、材質

及功能均能有長足進步，已逐漸成為文明生活的一項指標。尤其改採精密陶瓷軸

心，使水龍頭耐用性大幅提高。另外，由於電子業蓬勃發展，使感應式水龍頭因

具方便及衛生等優點而漸有主流架勢。然而，水龍頭供水過去較強調水量足夠及

水質穩定，對水龍頭省水觀念並不重視，尤其水價長期低廉更助長了用水習慣不

良，同時也阻礙省水龍頭的發展。記得幾年前剛從事省水器材推廣工作時，常被

消費者無厘頭式地問道「那一種水龍頭最省水」？也常見廠商以水龍頭省水效率

高達90%以上來做為促銷的宣傳手法，雖明知有誤導消費者之嫌，但當時因省水

龍頭產品甚少，實難加以導正。這些年來，由於工作接觸，對水龍頭有較完整的

了解。基本上，水龍頭省水最高境界應指「在不感到不便及不引起衛生顧慮原則

下，使消費者在不知不覺中將浪費的水節省下來」。以現今公共場所或機關學校

洗手檯水龍頭流量為例，每分鐘超過10公升，甚至15公升以上者比比皆是。其

實單純洗手適當水量僅須每分鐘3~4公升，即不影響洗淨功能，亦不會延長洗手

時間。換句話說，現今甚多洗手檯的水量至少可節省1/2，甚至2/3以上。因此，

省水龍頭的使用確有其必要性。但依環境及用途亦有其限制，當水壓低或該水龍

頭主要用於盛水時，如刻意使用省水龍頭，易因流量不足導致使用者的反感。本

文擬比較各國省水龍頭之流量標準，並探究影響水龍頭流量因素，希望藉此提升

消費者對省水龍頭的認知，進而將節約用水化為自我實踐的行動。 

二、國外省水龍頭規格標準比較 

由於全球環保意識覺醒，先進國家均鼓勵消費者選用印有合格標誌之環保

產品，其中水龍頭均限定其最大流量。但由於各國供水環境大不相同，因此水龍

頭流量標準差異甚大（如表1）。以美國為例，其自來水供應大多為直接供水，

即直接輸送至各住戶，供水壓力甚高，一般在40至60psi（約2.8kg/cm2至

4.1kg/cm2），甚至高達80psi（約5.5kg/cm2），若水龍頭不加裝節流裝置，每分

鐘流量恐將高達30~40公升，並不適用於一般家庭生活所需。因此，美國國家標

準（ANSI/ASME）與環保綠標籤（Green Seal）均依使用場所訂定水龍頭之最大



流量，如廚房用水龍頭每分鐘最大流量為2.5加侖（約9.5公升），廁衛水龍頭

則為2.2加侖（約8.4公升），主要差異考量為廚房水龍頭常有盛水用途，而廁

衛水龍頭一般以洗手為主。 

▼ 表 1 各國省水龍頭規格標準之內容比較 

 

  

 



三、國內省水標章省水龍頭產品規格 

台灣地區自來水供應普遍為間接供水，即先將自來水抽至頂樓水塔，再藉

自然重力輸送至各樓層用戶，供水壓力較低（一般約1~2kg/cm2）。由於供水環

境與歐美大不相同，相同水龍頭會有明顯不同之流量。因此，採用節水方案時，

亦須因環境不同而有所調整。目前我國水龍頭國家標準（CNS）並無流量規定，

而環保署推動之環保標章，在「水龍頭及其器材配件」產品中雖訂有最大流量標

準，但因規定產品本身不得引入污染物致使水質超過自來水水質標準，以致至今

並無任何產品獲得通過。為落實節約用水政策，經濟部水資源局於87年1月起

針對省水器材推動省水標章產品驗証制度，其中省水龍頭流量規定在1kg/cm2壓

力下，每分鐘須在9公升以下（如表2），約與美國水龍頭流量標準相當，但未

依使用場所而有所不同。產品範圍涵蓋一般水龍頭、感應式水龍頭及自閉式水龍

頭；目前獲准使用省水標章水龍頭產品數已達30件。 

▲ 圖 1 感應式水龍頭 ▲ 圖 2 自閉式水龍頭 

  



四、影響水龍頭流量之因素 

（一）流量與管徑及流速之關係 

水龍頭流量多寡決定因素在於出水管徑

大小及其管內流速，其簡單關係式如下： 

 

從關係式可知，流量與管徑及流速均成正

比。而流速受管內壓力影響，壓力大則流速增

加，流量亦增多。國外供水壓力高，流量若需

符合省水標準，唯有將管徑適度縮小，但出水

管徑縮小易導致出水流速增加，往往會對使用

者造成困擾（因沖力太大形成水花飛濺）。因

此，國外通常在水龍頭出口端起泡器內加裝適當孔徑之節水片。節水片的功能在

於縮小出水管徑，降低流量，起泡器的功能除過濾雜質外，可藉其間導流構造降

低流速，讓使用者在觸覺上感到較為柔和，且起泡器在水流通過時，會溶入空氣

形成起泡作用，讓使用者在視覺上產生誤少為多的錯覺，藉此達到節省用水的目

的。國內因供水壓力較低，並非所有水龍頭均適合在起泡器內加裝節水片。換言

之，水龍頭省水方式須依用途及環境條件而有所調整，因地制宜才不致引起使用

者之排斥與抱怨。 

▲ 圖 3 腳踏式水龍頭 

▼ 表 2 省水標章水龍頭產品規格內容 

 



 

（二）流量與使用時間的關係 

水龍頭使用時間愈長，使用水量自然愈多。因此，若能適當控制使用時間

或在不使用時能立即斷水，即可達到節省水量目的。公共場所洗手過程中，常因

水龍頭的開與關動作中浪費不少水量，且因必須接觸水龍頭，易引起衛生上的顧

慮，導致公共場所水龍頭始終給人不潔印象，甚至讓消費者卻步。為兼顧衛生及

省水，感應式（如圖1）、自閉式（如圖2）及腳踏式（如圖3）水龍頭是公共

場所比較適當的選擇。這類產品品質逐漸提升，耐用性不斷延長，產品價格快速

走低，在先進國家公共場所之接受度及普及率均顯著提高，成為主流產品是可以

預見的。 

（三）流量與水龍頭開啟度之關係 

水龍頭流量與開啟度大小有關，開啟度愈大流量愈多，但並非等比關係。

傳統水龍頭開啟度很小，出水量也會立刻上升，使用者一般把手開啟度都在60

度至240度範圍內，完全打開使用情形非常少見。因此，若能將一般開啟度的出

水量控制得當，必能節省不少用水量。日本曾為求得更適當的出水流量曲線，而

針對水龍頭閥體結構進行研究，並開發出所謂節水型閥體，與符合JIS之普通閥

體比較，其構造不同在於節水型閥體底部較普通型閥體大很多（如圖4）。使用

普通型，即使把手開啟度小，但出水量卻呈陡坡趨勢增加。使用節水型，開啟度

在200度附近，出水量沒有明顯增加。對於高頻率使用之開啟度，安裝節水型比

普通型可減少約一半的出水量，因此，具有控制出水量功能。當開啟度超過240

度時，節水型出水量即呈急速上升，漸與普通型相等（如圖5），短時間內需要

大量供水的場所也能充分發揮功能。 



五、省水龍頭之換裝考量 

(一) 流量觀察與判定 

水龍頭流量標準測試方法因各

國供水壓力不同而差異甚大。但對

一般使用者而言，無須精確量測水

龍頭在標準壓力下之流量，只需觀

察水龍頭在正常供水壓力下之出水

情形，即可略知水龍頭流量大小。

如欲進一步量測，可將水龍頭全

開，並使其流入已知水量之水桶

內，量測至滿桶所需的時間。由水

量除以時間，即可得知該水龍頭每

分鐘之流量。圖7為一般水龍頭出

水量外觀之比較。以洗手為例，每

分鐘若<1公升則屬偏低，水壓太低

或過度節省）；3~4公升應為最適當之洗手水量，每分鐘>10公升則過度浪費，

應立即採取節水措施。至於4~10公升則仍具相當程度之節水空間。 

▲ 圖 4 節水閥與普通閥之構造差異 

▲ 圖 5 水龍頭開啟度與流量之關係 

(二) 更換水龍頭或加裝省水配件 

經上述流量觀察與判定後，如欲採取節水措施，則必須選擇將原水龍頭更

換為省水龍頭，或在原水龍頭上加裝省水配件。前者係整組更換，成本較高，後

者則需考慮拆裝困難度及省水配件之相容性。 

就省水配件安裝於水龍頭之位置，筆者將其分為前置型、中置型及後置型，並分

析其特點及限制，如表3。 

▲ 圖 6 水龍頭出水量外觀比較（以洗手為例） 

 

 



(三) 考慮換裝省水配件之優先順序 

為整體考量成本、安裝難易度及產品互通性等諸多因素，筆者提供水龍頭

換裝省水配件優先順序如下，以供參考。 

1. 水龍頭出口有芽紋，可安裝前置型節水起泡器（圖 7） 
2. 水龍頭出口無芽紋，但後端易拆卸時，可於後端安裝後置型水量調整裝置
（圖 8） 

3. 水龍頭出口無芽紋，且後端不易拆卸時，可選擇於水龍頭出口安裝橡皮式
之新型節水起泡器（圖 9）  

▼ 表 3 水龍頭省水配件特性比較 

  



▲ 圖 7 前置型節水起泡器 

▲ 圖 8 後置型水量調整裝置 

 
▲ 圖 9 橡皮式之新型節水起泡器 

六、結語 

(一) 省水龍頭之使用須依用途及

環境條件而有所調整，才不致引起使用

者之排斥與抱怨，最好能在兼顧方便及

衛生原則下，讓使用者在不知不覺中將

浪費的水節省下來。此一問題之有效解

決，應加強建築師之規劃能力及水電工

對省水器材之正確認知。 

(二) 單就節水空間而言，目前以大

多數公共場所及機關學校洗手檯之水龍

頭最具潛力，應優先推動之改善措施。

洗手水量可控制在每分鐘3~4公升，自

閉式水龍頭每次以4~6秒為佳，專為清

洗拖把及盛水用途之水龍頭，則避免換

裝省水型而造成使用者困擾。 

(三) 省水龍頭除產品本身具省水

功能外（如感應式、自閉式及腳踏式

等），水龍頭加裝省水配件也是途徑之

一。其中，以在水龍頭出口端加裝含適

當孔徑節水片之起泡器最為方便，出水

質感最好也最經濟。然目前國家標準並

無流量要求，且傳統最常用的立式及長

頸式水龍頭出口並無尺寸及芽紋規定，

造成省水配件產品相容性差，使用者無

所適從，影響省水龍頭推動成效甚鉅。

因此如何儘速修正國家標準，納入省水

考慮應為當務之急。 

(四) 省水龍頭除欲進一步提升省

水性能外，產品品質及耐用性亦不可忽



視。否則，不但易造成消費者對省水器材的不良印象，且水龍頭易損壞將造成持

續漏水，勢必影響省水龍頭原有的節水成效。當然消費者對水龍頭的正確使用、

日常漏水檢修及節水習慣養成也是另一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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