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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於綠島(西太平洋)、澎湖(台灣海峽中部)、小琉球(台灣海峽南部)及東沙島

(南海北部)共四處島嶼，同步執行海洋細懸浮微粒(PM2.5)採樣，並進行化學指紋特徵分

析，藉以瞭解台灣島周邊海域東西通道大氣長程傳輸之 PM2.5濃度空間分佈、季節及日夜

變化趨勢、污染來源及其貢獻率解析。研究結果顯示，高濃度 PM2.5 主要發生於秋末至

初春時期，係因受到亞洲東北季風南下挾帶而來污染物之影響，導致 PM2.5 濃度急劇上

升。採樣期間，日間 PM2.5 濃度普遍高於夜間，顯示白天的人為活動相對較為頻繁。PM2.5

主要成份以水溶性離子成份為主，而其中又以二次無機氣膠(NO3
-
、SO4

2-
、NH4

+
)為主要成

份，金屬元素成份則以 Ca、K、Mg、Fe、Al 等地殼元素為主，另由富集因子(enrichment

factor)判定主要微量金屬元素(Ti、Cr、Mn、Ni、Cu、Zn)係來自人為污染源排放所致。

有機碳(OC)濃度均高於元素碳(EC)，冬、春季 OC/EC 及二次有機碳(SOC)佔 OC 之比值

(SOC/OC)較夏、秋季高。此外，左旋葡萄糖及有機酸濃度亦具有相同的季節變化趨勢，

其中丙二酸與琥珀酸之比值(M/S)均大於 1.0，顯示在長程傳輸過程有二次有機氣膠

(SOAs)之生成。另由 CMB 受體模式解析結果顯示，四處採樣站的主要污染源為海鹽飛沫、

逸散揚塵、船舶排放及二次衍生性氣膠，而西通道船舶排放貢獻率明顯高於東通道。本

研究進一步扣除 PM2.5最低背景濃度推估境外傳輸貢獻率得知，最低境外傳輸貢獻率出現

於夏季，而最高境外傳輸貢獻率發生於冬季，顯示四處採樣站皆明顯受到境外污染物長

程傳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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