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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當大家離開家門外出的時候
1
，公廁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們對於長者,  殘疾

人, 以及有孩子的家庭特別重要，因為他們需要獲得清潔衛生的公共廁所。抗拒使用公廁

對這些人來說的影響甚大，更有可能導致社會和醫療問題。   

 

香港是一個擁有優良城市結構的大都市，以及旅遊業的熱門目的地，而旅遊業更是本地經

濟的支柱之一。因此，優質的公廁可為政府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提升香港在全球的公眾

形象。這指引敘述了如何發展及維持城市公廁質素，以保障市民的健康、衛生、安全，以

及確保廣大遊客能享有優質的服務。 

 

香港提供的公廁一般分為以下類別： 

 

1.1  由政府建造以及管理的公廁，例如位於公園、旅遊景點、遊樂場、音樂廳、公共交

通站和市場。 

 

1.2  私營機構經營以及管理，位於購物中心的公廁（發展商或商店經營者）。 

 

1.3  餐館、酒吧和速食連鎖店等銷售食品場所的公廁。  

 

1.4  為特別活動（如大型活動和市場）以及公共活動提供的臨時公廁。 

 

政府提供的公廁大多是24小時營業，但由政府營辦的街市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活動場所

除外，另外商場的公廁則一般在午夜前關閉。 24小時開放的公廁很重要，因為有些使用

者有不同的輪班模式，例如公共交通運營商，包括計程車和貨車司機，以及醫療服務者。

提供衛生及潔淨的公廁對於為所有持份者提供便利來説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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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指引是根據舒適、易達通、安全及衛生（CASH）概念而制訂的，該概念最初由香港

廁所協會首任會長兼創始成員之一邵教授發起（理工大邵健偉教授, 2006
2
）。 準則強調，

管理和教育，在良好的質量策略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進一步發展納入管理和教育

（CASH+ME）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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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和建造優質公廁 
 

以下建議經由設計角度調整了 CASH+ME 計劃，並集合了公共用戶、服務提供者和專業顧

問的意見。這些設計方案是經濟實惠、持久實用、以及有利於社會保障人民的福祉和公眾

健康。公共廁所目前給人的印象普遍是「充滿難聞氣味和其他不適的骯髒地方」，使用者

沒有慾望或耐心在公共廁所呆很長時間。但是，如果希望公共廁所能有更好的設計，而且

是無阻礙、安全和衛生，則應考慮以下設計標準並納入 CASH+ME 概念。 

 

2.1 舒適 (Comfort) 

公共廁所目前給人的印象是骯髒、照明不足、氣味難聞和不安全。因此，使用者會選擇立

即離開廁所，而沒有沖廁或洗手。為了緩解這種惡劣狀況，我們提出了以下建議，以便提

供一個更舒適的環境。 

 

2.1.1  公廁中難聞的氣味會引起不適，而高效通風系統是改善公廁空氣品質的關鍵因素。

沒有自然通風的公廁應安裝機械通風系統，每小時至少更換10次空氣，以提供足

夠的通風。另外，額外的排氣管應連接在隔間的馬桶後面，而高度應比馬桶頂部高

100mm。新鮮空氣入口則應固定在馬桶上方約1800mm。  

 

2.1.2 如果尿液沒有立即處理時，尿素會成為氣味的來源。因此

建議使用自動感測器沖洗裝置, 在使用者離開小便器時立

即處理尿液。不建議自動沖洗蓄水箱，因為尿液由沖洗後

到自動蓄水箱完全補充的幾分鐘

或更長時間間，仍會留在小便器

中在環境保護中。 

無水小便器亦是一種替代方法。

但因為它們不需要沖洗水，因此

需要頻繁檢查是否需要補充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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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建議安裝中等音級（不超過 55 dBA）的音響系統，並加入輕音樂（如流水背景音

樂）。聲音系統可以通過感測器設備啟動，令使用者在公廁時可更舒適及放鬆。  

 

2.1.4  應安裝音訊系統來提醒使用者，使用後沖廁所，以消除廁所中的難聞氣味。  

 

2.1.5  建議在廁所裡擺放植物，以增強宜人的環

境。  

 

 

 

 

 

2.1.6  在每個女廁所隔間內應放置腳踏板或電子操

作蓋的垃圾箱，用於處理衛生巾和個人廢

物。  

 

 

 

 

2.1.7  所有廁所隔間應於適當的高度和視力距離內

提供大衣鉤，以便懸掛手提包和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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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建議加設嬰兒餵養室以提供母乳餵養或奶瓶

餵養。房間必須位於廁所附近人流少的地

方，並且是帶椅子和桌子的獨立房間。房間

還必須適當地通風。  

 

 

 

 

 

2.1.9  為了方便使用者，隔間的門上應有標牌明確

指示廁所是坐廁或蹲廁。 

 

 

 

 

 

2.1.10  孕婦和長者在廁所區排隊時可能不能

站立太久。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應

為提供有長凳的等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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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帕魯西斯」(Shy Bladder Syndrome) 社交焦慮症指出，當其他人站在附近時，使用

者會感到不舒服和缺乏隱私，特別在公共廁所中容易體驗到這種焦慮
4
。因此，在

設計小便器時，應在兩側和後方留有足夠的空間。建議將分隔板固定在1500mm高、

寬度450mm處。如果可以，小便器應位於較少人流的地方。  

 

 

 

 

 

 

 

 

 

 

 

 

 

2.1.12  「帕科普瑞斯」(Shy Bowel Syndrome) 社交焦慮症指

出，當有旁人在附近時候，不能舒適地排便的症狀是

常見的問題。因此，建議在隔間之間劃分的牆壁應有

高達天板高度（至少 2500mm高），兩旁的側隔板都

不有間隙。基於安全考慮，建議在門下方有不超過 

100 mm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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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公共廁所應塗上鮮豔的顏色，以創造一個和諧和舒適的環境。牆壁、地磚及照明應

與周圍區域匹配。  

 

 

 

 

 

 

 

 

 

2.1.14  所有廁格應提供衛生紙並安裝帶有感測器的衛生紙箱，當衛生紙幾乎空時，系統便

能夠通知服務員。另一選擇是使用雙卷衛生紙分配箱，當第一卷衛生紙用完時，第

二卷紙亦處於待用狀態。否則使用者可能會使用不同類型的紙張（例如報紙）進行

清潔， 因而導致廁所堵塞，造成嚴重的衛生問題。特別是在高使用量的時候。    

 

 

 

 

 

 

 

 

 

 

 

 

 

 

 
 



 10 

 

 

2.1.15  為方便和令使用者感到更舒適，應在男女廁隔

間和為男廁所小便器提供適合的高度和大小的

個人物品擱板。架子應固定在視線範圍內，以

防止被盜。 

 

 

 

 2.1.16 男女廁所應提供嬰兒換尿布桌板。 

 

  

 

 

 

 

2.1.17 公廁不僅可用作滿足個人需求的地方，

還可以用於其他事情，例如女士們亦可

以花一些時間在此化妝。 

 

 

 

 

2.1.18 目前，智能電話十分普遍，公廁應提供

USB充電和無線上網，以提供更便利的

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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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易達通 (Accessibility) 

清潔衛生的公廁越來越令人關注，特別是對殘疾人士、長者、有小孩的家庭、或孕婦。他

們有機會因不能獲得一個乾淨的公共廁所與設施而不想離開自己的住所，而變得孤立。因

此，建議提出以下建議，以改善優質公廁的易達通。 

 

2.2.1  婦女往往排隊才能進入公共廁所，尤其是在特殊活動

舉行期間，如大型會議及其他活動。根據現行規例，

男女廁所的比例為     1：2
5
。但是，此比率不包括男廁

所中的小便器。許多研究表明，女性上廁所的時間大

約是男性的兩倍，因此目前的1：2比例應該包括男性

廁所中的小便器
6
。 

例如，如果一個男性廁所由3個馬桶和3個小便器組

成，那麼女性廁所更應該有12個廁隔組成。 

在現有的女廁所中，增

加額外的廁所隔間可能

很困難，因此使用女性

小便器也是一種選擇。

站立小便並使用特別設

計的女性尿兜，令婦女

可站立小便，與男子小

便相似，從而能實行易

達通，並縮短在高使用

量時期的排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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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長者越來越不想外出，除非他們能使用到公廁設施，因

為患有不同類型慢性病，如有造口 （用於排放身體廢物的手術）、失禁、前列腺

問，題的人以及需要換尿布或特殊護理設施的人。因此，建議在帶有上鎖的房間中

加配一張摺疊床, 讓使用者可以臥床上更換所需要的清理物品。建議加設在主要地

區公共廁所上。  

 

2.2.3  政府鼓勵人們盡可能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

沒有公共廁所設施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大多數人的

嚴重關切。因此，在公共

交通站，例如地鐵、巴士

站及渡輪，應提供公廁。

  

 

 

 

 

2.2.4 男女廁所的隔間中應至少安裝一個帶安

全帶的嬰兒座椅，以便成年人在使用廁

所時，可以照

顧 嬰 兒 和 幼

兒。有此設施

的廁所隔間空

間應稍為更寬

敞，隔間門上亦應顯示標牌。 

 

 



 13 

 

2.2.5  家庭廁所是另一種設計為需要使用公廁設

施的成人及需要照顧兒童提供服務，這可

為有小孩的家庭提供極大的便利。 

 

 

 

 

 

2.2.6  未滿 5 歲或身高小於 1 米的男孩通常不能獨自上男廁所。因此，在女廁所應提供兒

童小便器，並配有隔板。  

 

2.2.7  在隔間的門上應顯示指示坐式或蹲

下廁所的標誌，以方便使用者無需

打開門即可選擇自己的喜好，從而

節省時間，特別在繁忙使用時段。 

 

 

 

2.2.8  為了使人們更易掌握公廁位置，公廁位置的標誌要可見及

清晰清楚地展示，而標誌應張貼在指定廁所方圓1英里範

圍內的街道上。互聯網和網站上應容易獲得公共廁所的確

切位置、開放時間以及是否有為特殊需要的人士提供設施

等資訊。有關資訊亦應在旅行傳單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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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在公共廁所入口處應提供適當、設計易於辨

認、以及尺寸適當"男性"和"女性" 標誌。 

 

 

 

 

2.2.10  女性和男性廁所都應提供嬰兒換尿布設施 

 

 

 

 

 

 

2.2.11 在公共廁所中，應至少提供一個男童小便器。 

 

 

 

 

 

2.2.12 殘疾人應可使用所有公廁，例如從街道無梯級便進入公廁的通道。殘疾人士不單是

指長者，同時亦包括患有視力和聽力問題的人。因此應提供帶扶手和凸字的引導路

徑。同時，男女共用的公廁應提供，以供所需者便用，特別是行動不便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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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全性 (Safety) 

安全考慮對於公廁至關重要，因為這環境不僅存在傳播病毒的高風險，並且存在發生事故

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設計或管理不當的情況下。 因此提出以下建議，以確保公廁的安全。  

 

2.3.1    所有管道和電線應以隱蔽的方式安裝，並避免使用尖角 

度邊緣。為日後維修，管道及生口板應可以打開。 

 

 

 

 

 

2.3.2  為了安全和隱私，鏡子不應安裝能反射使用者的位置。另

外，建議使用有顯示 ”使用中” 標記的感應器。當隔間使用

時，應顯示紅燈，以表示隔間正在使用中。相反時，應顯

示綠燈，以表示隔間空置。 

 

 

 

 

2.3.3  安裝蹲式公廁時，必須提供扶手。此外，最少應有一個小便器為長者或殘疾人士提

供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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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照明不足會令使用者產生不安全的感覺。因此，環境照明應提供不

少於300流明 (LUX)。  

 

 

 

 

2.3.5  清潔設備和工具，例如掃把、水桶和清潔劑，應適當存放在服務員的房間，以避免

發生事故。 

 

 

 

 

 

 

 

 

2.3.6  公共廁所應設置「安全檢查」程序（至少每小時一

次），以確保身體不適或需要援助的使用者的安全
7
。  

 

 

 

 

2.3.7  強烈建議在公廁內實行四合一體的設計理念。該概念包

括安裝自動感應水龍頭、自動感應梘液器和自動感應烘

乾機或紙巾分配器。乾手機應可將水從手直接吹入盆

中。這種設計的好處是盡量減少濕手而造成地板濕滑的

危險機會。還可以減少廁所內的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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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必須在殘疾人廁所中安裝緊急援案鈕，並在辦公時間以外

的時間連接到醫護急救系統。  

 

 

 

 

 

2.4 衛生 (Hygiene) 

在設計和建造高品質公廁時，病毒的傳播是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應把衛生放在首位。以下

指引提供了一個框架以保護公眾，並提出公廁衛生問題。 

 

2.4.1  細菌可能潛伏在牆壁、門把手和旋鈕的表面。當使用者

觸摸這些區域時，病毒便會傳輸到下一位使用者。因

此，從廁所的入口開始，應該實施無接觸概念。廁所的

主入口最好是沒有門的裝置，以減少接觸。   

  

 

 

 

2.4.2  所有連接到衛生設施的管道（排水和供水管道）都應固定並隱藏在牆壁或地板下，

以避免污垢夾在牆壁和管道之間，因這些管道是難以

清潔和會滋生細菌的。並應

提供合適的”通塞生口”，以

便在發生堵塞時進行清潔和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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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充足的通風可減少室內空氣污染和病毒污染。因此，公廁

的通風系統預計應做到每小時至少十次空氣交換。   

 

 

 

 

 

2.4.4 洗手盆的所有水龍頭都應具備電子感應器，而電子感

應梘液器應固定在洗手盆附近。使用快速乾手機比使

用紙巾更理想。 

在櫃檯下的設置開口垃圾箱, 以令使用者在洗手後雙

手濕潤時將地板弄濕的可能降至最低。  

 

 

2.4.5 應安裝空氣探測器。發現空氣受到污染時，應立即

採取行動，查明問題並儘快糾正。 

 

 

 

 

2.4.6  有研究報告，含有病毒的氣溶膠顆粒可以從馬桶中

誘發出來，並在沖廁所期間傳染給使用者（Li et al 

2020）
8
。因此，強烈建議使用者”蓋好廁板再沖

廁”
 9
。相關標誌應放在一個顯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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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公共廁所的地板和牆壁必須完全鋪平，材料應防

水，表面不滑，以及尺寸應為較大的，以避免地板

和牆壁的接頭之間出現細菌。建議使用彩色的陶瓷

或釉面牆磚，使環境變得明亮光澤。 

 

 

  

 

2.4.8 建議使用U形馬桶座
10
，以衛生為目的，可避免生

殖器或手接觸座廁板，特別是當女性需要小便後擦

拭會陰部份時候。這是1955年《美國標準國家給水

排水守則 American Standard Nation Plumbing Code》

和1973年《統一給水排水指引  Uniform Plumbing 

Guide》中所包括的標準要求。  

 

 

 

2.4.9   在一些旅遊區，公廁的使用者是來自世界各地以及不

同宗教，有部份使用者可能不使用紙巾清潔。因此，

建議在男女廁所的隔間內至少安裝一個使用淋浴噴頭

的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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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所有隔間都應提供帶蓋的垃圾箱，特別是在女廁所，以用

於盛載女性衛生巾和廢物。蓋子為腳踏板或電子運動感

測器操作，以避免用手直接接觸。  

  

 

 

 

 

2.4.11 當使用者猶豫應否直接坐在公共廁所的馬桶座上時，有使用者會選擇蹲在馬桶上 ，

但這種做法非常危險，亦有不少相關使用者傷亡的報導。因此，在衛生間內應提供

馬桶清潔消毒液。這不單是為了增強衛生意識，同時防止使用者使用層層衛生紙覆

蓋整個衛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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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廁所管理 
 

廁所管理旨在為使用者提供優質服務
11
，並應制定全面的管理方針以管理公廁。這需要大

量資源來維持設施的良好狀態。 工作框架如下：  

 

3.1 清潔廁所設施 

3.1.1 根據公廁的性質和使用頻率，清潔排程表必須每天、每周或每月定期執行。同時，

排程表不應為公眾用戶帶來不便。 與辦公室或學校內的廁所相比，旅遊區或購物

中心等人流較高的廁所應有更高的清潔頻率。  

 

3.1.2 不同的專業批准清潔劑應用於不同的設施，如鍍鉻或不鏽鋼水龍頭、電動幹手機、

地板、鏡子，以防止損壞衛生用品、配件以及其他設備。   

 

3.1.3 大型設備，如機械通風系統，應聘請專業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定期檢查和清潔移動部

件，特別是過濾系統，以保持空氣質量達標。   

 

3.1.4 在清潔公廁時必須採取安全措施，並應採取以下步驟： 

3.1.4.1  在開始清潔工作前顯示安全清潔標誌  

3.1.4.2 正確清潔所有衛生用品的內外，例如馬桶、臉盆、水龍頭和檯面區域 

3.1.4.3  正確清潔廁所隔間的牆壁和地板  

3.1.4.4  徹底清潔小便器碗或小便器 

3.1.4.5 清潔後，應使用拖把和便攜式高速風扇將整個廁所區域吹亁，以避免

地面濕滑 

3.1.4.6 取下小便池附近的光柵蓋（如果有安裝），並徹底清潔蓋子和其通道 

 

3.1.5 如發現不足，請重新填充所有洗手液分配器，並更換衛生紙卷和紙巾。  

 

3.1.6 將所有消耗品記錄在記錄表上，如有缺陷或消耗品短缺應報告給工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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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廁所設施的維護（維修和更換） 

3.2.1 有損壞的設施必須貼上標籤，並被安全防護材料覆蓋。 同時

亦必須立即作記錄，並向管理層報告。根據設施的性質和系

統的運行程序，應每周或每月對水箱、水廁的感應器沖洗

閥、洗手盆或小便器的感應器等廁所設施進行例行檢查。     

 

 

 

3.2.2 所有清潔劑應是環保，並經管理層批准使用的。必須按照製造商的說明正確標記並

保存適當的區域。   

 

3.3 培訓  

3.3.1   為了保持公廁的衛生和安全標準，廁所服務員和監督員必須進行培訓。因此，應聘

請合格的廁所監督員和服務員，並應納入為清潔承包商所需條款和條件的一部分。 

承包公司應是符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標準的合資格機構。  

 

3.4 合約審查 

3.4.1 將清潔工作外判是管理公廁的另一種方式。在這種情況，應定期審查合同條款，以

確保條款和條件得到充分執行和遵守。 頻繁的定期或臨時檢查有助保持合同工作

的有效性，並警惕承包商保持其服務品質。   

 

3.4.2  設計精細的日誌必須放在公共廁所有上鎖的地方，以便檢查人員可以隨時檢查設

施。 為確保承包公司符合清潔廁所的要求，應部署一個關鍵的績效表現指標系統，

以用作監測承包公司或公廁維修工作人員的績效。   

  

3.5 廁所服務員的福祉 

3.5.1 公共廁所必須妥善維護和監督。廁所服務員是在保持廁所清潔衛生方面的關鍵，因

此應為他們提供適當的環境。建議為男女服務員提供不少於 6平方米的面積，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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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需要更多的服務員，應擴大相應空間。房間應適當通風，並配有環境照明，亦應

合適大小的儲物區，用於存放消耗品，如衛生紙巾、消毒器或梘液。另外應提供一

個水槽來清洗拖把和清潔衣服。  

 

3.5.2 所有廁所服務員必須穿乾淨的制服以作識別。亦應向廁所服務員提供培訓，並由專

業機構頒發證書。   

 

3.6 檢查清單和記錄 

3.6.1 廁所服務員必須保存全面的記錄。廁所主管將檢查廁所，並在特定時間中在記錄簿

上簽名。當進行特別檢查時，應確保清潔工作有按照規定進行，而記錄表必須鎖上。 

當中內容將包括以下項目： 

3.6.1.1  清潔順序  

3.6.1.2  清潔時間  

3.6.1.3  沖洗閥、水龍頭和其他衛生設施等的缺陷配件 

3.6.1.4  馬桶、臉盆和乾手機堵塞  

 

3.6.2 消耗品 

3.6.2.1  衛生紙/毛巾和消毒器  

3.6.2.2  拖把和桶  

3.6.2.3  掃把  

3.6.2.4  洗滌劑（環保型）  

3.6.2.5  消毒/漂白液 

3.6.2.6  橡膠手套 

3.6.2.7  洗衣服 

3.6.2.8  馬桶刷 

3.6.2.9  廁所柱塞  

-  

3.6.3 裝置 

3.6.3.1  便攜式大功率鼓風機（可選擇用以吹乾潮濕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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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 
 

如果維護不當或被公眾不當地使用，即使是設計精良和建造的廁所亦會變得雜亂。因此，

教育使用者如何妥善使用廁所設施至關重要。從設計師的角度來看，易使用和耐用的材料

會長遠影響使用者的行為。例如，清潔和易用的廁所總是比缺乏衛生和安全的廁所好。  

 

在提供廁所設施後，簡單明瞭（中英文）的教材亦應提供。五顏六色和引人注目的海報應

固定在展示盒或框架海報中，以避免在廁所的顯眼位置塗鴉。帶教育資訊的輕音樂可以在

廁所裡廣播。當進入廁所時，應啟動智能感應器，以提醒使用者適當使用廁所設施，例如

保持廁所清潔衛生、將廢物放入垃圾箱、洗手後不要把水潑到地板上，如廁後沖廁，沖廁

前放低廁所蓋板子。粘合貼紙可使用於男性小便池，建議用戶瞄準小便器，不要從小便器

中出。在流行性病毒肆虐期間，例如新型冠狀病毒等需特別留意的期間，可放置額外的標

誌，例如在廁所裡保持社交距離和必須戴口罩。另外，亦應放置「不吸煙」的標誌。為下

了一個使用者，請在使用後清潔廁所。  

 

清潔廁所運動  

 

政府及志願組織應向市民宣揚公廁清潔衛生是市共健康重點以及保持香港大都會良好形象

的關鍵。教育應從學前教育開始，並擴展至 "清潔香港廁所運動"，以及邀請購物商場等私

營企業參加該活動。學校或志願組織應每年招聘一批清潔糾察員視察公廁，向市民表達該

如何適當使用公廁。這不但可以提升香港的形象，亦可維持公眾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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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附錄 
 

A. 在公共廁所安裝之設施 

 
a. 所有公廁都應考慮安裝節水裝置，以節省能源及保護環境。材料應耐用、易於維護

和耐破壞
12
。   

 
b. 為了配合與環境相關的問題，建議使用低容量沖水箱或無沖水式的小便器，以節約

用水。所有水龍頭應符合政府水務署 （WSD） 節水方案
13
。 

 
c. 清潔服務員的姓名和記錄以及清潔公司/機構，應清楚地顯示。 

 

d. 應提供具有適當通風（風扇或空調）的指定房間，讓服務員休息並完成用餐。應安

裝洗理盆，讓服務員清洗清潔用具。   

 

e. 所有管道工程均應由持牌水喉匠進行，排水工程應由註冊合資格的承建商進行。  

 

f. 所有管道工程必須遵守建築（衛生設施、管道、排水工程和廁所標準）法規，以及 

政府水務署（WSD ）制定的法規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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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廁所設施的利弊 

No. 描述 好處 不好處 
 

1 小便器自動沖

洗系統 
1. 不斷沖洗小便器。 浪費沖水資源。  當水位達到一定水位

時，將進行沖洗，並啟動虹吸管，使水

在預設上沖洗。 系統將全天候工作，不
論是否有使用者。   
 

2. 降低投資成本 
 
3. 故障時易於維修。 
 

2 自動感應器型

水龍頭 
 

無手部接觸，減少病毒

感染的機會，有利於衛

生問題 
 

1. 較高的材料成本（電子設備和佈線成
本）。 
2. 更高的維護成本 

3 蹲式廁所 
 

1. 接觸馬桶的機會較
少。 
 

1.使用后難以站起來，尤其是長者。 

2. 比基座馬桶更容易清
潔。 
 

2.大部份 蹲式廁所在沖洗廁所時，沒有
遮蓋， 導致病毒傳播。 

3.由於大多數亞洲人喜
歡在廁所排便時蹲下，

因此文化需求。 
 

4 
 

帶排水和有蓋

排水溝 
 

污水從流入排水溝,方便
清理污水.。 

污水收藏於污水溝內，容易滋生細菌病

毒。     

5 空氣清新劑 
 

把難聞氣味蔽蓋。   
 

噴霧劑可能含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從

環境角度，影響空氣質素和健康以及臭

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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