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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氣中的污染物是由煙塵Ε二頿化硫Ε碳頿化物Εེ頿化物Ε碳氫化合物等所組成，藉

著大氣圈Ε水圈Ε岩石圈Ε生物圈的交互作用，循環移動，還會隨著空氣熱對流產生上升Ε

下ި及移動的狀況Ζ 

雨季時，空氣污染物會隨著雨水ި降至地面，導致空氣品質良好；乾季時，降雨量少，

污染物不易ި降，則空氣品質差Ζ白天溫度高Ε熱對流旺盛，空氣污染物易上升，地表污染

物少，晚上，氣溫降低，冷空氣下降，有害物質也跟著下ި，則空氣品質差Ζ 

    近年埔里因降雨量少，懸浮微粒不易ި降至地面，再加上盆地地形，污染物不易逸散，

導致空氣品質越來越糟Ζ所以，在現վ空氣污染嚴重的時代，外出的最佳時機，就是在下雨

後或是下午 ˅ 點到 ˇ 點間Ζ 

 

 

壹ǵ研究動機 

 說起空氣污染，大多數的人應該都會想到臺北Ε高雄等人口集中或工商業發達的大都會

地區，但曾經好空氣充溢Ε位在臺灣中心點的埔里，現在的空氣卻也沒有比這些大都會地區

的品質佳，懸浮粒子濃度高Ε空氣污染著實嚴重Ζ埔里曾以擁有好山好水而聞名於全台灣，

但現在卻從ψ好空氣ω變成ψ壞空氣ω，實在讓人感到失望與疑惑Ζ根據行政ೃ環保署的統計，

從 ˄ˌˌˊ 年到 ˅˃˄ˆ 年，埔里的空氣品質持續惡化，有時候甚至到達已不適合出外進行戶外活

動的嚴重程度Ζ 

埔里既非人口集中的大都會，也非工商業發達的重鎮，那為何空氣品質仍同樣糟糕呢？

這引發了我們的好奇心，為什麼埔里空氣會有這麼多的污染物呢？這些空氣污染物的來源為

何？而埔里的地理位置Ε地形與空氣品質具有什麼樣的關係？甚至也想探討不同的季節Ε不

同的時間點，空氣污染程度有什麼樣的變化，並設法探究其原因Ζ 

 

貳ǵ研究目的 

一Ε探討空氣污染的成分Ε來源與影響Ζ 

二Ε探討空氣污染對人體的影響Ζ 

三Ε探討降雨對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影響Ζ 

四Ε探討空氣流動－風ΰ季風α對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影響Ζ 

五Ε探討熱對流－白天Ε晚上對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影響Ζ 

六Ε探討埔里鎮近年來空氣品質的變化狀況Ζ 

 

参ǵ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Ε設備：筆記型電腦Ε數位相機Ε網際網路Ζ 

二Ε軟體：˘̋˶˸˿Ε˪̂̅˷Ζ 

 



肆ǵ研究架構與步驟 

一Ε研究架構： 

空氣污染

成分與來源 風 降雨 熱對流

梅雨

颱風

白天

晚上

西南季風

東北季風

台灣各地

北部：台北

中部：台中

中心：埔里

南部：高雄

東部：花蓮

生態影響

懸浮微粒

二頿化硫

二頿化ེ

一頿化碳

臭頿

生物

金屬

建築

氣候

 

 

 

二Ε空氣指標觀測站名稱地點： 

 

 

 

三Ε研究步驟： 

ΰ一αΕ歷年空氣污染資料與降雨資料取得方式： 

˄Ε由行政ೃ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取得台灣各地空氣指標觀測站分佈地點資料，與

歷年空氣污染物濃度資料Ζ 

˅Ε由行政ೃ中央氣象局取得台灣各地歷年降雨資料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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ΰ二αΕ討論選擇欲比較之台灣各地區代表觀測站與欲比較之年月份降雨量資料： 

˄Ε選擇台灣北部Ε中部Ε南部Ε東部各區某一代表性空氣指標觀測站與埔里站，作為相

互比較之資料來源Ζ 

˅Ε選擇某一空氣污染物濃度，作為研究比較之目標Ζ 

ˆΕ選擇某一年月份Ε時間點之空氣污染物濃度，作為探究討論之資料Ζ 

ˇΕ配合空氣污染物資料，找尋相同某一年月份Ε相同地點之降雨等氣象資料Ζ 

 

ΰ三αΕ資料分析探討： 

˄Ε從選擇的資料紀錄中，挑選符合欲探討的數據資料Ζ 

˅Ε將所挑選出的數據資料，利用電腦程式整理成所需的圖表資料Ζ 

ˆΕ探究分析圖表資料所顯示之狀況，並嘗試作出結論與推導解釋Ζ 

 

 

伍ǵ實驗結果與討論 

一Ε探討空氣污染的成分Ε來源與影響Ζ 

ΰ一αΕ空氣汙染是指ژ在空氣中的懸浮微粒Ε二頿化硫ΰSˢ˅αΕ二頿化ེΰˡˢ˅αΕ一頿化碳

ΰ˖ˢα及臭頿ΰˢˆα等物質，其濃度達到足以對人體造成ٲ害之程度Ζ空氣污染的來

源可分為自然形成與人為造成Ζ自然形成的有火山活動Ε沙漠地區的沙塵暴Ε動物排

出的有毒氣體等Ζ而人為造成的則有工廠排放廢棄Ε使用內燃機的交通工具Ε揮發性

溶劑Ε燃燒金紙Ε蚊香及二手菸等Ζ 

 ʻ二ʼΕ台灣空氣污染指標ΰˣ̂˿˿̈̇˴́̇ Ṡ˴́˷˴̅˷̆ ˜́˷˸̋α簡稱 ˣS˜，是空氣污染情況的一ႈ指標，

由中華民國行政ೃ環境保護署於 ˄ˌˌˆ 年擴充測站後推出，目標乃藉由本測站系統監

控全台灣所有的空氣品質並加以通報改善Ζ指數根據 ˈ 種空氣污染物ΰ二頿化ེΕ二

頿化硫Ε臭頿Ε一頿化碳Ε懸浮微粒α的濃度，轉化為一個由 ˃ 至 ˈ˃˃ 的單一數ڗ，

並按照指數高低而劃分為良好Ε普通Ε不良Ε非常不良和有害五種級別Ζ 

表 ˈˀ˄ˀ˄Ε空氣中的總懸浮微粒及類別： 

微粒類別 定義

懸浮微粒 指粒徑在十微米ΰ˄˃μ̀α以下之粒子，又稱ˣˠ˄˃

落塵 粒徑超過˄˃μ̀，能因重力逐漸落下而引起公眾厭惡之物質

金屬燻煙及其化合物 含金屬或其化合物之微粒

黑煙 以碳粒為主要成份的暗灰色或黑色的煙

酸霧 含硫酸Ε硝酸Ε磷酸Ε鹽酸等酸性有毒之煙霧

油煙 含碳氫化合物之煙霧  
Ε˄懸浮微粒即是粒徑小於˄˃微米的灰塵，可經由呼吸道進入肺部，容易造成呼吸道傷害Ζ

最近數年中國大陸的沙塵暴會造成大量的懸浮微粒飄在空中，也會隨著大氣的流動飄

移至台灣，對台灣的空氣品質與民眾健康造成很大的影響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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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ˈˀ˄ˀ˅Ε懸浮粒子的粒徑大小說明： 

 

˅Ε二頿化硫ΰSˢ˅α為大氣主要污染物，占污染物含量百分之九十五Ζ二頿化硫溶於水

會形成亞硫酸ΰ˛˅Sˢˆα呈酸性，是酸雨的主要成分之一，會侵蝕建築與損傷農作物，

而與眼睛接觸時，會造成紅腫和疼痛Ζ 

ˆΕ二頿化ེΰˡˢ˅α，是工業合成生產的中間產物，也是一個嚴重的大氣污染物Ζ二頿化

ེ的主要來源是機動車輛Ε火力發電廠Ε有機物質燃燒Ε化學工廠的製程等，都會伴

隨著二頿化ེ的產生Ζ而二頿化ེ是一種高毒性物質，接觸濃度高時可能致命，濃度

低時則會ٲ害肺部組織Ζ 

ˇΕ一頿化碳ΰ˖ˢα是無色Ε無臭Ε無味Ε易燃且含有劇毒的氣體，其來源是火山噴發Ε

石化燃料燃燒Ε沼氣Ε雷電Ε交通工具等Ζ因一頿化碳與紅血球的結合率比頿氣高了

兩百倍，所以當人體吸入大量的一頿化碳時，因一頿化碳與紅血球的結合，導致頿氣

輸送量大幅降低，所以減少了血液中的含頿量，會對人體造成許多不良的影響，俗稱

一頿化碳中毒Ζ若一頿化碳中毒，會有頭痛Ε頭暈Ε噁心Ε嘔吐Ε疲勞和虛弱，嚴重

者則會造成昏厥或死亡Ζ 

ˈΕ臭頿ΰˢˆα為臭頿層的基本成分，其來源可分為自然臭頿及環境臭頿，自然臭頿集中

在平流層底部，就是俗稱的臭頿層，臭頿在吸收紫外線時會分解成頿氣分子與頿原

子，而頿原子和頿分子在適當條件下結合可再成為臭頿，讓臭頿達成平衡狀況Ζ而環

境臭頿來源有交通工具Ε石油的儲藏運輸Ε各種溶劑Ε不完全燃燒的煤或木頭等若暴

露在 ˃ˁ˄~˄̃̃̀ 的臭頿下，會刺激呼吸道Ε造成眼睛疼痛，傷害肺部組織，嚴重時會

導致肺部出血而死亡Ζ 

表 ˈˀ˄ˀˆΕ空氣污染成分其來源與對人體之影響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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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Ε空氣污染對生物與環境的影響： 

˄Ε對人類的影響： 

ΰ˄αΕ顆粒狀的污染物，濃度太高Ε量太多或毒性太強時，足以使呼吸系統器官功能

失效或影響其他器官的正常功能，造成身體不適，長期在不良空氣品質影響下

極有可能產生呼吸道慢性病變Ζ因此，呼吸系統功能不好的人，對空氣污染的

影響較常人來得顯著Ζ同時，煙塵ژ在造成的能見度降低，而臭味造成身心的

不適感，也會對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與不便Ζ 

ΰ˅αΕ許多研究已證實懸浮粒子會對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造成傷害，導致哮喘Ε肺

癌Ε心血管疾病Ε出生缺陷和過早死亡；小於˄˃微米的懸浮粒子ΰˣˠ˄˃α，可

以穿透這些屏障進入支氣管和肺泡Ζ小於˅ˁˈ微米的懸浮粒子：細懸浮粒子

ΰˣˠ˅ˁˈα，比表面積ΰ物質單位質量所具有的表面積α大於ˣˠ˄˃，更易吸附有

毒害的物質，發表於π美國醫學會雜誌ρ的一ႈ研究表明，ˣˠ˅ˁˈ會導致動脈斑

塊ި積，引發血管炎症和動脈粥樣硬化，最終導致心臟病或其他心血管問題，

這ႈ始於˄ˌˋ˅年的研究證實，當空氣中ˣˠ˅ˁˈ的濃度長期高於˄˃ μ˺˂̀ˆ，就會帶

來死亡風險的上升Ζ濃度每增加˄˃ μ˺˂̀ˆ，總的死亡風險會上升ˇ％，心肺疾病

帶來的死亡風險上升ˉ%，肺癌帶來的死亡風險上升ˋ％Ζ此外，ˣˠ˅ˁˈ極易吸附

多環芳烴等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使導致癌症Ε畸形Ε突變的機率明顯升高Ζ 

     
   圖ˈˀ˄ˀ˄Εˣˠ˅ˁˈ與肺癌人數比例折線圖   圖ˈˀ˄ˀ˅Εˣˠ˅ˁˈ與突變人數比例折線圖 

圖ˈˀ˄ˀ˄Ε圖ˈˀ˄ˀ˅：̌軸為風險比率，̋軸為每平方公尺細懸浮微粒的濃度，由上圖可

知罹患肺部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會隨著戲懸浮微粒的濃度提高而增加Ζ 

˅Ε對植物的影響二頿化硫可輕易地影響果實的生長，造成植物葉子組織破壞而產生枯

黃Ε掉落Ε捲葉等病態Ζ對植物最具毒性的氣體如二頿化硫Ε臭頿Ε氟化氫Ε乙烯Ε

ཻ化氫Εཻ氣Ε顀氣等Ζ 

ˆΕ對金屬Ε建材與建築物的影響：硫頿化物Εེ頿化物與某些空氣污染物可使金屬腐蝕

生銹，其他如電線Ε鐵軌Ε橋樑Ε屋頂等亦會受到影響，產生褪色或變質現象，並減

少使用壽命Ζ而二頿化碳會侵蝕石灰石，臭頿會使橡膠脆化斷裂，ེ頿化物則會使顏

料褪色，二頿化硫對許多金屬有腐蝕作用，並氣態之二頿化硫會進入大理石建材之內

部和大理石反應後，變成固態之硫酸鈣產生膨脹，而使建築物產生裂縫，這種現象加

劇了文化古蹟之損壞，增加保養修護工作之困難Ζ 

ˇΕ對氣候的影響：譬如二頿化碳造成大氣層散熱量減少，使地球表面溫度上升，形成ψ溫

室效應ωΖ而對氣候的影響還會形成連鎖效應，因為氣候也會連帶影響很多層面，舉ψ酸

雨ω為例：硫頿化物Εེ頿化物造成了ψ酸雨ω現象，而酸雨造成的現象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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ΰ˄αΕ酸雨會降低湖水的 ̃˛ 值，使湖底ާ澱的有害金屬溶解，導致貝類死亡，破壞生態Ζ 

ΰ˅αΕ滴落在森林的酸雨，會造成土壤酸化，並且會妨害樹葉之新陳代謝，抑制樹木的生

長，使樹木枯死Ζ 

ΰˆαΕ酸雨會腐蝕大理石和金屬，所以住宅Ε橋樑和許多歷史遺跡等常因此受到損害Ζ 

ΰˇαΕ酸雨使ژ在於土壤Ε岩石中的金屬元素溶出，流入河川或湖泊，影響魚Ε貝類Ε水

生植物及以河川湖水灌溉的作物Ζ由此看來，只是空氣污染成分之中的硫頿化物Ε

ེ頿化物便可造成生物Ε環境Ε建築Ε生態等各方面的損壞，所以，我們可以說空

氣污染不只是大氣層中增加一些讓我們生活不便與不舒適的污染物，它還會藉著大

氣的流動與水圈Ε岩石圈的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到整個我們所居住的地球Ζ 

        

表 ˈˀ˄ˀˇΕ空氣污染指標表 

 
 

 

表 ˈˀ˄ˀˈΕ空氣汙染指標等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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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ˈˀ˄ˀˉΕˣˠ˅ˁˈ 濃度等級戶外活動指標圖 

 

三Ε探討降雨對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影響Ζ 

ΰ一αΕψ蒸發－凝結－降水ω為水循環的程序，其中有一個ψ降水ω的程序Ζ降水時，空氣

中的各種氣體與懸浮粒子會溶解或吸附於水滴中，或與冰雹Ε雪形成凝結核再降落於

地表，所以可以藉由降水的過程，來使空氣中的懸浮粒子與有害氣體濃度降低Ζ而台

灣的降雨主要集中於 ˇΕˈ 月的梅雨季與 ˊΕˋΕˌ 月的颱風Ζ 

˄Ε梅雨ˍ梅雨是東亞地區獨特的天氣現象Ζ時間約在每年 ˈΕˉ 月Ζ由於夏季盛行西南季

風，冬季盛行東北季風，在春夏交接之際，當東北季風逐漸減弱時，源自於南方熱帶

海洋的西南季風逐漸增強Ε並向北推進，此時勢力相當的冷暖氣團便會在華南至台灣

一帶交會，形成一道滯留鋒和寬廣雲帶，再慢慢往北移動，出現一段長達三十多天降

雨時期，此鋒面會帶來大量的滯留雨，因滯留鋒移動緩慢，並可往返移動，造成長時

間的陰雨連綿Ζ 

˅Ε颱風：颱風是發生於熱帶洋面上的氣旋ΰ熱帶性低氣壓α，在北半球近地面的風呈逆

時針方轉動，南半球則為ႉ時針方向旋轉，西太平洋暖海區是颱風生成的溫床，每年

約有 ˅ˉ 個颱風生成，主要發生在 ˊ 月至 ˌ 月，又以 ˋ 月最多Ζ台灣正位於西北太平

洋移動路徑上，每年平均有 ˆˇ 個颱風會侵襲臺灣，同樣是 ˋ 月的颱風最多，ˊ 月至 ˌ

月的發生頻率最高，約佔全年總數的 ˊˈ％以上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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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ˀ˄Ε颱風結構示意圖                 圖 ˈˀ˅ˀ˅Ε梅雨鋒面示意圖 

ˆΕ˅˃˃ˉ－˅˃˄ˇ 年台灣各地月平均降雨量與懸浮粒子ΰˣˠ˄˃α之關係ΰ數據資料如附錄α 

ΰ˄αΕ˅˃˃ˉ－˅˃˄ˇ 年高雄月平均降雨量與懸浮粒子ΰˣˠ˄˃α關係折線圖 

圖 ˈˀ˅ˀ˄ˀ˄Ε˅˃˃ˉ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Ε˅˃˃ˊ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ˆΕ˅˃˃ˋ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ˇΕ˅˃˃ˌ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ˈΕ˅˃˄˃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ˉΕ˅˃˄˄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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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ˀ˄ˀˊΕ˅˃˄˅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ˋΕ˅˃˄ˆ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ˌΕ˅˃˄ˇ 年高雄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由以上折線圖可看出，位於台灣西南部的高雄市為夏雨冬乾的氣候，所以在 ˊΕˋΕˌ 月

時，颱風來臨帶來大量毫雨，此時懸浮微粒跟著降雨落至地表，所以空氣中懸浮微粒濃度會

於 ˊΕˋΕˌ 月降低Ζ且高雄有中國鋼鐵公司為首的鋼鐵業；台灣中油公司為中心的石化業；

獨一無二的台灣造船公司的造船業；以及臨海工業區Ε高雄加工出口區Ε楠梓加工出口區Ε

林園工業區Ε大發工業區Ε鳳山工業區Ε仁大工業區Ε永安工業區Ε高雄科學園區等多個工

業區，使高雄市成為台灣重工業的中心，更是工商業經濟繁榮都市，然而相對的也讓高雄市

成為台灣地區空氣品質污染十分嚴重的區域Ζ平時空氣汙染十分嚴重，但是在降雨時，數值

可由一百以上降低至五十以下，相差十分懸殊Ζ 

 

ΰ˅αΕ˅˃˃ˉ－˅˃˄ˇ 年台北月平均降雨量與懸浮微粒ΰˣˠ˄˃α關係折線圖 

 
圖 ˈˀ˅ˀ˅ˀ˄Ε˅˃˃ˉ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Ε˅˃˃ˊ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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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ˀ˅ˀˆΕ˅˃˃ˋ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ˇΕ˅˃˃ˌ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ˈΕ˅˃˄˃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ˉΕ˅˃˄˄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ˊΕ˅˃˄˅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ˋΕ˅˃˄ˆ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ˀˌΕ˅˃˄ˇ 年台北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春季裡西伯利亞Ε蒙古的冷空氣甚強且頻頻南下，和來自南中國海且北上的暖濕空氣在

長江流域及臺灣地區相會，形成鋒面且成雲致雨Ζ又因為鋒面常滯留在臺灣上空，久久不去，

致使台北陰雨不斷，偶而還出現雷雨天氣Ζ尤其在清明節前後，都有一段陰雨綿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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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ψ清明時節雨紛紛ω正是台北的寫照Ζ 

台北市夏季午後的雷ೄ雨，就是赫赫有名的西北雨Ζ這種西北雨是夏季西南氣流沿著淡

水河口進到台北盆地東南方，再沿著新店Ε松山一帶的山嶺爬升，再加上日曬增溫引起熱力

對流作用，所產生的雷雨Ζ 

所以，台北春末夏初有滯留峰所帶來的梅雨；夏天有西南季風引起的雷ೄ雨；冬天有東

北季風吹送的海洋濕氣，導致台北形成幾乎全年有雨的氣候，讓空氣中的懸浮微粒等有害物

質很容易隨雨水而ި澱，故台北並非我們所想的－擁有髒空氣的都市Ζ 

 

ΰˆαΕ˅˃˃ˉ－˅˃˄ˇ 年台中月平均降雨量與懸浮粒子ΰˣˠ˄˃α關係折線圖 

圖 ˈˀ˅ˀˆˀ˄Ε˅˃˃ˉ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ˆˀ˅Ε˅˃˃ˊ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ˆˀˆΕ˅˃˃ˋ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ˆˀˇΕ˅˃˃ˌ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ˆˀˈΕ˅˃˄˃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ˆˀˉΕ˅˃˄˄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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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ˀˆˀˊΕ˅˃˄˅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ˆˀˋΕ˅˃˄ˆ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ˆˀˌΕ˅˃˄ˇ 年台中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台中的雨量大多集中在 ˈ 到 ˋ 月，此時因颱風來襲，沖刷了空氣中大部分的懸浮微粒；

其他月份時，雨量都在近乎 ˃ 的位置，同時懸浮微粒的數值也跟著飆高，冬季和夏季的數值

有著顯著的差別Ζ 

 

ΰˇαΕ˅˃˃ˉ－˅˃˄ˇ 年花蓮月平均降雨量與懸浮粒子ΰˣˠ˄˃α關係折線圖 

 

圖 ˈˀ˅ˀˇˀ˄Ε˅˃˃ˉ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ˇˀ˅Ε˅˃˃ˊ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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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ˀˇˀˆΕ˅˃˃ˋ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ˇˀˇΕ˅˃˃ˌ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ˇˀˈΕ˅˃˄˃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ˇˀˉΕ˅˃˄˄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ˇˀˊΕ˅˃˄˅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ˇˀˋΕ˅˃˄ˆ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ˇˀˌΕ˅˃˄ˇ 年花蓮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冬季時，東北季風從太平洋帶來大量的濕冷水氣，使花蓮少有旱季，降水充沛；夏季盛

行暖濕的西南季風，多半被中央山脈攔阻，花蓮地區受到季風和太平洋氣旋影響，更常常是

颱風過境時的第一站，因此降雨穩定，年雨量約兩千毫米，可說是相當充足；雨季長達兩百

 13



六十多天，屬於多雨的氣候Ζ 
由此可知，花蓮的空氣汙染情形比較不嚴重的有幾點：有中央山脈阻擋，位於台灣西部

的有害物質不容易通過；降雨和台北一樣十分充沛，有害物質較容易ި澱；花蓮開發較慢，

交通也較不便，工業排放較低，故空氣污染的程度也會較輕微Ζ 

 

ΰˈαΕ˅˃˃ˉ－˅˃˄ˇ 年埔里月平均降雨量與懸浮粒子ΰˣˠ˄˃α關係折線圖 

 
圖 ˈˀ˅ˀˈˀ˄Ε˅˃˃ˉ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ˈˀ˅Ε˅˃˃ˊ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ˈˀˆΕ˅˃˃ˋ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ˈˀˇΕ˅˃˃ˌ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ˈˀˈΕ˅˃˄˃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ˈˀˉΕ˅˃˄˄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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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ˀˈˀˊΕ˅˃˄˅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ˈˀˋΕ˅˃˄ˆ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圖 ˈˀ˅ˀˈˀˌΕ˅˃˄ˇ 年埔里雨量與懸浮微粒折線圖  

埔里位居台灣的中心點，而降雨量也十分適中，年平均雨量為 ˅ʿ˄˅˃ 公厘，全年降雨的日

數約為 ˄ˇˌ 日，以 ˉ 月份最多，月平均雨量達 ˇˆˊ 公厘，˄˄ 月份則是雨量最少的月份，月平

均雨量只有 ˄ˉ 公厘，所以可以發現埔里的夏季雨季，其懸浮粒子的濃度較低，但雨量較少的

月份，其懸浮粒子的濃度就變高了Ζ 

 

四Ε探討季風對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影響Ζ 

夏季時因陸地吸熱Ε散熱較海洋快，暖空氣容易膨脹上升，形成密度小Ε重量輕的低氣

壓，相對在ٱ度洋和太平洋上形成高氣壓Ζ而空氣的流動－風是由高氣壓吹向低氣壓，所以

夏季季風由海洋吹往陸地，在台灣以吹西南季風為主，暖溼為夏季的氣候特徵Ζ夏季的西南

季風為台灣全島帶來大量的雨量，以西南部最多Ζ冬天時，位於高緯度的西伯利亞和蒙古的

陸地較海洋冷，冷空氣向下ި，使地面空氣壓力增加，形成高氣壓，海洋則形成低氣壓Ζ故

冬季時，風由中國內陸吹向海洋，即為冬季季風，在台灣則以吹東北季風為主Ζ東北季風為

台灣北部，尤以基隆Ε宜蘭一帶迎風山坡帶來豐沛的雨量，西南部因受中央山脈的阻擋而進

入乾季，總之，台灣深受季風季節和風向影響，雖然台灣總雨量並不少，年平均達 ˅˄ˈ˃ ̀̀，

但在時空分配上並不平均Ζ 

每年秋季後，高壓在寒冷的歐亞大陸上發展，寒冷而乾燥的空氣自大陸向海洋流出，一

直到遠離陸地抵達洋面之後，吸收較多的水份Ζ在大陸東岸，北緯 ˆ˃ 度以南地區，東北風盛

行ΰ風強而頻率高α稱為東北季風Ζ冬天，大陸高氣壓南下，伴隨前緣的冷鋒面通過東海到

達台灣附近海域時，即帶來東北季風，其風力常相當強勁Ζ台灣北部及東北部在受東北季風

影響的季節裏，經常呈現陰霾有小雨的天氣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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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ˆˀ˄Ε夏季盛行季風風向示意圖    圖 ˈˀˆˀ˅Ε冬季盛行季風風向示意圖 

冬季時，則是在西伯利亞一帶形成的熱帶性高氣壓，讓空氣中的空污物質往台灣南部移

動，但冬季溫度較低，熱對流不夠旺盛，有害物質在較接近地面的地區，且冬季的台灣是較

乾燥的，故冬季空氣會比夏季糟糕Ζ 

夏季時受西南季風影響，整個台灣都籠罩在季風區內，再加上颱風所帶來的降雨量影響，

可以發現台灣夏季的空氣品質比冬季佳Ζ但位於台灣正中央的埔里，冬季的東北季風會把北

部的有害物質帶進埔里，夏季的西南季風則把嘉義Ε彰化地區的有害物質帶進埔里Ζ雖然有

降雨使懸浮微粒ި降，但卻受夏冬季風吹拂攜帶的南北有害物質的影響，導致埔里的空氣品

質不佳Ζ 

五Ε探討熱對流－白天Ε晚上對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影響Ζ 

在台灣，夏季時的西南季風由在太平洋形成的熱帶性高氣壓從南部往北帶，同時夏季溫

較高，早上時熱對流較旺盛，空氣中的有害物質便上升，晚上時，氣溫較低，冷空氣下降，

有害物質也跟著下降，但夏季降雨機率較高，有害物質較容易ި降，故夏季的空氣品質會較

冬季好些Ζ 

由於冬季北方降水較少，氣候乾燥，颳風天氣較少，光照較弱，日照時間短，逆溫層時

間久，且溫度較低，大氣對流不活躍等不利於空氣中污染物質擴散的因素較多，使空氣污染

程度相對較重Ζ夏季由於太陽輻射很強，大氣對流活動旺盛，逆溫層的生成ژ在時間縮短，

且降雨天氣較多，降雨量很大，對污染物質清除作用明顯，使空氣污染程度相對減輕Ζ 

圖 ˈˀˇˀ˄Ε熱對流循環示意圖 

從下列折線圖可以看出，一天中懸浮微粒最低時間是在 ˄ˆ 時到 ˄ˇ 時之間Ζ正午時，陽

光直射地面，是地面受熱最多的時刻，但卻不是溫度最高的時候，這是由於地面受熱要經過

一段時間以後，才會完全將熱傳到空氣裡，所以要到下午２時左右，溫度才會升到最高點Ζ

到了晚上，地面急速的放出熱，所以入夜到清晨破曉之間，溫度會降得很低，直到太陽東升，

大地又開始吸熱，溫度才會慢慢回升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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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ˈˀˇˀ˄Ε˅˃˄ˆ˂˅˃˄ˇ 一月˂六月第一週台灣各地 ˅ˇ 小時懸浮粒子ΰˣˠ˅ˁˈ˂ˣˠ˄˃α濃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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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Ε探討埔里鎮近年來空氣品質的變化狀況Ζ 

˅˃˄ˈ 年 ˄ 月 ˄ˋ 日 ˄ˈ 時 ˅˃ 分在埔里虎頭山山頂，往西南方拍攝到的天空被一片灰色的霧

霾所籠罩，雖然當天的天氣晴朗Ε萬里無雲Ε豔陽高照，但天空看起來還是霧濛濛Ε灰ިި

的樣子Ζΰ如下圖α 

 在即時的空氣品質監測ΰ˻̇̇̃ˍ˂˂˸́̉ˁ˺̂̉ˁ̇̊˂˴˼̅˂α網站上，可以明顯的看出，同一時間的埔

里的空氣污染數值比眾所周知的大都會ΰ臺北α還要來的嚴重Ζ 

 

我們查詢資料後推測可能是因為，台灣北部地區全年有雨，空氣中的有害物質較容易隨

雨水而ި降Ζ而在南部高雄Ε台南等地，則是開放的平原地型，有害物質較容易被風帶走Ζ

但埔里是封閉型的盆地，埔里的農地常常燃燒茭白筍殼，又是觀光重鎮，汽機車流量大，加

上埔里是盆地地形，夏天對流旺盛時還有把空氣污染物質散出的可能，但冬天時氣溫下降，

熱對流不夠旺盛，空氣汙染情形就嚴重很多Ζ 

 

表 ˈˀ˅ˀˈΕ季節季風對台灣各地懸浮粒子ި澱機率之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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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ǵ結論 

一Ε空氣污染指標ΰˣS˜α的五種物質為：二頿化硫ΰSˢ˅αΕ二頿化ེΰˡˢ˅αΕ一頿化碳ΰ˖ˢα

及臭頿ΰˢˆαΕ懸浮微粒ΰˣˠ˅ˁˈα等物質Ζ二頿化ེ會刺激呼吸系統，導致呼吸困難；

一頿化碳中毒時，嚴重會導致昏厥或死亡；臭頿會刺激呼吸Ε造成眼睛疼痛，傷害肺部

組織，嚴重時會導致肺部出血而死亡；懸浮微粒會減緩血液中頿氣與二頿化碳交換的速

度，造成呼吸短促Ε心臟衰竭；二頿化ེ濃度高時可能致命，濃度低時會ٲ害肺部組織Ζ 

二Ε當水以冰雹Ε水Ε雪等型態降落是地表時，會把空中的懸浮微粒帶至地表Ζ降雨量越多，

越能改善空氣品質，所已在梅雨的 ˆΕˇ 月和颱風的 ˊΕˋ 月的空氣品質會較好Ζ春季時

期，台灣主要為滯留鋒面及華南雲雨帶東移之天氣型態Ζ若滯留鋒面徘徊於台灣，造成

連續性降水，則各地空氣皆相當良好；但若滯留鋒面徘徊於東海附近，造成台灣各地皆

少降雨Ε風速小Ε則空氣品質皆會較差Ζ 

三Ε東北季風：冬季吹東北季風時，使空氣品質原本就不錯的北部與東部地區空氣品質益佳Ζ

西南季風：夏季吹送西南季風，使中南部地區的空氣品質呈現好轉的趨勢Ζ 

四Ε懸浮微粒會隨著空氣流動，當溫度較高，空氣膨脹上升時，也會把懸浮微粒一起帶上去；

當溫度較低，空氣收縮下降時，也會把懸浮微粒一起帶下來Ζ因此夏季溫較高，白天時

熱對流較旺盛，空氣中的有害物質便上升，晚上時，氣溫較低，冷空氣下降，有害物質

也跟著下降Ζ且夏季降雨機率較高，有害物質容易ި降，故夏季的空氣品質會較冬季佳Ζ 

五Ε近年來，埔里因缺水，降雨量少，懸浮微粒不易下ި致地表，在加上是盆地地形，懸浮

微粒不易散出，導致空氣品質越來越糟，尤其是在在晚間時，空氣品質時常亮紅燈，到

達不適合出門的程度Ζ 

六Ε從上面的研究中，可看出空氣中懸浮微粒的多寡受到降水，對流的影響Ζ當降雨時，懸

浮微粒會隨著落下的雨水降落致地表；而當氣溫升高時，對流旺盛，懸浮在空中的懸浮

微粒便往上爬升Ζ所以，在現վ空氣污染嚴重的時代，出門的最佳時機，就是在下雨後

或是下午 ˅ 點到 ˇ 點之間了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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