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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火力電廠--
世界最大的燃煤火力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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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粒徑在10微米以下之粒
子，又稱浮游塵。主要來源
包括道路揚塵、車輛排放廢
氣、露天燃燒、營建施工及
農地耕作等，或由原生性空
氣污染物轉化成之二次污染
物，由於粒徑小於10微米以
下，能深入人體肺部深處，
如該粒子附著其他污染物，
則將加深對呼吸系統之危害。

懸浮微粒（ PM10 ） 細懸浮微粒（ PM2.5）

PM2.5 （ Particulate Matter <
2.5 um）為粒徑小於2.5µm之
粒狀空氣污染物，稱「細懸
浮微粒」。



除自然界產生外，一般為燃
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
結合者，為一具刺激臭味之
無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
反應為亞硫酸；於空氣中可
氧化成硫酸鹽，為引起酸雨
的主要物質。

二氧化硫（ SO2 ） 氮氧化物（ NOx ）

氮 氧 化 物 主 要 包 括 一 氧 化 氮
（NO）及二氧化氮（NO2），其
生成原因係來自燃燒過程中，空
氣中氮或燃料中氮化物氧化而成，
一氧化氮為無色無味氣體，稍溶
於水，燃燒過程生成之氮氧化物
以一氧化氮為主要成份，光化學
反應中可反應成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為具刺激味道之赤褐色
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
硝酸及硝酸；參與光化學反應，
吸收陽光後分解成一氧化氮及氧，
在空氣中可氧化成硝酸鹽，亦是
造成雨水酸化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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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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 CO ） 臭氧（ O3 ）

係一種由氮氧化物、反應性
碳氫化合物及日光照射後產
生之二次汙染物。具強氧化
力，對呼吸系統具刺激性，
能引起咳嗽、氣喘、頭痛、
疲倦及肺部之傷害，特別是
對小孩、老人、病人或戶外
運動者有較大影響，同時對
於植物，包括農作物有不良
影響，對於人造材料，諸如
橡膠（輪胎等）及油漆等，
均能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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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形成機制示意



空品惡化對健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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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Particulate Matter < 2.5 um）為粒徑小於
2.5µm之粒狀空氣污染物，即所謂的「細懸浮微
粒」。

由於粒徑極小，易隨呼吸進入人體，對健康造成
影響。尤其粒徑越細者，越容易吸入肺部深處，
吸入後停留於肺泡區，引起呼吸道疾病、心血管
疾病等傷害。

特別是對氣喘、呼吸道疾病、心肺功能疾病的患
者，老人及小孩敏感族群，影響尤大 。



國際癌症研究所（IARC，屬世界衛生組織WHO轄
下機構），經由慎重的研究後，於103年10月17
日宣布，認定「戶外空氣污染」為屬「人類致癌
物第一類」（carcinogenic to humans (Group 1)）。

這是最廣泛分布於環境中的「致癌污染物」。

空氣污染中的最主要成分，是細懸浮微粒
（PM2.5），而細懸浮微粒（PM2.5）亦被認定為屬
人類致癌物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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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品惡化對健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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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研究所（IARC）亦於2012年6月12日宣布，
專家們已獲得「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把含
PM2.5、原先列屬「疑似」致癌物質（2A組）的
「柴油引擎廢氣」，改列為屬「具充份證據」的
「人類致癌物第一類」（1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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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於民國101年5月14日修訂「空氣品質標
準」，把PM2.5納入。

其標準值為：15μg／m3（年平均值）。

35μg／m3（二十四小時值） 。



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總懸浮微粒(TSP)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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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日平均值或24小時值 12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年平均值 65

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2.5)

日平均值或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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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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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小時平均值 0.06

鉛(Pb) 月平均值 1.0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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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空氣品質監測站（54）
交通空氣品質監測站（6）
工業空氣品質監測站（4）
背景空氣品質監測站（4）
國家公園空氣品質監測站（2）
其它

PM2.5手動採樣監測站數量分布自動監測站數量分布

馬祖

金門

澎湖

空氣品質監測站數量分布



空氣污染指標(PSI)與污染物濃度值對照表

PSI、PM 2.5等相關常見空氣品質
名詞介紹及意涵

污染物 PM10 SO2 CO O3 NO2

統計方
式

24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內
最大8小時

平均值

24小時內
最大小值

24小時內
最大小值

單位 μg/m3 ppb ppm ppb ppb

PSI值

50 50 30 4.5 60 -

100 150 140 9 120 -

200 350 300 15 200 600

300 420 600 30 400 1200

400 500 800 40 500 1600

500 600 1000 50 600 2000

空氣污染指標(PSI)與污染物濃度值對照表



空氣品質指標介紹與判讀

空氣污染指標(PSI)值與健康影響



空氣品質指標介紹與判讀

細懸浮微粒(PM2.5)指標對照表與活動建議



歷年來空氣污染物變化



102年五都及嘉義市之PM2.5年平均
濃度

台北
市

新北
市

台中
市

臺南
市

高雄
市

嘉
義
市

PM2.5 年平均濃度 19.8 21.7 25.7 31.2 30.7 33.5

監測站所測濃度

微克/立方公尺

士林

18.8
萬華

20.7
陽明

11.2

汐止

20.6
板橋

22.7

豐原

24.0
忠明

27.4

新營

31.5

臺南
30.8

美濃

28.2
前金

33.2

嘉
義

33.5



102年五都及嘉義市之空氣中
污染物濃度(年平均)

污染物年平均濃度 台北
市

新北
市

台中
市

臺南
市

高雄 嘉
市

義市

SO2 (ppb，年標準為
30 ppb)

3.0 3.4 3.1 3.6 5.2     3.4  

NO2 (ppb，年標準為
50 ppb)

21.5 16.1 15.9 14.0 17.4    14.8

臭氧 (ppb，小時標
準為120 ppb)

25.0 29.5 29.3 30.8 29.6    27.8

臭氧 (ppb， 8 hr標
準為60 ppb)

38.4 44.2 48.4 51.0 51.6    48.8















2006-2009年PM10及PM2.5日平均濃
度依季節變化



2006-2009年空品區PM2.5濃度年際
變化情形



2006-2009年各區域PM2.5濃度的季
節變化情形



2009年 4 月 25日沙塵現象
臺灣北部地區PM10 濃度逾1,000 ppm

2010年 3 月 21-22日沙塵現象
逾半測站 PM10 濃度逾1,000 ppm，空氣品質

污染指標達「有害等級」



歷年影響台灣之沙塵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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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
環境品質監測





鹿林山測站近年CO2濃度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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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