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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空氣污染排放量資訊系統之開發

與應用 

闕蓓德*、張子琦* 

 

摘    要 

本研究以臺北市為例，說明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之建置需求。隨著各項

管制措施之施行，各縣市空氣品質雖已逐年改善，然而歷年來累積之空氣品質改善

計畫資料相當龐雜，且隨著各類污染源推估程序之演進，資料之展示、查詢、分析

亦日趨繁複，以往執行成果散置於各類模式與文書處理軟體，諸多文件表格，均不

易進一步化為有效之管理資訊。本研究將各類污染源清冊、展示與查詢集中於地理

資訊系統平台，將點、線、面源污染以每 1 平方公里網格推估結果，進行展示分析

及分類分區統計等。研發成果不僅可供台北市環保局實際執行管理工作，研發之資

料整合方式、關鍵污染追蹤等邏輯亦可供其他縣市參採。另隨著環保署環境資料庫

之發展，諸多相同基礎之空氣品質與排放量資料庫應用方式已逐步架構，地方資料

庫之建置宜與其緊密結合，發揮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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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自民國 84 年開徵空氣污染防制費，並自 87 年由中央撥交部分固定

污染源防制費補助地方政府執行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各縣市空氣品質改善維護

計畫需針對縣市環境負荷及變化趨勢，進行各地區空氣品質現況及問題分析、建立

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分析排放特性、研擬空氣污染管制對策、審核新設或變更固

定污染源、研擬避免空氣品質惡化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空氣污染防制費係採專款專

用，各縣市執行近 10 年以來，空氣品質確實獲致改善，然而隨著對污染特性逐漸

瞭解、境內空氣品質基本資料之累積日益龐大，空氣污染之管制工作亦日趨繁複，

執行機關承辦人員及主管面對諸多文件表格，不易完成查詢、更正、管制、稽核、

減量等工作，更不易進一步化為有效之管理資訊；另因各項污染源地理位置與區域

空氣品質關係密切，亦為一切減量管制之基礎，因此各縣市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

中陸續發展相關資料與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之結合

應用，如台北市及台北縣發展營建工程污染管制地理資訊系統 [1、2]，台北市建置空

氣污染監測站查詢系統 [3]、彰化縣發展固定污染源減量管理系統 [4]等，以利管制工

作之推行。然而隨著資料量累積、各類污染源結合分析需求、重點污染源追蹤管理、

GIS 工具效能提昇等因素，僅有營建工程資訊、僅提供監測站查詢，或僅針對固定

污染源管制之資訊管理系統並無法滿足管理者系統規劃之需求。  

本研究係配合環保署建立之台灣地區空氣污染排放資料庫(TED5.1)格式 [5]，建

置台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依據排放量估算基礎，分別開發點、線、面污染源

查詢介面，並依據縣市政府管制與減量規劃需求，可依行業別、行政區網格查詢重

要污染源之分佈，或以監測站為中心，查詢選定周界範圍內潛在污染源位置與排放

資料等，提供一完整便利之資訊輔助平台，輔助空氣污染源之管制工作更具效能 [6]。 

二、台北市空氣污染負荷特性 

台北市為台灣地區首要都市，人口密集，工商發達，經濟活動熱絡，交通網

路發達，空氣污染負荷亦較其他都市為高。台北市 93 年 12 月之人口數為 2,62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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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密度高達 9,649 人 /km2，工廠家數為 1,658 家，密度為 6.1 家 /km2，總機動車

輛數為 1,726,699 輛，依據表 1 所示，台北市環境負荷遠高於台灣地區平均值，除

工廠密度負荷較低外，其他環境負荷值與都會型縣市相當。  

 

表 1  台北市環境負荷比較表  

主要空氣污染物年平均濃度 
地區別 人口密度(人/

平方公里) 
工廠密度(家/
平方公里) 

機動車輛密度

(輛/平方公里) PM10 
(μg/m3)

O3X
(ppm)

SO2
(ppm)

NO2
(ppm)

CO 
(ppm) 

台北市 9,649 6.10 6,353 53.41 0.055 0.003 0.027 0.70 
台北縣 1,807 10.82 1,382 50.96 0.057 0.004 0.021 0.58 
台中市 6,249 10.89 5.378 69.91 0.063 0.003 0.023 0.71 
高雄市 9,848 9.97 9,754 79.09 0.070 0.008 0.025 0.62 

台灣地區 627 2.51 530 62.09 0.061 0.004 0.02 0.55 
1.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環保統計 http://edb.epa.gov.tw/index_air.htm，資料時間民國 93

年。 
2.臭氧為每日小時最高值之平均值。 

 

空氣污染源係指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物理或化學操作單元，大致可分為固定污

染源及移動污染源兩大類。固定污染源為非因本身動力而改變位置之污染源，包括

工廠 /場之煙囪排放、廠內逸散、營建施工產生之粉塵逸散、露天燃燒等；移動污

染源為因自身動力改變位置而排放污染物之物理或化學單元，主要為汽機車。另一

種分類方式係依污染量之推估，將空氣污染源分成點污染源、線污染源及面污染

源，即目前 TED5.1 所採用之方式。  

環保署為有效整合全國污染排放量狀況，目前規劃為每三年進行一次全國排

放量更新工作，前一版所完成之全國排放量資料庫為 89 年所完成，本研究所採用

之台北市污染源資料即以 89 年為推估基準年，進行 92 年排放量之更新修正，並利

用修正完成之資料修正歷年排放量變化及預測未來趨勢。  

點污染源係指列管之公私場所，公私場所中的污染源依排放型式又可區分為

自排放管道排出及逸散性排出者，應用排放量推估模式模擬時，一般將管道排放者

視為點源，而逸散排放量視為面源輸入。目前資料庫中台北市點源資料以工廠為

主，計有 233 筆，分屬一般廢棄物處理業、化妝品製造業等 18 個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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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污染源係指公路運輸工具之排放，依其排放型式包括燃燒排放(車輛排放尾

氣)及逸散排放(包括蒸發、輪胎磨損、剎車磨損等)，應用排放量推估模式模擬時，

一般將其視為線源輸入。TED5.1 資料庫中估算之車種共區分為九類，包括自用小

客車、營業小客車、汽油小貨車、柴油小貨車、公車、客運車、大客車、大貨車、

二行程機車及四行程機車。  

面污染源係指未列入點源及線源，且分佈範圍較廣而單一排放較小的污染

源，另點污染源中可能有遺漏者亦以面源方式補充推估。依據污染源排放操作之型

式，可將其區分為燃燒行為產生之排放及非燃燒行為操作所產生之排放(即逸散性

排放)；燃燒源中包括非公路運輸類別及排放量較小而分佈範圍廣的固定源，而逸

散性的排放源又分為粒狀物及碳氫化合物兩類，TEDS5.1 手冊已詳列資料庫中細類

面污染源所涵蓋之類別 [5]。  

另有關營建工地方面，自 86 年 7 月，由縣市政府向營建業者開徵營建工程之

空氣污染防制費，目前全國之營建工程均採用 A2000 營建工地資料庫系統，臺北

市資料庫中計有 4,147 筆列管資料，分佈於 12 個行政區，參考臺北市「營建工程

污染管制計畫」 [1]，分別統計其總懸浮微粒(TSP)及粒徑 10μm≦ 之懸浮微粒(PM10)

排放量。  

三、台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之設計 

3.1 系統軟硬體需求  

3.1.1 硬體環境  

個人電腦：  

‧中央處理器：至少為 Pentium-Ⅲ 500 MHz 以上。  

‧隨機存取記憶體：256MB 以上。  

‧快取記憶體：256KB 以上，最好為 Pipeline burst 型式。  

‧硬式磁碟機：20GB 以上，IDE 介面或 SCSI 介面皆可，平均搜尋時間應在 10msec

以內。  

‧軟式磁碟機：3.5 吋 1.44MB 軟式磁碟機一部。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7 期(Jan. 2006) 179 

‧螢幕：17 吋以上之非交錯式螢幕，解析度可達 1,280×1,024 以上。  

‧顯示卡：AGP 視窗加速卡，記憶體 32MB，解析度可達 1,280×1,024 以上。  

‧滑鼠：兩鍵式或三鍵式滑鼠，可適用於 Windows 95 系列或 Window NT 系列。 

‧電源供應器：至少 250 瓦，並符合多國安規。  

‧唯讀光碟機(CD-ROM)：32 倍速以上之唯讀光碟機。  

3.1.2 軟體環境  

1.作業環境：Microsoft®Windows®2,000 以上  

2.地理資訊系統：ArcView 3.3 版  

3.系統開發程式：ArcView 內建之程式語言 Avenue 

4.系統介面程式：ArcView 內建之 Dialog Designer 

3.2 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主要分為系統管理、污染源查詢、污染負荷統計、監測站資料查

詢、關鍵污染源分析及系統說明 6 個部份。分別說明如後。  

3.2.1 系統管理  

系統啟動後，需輸入密碼，密碼正確後，系統出現歡迎進入交談盒，管理者

亦可進行密碼管理。  

3.2.2 污染源查詢  

此部份為系統核心查詢功能，下拉選單可再分為點源、營建工地、線源、面

源污染資料查詢，如圖 1 所示。點源污染為主要固定污染源，其基本資料包括公司

場所名稱、管制編號、地址與座標、污染物排放量等，系統中可再以行政區及行業

別進行統計，並可於查詢結果表中選擇單一污染源資料，且圖面連結展示，如圖 2，

行業別統計如圖 3 所示；營建工地污染查詢則可依行政區查詢統計。  

線源污染可選擇各種污染物之分級展示，如圖 4 為 CO 分級；並可以分區統計

各類污染物線源總量及查詢單一網格資料，如圖 5。  

面源污染主要分成燃燒污染源、逸散性粒狀物及逸散性碳氫化物，以行政區

為查詢單元進行統計，並可選擇單一網格查詢。網格資料查詢可進行每一網格內點

源、線源污染量查詢，及加總後之污染量分布，系統提供使用者污染物選單，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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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查詢污染物項目分級呈現。行政區資料查詢為各類污染源加總後分配於各區之污

染量，同樣可於污染物選單中選擇分析之污染物種類。  

 

 

圖 1  污染源查詢下拉選單示意圖  

 

 

圖 2  污染源查詢--點源污染分區統計及查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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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污染源查詢--點源污染行業別統計及查詢示意圖  

 

 

 

圖 4  污染源查詢—線源污染濃度分級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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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污染源查詢—線源污染分區統計及網格資料查詢示意圖  

 

3.2.3 污染負荷統計  

此功能分為網格污染負荷統計及行政區污染負荷統計。網格資料查詢可進行

每一網格內點源、營建工地、線源、面源污染量加總後之污染量分布，依污染物別

分級展示，並可查詢單一網格資料及其各類污染源比例，如圖 6。行政區資料查詢

為各類污染源加總後分配於各區之污染量，同樣可於污染物選單中選擇分析之污染

物種類及行政區資料展示，如圖 7。  

3.2.4 監測站資料查詢  

監測站資料查詢可由圖面點選測站，顯示該測站站名、設置單位、所在地址

與座標採樣口高度與道路距離監測項目等如圖 8 所示。  

3.2.5 關鍵污染源分析  

關鍵污染負荷分析功能係為提供使用者針對區內重要污染源細部分析，以輔

助減量規劃使用。本模組可分為監測站分析、點源分析、營建工地分析、線源分析

及面源分析等功能；如針對監測站周界一定範圍內固定污染源之查詢，如圖 9，營

建工地污染源以 TSP 濃度排序查詢如圖 10。針對網格內線源污染之關鍵污染負荷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7 期(Jan. 2006) 183 

分析而言，線源污染分為 9 類車輛污染源，6 種污染物，使用者可依車輛別結合污

染物進行重要污染源篩選，選出關鍵網格，再點選該網格呈現細部資料，可供使用

者進一步探討該網格之減量措施，如圖 11 所示。  

 

 

圖 6  污染負荷統計—網格負荷分級展示及網格資料查詢圖  

 

 

 

圖 7  污染負荷統計—行政區負荷分級展示及網格資料查詢圖  



184 台北市空氣污染排放量資訊系統之開發與應用  

 

 

圖 8  監測站基本資料查詢圖例  

 
 

 

 

圖 9 關鍵污染源分析--監測站周界固定污染源分析查詢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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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關鍵污染源分析—營建工地污染物濃度排序查詢圖例  

 

 

 
 

圖 11  關鍵污染源分析—線源以車種及污染物濃度限值查詢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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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系統說明  

本系統提供台北市空氣品質資料之展示與查詢，規劃過程包含諸多計算與前

置作業，為確保使用者掌握資料處理程序與來源，故於系統說明中提供操作說明與

計畫執行相關文件，以供資料正確詮釋及使用。  

四、資訊系統之應用 

開發本系統之重要目的之一，即為將各類有關台北市空氣污染源排放的文件

資料，以地理資訊系統為平台進行視覺化的展示與統計分析，本節將舉一個實例，

初步說明本資訊系統的應用與持續更新開發的潛力。  

依據「九十三年度臺北市空氣品質改善計畫規劃整合暨成效評核計畫」[6]中對

台北市 92 年度各行政區空氣污染排放量之調查統計，內湖區之氮氧化物(NOx)年

排放量居全市各行政區之冠，而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之年排放量亦高居第二

位。由於大氣中的 NOx 與 NMHC 經光化學反應後易形成二次污染物臭氧  (O3)，

而台北都會區內臭氧濃度偏高的問題亦長期困擾環保當局，故臭氧污染之前驅物

NOx 在內湖區排放量高的現況值得進一步剖析，以利後續空氣品質管理策略之規

劃與研擬。  

由本系統下拉式選單「污染負荷統計」下之「行政區污染負荷統計」功能，

如圖 12 所示，內湖區 NOx 的總排放量為 2,726.88 公噸 /年，其中以線源貢獻 2,415.28

公噸 /年最大，佔 88.57 %，其次為點源貢獻 159.07 公噸 /年(佔 5.83 %)，面源之貢

獻再略少於點源，僅有 152.51 公噸 /年(佔 5.59 %)。利用本系統下拉式選單「污染

查詢」下之「線源污染查詢」功能，可迅速展示並分析出對內湖區 NOx 排放量貢

獻最大的前五大線源分別為大型柴油貨車、自用小客車、公車、大型汽油車與營業

用小客車，如圖 13 所示。再使用下拉式選單「關鍵污染源分析」下之「線源污染

查詢」功能，以自用小客車為例，系統將小客車 NOx 排放量排序較高的網格標示

於系統圖面上(圖 14)，可明顯看出多個網格確實位於內湖區內。隨後再疊加入二萬

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影像圖後(圖 15)，更可清楚展現在台北市內湖區的高 NOx 排放

量網格(以自用小客車排放為例)，幾與中山高速公路的路徑完全重疊，顯示臭氧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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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之前驅物 NOx 在內湖區排放量高的事實，幾乎可以與繁忙的中山高速公路交通

流量劃上等號。  

大台北地區因交通工具使用率高，車輛尾氣顯然為都會區內 NOx 的主要排放

源，透過本系統地理資訊的展示與分析，可協助相關人員更迅速掌握空氣污染量的

排放現況與空間分佈，對整體環境與空氣品質之維護有一定程度之助益。  

 
 

 

 

 

 

 

 

 

圖 12  系統選單「污染負荷統計」之「行政區污染負荷統計」功能(內湖區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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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系統選單「污染查詢」之「線源污染查詢」功能(內湖區範例) 

 

 

 

 

 

 

 

 

 

圖 14  系統選單「關鍵污染源分析」之「線源污染查詢」功能(內湖區範例) 

 

 

 

 

 

 

 

 

 

 

 

 

圖 15  關鍵污染分析結果疊加二萬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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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論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條之規定，各縣市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劃定之

防制區歸屬之污染物排放規模、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及最

佳可行控制技術，訂定公告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並每兩年檢討修正。因此各縣市政

府對於所屬空氣污染防制區內之空氣品質現況與問題需確實掌握，並據以擬定空氣

污染管制對策，此即本研究針對各類排放量估算現況建立查詢系統之目的，期提供

多重查詢介面輔助現況掌握，並依據排放量之空間分佈規劃改善重點區域。  

近年來，環境資料庫之發展快速成長，環保署環境資料庫體系第一階段工作

自民國 90 年展開迄今，主要重點在加強資料整合、建置整合性環境資料庫系統與

整合性環境資訊系統，由既有之各環境資料庫中抽取相關資料項目做為整合性資料

庫之內容，以滿足環境保護高階策略規劃與資訊公開之需求。而地方環境資料庫亦

自 92 年由環保署建立各縣市基本環境資料，擬交由各縣市據此基礎發展各縣市依

特性所需之環境資料庫，臺北市部分已於 94 年度進行。  

環保署環境資料庫自 92 年上線供各界查詢使用以來，已提供民眾、地方政府

及學術研究等使用者多項功能，並逐年彙整既有資料庫重要項目匯入，擴充相關功

能。然地方資料庫之發展，除環境基本資料外，亦有應用多項環境品質資料庫展現

地方環境現況及輔助政策推行之需求，故建置地方環境資料庫應先行瞭解環保署環

境資料庫之功能及建置趨勢，避免相同功能之重複建構。如以本研究相關之資料庫

－空氣品質及空氣污染源排放量之查詢為例，環保署環境資料庫提供空氣品質查

詢、空氣污染量排放查詢及空氣品質統計 3 項功能，空氣品質查詢可以行政區(縣

市或鄉鎮市區)或空品區為單元，查詢單元內各測站各項空氣品質每日資料；空氣

污染量排放查詢提供環保署每 3 年 1 次之排放量推估資料，亦可以行政區(縣市或

鄉鎮市區)或空品區為單元，查詢點、線、面源排放量詳細資料，點選 GIS 查詢，

可由圖面查詢每一網格點、線、面源及總量各種污染物之排放量濃度及分級展示，

如圖 16；空氣品質統計則可以查詢各縣市年度所有測站各種空氣污染物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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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環保署環境資料庫空氣污染排放量查詢功能圖例  

 

如與本研究所建構之查詢系統相較，臺北市以提供空氣污染源及統計量排放

查詢為主，排放量資料為 92 年度更新資料，查詢功能較為完備，可以行政區、業

別、網格等單元進行，另增加關鍵污染源分析功能，依據污染量、污染類別、監測

站距離等排序、加總分析，對於業務單位之策略擬定具輔助功能。而環保署環境資

料庫提供即時空氣品質查詢、年度縣市空氣品質統計資料查詢，可滿足民眾查詢及

資訊公開之需求，惟臺北市另有自行維護之空氣品質監測站未列入資料庫，需另至

臺北市環保局查詢。  

中央與地方環境資料庫之建構雖各具應用重點，惟於多項資料庫來源相同，

分析統計模式相似之環境下，地方資料庫如何充分應用環保署環境資料庫功能，而

將有限經費專注於個別需求之發展，已成為目前各縣市之重要課題；另一方空氣污

染防制計畫面，環保署環境空氣污染防制計畫資料庫之持續發展方向亦應考量地方

之資訊需求，如為共同之資料庫及各縣市共同需求，可建置共同之應用模式，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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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宣導發揮效能。  

 

六、結    語 

本研究說明臺北市空氣污染源查詢系統之建置成果，該系統提供點、線、面

源之排放量資料，建構以地理資訊系統為平台之多種查詢方式，輔助地方政府對於

空氣品質現況之掌握，並藉以規劃空氣污染管制對策。值此各級環境資料庫蓬勃發

展之際，本研究謹以目前環保署與地方環境資料庫發展互補共榮之緊密關係提出討

論，提供各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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