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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前言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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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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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滑水道市場非常廣泛且特定，並仍在發展中。不可能以標準界定一個無所不包之安全

規範，包括規定所需的尺寸與設計要求，而又不會限制其設計的潛力，或阻礙創新、

新穎且安全的產品。  

本標準係要建立安全要求事項與設計指導規則，提供與滑水道相關之任何人員，特別

是設計人員、製造廠商、操作人員及使用者，以確保安全且更有效之產品。其基本觀

點係意識到滑行活動對使用者通常意味比使用游泳池有更高的風險程度。對於設計、

製造、安裝、操作及使用之某些觀點，僅規定無任何技術規範而須考量且須完成的特

定指導綱要，以確保操作人員與使用者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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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安裝在公共游泳池中之所有滑水道。  

本標準規定公共游泳池中滑水道之一般安全要求事項與界定各類型滑水道的特殊

要求事項。此等特定安全要求事項亦儘可能適用於未界定之類型。  

此等要求事項關係到安全性與設計、計算及測試之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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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9 冷軋不銹鋼鋼板、鋼片及鋼帶  

CNS 15523 機械安全－防止上肢及下肢觸及危險區域之安全距離  

CNS 15985-1 銲工檢定試驗－熔融銲接－第 1 部：鋼材  

CNS 17025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事項  

CNS 16202-2 固定滑水道－第 2 部：指引  

ISO 2768-1 General  tolerances  −  Par t  1:  Tolerances for  l inear  and  angular  

dimensions without  individual  tolerance indicat ions 

3.  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水池 /游泳池 (pool /swimming pool )  

具 1 個以上水域，供游泳、休閒或其他水上體能活動之設施。  

[來源： EN 15288-1:2008+A1:2010 [ 1 ]之 3.1]  

3.2 公共使用 (public  use)  

對公眾或特定族群開放使用的，而非僅指定供擁有者、業主或經營者之家族與賓

客使用，其使用與付入場費無關。  

[來源： EN 15288-1:2008+A1:2010 [ 1 ]之 3.5]  

備考：出租房屋內私人使用之水池非屬公共使用。  

3.3 滑水道 (water sl ide)  

具有滑行面的一項設備或設施，於其上滑行並藉水作為降低摩擦及 /或速度的介

質，可自由滑行或使用乘坐裝置。  

備考 1.  在某些滑水道上，使用者亦可被推行 (例：藉助水流 )。  

備考 2.  分類參照第 4 節。  

3.4 平臺 (platform) 

提供進入起滑段之區域。  

3.5 起滑段 (start section) 

使用者進入滑行段並採取滑行姿勢之區域。  

3.6 滑行段 (sl ide  proper)  

用於滑行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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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終點部位 (f inal  part)  

滑行段中設計供使用者準備著陸的一部分，及後續允許著陸的部分 /區域。  

備考：後續部位可能為濺落區、截留單元或沙發單元等。  

3.8 著陸 ( landing)  

滑行動作之結束。  

備考：結束的方式可為直接著陸、衝浪著陸、減速並在截留單元或沙發單元上停

止。  

3.9 衝浪著陸 (surf landing) 

一種著陸的方式，意味著由終點部位的末端開始進行導引之動作，與終點部位之

設計無關，設計特點為特意在水池表面衝浪。  

3.10 截留單元 (catch unit )  

滑水道之組成部分，將使滑水者 (r ider )在滑水姿勢下產生停止。  

備考：參照圖 1。  

範例：  

 

說明  

1  水位線  

圖 1 典型截留單元圖例  

3.11 沙發單元 (sofa unit )  

滑水道之組成部分，將減慢滑水者在滑行表面上之速度，同時將滑水者側向移

離下一位滑水者之滑行路徑。  

備考：參照圖 2。  

範例：  

 

說明  

1  水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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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典型沙發單元圖例  

3.12 濺落區 (splashdown area)  

為特定水池或一般水池中之特定區域，使用者從滑水道末端著陸，並停留在水

中。  

3.13 水平面 (water level )  

在著陸區 ( landing area )所界定之操作水面。  

3.14 下降段 (drop) 

滑行段中傾斜率大於相鄰段之傾斜段。  

3.15 管狀滑道 (tube) 

滑水道中可完全作為滑行表面的封閉段，其截面未必為圓形。  

3.16 頂蓋 (cover) 

用於遮蓋敞開式滑道之裝置，非用於滑行。  

3.17 冒口 (r iser)  

適度延長的滑道段，用於滑行。  

3.18 擋浪屏  (wave screen) 

放置在淨空區域用以控制溢流水之裝置。  

3.19 乘坐裝置 (r ide enhancement device )  

設計供特定滑水道上 /內滑行之裝置。  

3.20 阻隔裝置 (barrier)  

制止使用者跌倒、跌落或通過之裝置。  

3.21 平均傾斜率 (average incl ination) 

傾斜率 x (%)以下列公式計算。  

 

 x=(h×100)/ l  

式中，  h  ：起滑段與終點部位起點間之高度 (m) 

 l  ：不包括終點部位之滑行段展開長度 (m) 

3.22 淨空區域 (c learance zone) 

在滑行段與終點部位，設計在使用者周圍的受控空間，用於防止使用者撞障礙

物。  

4.  分類  

4 .1 類型 1 

4.1.1 類型 1.1 

兒童直線滑道，由起滑段至水平面之高度不超過 1,000 mm 且平均傾斜率為 70 %

以下，可設計成單滑道或寬滑道 (可多個使用者同時使用 )形式。  

4.1.2 類型 1.2 

兒童用直線單滑道，平均傾斜率為 70 %以下且由起滑段至水平面之高度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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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h≤3 ,000 mm。  

4.2 類型 2 

4.2.1 類型 2.1 

兒童用彎曲狀單滑道，平均傾斜率 70 %以下且由起滑段至水平面之高度為 3,000 

mm 以下。  

4.2.2 類型 2.2 

兒童用螺旋狀單滑道，平均傾斜率 70 %以下且由起滑段至水平面之高度為 3,000 

mm 以下，其中滑道半徑為恆定且方向相同。  

4.3 類型 3 

單滑道，平均傾斜率 13 %以下 (不包括終點部位 )，使用者之平均滑行速度應為 5 

m/s 以下，使用者之最大滑行速度應為 8 m/s 以下。  

4.4 類型 4 

快速單滑道，平均傾斜率 13 %～ 20 % (不包括終點部位 )，使用者之平均滑行速

度應為 10 m/s 以下，使用者之最大滑行速度應為 14 m/s 以下。  

4.5 類型 5 

高速單滑道，平均傾斜率至少為 20 % (不包括終點部位 )，使用者之最大滑行速度

可能大於 14 m/s。  

4.6 類型 6 

4.6.1  類型 6.1 

獨立平行 (直線或弧形 )之多滑道，且滑道全長度併排，平均傾斜率最大為 13%，

使用者之平均滑行速率應為 5 m/s 以下，最大滑行速率應為 8 m/s 以下。  

4.6.2 類型 6.2 

獨立平行 (直線或弧形 )之多滑道，平均傾斜率為 13 %～ 25 %(不包含終點部

位 )，使用者之平均滑行速率應為 10 m/s 以下，最大滑行速率應為 14m / s 以下。 

4.7 類型 7 

寬直線滑道，最大傾斜率為 35 %，高度不超過水平面 8 m 且不超過地面 7.7 m，

使用者之最大滑行速度應為 8 m/s 以下。  

4.8 類型 8 

單滑道，具縱向下降斜度與上升斜度，有時藉助噴射水或特定裝置，使用者亦可

向上滑行。  

4.9 類型 9 

寬直線單滑道，當沿著滑道方向滑向末端，提供自由橫向左右擺動之滑行路徑，

使用者之最大滑行速度應為 14 m/s 以下。  

4.10 類型 10 

組合式滑道，使用者由另一類型滑道滑出進入圓碗型滑道，並沿螺旋路徑下降，

然後經由底部孔洞自由落入濺落區，或進入另一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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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與結構  

5 .1 一般  

如符合本標準之要求事項，則任何材料皆可用於建造滑水道、支架及乘坐裝置。 

5.2 材料之選擇  

使用之所有材料與表面處理應如下：  

(a)  適合所選擇用途、個別周圍環境及條件。  

(b)  符合相關標準 /法規。  

(c)  能夠承受高濕度並加上偶爾出現飽和及 /或腐蝕條件。  

(d)  不促進細菌生長。  

除非可進行檢驗與定期清潔，否則應避免使用可能遭受應力腐蝕之受應力不銹

鋼。如使用不銹鋼，所使用等級應依附錄 B 之規定。  

材 料 中 不 得 含 有 濃 度 超 過 0.1 % ( 參 考 資 料 [30] 所 分 類 )之 下 列 風 險 性 質

(r isk-phrase)物質：  

－  H317 可能引起皮膚過敏反應。  

5.3 證明書  

證明關鍵建築材料安全 (例：承重材料 )之證明書應為：  

－  符合相關標準 /法規。  

－  至少參考 EN 10204:2004 [ 2 ]所規定〝類型 2.2〞之試驗報告書。  

5 .4 製造廠商與安裝廠商  

製造廠商與安裝廠商應確保從事滑水道之建造與安裝人員，有能力勝任工作，且

銲工已依 CNS 15985-1 進行適當檢定與認可。零件之任何組裝、修改、調整或變

更，皆應僅能由具適當經驗與技能之人員完成。  

5.5 耐久性  

設計人員應規定防護方法或檢驗頻率。所有組件應以核准方法進行防護，以最大

程度減少因腐蝕或腐朽所引起之劣化。防護品質應取決於組件之使用。如使用中

空結構用鋼 (hol low sect ion  st ructural  steel )，應考量內部腐蝕。  

5.6 電機設備  

適用建築物內與建築物上 (例：游泳池，游泳池周圍 )之電機設備相關法規。  

備考：可參考 HD 60364-7-702 [ 1 7 ]。  

6.  設計  

6 .1 設計指引  

標準型滑水道或依顧客需求之一次性安裝之設計，應考慮下列事項：  

－  EN 15288-1 [ 1 ]，特別是初步風險評鑑及 EN 15288-2 [ 3 ]。  

－  滑道之預定使用者。  

－  有特定需要之使用者。  

在設計文件之使用 /可能使用者群體中，應指明其所有特徵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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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使用滑水道可能涉及之各種風險，例：拋出滑道、撞擊、跌落、灼傷或夾

陷。有關風險評鑑之指引，參照 CNS 16202-2 與參考 EN 15288-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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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設計分析  

6 .2.1  一般  

滑水道應視為構造物，類型 1 與類型 2 滑水道僅在適用時才視為構造物。注意

法定要求事項，例：有關入口通道設施與支撐方式。  

6.2.2 初步風險分析  

設計人員應在設計階段對每一滑水道進行初步風險分析，目的為識別其使用可

能發生之潛在危害與危害情況、應注意乘坐式滑水道事實上是劇烈的體能活動

及伴隨之風險比游泳池中通常所遭遇風險更大。此外，無論是暫時性或永久性

失能人員，可能無法安全使用滑水道。風險評鑑亦應考量風險與預防成本間之

平衡，並確保設計符合本標準及所有現行國家法規。  

所要考量之典型問題如下：  

－  滑水道之類型。  

－  預定之使用者。  

－  滑水道伸入一新游泳池成為綜合體。  

－  將滑水道整合至現有設施中。  

－  距離管制 (例：使用者間之干擾 )。  

－  入口管制 (例：使用者與非使用者間之干擾 )。  

－  與滑行段相關之危害，包括來自可能之惡意毀損，特別是可自由觸及之部

位。  

－  與著陸相關之危害。  

－  使用者之危險行為。  

－  周圍環境。  

－  往返滑道之人流量。  

－  使用滑水道對整個設施正常運轉之影響。  

應針對使用者群體 (特別是有特定需求之群體 )之安全性進行風險評鑑。  

對於本標準中尚未分類之滑水道，此評鑑甚至更為重要，且亦應考量第 8 節所

規定之特定安全要求事項，以使其盡可能符合要求事項。  

初步風險評鑑結果應提供進行實作試驗之滑道試驗員，參照 9.3。  

6.2.3 施工文件  

應向客戶提供施工文件，其中應包括滑水道穩定性與運轉安全評鑑及符合本標

準所要求之所有文件。  

類型 3 至類型 10 之施工文件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  滑水道之類型。  

－  建造符合本標準之聲明。  

－  完整之設計與現場組裝圖。  

－  有關預定用途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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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方法說明。  

－  規範要求之綜合應力與穩定性分析。  

－  滑水道特定功能之說明。  

－  任何淨空區之說明與尺度。  

－  所有材料規範。  

－  電機設備規範。  

－  與使用者相關之任何限制事項。  

備考：類型 1 與類型 2 滑水道可要求簡化文件。  

6.3 靜態計算  

6 .3.1  一般  

完整滑道 (包括支撐 )應依相關規範及適用規定，依使用安全之概念進行結構分

析。  

如無主管機關規定，完整滑道 (包括支撐 )宜參考 EN 1990 [ 5 ]使用安全概念進行結

構分析，且關聯零件使用依表 1、表 2 及表 3 之部分因子法 (par t ia l  factor  method)

及依表 4 的組合因子。  

 

表 1 極限狀態組合之部分因子  

永久作用力  可變作用力  

不利  有利  主要可變作用力  伴隨作用力  

γG , i=1.35 γG , i=1.00 γQ , 1 =1.50 γQ , i=1.50 

 

表 2 使用性 (serviceabi l i ty)組合之部分因子  

永久作用力  可變作用力  

不利  有利  主要可變作用力  伴隨作用力  

γG , i=1.00 γG , i=1.00 γQ , 1 =1.00 γQ , i=1.00 

 

表 3 偶然作用力 (acciden ta l  act ions)組合之部分因子  

永久作用力  可變作用力  

不利  有利  主要可變作用力  伴隨作用力  

γG , i=1.00 γG , i=1.00 γQ , 1 =1.00 γQ , i=1.00 

 

表 4 組合因子 ψ0、 ψ1 及 ψ2  

 ψ0  ψ1  ψ2  

風載重  0 .30 0.1 0 

溫度變化  0 .30 0.25 0 

 



 

 

 

 

 

CNS 草 -制 1090265:2023 

－ 12－  

備考：  在某些歐洲國家，可能要求檢驗機構提供滑水道正確結構之證明書，以

證明滑水道之整體結構及其興建方式符合所有相關標準與法律。  

6.3.2 滑道區域內之作用力  

6 .3.2.1  自重 Gk  

滑道每一部位之自重，必須由專家使用每一部位材料之計算或試驗進行確定。 

自重為永久延時之永久作用力。  

6.3.2.2  水之作用力 Wak  

為確定水之載重，須考量滑道截面與斜率所算得滑道上之實際水量。  

如滑道係由具不同斜率之各段組合而成，則每段皆必須單獨計算，例：對具

斜率小於 5 %與大於 20 %之段。如使用者能在斜率小於 20 %之段中壅水 (水

流受阻而產生水位升高之現象 )，則該段所算得之水量必須加倍。  

水之作用力為短延時的可變作用力。  

6.3.2.3  使用者之作用力  Qk,i 與 Fx,i 

由滑道使用者所引起之作用力，必須依表 5 進行計算。  

 

表 5 滑道使用者之作用力  

類型  
滑道使用者

作用力 Qk,i 

重塊長度  

(m) 

計算離心力 Fx,i之數據 ( a )  

使用者最

大速度  

(m/s)  

載重施加

之長度  

(m) 

載重施加在底部上

方之位置 (參照圖 3) 

(m) 

1 0.8 kN/m －  －  －  －  

2  0.8 kN/m 5.0 3.5 5.0 ( e )  0 .1 

3 1.5 kN/m 5.0 
3.5 

8.0 ( b )  

5 .0 ( e )  

1 .0 ( b )  
0 .1 

4 1.5 kN/m 1.0 14.0 1.0 0.35 

5 1.5 kN/m 1.0 16.0 1.0 0.35 

6.1 1.5 kN/m 5.0 
3.5 

8.0 ( b )  

5 .0 ( e )  

1 .0 ( b )  
0 .1 

6.2 1.5 kN/m 1.0 14.0 1.0 0.35 

7 
1.5 kN/m 2 ( c )  

0.5 kN ( d )  

－  

－  
8 .0 

5.0 ( e )  

－  
0  

8 1.5 kN/m 1.0 8.0 1.0 0.1 

9 1.5 kN/m 2 ( c )  －  14.0 5.0 ( e )  0  

10 1.5 kN/m 2 ( c )  －  14.0 5.0 0.35 

備考：類型 8、類型 9 及類型 10 須依使用類型進行考量，例：單一滑水或串鏈式

滑水。正確設置載重長度很重要。  

註 ( a )  滑水人員之最大加速度 (7.7.3)。  

( b )  單人。  

( c )  在整個滑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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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滑道側面位於底部上方 0.5 m 高度之水平力。  

( e )  最多 5 人串鏈式滑水。  

在彎道上移動之質量，產生徑向向外作用之離心力 Fx , i。離心力 Fx , i 可水平作用

(於曲線中 )或垂直作用 (於斜率變化時 )。  

計算離心力 Fx , i 之數據，應取自表 5。  

作用力 Qk , i 與 Fx , i 之施加點，應取自圖 3。  

由滑道使用者引起之作用力，為短延時的可變作用力。  

 

 

說明  

a  Qk , i 與 Fx , i 之曲率半徑的測定點  

b 100 mm 或  350 mm，參照表 5 之第 6 欄  

Fx , i  離心力 (此處為水平方向 )  

Qk , i  滑水人員之作用力  

 

圖 3 曲率半徑及 Qk , i 與 Fx , i 施加之測定點圖例  

 

6.3.2.4 風作用力 Wk  

所有類型滑道應參照 EN 1991-1-4 [ 4 ]計算風作用力  

風作用力為短延時之可變作用力。  

6.3.2.5 溫度作用力 Tk  

計算溫度作用力，必須考慮下列因素：  

(a)  由下列溫度變化引起膨脹所造成之溫度作用力：  

－  如滑道為不運轉，最小±30 ℃。  

－  如滑道為運轉中，最小±10 ℃。  

(b)  在封閉式滑水道中，由下列滑水道上部與底部之溫度不同所引起之作用力： 

－  滑水道截面之溫度差異為±20 ℃。  

(c)  如可以構造型式補償膨脹，例：支撐與滑行路徑上之滑道以非固定安裝方

式補償膨脹，則溫度作用力不適用。。  

Qk , i  

Fk , i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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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溫度作用力為短延時之可變作用力。  

6.3.2.6 撞擊  

必須考量由撞擊所引起之作用力，例：在開始時。  

6.3.2.7 穩定作用力  

所算得穩定作用力為支撐系統重心水平方向上垂直作用力之 1/20。  

6.3.2.8 其他作用力  

所有其他可能之作用力必須予以考量，並參考 EN 1990 [ 5 ]之一般組合規則進

行組合。  

6.3.3 通道、平臺及欄杆  

如滑道入口通道為緊急逃生路線，則作用力必須參考 EN 1991-1-1 [ 7 ]進行考量。 

如滑道入口通道不是緊急逃生路線，則作用力必須依附錄 C 進行考量。  

6.3.4 作用力之組合及查證  

所有部位均應經過查證，以確保使用性與結構安全。  

E d /R d ≤1 .0  

滑道材料之反作用力 (抗力 )額定值 R d 必須依規範、專家報告或其他認可客觀證

據之要求事項進行確定。  

作用力 E d 額定值應依下列之組合規則計算。  

用於結構安全性查證之作用力額定值 γG 與 γQ 應取自表 1 且 ψ0 應取自表 4。  

用於使用性查證之作用力額定值 γG 與 γQ 應取自表 1 且 ψ2 應取自表 4。  

用於偶然載重情況〝滑道阻塞 (sl ide jam)〞查證之作用力額定值 γG 與 γQ 應取自

表 3 且 ψ1 應取自表 4。  

載重情況 1：〝運轉中〞－滑道使用者與以水行動為主要作用力：  

LC1=ΣγG, i× Gk , i+γQ , 1 × Wak+γQ , 1 × Qk , i+γ Q , 1 × Fx , i+ΣγQ , i×ψn × Wk+γQ , i×ψn × Tk  

載重情況 2：〝不運轉〞，風為主要作用力：  

LC2=ΣγG, i× Gk , i+γQ , 1 × Wk+Σγ Q , i×ψn × Tk 

載重情況 3：意外載重情況〝滑道阻塞 (sl ide jam)〞：  

LC3=ΣγG, i× Gk , i+γQ , 1 × Qk , i+ΣγQ , i×ψn × Wk+γQ , i×ψn × Tk  

此載重情況僅適用於具斜率小於 20 %之滑道或滑道部位，除載重情況 1 外，在

滑道之整個長度上，各別計算具斜率小於 20 %之滑道部位的作用力 Qk , i。  

其他作用力參考 EN 1990 [ 5 ]之組合規則進行考量。  

7.  滑水道安全要求事項  

7 .1 一般  

滑水道之形狀不必與圖 6 至圖 15 相同，僅必須符合規定之尺度與要求事項。許

可差於圖中未規定者，應符合 ISO 2768-1 之 v 級。  

一般安全建議事項為使用者與滑行段宜保持接觸。  

如在滑行過程中預定讓使用者自滑水道躍起 (a i rborne)，則著陸不得造成傷害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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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依 9.3 進行實作試驗。  

7 .2 夾陷  

為防止夾陷風險，完整安裝應符合 CNS 15523 之 4.2.2 與 CNS 15523 之 4.2.3 及

參考 EN 13451-1： 2011+A1： 2016 [ 8 ]之 4.7 的要求事項。  

7.3 表面  

7 .3.1  一般  

員工與公眾可達之不可行走表面，須予以保護或以防止傷害之方式建造。淨空

區域 (參照 8.3)內之表面應無孔，惟用於水或特定功能 (例：燈光或聲音效果 )之

孔除外。  

7.3.2 滑行段表面  

滑行段之表面應形成光滑表面且無不平整之處；此表面包括頂部返回可由使用

者抓握或觸及之外表面與內表面。  

2 個元件接合處允許有高度差，惟高起方向不得與滑行方向相反。僅容許具單一方

向上尺度為 8 mm 以下之功能性開口 (例：排水，燈光與聲音 )。接合處與孔不得造

成傷害，亦不得造成不舒適。使用者可觸及之組件應為使用工具方能移除。  

實作試驗依 9.3。  

7.4 角與邊緣  

為防止傷害，淨空區域內之所有角與邊緣，皆應予以磨圓或適當保護，半徑宜至

少 3 mm。  

7.5 滑水道入口通道  

7 .5.1  一般  

滑水道入口通道依主管機關法規及要求事項建造。  

如無主管機關法規及要求事項，則適用下列要求事項：  

－  踏階應為水平；為便於排水，容許傾斜率為 2.5 %以下。  

－  滑水道宜以合適階梯或坡道到達，在某些情況下以升降機輔助之。踏板梯

(stepladder s)為另一種選擇，其餘梯具 ( ladder s)不允許使用。  

－  未營運之滑水道，應適當防止進入起滑段。  

7.5.2 階梯  

滑水道之階梯，依主管機關法規及要求事項建造。  

如無主管機關法規及要求事項，則適用附錄 C 之要求事項。  

7.5.3 踏板梯  

踏板梯為從踏板梯底部進入高度 3,050 mm 以下之平臺入口通道的另一種方

式，且與水平方向之傾斜度應為 60°≤x≤75°。  

踏板梯之兩側應有扶手，彼此間之距離應為 700 mm 以下，傾斜度與踏板梯本

身相同，且由扶手至踏板前緣之間距為 120 mm～ 180 mm。對於滑水道類型 1

與類型 2，間距不得超過 1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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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梯到達所需具有阻隔裝置之高度時，扶手應直接與阻隔裝置連結。  

供握持部位之尺度，參照 EN 13451-2 [ 9 ]之規定。類型 1 與類型 2 之尺度應為 35 

mm 以下。  

踏板梯之踏板深度應為 70 mm～ 250 mm 之間，兩相鄰踏板的頂面間之最大垂直

距離應為 250 mm。任何上方踏板之前緣與相鄰下方踏板的後緣應部分重疊。  

7.5.4 平臺  

在入口通道設施之末端，應在起滑段入口前面具深度至少 500 mm 之平臺，以

防止使用者向後跌落。對於滑水道類型 1 與類型 2 之平臺，如進入平臺之方向

不是滑行方向，則深度可減小至 300 mm。  

平臺應具依 7.5.5 規定之阻隔裝置，其高度應由距離護欄 1,000 mm 範圍內人員

可站立之最高點所測得，參照圖 4。  

平臺寬度應至少具滑行段寬度。起滑段之設計應使其與初始滑行移動之方向對齊。 

7.5.5 防止跌落  

滑水道類型 3 至類型 10 適用下列要求事項：  

(a)  滑水道之平臺、坡道及階梯應設有阻隔裝置，其設計應防止攀爬，另階梯

兩側應具扶手。  

(b)  供握持之部位，參考 EN 13451-2 [ 9 ]在其中心進行量測，任何方向上之尺度

應 25 mm≤x≤50 mm。安裝在坡道或階梯上的阻隔裝置應延伸至整個長度，

阻隔裝置應具表 6 中所述之高度。  

 

表 6 阻隔裝置高度  

使用者站立點之離地高度  

(m) 

阻隔裝置高度 H ( a )  

(mm) 

≥12.0 ≥1,300 

>1.0 ≥1,000 

≥0.6 ≥700 ( b )  

註 ( a )  由人員在距離阻隔裝置 1,000 mm 範圍內可站立之最高點開始量測。  

( b )  符合初步風險評鑑之結果，特別是在指定使用者與實際墜落高度方面，H

可減少至 3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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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最高站立點  

2  平臺  

3  距離較高站立點 1,000 mm 範圍內之阻隔裝置  

4  距離較高站立點 1,000 mm 範圍外之阻隔裝置  

3、 4 放置阻隔裝置之不同可能性  

X  人員可站立之最高點的高度  

 

圖 4 阻隔裝置高度之圖例  

 

備考：阻隔裝置 [例：格柵、全面板圍籬 (ful l  faced panels)或牆壁 ]之設計，宜

考量與設施使用有關之視覺需求。  

(c)  平臺表面與阻隔裝置下緣之間及與任何填充元件之間的開口，不得使 EN 

13451-1:2011+A1:2016 [ 8 ]之小頭探棒 A 通過。  

(d)  初步風險評鑑時，應考慮是否需增添扶手。如在坡道或階梯上設計扶手，

其安裝高度應為 850 mm≤x≤1 ,000 mm。  

(e)  自平臺開始至滑行段二固定側之側向保護裝置頂部邊緣應為連續。平臺之高度

超過 1,000 mm 時，起滑段二固定側應延伸至平臺兩側。  

滑水道類型 1 與類型 2 適用下列要求事項：  

( f)  供握持之部位，過其中心量測，任何方向上之尺度應 16 mm≤x≤4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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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其他先前規定之要求事項，應儘可能且合理應用於滑水道類型 1 與類型 2。 

7.5.6 防滑  

平臺之可行走表面，參考 EN 13451-1： 2011+A1： 2016 [ 8 ]表 1 之 18°級組 (r a t ing 

group)的要求事項。  

平臺之入口通道設施表面，參考 EN 13451-1：2011+A1：2016 [ 8 ]表 1 之 24°級組

要求事項。  

7.6 滑水道類型 2 至類型 10 之起滑段  

如起滑段不是平臺之一部分，則應具 7.5.5 所規定相同高度與特性之阻隔裝置。  

起滑段自阻隔裝置頂部沿滑行方向至滑道兩側應無縫銜接。  

滑水道類型 2 至類型 10 適用下列要求事項：  

－  起滑段應以後方人員不能將使用者直接壓在滑行段上之方式建造。  

備考：  此可以下列方式達成：  

例：藉由安裝高架起滑段，藉由在通道與起滑段本身之間插入一個加

高踏，藉由減速彎道路徑。  

－  非設計供乘坐裝置使用之敞開式滑水道，應具位於起滑段與滑行段間滑道表

面上方 800 mm≤x≤1 ,100 mm 之橫桿。  

－  設計供乘坐裝置使用之敞開式滑水道，應具位於起滑段與滑行段間乘坐裝置

上方 800 mm≤x≤1 ,100 mm 之橫桿。  

備考：  管狀滑道亦建議使用具類似特性之橫桿。  

7.7 滑行段  

7 .7.1 一般  

敞開式滑道之二外側頂部邊緣，應以使用者使用許可姿勢而無法觸及或碰到滑

道外部之方式製成。滑行段之個別組件，應以能讓使用者全程控制於滑道內且

其自然前進為安全之方式進行配置或設計。  

實作試驗依 9.3。  

有關改變自然前進之功能，參照 7.1 之要求。  

7.7.2 滑行路徑  

滑行路徑之設計應能防止下列風險：  

例：翻滾、翻轉、撞擊滑道、大範圍橫向擺動、變得不穩定、由滑道中拋出等。 

實作試驗依 9.3。  

7.7.3 滑水人員之最大加速度  

加速度及其持續時間應符合表 7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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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重力加速度與相關持續時間  

加速度  

(g)  

持續時間  

(s)  

≤4 <0.1 

≤2.6 ≥0.1 

備考： g=重力； 1 g=9.8 m/s2。  

 

實作試驗依 9.3.4。  

範例：離心力向量與重力向量 g 須向量相加  

使用者之速度： v=16 m/s 

滑行路徑之半徑： r=11.0 m 

離心加速度： a= v 2 /r  =  16 2 /11 = 23.27 m/s2  =  2.37 g  

滑水人員之最大加速度 ga )12 . 3 7(
22

m a x  =2.57 g 

7.8 管狀滑道與有頂蓋段  

如在管狀滑道或有頂蓋段中存在牽涉喪失知覺方向或焦慮之特定功能 (例：完全黑

暗部分，噴淋水等 )，則應在入口通道設施之前告知使用者。資訊依 CNS 16202-2

之 5.2。  

7.9 終點部位  

7 .9.1  一般  

滑行段終點部位之第一區域，應設計供使用者準備安全著陸。  

備考：如使用者於受控位置意識其速度放慢且已準備著陸，則可達成此目的。  

終點部位後續容許著陸之部位 /區域的類型選擇，應考量多種因素 (例：設計、

滑道類型、速率 )及其將對某些問題 (例：風險評鑑、滑道營運方式 )具影響之事

實。  

就使用者之安全著陸而言，須最好使用截流單元 /沙發單元，特別是快速及 /或

長滑道；第二種選擇為專用水池；第三種選擇為一般用途水池。  

實作試驗依 9.3。  

7.9.2 著陸裝置 /著陸區域  

7 .9.2.1  一般  

考量著陸作用力之各種可能性，須滿足不同之安全要求事項。  

如可預見使用者以減速著陸，應使用下列 2 種合適裝置。  

7.9.2.2  減速單元  

7.9.2.2.1  截留單元  

截留單元可使用於每種類型之滑水道 (惟類型 10在碗型滑道之後具濺落區者

除外 )，惟使用於著陸速率大於 10 m/s 之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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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留單元依下列方式進行設計：  

－  使用者安全停止，不撞擊單元末端。  

－  使用者可安全快速離開。  

截留單元與滑行段間之接合處，亦應遵守 7.3.2 之要求。  

備考：注意有關出口方式之主管機關法規及要求事項。  

截留單元為應可完全排水且達清潔目的之合適裝置。  

實作試驗依 9.3。  

7.9.2.2.2 沙發單元  

沙發單元可使用於每種類型之滑水道 (惟類型 10 在碗型滑道之後具濺落區

者除外 )。  

沙發單元依下列方式進行設計：  

－  單元上之使用者，以相對於體重與速率，並藉由滑行面附加之側向斜

度，應具可側向移離下一位使用者之路徑。  

－  使用者不撞擊即可安全停止。  

－  使用者可藉由沙發單元步行離開或藉其送至淺水池，側向安全快速離

開。  

實作試驗依 9.3。  

7.9.2.3  濺落區  

如使用者速率減慢至 10 m/s 以下，則濺落區可使用於每種類型之滑水道。  

相關尺度參照附錄 A。如濺落區係使用於類型 5、類型 8、類型 9 或未分類滑

水道，則其尺度應與具最大著陸速率相同之分類滑水道相同。  

備考：  濺落區須提供水流，用以將使用者移開，以最大程度減少碰撞風險。  

實作試驗依 9.3。  

類型 10 之濺落區應符合圖 A.5。  

7.9.2.4  衝浪著陸區  

僅在可預見使用乘坐裝置之滑水道才可使用著陸區。  

只要可預見衝浪著陸，衝浪著陸區之尺度設計應依據具體的初步風險評鑑，

此評鑑應考量用以避免對固定結構造成任何撞擊之所有因素 (例：於終點部位

之速率，體重與乘坐裝置之質量，乘坐裝置之類型 )。  

7.10 濺落區  

如滑道終止於水池中，則由水池到達樓板平面 (floor  level)之出口，應為斜坡式

池底、階梯或參考 EN 13451-2 [ 9 ]之踏板梯，需要參考 EN 15288-1 [ 1 ]。  

出口之設計應可快速安全離開，而不會干擾隨後之使用者，同時也要考量相關

之入口通道方式。依圖 A.1、圖 A.2 及圖 A.3，要在水池底部標線或滑道之間要

有軟質浮繩。  

使用者之出口路徑不得干擾其他滑道的出口路徑。對於寬滑道、多滑道及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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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以上滑道之終點部位進入水池的同一側，則應設計出口方式，以迫使使用者

向前移動並遠離其他使用者之路徑。出口之可用位置如圖 A.1、圖 A3，圖 A.4

及圖 A.5 所示。  

如適用，截留單元亦應符合此項要求事項。  

7.11 輔助裝置  

7 .11.1 頂蓋  

除接合處外，內表面應光滑且無不平整。固定方法之構造，應避免對使用者造

成傷害。  

7.11.2 乘坐裝置  

標準中所規定之安全相關尺度 (例：淨空區域，有頂蓋段之入口高度，管狀滑

道之內徑 )與在滑行段上滑行之使用者相關。在設計預見使用乘坐裝置的設施

時，此等尺度應為適合裝置之尺度。  

滑水道如可預見使用乘坐裝置，設計時亦應考量使用者脫離其乘坐裝置及 /或

與分離裝置接觸之可能性。必要時，應可預見使用者回復原位及分離裝置回復

原位。  

乘坐裝置於濺落池中使用時應漂浮，邊緣應依 7.4 規定。  

裝置上應清楚標示所適用特定體姿、體重及體長之指示，或相同資訊應於乘坐

裝置之搭乘處清楚顯示。  

如乘坐裝置非使用軟材料製成 (例：充氣或軟質發泡裝置 )，則製造商應告知需

要之營運條件，以避免其與使用者間之撞擊。  

實作試驗依 9.3。  

7.11.3 其他組成部分  

7 .11.3.1  頂蓋型入口或管狀入口、擋浪屏及冒口  

滑道起點以外之處，如安裝頂蓋型入口或管狀入口、擋浪屏及冒口，則滑道兩

側面應有在速率方面以最大角度 45°之平滑轉換，邊緣半徑應為 100 mm 以上。 

備考：所要求之半徑可為一體式或以使用附加物 (例：軟質緩衝墊 )達成。  

頂蓋型入口或管狀入口之高度應至少為 1,200 mm。對於管狀入口，在第 1

個 1 m 之後可平滑轉換至標稱設計直徑。  

參照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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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說明  

1  滑行方向  

圖 5 轉換圖例  

 

7 .11.3.2  不同截面間之轉換  

如 2 個不同截面之間，設計為在速率與滑行路徑方面可平滑通過，則 2 個不

同截面之間可進行轉換。  

實作試驗依 9.3。  

7.12 供水  

7 .12.1 一般  

直 接 由 公 眾 可 及 區 域 抽 水 送 往 滑 水 道 之 抽 吸 系 統 ， 其 設 計 可 參 考 EN 

13451-3 [ 1 0 ]。  

7.12.2 水流量  

由於水流量會影響滑行之安全性，因此應由供應商界定水流量，並在試運轉時

對每一設備進行確認。在起滑段之後引入額外之水，隨後應將其除去或應考量

其對滑行之影響。所注入之水為特定效果的一部分時，在設計階段應特別注意

流量，包括流量可能中斷之影響。  

應採取措施以確保消除未經授權人員對水流量之擾亂。初步風險評鑑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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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應顯示是否需要安裝在故障事件時起動之警報裝置。  

類型 3 以上滑道及類型 2 具截留單元之滑道，初步風險評鑑亦應顯示是否須為

其提供監視水流之裝置，以利故障時起動警報並通知負責人員。  

進水口位置不得在起滑段之後。  

水流量應如下：  

－  類型 1.2 至少為 0.18 m 3 /h。  

－  類型 2.1 與類型 2.2 至少為 2.4 m 3 /h。  

－  類型 3、類型 4、類型 5 及類型 6(類型 6 之弧形多滑道 )至少為 90 m 3 /h。  

－  類型 6 之直線多滑道的每條滑道，每 1 m 滑道寬度至少為 6 m 3 /h。  

－  類型 7 每 1 m 寬度至少為 6 m 3 /h。  

類型 1.1 未要求最低水流量，如製造廠商要求某些型式之水流量，應於滑道手

冊中清楚說明。  

類型 8、類型 9 及類型 10 之進水口位置水流量、數量及其他相關特性，應由製

造廠商確定並於滑道手冊中指明。  

實作試驗依 9.3。  

7.13 使用者間之干擾  

滑道之設計及 /或安裝、配置以及營運方式，應能防止使用者間之非計畫或意外干擾。 

備考：  使用者間之意外干擾，可能由於以下原因所引起：  

例：  滑行開始間隔不適當及 /或由於不同滑行姿勢 (sl iding posi t ions)所

導致使用者速率顯著差異。  

如不同滑行姿勢導致速率顯著差異，則僅允許 1 種滑行姿勢 (或 1 組產生類似速

度之姿勢 )，或距離控制須依情況配置。  

如以允許姿勢 (a l lowed posi t ion )滑行，會導致使用者不自主停止，則依 CNS 

16202-2 之附錄 A 更換 /限制此允許姿勢。  

實作試驗依 9.3。  

7.14 使用者與非使用者間之干擾  

滑道之設計及 /或安裝以及營運方式，非使用者應無法在其淨空區域干擾使用者。 

實作試驗依 9.3。  

8.  類型 1 至類型 10 之附加安全要求事項  

8 .1 滑行段  

8 .1.1  類型 1 

8.1.1.1  類型 1.1 

截面尺度依圖 6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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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H  120 mm 以上  

X  350 mm 以上  

圖 6 類型 1 之截面圖例  

 

側面應垂直於滑行表面或與滑行表面呈弧形或角狀鈍角。  

8.1.1.2  類型 1.2 

除管狀滑道內徑為 750 mm 以上者外，截面尺寸依圖 6 之規定。  

側面應垂直於滑行表面或與滑行表面呈弧形或角狀鈍角。  

8.1.2 類型 2 

8.1.2.1  類型 2.1 

除管狀滑道內徑為 750 mm 以上者外，截面尺寸依圖 7 之規定。  

 

 

說明  

H a  400 mm 以上，用於外部曲線  

Hb  200 mm 以上，用於內部曲線  

350 mm≤X≤700 mm 如滑行段為平底  

350 mm≤X≤900 mm 如滑行段為圓底  

a  外部曲線  

b  內部曲線或直線  

 

圖 7 類型 2.1 之截面圖例  

 

X 

H 

H
a
 

H
b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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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面應垂直於滑行表面或與滑行表面呈弧形或角狀鈍角。  

備考：如滑行段為平底，則須減小至內部曲線半徑。  

8.1.2.2  類型 2.2 

除管狀滑道內徑為 750 mm 以上者外，截面尺寸依圖 8 或圖 9 之規定。  

 

 

說明  

H  400 mm 以上  

350 mm≤X≤700 mm 如滑行段為平底  

350 mm≤X≤900 mm 如滑行段為圓底  

 

圖 8 類型 2.2 之截面圖例  

 

8 .1.3  類型 3 

除管狀滑道應具下列之一種內徑外，截面尺寸依圖 9 之規定。  

－  800 mm 以上。  

－  如可預見有偶然躍起之可能性，則為 1,000 mm 以上。  

－  如允許坐姿，則為 1,200 mm 以上。  

8.1.4 類型 4 

如非管狀滑道，則截面尺寸依圖 9 之規定。  

如為管狀滑道，則直徑應為 800 mm 以上。  

 

H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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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95°以下  

X 800 mm 以上 (滑道寬度 )  

H1  類型 3 為 600 mm 以上；類型 4 為 700 mm 以上  

H2  200 mm 以上  

a  外部曲線  

b 內部曲線或直線  

 

圖 9 類型 3 與類型 4 之截面圖例  

 

8.1.5 類型 5 

具弧形底之直線滑道應符合類型 4 之要求事項，參照圖 9。  

具平底之直線滑道依圖 10 之規定。  

如滑道非直線，則依下列建造管狀滑道：  

－  如設計為可自由使用，則內徑為 800 mm 以上且最大內徑為 900 mm。  

－  如設計可與乘坐裝置一起使用，則內徑為 1,000 mm 以上且最大內徑為 1,500 

mm。  

a 

H
1
 

H
2
 

b  

α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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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600 mm≤b≤700 mm  

h  400 mm 以上  

  12°以下  

R  40 mm 以上  

圖 10 類型 5 之截面圖例  

 

8.1.6 類型 6 

直線滑道之截面尺寸，依圖 11 之規定。  

 

 

說明  

600 mm≤b1 ≤1,800 mm 

b 2  150 mm 以上  

h 1  500 mm 以上  

h 2  200 mm 以上  

 

圖 11 類型 6 之截面圖例  

 

類型 6.1 之弧形多滑道之每一軌道，應具符合圖 9 類型 3 之截面。  

類型 6.2 之弧形多滑道之每一軌道，應具符合圖 9 類型 4 之截面。  

直線多滑道應具符合圖 9 或圖 11 之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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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類型 7 

寬滑道之截面尺寸，依圖 12 之規定。  

 

 

說明  

2 ,000 mm≤b≤5,000 mm 

h 500 mm 以上  

R h/2 mm 以下  

圖 12 類型 7 之截面圖例  

 

8.1.8 類型 8 

使用者及其乘坐裝置無法繼續滑行時，應有由滑行段能讓使用者及其乘坐裝置

為回復原位預先採取措施。  

8.1.9 類型 9 

設計符合初步風險評鑑。  

8.1.10 類型 10 

滑道之設計，應避免使用者沿其滑行路徑越過碗型滑道 (bowl)入口之可能性。  

製造商應說明滑行段上所允許使用者之人數，必須考慮此要求並將其包含於風

險評鑑中。對於降落至戲水池之滑道，一次僅允許一位使用者。  

8.2 濺落區  

8 .2.1  加速度  

以計算或依 9.3.4 測試，加速度與其持續時間應符合表 7 之規定。  

8.2.2 一般與專用水池  

尺度規定於附錄 A，圖 A.1 至圖 A.5 為最小尺度。  

在任何情況下，在著陸時，使用者應不會觸及濺落區之周圍牆壁或碰撞相鄰滑

道。  

實作試驗依 9.3。  

如類型 2 至類型 4 之多個滑道的終點部位進入水池同一側以及類型 6 之多滑

道，每一水道在水池底部應標示對比色中心線及 /或應使用軟質浮繩，將使用者

引導至擬定之出口。  

表 5 與表 6 所示為不同落下距離之最低水深；濺落區之水池底部應無不平整之

處。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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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低水深符合圖 14 與表 8，則附錄 A 中所界定之濺落區，水池底部可傾斜；

如水深為 1.35 m 以下，則應適用 EN 15288-1:2008+A1:2010 [ 1 ]之 5.6.3.1 所規定

之要求事項；如滑行動作終止於水池底部，則不適用 EN 15288-1:2008 +A1:  

2010 [ 1 ]之 5.6.3.1(c)所規定的防滑要求。  

在一般泳池中，應安裝防止其他使用者穿越指定濺落區之裝置。  

8.2.3 著陸之要求事項  

8 .2.3.1  類型 1 與類型 2 

由終點部位至水池底部之高度差 (h)及濺落區的水深 (d)，參照圖 13 及圖 14。  

 

 

說明  

1  水池底部  

2  終點部位  

d  水深  

h  終點部位與水池底部間之高度差  

 

圖 13 類型 1 與類型 2 之終點部位至水池底部間高度差 (h )及滑道出口水深 (d)圖例  

 

說明  

d  水深 (mm) 

h  終點部位與水池底部間之高度差 (mm) 

1 水深足夠  

 

圖 14 類型 1 與類型 2 之終點部位與水池底部間高度差 (h)及濺落區水深 (d)圖例  

d
 

2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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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部位之傾斜率不得超過 10 %。類型 1.1 之水深不得超過 500 mm。  

使用者著陸期間應不會撞擊 (碰撞 )水池牆壁。  

8.2.3.2  類型 3、類型 4、類型 6、類型 7、類型 8、類型 9 及類型 10 

類型 3、類型 4、類型 6、類型 7、類型 8、類型 9 及類型 10 之下降距離 (由終

點部位之末端至水平面 )與水深間之關係依表 8 之規定。  

於整個濺落區進行量測，最小水深應符合附錄 A 之規定。  

 

表 8 類型 3、類型 4、類型 6、類型 7、類型 8、類型 9 及類型 10 之濺落區

的下降距離與水深  

下降距離 ( a )  

d f  

(mm) 

類型 3、類型 4、類型 6、類型 7、類

型 8、類型 9 及類型 10 之水深  

(mm) 

0<d f  ≤200  ≥1,000 

≤600 ≥1,800 

註 ( a )建議類型 7 之 d f  = 0 mm。  

 

中間值須線性內插。  

下降距離為 600 mm 以上者，須依據實際安裝與設計增加水深，惟在任何情

況下，使用者著陸時皆不得撞擊水池底部。  

實作試驗依 9.3。  

8.2.3.3  衝浪著陸之要求事項  

如可預見在水池中衝浪著陸，則在其衝浪活動期間，應不會觸及水池周邊或

任何障礙物。  

實作試驗依 9.3。  

8.3 淨空區域  

淨空區域相關事項如下：  

－  以使用者之身體為軸線，而非以滑行段為軸線。  

－  使用者在滑行段與終點部位上可預見之姿勢，參照圖 15 所規定之尺度與起始點。 

技術上不可避免之組件 (例：現有建築物之部分 )，如以適當保護裝置進行防護， 則

位在延伸之淨空區域內為可接受。一體式或使用附加物、光滑且無不平整，邊緣

磨圓至半徑為 100 mm 以上 (參照圖 5 之管狀入口 )。製造廠商應於滑道手冊中指

明特定滑道所指定之淨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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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a)  類型 3、類型 4、類型 5、類型 6(弧形 )

及類型 8 

(b)  類型 1、類型 2、類型 6(直線 )、

類型 7 及類型 9 

說明  

1  延伸之淨空區域  

2  滑道之側面高度  

圖 15 淨空尺度圖例  

 

如乘坐裝置為可預見，則圖 15 之垂直尺度應增加裝置高度。  

類型 1.1 滑道取決於水池之設計，如滑道正好位於牆壁旁，且滑行段側面係以具

高度 600 mm 以上之側面進行防護，則滑道一側面上之淨空區域可能為 0 mm，沿

整個滑道無任何間隙。  

9.  查核與試運轉  

9 .1 一般  

技術試驗應包括對現有滑水道之初步風險評鑑查核及技術文件查核。  

最終風險評鑑應考量技術試驗之結果。  

9.2 技術性與實體查核  

除要求實作試驗依 9.3 外，標準之要求事項，應使用最合適之方法 (例：目視檢查

及 /或觸覺檢查或量測 )進行查證。  

應由具滑水道領域必要技術、營運知識及經驗之獨立第三方專家進行技術性及實

體查核。  

9.3 實作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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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一般  

類型 3 至類型 10 之滑道，應測試 7.1、7.3.2、7.7、7.9.1、7.9.2.2、7.9.2.3、7.11.2、

7.13、 7.14、 8.2.2 及 8.2.3 之要求事項。  

試驗應由一位以上滑道試驗員同時進行，作為試運轉之一部分。  

如法規未指定滑道試驗員，其委任應由當事人間協議之。  

9.3.2 滑道試驗員  

應由試驗員進行實作試驗，並具滑水道領域必要技術、營運知識及經驗。滑水

道試驗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  身體健康。  

－  具有關所使用試驗方法及其評定之理論知識，包括量測儀器與對所有主要

類型滑道之實作滑行經驗。  

－  具有關如何達到極限滑行狀態之實作經驗 (例：最大與最小速率，躍起，泳

衣與滑行段適當接觸之最大或最小面積，滑行中舉升身體 )。  

在進行實作試驗之前，滑道試驗員應多次使用滑道，以熟悉滑道。  

可以具不同體型與大小之滑道試驗員進行附加試驗。  

備考：滑道試驗員最好獨立於生產者與經營者。  

9.3.3 滑行條件  

試驗員應以變化滑行姿勢、泳衣最大及最小面積等，尋求導致最小與最大速率

及加速度之模擬條件。  

為獲得最大速率及其結果之最大加速度，應採用所有允許滑行姿勢。應穿著泳

衣進行此等試驗，並在可預見情況下使用所設計之乘坐裝置。  

為獲得最小速度及其結果之最小加速度與滑行速率的差異 (例：確定距離控制之

類型 )，應採用所有允許滑行姿勢。  

每項試驗應至少重複 5 次，並保持相同條件 (例：允許滑行姿勢，體態，泳衣 )。 

9.3.4 加速度與速度量測  

如無法以足夠精密度計算加速度與速率，或有疑問時，應依附錄 D 或同等方法

進行量測，應由具滑水道領域必要技術、營運知識及經驗之獨立第三方專家進

行決定。  

9.4 試驗報告  

試驗報告應依 CNS 17025 製作。  

試驗報告應至少包括下列資訊：  

(a)  CNS 總號。  

(b)  標題為〝試驗報告〞。  

(c)  檢查專家之姓名與地址，以及進行試驗之地點。  

(d)  試驗報告與每頁之唯一識別 (例：序號 )，以及試驗報告之總頁數。  

(e)  客戶名稱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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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說明所採用之試驗程序。  

(g)  說明與識別試驗項目。  

(h )  檢查日期。  

( i )  試驗規範之識別或說明方法或程序。  

( j)  與試驗規範之任何偏離、增加或排除，以及與特定試驗相關之任何其他資訊。 

(k)  所利用任何非標準試驗方法或程序之識別。  

( l )  量測、檢查及所得結果，以適當表格、圖表、示意圖及照片佐證之，並識別

任何失效。  

(m) 聲明量測不確定度 (如相關 )。  

(n )  聲明已滿足標準之所有要求事項。  

(o)  聲明試驗結果僅與受測件有效。  

(p)  聲明符合標準。  

(q)  試驗結果。  

( r )  負責試驗報告與簽發日期之認可技術人員 (報告簽署人 )的簽名與頭銜或同等

標記。  

製造廠商 /供應商應將試驗報告提供客戶。  

10.  名稱與標示  

10.1 名稱  

名稱包括下列各項：  

(a)  說明項 (簡短之產品說明 )。  

(b)  識別項包括下列：  

(1)  CNS 總號。  

(2)  個別段 (項目代碼及編號 )。  

－  單滑道滑水道如可歸類於第 4 節之類型者應標示之。  

－  現場應提供整合型滑道名稱之技術要素。  

－  分類滑水道之名稱應如下：  

非 CNS 16202-1 滑水道分類類型。  

10.2 標示  

滑水道須以正體中文及清楚易讀方式進行標示，安裝後於明顯且可及位置 (例：

通道入口處 )，並具下列指示事項：  

(a)  製造廠商、供應商或安裝廠商之名稱及 /或商標以及地址。  

(b)  名稱。  

(c)  安裝時間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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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規定 )  

濺落區  

 

 

說明  

1  在水池底部以對比色標記每一滑道之中心線  

2  滑道間之軟質浮繩  

3  單滑道用階梯或梯具之合適區域  

4  具終端部位進入水池同一側的多滑道用階梯或梯具之合適區域  

b 濺落區之寬度  

l  濺落區之長度  

 

圖 A.1 類型 1 與類型 2 之濺落區圖例  

 

表 A.1 類型 1 與類型 2 之濺落區尺度  

尺度  
類型 1.1 

類型 1.2、類

型 2.1 及類

型 2.2 

最小 (mm) 

l 1  濺落區由窄段轉換至寬段之長度  250 500 

l 2  濺落區長度加上滑道進入水池之突出部分  1 ,250+ l 3  3 ,000+ l 3  

l 3  滑水道進入水池之突出部分  0  

b1  由滑道內緣至濺落區窄段開始之距離  250 500 

b2  濺落區由窄段轉換至寬段之寬度  250 500 

b3  滑水道之寬度  －  

b4  1 條滑水道之濺落區窄段的寬度  b3 +2b1  

 

l 1
 

b4  

2 

b2  

1 

b4  b2 

1 

4 

3 

b2 b2 b3 b1 b1 b2 b1 b3 b1 b1 b1 b2 

l 1
 

l 2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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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在水池底部以對比色標記每一滑道之中心線  

2  滑道間之軟質浮繩  

3  單滑道用階梯或梯具之合適區域  

4  具終端部位進入水池同一側的多滑道用階梯或梯具之合適區域  

 

圖 A.2 類型 3 與類型 4 之濺落區圖例  

 

表 A.2 類型 3 與類型 4 之濺落區尺度  

尺度  
類型 3 類型 4 

最小 (mm) 

l 1  濺落區由窄段轉換至寬段之長度  2 ,000 

l 2  濺落區之長度  6 ,000 10,000 

b1  由滑道內緣至濺落區窄段開始之距離  500 

b2  濺落區由窄段轉換至寬段之寬度  1 ,000 

b3  滑水道之寬度  －  

b4  1 條滑水道之濺落區窄段的寬度  b3 +2b1  

 

備考：尺度規定亦與表 A.3 及表 A.4 相關。  

l 1
 

b4  

2 

b2  

1 

b4  b2 

1 

4 

3 

b2 b2 b3 b1 b1 b2 b1 b3 b1 b1 b1 b2 

l 1
 

l 2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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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階梯或梯具之合適區域  

2  在水池底部以對比色標記每一滑道之中心線或滑道間具軟質浮繩  

 

圖 A.3 類型 6 之濺落區圖例  

 

表 A.3 類型 6 之濺落區尺度  

尺度  

類型 6.1 

最小  

(mm) 

類型 6.2 

最小  

(mm) 

l 1  2 ,000 

l 2  6 ,000 10,000 

b1  500 

b2  1 ,000 

b3  類型 6 之寬度  

b4  b3 +2b1  

 

l 1
 

b4  

2 

1 

b1 b3 b1 b1 b2 

l 1
 

l 2
 

b2  

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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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階梯或梯具之合適區域  

 

圖 A.4 類型 7 之濺落區圖例  

 

表 A.4 類型 7 之濺落區尺度  

尺度  
最小  

(mm) 

l 1  2 ,000 

l 2  3×l 1  

b1  500 

b2  1 ,000 

b3  類型 7 之寬度  

b4  b3 +2b1  

 

類型 8 之濺落區尺度依終點部位之最大速率，以決定應符合類型 3 或類型 4。  

l 1
 

b4  1 

b1 b3 b2 b1 b2 

l 1
 

l 2
 

b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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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濺落區之範圍  

2  圓碗型滑道出口之邊緣  

d  濺落區之淨空區域， d>1m 

 

圖 A.5 類型 10 之濺落區圖例  

 

1  

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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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規定 )  

滑水道使用之不銹鋼  

 

B .1 一般  

游泳池中之許多結構使用不銹鋼，〝不銹鋼〞為具不同合金成分之多種不同材料

的統稱。  

不銹鋼之種類符號如參考 EN 10088-1 [ 1 1 ]與 EN 10088-2 [ 1 2 ]，在數字旁邊，每種鋼

皆有簡化符號 (例：鋼編號 1.4565 有簡化符號  X2CrNiMnMoNbN25-18-5-4）。  

除適切的施工方案 (例：避免產生間隙 )與表面儘可能平滑外，避免發生腐蝕問題

為選擇正確材料的最重要準則。  

腐蝕可呈現可見 (例：腐蝕之孔蝕 )或不可見以及自發性 (例：應力破裂腐蝕 )。以

氯消毒之游泳池為高腐蝕性環境。  

B.2 以氯消毒之室內游泳池  

B .2.1 一般  

在室內游泳池中，應考量由乾燥與蒸發效應所導致氯化物增濃之高腐蝕性環境。 

B.2.2 不進行定期清潔之材料  

對於氯化物環境中之結構零件，應考量氯化物所誘導晶間應力裂痕腐蝕之外

觀。因此，在室內游泳池中，僅由下列任一種不銹鋼材料製成之滑水道及其結

構零件不進行定期清潔為可接受：  

－  1 .4565(X2CrNiMnMoNbN25-18-5-4)。  

－  1 .4529(X1NiCrMoCuN25-20-7)。  

－  CNS 8499 之 312L。  

在具有氯化物濃度低於 250 mg/L之水 (飲用水 )的環境中，材料 CNS 8499 之 890L

亦可接受。  

B.2.3 定期清潔之材料  

B .2.3.1  一般  

考量實際腐蝕性及其他相關條件，例：溫度、濕度等，以及僅在可易於觸及

滑水道組件與零件之定期清潔情況下，則除了 B.2.2 所提及之材料外，另允許

使用下列任一種材料：  

－  CNS 8499 之 316。  

－  CNS 8499 之 316L2。  

－  1 .4578 (X3CrNiCuMo17-11-3-2)。  

－  CNS 8499 之 316Ti。  

－  1 .4439 (X2CrNiMoN17-13-5)。  

－  CNS 8499 之 329J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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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2  清潔概念  

根據風險評鑑之結果，滑水道之製造廠商應提供定期清潔之說明書，以保證

材料表面上不會有無任何增濃之氯化物。如有時，說明書應依據相關機構 (例：

建築主管機關 )規定之清潔概念。  

B.2.3.3  定期清潔之執行  

氯化物環境下之所有不銹鋼表面必須每周至少清潔 1 次，在特定情況下，即

使是較短間隔內，亦必須由具資格人員進行清潔，必須定期清潔以移除由乾

燥與蒸發效應所導致之所有氯化物沉積物。  

B.2.3.4  定期檢驗  

所有不銹鋼表面之定期檢驗，應由腐蝕或材料之獨立專家至少每年執行 1 次。 

B.2.4 以氯消毒之戶外游泳池  

以氯消毒之戶外游泳池，通常腐蝕性較小。雖然局部，例：水面以上，可能發

生較高腐蝕性，因降雨會沖走電解質，氯化物增濃之危險較小。  

考量環境腐蝕性與可預見之表面清潔，應小心選擇適合滑水道及其結構零件之

材料。在腐蝕性較小之環境中，或可預見可易於觸及組件與零件之定期清潔，

亦可允許使用下列任一種材料：  

－  CNS 8499 之 304。  

－  CNS 8499 之 304L2。  

－  1 .4567(X3CrNiCu18-9-4)。  

－  CNS 8499 之 321。  

－  CNS 8499 之 301L。  

B.3 塗膜與油漆  

不銹鋼表面之塗膜不足以防止腐蝕，且從未證明其為適當之抗腐蝕性材料。  

備考：參考資料 [24]與參考資料 [25]規定塗膜與油漆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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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規定 )  

設計載重、通道及平臺  

 

C.1 垂直外加載重  

若無主管機關之規定，則設計供步行進入之任何區域，應適用於施加下列垂直外

加載重。  

一般之公共通道：  

－  q=3.5 kN/m2，適用於階梯 (stairways)、梯臺、坡道、入口、出口及其他類似處。  

－  qk=5.0 kN/m 2，如預期上述類別通道上之人群特別密集，適用此較高值。  

－  Qk  =每一踏階 1 kN，適用於階梯；或依上述之單位面積載重，取其較不利者。 

不開放之公共通道：  

－  qk=1.5 kN/m 2，適用於由個人行走之所有樓層、平臺、坡道，樓梯間 (sta i r case)、

檢修通道、舞臺等，或 Qk=個別載重 1.5 kN，取其較不利者。  

C.2 水平外加載重  

阻隔裝置、牆版 (wal l  panels)及其他相似形態，應施加下列水平外加載重：  

(a)  供公共通道之邊界樓板 (bounding floor s)以 qk=3.5 kN/m 2 設計時：  

(1)  pk=0.5 kN/m 施加於扶手高度處。  

(2)  pk=0.1 kN/m 施加於中間欄杆高度處。  

(b)  供公共通道之邊界樓板以 qk=5.0 kN/m 2 設計時：  

(1)  pk=1 kN/m 施加於扶手高度處。  

(2)  pk=0.15 kN/m 施加於中間欄杆高度處。  

(c)  供公共通道之邊界樓板以 qk=1.50 kN/m 2 設計時：  

(1)  pk=0.30 kN/m 施加於扶手高度處。  

(2)  pk=0.10 kN/m 施加於中間欄杆高度處。  

對於無專用扶手之牆版，應在扶手高度處施加上述之值，但適當時，不得超過 1,200 

mm。  

C.3 勁度  

為達到足夠縱向與橫向勁度，除依 6.3.2.4 之任何最終風作用力外，在計算中應

輸入每種情況下最不利方向上作用於樓板平面之水平載重，此水平載重應取垂直

載重之 1/10。  

C.4 階梯  

階梯應有阻隔裝置且應符合 7.5.2。  

階梯之每對扶手寬度應至少為 800 mm。  

備考 1.  入口通道方式之窄設計，其無法避免導致擁擠與推擠等，宜防止大量人員

在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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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階高度應為 140 mm～ 240 mm。  

除螺旋形或弧形階梯外，踏階淨深 (going)應至少為 0.24 m。  

由中心支柱之扶手的垂直投影距離 200 mm 處，所測得螺旋形或弧形階梯之踏階

淨深應至少為 130 mm(參照圖 C.1) 

 

單位：mm 

 

說明  

1  扶手  

2  中心支柱  

 800≤x≤1 ,100 

 

圖 C.1 螺旋形或弧形階梯尺度之圖例  

 

類型 1 與類型 2 之踏階間的間隙應小於 110 mm(參照圖 C.2)。  

類型 1.2 與類型 2.2 所用之階梯應符合下列事項：  

－  階梯之寬度應至少 370 mm 且不大於 550 mm。  

－  成對扶手間之最大距離應為 600 mm。  

－  踏階高度最大為 200 mm。  

單位：mm 

 

說明  

1  踏階  

圖 C.2 踏階側視圖之圖例  

 

任何階梯之踏階，其踏階淨深與階高 (r ise)於整個長度上應保持一致。任何階梯於

200 

2 

x 

1 
1 

1
3

0
 

1  

˂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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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線上所測得之最大斜度不得超過 45°。  

階梯之梯段 (fl igh t )，不得超過 18 個踏階。在連續踏階的梯段之間，應提供深度

至少為 800 mm 之梯台。  

於傾斜線 (pi tch  l ine)上方垂直量測時，踏階上方之淨空高度 (headroom)應大於

2,000 mm。  

備考 2.  淨空高度最好大於 2,200 mm (參照圖 C.3)。  

 

 

說明  

1  淨空高度  

 

圖 C.3 踏階上方淨空高度之圖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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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參考 )  

加速度與速率量測  

 

D.1 試驗裝置  

D.1.1 一般  

所有量測裝置皆須進行校正及定期查核。  

D.1.2 加速度量測裝置  

須使用手提型加速度量測裝置進行量測，並記錄所有三維上滑行人員之加速度。 

所有三維量測範圍須為 10 g。量測速率應為 100 Hz 以上。  

如使用所測得加速度與時間之關係圖，則允許使用 10 Hz 低通 (邊緣陡度每一倍

頻至少 6 dB)對高頻零件進行濾波。  

量測裝置之不確定度宜最大為 10 %。  

備考：此意味著，例：以 10 m/s 速率沿著滑道每 5 cm 記錄一次。另參考 EN 

13814:2004 [ 1 6 ]之 G.1 至 G.2.1。  

D.1.3 最大速率量測裝置  

滑道中最大速率須以適當方式進行量測，例：雷達、光電管或 GPS 等。  

量測裝置之不確定度最大宜為 10 %。  

D.2 加速度試驗方法之說明  

為防止由於身體各部位之振動 /動作及由於固定裝置 (如皮帶 )的減速作用而導致

量測結果失真，加速度量測裝置宜定位於靠近人體重心，例：定位在腹部以測試

滑行姿勢〝坐著〞及滑行姿勢〝仰躺〞。  

備考：  儘管竭盡全力將量測裝置緊固在身體上，但仍無法完全避免量測裝置本身

在滑行人員身上振動。  

宜依 9.3.3 之規定使用所有姿勢進行試驗。  

對於所有 5 項試驗，在所有三維上所測得加速度之向量和的總量宜依表 7 之規定。 

由於塑膠製新滑道上之速度不會高於磨合運轉 (run  in )滑道，因此應將加速度允許

值降低至少 10 %。  

結果宜記錄於工作紀錄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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