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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細懸浮微粒 (PM2.5)減量策略與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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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介紹

細懸浮微粒係指懸浮在空氣中，氣動粒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的粒子，由於粒徑

極小，易隨呼吸進入人體，對健康造成影響，進而備受重視。為維護國民健康並提

升環境品質，環保署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及歐美等先進國家的空氣品質標準，

於 101 年 5 月 14 日修正空氣品質標準，增訂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標準 24 小時值

為 35µg/m3；另行政院於今(106)年 4 月 13 日通過「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其預計

在108 年底前將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從 22µg/m3 降至 18µg/m3，改善比率約 

18.2%。由於細懸浮微粒及其前驅物排放源眾多且形成機制極為複雜，故須釐清其污

染特性及貢獻來源，積極建置細懸浮微粒排放清冊及排放係數；建立健康風險評估、

社會經濟衝擊評估及空氣品質模式工具；針對國內細懸浮微粒(PM2.5)之原生及衍生污

染物加以管制，方能有效達成國內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改善目標。

本期專題以「細懸浮微粒(PM2.5)減量策略與控制技術」為主題，共邀請 6 位專家

執筆，分別撰述「我國細懸浮微粒管制策略」、「高雄市細懸浮微粒(PM2.5)之管制策

略」、「中鋼公司細懸浮微粒(PM2.5)之防制現況與規劃」、「觸媒陶瓷纖維濾管在空

氣污染防制上的應用」、「應用 CMAQ 空品模式評估汽電共生燃煤機組排放於環境

PM2.5 影響-以某公司為例」及「以轉化速率解析工業排放源對周界細懸浮微粒濃度之

影響」，期能集思廣益，帶動研究應用風潮，以提供國內 PM2.5 防制與減量之參考。

專題作者慨賜宏文，提供寶貴經驗，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