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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懸浮微粒管制已有顯著成效，臭氧取代懸浮微粒成為空氣品質不良之主要

污染物。光化測站 (Photochemical Assessment Monitoring Stations，PAMS) 監測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即是臭氧前驅物，其中不乏有害空

氣污染物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HAPs)。

全台共設置 42 座光化測站，由環境部及特殊性工業區所設置。環境部光化測站受

環境部監資司管理，因主要研析全台臭氧問題而遍及全台，設置北、中、南固定站 12 座

及移動站 3 座；特殊性工業區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及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受環境部

公告之「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設置標準」規範，設置包含光化項

目的空氣品質監測站，全台特殊性工業區光化測站包含六輕工業區、林園工業區及臨海

工業區共設置 27 站。光化測站運作採用環境部公告的 NIEAA505.12B 方法，24 小時連

續監測 54 種有機光化前驅物，監測頻率為 1 次/小時，定期施打標準品及空白查核，作

為定性定量及查核依據。環境部及六輕工業區監測資料更由第三公正單位建立品保及品

管查核作業，特殊性工業區因應法規，常年數據資料可用率須達 75%以上，並接受各級

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確保光化學評估監測站系統持續精進與穩定運轉。

本研究依 2016~2022 年期間全台光化測站監測數據總 VOCs 濃度變化顯示整體空

氣品質有逐年變好之趨勢；其中以林園工業區濃度最高，其次為環境部都會區測站，最

低則為六輕工業區；顯見工業區若透過相關製程改善、源頭減量等管制措施，可有效降

低 VOCs 排放。依光化測站實際監測結果，監測濃度不定時發生高值現象，主要係受工

業、交通、油漆、露天燃燒等人為活動影響所致，根據長期以來追查之案例，發現工業

排放主要以工廠製程使用及合成之物質為主，例如石化製程以乙烯、丙烯為主，汽機車

等交通排放以苯及甲苯為主，油漆作業釋放甲苯、二甲苯及乙苯等 VOCs 物種，而露天

燃燒除釋放大量一氧化碳及細懸浮微粒 (PM2.5) 外，其釋放 VOCs 種類及數量，會隨焚

燒物質不同而有所差異，歸納各露天燃燒案例追查結果，顯示露天燃燒會釋出共同物種

為乙烯、乙炔、丙烯及苯，偶有釋出 1,3-丁二烯、苯乙烯、甲苯、二甲苯及乙苯等物種，

而監測濃度值高低則與焚燒現場距離遠近、焚燒面積大小有關聯；露天燃燒所產生大量

煙霧造成空氣品質惡化影響居民健康，亦影響居民行車安全，因此政府相關單位應重視

並加強宣導以避免露天燃燒之行為，以維護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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