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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之永續校園宣言 

一、本校之整體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規劃願景及說明 

  本校以森林、慢食、環保及安全著稱，規劃逐步邁向碳中和校園，並於 2022

年 3 月，正式宣示將於 2028 年達到碳中和。經天下雜誌 2022 年 5 月發布調查，

本校為碳中和目標訂的最積極的大學。 

  因應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影響逐年加劇，2015年聯合國在巴黎通過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氣候協議，展開挽救人類免於氣候變遷帶來毀滅的第一步，

也等於宣告了工業革命後仰賴化石燃料帶來成長的時代終結，低碳與永續的時

代正式展開。本校已體認到身為地球村的一員，就必須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 

  本校以「生命教育、環境永續」為學校使命，將綠色管理的觀念融於教育

之中。最早於從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到環境教育的提升，歷年來已陸續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驗證、2015年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驗證、2018 年

ISO 14064-1:2006碳盤查查證及 ISO 45001:2018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驗證，

2022年 ISO14064-1:2018 碳盤查查證，顯示本校運用管理系統 PDCA 之手法運

作與持續改善，不斷追求低碳的環境而努力，並以森林校園、環保校園、低碳

素食、減碳與固碳作為及最終碳中和為目標。 

  而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氣候，本校位處山坡地，積極推動防災教育，

並建立坡地災害監測系統，校內分別於 2016、2017 年設置「永續中心」、「永續

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除培育新時代綠領人才之外，也積極與產業界合作，

推動成為永續發展的指標學校。 

二、透過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計畫與環境教育結合之策略 

(一) 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優勢 

  本校於 2020 年通過環境部核可，成為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在所有授

課教師、本校各單位及永續中心同仁及環境教育志工的無私貢獻之下，建立完

整的核心、實務及專業課程，並辦理多場環境永續相關參訪活動。 

  至 2024 年 8 月本校環境教育場域共通過四個環境教育教案，依序為「永續

環境」、「坡地災害應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碳中和」（樹木固碳）等

教案，並設置南華大學氣象監測站及透水鋪面設施，及建立環境教育參訪點，

如：永續農場、養蜂場、落葉堆肥設施及其他學校景觀。藉由多元教案及豐富

的場域，由本校職員、志工與學生教導到校參訪團體成員獲取環境教育相關知

識、啟發永續環保之理念與行動，藉此培育雲嘉南地區環境教育領域相關專業

人才，以推動雲嘉南環境教育的發展。未來也將因應學校位處山坡地及梅山斷

層之因素，規劃新增「災害防救」類別，培育更多元的環境教育人才。 

  綜上所述，藉由本校身為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雙認證之優勢，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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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程中能藉由唾手可得的豐富教學及環境資源融入大學課程中進行教學，而

若有想更精進自身能力或想取得證照的學生或教職員，也可擁有報名優惠，報

名本校每年開設 2期的環境教育人員訓練班，增加未來就業或職場上的優勢及

技能。 

(二) 配合永續環境，建立環境教育課程架構 

  南華大學以來積極推動環境永續教育，並將其納入學校的核心課程架構中，

如圖 5。於 112學年度，學校開設了 63 門涵蓋環境永續教育的課程，這些課

程涵蓋了氣候變遷、生態保護、自然災害應對等多方面的內容。通過這些課程

的學習，學生對環保及永續意識的理解和認知能獲得顯著的提升，並且學習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永續發展的理念，藉此為社會培養具備環境保護意識和行

動力的未來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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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南華大學校務發展與 SDGs目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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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華大學 112學年與環境永續相關通識及專業課程 
主要

對應

SDGs 

主軸 
課程

數 
通識及專業課程開設之課程名稱 

4 
學校及 

社會環境教育 
10 

大自然的數學遊戲、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一)、飲食與生

活、永續未來職涯發展、全球夥伴關係、人類行為與社會

環境(二)、環境教育與解說、健康生活、輔助醫學與保健

應用、氣象與生活 

13 氣候變遷 12 

生活中的節能減碳、氣候變遷(通識)、氣候變遷與設計思

考、氣候變遷(碩士)、永續農業科技、全球暖化與綠色環

境設計、碳中和農業、有機農業與實驗(一)、氣候變遷調

適、綠色產業概論、淨零碳排、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11 

13 

災害防救及公

害防治 
4 台灣自然災害、防災社區、災害管理、防災與生活、 

14 

15 
自然保育 9 

生態認知、生態旅遊與永續觀光、慢城生態與環境、海洋

環境、生態旅遊規劃、水土保持植物、養蜂學、環境科技

與自然保育、環境與生態 

6 

7 

12 

環境與 

資源管理 
23 

環境風險評估與管理、環境規劃與空間資訊實務、國土規

劃、水文學、綠色行銷與消費、環境保護與綠色消費、文

心蘭栽培管理與實驗、綠色能源與永續發展、黑水虻繁殖

與實驗(一)、建築環境控制系統、綠建築與永續環境設計、

有機農業與綠色生活、現代能源科技、認識台灣地理、有

機農業與實驗(二)、蝴蝶蘭栽培管理與實驗、土地利用變

遷、生物環境系統分析、環境資料庫處理、環境系統分析、

黑水虻應用與實驗(二)、農業設施環境控制、建築物理環

境 

11 

17 
永續社區 5 

健康城市與永續治理、社區環境教育、低碳城市與永續發

展、低碳社區營造、土地利用變遷、 

 

(三) 指認領域課程、校本環境教育課程、永續校園環境設施之關係 

  南華大學將校務發展目標與環境永續課程與校園內的永續設施相結合，為

學生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機會。例如，在「環境科技與自然保育」

課程中，學生不僅學習到環境保護的基本知識，還有機會認識校園內的生態系

統及藉由空間資訊技術(GIS、RS、GPS、UAV、IoT)等探討如何應用科技保護環

境永續之實踐活動，如外來種入侵問題研究及環境災害影響等。這些實踐活動

讓學生能夠親身體驗永續發展技術的應用，並在實踐中加深對環境保護重要性

的理解，為學生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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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發展以永續環境為核心之課程 

  南華大學在推動環境永續教育的過程中，設置了以永續環境為核心的課程，

如「氣候變遷」和「氣候變遷調適」等。這些課程不僅涵蓋了廣泛的環境議題，

還強調了學生的實踐參與和行動力培養。另外，結合本校執行多年的 USR計畫

－大林慢城推動城鎮移居生活及發展「慢城學」跨領域學程，讓學生們參與社

區事務，協助地方創生及永續發展。通過參與這些課程，學生們學習到如何在

日常生活中應對環境挑戰，並積極應用於校園及社區中，成為推動永續發展的

積極力量。 

  (五)  結合永續議題與創客教育發展之創意教學模式： 

  南華大學將永續議題與創客教育及學校創客場域相結合，如智能環控植物

工廠、設計及造型工坊、3D創意中心等，結合各系課程讓學生們可以動手操作，

並學習解決問題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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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長對本計畫之支持度 

（一）基於教育本質之承諾： 

  南華大學高俊雄校長於 113 年 5 月 8 日走馬上任，傳承前任林聰明校長

以「生命教育、環境永續、智慧創新、三好校園」之辦學特色精神，以「南

華更卓越、師生更健康、三好更普及」之目標邁進。 

  高校長堅信，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學生的全方位能力，並引導他們成為

具備社會責任感和全球視野的未來領袖。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計畫作為學校

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重要一環，正是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的具體表現。 

  高校長認為教育的本質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對學生價值觀的塑造與

行為模式的引導。透過這一計畫，學生不僅可以深入了解環境問題，還能在

日常生活中實踐永續理念，從而內化為個人素養的一部分。南華大學自成立

以來，一直致力於將環境永續融入校園文化，本次計畫不僅為學生提供了寶

貴的實踐機會及改善校園環境，也進一步深化了學校在永續發展領域的教育

使命。 

（二）支持的決心： 

  作為南華大學的校長，高校長對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計畫的支持體現在

他堅定的行動與決策上。從擔任副校長時期開始，就關心本計畫申請與執行

的進程及進度。而自上任後，他不僅親自擔任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推動委員

會的召集人，積極推動計畫的結案工作進行，還以身作則，強調校園減碳和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高校長深知，要實現 2028 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學校必

須在技術、管理和教育層面全面升級。為此，大力支持引入 AI 人工智慧監控

系統，優化校園能源管理，並推動中水回收與滴灌系統的建設，這些措施都

體現了他對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堅定決心。高俊雄校長認為，這些努力不僅有

助於減少校園的碳排，也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學習和實踐永續發展理念的模範

環境。南華大學在他的帶領下，將成為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的典範，並為其

他學校提供寶貴的參考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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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說明  

計畫名稱 邁向碳中和示範校園 

1.主要聯絡人： 

姓名/職稱 辦公室電話 E-mail 

永續中心 

蕭雅柏執行長 
05-2721001#5442 ypshiao@nhu.edu.tw 

永續中心 

林錥苓助理 
05-2721001#3424 085119ivy@nhu.edu.tw 

2.學校特色（請說明學校之地理位置、特色、與改造項目的關連性…等） 

南華大學成立於 1996 年，是佛光山星雲大師凝聚百萬信眾力量所創辦的大學，位於嘉義

縣大林鎮鄰近國道三號梅山交流道及國道一號大林交流道。校地面積約 63 公頃，依山建築、

漸層有次，擁有遼闊的草原、高聳的樹林；幽靜典雅的校園綠意盎然、鳥語花香，自然與人文

生態相當豐富。本校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讓學校享有「森林大學」之美名。 

 

圖 2 南華大學交通位置 

  本校以空拍機空拍，檔案採用 ArcGIS及 Erdas Image 處理空拍照如下圖。本校屬於山坡地，

由頭嵙山層、礫石曾、沖積扇組成，地勢東西低，三疊溪及葉子寮溪，分別由南北兩側，由東

往西環繞南華大學，梅山斷層由北往南通過校園。 

註:南華大學線上 VR360 導覽圖如網址: https://vr360.nhu.edu.tw/?V=1#01 

https://vr360.nhu.edu.tw/?V=1%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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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校過去發展：設置氣象站、邊坡監測設施，並於 109年，申請成為環境部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及環境教育機構，其中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便以坡地災害為教案主軸，並逐步發展永

續發展之 SDGs 教案及以樹木固碳為主之碳中和教案，並設置永續農場，發展農業固碳之教案，

讓學員能夠在特色環境中學習環境教育。 

三疊溪 

葉仔寮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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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本校於 2018 年完成 ISO14064-1:2006 及 2022 年完成 ISO14064-1:2018 年版碳盤查，

並經第三方查證，其中類別 1＋類別 2 之年碳排放量約 4555噸/CO2e，外購電力佔本校 90%以上。 

  
  本校宣示 2028 年達到碳中和，因此本校計畫於 2023 年起，從減少排放、增加碳匯，最後

達到碳中和目標，詳細說明如下： 

(1) 能源與微氣候 

本校除逐年更換老舊用電設施，預計於汽車停車場、農場等地設置太陽能，並於 2026年完

工，預計年減少外購台電產生之碳排 1,000 噸/CO2e。此外對於校內碳排放熱點，學生運動及集

會場館正行中心與圖書館，利用本次改造計畫，進行 AI智慧監控及設施改造，改造後，加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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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老舊用電設施，每年約年減少 500噸/CO2e。 

(2)水與綠系統 

  本校透過永續校園探索計劃，於 110 年完成全校樹木固碳量調查，全校樹木固碳量為 65,460

公噸，預計未來將再新增 1公頃面積造林，搭配中水回收再利用設置澆灌系統，實質完成固碳。 

(3)資源與碳循環 

  本校原有樹林面積佔 80％以上，廚餘則完全回收再利用，並設置永續農場，透過生物動力

農法/土坵工法/落葉堆肥等措施，提供農場有機肥，利用本次改造計畫建立標準模場，提供各

級學校、社區觀摩學習使用。 
3.遭遇問題（請說明問題點與改造項目的關連性） 

問題類型 問題現況（112年執行前） 現況照片（112年執行前） 關聯性 

能源與微

氣候 

正行中心體育館： 

(1)陰、雨天、晚上照明不

足且無法自動感應調控照

明，耗用多於電力 

(2)自然風不足，場館悶

熱，而若開啟空調則耗能

高。  

改善能耗與

人體舒適度

問題。 

能源與微

氣候 

無盡藏圖書館： 

(1)104年起已陸續更換節

電設備，幾乎無法再靠更

換節能設備減少用電。 

(2)部分區域仍僅能依靠

人力調控燈光，導致多餘

電力耗用。 

(3)空調限制 28度，但場

館較大，導致學生體感悶

熱。  

改善能耗與

人體舒適度

問題。 

水與綠系

統 

中水回收系統連結與增設

滴灌設備： 

(1)冬季植栽缺水，常需人

工與駕駛簡易澆灌車澆

灌，增加成本與碳排。 

(2)農場尚未連接中水管

線，因此農業教館仍以自

來水澆灌，增加碳排。 

(3)2019~2022 計算之中水

使用率僅 39%左右，對比學

校植栽仍受缺水所害，顯

現利用率與使用度低下 
 

改善中水使

用率及既有

植栽、新植樹

區及農場供

水問題。 

4.實施後成果 

(1) 碳排放減量與碳中和歷程： 

A. 碳排放減量：通過在圖書館及正行中心更換節電與改善能耗設施，並引入人工智慧監

測系統，降低校園的用電量，從而減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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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匯抵換：透過太陽能自發自用於校內停車場及農場等地(2026 年)，將大幅減少因用

電所產生的間接碳排放。同時，通過種樹造林，計劃在校園內建立 1公頃的造林面積，

並辦理先期抵換專案以取得碳權，進一步推動碳中和進程。 

C. 碳中和目標：南華大學計劃於 2024~2025 年間完成 ISO 14068-1碳中和規劃，並於 2027

年規劃申請 ISO 14064-3碳中和驗證工作，以期於 2028年達成全校碳中和的目標。 

(2) 示範推廣設施與教案開發： 

A. 能源改善：圖書館安裝人工智慧監測系統、圖書館與正行中心更換節能設備（循環風

扇和節能燈具），降低能耗及改善環境空間。此外，於圖書館設立智慧展示牌，開發相

關的環境教育教案，以教育學生如何有效管理能源。 

B. 太陽能電力自發自用：永續農場透過太陽能自發自用的方式進行能量供應，開發太陽

能相關教案，為學生提供實踐與學習的機會。 

C. 碳盤查計算平台開發：該平台已建置完成，有助於課程上教學及協助各級學校和單位

進行碳盤查，提供教育支持。 

(3) 水與綠系統：延伸並優化中水回收與澆灌系統，解決了回收水再利用率較低的問題。並將

其應用於植樹區和永續農場，以解決灌溉用水問題，從而減少自來水使用及其間接碳排放。 

(4) 資源與碳循環： 

A. 在永續農場進行落葉堆肥、生物動力農法及土坵工法的示範，成為大學和碩士班課程

的一部分，支持食農教育和農地固碳教案的開發。 

B. 通過植樹造林計劃，預期增設的 1公頃造林面積將進一步增加校園的碳吸收能力，並

成為固碳教案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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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團隊人事資料 

（一）校內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與成員： 

  本校於 109年成立「南華大學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實踐委員會」。並納入顧問、教師會、

台灣永續綠色科技發展協會、民雄鄉菁埔社區，於 112年 4月建立草案另外成立「智慧化氣

候友善校園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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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現任團隊名單 

委員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召集人 校長室 高俊雄 校長 統整計畫 

副召集人 副校長室 賴淑玲 副校長 校園規劃組負責人 

副召集人 
副校長室 李坤崇 

副校長兼教

務長 
永續校園行動融入課程 

副召集人 
副校長室 簡明忠 副校長 永續校園產學合作 

執行秘書 永續中心 蕭雅柏 
教授兼執行

長 
計畫推動及落實 

委員 總務長室 鄭絢文 總務長 
統籌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及

施工 

委員 學務長室 何應志 

學務長兼體

育運動發展

處主任 

永續校園行動融入學生活動、 

正行中心工程協助 

委員 研發處 胡聲平 
研發長兼主

任秘書 
落實永續校園研究 

委員 管理學院 丁誌魰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委員 人文學院 李坤崇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委員 社會科學院 張裕亮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委員 
藝術與設計學

院 
葉宗和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委員 科技學院 陳柏青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顧問 永續中心 陳世雄 顧問 土坵工法示範 

顧問 
永續中心 陳義松 顧問 生物動力農法示範 

顧問 
生技系 林群智 教授 南華大學教師會協助 

顧問 台灣永續綠色

科技發展協會 
曾國政 理事長 提供智庫建議 

顧問 嘉義縣環境教

育輔導團 
何建勳 召集人 嘉義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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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顧問 嘉義縣環保局

綜合企劃組 
蘇義雄 科長 嘉義縣環保局綜合企劃組 

工作小組 

永續中心 蕭雅柏 執行長 計劃統籌及執行 

永續中心 林錥苓 專案助理 計畫書統整及協助撰寫 

永續中心 賴顗文 副研究員 

碳盤查系統規劃與廠商聯絡。 

碳盤查部分，中小學聯絡與推

廣。 

永續綠色科技

碩士學位學程 
周建明 主任 

推動永續校園成果融入碩士班

課程 

通識中心 林俊宏 主任 
通識課程融入永續校園成果，

包含能源教育及 USR 

旅遊系 許澤宇 副教授 
推動永續校園成果融入系所課

程 

總務處 王文嘉 技士 中水聯通與節水 

總務處 葉定衡 技士 樹木種植及滴灌設施 

總務處 鍾宜璋 技士 推動節電工程 

社區委員 
民雄鄉菁埔社

區發展協會 
蔡榮錦 

社區發展協

會總幹事 
協助社區推廣 

 

表 3舊團隊名單(112/6/19~113/5/7) 

委員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召集人 校長室 林聰明 校長 統整計畫 

副召集人 副校長室 林辰璋 副校長 校園規劃組負責人 

副召集人 
副校長室 高俊雄 副校長 研究及國際連結 

副召集人 
副校長室 李坤崇 

副校長兼教

務長 
永續校園行動融入課程 

執行秘書 永續中心 洪耀明 
教授兼執行

長 
計畫推動及落實 

委員 總務長室 鄭絢文 總務長 
統籌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及

施工 

委員 學務長室 柳雅梅 學務長 永續校園行動融入學生活動 

委員 研發長室 胡聲平 研發長 落實永續校園研究 

委員 管理學院 吳萬益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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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委員 人文學院 釋慧開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委員 社會科學院 張裕亮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委員 
藝術與設計學

院 
葉宗和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委員 科技學院 陳柏青 院長 落實永續校園教學 

顧問 永續中心 陳世雄 副主任 土坵工法示範 

顧問 
永續中心 陳義松 顧問 生物動力農法示範 

顧問 
生技系 林群智 教授 南華大學教師會協助 

顧問 台灣永續綠色

科技發展協會 
曾國政 理事長 提供智庫建議 

顧問 嘉義縣環境教

育輔導團 
何建勳 召集人 嘉義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顧問 嘉義縣環保局

綜合企劃組 
蘇義雄 科長 嘉義縣環保局綜合企劃組 

工作小組 

永續中心 洪耀明 執行長 計劃統籌及執行 

永續中心 林錥苓 專案助理 計畫書統整及協助撰寫 

永續中心 陳彥夫 副研究員 碳盤查系統規劃與廠商聯絡。 

永續中心 賴顗文 副研究員 
碳盤查部分，中小學聯絡與推

廣。 

永續中心 劉高源 專案助理 
推動永續校園融入環保署環境

教育場域課程及外部單位學習 

永續綠色科技

碩士學位學程 
周建明 主任 

推動永續校園成果融入碩士班

課程 

通識中心 林俊宏 主任 
通識課程融入永續校園成果，

包含能源教育及 USR 

旅遊系 許澤宇 副教授 
推動永續校園成果融入系所課

程 

總務處 杜志勇 技士/組長 統籌總務處營繕組業務 

總務處 王文嘉 技士 中水聯通與節水 

總務處 葉定衡 技士 樹木種植及滴灌設施 

總務處 鍾宜璋 技士 推動節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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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服務單位 姓  名 職  稱 負  責  工  作 

社區委員 
民雄鄉菁埔社

區發展協會 
蔡榮錦 

社區發展協

會總幹事 
協助社區推廣 

 

 

（二）計畫負責人任期說明： 

職稱 姓名 
任期 

(年/月-年/月) 

計劃期間內 

會調動者打勾(v) 

(112年-113年) 

備註 

校長 林聰明 
102年 1月-113年 5月 7

日 
Ｖ 

於 113年 5月 7日屆

齡退休 

校長 高俊雄 113 年 5月 8日-迄今  
 

永 續 中

心 執 行

長 

洪耀明 
105 年 8 月-113 年 7 月

23 日 
Ｖ 

於 113 年 7 月 31 日

離職 

永 續 中

心 執 行

長 

蕭雅柏 113 年 7月 23日-迄今  

 

體 育 運

動 發 展

處主任 

何應志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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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規劃師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林錥苓 性別 女 

連絡電話 05-2721001#3424 電子信箱 085119ivy@nhu.edu.tw 

服務單位 永續中心 職稱 專案助理 

服務單位

地址 

622301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 號 

過往曾經

協助教育

部相關永

續校園計

畫 

 

1. 協助「111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成果報告。 

2. 執行「112年度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基礎計畫」。 

3. 協助「112年度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示範計畫(第 2

階段)」申請及結案。 

4. 執行「113年度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基礎計畫」。 

其他相關

經歷 

1. 相關證照： 

環境教育人員： 

環教人員證號－(112)環署訓證字第 EP606042 號 

丙級園藝人員技術士 

2. 負責南華大學產學案、補助案： 

執行「112 年度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烈嶼青岐港綠石槽海

岸守護計畫」 

執行「112 年度烈嶼鄉公所地方發展永續海岸管理計畫」 

執行「台灣酵素村循環經濟 BS8001 查證計畫」，撰寫循環經濟

BS8001 查證報告書。 

執行「113 年度烈嶼鄉公所地方發展永續海岸管理計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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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基本資料 

校名：南華大學 地址：622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號 

學校網址：https://web.nhu.edu.tw/ 學生人數：4,894人  

班級數： 

1. 學院：5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 

2. 學系(學程/專班)數：18 學系、2 個學士

學位學程、1個進修學士班 

3. 研究所數：20 個碩士班、1 個碩士學位學

程、12 個碩士在職專班及 1 個博士班。 

(以下填報資料以非建築體面積計算為主) 

1.校地總面積： 629,051 (m2) 

2.校園綠地覆蓋總面積： 276,566 (m2) 

3.校園非綠地透水面積： 18,376 (m2) 

4.透水面積比率：43.4 (%) 

(以下填報資料以非建築體面積計算為主) 

1. 校園喬木覆蓋面積(與灌木合算)： 

197,911 (m2) 

2. 校園草地覆蓋面積： 79,255 (m2) 

建築物覆蓋面積：1,504.92 (m2) 平均海拔高度：20M 

實質環境資料   以校園氣象站資料為主(112年度) 
【請查詢「中央氣象局」網站：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Mean/Taiwan_tx.htm 】 

路徑：首頁→氣候統計→月平均/每月氣象→選定學校所在位置之鄰近氣象站 

地區平均溫度 

(校內數據) 
最高：(7月)27.85℃ 

最低：(1月)16.46℃ 

年平均：23.38℃ 

月雨量 

(降水量) 

(嘉義氣象站數

據) 

最高：(9月)426mm 

最低：(2、11月)0 mm 

年平均：142.5mm/月 

長年風速 

(校內數據) 
月平均：0.07 m/s 

長年風向 

(校內數據) 

夏季  6月：192.85(角度)   

冬季12月：246.05(角度)   

地區平均 

日照時數 

(嘉義氣象站數據) 

夏季  6月：170.8小時 

冬季12月：148.2小時 環境特質 

位於低山坡地，校區被樹林

環繞，南北兩側分別有 2 條

溪流，氣候涼爽。 

固碳量  821.637 CO2e/年 排碳量  4,488.7505 CO2e/年 

https://web.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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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能源使用現況資料   以校園實質資料填報為主 

校園用電總度數
（以電力公司電表

為準）-112 年 

夏季03-06月：平均614,300度/月 

冬季09-12月：平均645,900度/月 

校園用水總度數 
（以台灣自來水公

司水表為準） 

夏季03-06月：平均11,179度/月 

冬季09-12月：平均9,958度/月 
校園交通能源量 

(含教師交通計入) 
步行上學：2309人(以住宿人員計算)  

單車上學：20人 

大眾交通工具：1,934人 

機車上學：501人 

汽車上學：598人 

 

 

其他有助於說明學校現況之補充說明(請條列式) 
(一) 已完成改善之環境問題如下： 

  透過本期計畫，完成本校中水利用率低落及及改善耗能與室內舒適度問題，並透過本

校自籌費用，建置農場太陽能設施，增加自行發電量，減少外用電力耗能與碳排，另也於

永續農場新設落葉堆肥設施，就近利用至農場使用。 

  而有關本期原計植樹計畫，校地原計植樹Ｂ區土地上之工程堆置土，已隨著三好館之

建置進度回填土方，若校董事會同意，則可植樹。 

  擴校 B區第一滯洪池，本次設置中水滴灌增設處，預定規劃種植殼斗科植物，已知在

台中平地的清水，有成功種植之合適物種如：槲櫟、小西氏石櫟、捲斗櫟、台灣石櫟等，

其橡實可作為野生動物食物來源，近期臺灣興起蒐集殼斗科種子的風潮，也可配合相關生

態課程作為飾品，進行原生樹木推廣；另配合永續農場蜜蜂飼養，也會種植蜜源、粉源或

可藥用之低矮耐陰植物，如：海埔姜、黃荊、牡荊、龍船花、山茉莉等，增加林下或林緣

的複合層次及生物的多樣性，更提供了野生動物隱蔽的棲息場所及食物來源。 

(二) 計畫進行中之環境問題： 

  計畫進行中較無造成太大環境問題，惟於工程完成及驗收後之 113年 7月，受凱米颱

風影響，本校多處樹木傾倒、或倒榻，減少本校樹木固碳量，而位於農場的落葉堆肥設施

也因颱風而損毀，需再重建，顯見氣候變遷加劇對環境的影響。 

  

圖 3 永續農場旁樹木傾倒 圖 4 桉樹林樹木傾倒 

(三) 未來發展機會： 

  已由總務處規畫擬向教育部提報太陽能建置計畫，預計 2026年暑假建置完成。施作太

陽能鋪設面積依 Google Map空拍預估值為 5,382平方米。太陽能發電系統總建置總容量粗

估約 946 KWp目標減碳排 1,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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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自評指標圖示 

硬體面透過減排，抵換，達到碳中和目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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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碳盤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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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碳盤查簡易說明 

  本校於 2018 年針對 2017 年數據首次進行 ISO14064-1:2006 版碳盤查，並通

過 BSI 查證。2022 年針對 2021 年進行全校碳盤查，查證類別 1、2、4 項目，並

順利通過第三方查證公司 BSI 之 ISO14064-1:2018版碳盤查查證，後將 2021年訂

為新基準年。 

  本次計畫盤查分為三時間階段進行盤查，分別為 112 年整年、113 年 1~6 月

工程進行期，而第三時間段 6~12 月工程完成期則因時間未到達，因此未有數據。

盤查工具採用教育部 113 年碳盤查工具表格及過往本校自行盤查表格，以顯示差

異。 

(一) 前:112 年 1~12 月(112 年一整年資料) 

  使用本校過往自行盤查工具填報數據後碳排如表 4 112年碳盤查表表 4，類別

1 及類別 2 碳排加總為 4012.903 公噸 CO2e/年；而使用教育部盤查工具推算則為

4488.7575 公噸 CO2e/年，兩者差異約 476 公噸。 

  經盤點後，初步推算為本校盤查表未納入校外宿舍電力之差異，若納入校外

宿舍，則本校類別 1、2 碳排為 4465.9 公噸，較原本多出 452.997 公噸碳排，而與

教育部盤查工具計算之 4488.7575 公噸比較後，相差僅約為 23 噸。 

 

表 4 112年碳盤查表-南華大學自行計算 
項目\類

別 

類別一 

直接排放源 

類別二 

間接排放

源 

總計 類別四 

原料/服務間接排放源 

子類別 1.1 固

定燃燒

直接排

放量-

汽油、

柴油 

1.2 移

動燃燒

直接排

放量-

車用汽

油、柴

油 

1.4 人為

系統中

溫室氣

體釋放

產生的

直接逸

散排放

量 

2.1 輸入

電力的間

接排放 

- 

子類別 4.1  

組織購買商品

(能源)所產生

溫室氣體排放 

子類別

4.3  

處置固

體與液

體廢棄

物產生

之排放 

子類別排

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24.6129 89.7288 273.4584 3625.103 - 741.8863 52.3099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387.800 3625.103   4807.099 794.196 

氣體別占

比(%)-內

部*1 

9.66%  90.34%  100.00% 不參與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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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別占

比(%)-內

部+外部 

8.07% 75.41% 100.00% 16.52% 

 

表 5 112年碳盤查表-教育部工具  

 

(二) 中:113 年 1~6 月(工程進行期，盤查時間:1~6 月) 

本期尚未收集移動式排放源及逸散性排放源數據，使用教育部工具初步填

報，碳排為 2,129.2063 公噸 CO2e 如表 6。若將其乘 2 約為 4,258 公噸碳排，

若移動式排放源及逸散性排放源量與112類似，則與112年整年相比差異不大。 

表 6 113年 1~6月碳盤查表-教育部工具 

 



113 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專用表格(結案成果報告-示範案) 

18 

 

五、申請項目與經費說明 

面

向 

示範

主題 
示範項目 申請金額 

項目施作 

規劃 

(112年度申請項目

請打ˇ/已實施項

目請打 o) 

備註 

(已實施年度-計畫名稱

/ 

本年度申請項目與已實

施項目若有關連性，請

附註說明) 

能源

與微

氣候 

■電能 

■節電設施與設備 

1,590,000 V 風扇設備(3套，兩組

在正行中心，一組在

圖書館)；節能照明設

備(2組) 

■最佳化調控節電作為 

1,060,000 V 智慧人流管理系統

(含系統主機、偵測設

備、系統整合及必要

管線設備)2套(圖書

館與正行中心各 1

套)；智慧環境監測系

統(含照度偵測、CO2

偵測、溫度偵測、溼

度偵測、PM2.5 偵測、

系統整合、資訊收集/

傳輸及必要管線設

備)1套(放圖書館) 

□創能設施與設備 
   

■其他 
0  設置碳盤查平台(英

文版) 

□溫熱

外環境 

□日照與除濕鋪面 
   

□陰影與降溫鋪面 
   

□其他 
   

□校園

通風 

□無風區域避免 
   

□穿越型通風路徑確保 
   

□其他 
   

□被動

式系統

整合 

■可感知與紀錄 
0 V 校園室外微氣象站 

□季節對應策略 
   

□災害對應策略 
   

環境

與健

康 

■室內

環境品

質 

■舒適光環境（採光、照明） 

 V 與圖書館及正行中心

項目合算。 

*節能照明設備圖書

館及正行中心各 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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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示範

主題 
示範項目 申請金額 

項目施作 

規劃 

(112年度申請項目

請打ˇ/已實施項

目請打 o) 

備註 

(已實施年度-計畫名稱

/ 

本年度申請項目與已實

施項目若有關連性，請

附註說明) 

□隔熱降溫與調濕    

□通風換氣排熱排污    

□室內二氧化碳濃度    

□建築

外殼開

口 

□對應通風開窗模式 
   

□遮陽與導光    

□防空污作為    

■校園

健康維

護管理

（必要

考量項） 

□室內潔淨作為 
   

□季節對應措施 
   

■空污災害感知與應變 
0 o 已裝設自動監測儀

器，長年使用並維護。 

■可感知與紀錄 
0 o 已有 pm2.5及 pm10監

測設備。 

資源

與碳

循環 

□可回

收

資

源 

□一般性資源回收 

   

□可再

生利用

資源 

■材料再生轉用    

□設施再生轉用    

□設備再生轉用    

■有機

碳循環

資源 

■落葉與廚餘堆肥 0 o 已完成 

■表層土壤改善 0 o 生物動力農法 

□食農作為    

水與

綠系

統 

■水循

環 

□節水措施 
   

□滲透保水 
   

□滯洪與貯留    

□水淨化與降溫 
   

□水再生利用 
   

■自然滲透與澆灌 
954,366 Ｖ 中水回收滴灌管線設

置 



113 年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專用表格(結案成果報告-示範案) 

20 

 

面

向 

示範

主題 
示範項目 申請金額 

項目施作 

規劃 

(112年度申請項目

請打ˇ/已實施項

目請打 o) 

備註 

(已實施年度-計畫名稱

/ 

本年度申請項目與已實

施項目若有關連性，請

附註說明) 

□綠基

盤 

■在地原生大喬木綠化 
0 Ｖ 種樹1公頃(外界補助

經費) 

□環境友善鋪面與親和性圍籬 
   

□生物多樣性棲地 
   

□生態廊道    

經常門 

先期規劃費 

(上限 10萬) 

0 

教學用經常門 

(含雜支) 

100,000 

申請補助總金

額 

新台幣 參佰壹拾萬 元整 

*實際加總為 3,704,366 元(其中 604,366元不足部分，以自籌款籌措實施；

正行中心及圖書館整合施工、太陽能建置、碳中和平台、經常門 10 萬等部分

另有 2,958,336元自籌款。) 

所在縣市是否有環境教育相關輔導組織 ■有   □無 
若有，請填

組織名稱 

嘉義縣環境教育

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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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近年遭天然災害情形描述 

校名 南華大學 

是否知其災害潛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災害潛勢   

▓已調查，具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火災   □其他：山坡滑落 

請附上災害描述、災害潛勢地圖、或其餘可輔助說明之文字或照片： 

  本校校地位於山坡地及梅山斷層，且校區兩側緊鄰三疊溪及菓子寮溪，具有山坡

滑落風險。如下圖水系圖，北側及南側均臨滑坡及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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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其災害潛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災害潛勢   

▓已調查，具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火災   □其他： 

本校緊鄰三疊溪側（南側），山體滑坡，經過分析調查及設計，目前已進行邊坡水土保

持整治工程。舉例說明如下： 

  

(1) 齒狀消能工，減少水流沖刷坡面 (2)邊坡噴植土護坡，減低水土流失 

 

 

(3)下游出口設置滯洪池（橄欖湖），降

低洪水衝擊下游，並營造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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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其災害潛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災害潛勢   

▓已調查，具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土石流   □其他： 

1.緊鄰三疊溪側，經過分析調查及設計，目前已進行邊坡水土保持整治工程。 

2.梅山斷層經過，左右各 100公尺，均為禁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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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其災害潛勢 

□未調查，尚不清楚    

□已調查，無災害潛勢   

▓已調查，具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地震   ▓水災    □土石流   □其他： 

 
本校校區南側、北側各緊鄰三疊溪及葉子寮溪。若逢雨季或暴雨，溪水暴漲，陡坡坡趾

受到密集之沖刷侵蝕， 再加上泥岩泡水軟化，即造成陡坡擾動而產生局部或大規模之邊坡

坍方，曾在 2001至 2005 年間邊坡發生多次土石崩落，尤其以納莉風災受創最為嚴重，經

過縣府之三疊溪、葉子寮溪整治工程及學校邊坡工程整治工程陸續完成後，2006年迄今未

曾發生大規模之土石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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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園植栽種類、數量與現況配置圖 

  經計算統計，南華大學台灣原生種植栽共 86種，非原生種植栽共 203種，

植栽種類共 289種。植物照片詳見南華大學總務處網站之「校園植物介紹」頁

面，如圖 5。 

網址：https://reurl.cc/A2yZKe 

 
圖 5 南華大學校園植物照片 

1.台灣原生種植栽 

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1 水黃皮 2 光蠟樹 3 相思樹 

4 樟樹 5 樹蘭 6 大葉山欖 

7 欖仁樹 8 台灣三角楓 9 蘭嶼馬茶花 

10 烏心石 11 台灣肖楠 12 福木 

13 五葉松 14 苦楝 15 無患子 

https://reurl.cc/A2yZ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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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16 台灣欒樹 17 楓香 18 土肉桂 

19 九穹 20 台灣赤楠 21 金門赤楠 

22 乳斑榕 23 黃連木 24 白肉榕 

25 台灣櫸木 26 茄苳 27 山黃麻 

28 水柳 29 海檬果 30 楓港柿 

31 台灣梭欏木 32 榕樹 33 黃槿 

34 土蜜樹 35 白飯樹 36 密花白飯樹 

37 破布子 38 小葉桑 39 刺桐  

40 竹柏 41 血桐 42 構樹 

43 蟲屎 44 香楠 45 大葉楠 

46 糙葉榕 47 野牡丹 48 厚殼樹 

49 稜果榕 50 山埔姜 51 山煙草 

52 萬桃花 53 台灣海桐 54 草海桐 

55 黃荊 56 烏臼 57 臭娘子 

58 蘭嶼羅漢松 59 森氏紅淡比 60 長枝竹 

61 刺竹 62 蘇鐵 63 馬茶花 

64 卵葉鵝掌藤 65 木芙蓉  66 薜荔 

67 圓葉榕 68 鵝掌藤 69 筆筒樹 

70 月橘 71 小葉厚殼樹 72 紅仔珠 

73 山素英 74 越橘葉蔓榕 75 台灣野牡丹藤 

76 日本女貞 77 小實女真 78 大葉黃楊 

79 山棕 80 龍船花 81 海埔姜 

82 蘭嶼紫金牛 83 玉葉金花 84 野棉花 

85 雞屎藤 86 文殊蘭    

2.非台灣原生種植栽 

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1 九重葛 2 三爪金龍 3 三角柱仙人掌 

4 
三角椰子 5 

三角葉西番

蓮 
6 土沉香 

7 大岩桐 8 大果黃褥花  9 大花紫薇 

10 大葉桃花心木 11 大葉桉 12 大葉黃楊 

13 小花蔓澤蘭 14 小葉月橘 15 小葉南洋杉 

16 小葉欖仁 17 山馬茶 18 六月雪 

19 天使花 20 巴西乳香 21 日日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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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22 木棉花 23 木槿 24 火焰木 

25 火漆木 26 仙丹花 27 可可椰子 

28 玉蘭花 29 白千層 30 白水木 

31 白仙丹 32 白玉蘭 33 白茅 

34 白緣龍舌蘭 35 石竹 36 立鶴花 

37 印度紫檀 38 合果芋 39 向日葵 

40 藍唇花 41 蔓性野牡丹 42 朱槿/扶桑 

43 朱蕉 44 池杉 45 百日草 

46 鐵炮百合  47 百香果 48 串錢柳 

49 含笑花 50 含羞草 51 夾竹桃 

52 杜鵑 53 沙漠玫瑰 54 貝殼杉 

55 使君子 56 咖啡樹 57 夜丁香 

58 武竹 59 狐尾武竹 60 波斯菊 

61 肯氏南洋杉 62 花旗木 63 虎尾蘭 

64 虎葛 65 金英花 66 金英樹 

67 金絲竹 68 金露花 69 長紅木 

70 阿勃勒 71 雨豆樹 72 南天竹 

73 南美朱槿 74 南美蟛蜞菊 75 垂枝女貞 

76 垂柳 77 娃娃朱蕉 78 星蘋果/金星果 

79 柚子 80 柚木 81 洋紅風鈴木 

82 洋凌霄 83 洋紫荊 84 炮仗花 

85 珊瑚塔 86 珍珠馬茶 87 皇冠龍舌蘭 

88 紅刺露兜樹 89 緬梔/雞蛋花 90 紅花檵木 

91 紅帝王蔓綠絨 92 紅瓶刷子樹 93 
紅葉鐵莧/威氏鐵

莧 

94 
紅飄香藤/紅

蟬 
95 紅龍草 96 紅水波 

97 紅邊竹蕉 98 美人樹 99 美洲合歡 

100 美洲含羞草 101 茉莉花 102 重瓣紅石榴 

103 風雨蘭/蔥蘭 104 風鈴木 105 香椿 

106 唐竹 107 姬牽牛 108 宮粉仙丹 

109 島榕 110 旅人蕉 111 桂花 

112 桃花心木 113 肯氏蒲桃 114 茶花 

115 馬拉巴栗 116 馬齒牡丹 117 馬櫻丹 

118 偃柏 119 側柏 120 彩雲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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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項次 植物名稱 

121 彩葉草 122 彩葉蚌蘭 123 彩葉鐵莧 

124 牽牛花 125 第倫桃 126 細彩鐵莧 

127 荷花/蓮花 128 軟枝黃蟬 129 野薑花 

130 陰香 131 喜樹 132 戟葉緬梔 

133 掌葉蘋婆 134 斑葉百合竹 135 斑葉桔梗蘭 

136 斑葉萬年蘭 137 
朝日蔓/珊瑚

藤 
138 短節泰山竹 

139 紫牡丹 140 紫葉酢醬草 141 紫嬌花 

142 紫蝶花 143 紫薇 144 紫藤 

145 菩提樹 146 許願藤 147 大花許願藤 

148 黃玉蘭 149 黃波斯 150 黃花風鈴木 

151 黃金串錢柳 152 
黃金葉金露

花 
153 黃金葛 

154 黃時鐘花 155 黃椰子 156 黃槐 

157 黃鐘花 158 黑板樹 159 楊柳 

160 矮仙丹 161 矮牽牛 162 落羽松 

163 
嘉寶果/樹葡

萄 
164 睡蓮 165 翠蘆莉 

166 蒜香藤 167 辣木 168 銀紋沿階草 

169 銀樺 170 鳳凰木 171 鳳凰竹 

172 鳶尾 173 槭葉牽牛 174 蔓性野牡丹 

175 蔓花生 176 蔦蘿 177 蝶豆 

178 醉嬌花 179 銳葉牽牛 180 曇花 

181 
樹葡萄/ 

嘉寶果 
182 澳洲鴨腳木 183 錫蘭葉下珠 

184 錫蘭橄欖 185 繁星花 186 蕾絲金露花 

187 檸檬桉 188 藍花楹 189 藍雪花 

190 紅雪花 191 蟛蜞菊 192 雞冠刺桐 

193 櫟葉櫻桃 194 
羅比親王海

棗 
195 羅漢松 

196 麵包樹 197 河津櫻 198 八重緋寒櫻 

199 霸王櫚 200 變葉木 201 艷紫荊 

202 觀音棕竹 203 槭葉翅子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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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園基本配置圖與標示本年施作範圍、項目說明 

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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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施作範圍 施作說明 預期效益 簡圖 

1 

無 盡 藏 圖

書館 

1. 更換節能

燈具 

2. 增加1台循

環大風扇 

3. 增加入口

及1樓閱讀

區人流監

控系統與

螢幕 

4. 增加微氣

象站監控

設施 

1. 智慧化減少耗電。 

2. 增加照明。 

3. 增加人體舒適度。 

4. 室內外微氣候監控及

AI調控室內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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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施作範圍 施作說明 預期效益 簡圖 

2 

正 行 中 心

體育館 

1. 更換節能

燈具 

2. 增加2台循

環大風扇 

1. 減少耗電。 

2. 增加照明亮度。 

 

3 

本 校 三 好

路 、 一 心

路 、 五 戒

路、學舍及

永 續 農 場

旁 植 栽 區

連 接 中 水

管線；學慧

樓 

1. 增加中水

管線及更

換原中水

管線為 1.5

寸之管線。 

2. 於學慧樓

樓頂水塔

旁增加加

壓馬達，運

送中水。 

1. 增加中水使用率。 

2. 減少人力澆灌噪音、碳

排。 

3. 減少原輸送中水馬達

開啟耗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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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施作範圍 施作說明 預期效益 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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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施作範圍 施作說明 預期效益 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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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項目執行策略說明 

(一) 項目一 

類

別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

目

名

稱 

圖書館-增設人工智慧監控系統 

問

題

說

明 

本校於104年計畫性導入能源管理系統，並執行節能專案，首次執行即選擇本校圖書

館，經當年初步盤查，本校圖書館在104年用電佔全校一半，隨即選擇圖書館展開第一年

的節能專案，最後減少約一半的耗能，並至從104年後至112年，逐漸改善圖書館耗能，

現減少為佔全校約不到三分之一。 

1.目前圖書館112年年度平均每日715人，進出館人數為全校建築最多，因此選擇將原本

要施作於正行中心之智慧環境監測系統移至圖書館。 

2.經過這些年節能改善措施，已大幅減少本校圖書館用電，但實施至今，關於設備更換

部分已做到極致，幾乎無法再靠更換節能設備減少用電。 

3.因此，本次利用本次示範校園計畫，將增設「智慧環境監測系統」，結合既有能源系統，

偵測環境因子及人流活動後，最佳化調控空調及照明設備，減少不必要之耗能，並示範

除更換節能設備之外，節能減碳新解方。 

解

決

策

略 

解決方式: 

1.架設智慧人流管理系統，透過 AI圖像辨識技術，掌握場館人流，決定系統啟動時機，

並收集每小時人流量數據，作為 AI決策系統的學習依據。 

2.架設智慧環境監測系統，偵測照度、CO2、溫度、溼度、PM2.5，並進行整合既有系統、

資訊收集/傳輸，及架設必要管線設備，透過偵測以上環境變化，調控空調及照明，讓進

館訪客感到環境舒適，也能減少多餘能耗。 

3.增設節能型天井燈(包含管路設置):將原有400W 耗電發熱複金屬燈，更換為150W 之低

溫低耗能 LED天井燈，除降低用電外，也預計能降低室內溫度平均5˚C， 

4.增設環保型節能大吊扇(1套)，調控室內溫度，搭配既有空調及智慧監測系統後，更發

揮其調控氣溫之能效。  

5.增加圖書館空調系統外氣運作系統，讓環境更舒適，透過上述監測設備，若偵測 CO2、

溫度、溼度、PM2.5等分子太高或太低，則配合外氣系統，適當進氣，避免館內 CO2太高。 

6.整合既有能源系統:為避免增設設施後，反而因規格與過去系統不一而無法利用過去系

統分析新節能成效或是增加操作複雜度，因請施作廠商整合過去控制系統，應加本案施

作範圍，以利分析及未來操作。 

7. 能源基線與節能量分析( M&V )：採用國際上開發和改進能效評估標準、工具和方法

-IPMVP 定義量測節能量的標準流程。於改善前進行量測做成基準線，改善後收集耗能及

操作資料，依據 M&V A 方案進行績效評估與分析報告。讓整體工程能更易看到量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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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照

片 

   

說

明 

圖書館目前每兩年檢測空品一

次，若未來增設智慧環境監測

系統，則可以長期監測，無測

量空窗期。 

圖書館外觀，一二樓為挑

高，樓中樓設計。 

 

圖書館可供訪客進館使用部

分共五樓，內部空間廣大，

採中央空調，一開館就要開

整棟樓的空調，耗能高。 

拍

攝

日

期 

2023.12.11 2023.12.11 2023.12.11 

現

況

照

片 

 

  

說

明 

一二樓為挑高，樓中樓設計，

目前學生有入座區域才會開

燈，若照度不足則請學生自行

開桌面檯燈。 

依據使用情況，部分區域不

開燈。 

一樓電腦設備區域。電腦、

電燈常開，耗能較高。 

拍

攝

日

期 

2023.12.11 2023.12.11 202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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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有，說明：                           

無，說明： 本案不適用                        

2.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 

(1)更換150W天井燈泡，一盞4900元。 

(2)系統及設備維護，一次5000元~5萬元之間不等。 

教

學

規

劃 

填寫說明： 

1. (自籌)智慧人流管理系統及智慧環境監測系統內顯示裝置：將系統收集、分析後數值

透過 LED螢幕顯示，並設置於圖書館、正行中心入口明顯處。 

2.(自籌)建置教案並製作成果影片，供未來教學及參訪用。 

相

關

說

明

及

圖

說 

⚫ 採購標的數量 

項目 名稱、規格及型號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1 智慧人流管理系統(含系統主機、偵

測設備、系統整合及必要管線設備) 

1 套 230,000 230,000 

2 智慧環境監測系統(含照度偵測、CO2

偵測、溫度偵測、溼度偵測、PM2.5

偵測、系統整合、資訊收集/傳輸及

必要管線設備) 

1 套 600,000 600,000 

3 空氣循環大吊扇(含本體、轉數控制

器、遠端控制及必要管線設備) 

1 套 130,000 130,000 

4 圖書館閱讀區照明系統(含LED燈

具、分區迴路、遠端控制裝置及必要

管線設備) 

1 套 650,000 650,000 

6 圖書館空調系統外氣運作系統(含遠

端控制裝置、既有迴路整合、遠端控

制裝置及必要管線設備) (自籌) 

1 套 150,000 150,000 

7 資料顯示系統(含顯示設備2組、本校

既有能源管理系統增設、調整及整合

含資料庫及資料通訊/控制設備) 

圖書館及正行中心合算(自籌) 

1 式 350,000 350,000 

8 M&V進行績效分析並製作影片做為教

育/推廣使用 

圖書館及正行中心合算(自籌) 

1 式 450,000 450,000 

設備規格: 

(1) 空氣循環大吊扇: 

1-1 風扇直徑:510CM (含)以上 

1-2 電壓:單相220V或110V 

1-3 耗電量:750W (含)以下 

1-4 葉片數量:5片 

1-6 運作轉數:30-75 RPM 

(2) 高效率LED燈具5  

 

2-1 天井燈: 

2-1-1 電壓:單相220V或100-24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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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功率因數:95% (含)以上 

2-1-3 色溫:5000K (+/-10%) 

2-1-4 效率:110 LM/W以上(總光通量/耗電量) 

2-1-5 防水等級:IP 65 (含)以上 

2-1-6 演色性:80 (含)以上 

2-2 投射燈: 

2-2-1 電壓:單相220V或100-240V 

2-2-2 功率因數:95% (含)以上 

2-2-3 色溫:5000K (+/-10%) 

2-2-4 效率:110 LM/W以上(總光通量/耗電量) 

2-2-5 防水等級:IP 65 (含)以上 

2-2-6 演色性:80 (含)以上 

2-3 LED燈具 

2-3-1 電壓:單相220V或100-240V 

2-3-2 功率因數:95% (含)以上 

2-3-3 色溫:4500K (+/-10%) 

2-3-4 效率:110LM/W以上(總光通量/耗電量) 

2-3-5 防水等級:IP 65 (含)以上 

2-3-6 演色性:80 (含)以上 

(3) 智慧人流管理系統 

3-1 人流網路監控主機: 

3-1-1 主處理器:NETEL I5 (含)以上 

3-1-2 儲存空間:2TB (含)以上 

3-1-3 記憶體:16GB (含)以上 

3-2 人流計數模型系統: 

3-2-1 可視範圍水平:32-100度 

垂直:15-50度 

3-2-2 人流計數最小解析度:64*64 

精確度:90%(含)以上 

3-3 紅外線攝影機: 

3-3-1畫數:500萬(含)以上 

3-3-2 感光元件:COMS 1/28”SONY 

3-3-3 壓縮格式:H264、H265、H265+6  

 

3-3-4 網路格式:HTTP、HTTPS、IPV4、IPV6 

3-3-4 最低照度:0.1 LUS (含)以下 

(4) 智慧環境監測系統: 

4-1 二氧化碳偵測 

4-1-1 測量範圍:0-10000ppm，精度±50ppm 

4-1-2 測量間隔時間:5秒(含)以下 

4-1-3 工作環境溫度:5-45度(含)以上 

4-1-4 輸出形式:RS485 

4-2 風速偵測器 

4-2-1 測量範圍: 0-6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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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0.3m/s 

4-2-2工作環境溫度:0-45度(含)以上 

4-2-3輸出形式:RS485 

4-3 PM2.5偵測器 

4-3-1 測量範圍: PM 2.5: 0-990ug/m3 

4-3-2工作環境溫度:5-45度(含)以上 

4-3-3輸出形式:RS485 

4-4 光照度偵測器 

4-4-1 測量範圍: 0-200,000Lux，精度±6% 

4-4-2工作環境溫度:5-45度(含)以上 

4-4-3輸出形式:RS485 

4-5 溫濕度偵測器 

4-5-1 測量範圍:溫度-10~80℃，精度±5% 

濕度0-100%RH，精度±5% 

4-5-2 工作環境溫度:-10~80度(含)以上 

⚫ 4-5-3 輸出形式: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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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項目二 

類別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正行中心(體育館)-能源改善 

問題

說明 

本校體育館(正行中心)，與其他學校體育館一樣面臨相同難處，照明與空調電力耗費

高。 

1.雖設有調控設備可人工開啟場館四周通風窗，增進室內空氣流通與降低溫度，但若

遇羽毛球等易受風力擾動的賽事，或夏天高溫超過30度以上，則必定須開啟空調設備。 

2.場館雖為透光屋頂，但若遇陰天、雨天及晚上等光線不足的時段，則必定需開啟燈

光照明。目前燈光照明採人工控制，若晚上學生至場館運動，在尚未開啟照明前，可

能會有危險問題；另外，本校體育館燈具為傳統400W燈具，耗電又發熱，希望未來

能轉換成較省電之燈具。 

解決

策略 

解決方式: 

1.預計架設 AI智慧圖像監測設備，透過 AI 圖像辨識技術，掌握場館人流，決定系統

啟動時機，並收集每小時人流量數據，作為 AI決策系統的學習依據。 

2.更換節能型天井燈:將原有400W耗電發熱複金屬燈，更換為150W之低溫低耗能 LED

天井燈，除降低用電外，也預計能降低室內溫度平均5˚C 

3.增設環保型節能風扇(2套)，全年省電90%，與空調混用，全年省電60%，每年省電

3.5萬度電力(節省電費約 NT.17.5萬)、減少1.8萬公斤 CO2、相當種了1,500棵綠樹。 

現況

照片 

   

說明 

夜晚需全面點燈。且無法自

動偵測人員進出，調節燈光

開閉。 

白天室內悶熱，需人工調控

四周通風窗。 

開啟通風窗後，室內溫度些

微降低。 

拍攝

日期 

2023.04.03 2023.04.11 2023.04.21 

1.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有，說明：                           

無，說明： 本案不適用                        

2.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 

(1)更換150W天井燈泡，一盞4900元。 

(2)系統及設備維護，一次5000元~5萬元之間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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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規劃 

填寫說明： 

1. (自籌)智慧人流管理系統及智慧環境監測系統內顯示裝置：將系統收集、分析後

數值透過 LED螢幕顯示，並設置於圖書館、正行中心入口明顯處。 

2.(自籌)建置教案並製作成果影片，供未來教學及參訪用。 

相關

說明

及圖

說 

⚫ 採購標的數量 

項目 名稱、規格及型號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1 智慧人流管理系統(含系統主機、偵

測設備、系統整合及必要管線設備) 

1 套 230,000 230,000 

2 空氣循環大吊扇(含本體、轉數控制

器、遠端控制及必要管線設備) 

2 套 130,000 260,000 

3 圖書館空調系統外氣運作系統(含遠

端控制裝置、既有迴路整合、遠端控

制裝置及必要管線設備)(自籌) 

1 套 150,000 150,000 

4 資料顯示系統(含顯示設備2組、本校

既有能源管理系統增設、調整及整合

含資料庫及資料通訊/控制設備) 

圖書館及正行中心合算(自籌) 

1 式 350,000 350,000 

5 M&V進行績效分析並製作影片做為教

育/推廣使用 

圖書館及正行中心合算(自籌) 

1 式 450,000 450,000 

 

(1) 空氣循環大吊扇: 

1-1 風扇直徑:510CM (含)以上 

1-2 電壓:單相220V或110V 

1-3 耗電量:750W (含)以下 

1-4 葉片數量:5片 

1-6 運作轉數:30-75 RPM 

(2) 高效率LED燈具5  

 

2-1 天井燈: 

2-1-1 電壓:單相220V或100-240V 

2-1-2 功率因數:95% (含)以上 

2-1-3 色溫:5000K (+/-10%) 

2-1-4 效率:110 LM/W以上(總光通量/耗電量) 

2-1-5 防水等級:IP 65 (含)以上 

2-1-6 演色性:80 (含)以上 

2-2 投射燈: 

2-2-1 電壓:單相220V或100-240V 

2-2-2 功率因數:95% (含)以上 

2-2-3 色溫:5000K (+/-10%) 

2-2-4 效率:110 LM/W以上(總光通量/耗電量) 

2-2-5 防水等級:IP 65 (含)以上 

2-2-6 演色性:80 (含)以上 

2-3 LED燈具 

2-3-1 電壓:單相220V或100-24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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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功率因數:95% (含)以上 

2-3-3 色溫:4500K (+/-10%) 

2-3-4 效率:110LM/W以上(總光通量/耗電量) 

2-3-5 防水等級:IP 65 (含)以上 

2-3-6 演色性:80 (含)以上 

(3) 智慧人流管理系統 

3-1 人流網路監控主機: 

3-1-1 主處理器:NETEL I5 (含)以上 

3-1-2 儲存空間:2TB (含)以上 

3-1-3 記憶體:16GB (含)以上 

3-2 人流計數模型系統: 

3-2-1 可視範圍水平:32-100度 

垂直:15-50度 

3-2-2 人流計數最小解析度:64*64 

精確度:90%(含)以上 

3-3 紅外線攝影機: 

3-3-1畫數:500萬(含)以上 

3-3-2 感光元件:COMS 1/28”SONY 

3-3-3 壓縮格式:H264、H265、H265+6  

 

3-3-4 網路格式:HTTP、HTTPS、IPV4、IPV6 

3-3-4 最低照度:0.1 LUS (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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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目三 

類別 
□ 能源與微氣候   □ 環境與健康     水與綠系統    □ 資源與碳循環     

□  其他：               

項目

名稱 
校內中水回收系統連結與增設滴灌設備 

問題

說明 

永續農場部分： 

1.冬季用水缺乏:本校位處嘉義縣為全台降雨最少區域，於冬季時常面臨缺乏用水之情

形。 

2.未連通校內中水管線:雖然永續農場有設置雨撲滿設施，但容量仍不足以全部農業使

用，另因本校永續農場位處高處，且本校中水尚未連通，農業灌溉用水現在仍使用自

來水灌溉。 

其他校內區域： 

1.冬季缺水:南華大學面積約 63 公頃，其中有 73%(約 46公頃)為綠覆面積，但因冬天

不常下雨，且近年由於氣候變遷加劇，不降雨天數大幅稱加，校內植物常面臨乾枯狀

態，生長態勢不佳。 

2.校內中水管線未完全鋪設:B區預計植樹造林區及連接永續農場等用水量大之區域尚

未鋪設。 

3.未使用汙水處理水量可再利用:本校計算 2019-2022之每年平均汙水處理後未利用

量約為 65000 m3，若能在增設中水管線後增加使用量，則可讓水資源能更有效利用。 

 

解決

策略 

解決方式: 

1.於預計植樹 B區及永續農場區域架設中水聯通管線，連結校內中水系統。 

2.於校內道路藍花楹及金露花與莉赫花種植區域及學舍隔壁花旗木種植區域設置滴

灌，避免影響植物生長態勢。 

3.更換原本 B區預計植樹區之管線，由 1 英吋管更換為 1.5吋以因應植樹初期需大量

澆灌之用水。 

3.新設學慧樓中水送水馬達，以利中水送至高處農場區域。 

現況

照片 

   
說明 前往 B區五介路旁植物乾枯 B區可植樹區域 B 區可植樹區域 

拍攝

日期 
2023.03.19 2023.03.19 202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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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照片 

   

說明 

雖然永續農場有設置雨撲滿

設施，但容量不大，且須有

下雨才能收集。 

農場高低落差大，且用水管

線未連接下部，目前以連接

長水管方式灌溉。 

久未下雨，地表乾旱。 

拍攝

日期 
2023.01.17 2023.01.17 2022.12.07 

1.是否有搭配廢棄物再利用及廢棄物規劃： 

□有，說明：                           

無，說明： 本案不適用              

 

2.後續維護管理機制規劃與維護成本說明： 

每 3-4年更換滴灌管線一次，每捲 500公尺，一捲 9500元。 

教學

規劃 

填寫說明： 

提供至本校參訪民眾參觀，更換設備時可讓本校學生觀摩學習。 

相關

說明

及圖

說 

⚫ 中水澆灌系統能源效率改善及管線延伸工程 

一、施作範圍 

學慧樓頂樓增設 3HP 變頻交替併列運轉式泵機組。 

將平安草原旁的供水銜接至中道樓。 

學海堂東北側供水管銜接至永續農場、學舍草皮及擴校 B區，將所有澆灌管線統一由

學慧樓頂樓供水。 

二、本案架構 

減少能源浪費：原有的中水澆灌系統是由校內最低處(海拔 47公尺)的汙水處理廠之

10HP泵浦向上供水，在校內如需使用單一噴頭澆灌或小水量的滴灌時，仍得啟動該

10HP馬達，易造成能源浪費，故改以學慧樓頂樓(海拔 98公尺)作為主要供水位置，

並設置低揚程大流量 3HP變頻恆壓泵浦作為輔助動力，如僅少量滴灌時，也可不啟動

馬達補助動力，減少電力浪費的情況；原 10HP 泵浦僅供儲水桶缺水時大水量入水使用。 

增加回收水利用率：啟用學慧樓閒置之 10 噸儲水桶，提高水資源再利用之成效。 

本案項目及內容詳見標單及圖樣，承包商必須供給為完成本工程所需之一切工料什

費，至能運轉順暢為止，惟標單之項目數量僅供參考之用；承包商仍需依現場詳實計

算，如有互異、不符、漏列等情形，應在投標之前向承辦人查詢，列入標單單價或另

料費用內；凡標單、圖樣均未列明，而為習慣或工程上必須者，承包商仍需照做，不

得藉詞推諉要求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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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硬體規格 

變頻恆壓泵機組 

馬力: 3HP 

馬達保護等級: IP54~55 

電壓: 三向 380V 

泵浦出入口口徑: 3” 

合流管口徑: 1.5"~6" 

恆壓壓力設定範圍:  1.5~3 BAR 以上 

四、設計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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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採購標的數量 
項目 品名/規格 數量 單位 

一 3HP 變頻恆壓泵機組 1 組 

二 中道樓、擴校 B 區、學海堂、學舍及永續農場中水

管銜接(含以下項目) 

1 式 

1 不銹鋼壓接管 2" 1.2 ㎜ 1 套 

2 不銹鋼壓接管壓接另料及配件 1 組 

3 蝶閥   3" 不鏽鋼 1 組 

4 鍛造球塞閥   2" 1 套 

5 水錶箱 (內裝球塞閥) 1 台 

6 法蘭防震軟管  3" 1 套 

7 法蘭防震軟管  2" 1 組 

8 焊接不銹鋼法蘭配管另件及零料 1 組 

9 PVC 管 2" × 4.5 ㎜ . 1-1/2" 4.5 ㎜                                                                                                                                                                                                         1 組 

10 PVC 管 配管另料零件 1 組 

11 中水配管固定另料.零件.螺絲 1 套 

12 配電箱(不銹鋼板) 1.2 ㎜及內裝另料零件 1 套 

13 PVC 管 .配管.配線及控制   1 套 

14 油路切割 1 台 

15 中水過馬路挖土回填 1 套 

16 配管配線及安裝工資 1 套 

 

⚫ 滴管管線設備增設 

一、本案架構 

1. 增加回收水利用率：啟用學慧樓閒置之 10噸儲水桶，提高水資源再利用之成

效。 

2. 水的利用率提高：直接濕潤土壤表面並慢慢深層滲透，不像噴灌有水霧飄散

及噴灑面積過大狀況，可有效減少澆灌水分蒸發問題； 同時，滴灌僅濕潤作

物根部附近土壤，其他區域土壤水分含量較低，可防止雜草爭奪水源及降低

成長速度。 

3. 本案項目及內容詳見標單及圖樣，承包商必須供給為完成本工程所需之一切

工料什費，至能運轉順暢為止，惟標單之項目數量僅供參考之用；承包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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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依現場詳實計算，如有互異、不符、漏列等情形，應在投標之前向承辦人

查詢，列入標單單價或另料費用內；凡標單、圖樣均未列明，而為習慣或工

程上必須者，承包商仍需照做，不得藉詞推諉要求加價。 

二、硬體規格 

1. 電池式控制器 

(1) 1”電磁閥 

(2) 電源：9V電池。 

(3) 主體防水：IP68。 

(4) 工作壓力範圍：0.5~12 BAR。 

(5) 流量：4.6-96 L/min。 

(6) 液晶顯示螢幕。 

(7) 需有雨水感知器停機功能。 

(8) 澆水時間：最少 1 分鐘至最多 23小時 59分鐘。 

2. 穩壓止漏滴頭 

(1) 流量：4公升/小時。 

(2) 具穩壓與止漏功能。 

(3) 可搭配滴箭之 2通、4通使用。 

(4) 可搭配 4mm PE管延長管，放在作物邊。 

(5) 可直接壓入 PE管內，十字形入水口，可防阻塞。 

3. 穩壓滴灌管 16mm 

(1) 滴孔間距 20、30cm，流量約 2 公升/小時。 

(2) 具穩壓功能，適合安裝在不平坦或傾斜的區域，在 0.5~4kg/c ㎡可有效率穩

壓滴灌。 

(3) 當水質較差時，滴頭的入口過濾器可減少堵塞的可能性。 

(4) 滴頭迷宮的穩流設計，可確保排放均勻，在改變工作壓力時可使流量變化最

小。 

(5) 具二個出水孔，出水量精準。 

三、設計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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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標的數量 
項目 品名/規格 數量 單位 

 一 
一心路、三好路圍籬滴灌增設 

(含以下項目) 

  

1 16mm穩壓滴管，流量 2.0L/H，滴孔間距 20cm(500m) 5   捲 

2 16mmLDPE 管(100m) 9   捲 

3 3mmPVC 管、穩壓低頭等零件另料 1   式 

4 1"控制站設置(電池式、含雨水停機設備)  1   組 

5 1"水表 1 組 

6 PVC 球塞閥   1.5" 7   只 

7 PVC 管 1-1/2" 4.5 ㎜                                                                                                                                                                                                         560 公尺 

8 PVC 管 配管另料零件 1   式 

9 中水配管固定另料.零件.螺絲 1   式 

10 配管配線及安裝工資 1   式 

二 B 區植樹滴灌增設(含以下項目)    

1 16mmLDPE 管(100m) 19   捲 

2 3mmPVC 管、穩壓低頭等零件另料 1   式 

3 1"控制站設置(電池式、含雨水停機設備)  2   組 

4 1"水表 2 組 

5 PVC 球塞閥   1.5" 2   只 

6 PVC 管 1-1/2" 4.5 ㎜                                                                                                                                                                                                         170 公尺 

7 PVC 管 配管另料零件 1   式 

8 中水配管固定另料.零件.螺絲 1   式 

9 配管配線及安裝工資 1   式 

10 油路切割 1   式 

11 中水過馬路挖土回填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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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歷年成果說明 

歷年獲得教育部永續校園相關計畫補助之使用現況說明 

年

度 

項目

名稱 

教學使用描述 

(是否持續配合教學) 

現況運作情形  

(請以圖片呈現) 

110

年 

戶外
氣候
監測 

  校園環境品質是永續校園重要的
指標之一，其優劣攸關教職員生的身體
健康與安全，為確保校園及其周圍環境
品質，本校自 2008年 5月起即委託環
境部認可之代檢測機構定期進行校區
的環境品質監測，2019 年起於九品蓮
華大道旁，設置校園設有戶外即時監測
溫度、相對濕度、風速、風向、降雨、
PM2.5 及 PM10 之設備，並透過網路進
行即時傳輸，即時展示系統網址為 
http://210.240.203.156/nhu/ 
 
  設施目前仍在運作中，唯部分設備
損壞，待維修中。 

 

 

 

110

年 

全校
植物
固碳
量調
查 

  於 2021 年結合本校碩士生研究，
進行全校樹木固碳量調查，調查結果，
校園內樹木物種總數 158種，其中原生
種植物 52 種，具誘鳥與誘蝶植物種數
81種。校園區總固碳量為 5670 ton 
CO2e，以小葉欖仁樹固碳最多，達
1092ton CO2e，而小葉桃花心木次之，
達 817 ton CO2e。森林區總固碳量為
59790 ton CO2e，以桉樹固碳量最多，
為 54263 ton CO2e，而小葉桃花心木
次之，為 956 ton CO2e，合計全校總
固碳量為 65,460ton CO2e。成果展示
於南華大學樹木固碳網頁，校外連線: 
http://210.240.203.156/nhuCST/ ，
校內連
線:http://192.168.113.15/nhuCST/ 

 

GPS定位與樹木座標標示 

 

南華大學植物分區 

http://210.240.203.156/nhu/
http://210.240.203.156/nhuCST/
http://192.168.113.15/nhuCST/


 

49 

 

年

度 

項目

名稱 

教學使用描述 

(是否持續配合教學) 

現況運作情形  

(請以圖片呈現) 

 

南華大學樹木固碳網頁 

110 

111

年 

食農
作為
-嘿!
木耳
露工
作坊 

  於 110年及 111年辦理 2場木耳露
工作坊，先由嘉義菁埔社區理事蔡榮錦
老師講解，木耳之功效，並帶領至本校
永續農場溫室參觀木耳種植情形，最後
回到永續中心帶領學員製作好吃又營
養的木耳露。 

 

木耳露工作坊 

111 

112

年 

低碳
農法
推廣 

  在本校永續農場區域，結合本校碩
士班兼任教授之長才，發展 BD(生物動
力)、土坵工法等低碳農法，由老師進
行教導後由永續中心同仁進行試做與
實驗，並將成果展示給來訪之民眾。已
撰寫環境教育教案，供參訪民眾體驗。 

 

土坵工法 

 

BD(生物動力)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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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項目

名稱 

教學使用描述 

(是否持續配合教學) 

現況運作情形  

(請以圖片呈現) 

112

年 

農 場
落 葉
與 廚
餘 堆
肥 

  除本校回收場附近落葉與廚餘堆
肥區外，另於永續農場設置落葉堆肥
區，將落葉及熟、生廚餘「集中」堆置，
製造高溫潮濕的環境，慢慢發酵，分解
轉變成可當作肥料的腐質土，並供農場
使用。 

 

永續農場落葉堆肥區 

110 

~ 

至

今 

永 續
校 園
教 師
社群 

  自 110 年申請永續校園計畫以來
即設立永續校園教師社群，每學期皆向
學校持續申請並運作，討論有關校園碳
中和、綠色作為相關事宜。 

 

112-2教師社群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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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配合項目實施成果 

申請名稱 圖書館人工智慧監控系統及能源改善(詳細成果見附錄四)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                               

(一) 照明節能規劃與設計 

1.照明度 

  圖書館身為學生長時間用來讀書之場所，對照明度的需求顯比校內其他區

域更為重要，在改善前圖書館 1 樓中庭的照度明顯不足且不均勻，如下圖 6。 

更新照明後光照均勻度增加，且照明度增加。 

 
圖 6 圖書館新舊照明度比較 

2.燈具能耗 

  新 LED 燈具較舊燈具，節能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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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亮燈省電機制 

  配合人流偵測系統，設定亮燈規則。將燈具編號後分為 3 套開關燈系統(前

半區偶數燈、後半區偶數燈、全區奇數燈)，及預設四種情況，透過攝影機監

控人流及智能系統控制開關燈有效省電。 

⚫ 規則一：開館後持續保持奇數燈照明直至閉館。此情況中，照明度能維

持館內亮度，又能省電。 

⚫ 規則二：前半區有人，前半偶數燈亮起，後半區不亮。 

⚫ 規則三：後半區有人，後半偶數燈亮起，前半區不亮。 

⚫ 規則四 :前半及後半區皆有人，所有燈皆亮。 

 
圖 7 規則二亮燈示意圖 

(二) 增設循環大吊扇 

  風扇增設後因開啟仍較耗電，於短時內並未減少能耗，但相對增加室內舒

適度。經採訪圖書館員及學生，個人體感較以往未設風扇時良好，過去室內較

悶熱及空氣不流通，讀書時較難以專心，經改善後，風量不造成書頁翻動或紙

張飛落，但卻更加舒適。 

風扇直徑:510CM 含以上 

電壓單相:220V或 110V 

耗電量:750W 含以下 

葉片數量:5片 

運作轉數:30－75RPM 

 
空氣循環大吊扇規格 圖 8 閱讀區照明及風扇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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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氣監測與螢幕顯示 

  於圖書館三樓架設氣象站，具有風速、風向、光照三合一、雨雪感測等感

測器，數據顯示於圖書館一樓櫃台上螢幕。而這些數據也與圖書館內系統協

作，作為館內冷氣溫度調整以及換氣控制之依據。 

 
圖 9圖書館 3 樓氣象站及內部感測器 

 
圖 10 圖書館 1樓環境資料顯示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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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名稱 正行中心體育館能源改善、更換節電設備(詳細成果見附錄四)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                               

(一) 照明節能規劃與設計 

1.燈具位置設計 

  學校原有照明設計如圖 11 為較耗能之複金屬燈，經更換燈具後改為 LED

燈，由兩側增加場館照明度，如圖 12。 

 
圖 11 體育館舊燈電壓與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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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體育館新燈電壓與電流 

  
圖 13 南側新燈具開啟 圖 14 北側新燈具開啟 

 

2.耗電改善 

  經更換燈具後，原設計運轉 1 小時耗電 11.25 kwh，而新系統則僅耗電 4.75 

kwh，節能率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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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設循環大吊扇 

  場館原本即具有對外換氣窗戶，但因正行中心也具有集會功能，若下大雨

或是千人在室內集會，則原本換氣效益則減少，造成室內悶熱，只能倚靠室內

空調，但會造成高度耗能。裝設兩台大吊扇後，配合原本空調，透過流動的空

氣帶走人體表面之熱度，增加舒適度，進而減少調低空調溫度之能耗，也能增

加空氣對流速度，讓室內盡快達到均溫，減少設備運轉時間。 

 
圖 15 2台大吊扇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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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名稱 校內中水回收系統連結與增設滴灌設備(驗收資料詳附件三) 

類別 
▓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環境永續生態循環  □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防救災與避難      □其他：                                

(一)用水與環境 

1. 啟用學慧樓儲水槽後，增加每日中水儲水量約 12噸，每年旱季用水天

數約 220天，如將當日儲水用盡，約能增加 2,640 噸回收水再利用。 

2. 一心路在設置滴灌後，無須再依靠貨車加上汽油式噴霧機進行澆水，

間接減少因農機噪音及油煙對校園環境的干擾。 

 
圖 16 校內澆灌用小貨車 

(二)用電節能 

1. 第一汙水處理廠的 10HP 舊有馬達，原為每日全載運轉 7小時，平均每

次日用水量約 90 噸；在本次改善後僅負擔低壓力大流量送水，實測每

小時可送水 25 噸，每日運轉時間 3.6小時，可減少該區馬達 49%的電

力消耗。 

2. 如當天校園有高壓力的噴灌需求，則需再利用學慧樓頂樓的 3HP低壓

大流量變頻馬達加壓，實測每小時可送水 18 噸，日用水 90 噸時運作

時間約 5小時，小水量澆灌時可降頻運轉，節省能源，如僅有滴灌啟

用時，甚至可不啟用馬達只以重力流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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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施工前照片  圖 18 增設馬達  

 

3. 以每日用水 90 噸之用電量為例： 

改善前為： 

380*10(HP)×0.746(kW)/0.91×7(小時)=21,806 kw 

改善後為： 

[380*10(HP)×0.746(kW)/0.91×3.6(小時)]+ [380*3(HP)×0.746(kW)/0.91

×5(小時)]=10,205 kw+4,673kw=14,878kw 

每日可減少 6,928kw 用電，用水日數 220 天，可減少 1,524 度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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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永續相關議題實施現況說明 

主

題 
項       目 

實施內容 

(請條列式說明並加以量化呈現) 

辦理情況 

(已辦理/持續辦

理中/未辦理) 

能

源

與

微

氣

候 

圖書館人工智慧

監控系統及能源

改善 

1. 增加室內光照度原為平均 200流明，更新節

能燈具後區域亮度更均勻、流明度增加至

450)。 

2. 透過風扇降低調節室內區域溫度均勻度，讓

空氣流動，增加人體舒適度。 

3. 減少用電量。原照明設備開啟 13.5小時耗電

162kwh，更換後設備耗電 32.7kwh，節能率

79.8%。 

已於 113年5月完

工並於 6月驗收

完成 

能

源

與

微

氣

候 

正行中心體育館

能源改善、更換

節電設備 

1. 增加室內人體舒適度(光照度)、降低室內與

人體體感溫度。 

2. 減少用電量。原照明設備開啟 1小時耗電

11.25kwh，更換後設備耗電 4.7 kwh，節能率

58%。 

已於 113年5月完

工並於 6月驗收

完成 

水

與

綠 

校內中水回收系

統連結與增設滴

灌設備 

1. 增加馬達，啟用學慧樓閒置儲水槽後，增加

每日中水儲水量約 12 噸。 

2. 增加馬達後，中水供水用電，每日減少

6,928kw用電，用水日數 220天，可減少 1,524

度用電。 

3. 減少旱季人工使用貨車及發動機與澆水器澆

灌之油煙、噪音、人力及碳排。 

已於 113年5月完

工並於 6月驗收

完成 

水

與

綠 

植樹 1公頃 1. 尚未完成，但已規劃種植殼斗科植物，果實

未來可作為校內松鼠、鳥類等野生動物食物

來源，也可配合環境教育課程手作，進行原

生樹木推廣。 

2. 另配合永續農場蜜蜂飼養，也會種植蜜源、

粉源或可藥用之低矮耐陰植物，增加林下或

林緣的複合層次及生物的多樣性，更提供了

野生動物隱蔽的棲息場所及食物來源。 

尚未完成，待後續

學校規劃。 

資

源

與

碳

循

環 

落葉堆肥場域 1. 增加學校落葉變成堆肥之利用率。 

2. 減少搬運堆肥至農場之人力或車力搬運之油

耗。 

已完成，但受颱風

影響毀損，需重

建。 

資

源

與

固碳農法推廣 陸續於校內進行推廣，計劃期間內辦理場次如下

表。 

已完成，持續辦理

活動推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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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項       目 

實施內容 

(請條列式說明並加以量化呈現) 

辦理情況 

(已辦理/持續辦

理中/未辦理) 

碳

循

環 

日期 時間 活動主題 人

次 

112/7/15 09:00~16:00 土坵工法、碎木

堆肥工法 

35 

112/9/20 09:00~16:00 土坵工法、碎木

堆肥工法 

55 

112/11/1 09:00~16:00 BD 生物動力農法

工法 

31 

112/11/8 09:00~16:00 KKF 微生物菌固

碳工法 

30 

113/6/17 09:00~16:00 KKF 微生物菌固

碳工法 

72 

共辦理 5 場次，共 223 人次參與。 
 

環

境

教

育 

環境教育教案建

立 

配合本次計畫，建立環境教育教案，供學生及大

眾學習與觀摩，相關教案規劃情形如下表，詳案

如附件。 
項

次 

教案名稱 時間 規劃情形 

1 太陽能教案 - 尚未發展，僅

進行課程。 

2 土坵農法教案 6 小時 已完成教案 

3 生物動力農法教

案 

3 小時 已完成教案 

4 KKF 農法教案 3 小時 已完成教案 

5 濕地固碳教案 4 小時 已完成試

教，但未完成

文字檔教案。 
 

部分已完成，但皆

未送環境部審核

成為本校環境教

育場域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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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合作之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 

團體/社區 

(村里)名稱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社區 負責人 何明春 

  南華大學自 105年起，透過教育部、環境部、科技部等各部會計畫，持續與社區互動。

並於 108年起，透過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以貓世界為基礎，發展黑水虻循

環農業，陪伴社區發展的生態旅遊、生態友善農業。109年設立駐地工作站，並訓練社區生

態保育及環境教育志工，並協助撰寫環保署環境教育場域申請書，以長期陪伴社區開拓生態

旅遊事業。 

而第三期計畫也持續合作中。未來第四期 USR計畫，也預計與其持續合作農業碳中和相關事

宜。 

 
109年工作站揭牌及成立環境教育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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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社區 

(村里)名稱 
嘉義縣大林鎮上林社區 負責人 曾水永 

  南華大學自 101年起，透過教育部、環境部、科技部等各部會計畫，持續與社區互動。

並於 106年起，本校透過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陪伴社區發展以諸羅樹蛙為

基礎的生態旅遊、生態友善農業，該校協助成立並訓練社區農民晚間兼做賞蛙導覽志工，並

撰寫賞蛙導覽手冊，以長期陪伴農民開拓創生事業。 

目前上林社區生態友善田區共有 15塊，散佈在上林社區周遭，其農友有 10名，大林鎮對生

態農業有興趣的志工夥伴 42名。希望從社區、產業、生態的角度切入大林慢遊，提供遊客

在地的深度體驗，配合解說，建立社區能自主運作，經濟循環的旅遊操作標準程序，以產業

六級化活絡地方經濟，進而鼓勵友善環境耕種。 

 
以諸羅樹蛙為基礎的生態旅遊及賞蛙導覽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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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社區 

(村里)名稱 
嘉義市西區大溪里 負責人 邵祈誠 

  大溪厝是嘉義市僅剩的集村型農村聚落，保有臺灣三、四百多年的歷史的古井，大溪厝

古井早期有 11 口井分佈，是社區居民的⽣活⽔源，但因民國 60、70年代自來水接通後才不

再引用井水，提供飲用功能消失，僅有供澆水花木功能，目前有三口井已被填平，僅剩八口

井，更顯其珍貴。這八口井依然被社區保存並沒因道路的拓寬而消失。為了安全因素，大多

數的井都加蓋保留起來。 

  本校於 111 年協助大溪厝社區進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申請及八口井文化保存送件事宜，

並與校內具水質檢測專長教授，一起對社區水環境教育園區進行水質檢驗。 

 
社區居民學習量測井的深度 

 

⚫ 民間團體及社區伙伴：社區(鄉鎮村里)提供與支援活動說明，團隊組織及實績：應敘明協

助本計畫之建築、生態、都市、景觀、教育等各類專業人員與團體之基本資料，簡述其過

去執行相關計畫之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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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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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壹、 智慧雲端能源管理系統 

一、 驗收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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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二、 竣工證明 

 

三、 驗收項目資料(詳附件四、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M&V報告)  



 

3 

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貳、一心路及 B區中水澆灌系統 

一、 竣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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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二、 驗收紀錄表 

 



 

5 

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三、驗收項目資料 

 
1.學慧樓頂樓新設 3HP變頻恆壓泵浦 2. 學慧樓銜接教學區主幹管配管 

 
 

3.中道樓水源配管 4.一心路設置阻水開關閥箱 

  

  

一、 慧 區 澆灌     管   

  中水管

新設3  管

2  P  管

新設  阻水
開關 

 
 
水
 

     
  區、  、  
  、   區  水

    
中   水

         
水路      
 慧  水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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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1.道路切割回填埋管-1 2. 道路切割回填埋管-2 

  

3.學舍草皮周邊配管 4.一心路往五戒路水管銜接-1 

  

5.五戒路水管銜接-2 6.學海堂水管銜接三好路 

  

二、     及    中水管   

    
   水管

路   
 管    

路   
 管   

路   
 管  

  中水管

2  P  管

1.5  P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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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1.一心路電池式控制站-1 2. 一心路電池式控制站-2 

  

3. 一心路電池式控制站-3 4. 一心路電池式控制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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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5. 一心路電池式控制站-5 6. 一心路電池式控制站-6 

  

7. 三好路電池式控制站-1 8. 三好路電池式控制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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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工程驗收資料 

 
1.擴校 B區電池式控制站-1 2. 擴校 B區電池式控制站-2 

  
3.擴校 B區滴灌配管-1 4. 擴校 B區滴灌配管-2 

  
5. 擴校 B區滴灌配管-3 6. 擴校 B區滴灌配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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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環境教育教案 
 

1.土坵栽培法 

課程名稱 小農永續經營-碳排放模式 & 土坵工法、碎木堆肥工法示範與實作 

教學目標 A、提升對自然素材、廢棄木頭等資源循環經濟的運用（環境知識、認
知目標）。 

B、培養對在地生活文化環境的認同與尊重（環境態度、情意目標）。 
C、製作的成品回歸自然循環再利用（技能目標）。 

課程大綱 土坵栽培法（德文 Hugelkultur」，仿效森林樹木自然分解，將廢棄
的木頭、樹枝落葉和底土埋在地下，表面再加上堆肥和表土，種植後
加上敷蓋物。底下的木頭會有真菌慢慢繁殖，並且在分解腐爛的過
程，形成海綿般的鬆軟底土結構，增加大量的保水能力和通氣性，並
提供種在土坵上的蔬果樹木豐富的養分。 
全球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每年田間燃燒廢 100億噸農業費棄物，排放
166億噸二氧化碳（相當 714座燃煤發電廠排放量）、11億噸煙霧、

和 6570 萬噸 PM2.5。造成人類健康風險，也增加全球暖化的危機。利
用土坵栽培，不但不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煙霧和 PM2.5。更可以封存
百分之百的碳，也不需要碎木機浪費能源。 
土坵下形成的肥沃土壤，可以維持 10-15年以上，土壤充滿豐富微生
物相和肥力，是農業達到零碳排放的重要選項之一(碳封存 Carbon 
sequestration)，值得在農家和校園推廣。 

教學時數 6小時 

教學對象 成人 

授課講師 講師 1 人 

師生比 師生比 1：20。若超過 20 位，每 10 位增加一位助教或志工，總人數不

超過 50 位，以維持教學品質 

教學地點 南華大學 教室及永續農場 

教學流程 A. 小農永續經營-碳排放模式 (2節) 

（1） 小農永續經營概況。 

（2） 小農永續經營之困境。 

（3） 小農永續經營之解決經驗分享。 

（4） 小農永續經營之固碳、循環經濟。 

B. 認識土坵栽培（1節） 

（1） 認識什麼是土坵栽培?為什麼提倡土坵栽培。 

（2） 德國土坵栽培的緣起與應用。 

（3） 土坵栽培法的介紹以及目前使用的狀況的分享。 

（4） 請學員思考未來永續生活的執行與狀況。 

C. 土坵栽培法的製作操作(2.5節） 

（1） 認識用於土坵栽培土壤改良的農用廢棄物介紹。 

（2） 請學員們收集當地需要的材料。 

（3） 老師講解並製作。 

（4） 最後栽種植物，並以有機資材敷蓋。 

D. 討論與分享(0.5節) 

由講師針對整體課程，藉由學員實體操作，提出製作方式討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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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環境教育教案 
 

進對操作體驗課程的瞭解，分享學習過程，加深學習效果及推廣。 

操作 SOP 
1. 挖 60公分到 100公分寬度及深度之土溝，形狀不拘。 

2. 底層: 廢棄木頭和粗樹枝。新鮮木頭在下，老朽木頭在上。混入底

土。 

3. 上一層: 樹枝青草和樹葉。 

4. 中間層:落葉、乾草。 

5. 倒數第二層: 熟成的堆肥 10 公分。 

6. 頂層: 表土約 10~20公分。 

7. 完成的土坵高度 80到 120公分之間。 

在施作過程中，需備水源及挖出的土壤（表土及底土分開堆放）。 

在施作的過程，一邊添加土壤，並以水澆灌，使木頭間隙縫填滿紮實土

壤，避免土坵下陷。 

 

農場示範點: 

 

 

 

 

 

 

 

 

 

 

 

 

 

 

 

 

 

其他 預備方案: 

若遇雨則以室內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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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環境教育教案 
 

教學路線圖: 

 

 

課程安全注意事項: 

1.請著防曬(帽子、袖套、水等)及防蚊蟲服裝並攜帶雨鞋等用品。 

2.請注意收集材料時，是否有危險動物。例如蛇、胡蜂等等。 

 

課程內容參考資料: 

1. 學起來！農業博士「土坵栽培」，以碳封存去化廢棄木頭，並改良

土壤 https://reurl.cc/ykXDNa 

2. The Many Benefits of Hugelkultur https://reurl.cc/xlXpqV 

3. hugelkultur: the ultimate raised garden beds 

https://richsoil.com/hugelkultur/  

 

海報、展板: 

 

活動回饋問卷調查表： 

永續

教

https://reurl.cc/xlXp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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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KF 工法 

課程名稱 好菌多多~KKF菌製作 

 

 

 

教學目標 

A、提升對自然素材、廢棄回收等環保資源運用的理解 

（環境知識、認知目標）。 

B、培養對在地生活文化環境的認同與尊重 

（環境態度、情意目標）。 

C、製作出的成品再回歸自然循環再利用（技能目標）。 

 

課程大綱 

KKF（Khao Kwan Foundation) 為泰國華僑 Daycha Siripatra 所創。

利用適地、適種的微生物培養。學員採用當地附近的山頭取得不受污染

的微生物(腐植土)，把樹葉撥開，挖出腐植土，其土含有豐的有益生

物。來培養其中的多樣性微生物（或製作成微生物菌球），經稀釋後添

加到水田，蔬果園，溝渠，池塘，魚塭，有淨化水質、消滅有害物質效

果及幫助農作物成長。我們也利用微生物菌水來製作各種液體肥料及雜

草蔬果堆肥，利用 KKF 的技術可充分將所有農業廢棄物，生熟廚餘轉

換成液體肥料。不但可將所有已經分解成細小單位的有機及無機物質養

分元素回歸土壤，並可降低農民購買有機肥料成本，並達成不需使用任

何農藥及化學肥料即可有效幫助農作物成長、控制病蟲害及雜草的多元

目標。我們也發現在自然界現有的植物、水果或雞蛋牛奶，都是很好的

天然植物生長激素、增甜劑及雜草蟲害抑制劑。 

教學時數 3小時 

教學對象 成人 

學員人數 教學人數 20人。 

授課講師 講師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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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環境教育教案 
 
師生比 師生比 1：20。若超過 20位，每 10位增加一位助教或志工，總人數不

超過 50 位，以維持教學品質 

教學地點 南華大學 S102教室及永續農場 

 

 

 

 

 

 

教學流程 

A、 認識學校環境、觀察以及製作流程介紹（0.5節） 

(1)學校環境的認識。 

(2)在教室對於 KKF菌的介紹以及目前使用的狀況的分享。 

(3)請學員思考未來永續生活的執行與狀況。 

(4)請學員分享感知與反思。 

B、 KKF 菌的製作操作(2節） 

(1)認識 KKF菌對土壤改良的介紹。 

(2)請學員們收集就近需要的材料，並介紹。 

(3)請老師做講解並開始製作。 

C、 討論與分享（0.5節） 

由講師針對整體課程，藉由學員實體操作來提出製作方式討論，增

進對操作體驗課程的瞭解，分享學習的過程更加深學習目的。 

操作 SOP 用腐植土培養微生物菌法  

材料: 

1.水桶 25公升裝(實際只裝 18-20公升水（雨水、山泉水或井水） 

(使用自來水則雵先取出過夜) 

2.米糠 1公斤 

3.糖蜜（或黑糖）1 公斤 

4.靠近自己農田不受污染的山頭取腐植土約 200 公克 

 

操作: 

採集森林腐植土 200 公克: 

採用當地附近的山頭取得不受污染的微生物(腐植土)，找一個落葉最多

的地方。將落葉撥開，挖出 200 公克的腐植土一包。 

   1.腐植土放入 20公升水中(若為自來水則要放置隔夜去氯)， 

2.加入米糖及糖蜜，攪拌後用布或蓋子覆蓋透氣。 

3.放置室內或樹蔭下 7~14 日。 

 

※勿放置太陽下，紫外線會破壞微生物菌。 

※濕式培養出來的微生物菌水約可保存 3-6 個月，只要沒有變質發

黑發臭，就可以使用  

 

用微生物菌水做成乾式菌   

材料: 

1. 取 100cc菌水 1份 

2. 取 100cc糖蜜 1份) 

3. 粗糠 500g或乾竹葉 5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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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環境教育教案 
 

4. 米糠 100g 

操作: 

1.將材料混合在清潔的肥料袋， 

2.均勻的楺， 

3.包起來，打十字結，在放陰涼處。 

學習成效評

估 

A.從學員之成果發表與心得分享，瞭解其對環境永續利

用的程度。 

B.學員對於農用廢棄物材料能有尊重及共享行為。 

C.學員能完成其作品。 

D.請學員填寫學習回饋單，以瞭解學習情形及未來授課

改進事宜。 

其他 雨備方案: 

若遇雨則可選擇以室內影片教學。 

 

教學路線圖: 

 

課程安全注意事項: 

1.請著防曬及防蟲服裝並攜帶其用品。 

2.請注意收集材料時，是否有危險動物。例如蛇、胡蜂等等。 

 

課程內容參考資料: 

1. KKF自然農法於臺灣農場之實證經驗分享

https://reurl.cc/klvnKd 

永續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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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Z生態農場 https://reurl.cc/DmDq5e 

3. KKF 在台灣 伊斯坦堡的有機農業會議 

https://reurl.cc/DmDqaj  

 

3. BD生物動力農法 

課程名稱 BD生物動力農法 

 

 

 

教學目標 

A、提升對自然素材、廢棄回收等環保資源運用的理解 

（環境知識、認知目標）。 

B、培養對在地生活文化環境的認同與尊重 

（環境態度、情意目標）。 

C、製作出的成品再回歸自然循環再利用（技能目標）。 

 

課程大綱 

本教學設計旨在藉由參與實地製作，瞭認自然生態系統。每個生物動

力農場都是綜合、完整、有生命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由許多相互依

存的元素組成：田野、森林、植物、動物、土壤、堆肥、人和地方精

神。許多農場只種植農作物或只有飼養牲畜，雖然會達到經濟效益，

但會造成營養缺乏或糞肥過多而造成環境的污染等等的失衡情形。BD

生物動力農法是將植物、動物和土壤緊密結合一起。生物動力農法不

是固定的食譜或處方。培養意識可以增強我們創造性地利用土地以及

對生物區域的動態進行工作的能力，從而使農場有機體的活力得到充

分體現。其專注於為最佳土壤、植物和動物健康創造條件，提供均衡

的營養並支持健康的免疫力。當農場、花園融合了豐富多樣的植物和

動物並為天敵創造棲息地時，害蟲和疾病就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滋生

了。當疾病或害蟲出現時，它通常表明農場有機體失衡，並且可以被

視為大自然試圖糾正失衡的方式。在爆發的情況下，可以使用生物控

制，但生物動力法農民也試圖辨別潛在的不平衡，並找到調整管理實

踐的方法，使農場有機體更加健康。通過觀察、感知和聆聽土地，我

們與我們獨特的農場生物建立了親密關係，並擴展了我們的感知、反

思和想像能力。 

教學時數 3小時 (單一 SOP) 

教學對象 成人 

學員人數 教學人數 20人 

授課講師 講師 1 人  

師生比 師生比 1：20。若超過 20位，每 10位增加一位助教或志工，總人數

不超過 50位，以維持教學品質。 

教學地點 南華大學 教室及永續農場 

https://kkfintw.wordpress.com/
https://kkfintw.wordpress.com/2014/11/03/%e4%bc%8a%e6%96%af%e5%9d%a6%e5%a0%a1%e7%9a%84%e6%9c%89%e6%a9%9f%e8%be%b2%e6%a5%ad%e6%9c%83%e8%ad%b0/
https://reurl.cc/DmDq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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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A.農業環境的觀察、認識生物動力農法以及製作流程介紹（0.5節） 

1. 農業環境現況的分享。 

2. 對於 BD生物農法的介紹以及目前使用的狀況的分享。 

B. BD生物動力農法的製作操作(2節） 

1. 認識用於 BD生物動力農法的土壤改良的農用廢棄物介紹。 

2. 請學員們收集就近需要的材料，並介紹。 

3. 請老師做講解並開始製作。 

C. 討論與分享（0.5節） 

1. 請學員思考未來永續生活的執行與狀況。 

      2.講師針對整體課程，藉由學員實體操作來提出製作方式討論，增

進對操作體驗課程的瞭解，分享學習的過程更加深學習目的。 

BD5000 

操作 sop 

材料:  

1.需要優質哺乳期的乳牛牛角。 

2.哺乳牛的牛糞(以有機草為食。取糞便之前 2-3 天，乳牛不要餵穀

物) 

 

10 月 11月 12 月 1月 2 月 3月 

埋角 取出檢查 取出牛角使用 

 

操作: 

●埋角的時間是在冬季（十月至十一月） 

●挖一個 2.5 英尺(76.2cm)的溝槽挖一個約 1 1/2 (45.72cm)英尺深

的坑。尖端應低於地面 6 英寸(15.24cm)，(選擇農場最肥沃的部

分，菜園高點，排水良好的地方，不應該有像金合這樣的侵略性樹

木的根)1英尺 = 0.3048米 1英寸 = 0.0254米 

 

●揉捏牛糞 10 分鐘，使牛糞通氣。 

將牛糞填入牛角(不要按下而是輕敲牛角的末端以排出滯留的空氣，

裝滿的牛角，開口朝下，以免積水。牛角間不應相互接觸。 兩角之

間一拇指間距。用混合優質堆肥的土壤覆蓋。通過覆蓋稻草和低覆

蓋的椰子葉來保持該區域涼爽。在四周挖一條溝，把水排走。 

 

●1月底，挖出 2 個角，以檢查蚯蚓是否會吃掉它。(如果土壤中蚯

蚓過多，可以在附近放置一半的堆肥材料以轉移蚯蚓)。牛角糞 4個

月（2-3月）就準備好了。每個牛角大約可以得到 60-70 克。  

 

●存放在陰涼處，周圍環繞著潮濕的椰殼髓的釉面或泥盆中。可存放

12個月，如果操作正確，可以保存更長時間。 

 

●每英畝 13 升水中僅需 25 克。通過在兩個方向上形成漩渦攪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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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注意粘度如何增加並且變得更容易攪拌。 這種攪拌會激活菌

絲體和其他微生物。需要在露天進行攪拌，以便吸收宇宙能量。需

要用打蛋器刷成螺旋形噴塗準備工作應該像大水滴一樣落下每年可

在大地吸氣的傍晚灑水 4-5 次在至日和春分點塗抹 4 次不要在可能

下大雨之前灑水。 

 

●有助於形成強大的腐殖質並改善土壤結構、增加土壤有益菌，如菌

根菌和溶磷菌等，並增加蚯蚓活動。 

 

●將母牛角的小角和大角分開，先埋掉大角，因為它們需要更長的時

間來消化糞便。將當地的土壤（如果可能的話，來自你田地的所有

部分）與堆肥混合，這樣你當地適應的真菌和微生物就會進入 

BD500 使用雨水（或儲存 1 天的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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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501 

操作 sop 

材料:  

1.優質哺乳期的乳牛牛角。 

2.石英晶體，手工磨成粉末。 

 

操作: 

埋角的時間是在夏季（四月至五月），再於 9月取出牛角。 

●選擇排水良好的地方挖一個約 1 1/2 英尺(45.72cm)深 

●石英粉可放在兩塊玻璃板之間，完成研磨成滑石粉稠度 ??，加少許

水調成糊狀。 

●放入牛角讓其乾燥並固化一整夜，以免滲出。 

●埋下填滿的牛角並用土覆蓋面朝下，以免積水。牛角不應相互接

觸。兩角之間一拇指間距。 

 

●BD501 在 4-6 個月內準備就緒，9月 21日前取出 

 

●取出後曬乾。儲存在透明罐中，置於乾燥、光線充足的地方。 保持

罐子鬆動，例如窗台可存放 2年。如果未使用完，則可重覆放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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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如前操作。 

 

●每英畝 13 升水中僅需 1 克。足夠適合你的指甲通過在兩個方向上

形成漩渦攪拌一小時噴成細霧需要噴灑在葉子上方而不是地面上一

年可在大地吐氣的早晨噴灑 4-5次選擇月亮對沖土星進行噴塗上午

8:00 前完成噴塗，否則會引起灼傷 

 

●促進葉片生長和光合作用。促進增強植物的強度並改善糖分/味道和

儲存質量芒果增加口味（含糖量）和儲存質量在開花前和果實形成

（大理石大小）後的中途以及收穫前 2-4 週噴灑。 如果太接近收

穫，它會加速成熟過程，你會變得更小（但更甜的芒果）。 

 

●穀物提高秸稈強度，保持穀物品質在 2 葉和 4 葉階段噴灑，但不

要離收穫太近。葡萄種植者使用它來增強葡萄酒的味道。甘蔗——

提高含糖量 Cariappa 農場示例 - 開始獲得 30% 以上的粗糖。棉

花——提高纖維的纖維長度和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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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堆肥 

操作 sop 

 

⚫ 乾濕草 500kg  

⚫ 牛糞、羊糞 100kg  

(堆肥糞便的主要順

序：牛糞、馬糞、羊

糞、豬糞、雞糞、鴨

糞、鵝便便) 

⚫ 海草粉 30kg  

⚫ 熟石灰 2kg  

⚫ 微量元素（礦粉）2kg  

⚫ 米糠 3袋  

⚫ 芝麻粉 3袋 90kg  

⚫ 椰簽 30kg  

⚫ 502-507 Cpp1kg 

 

⚫ 收集草：在乾草濕潤前一周

進行堆肥水是一個原則，濕

草（高蛋白）可以直然後鋪

上水。草作為碳的來源有助

於加熱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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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肥尺寸:1.5m寬×1.5m高×4m長 

⚫ 用新鮮牛糞 500kg，佔堆肥總量的 10%-

15%。 

⚫ 鋪好的牛糞厚度不超過 2 厘米。 

⚫ 煮熟的石灰必須溫度太高而不能過熱（生石

灰）。 

⚫ 熟石灰的作用可以保水調節碳氮比，撒在堆

肥上，記得和牛糞分開，發酵過程溫度過

高，造成堆肥營養不良。 

⚫ 必須避免溫度過高而過熱（生石灰）。 

⚫ 熟石灰的作用可以保水調節碳氮比，撒在堆肥上，記得和牛糞分

開，發酵過程溫度過高，造成堆肥營養不良。 

⚫ cpp 加新牛糞半包加水約 200kg 一次加水 5升 冬天水溫 35度 

⚫ 堆肥底部鋪稻草一層糞肥，海草粉微量元素，椰殼，一層青草，

石灰，一層青草等，最後一層稻草 

 

 

 

 

 

 

 

⚫ BD502-506用 cpp包成球避免水分流失乾燥 

⚫ 堆肥完成時邊坡 45度深 50 厘米共 5個孔，先把土放入保護球內

再把球放入，然後用土塞滿通道，以防溫度過高 破壞 502-506 

營養素。 

⚫ 502-507作為活化劑，將相關元素活化出來，微生物將它們分解

重新組合、強化，幫助堆肥達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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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升雨水(山泉水更好)加 507（瓶中 10cc507加 90cc 水前後平行

搖晃 20下）。用 10分鐘順時針方向均勻倒 1/2在堆上。 

⚫ 微效 1噸堆肥 502-506每放 1g。 第一個月堆肥打開看肥料樣

品。 

⚫ 疊成約 4噸，熟後約 3噸 

牛糞窖 

操作 SOP 

牛糞窖 

尺寸：100cm x W50cm x H30cm 

材料:  

(1)  60 公斤牛糞 

（一般健康牛隻的糞便 即

可，BD500則限母牛糞） 

    200 克蛋殼(手工研磨) 

    200 克岩粉(手工研磨) 

  

(2)sets-(BD502-BD507） 

     502.Yarrow 歐蓍草 

     503.Chamomilla 洋甘菊 

     504.StingingNeetle 刺蕁麻(咬人貓) 

     505.Oak bark 橡樹皮 

     506.Dandelion 蒲公英 

     507.Valerian 纈草 

 

桶子內放入牛糞，加入蛋殼粉、石頭粉、海藻粉 混合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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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放 504 . 

旁 4洞放 502,503,50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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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350cc水 

⚫ 前後 15分鐘平行混合，灑於 cpp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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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太高時.可用水灑在磚塊上或用濕布降溫 

⚫ 覆蓋葉子後，再蓋上鐵或木頭，這樣 CPP 溫度就不會太高 

 

第一次翻土，3 週後 

第二次翻土，3 週後 

第三次翻土，3週後準備好可始用了 

學習成效評

估 

⚫ 從學員之成果發表與心得分享，瞭解其

對環境永續及廢棄物再利用的程度。 

⚫ 學員對於農用廢棄物材料能有尊重及共

享行為。 

⚫ 學員能完成其作品。 

⚫ 學員填寫學習分享單，以瞭解學習情形

及未來授課改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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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雨備方案: 

若遇雨則可選擇以 KKF菌液製作替代教學。 

 

⚫ 教學路線圖: 

⚫ 課程安全注意事項: 

 

1.請著防曬及防蟲服裝並攜帶其用品。 

2.請注意收集材料時，是否有危險動物。例如蛇、胡蜂等等。 

 

 

⚫ 海報、展板: 

 

 

 

 

永續農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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