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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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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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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物來源有哪些？

例如:沙塵暴、火山活動、海鹽飛沫、森林火災、地殼岩石
風化等

例如:固定源(工業污染)、移動源(機動車輛污染)、逸散源(營
建與農業污染)與其他(餐飲與金紙燃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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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污染來源 機動車輛污染來源 營建與農業污染來源 其他污染來源

自然界的釋出

人類活動製造



空氣污染影響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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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地區

105/11/15 空氣品質惡化事件

三民區建築 85大樓

6/22 11:00

PM2.5:19μg/m3

壽山

85大樓

6/23 10:00

PM2.5:9μg/m3

仁武工業區

6/24 14:00

PM2.5:124μg/m3

11/15 11:00

PM2.5:133μg/m3

11/15 10:00

PM2.5:68μg/m3

11/15 14:00

105/2/29 境外傳輸
事件

台北
地區

105/2/29 境外傳輸事件

2/28 15:00

2/29 15:00

2/30 15:00

PM2.5:10μg/m3

PM2.5:74μg/m3

PM2.5:19μg/m3

PM2.5:9μg/m3



空氣污染物的定義

定義：「空氣中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

1) 懸浮微粒（粒徑小於10微米代表PM10 ，小於2.5微米為PM2.5、
大於10微米則稱落塵）

2) 臭氧（O3）

3) 二氧化硫（SO2）

4) 二氧化氮（NO2）

5) 一氧化碳（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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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物

主要空氣污染物種類



空氣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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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影
響

環
境
影
響

呼吸系統疾病

心血管疾病

毒性反應及致癌

能見度

酸沉降及生態破壞

氣候變遷

懸浮微粒(PM10)與細懸浮微粒(PM2.5)



空氣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2/5)

什麼是臭氧

對健康的影響

近地面臭氧為大氣主要污染物之一，由氮氧化物及反應性
碳氫化合物受日光照射後產生的二次污染物。

對鼻、咽喉及氣管黏膜具刺激性，接觸後症狀包括咳嗽、
胸口疼痛、咽喉及眼睛刺痛，嚴重者可能損害肺部正常功
能及引致呼吸系統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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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3)



空氣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3/5)

對健康的影響

大氣中的硫氧化物大部分來自於石油及煤燃燒，其餘來自
自然界中有機物腐化。

以刺激呼吸系統為主，會產生鼻咽炎、咳嗽、呼吸短促、
氣管炎和肺炎等

什麼是硫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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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化物(SOx)



空氣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4/5)

什麼是氮氧化物

對健康的影響

來源可分成:
1.自然界氮循環過程:土壤和海洋的有機物分解
2.人為活動排放:機動車輛、飛機、內燃機及工業窯
爐燃燒排放等

易對人體眼睛及呼吸系統產生刺激，造成過敏、
氣管炎、肺炎、肺充血及肺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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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NOx)



空氣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5/5)

什麼是一氧化碳

對健康的影響

除森林火災、甲烷氧化及生物活動等自然現象產生外
主要來自石化等燃料之不完全燃燒產生，無色無味，
比空氣輕

由於一氧化碳對血紅素的親和力比氧氣大得多，
因此，可能造成人體及動物血液和組織中氧氣過
低，而產生中毒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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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CO)



貳、認識空氣品質指標

13



14

空氣品質指標AQI



空氣品質監測站監測項目總共包含六項，分別為:

✓懸浮微粒(PM10)

✓臭氧(O3)

✓一氧化碳(CO)

✓二氧化氮(NO2)

✓二氧化硫(SO2)

✓細懸浮微粒(PM2.5)-手動與自動

空氣品質監測站監測項目

污染物濃度與污染副指標值對照表

環保署已於105年12月分別為空氣污染指標(PSI)和細懸浮微粒指
標合併，並加入臭氧八小時(O3,8hr)整合為AQI(Air Quality 

Index)空氣品質指標

以空氣品質監測結果計算出副指標值，再依據副指標值對應出空
氣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並提供民眾日常生活上之行動建議。

本縣空氣品質監測站監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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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國中空氣品質監測站

復興國中空氣品質監測站

環保署在宜蘭市和冬山鄉
設有兩座空氣品質監測站

本縣空氣品質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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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設置自動監測站
全國共有76個測站為自動連續監測



空氣品質指標(AQI)
污染物監測濃度與空氣品質指標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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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O3,8hr O3 PM2.5 PM10 CO SO2 NO2

即時統計
最近連續

8小時移動
平均值

即時
濃度值

0.5 ×前12小時
平均
+

0.5 ×前4小時
平均

0.5 ×前12小時
平均
+

0.5 ×前4小時
平均

最近連續
8小時移動
平均值

即時
濃度值

即時
濃度值

單位 ppm ppm μg/m3 μg/m3 ppm ppb ppb

AQI值

0～50 0.000 - 0.054 - 0.0 - 15.4 0 - 54 0 - 4.4 0 - 35 0 - 53

51～100 0.055 - 0.070 - 15.5 - 35.4 55 - 125 4.5 - 9.4 36 - 75 54 - 100

101～150 0.071 - 0.085 0.125 - 0.164 35.5 - 54.4 126 - 254 9.5 - 12.4 76 - 185 101 - 360

151～200 0.086 - 0.105 0.165 - 0.204 54.5 - 150.4 255 - 354 12.5 - 15.4 186 - 304 361 - 649

201～300 0.106 - 0.200 0.205 - 0.404 150.5 - 250.4 355 - 424 15.5 - 30.4 305 - 604 650 - 1249

301～400
>300僅看小時值

0.405 - 0.504 250.5 - 350.4 425 - 504 30.5 - 40.4 605 - 804 1250 - 1649

401～500 0.505 - 0.604 350.5 - 500.4 505 - 604 40.5 - 50.4 805 -1004 1650 -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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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 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300 301-500

對健康
的影響

[代表顏色]

良好
[綠]
Good

普通
[黃]

Moderate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
[橘]

Unhealthy for Sensitive 
Groups

對所有族群不健康
[紅]

Unhealthy

非常不健康
[紫]

Very Unhealthy

危害
[褐紅]

Hazardous 

活動
建議

一般
民眾

正常戶外活動。 正常戶外活動。

1. 一般民眾如果有不適，
如眼痛，咳嗽或喉嚨
痛等，應該考慮減少
戶外活動。

2. 學生仍可進行戶外活
動，但建議減少長時
間劇烈運動。

1. 一般民眾如果有不適，
如眼痛，咳嗽或喉嚨
痛等，應減少體力消
耗，特別是減少戶外
活動。

2. 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
烈運動，進行其他戶
外活動時應增加休息
時間。

1. 一般民眾應減少戶
外活動。

2. 學生應立即停止戶
外活動，並將課程
調整於室內進行。

1. 一般民眾應避免戶
外活動，室內應緊
閉門窗，必要外出
應配戴口罩等防護
用具。

2. 學生應立即停止戶
外活動，並將課程
調整於室內進行。

敏感
性族
群

正常戶外活動。

極特殊敏感族群
建議注意可能產
生的咳嗽或呼吸
急促症狀，但仍
可正常戶外活動。

1.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
血管疾病患者、孩童
及老年人，建議減少
體力消耗活動及戶外
活動，必要外出應配
戴口罩。

2. 具有氣喘的人可能需
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
率。

1.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
血管疾病患者、孩童
及老年人，建議留在
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
活動，必要外出應配
戴口罩。

2. 具有氣喘的人可能需
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
率。

1. 有心臟、呼吸道及
心血管疾病患者、
孩童及老年人應留
在室內並減少體力
消耗活動，必要外
出應配戴口罩。

2. 具有氣喘的人應增
加使用吸入劑的頻
率。

1. 有心臟、呼吸道及
心血管疾病患者、
孩童及老年人應留
在室內並避免體力
消耗活動，必要外
出應配戴口罩。

2. 具有氣喘的人應增
加使用吸入劑的頻
率。

AQI達101至150(橘色)，敏感族群需開始注意戶外活動及身體情況
AQI達151至200(紅色)，一般民眾開始注意戶外活動強度，並採取適當的自我防
護。

空氣品質指標(AQI)與健康之影響
AQI指標大於100:即對民眾健康產生影響民眾日常生活上之行動建議



本縣空氣品質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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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63.3% 80.0%

39.9% 33.0%

18.3%

4.0% 3.6% 1.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3年 104年 105年

百
分
比

AQI≦50 50<AQI≦100 100<AQI≦150 150<AQI≦200

近三年AQI<50比例由55.6%上升到80.0%
民眾較需注意AQI>100比例由4.5%減少為1.7%
近三年空氣品質呈改善趨勢

資料來源:環保署監資處



我國的空氣品質標準

20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14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10038913 號令修正發布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總懸浮微粒(TSP)
二十四小時值 250 μg/m3

(微克／立方公尺)年幾何平均值 130

粒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
浮微粒(PM10)

日平均值或二十四
小時值

125 μg/m3

(微克／立方公尺)
年平均值 65

粒徑小於等於二‧五微米(μm)
之懸浮微粒(PM2.5)

日平均值或二十四
小時值

35 μg/m3

(微克／立方公尺)
年平均值 15

二氧化硫(SO2)
小時平均值 0.25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

日平均值 0.1
年平均值 0.03

二氧化氮(NO2)
小時平均值 0.25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年平均值 0.05

一氧化碳(CO)
小時平均值 35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八小時平均值 9

臭氧(O3)
小時平均值 0.12 ppm

(體積濃度百萬分之一)八小時平均值 0.06

鉛(Pb) 月平均值 1
μg/m3

(微克／立方公尺)



本縣空氣污染防制區現況
•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土地用途對於空氣

品質之需求或空氣品質狀況劃定直轄市、縣(市)各級防制區並公告。
前項防制區分為下列三級，近三次防制區公告如下所示。

• a.一級防制區:指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育）區等依法劃定之區域。

• b.二級防制區:指一級防制區外，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區域。

• c.三級防制區:指一級防制區外，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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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告日期
(年/月/日)

劃分結果

備註懸浮
微粒

(PM10)

細懸浮
微粒

(PM2.5)

臭氧
(O3)

二氧
化硫
(SO2)

二氧
化氮

(NO2)

一氧
化碳
(CO)

第六次
公告 101/6/14 二 未公告 二 二 二 二 102.01.01

起生效

第七次
公告 103/8/13 二 未公告 二 二 二 二 104.01.01

起生效

第八次
公告 105/8/3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106.01.01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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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來源:穹頂之下紀錄片 23



細懸浮微粒(PM2.5)是什麼?

中國女記者柴靜於104年2月28日發表紀錄片《穹頂之
下》，詳細報導中國的空氣污染「霧霾」的問題

 紀錄片揭露大陸的燃煤和燃油存在「消耗量
大」、「相對低質」、「前端缺少清潔」、「末
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問題，並探討問題背後管
理與執法困境。

 從醫療、產業、法規、生活等不同面向切入，聚
焦霧霾問題。

 採訪環保、石化等多個行業和領域的專家，解析
霧霾的生成原因和解決之道。

「以PM2.5之微小，人眼無法看到，
這是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戰爭。」

《穹頂之下》-探討細懸浮微粒(PM2.5)是什麼?

霧霾是什麼？從哪兒來？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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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PM2.5) ?霧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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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霧濛濛的，是水氣還是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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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話題燃燒

國內發布PM2.5研究，揭示國光石化造成
PM2.5與健康及能見度影響，引起關注。

99年

我國環保署修法將PM2.5納入管制標準，
並訂定黃金十年減量目標。

100年

環保署於10月份公告細懸浮微粒指標
中國前央視女記者柴靜發表霧霾調查-「穹頂
之下」，引發PM2.5評論浪潮。

103年

106年

行政院長林全於4月份宣布要在未來2年半內，
PM2.5年平均濃度改善比率要達18.2％。



細懸浮微粒與霾害的關係

霾指在近地面的空氣中，有大量塵
埃或煙屑浮游在空中，令能見度下
降
霾有損健康，吸入過量浮游在空氣
中的塵埃或煙屑會損害心肺功能，
長遠可能導致死亡

近年來，灰霾天氣壟罩中國
東部大部份地區，大霧造成
嚴重的空氣污染，多地PM2.5

直逼最大值。中國北京污染
尤為嚴重，PM2.5濃度甚至可
超過900μg/m3

北京發生霾害的狀況

上海發生霾害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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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哪裡來的?(1/2)
•PM2.5 的來源包括自然界釋出與人為活動產出等二種。人為活動是產

生PM2.5 的主要原因，以燃燒為主，其他來源包括工業活動、家戶燃

燒、汽機車廢氣、營造施工與道路揚塵等。

28

依性質區分

原生性PM2.5

直接從自然與人為活動所排放，在大氣環境中未經化學反應
的微粒－如天然的營建工地粉塵、機動車輛排煙、工廠直接
排放、露天燃燒、河川揚塵、燒香及燒紙錢等。

衍生性PM2.5

自然與人為活動排放到大氣環境中的化學物質經過太陽光照
或其他化學反應後生成－如燃煤、燃油及燃氣電廠、煉鋼廠、
石化相關產業工廠、機動車輛、船舶、建物塗料、農業施肥、
禽畜排泄及生活污水等。



細懸浮微粒哪裡來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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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30%

車輛12%

資料來源:環保署

礦場/裸露地/建築
施工等51%

PM2.5排放量
3,568公噸

本縣污染以工業(固定污染)、車輛(移動污染)、礦場/裸露/建築施工(逸散
污染)為主。

本縣主要污染物本縣PM2.5污染來源

36%

56%

8%
原
生
性

衍
生
性境

外
傳
輸
影
響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專案工作計畫-細懸浮
微粒(PM2.5)管制策略研擬及減量成效分析(102年)



細懸浮微粒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會經由鼻、咽
及喉進入人體，10微米以上的微
粒可由鼻腔去除，較小的微粒
(如PM2.5)則會經由氣管、支氣管
進入肺泡吸入人體內部

不同粒徑大小的懸浮微粒，可能
會導致人體器官不同的危害。近
年來，許多流行病理學研究已確
立PM2.5對於健康造成影響，包
括：支氣管炎、氣喘、心血管疾
病、肺癌等，無論長期或短期暴
露在空氣污染物的環境之下，皆
會提高呼吸道疾病及死亡之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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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危害情形(1/3)
懸浮微粒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1. 落塵:指粒徑在10微米(μm)以上之粒狀

污染物，可被人體纖毛和黏液過濾，較

難以通過鼻子和咽喉

2. 懸浮微粒(PM10) :指粒徑在10微米(μm)以下之粒狀污染物，又稱為「可吸入懸

浮粒子」，可以穿透這些屏障達到肺部

3. 細懸浮微粒(PM2.5) :指粒徑在2.5微米(μm)以下之粒狀污染物，又稱為「細懸浮

微粒」，更易吸附有毒害的物質。由於體積更小，PM2.5具有更強的穿透力，可穿

透肺部氣泡，直接進入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主要由硫和氮的氧化物轉化而

成，這些氣懸膠污染物來自於化石燃料（煤、石油等）和燃燒物質所產生

粒徑(μm) 分佈特性 對人體生理的影響

＞10 沉積於鼻咽 容易造成過敏性鼻炎，引發咳嗽、氣喘等症狀。

2.5~10 沉積於上部鼻腔與深呼吸道
造成纖維麻痺、支氣管黏膜過度分泌、使黏液腺增生，引起可
逆性支氣管痙攣，抑制深呼吸、並漫延至小支氣管道。

<2.5
10%以下沉積於支氣管，約
20~30%於肺泡

形成慢性支氣管炎、細支氣管擴張、肺水腫或支氣管纖維化等
症狀。

<0.1 沉積於肺泡組織內 促使肺部之巨噬細胞明顯增加，形成肺氣腫並破壞肺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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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許多流行病理學研究已確立PM2.5對於健康造成影響，包括支氣
管炎、氣喘、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無論長期或短期暴露在空氣污染物
的環境之下，皆會提高呼吸道疾病及死亡之風險

Macintyre et al.(2014)指出PM2.5每增加10μg/m3對健康效應的百分比(%)

懸浮微粒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狀況 心肌梗塞 充血性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 呼吸道疾病

PM2.5每增加10μg/m3

疾病相對增加百分比
(%)

2.25 1.85 2.12 2.07

狀況 影響說明

PM2.5每增加10μg/m3 增加死亡率，8%肺癌死亡率、6%心肺疾病死亡率、
4%總死亡率。

PM2.5每降低10μg/m3 增加平均壽命，0.61歲或223天

Pope et al.(2002)指出PM2.5濃度的增減對壽命影響

細懸浮微粒危害情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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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詹長權教授，執行中部空品區細懸浮微粒暴
露評估及成因分析計畫成果

PM2.5所造成的短期與長期效應

短期效應 長期效應

增加呼吸道症狀:如喘嗚、
咳嗽、刺激及發炎反應

增加下呼吸道症狀

心血管系統不利效應，
如非致死心臟病、心律不整等

降低肺功能

綜合呼吸道症狀，如氣喘 增加慢性支氣管炎

增加藥物使用 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炎

增加醫院門診次數 降低平均壽命

增加致死率 增加肺癌致病風險

細懸浮微粒危害情形(3/3)

33



肆、室內空氣品質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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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型態 污染物種 污染來源

氣態污染物

一氧化碳

二手煙、廚房油煙、燒香、室外源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甲醛 二手煙、室內建材裝潢、廚房油煙、燒香、
清潔劑、芳香劑、油漆、殺蟲劑、室外來
源

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

半揮發性有
機

化合物

塑膠材質、二手煙、廚房油煙、燒香、室
外交通源

臭氧 事務機 (影印機、印表機)、室外來源

粒狀污染物 PM2.5、PM10

二手煙、廚房油煙、燒香、含石棉的建材、
地板、耐火材質、室外來源、

生物性污染
物

細菌、真菌
潮濕的傢俱或建材、除濕機、增濕器、地
毯、寵物

室內常見的空氣污染物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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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燃燒源
• 烹飪與取暖是室內最普遍的燃燒行為。來自瓦斯
爐、電爐、暖爐、壁爐等設備燃燒木材、煤、油、
瓦斯等產生的空氣污染物主要為一氧化碳、一氧
化氮及二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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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建材(1/2)

• 主要產生甲醛等揮發
性有機物及石棉。室
內裝潢時所用的合板
與隔板，因使用含有
甲醛樹脂的接合劑，
會刺激皮膚及黏膜。
此外，過去廣為使用
的石棉瓦也是一種致
癌的污染物。

建材的甲醛逸散率

種類
甲醛逸散率
(μg/m2/日)

中密度纖維板 17,600-55,000

硬木合版 1,500-34,000

密集板 2000-25,000

尿素甲醛泡棉
絕緣材料

1,200-19,200

軟木合版 240-720

紙製品 260-680

玻璃纖維製品 400-470

衣服 35-570

彈性地板 < 240

地毯 0-65

窗簾物品 0-7

綠建材標準

< 1920 

μg/m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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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建材(2/2)

方塊地毯 透心PVC地磚 石材地磚 高架地板

隔間牆矽酸鈣板 壁面美耐板 牆面玻璃吸音棉 壁紙

造型天花板裝修 天花美耐板 天花鋼架矽酸鈣板 防水防颱型天花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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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油漆及塗料
• 主要產生甲醛等揮發性有機物。

管線用發泡堆材 壁體漏水傳注發泡劑 矽酸鈣板彈性批土 空調管線-矽利康

木架天花防火漆噴塗 各類油漆 水性油漆噴塗 天花板噴塗

PVC地磚膠結劑 壁面板材裝修膠結劑 地坪防水毯膠結劑 壁紙膠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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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辦公室事務機
• 主要產生臭氧。

• 室內臭氧多半來自影印機或印表機，因此在辦公
大樓或圖書館常設有影印室；此外，也可能來自
臭氧殺菌機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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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清潔產品

• 主要產生甲醛等
揮發性有機物。
使用殺蟲劑、特
殊清潔劑、髮
膠、油漆、立可
白等用品，皆是
室內揮發性有機
污染物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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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生物性污染物
• 潮濕且不常清潔打掃的地方容易孳生黴菌、霉、
真菌、細菌、病毒、塵蹣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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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人類活動及其他

• 人類呼吸便會產生二氧化碳。

• 抽煙除了會釋放尼古丁、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乙醛、丙酮、焦油等污染物質外，也是室內懸浮
微粒的主要來源。

• 室內盆栽植物產生的花粉、人體或寵物掉落的毛
髮、體垢及皮屑也是室內空氣污染的來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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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優先順序為：

1. 建築裝潢設計

2. 源頭減量管制

3. 加強通風換氣

4. 空氣清淨設施

5. 其他配合措施

源頭減量

通風換氣

空氣清淨設施

室內空氣污染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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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築或新裝修工程在
設計階段，除了考量節
能、省水、採光等綠建
築環保要求外，亦應考
量降低室內污染。

• 建築或裝潢完成後，若
有室內空氣污染的問
題，解決起來事倍功
半。

美觀

經濟 環保

健康

功能

1.建築裝潢設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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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使用含石綿建材、避免室內花崗岩石材(釋
放氡)

• 選擇環保標識的綠建材標章(健康、生態、再
生、高性能) 93年已開放申請。

• 治標-加強通風: 綠建築標章 : 綠化指標、室內環
境指標(音環境、光環境、通風換氣、室內建材
裝修)。

• 治本-綠建材: 綠建材標章: 內政部營建署公告95
年7月起實施規定：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應採用
綠建材，使用率應達裝修材料總面積5%以上。

建材

1.建築裝潢設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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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中央空調者，加強自然通風。

– 建築設計:讓空氣對流的窗戶，房門與窗戶呈對角
線; 

– 浴室在房子兩側非中間用窗戶自然通風>抽風機抽
至管道間 >除濕機加電風扇

– 開窗>拉通風管用抽風機與過濾網

• 中央空調設計正確的換氣率/新鮮空氣交換率。

– 設計節能的綠空調。計算室內空氣量，過度換氣反
而天氣熱時冷氣不冷，浪費能源

– 定期把冷氣濾網拆下清洗，再曬乾
• 房子也要深呼吸, 康健雜誌, 2006 / 05 / 06

空調設計

1.建築裝潢設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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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過度裝修、過多傢具、室內設計以簡潔大方為
上。

• 選擇低污染之傢俱、塗料、水性漆、植物漆。

• 預先計算甲醛及VOC釋放量。

• 裝修前事先購買材料。先放在戶外或陽台讓污染物
逸散。

• 動工時加強通風Flush-out，使污染得以大量逸散。

• 裝潢完畢後加強通風後再入住。入住後加強通風至
沒有味道為止。

裝潢設計

1.建築裝潢設計(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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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除污染源或以較無危害性的物質替代

– 室內禁菸, 避免室內燃燒

– 拆除建築物中的石綿

– 拆除過度的裝潢

– 打掃保持環境清潔

– 拆除阻礙空氣流動的隔間

2.源頭減量管制(1/4)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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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污染源，藉設計或修改軟硬體來減低排放率，以阻隔或
密封方式圍堵污染物逸散，如:

– 圍堵石綿以避免其暴露

– 無排氣設備之爐灶或其他燃燒源上，用觸媒將CO及HCs氧
化為H2O及CO2

– 用壁紙覆蓋牆壁，防止混凝土釋放氡氣。

– 瓦斯熱水器應裝在戶外。

• 集中污染源源於使用獨立空調或加強通風處，如:

– 影印機集中於一處有獨立空調或通風的房間

– 吸菸室/茶水間/垃圾間

修改

2.源頭減量管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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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改變行為「減低排放」或「減低暴露」

• 限制個人操作可產生污染物器材的時間

• 群眾人數尖峰時(展場賣場)，應依公共場所空間大小限制進
出人數/改變動線疏導人潮局部集中。

• 重新安排活動，如在辦公以外的時段進行裝潢或消毒、除蟲
工作

• 重新安置較容易受影響的人員，使遠離令他們出現病徵的範
圍

• 設立禁菸區、戶外吸菸區(門口室外及外氣入風口2m內也應
標為禁菸區)

• 禁止在車庫熱車及惰轉

• 宣導教育消費者/顧客配合

行為改變

2.源頭減量管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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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有環保標章的消費性產品(文具、事務機、電
器、清潔品…)，可避免有毒物質的釋放。

• 應避免使用的產品: (或使用時加強通風、暫時離
開、戶外使用)

– 溶劑型立可白、油性簽字筆、顏料、油漆

– 溶劑型芳香產品: 香精油

– 燃燒型產品: 香、蚊香、蠟燭、香煙

– 補充包式的CaCl2除濕劑

– 混合使用清潔劑

– 噴灑殺蟲劑

綠色消費

2.源頭減量管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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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窗戶、門及其他通氣孔來換氣。

• 最經濟環保之方式。

• 不過

– 會增加室內空調能源消耗

– 在空氣品質太差，或因阻隔而空氣不易流動
之房間，仍需藉強制換氣來改善。

• 若中央空調有帶入足夠新鮮空氣，是可以
不用開窗。

自然換氣/自然通風

3.加強通風換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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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空調設備將污染物抽出而換氣，用新鮮空氣稀
釋室內污染空氣。

• 如冷氣機、中央空調、廁所的抽風機

• 但若換氣次數太高，電費也相對提高。

強制換氣/機械通風

局部換氣

• 針對污染源位置，設置小型抽風設備，必要時處理
後排放

• 「吸、抽」比「吹」的效果好

• 高污染空間: 影印室、設計圖室、浴室…等。

• 高污染場所: 實驗室、診所、寵物店、美容美髮、乾
洗店、沖印店、餐廳…等。

3.加強通風換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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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風口設置濾網, 定期清潔/更換空調濾網

• 保持通風系統清潔: 以人工或機器清潔風管

• 若微生物透過空調氣體傳送, 辦公大樓的空調
系統定期消毒

空調清潔

3.加強通風換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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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最好<24oC，濕度最好50~65%，濾網常清
洗，如此可減少塵蹣、黴菌。

▪ 必要時可搭配使用
除濕機、冷暖氣機
及空氣濾淨裝置，
以保持空氣潔淨及
溫濕度穩定。

正確的溫度與濕度

3.加強通風換氣(4/4)

57



• 由空氣清淨機循環過濾清除空氣中的甲醛、一氧
化碳、揮發性有機物及懸浮微粒。

1) 過濾集塵型(須定期更換濾網)

2) 活性碳吸附型(須定期更換濾材)

3) 光觸媒型

4) 負離子型

5) 臭氧型(避免有人在時使用)

6) 複合型

 

4.空氣清淨設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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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機使用時應注意:

電子式空氣清淨機與離子產生器通常會伴隨著臭氧
的產生，特別是在不當的使用或保養時，可能會使
空氣清淨機釋放出較高濃度的臭氧。

細小微粒之去除：現行檢測方式，對於粒狀物之去
除，以空氣中粒狀物重量濃度之變化來評估其效
率，因此只要能去除質量大的粒狀物即可達到良好
去除效率或CADR，但質量大的粒狀物卻不易經呼吸
進入人體，反而質量及粒徑較小的粒狀物，較易被
吸入至肺部而形成健康危害，對於小於0.1µm之超細
微粒(健康危害較大，且空氣停留時間久)之粒狀物之
去除反而無法評估。

4.空氣清淨設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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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使用之材質劣化：吸附型濾材之飽合會造成
效能下降或無效，甚至污染物脫附而形成另一污
染源。光催化濾材也可能在使用一段時間後因毒
化作用而失去效能。

二次污染物之產生：如光催化可能產生毒性更強
之污染物，臭氧之產生可能與空氣中之不飽合碳
氫化合物形成危害性更大之醛類及奈米級超細微
粒。

微生物之去除，現行國際常用空氣清淨機檢驗標
準無嚴格規範。

4.空氣清淨設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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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器: 必要處裝設污染警告器(如燃燒
處) ，如CO偵測警告器、煙霧偵測器。車
庫、健身中心游泳池的鍋爐須設CO偵測警
告器。

• 避免使用芳香產品

– 用香水遮掩氣味根本對健康無效，反而更難受

– 歐洲消費者協會: 這些產品「具有無庸置疑的污
染和危害身體」

– 勿24小時固定使用，只在必要時噴霧使用

5.其他配合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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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非洲堇、皺葉椒草、大岩桐、薜荔、嫣紅蔓、馬
拉巴栗、長壽花、盆菊、黛粉葉、觀音蓮、山蘇花、鹿角蕨、
與冷水花等植物

• 落塵: 非洲堇、鐵十字秋海棠、薜荔、大岩桐、盆菊與波士
頓腎蕨等，但需定期清理葉片

• 甲醛、苯/二甲苯: 黛粉葉、印度橡膠樹、波士頓腎蕨、山蘇
花、常春藤、中斑吊蘭、非洲菊等。

• 室內每9平方公尺的地板面積即應放置1棵至少6寸盆大小的
植物，並將植物置於通風、有日照處

• 國內常用50種室內植物，篩選出適合室內種植的植物及維護
管理方法. 淨化室內空氣植物手冊

5.其他配合措施(2/2)
淨化室內空氣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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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reshair.epa.gov.tw/object/%E6%B7%A8%E5%8C%96%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4%B9%8B%E6%A4%8D%E7%89%A9%E6%87%89%E7%94%A8%E5%8F%8A%E7%AE%A1%E7%90%86%E6%89%8B%E5%86%8A.pdf


依優先順序為：

建築整體規劃設計

行為約束/行政手段

室內裝修與使用材料管理 源頭減量
移除或直接針對污染源做控制

通風換氣

空氣清淨設施空氣清淨設備

建築通風換氣

其
他
配
合
措
施

主動移除

被動移除

設
備
定
期
維
護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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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改善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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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可以掌握空氣品質資訊

在網路新聞或有線電視上，都可以掌握空氣品質相關資訊

媒體不定時播報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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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即時的空氣品質狀況?

1.空氣品質即時值查詢(http://taqm.epa.gov.tw/taqm/zh-tw/default.aspx)

2.若達空品不良或惡化條件時，環保署會在此發布注意特報

3.提供未來三日空氣污染指標與細懸浮微粒指標預報

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66

1.即時AQI值與各
項指標污染物查詢

2.注意特報

3.空氣品質預報

http://taqm.epa.gov.tw/taqm/zh-tw/default.aspx


空氣品質預報(1/2)

環保署每日提供未來三日空氣品質預報，供大眾隨時上線查詢

網址:http://taqm.epa.gov.tw/taqm/tw/AqiForecast.aspx

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空氣品質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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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10:30及
16:30發布

http://taqm.epa.gov.tw/taqm/tw/AqiForecast.aspx


空氣品質預報(2/2)

環保署每日提供未來三日空氣品質預報，供大眾隨時上線查詢

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空氣品質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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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與明日
空氣品質狀
況說明



中國大陸沙塵暴監測網

提供即時的沙塵暴資訊

網址: http://taqm.epa.gov.tw/dust/zh-tw/Database.aspx

行政院環保署中國大陸沙塵監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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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即時的
沙塵暴資訊

可訂閱沙
塵暴資訊

http://taqm.epa.gov.tw/dust/zh-tw/Database.aspx


手機APP也可掌握空氣品質資訊

「環境即時通」可提供
所在地臨近的環境即時
資訊，內容包含:

✓ 環保署空氣品質

✓ 紫外線訊息

✓ 沙塵訊息

✓ 中央氣象局鄉鎮天
氣、豪(大)雨及地震報
告

環境即時通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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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即時通App

71

優點:

1.手機上隨時可收到訊息
2.具有警示通知

目前AQI值
與對於民眾
健康狀況顯
示

目前空氣品
質的指標污
染物



智能空氣偵測設備

目前坊間有許多環境微型感測器，可供一般民眾選購。

優點:
(1)價錢較為便宜:與環保署所設置自動監測站相比，微型
感測器大約5,000~10,000元整
(2)較貼近民眾:由於一般測站設置點，通常距離地面有段
距離，加上環保署設置測站數量上一個縣市只有幾個點
(本縣於宜蘭市與冬山鄉有設置)

(3)即時性:一般空品測站須經過一定數據的確認，所以無
法立即提供當下空氣品質現況。

缺點:
(1)數據準確性:一般自動測站有數據上之品保品管，使數
據有一定的準確度。
(2)容易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感測元件受到水氣與溫度影
響，一般測站有設備將此影響降至最低。

相關連結:EDIMax空氣盒子
宜蘭縣政府智慧營運中心 72

https://airbox.edimaxcloud.com/
http://210.69.1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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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監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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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日均值標準35 μg/m3

:104年

:105年

104年和105年PM2.5手動監測結果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每年12月至隔年4月東北季風盛行，本縣受到地形與境外污染移入影響，經常發生

大氣擴散不良情形，污染物容易累積影響空氣品質，於此時段應注意空氣品質變化

細懸浮微粒濃度會隨著人為活動而增加，在空氣品質不好的時候應該加強自我防

護。

細懸浮微粒秋冬季節



空氣品質不良自我防護方法(1/3)
當沙塵暴來臨或室外空氣品質不佳時，應隨時注意空氣品質變化，

並做好自我防護措施，減少空氣污染物對民眾之影響

 霧霾時盡量少出門
發生霧霾時應盡量減少戶外的活動，
或將活動都轉移到室內進行

若有空氣污染情形，建議緊閉門窗，
待空氣改善再開窗通風

 保持室內空氣清新

 出門戴口罩
發生霧霾時最好戴上口罩，防止懸浮
微粒或塵蟎等進入鼻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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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淨化PM2.5的能力有限(淨化主要為氣態污染物)
2. 靜電過濾網經測試為無去除PM2.5之效果

3. 配戴N95及一般醫療口罩可有效阻擋部分PM2.5

4. 通過認證之負離子空氣清淨機可有效去除PM2.5

空氣品質不良自我防護方法(2/3)
室內的防護措施



圖片來源：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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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不良自我防護方法(3/3)

口罩種類 主要用途
PM2.5

去除效果

棉布口罩 防寒、隔絕飛沫及大顆粒灰塵 差

外科不織布口罩 隔絕飛沫病菌 差

活性碳口罩 去除異味及部分揮發性有機物 差

N95、N99、N100

美規口罩
工業使用，隔絕粉塵吸入

95%~99.97%

FFP1、2、3

歐規口罩
80%~99%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保護健康，從自己做起！

大家一起從食、衣、住、行、育、樂做起，不製造空氣污染

食

衣

✓ 多以水煮、清蒸方式烹調食物，可以減少含有PM2.5

的油煙
✓ 少吃燒烤食物，減少食物燒烤過程中產生的PM2.5 

✓ 改穿天然纖維材料或環保的衣服，減少穿石化原料
做成的化學合成纖維衣服，因為製做這些衣服既耗
能又會產生PM2.5 ，並選擇環保水性界面活性劑的乾
洗店家。

細懸浮微粒減量，從你我做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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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行

育

樂

✓ 綠化家中環境
✓ 節約用電，減少火力發電所產生的PM2.5

✓ 減少使用有機揮發溶劑

✓ 多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可以減少廢氣排放和消
耗能源

✓ 培養機車定檢自主管理習慣
✓ 騎腳踏車

✓ 多多瞭解和閱讀空氣污染的知識
✓ 學校教育教導學生如何減量
✓ 家長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如何減量

✓ 祭祀盡量減少燒金及燃香
✓ 減少民俗活動燃放大量炮竹

細懸浮微粒減量，從你我做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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