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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為探討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特徵之研究，以探討其煙道廢氣中

PCDD/Fs 之濃度與特徵剖面及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排放係數，並由 PCDD/Fs 之排

放係數推估電弧爐對台灣全年之 PCDD/Fs 貢獻量。結果顯示生產碳鋼之電弧爐其

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係數(13.1 μg I-TEQ/ton-feedstock，RSD=121％)較生產不鏽

鋼之電弧爐(3.78 μg I-TEQ/ton-feedstock，RSD=95.5％)高出 3.5 倍(=13.1/3.78)，其

原因應為生產碳鋼電弧爐可能較生產不鏽鋼電弧爐所使用之原料含有較多之氯。

本研究所得電弧爐排放係數較國外各文獻之數據為高，其原因為國內電弧爐所使

用之廢鐵原料富含油漆、塑膠等雜物，未經清理分類，即投入電弧爐中，不僅會

影響提煉出的鋼胚品質，更進而導致電弧爐 PCDD/Fs 之大量排放。若與台灣其他

排放源比較，電弧爐 PCDD/Fs 之貢獻量約為都市垃圾焚化爐（2.06 g I-TEQ/year）、

醫療廢棄物焚化爐（0.369 g I-TEQ/year）、二次鋁精煉廠(19.9 g I-TEQ/year)及燒

結爐(44.7 g I-TEQ/year)之 36、200、3.7 與 1.7 倍，而為目前台灣最大之 PCDD/Fs

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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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自從 1977 年戴奧辛(PCDD/Fs)首次在都市垃圾焚化爐之煙道廢氣與飛灰被發

現後 [1]，已在許多國家成為一嚴肅課題，因其於生物化學上之研究已顯示其為強力

的環境賀爾蒙。大氣中 PCDD/Fs 之來源主要為人類活動而產生，包括廢棄物焚化、

發電或製造能源、其他高溫排放源、金屬冶煉與化學製造。根據 1995 年美國環保

署的評估，環境中 PCDD/Fs 的來源有許多種，以燃燒程序為 PCDD/Fs 生成最主要

之來源，而在美國各種不同的燃燒行為中，又以廢棄物焚化爐排放量最大，其中

又以都市垃圾焚化爐為主要來源。Quaß et al.[2]指出歐洲最大之 PCDD/Fs 來源為都

市垃圾焚化爐，其次為燒結爐。跟其他重要 PCDD/Fs 來源一起，這些 PCDD/Fs

排放源共佔了歐洲 PCDD/Fs 年排放量之 90%。在英國，都市垃圾焚化爐為一重要

PCDD/Fs 排放源，其貢獻量約在總排放量 30 至 56%之間。金屬冶煉部分(包含燒

結爐、鐵及非鐵金屬冶煉 )，亦佔了一個很大的部分，其貢獻量約在總排放量 15

至 26%之間 [3]。在 Lombardy 地區(位於義大利北部一高工業化地區，人口約有九

百萬人)，主要之 PCDD/Fs 排放源為都市垃圾焚化爐(佔總排放量之 32%)，其次為

電弧爐(26%)[4]。其他重要之 PCDD/Fs 排放源為柴油車(10%)、住宅木柴燃燒(7%)、

二次鋁精煉廠(9%)與水泥製造(5%)，這六種 PCDD/Fs 排放源就佔了總排放量 90%

以上 [4]。在日本，最主要之 PCDD/Fs 排放源為廢棄物焚化爐，包括都市垃圾焚化

爐與工業廢棄物焚化爐，其貢獻量約佔總排放量 87%，其次為電弧爐(6%)。其他

重要之 PCDD/Fs 排放源為燒結爐 (3.2%)、二次鋅精煉廠 (1.2%)與二次鋁精煉廠

(0.6%)[5]。上述幾個國家或地區中最重要之 PCDD/Fs 排放來源皆相似，例如都市

垃圾焚化爐、燒結爐、電弧爐及非鐵金屬冶煉。本文即針對電弧爐煙道廢氣排放

PCDD/Fs 之特徵加以探討。  

台灣地區煉鋼業，僅一家以鐵礦砂為原料之一貫作業煉鋼廠，其餘均以廢鐵

（scrap）為原料，採用電弧爐煉鋼。電弧爐因設置成本低、施工期短且操作成本

亦較傳統之高爐、轉爐煉鋼少，故已普遍獲得業者的喜愛。電弧爐煉鋼為一批次

過程，係利用在高電壓情況下，電流通過人造石墨電極與廢鐵時，產生高溫電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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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熔解廢鐵，以達成冶煉鋼鐵之目的。為符合產品規格之要求，於冶煉過程中加

入合金劑（alloying agents）與助熔劑（fluxes）。電弧爐內之反應依序為：原料之

熔解、不純物被氧化、加入助熔劑以幫助熔渣（slag）形成及最後加入合金劑以得

到想要之產品組成 [6, 7]。  

由於電弧爐煉鋼主要係以廢鐵為原料而生產碳鋼或鋼，而廢鐵中常混有含氯

之塑膠。這些不純物之燃燒會導致 PCDD/Fs 之生成 [8]，就有研究報告 [8, 9, 10]指出電

弧爐之煙道廢氣會排放 PCDD/Fs。美國 1995 年的 PCDD/Fs 排放清單中電弧爐約

排放 40.0 g I-TEQ/year 之 PCDD/Fs 進入大氣中，其值兩倍於燒結爐（25.1 g 

I-TEQ/year）之貢獻量 [11]，Lexén et al.[12]研究指出金屬冶煉工業為瑞典最主要之

PCDD/Fs 來源之一。  

環保署已於民國 90 年公告煉鋼業電弧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其中規定既

存電弧爐於 93 年 1 月 1 日起，其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標準為 5 ng 

I-TEQ/Nm3，而於 96年 1月 1日起，其 PCDD/Fs排放標準加嚴至 0.5 ng I-TEQ/Nm3，

至於新設之電弧爐則於 91 年 1 月 1 日起，其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標準

即為 0.5 ng I-TEQ/Nm3。  

由於國內先前之電弧爐業者有極大比例其排放管道為百葉窗式，而由於百葉

窗式在煙道廢氣採樣無法有一套具代表性之採樣方法，故環保署於 93 年公告之

NIEA A807.73C「排放管道中戴奧辛及呋喃採樣方法」中規定，若污染源排放口無

法提供適當之採樣設施（如百葉窗式排放口），可依標準檢測方法中規定設置排

放管道，以供採樣。由污染源排放處（如百葉窗壁面）以管線引出部分排氣至設

置之排放管道，且引出排氣不得造成排氣稀釋之現象（如維持排氣為正壓並封閉

非必要之排放口）。將排氣自污染源排放處引出之管線以及設置之排放管道必須

以隔熱材料包覆，以維持排氣溫度或加熱以維持排氣溫度在  120  14 ℃。  

本文進行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特徵之研究，以探討其煙道廢氣中

PCDD/Fs 之濃度與特徵剖面及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排放係數，並由 PCDD/Fs 之排

放係數推估電弧爐對台灣全年之 PCDD/Fs 貢獻量。此外本文亦探討不同產品（可

分為碳鋼與不鏽鋼兩類）與不同排放管道（可分為管道式與百葉窗式兩類）之電

弧爐，其 PCDD/Fs 排放特徵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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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設備與方法 

本文中之七座電弧爐，依其產品可分為四座碳鋼電弧爐與三座不鏽鋼電弧

爐，若依排放管道予以分別則可分為四座百葉窗式及三座管道式。表 1 為此七座

電弧爐之基本資料，由表可知，其皆以袋濾集塵機作為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但各

座電弧爐彼此間進料配比及操作參數之差異很大。  

表 1  七座電弧爐煉鋼廠之基本資料  

代號 E1 E2 E3 E4 E5 E6 E7 

原料 

(ton/hr) 

廢鐵 100 21.6 78 20.9 9 58 16 

合金劑 5 0.5 - 0.093 0.9 0.6 20 

助熔劑 4.5 1 1.99 0.71 2.7 1.6 3.86 

焦炭 5 0.8 0.711 - 0.3 10.2 - 

產品 (ton/hr) 
碳鋼 

100 

碳鋼 

19.2 

碳鋼 

75 

碳鋼 

15 

不鏽鋼 

8.6 

不鏽鋼 

50 

不鏽鋼 

40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APCDs) 

(操作溫度) 

袋濾集塵機 

(95℃) 

袋濾集塵機 

(100℃) 

袋濾集塵機 

(200℃) 

袋濾集塵機 

(100℃) 

袋濾集塵機 

(100℃) 

袋濾集塵機 

(200℃) 

袋濾集塵機 

(100℃) 

煙囪廢氣流量 

(Nm3/hr) 
764,000 480,000 561,000 716,000 160,000 300,000 293,000 

排放型式 百葉窗式 百葉窗式 管道式 管道式 百葉窗式 百葉窗式 管道式 

 

2.1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採樣  

此七座電弧爐各採集三個煙道廢氣樣品，每個煙道廢氣樣品採集包含二批次

時間，約三小時。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採樣均符合美國環保署 Modified Method 23

之規範，詳細採樣程序如文獻 [13]所示。  

2.2 煙道廢氣 PCDD/Fs 之分析 

煙道廢氣之 PCDD/Fs 分析符合環檢所公告之 NIEA A808.72B「排放管道中戴

奧辛及呋喃檢測方法」，所有樣品之前處理與儀器分析皆在經環保署環檢所認證

核可之戴奧辛分析實驗室進行。煙道廢氣樣品使用高解析度氣相層析儀（HP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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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解析度質譜儀（Micromass Autospec Ultimate）進行儀器分析。所採用之管柱

型號為 DB-5MS（J&W Scientific, CA, USA），其管長 60m，內徑 0.25mm，管壁

膜厚度 0.25 μm。詳細分析程序如文獻 [13]所示。  

三、結果與討論 

3.1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之濃度與特徵剖面  

表 2 列出此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之平均濃度，其分別為 0.237、

0.101、1.88、1.08、0.0419、0.742 與  1.09 ng I-TEQ/Nm3，即此七座電弧爐煙道

廢氣 PCDD/Fs之平均濃度介於 0.0419 ～  1.88 ng I-TEQ/Nm3之間，平均為 0.739 ng 

I-TEQ/Nm3，相對標準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則為 90.6％。本研究中

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之濃度(0.0419 ~ 1.88 ng I-TEQ/Nm3) 與 Jager[14]所做之研究

(0.02 ~ 0.1 ng I-TEQ/Nm3)接近，而比 Fledler[15]所做之研究還低 (0.7 ~ 9.2 ng 

I-TEQ/Nm3)。  

表 2  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之濃度  

同子物 E1 E2 E3 E4 E5 E6 E7 

PCDDs (ng/Nm3) 0.143 0.0772 2.50 1.48 0.0480 0.802 1.55 

PCDFs (ng/Nm3) 1.14 0.497 13.8 5.55 0.246 4.42 7.04 

PCDFs/PCDDs Ratio 8.0 6.4 5.5 3.8 5.1 5.5 4.2 

Total (ng/Nm3) 1.29 0.574 16.3 7.03 0.294 5.22 8.59 

Total I-TEQ 

(ng I-TEQ/Nm3) 
0.237 0.101 1.88 1.08 0.0419 0.742 1.09 

 

若以電弧爐所生產之產品來區分，則四座生產碳鋼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之平均濃度介於 0.101～ 1.88 I-TEQ/Nm3 之間，平均為 0.824 ng 

I-TEQ/Nm3，RSD 則為 100％。三座生產不鏽鋼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之

平均濃度介於 0.0419 ～  1.09 ng I-TEQ/Nm3之間，平均為 0.625 ng I-TEQ/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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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D 則為 85％。可知雖生產碳鋼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濃度 (0.824 ng 

I-TEQ/Nm3，RSD=100％)較生產不鏽鋼之電弧爐(0.625 ng I-TEQ/Nm3，RSD=85％)

為高，但兩者差距不大。  

若以電弧爐之排放管道來區分，則四座百葉窗式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之平均濃度介於 0.0419 ～  0.742 ng I-TEQ/Nm3之間，平均為 0.280 ng 

I-TEQ/Nm3，RSD 則為 113％。三座管道式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之平均

濃度介於 1.08 ～  1.88 ng I-TEQ/Nm3之間，平均為 1.35 ng I-TEQ/Nm3，RSD 則為

34％。可知百葉窗式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濃度(0.280 ng I-TEQ/Nm3，

RSD=113％)較管道式電弧爐(1.35 ng I-TEQ/Nm3，RSD=34％)低上許多，且其變異

較大，推測應與百葉窗式電弧爐排放時之空氣稀釋作用及採樣困難以致較不具代

表性有關。  

此外，由表 2可知，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中皆以 PCDFs佔總 PCDD/Fs

之大部分，PCDFs對 PCDDs之比值(PCDFs/PCDDs ratios)介於 3.8與 8.0之間。Huang 

and Buekens [16]整理許多關於 PCDD/F 形成機制之研究並且推斷出因 de novo 機制

生成之 PCDDs/Fs，其特徵為 PCDFs/PCDDs 比 >1，而以前驅物機制生成之

PCDDs/Fs，其特徵為 PCDFs/PCDDs 比<< 1。因此電弧爐高 PCDFs/PCDDs 比顯示

出 de novo 合成機制在電弧爐 (Electric Arc Furnaces, EAFs)後燃燒區不僅會發生而

且佔絕對優勢。  

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中 17 種 2,3,7,8,氯取代 PCDD/Fs 之特徵剖面如圖 1 所

示，Y 座標為每一族之 PCDD/Fs 除以總 2,3,7,8, PCDD/Fs 而予以標準化，而 n 代

表樣品數，長條圖代表平均值，實線代表標準偏差。在四座生產碳鋼電弧爐煙道

廢氣中以 2,3,7,8-TeCDF、2,3,4,7,8-PeCDF 及 1,2,3,7,8-PeCDF 所佔比例最高；而在

三座生產不鏽鋼電弧爐中則以 2,3,7,8-TeCDF、2,3,4,7,8-PeCDF、1,2,3,7,8-PeCDF

及 1,2,3,4,6,7,8-HpCDF.為主要之 PCDD/Fs 種類。本研究所得之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特徵剖面與 Hofstadler et al.[10]之研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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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中 17 種 2,3,7,8,氯取代 PCDD/Fs 之特徵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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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CDD/Fs 之排放係數  

表 3 列出此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排放係數，其分別為 1.58、2.03、

13.1、35.5、0.519、3.16 與 7.65 μg I-TEQ/ton-feedstock (feedstock 係代表廢鐵、合

金劑、助熔劑及焦炭等原料組成 )，即此七座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排放係數

介 於 0.519 ～ 35.5μg I-TEQ/ton-feedstock 之 間 ， 平 均 為 9.08 μg 

I-TEQ/ton-feedstock，RSD 則為 137％。  

表 3  電弧爐煙道廢氣之 PCDD/Fs 排放係數  

編號 

排放係數 
E1 E2 E3 E4 E5 E6 E7 

Total 

(μg/ton-feedstock) 
8.58 11.5 113 232 3.65 22.3 60.3 

Total I-TEQ 

(μg I-TEQ/ton-feedstock) 
1.58 2.03 13.1 35.5 0.519 3.16 7.65 

 

若以電弧爐所生產之產品來區分，則四座生產碳鋼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係數介於 1.58～35.5 μg I-TEQ/ton-feedstock 之間，平均為 13.1 μg 

I-TEQ/ton-feedstock，RSD 則為 121％。三座生產不鏽鋼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係數介於 0.519～7.65 μg I-TEQ/ton-feedstock 之間，平均為 3.78 μg 

I-TEQ/ton-feedstock，RSD則為 95.5％。可知生產碳鋼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係數（13.1 μg I-TEQ/ton-feedstock，RSD=121％）較生產不鏽鋼之電弧爐(3.78 

μg I-TEQ/ton-feedstock，RSD=95.5％)高出 3.5 倍(=13.1/3.78)，其原因應與生產不

鏽鋼（碳含量< 0.15%）較生產碳鋼（碳含量介於 0.25%～1.4%）需要有較少不純

物及雜質之廢鐵，即生產碳鋼電弧爐可能較生產不鏽鋼電弧爐所使用之原料含有

較多之氯。  

若以電弧爐之排放管道來區分，則四座百葉窗式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係數介於 0.519～3.16μg I-TEQ/ton-feedstock 之間，平均為 1.82μg 

I-TEQ/ton- feedstock，RSD 則為 60％。三座管道式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排 放 係 數 介 於 7.65 ～ 35.5μg I-TEQ/ton-feedstock 之 間 ， 平 均 為 18.8μg 

I-TEQ/ton-feedstock，RSD則為 78.7％。可知百葉窗式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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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係數 (1.82 μg I-TEQ/ton-feedstock， RSD=60％ )較管道式電弧爐 (18.8 μg 

I-TEQ/ton-feedstock，RSD=78.7％ )低上許多，推測應與百葉窗式電弧爐排放時之

空氣稀釋作用及較難採得具代表性之樣品有關。  

表 4 列出本研究與其他研究所得之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排放係數，由

表可知本研究所得電弧爐排放係數較國外各文獻之數據為高。其原因為國內電弧

爐所使用之廢鐵原料包括廢建材、工業下腳料、廢機械、拆船廢鐵、汽車廢鐵等，

以及進口國外的廢鐵料，且廢棄車殼富含油漆、鐵銹、玻璃、塑膠、纖維等雜物，

未經清理分類，即投入電弧爐中，不僅會影響提煉出的鋼胚品質，更進而導致電

弧爐 PCDD/Fs 之大量排放。  

表 4  本研究及其他研究所得電弧爐煙道廢氣 PCDD/Fs 之排放係數  

排放源 文獻 
排放係數 

μg I-TEQ/ton-feedstock 
備註 

EAFs 

本研究 
Range: 0.519 - 35.5 

Mean: 9.08 

※以產品來區分 

＊四座生產碳鋼之電弧爐 

Range:1.58 - 35.5 μg I-TEQ/ton-feedstock, 

Mean: 13.1 μg I-TEQ/ton-feedstock 

＊三座生產不鏽鋼之電弧爐 

Range: 0.519 - 7.65 μg 

I-TEQ/ton-feedstock, Mean: 3.78 μg 

I-TEQ/ton-feedstock 

※以排放管道來區分 

＊四座百葉窗式之電弧爐 

Range: 0.519 - 3.16 μg 

I-TEQ/ton-feedstock, Mean: 1.82 μg 

I-TEQ/ton-feedstock 

＊三座管道式之電弧爐 

Range: 7.65 - 35.5 μg I-TEQ/ton-feedstock, 

Mean: 18.8 μg I-TEQ/ton-feedstock 

Eduljee et al.[9] 0.7-10 分別代表低氯及高氯之操作情形 

Umweltbundesamt 
[17] 

Mean:1.15 

六座 EAFs中，兩座之排放係數超過 1 μg 

I-TEQ/ton-feedstock，另兩座之排放係數小於

0.1 μg I-TEQ/ton-feedstock 

Wevers et al. [18] 5 - 

Tysklind et al. [8] 

7.7 

1.7 

0.6 

連續操作且廢鐵中含有 PVC 塑膠 

批次操作且廢鐵中含有 PVC 塑膠 

廢鐵中含有切割油 



86 電弧爐煙道廢氣排放戴奧辛之研究  

根據統計數據 [19]，台灣在 89 年分別有約 8,180,000 萬公噸鐵經由電弧爐產出，

採用電弧爐之平均 PCDD/Fs排放係數(9.08 μg I-TEQ/ton-feedstock) (假設電弧爐每

單位原料之 PCDD/Fs 排放係數相等於每單位產品之 PCDD/Fs 排放係數)，則台灣

每年經由電弧爐貢獻之 PCDD/Fs 為 74.2 g I-TEQ。若與台灣其他排放源比較 [20]，

電弧爐 PCDD/Fs 之貢獻量約為都市垃圾焚化爐（2.06 g I-TEQ/year）、醫療廢棄物

焚化爐（0.369 g I-TEQ/year）、二次鋁精煉廠(19.9 g I-TEQ/year)及燒結爐(44.7 g 

I-TEQ/year)之 36、200、3.7 與 1.7 倍，而為目前台灣最大之 PCDD/Fs 排放源。  

3.3 電弧爐排放 PCDD/Fs 防制方法 

電弧爐 PCDD/Fs 之改善工作可從切斷或阻礙 PCDD/Fs 生成之途徑著手，一般

常見之 PCDD/Fs 的防制方法如下所示，可逐一進行檢討並評估可行之改善對策。 

1. 防患未然  

減少含氯物品 (含 PVC 之塑膠、切削油等雜質 )混雜於廢鐵中一同進入電

弧爐為治本之道，故應加強廢鐵之分類與選別，此外應避免將集塵器所收集

之飛灰或熔渣併同進入電弧爐中。但由於廢鐵之來源廣泛，成份控制困難，

於實務上不可能完全禁絕該等物質，故仍需考量後續之控制方式。  

2. 電弧爐之操作  

(1)清理爐中或管線中沈積的飛灰或積碳，以減少戴奧辛前驅物質被吸附生成

反應活性物質的可能。  

(2)縮短廢氣通過低溫再合成反應溫區之時間，或採急冷方式避免再合成。日

本研究小型焚化爐於 4.5 秒內將溫度由 850℃急速降至 200℃，戴奧辛可降

至 0.03ng-TEQ/Nm3以下。  

3.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改良  

研究數據可知，單獨設置袋濾集塵機對戴奧辛去除效果並不理想，因

此，若裝置半乾式或乾式洗滌塔，隨後再裝置袋濾集塵機，應屬較理想的戴

奧辛防制方式。事實上，在美國許多州都公告裝置半乾式及袋濾集塵機為有

害廢棄物焚化爐之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此外，亦可裝置活性碳吸附床以吸附

廢氣中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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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生產碳鋼之電弧爐其煙道廢氣 PCDD/Fs 排放係數 (13.1 μg I-TEQ/ton- 

feedstock，RSD=121％ )較生產不鏽鋼之電弧爐 (3.78 μg I-TEQ/ton-feedstock，

RSD=95.5％)高出 3.5 倍(=13.1/3.78)，其原因應與生產不鏽鋼(碳含量< 0.15%)較生

產碳鋼(碳含量介於 0.25% ~ 1.4%)需要有較少不純物及雜質之廢鐵，即生產碳鋼電

弧爐可能較生產不鏽鋼電弧爐所使用之原料含有較多之氯。本研究所得電弧爐排

放係數較國外各文獻之數據為高，其原因為國內電弧爐所使用之廢鐵原料富含油

漆、塑膠等雜物，未經清理分類，即投入電弧爐中，不僅會影響提煉出的鋼胚品

質，更而導致電弧爐 PCDD/Fs 之大量排放。若與台灣其他排放源比較，電弧爐

PCDD/Fs 之貢獻量約為都市垃圾焚化爐（2.06 g I-TEQ/year）、醫療廢棄物焚化爐

（ 0.369 g I-TEQ/year）、二次鋁精煉廠 (19.9 g I-TEQ/year)及燒結爐 (44.7 g 

I-TEQ/year)之 36、200、3.7 與 1.7 倍，而為目前台灣最大之 PCDD/Fs 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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