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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空氣汙染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空氣汙染物與日常生活的關聯。 

研究動機 

空氣品質的好壞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空汙情形嚴重時，有過敏體質者往往過敏症狀較

為嚴重。我們想藉由本研究讓更多人了解相關訊息。 

研究目的 

探討氣象因子與空氣汙染物的關聯   

討論 

懸浮微粒之成因探討：大致上分為原生性及衍生性原生性是指直接從自然與人為活動

所排放，在大氣環境中未經化學反應的微粒；而衍生性則是自然與人為活動排放到大氣環境

中的化學物質經過太陽光照或其他化學反應後生成。 

    原生性懸浮微粒主要的化學組成分與來源分別為： 

1 海水飛沫：藉由風力作用將海水揚起的海水飛沫，水分蒸發後形成海鹽懸浮粒子。海

水溶有大量氯化鈉等物質，因而海鹽微粒貢獻大量的鈉離子與氯離子。 

2 營建／道路揚塵：營建工地以及裸露地表經由風力或其他機械力，例如人為走動或車

行經過、震動等作用所揚起的揚塵，經由此一作用所揚起的微粒含有大量的地殼元素如矽、

鈣、鎂、及鋁等。 

3 汽機車之排放：汽機車稱之為移動性汙染源，其引擎在燃燒化石燃料的過程當中可能

產生不完全燃燒態，如柴油引擎所造成之碳粒（soot） 

4 工廠鍋爐和火力發電廠：工廠及電廠之煙囪一般稱之為固定式汙染源，燃燒重油的鍋

爐及燃煤發電在不完全燃燒狀態，會排放出煤灰碳粒。 

5 其他原生性來源：其他諸如火山爆發、森林大火與自然風化微粒等自然界發生源及電

銲煉鋼等產業均會產生原生性微粒。 

衍生性懸浮微粒(及碳氧化物、硫氧化物)主要成分及來源有下列幾種： 

6 硫酸鹽：其主要來源為化石燃料的燃燒產生硫氧化物（SO2與 SO3，合稱為 S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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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氣相或液相反應而成。液相反應較氣相反應迅速，臺灣地區相對濕度高，液相反應機制

尤為重要。 

7 硝酸鹽：主要來源是燃料高溫燃燒時空氣中的氮和氧反應產生之氮氧化物（包含 NO

與 NO2，合稱為 NOX），再經過反應所形成。 

8 銨鹽：其前驅物為氨氣。主要來源為農牧業的動植物殘體或排泄物分解所產生，其次

為工業人為活動所排放。氨氣於大氣環境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為中和大氣酸性物質的主

要物種，例如硫酸與硝酸均主要與氨氣進行中和反應而形成微粒。 

9 有機氣膠：大氣中有機氣體經過光化學作用，與臭氧及氫氧自由基反應產生半揮發性

有機物，可與大氣中既存之微粒形成有機氣膠，或凝核直接產生有機氣膠。 

 

對人體的影響：可能造成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之癌症，且羅切斯特大學醫學中心研

究發現過早暴露在空氣污染所導致的大腦傷害等同於孤獨症和思覺失調症。研究也顯示空氣

污染會影響短期記憶、學習能力和衝動性。 

對環境之影響：煙塵等粒子覆蓋植物的葉片，阻礙植物吸收陽光，因此降低光合作用

的效率。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溶於空氣中的水份，形成酸雨、酸霧、酸雪，或直接溶於水體

圖一：各空氣汙染物之各污染源

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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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溪澗），降低水土酸鹼度，使植物和水中生物死亡。二氧化硫能直接殺死地衣。空

氣污染導致全球增溫、臭氧耗損、破壞生態系統。 

結論 

空氣汙染的情形日益嚴重，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亦漸漸備受關注，所以我們期盼環保意

識可以藉由傳播媒體深深地融入社會大眾的思想，進而重新檢視生活中能做些甚麼，讓環境

變得更好，以避免環境繼續受到人類無情地摧殘，讓地球生態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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