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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M2.5 自動監測儀器監測數據之應用以空氣品質預報與特報為主，利於提醒民眾空

氣品質不良時做注意防範。為配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空氣品質標準細懸浮微粒（PM2.5）

監測需求，環保署於 2021 年 11 月公告「空氣中細懸浮微粒 （PM2.5）檢測方法－自動

監測儀效能評估法（NIEA A220.10C）」。效能評估方法主要為執行自動監測與手動檢測

日均值的線性迴歸，數據點並以季節區分做個別評估。

本研究引用公告方法之評估準則，分析 2020 年至 2022 年，空氣品質監測網內 31

個自動監測站之自動監測儀器的效能與公告方法的符合性，並進行要因分析。結果顯示：

多數測站之線性迴歸的斜率可符合（1 ± 0.1）之方法要求，然而，在容易出現高值的雲

嘉南地區與高屏地區，部分測站容易出現線性迴歸截距超出管制標準的現象。

以自動監測與手動檢測日均值的差異為參數（簡稱：自手動差異），進一步觀察日

均差異的變化趨勢與環境相對濕度或溫度變化的關連性，結果顯示：當環境濃度出現 25

g/m3 以上高值時，若環境相對濕度亦有顯著變化（65 %RH ~ 90 %RH），則自手動差異

容易出現顯著誤差（相對差異大於 10 %或 4 g/m3）；此時，若在濕度穩定的情況下執行

自動監測儀器的 HEPA 零點測試與調整，此顯著差異的問題即可消除，顯示濕度變化會

對儀器零點造成顯著偏移，進而影響自動監測結果。本研究將針對環境相對濕度變化對”

自手動差異”的影響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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