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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部已訂定「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管制空氣中污染物，其中異味污

染物分析方法係使用國家環境研究院公告之「異味污染物官能測定法-三點比較式嗅袋

法」(NIEAA201)，但採樣及分析過程之條件較為嚴格，如採樣後需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測

定(排放管道 6 小時內，周界 12 小時內)，檢測當下至少有 6 名異味嗅覺判定員，且需經

過層層的篩選，如沒有呼吸道疾病、測試當天不能噴香水、上濃妝、不能睡眠不足或是

精神不濟...等，造成異味檢測困難，故本研究擬評估異味污染物電子感測器之可行技術，

以異味污染物電子感測器與公告方法之嗅覺判別比較異味濃度，評估異味污染物電子感

測器未來應用於環境異味檢測可行性。

本研究透過共分為兩階段測試，第一階段廣邀市面上異味污染物電子感測器參與計

畫，主要以實驗室配置氨氣、硫化氫及甲硫醇等單一及混合氣體進行比對測試，第二階

段則參考第一階段適用儀器，選用可產出單一異味值、可移動及可運用於畜牧場、工廠

和食品業之感測器進行實場測試。第一階段研究中，氨氣、硫化氫、甲硫醇等 3 種化合

物以單一化合物及混合化合物等 2 種不同方式進行測試，測試電子感測器分別為自行組

裝儀器(感測器陣列)、GROD 及 OMX-ADM 等 3 台電子感測器，單一化合物測試結果中

自行組裝儀器僅硫化氫有正相關性；GROD 感測器甲硫醇及硫化氫有正相關性；OMX-

ADM 因其適用濃度範圍偏低導致測試結果皆超出其感測範圍，故無執行混合化合物測

試；混合化合物測試結果中自行組裝儀器僅氨氣、硫化氫之混合化合物有正相關性；

GROD 除硫化氫、甲硫醇之混合化合物之外皆有正相關性。第二階段研究中，沿用第一

年使用 GROD 感測器，額外加入 XP-329ⅢR 及 WT1(感測器陣列)感測器，於畜牧業、工

業區、餐飲業等 3 種異味熱區進行實場測試，經分析與檢測成果中，整體結果皆無顯示

明顯相關性趨勢，判斷以現有市售電子化異味感測器尚未能夠直接取代三點比較式嗅袋

法，在直接取代三點比較式嗅袋法為不可行，惟其對於異味確實有實際反應，故建議可

作為輔助儀器使用，但仍需選擇適當的感測晶片並經過場址與儀器之間的訓練校正，持

續以公告方法(A201)分析值及儀器讀值進行迴歸後，方可作為輔助儀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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