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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不斷變遷的地理環境和人口等影響下，通常多需定期評估空氣品質監測站站址類

型，以便收集的數據可用以支持特定的監測目標。故本論文以橋頭站為背景空氣品質監

測站之研究對象，依據過去監測結果、人口密度、週邊環境及氣象條件等變化，進而瞭

解橋頭站測站設置代表性和同質性，並對目前背景測站選址規範，提供減少可能干擾影

響的建議。

本研究將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分類為東北季風型態、低風速污染型態及季節差異

等三種型態，再以顯著水準α= 0.05(雙尾) 檢定橋頭站與前金站(一般測站)、臺南站(一

般測站)、前鎮站(工業測站)及鳳山站(交通測站)顯著性差異。由分析結果顯示，橋頭站

與另外三種類型測站並不因污染型態、風向和季節不同而存在顯著性差異。從濃度結果

得知，橋頭站於2021年長程傳輸型態下濃度較其他類型測站偏高，但同時也反映本土污

染上升問題與鄰近都市開發及工業污染影響較為有關，並顯示了背景測站設置對污染源

距離要求仍有不足。另外，本研究以階層式集群分類識別橋頭站與其他類型測站的同質

性，結果顯示橋頭站監測類型與一般測站之前金站相似性最佳，後再與臺南站及前金站

的集群歸屬同類，顯見橋頭站監測尺度亦能反映城市區域空氣品質。

故未來因應新市鎮開發及人口密度持續增長下，可預期橋頭站監測目標不再僅作為

總量管制區上風背景監測站。此外，依據美國環保署對城市尺度監測建議，一城市除設

置用以評估大都市污染情形之監測站外，也應同時有背景量測，此有助於評估整個區域

空氣污染控制策略的有效性。故對於總量管制區背景測站的設置原則，除考量盛行風上

風區外，選擇人口密度低並受工業及都市污染影響較小之區域，則有益於防制對策效果

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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