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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市長重要政見之一 空汙防治優先

2022 四大優先PLUS政策2020四大優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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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M2.5污染分析主軸

污染來源為何?

✓境外、本市
✓區域排放
✓類別排放

政策有效
性為何?

✓政策前後
期差異

不同時點污染
差異為何?

✓日期
✓時段

氣候條件影
響性為何?

✓氣溫
✓降雨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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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污染
情形分析 空品微型感測器

環保署監測站12 處
本市環保局監測站8 處

空氣品質監測站

本市空氣品質物聯網
微型感測器

1,350點

手動監測統計資料
臺灣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
台灣區域性空氣品質防制效益分析

2、資料來源及數據處理分析

統計及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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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查看智慧平台
(手機、平板可使用)

2

★環保署監測站
微型感測器

系統偵測到異常透過Line@直接推
播給指定人員，可看到照片、影片、
偵測視角圖等訊息

1
現場稽查

3

確認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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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高雄市空氣品質微型感測器簡介

運用微型感測器即時監控空污排放

6

精進辨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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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

紀錄表
⚫時間
⚫座標
⚫PM2.5

排放量

2.2、資料數據處理分析

空氣品質監測站
紀錄表

⚫時間
⚫座標
⚫氣溫
⚫濕度
⚫雨量
⚫風向
⚫PM2.5濃度

微型感測器

紀錄表
⚫時間
⚫座標
⚫PM2.5濃度

運用內政部地理資訊
網GIS工具進行區域比
對分析

地理資訊處理

依不同污染源之污染量
進行感測器分群及比對
分析

集群資料處理

運用ANOVA及皮爾森
積差相關係數等統計方
法進行獨立性檢定及相
關性分析

統計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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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源分析 1>整體污染量來源

8.0%

5.8%
5.3%

4.4%

3.1% 3.1% 3.1%

台南市台中市屏東縣彰化縣桃園市雲林縣嘉義縣

資料來源：依環保署110年發布台灣區域性空氣品質防制效益分析資料繪製

「他縣市移入」約占4成、「本市排放」約占3成

他縣市移入
41.2%

境外移入
27.8%

本市排放
31.0%

前7大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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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源分析 2>各類排放量

本市排放以固定污染占6成5為主(以工業最高)，
移動污染源則以汽油車最高

他縣市移入
41.2%

境外移入
27.8%

本市排放
31.0%

固定源
65%

移動源
35%

工業

營建

商業
其他
固定源

汽油車

資料來源：依環保署110年發布臺灣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TEDS11.0版資料繪製

港區船舶 機車 其他
移動源

40.7%

18.9%

2.7% 2.4%

22.7% 

6.4% 5.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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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源分析 3>區域排放量

資料來源：依環保署110年發布臺灣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TEDS11.0版資料分析繪製

點源占40.8%，多分
布於工業區內之工廠

線源占28.4%，多分
布於國道及市區要道

面源占23.3%，多分
布於商業活動之市區

單位：公噸/年
● 0~0.19
● 0.2~0.99
● 1~4.99
● 5+

單位：公噸/年
● 0~0.9
● 1~2.9
● 3~6.9
● 7+

單位：公噸/年
● 0~0.5
● 0.5~1.9
● 2~4.9
● 5+

小港鋼鐵
工業區

林園
石化工
業區

大寮
大發工
業區

楠梓加
工區

岡山路竹
扣件產業
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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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氣候特性分析

偏南風比例
相關係數-0.77

氣溫
相關係數-0.93

濕度
相關係數-0.80

降雨量
相關係數-0.67

秋冬季偏南風比例低及中
央山脈阻隔，本市位於下
風弱風處污染物不易擴散

溫度高大氣混合層較高，
污染物垂直擴散範圍較大

濕度高增加水氣凝結，使
污染物濕沉降致PM2.5濃度
較低

雨水洗淨效果致PM2.5濃度
較低

1~3月平均 6~8月平均

PM2.5濃度
30.2 μg/m3

PM2.5濃度
9.2μg/m3

氣溫
28.9度

氣溫
20.9度

秋冬

依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分析結果，
「氣溫」與PM2.5濃度相關性最高

11資料來源：依空品測站及微型感測器資料分析繪製



5、時間特性分析 1>日期

經不同點線面污染源比對，因工業區生產作業特性，
每月特定日期PM2.5濃度值較高

20.0

19.2 19.0 19.0

20.820.7
21.5

20.0

12

15

18

2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0

~
~

單位:
μg/m3

全市平均
18.5 μg/m3

日

12資料來源：依空品測站及微型感測器資料分析繪製



5、時間特性分析 2>時段

白天累積日照致混合層高度提升，且易於海風吹向陸地，
有助降低PM2.5濃度

20.4
22.1 22.4 22.2

14.3 14.1
14.4

19.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時

清晨
高峰

傍晚
低谷

13資料來源：依空品測站及微型感測器資料分析繪製

單位:
μg/m3



6、區域特性分析 1>區域污染

設有或鄰近工業區行政區之微型感測器PM2.5濃度均值高
於全市平均值18.5μg/m3

點源排放量
單位：公噸/年
● 0~0.19
● 0.2~0.99
● 1~4.99
● 5+

感測器
濃度均值
單位：μg/m3

█ 0~18.4
█ 18.5+

14資料來源：依空污排放量清冊、空品測站及微型感測器資料分析繪製

楠梓加
工區

岡山路竹
扣件產業
聚落

林園
石化工
業區

大寮
大發工
業區

小港
鋼鐵工
業區



6、區域特性分析 2>政策效果

透過電廠減煤、工廠污染減量、汰舊污染運具等政策，
近9成8感測器PM2.5濃度較108年顯著減少，工業區、
交通要道減少較多

PM2.5濃度
年均值減少量
單位：μg/m3

●未滿12
● 12~17
● 18~24
● 25+

汰換高污染運
具及補助新購
電動機車政策

交
通
要
道

輔導重點工
廠空污改善
工程政策

工
業
區

15資料來源：依空品測站及微型感測器資料分析繪製



1 加嚴主要污染源或行業別
污染物排放標準，及加強
工業區、市區要道車輛攔
查檢測

2 建立提前預警及應變機制

，並列管排放量大之工廠

建立因應及改善方案

3 中央與地方機關建立釋出

去識別化原始資料，提供

多元細緻數據分析應用

7、建議與展望

16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