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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_PM10

PM10

懸浮微粒，懸浮在空氣中的固體顆粒或液滴，空氣動力
學直徑（以下簡稱直徑）小於或等於10微米 (µm)的懸浮
粒子

人類頭髮50-70µm

細砂石平均直徑90µm

PM10直徑小於或等於1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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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_PM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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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廢氣及燃香產生之黑碳

肉眼無法辨識

二手菸 工廠排放之硫酸霧滴

廚房油煙 木屑、道路揚塵

海鹽顆粒 霧滴 雨滴

微米（μm）奈米 0.1公釐 0.1公分

病毒 細菌

花粉

焚化爐產生之飛灰

咳嗽飛沫

毛髮



認識空氣污染物_PM10來源

PM10

自然界

人為

室內

自然生成地表塵土、海鹽飛
沫、火山爆發、森林大火

工業排放、汽機車、
露天燃燒

生物性（塵蟎、黴菌及真
菌等）、吸菸、燒香、金
紙、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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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_PM2.5

※ PM2.5(細懸浮微粒)定義：氣動粒徑範圍在2.5μm(微米)以下的粒子

圖片引用：http://ephtracking.cdc.gov/showAirHIA.action

毛髮(大約70μm) 砂石(大約50μm) PM10(小於10μm) PM2.5(小於2.5μm)

頭髮針花粉細胞細菌病毒分子 紅血球

圖片來源：引自美國心臟學會

PM2.5介於紅血
球及細菌之間



PM2.5

衍生性 境外傳輸

原生性
固定源

移動源
逸散源

認識空氣污染物_PM2.5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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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_SO2

SO2

二氧化硫，為燃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者，為一
具刺激臭味之無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硫酸，
及可能會被轉換成硫酸、三氧化硫及硫酸鹽，為引起酸雨
的主要物質。

含硫之燃料燃
燒產生之SOX

空氣中
水份

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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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_NO2

NO2

二氧化氮，空氣中之氮與燃料中氮化合物經高溫燃燒氧化
所產生，為刺激之赤褐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
硝酸及硝酸，易強氧化力，為引起光化學霧之前驅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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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_O3

O3

臭氧，常溫下，它是一種有特殊臭味的淡藍色氣體，為
光化學霧之主要成份，具強氧化力，對人體粘膜有刺激
作用，並對植物會造成重大的傷害。

在人為開發造成之環境污染
下，工業、汽機車產生的揮
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
氮氧化物（NOx）在陽光照
射（紫外光）下生成臭氧。

日照(光化學反應)+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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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空氣污染物_CO

CO
一氧化碳，一種窒息性氣體，會阻礙氣與血紅素之結合，比
空氣略輕，易擴散。當一氧化碳濃度在空氣中達到35ppm，
就會對人體產生損害，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CO

自然界：光化

學反應、火山

活動

人為：森林火

災、焚燒稻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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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色無味的氣體

燃燒不完全所產生（完成燃燒為無害的CO2）

與血紅素之結合力為氧的200-250倍

中毒症狀不易察覺，易在昏睡中死亡

隱形殺手



PM10

可以穿透這些屏障達到支氣管和肺泡造成健康影響，造成纖維麻痺、支氣管黏
膜過度分泌及使黏液腺增生，引起可逆性支氣管痙攣，抑制深呼吸，並漫延至
筱支氣管道。

PM2.5

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可深入肺泡，並可能抵達細支氣管壁，干擾肺內的氣體交
換。長期暴露於懸浮微粒，可引發心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以及增加肺癌的危險

SO2

視力損傷、胸悶、肺水腫、嚴重導致窒息死亡，暴露到高濃度的二氧化硫可能
會導致鼻子及喉嚨的灼傷、呼吸困難以及嚴重的呼吸道阻塞，若暴露到100 

ppm的二氧化硫中則視為有立即性對生命及健康造成影響。

NO2

低濃度的二氧化氮會使鼻子麻痹，從而可能導致過量吸收；吸入後對肺組織具
有強烈的刺激性和腐蝕性，吸入氣體初期僅有輕微的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狀，
如咽部不適、乾咳等，長時間潛伏江導致肺水腫。

O3

刺激和損害深部呼吸道，並可損害中樞神經系統，對眼睛有輕度的刺激作用；
傷害肺組織，嚴重會導致肺出血而死亡。

CO

一氧化碳濃度在空氣中達到35ppm，就會對人體產生損害，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如頭痛、噁心、嘔吐、頭暈、視網膜出血、疲勞和虛弱，嚴重將損害心臟和中
樞神經系統。

空氣污染物之危害性
12



空氣污染物之危害性

國際期刊指出

PM2.5每增加 10 μg/m3 

 心肺疾病增6%

 肺癌增8%

 死亡率增4%

PM2.5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5%BF%83%E8%87%9F&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iconpng.com/tag/%E5%BF%83%E8%84%8F&ei=pmVwVcLlFqWzmwX4lYPQCQ&psig=AFQjCNEG3Y8-0Va_QXko9JJ2-pnkK9KjvA&ust=1433515803745667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5%BF%83%E8%87%9F&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iconpng.com/tag/%E5%BF%83%E8%84%8F&ei=pmVwVcLlFqWzmwX4lYPQCQ&psig=AFQjCNEG3Y8-0Va_QXko9JJ2-pnkK9KjvA&ust=1433515803745667


空氣污染物之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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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PM2.5

TSP

黑煙由很多
細小顆粒組成

2012年WHO將柴油引擎廢氣列為致癌物

2013年WHO公布空氣污染物為致癌物



空氣品質指標_美國AQI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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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1999年依據清淨空氣法案，對於各州用來報導每日空氣品質的指標
進行一些修正，由PSI指標改為AQI(Air Quality Index，AQI)，AQI指標新增
細粒徑懸浮微粒(PM2.5)與臭氧8小時平均濃度的副指標項目，並增加101-

150為對敏感族群不良(Unhealthy for Sensitive Groups)等級與151-200為空
氣品質不良等級。

AQI Breakpoint Definitions

O3 1hr  (ppm) O3 8hr  (ppm)
CO 8hr  

(ppm)
SO2 1hr  (ppm)

SO2 24hr  

(ppm)

NO2 1hr  

(ppm)

PM10 24hr  

(µg/m³)

PM2.5 24hr  

(µg/m³)

0 - 50 未定義 0 - 0.059 0 - 4.4 0 - 0.035 未定義 0 - 0.053 0 - 54 0 - 12.0

51 - 100 未定義 0.06 - 0.075 4.5 - 9.4 0.036 - 0.075 未定義 0.054 - 0.1 55 - 154 12.1 - 35.4

101 – 150 0.125 - 0.164 0.076 - 0.095 9.5 - 12.4 0.076 - 0.185 未定義 0.101 - 0.36 155 - 254 35.5 - 55.4

151 – 200 0.165 - 0.204 0.096 - 0.115 12.5 - 15.4 0.186 - 0.304 未定義 0.361 - 0.64 255 - 354 55.5 - 150.4

201 – 300 0.205 - 0.404 0.116 - 0.374 15.5 - 30.4 未定義 0.305 - 0.604 0.65 - 1.24 355 - 424
150.5 -

250.4

301 - 400 0.405 - 0.504 未定義 30.5 - 40.4 未定義 0.605 - 0.804 1.25 - 1.64 425 - 504
250.5 -

350.4

401 - 500 0.505 - 0.604 未定義 40.5 - 50.4 未定義 0.805 - 1.004 1.65 - 2.04 505 - 604
350.5 -

500.4

500+ 未定義 未定義 未定義 未定義 未定義 未定義 605 - 4999
500.5 -

999.9



空氣品質指標_臺中市目前空氣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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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目前空氣品質指標乃參照美國AQI(Air Quality Index，AQI)指
標，唯計算方式略為修正，在濃度值計算方面，所有污染物皆以即
時濃度值計算AQI副指標值，已顯示實際之空品現況。

AQI Breakpoint Definitions

O3 1hr  (ppm)
CO 1hr  

(ppm)

SO2 1hr  

(ppm)

NO2 1hr  

(ppm)

PM10 1hr  

(µg/m³)

PM2.5 1hr  

(µg/m³)

0 - 50 未定義 0 - 4.4 0 - 0.035 0 - 0.053 0 - 54 0 - 12.0

51 - 144 未定義-0.159 4.5 – 12 0.036 - 0.172 0.054 - 0.328 55 – 242 12.1 - 53.1

145 – 158 0.160 - 0.171 12.1 - 12.9 0.174 - 0.204 0.334 - 0.405 243 - 270 53.2 – 70

159以上 0.171以上 13以上 0.205以上 0.406以上 271以上 70.1以上

臺中市AQI指標計
算方式如下：
1. 依據各污染物

即時濃度值進
行計算

2. 將上述值無條
件去尾計算至
整數值(CO及
PM2.5至小數
一位)。

3. 將上述值依表
內差計算各
AQI副指標

4. 取各副指標之
最大值即為當
日最AQI值。



空氣品質指標_空品旗

旗幟顏色
空氣品質指數
（AQI）

防護措施

綠色 0-50 一般及敏感性族群的學生皆可正常戶外活動。

黃色 51-144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等敏感性族群學生，感受到癥狀時，應考慮減少體
力消耗，特別是減少戶外活動，並適時配戴口罩防護。

紅色 145-158

1. 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時，應視個人體質配戴口罩等個人防護用具。

2. 於室內上課時，得適度關閉門窗，減少暴露於不良品質之空氣中。

3. 如果有不適，如眼痛、咳嗽或喉嚨痛等，應該考慮減少戶外活動，並適時

配戴口罩防護。

4. 敏感性族群學生，應注意個人健康自主管理，減少體力消耗，特別是減少

戶外活動，並配戴口罩防護。如具有氣喘，可能需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紫色 159以上

1. 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時，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2. 於室內上課時，應適度關閉門窗，減少暴露於不良品質之空氣中。

3. 如果有不適，如眼痛、咳嗽或喉嚨痛等，應減少體力消耗及戶外活動，並

適時配戴口罩防護。

4. 敏感性族群學生，應特別注意個人健康自主管理，避免體力消耗特別是減

少戶外活動，並配戴口罩防護。如具有氣喘，可能需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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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PM10 PM2.5 SO2 NO2 CO O3

單位 μg/m3 μg/m3 ppb ppb ppb ppb

95 60.90 34.94 3.64 19.51 0.57 48.06

96 61.17 35.38 3.76 19.02 0.56 49.34

97 59.77 35.56 3.53 18.10 0.51 46.83

98 60.80 36.52 3.49 18.49 0.49 51.53

99 57.29 34.09 3.46 19.03 0.51 46.93

100 55.60 34.73 3.31 17.58 0.47 47.61

101 51.34 30.60 2.89 16.73 0.46 47.81

102 51.74 30.64 3.14 15.86 0.44 48.39

103 52.07 26.98 3.12 15.60 0.43 47.90

空氣品質

標準

65 15 30 50 9 60

年平均 年平均 年平均 年平均 8小時 8小時

臺中市95年至103年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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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臺中市95年至103年各項空氣污染物數據

本市103年PM2.5自動測站年均值為26.98g/Nm3，此
數值超過WHO標準1.8倍，本市仍須減少12g/Nm3

始能符合空氣品質標準15g/Nm3，PM2.5除30％為
境外傳輸所貢獻，其餘均為本市交通車輛、工廠、
工地、裸露地及露天燃燒等所造成



PM2.5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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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空品資訊公開-網頁

連結網址：
http://taqm.epb.taichung.gov.tw

校園空品旗幟可
依此顏色分級進
行空品警示



空品資訊公開-APP

• Android系統請至「Play商店」下載
• iOS系統請至「App Store」下載

搜尋「空氣品質行動資訊APP」

Android系統 iOS系統

如何下載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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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軟體進入首頁

• 點選「進入首頁」，開啟
功能主頁面

Android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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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品質測站查詢(1)
 查詢空氣品質即時監測資

料
 查詢空氣品質監測站位置

Android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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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品質測站查詢(2)
 查詢空氣品質即時監測資

料
 查詢空氣品質監測站位置

Android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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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查詢(1)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即時監測

資料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位置

Android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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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查詢(2)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即時監測

資料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位置

Android系統



27

• 開啟軟體進入首頁

• 點選「進入首頁」，開啟
功能主頁面

iO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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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品質測站查詢(1)
 查詢空氣品質即時監測資

料
 查詢空氣品質監測站位置

iO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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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品質測站查詢(2)
 查詢空氣品質即時監測資

料
 查詢空氣品質監測站位置

iO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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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查詢(1)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即時監測

資料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位置

iO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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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查詢(2)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即時監測

資料
 查詢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位置

iOS系統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