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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的種類 
 粒狀污染物 

     由燃料燃燒及工業生產過程所產生之微粒物通稱，如懸浮微

粒(PM10)、細懸浮  微粒(PM2.5)、落塵、金屬燻煙及其化合物、

黑煙、酸霧、油煙等。 

 氣狀污染物 

     以氣體形態存於大氣中之污染物，如硫氧化物(SOx)、一氧

化碳(CO)、氮氧化物  (NOx)、碳氫化合物(CxHy)、氯化氫

(HCl)、二硫化碳(CS2)、鹵化烴類  (CmHnXx)、全鹵化烷類

(CFCs)等氣體。 

 衍生性污染物 

     非由污染源直接排放，而係由前驅物質在大氣中經物理、化

學或生物等作用轉  化而成之污染物。主要為光化學氧化物、

酸霧或硫酸霧等。 



 



 



 



PM2.5是什麼？ 

 



PM2.5的生成 

 



 



 



 



霧與霾的差別 

 視覺上霧與霾都會使能見度降低，但兩者差別極大，霧是

由  很多小水滴組成的，當空氣濕度較大時，水氣很容易

達到冷  卻飽和形成霧，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定義，有霧

時水平方向  能見度小於1KM。霾則是由懸浮於大氣中的

塵粒、鹽粒所組  成其中包含(PM10、PM2.5)，霾在大氣

中多呈現乳白色，對遠地明亮背景處呈現黃色與橘紅色，

對較暗之背景則呈現藍色。  一般而言，用濕度來區分霧

與霾最為客觀，在能見度不良的  情況下，空氣中濕度大

於90%為霧；小於80%為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總計 

心臟病 5 6 2 3 7 0 23 

蠶豆症 3 4 4 2 4 5 22 

氣喘 11 8 13 15 26 23 96 

癲癇症 0 1 0 0 0 0 1 

腦炎 0 0 0 0 2 0 2 

過敏物質 15 10 19 22 33 50 149 

重大手術 1 4 0 0 1 2 8 

海洋性貧血 0 1 0 2 3 2 8 

關節炎 0 0 0 0 0 1 1 

心理或精神性疾病 2 1 1 2 4 5 15 

其他 3 14 17 13 11 3 61 

總計 40 49 56 59 91 91 386 



 



環保署空污管制工作願景 

 
強化管制「民眾舒適感受污染物」  
增訂與落塵、臭味及能見度等具關  
連性污染物為管制項目，積極地提  
升居住環境空氣品質目標。 
 

 
強化管制「健康關連性污染物」  主
要包括 PM2.5及重金屬等，降低健康關
連性污染物對於敏感族群健康衝擊影  
響目標。 
 

強化管制「基準污染物排放減量」 
，先期以懸浮微粒、VOCs、SOx  
及NOx為標的污染物，達成空氣污  
染物排放減量目標。 



 



 



 



 



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 

 



 



因應空氣品質學校之處置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

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適用對象規定  

 本作業流程適用於學校及幼兒園。 

 大專院校得視狀況，參酌本作業流程規定

辦理。 



高風險族群  

 指因懷孕、氣喘、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血

管疾病及過敏性體質等，於各級狀況發生

時，需特別加強防護，並採個人健康自主

管理者。  



空氣品質監測  

 由環保署逐時監測空氣品質並適時發布訊
息。 

 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之空氣污染指標
Pollutants Standard Index（以下簡稱
「PSI值」）連續二小時達100以上（PM10
達150μg/m3以上），即啟動聯繫作業，並
通知學校進行防護措施。 



空氣品質預警  

 停課原則：依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全國空品區空氣品質預報，前一日下午五時預報次日PSI值達

400以上（PM10達500μg/m3以上、PM2.5達350.4μg/m3以上），

即達停課標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邀集相關單位，參考各空氣品質區之預報PSI值，共同會商決定

是否停課及相關因應措施。 

 高風險族群之學生，於預報PSI值達300以上（PM10達420μg/m3

以上、PM2.5達250.4μg/m3以上），或前目情形經地方政府決

定不停課者，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不列入其個人日常生活表

現評量。 



紅色警戒防護措施 

 指標範圍： 
    PSI ：101~199 
    PM10 ：151~349μg/m3  
    PM2.5 ： 54~70 μg/m3 

 防護措施 ： 
   1、學生於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時，
應視體質配戴口罩。 

   2、師生於室內上課時得適度關閉門窗。 
   3、敏感族群減少戶外活動。 



紫色警戒防護措施 

 指標範圍： 
    PSI ： ≧ 200 
    PM10 ：≧350μg/m3  
    PM2.5 ： ≧71 μg/m3 

 防護措施 ： 
   1、學生於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時，
應配戴口罩、護目鏡。 

   2、師生於室內上課時得適度關閉門窗。 
   3、敏感族群減少戶外活動。 
   4、戶外課程必要時得將課程活動調整於
室內辦理。 



全面停止戶外活動 

指標範圍： 

    PSI ： ≧ 300 

    PM2.5 ： ≧250 μg/m3 
 



通報作法 
 校安通報作業：學校及幼兒園如有人員因空氣品質惡

化肇致身體不適，或嚴重影響校務行政事項者，應至
本部校安中心網頁（http://csrc.edu.tw/）點選
「校安即時通」，依下列規定進行通報： 

１、 空氣污染事件：事件類別請點選主類別「天然災
害事件」／次類別「環境災害」／事件名稱「一般空
氣污染」進行通報。 

２、 沙塵事件：事件類別請點選主類別「天然災害事
件」／次類別「環境災害」／事件名稱「沙塵事件」
進行通報。 

３、 人為空氣污染事件（如工廠毒【廢】氣外洩）：
事件類別請點選主類別「意外事件」／次類別「中毒
事件」／事件名稱「其他化學品中毒」進行通報。 

 停課通報作業：學校及幼兒園如有停課事實，應於確
定停課訊息後，至本部校安中心網頁點選「校安即時
通」進行通報。 



如於上課期間發生空氣品質惡

化之情況，以不停課為原則。 



課程與教學 

 置放於 

  網路硬碟/000導師及科任教師/衛生組表件 

   /104空氣品質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