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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M2.5 已被研究證實會損害人體呼吸系統及增加致癌風險，同時亦會導致大氣能見

度降低及全球氣候變遷等環境危害。根據環境部 TEDS 12.0 版（112 年 9 月公告）的高

雄市排放數據資料顯示，鋼鐵工業的 PM2.5 排放貢獻量特別顯著，僅次於車輛行駛揚塵

(鋪面道路)。另外，揮發性有機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亦為形成 PM2.5、

臭氧 (O3) 等污染物的前驅物，易引發光化學煙霧等空氣污染問題。有鑑於此，本研究

旨在針對南台灣某一貫作業鋼鐵廠周界兩處空品測站(N 站及 S 站)，同步進行 PM2.5 及

揮發性有機物 (VOCs) 的四季採樣，探討採樣期間 PM2.5 及 VOCs 的時空分佈趨勢，並

透過化學成份(含水溶性離子成份、金屬元素成份、碳成份)分析，解析 PM2.5 的化學指紋

特徵，以便瞭解不同指標，例如:二次無機氣膠 (Secondary Inorganic Aerosols，SIAs)、

OC/EC 比值等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N 站 PM2.5 平均濃度由高至低依序為冬季

(38.68±9.77 μg/m3) > 秋季  (28.45±3.36 μg/m3) > 春季  (25.70±10.38 μg/m3) > 夏季

(24.58±2.01 μg/m3)；S 站亦為冬季 (52.89±8.90 μg/m3) > 秋季 (30.35±5.38 μg/m3) > 春季

(29.55±8.52 μg/m3) > 夏季 (20.09±1.71 μg/m3)。冬季採樣期間，N、S 兩站的 PM2.5 濃度

均最高，其中 S 站又高於 N 站，推測因 S 站靠近主要污染源(如:原料堆置區)，且冬季盛

行風向為西北風，導致粒狀汙染物向南傳輸。N 站的 VOCs 濃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秋季

(11.36 ppb) > 夏季 (8.34 ppb) > 冬季 (8.00 ppb) > 春季 (6.40 ppb)；S 站則為秋季 (17.76

ppb) > 冬季 (13.50 ppb) > 夏季 (12.40 ppb) > 春季 (9.80 ppb)，顯示四季 VOCs 濃度均

為 S 站高於 N 站，推測 S 站位置較接近鍋爐燃燒排放源，導致 VOCs 濃度升高。另外，

PM2.5 中水溶性離子成份分析結果顯示，兩站皆以 SO4
2-、NO3

-、NH4
+濃度為主，此外，

SIAs 佔 WSIs 的比例依序為夏季 > 冬季 > 春季 > 秋季，推測夏季期間因日照充足，

使得二次衍生性氣膠微粒容易經大氣化學反應而生成；金屬元素成份分析結果顯示，S

站的 Fe、Ca、Mg 濃度較高，而 N 站的 Zn 濃度則有偏高趨勢；碳成份分析結果顯示，

兩站的 OC/EC 比值皆低於 2，說明境外傳輸的影響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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