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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空氣污染物 PM2.5環境調查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第一場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文心第二市政大樓(環保局)－行政大樓 3 樓簡報室 

參、 主席：陳簡任技正忠義                                             紀錄：盧宜含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陳簡任技正忠義、趙技正重周、劉股長祥兆 

中山醫學大學：郭教授崇義、王學雯、游朝敬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負責人鈺鋒、劉計畫主持人遵賢、蔡計畫經理徵霖 

（餘詳會議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發言意見： 

一、陳椒華立法委員臺中服務處許心欣主任 

1. 報告 109 年已結案，為何 110 年才辦理說明會。 

2. 電力業加嚴標準公告日期及實施日期。 

3. 鋼鐵業加嚴標準及六價鉻加嚴標準時程。 

4. 中火在環評承諾下能多燒煤以供電相當有限，提醒市府團隊留意相關規定不要被

誤導。 

5. 中火是否新增戴奧辛管制標準 

6. 臭氧防制相關對策 

7. 緊急防制配套辦法是否可以較中央為嚴 

8. 是否與中龍鋼鐵公司進行企業協談 

9. 市府應要求中龍鋼鐵公司降低排放量 

10. 對於許可證展延之廠家要求審核其排放量之核可。 

二、台中市新環境促進協會江義雄常務理事 

1. 加嚴標準建議應分空污季及非空污季訂定。 

2. 環境調查分季節呈現可以，但是春季 5 月份空品已開始轉好，建議可以調整月份

呈現。 

3. 本市各區環境調查結果是否有高低差異。 

4. 配合空品預報應提早降載機制之實施。 

5. 疫情後空氣品質不良日數持續減少之原因。 

三、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台中辦公室鍾瀚樞主任 

1. 報告中苯的來源為移動源，這部分目前管制為何，如何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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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有害物質於各產業類別之排放量及比率為多少。 

 

柒、回復說明： 

一、因為之前疫情嚴峻且希望能與民眾面對面溝通，所以至今才辦理說明會 

二、電力業加嚴標準已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經環保署核定且本市業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

布實施。 

三、本市已啟動第三次鋼鐵業加嚴標準修正作業，後續將依照法制程序召開預告及公聽會

等相關程序，另有關六價鉻加嚴部分，本市將持續收集相關資料並納入研議。 

四、中火在興建燃氣機組環評承諾，2 部新燃氣機組運轉後，最多啟動 2 部備用燃煤機

組，且啟動燃煤機組數超過 6 部之時數，每年累積時數應不大於 240 小時，本市後

續一定要求中火遵守環評承諾事項。 

五、電力業加嚴標準已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經環保署核定且本市業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

布實施，後續視第三次電力業加嚴標準施行狀況，滾動式檢討有關戴奧辛管制事宜。 

六、臭氧為反應性污染物，其防制須從防制前驅污染物 NOX 及 VOCs 著手；本市透過藍

天白雲行動計畫從固定、移動及逸散全方位管制污染源，其中推動柴油車環保車隊、

機車強化定檢率、補助車輛汰舊換新、公告港區為空品維護區、推動雙十公車優惠來

防制臭氧前驅物。 

七、本市將審慎評估管制措施管制範圍，惟環保署的「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修

正草案」，尚未正式修正發布，本市須經環保署核定後方可公告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

制措施。 

八、本市已多次與中龍鋼鐵協商降低污染量，中龍鋼鐵已於 110 年 5 月 31 日承諾於 112

年度之排放強較 109 年度之排放強度減量 5%，本市將會繼續努力與中龍鋼鐵進行協

商。 

九、地方主管機關依法無法透過展延方式進行許可排放量之回收；為要求公私場所進一步

減量，本市將持續辦理協商，納入本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並據以要求公私場所減量。 

十、本市第三次電力業加嚴標準已發布施行，後續將視施行狀況，滾動式檢討。 

十一、 環境調查依季節來劃分處理資料，其目的在瞭解大氣污染物濃度在季節間之差異。 

十二、 本市 9 區環境調查結果 PM2.5中的重金屬、PAH 及 VOC 濃度以市區最高、非工

業區最低。 

十三、 環保署於 110 年 6 月 29 日公布「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修正草案」，尚

未正式修正發布；本市將審慎評估管制措施實施機制，惟仍須經環保署核定後方可施

行。 

十四、 CO 及 NO2為移動污染源主要排放物種，爰疫情前後分析 CO 及 NO2明顯下降，

應與移動源污染源有關。 

十五、 有關本市移動污染源管制策略：柴油車環保車隊、以 AI 方式執行機車定檢，並

輔以目測判煙降低烏賊車之污染、補助車輛汰舊換新、公告港區為空氣品質維護區、

加強柴油車管制、電動機車充電站之擴充、推動雙十公車優惠、移動源削減量有預估，

以滾動式檢討為主，仍以實際執行成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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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計畫有針對不同有害物質對產業類別之排放量之比率進行調查，其詳細可詳如計

畫第五章。 

 

捌、散會：12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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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空氣污染物 PM2.5環境調查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第二場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2 時 00 分 

貳、開會地點：龍井區公所－行政大樓 3 樓簡報室 

參、 主席：陳簡任技正忠義                                            紀錄：盧宜含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陳簡任技正忠義、廖科長順榮、顏股長淑琪、劉股長祥兆、盧宜

含 

中山醫學大學：郭教授崇義、王學雯、游朝敬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計畫經理徵霖 

伍、 主席致詞：略 

陸、發言意見： 

一、大肚山改善空氣協會理事長魏嘉慶 

1. 呼吸的空氣中不該含有一級致癌物及有機砷、苯、六價鉻，請問的污染與 108 年

公佈的結果差多少?  

2. 請問盧市府在這三年執行政當中為我們的空氣做了那些的努力?效果又如何? 

3. 電力業，金屬業針對二個大型的排放污染源，請問提出如何改善。 

4. 建議續辦計畫，多增加空氣、土壤和水的檢測。 

5. 請問對於金屬業是否有好的管制方式及策略，還是毫無辦法。 

二、臺中市議員楊正中 

1. 致癌的危險因子對臺中市民的健康影響沒有很大? 

2. 致癌的危險因子比較嚴重的地區是西屯、大雅，港區和后里，是這樣的嗎 ?  

3. 臺中市有戴奧辛的污染物但報告中沒有對戴奧辛的數據特別的說明，可否釋疑。 

三、一般民眾 

1. 簡報中第 9 頁，請問市區的人就不是人嗎 ? 為什麼市區濃度這麼高，環保局沒

有對策? 

2. 這個計畫針對這 4 個區(后里、西屯、大雅、港區)調查，請問後續計畫會不會有

針對臺中市區域調查呢?方向是什麼? 

3. 簡報 32 頁，點源在工廠佔了 46%，請問調查的工廠只有二千多家，其他未納入

的工廠內要如何處理呢? 

4. 臺中市後續增加的產業園區再加入，請問空氣的品質會變的如何?環保局會評估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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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回復說明： 

一、因本計畫有 41 個採樣點，第一年執行空氣採樣只有 2 筆數據，採樣季節在夏、秋冬

二季各 1 點，季節變化差異很大，時間軸和空間軸的變化也很大，美國加洲的採樣頻

率高，而本計晝則相反，採樣密度高但時間軸一年只有 2 次，空間軸變異較小，時間

軸變異較大，本計畫將三年期的樣品整合在一起做風險評估，PM2.5是有下降的。 

二、盧市長上任後，積極面對解決空污問題，透過「藍天白雲行動計畫」全方面管制空污，

除了加強管制中火以外，更進一步推動燃煤工業鍋爐退場、成立專案小組重點深度稽

查重大固定污染源、補助老舊車汰換、通知機車定期檢驗、推動電動車倍增、局處合

作輔導餐飲業油煙、輔導改採環保祭祀、改用益菌肥翻耕、加強洗掃街等。對照空氣

品質，本市 PM2.5年平均值從 107 年 18.8 微克/立方公尺降至 109 年 15.4 微克/立方公

尺，相當接近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15 微克/立方公尺，是本市歷年最佳空氣品質，也展

現出本市戮力改善空污之具體成效。 

三、本市要求中火源頭減量，並成立專案小組強力稽查，迫使中火用煤量從 104 年 1,839

萬噸減至 109 年 1,229 萬噸，也同步啟動第三次電力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作業，以

督促中火針對老舊燃煤機組更新污染排放改善設備；另為解決本市第二大固定污染源

之鋼鐡業造成空污問題，本市已重啟鋼鐵業標準修正作業，以督促中龍鋼鐵持續積極

投入空氣污染改善。此外，本市與中龍鋼鐵多次協商，中龍鋼鐵已於 110 年 5 月 31

日承諾於 112 年度之排放強較 109 年度之排放強度減量 5%。 

四、本計畫旨在探討居民在其居住環境下，經由吸入途徑所吸收空氣污染物對其健康之危

害風險。若欲瞭解居民經由多介質之暴露風險，可增加土壤、水質及食物等介質中有

害物質之檢測，但如全市均要執行多介質之調查及檢測，其所需要之經費將極為龐大。

一般在執行新增設大型工廠其對附近居民之健康風險評估時，較適宜進行多介質之暴

露及風險評估。 

五、針對本市鋼鐵業代表中龍鋼鐵公司，除既有管制措施外，本市持續透過協商及環評審

查等機制要求減污、減排，經過多次協商，中龍鋼鐵已於 110 年 5 月 31 日承諾於 112

年度之排放強較 109 年度之排放強度減量 5%。此外，本市已啟動加嚴鋼鐵業標準修

正作業，以督促中龍鋼鐵持續積極投入空氣污染改善。 

六、本計畫調查結果發現本市全區總致癌風險之中位數值為 7.61 x10-6，而其 95%上限值

(高標)為 1.39x10-5。風險值落在 10-5~10-6之間被界定為有可能的風險(possible risks)，

而落於 10-4~10-5之間則被界定為很可能的風險(probable risks) 。影響本市全區之總致

癌健康風險前 5 大有害物質(依序)為無機砷、苯、六價鉻、鎳、鎘，未來環保局仍會

針對此 5 大致癌物之排放源加強管制其排放情況。 

七、總致癌風險係由各種致癌物之致癌風險所累加，本市各種致癌物之最高濃度並未同時

出現在同一，而是各區各種致癌物濃度互有高低之現象。經換算成致癌風險，本計畫

所調查全市 9 區其總致癌風險之上限值(95%)落於 1.07x10-5~1.62x10-5 之間，因各區

之間空氣是會互相流通，故彼此之間差異不明顯。 

八、有關戴奧辛之調查，以往報告大部份係執行 TSP (懸浮微粒粒徑在 100μm 以下) 或

PM10 數天之採樣來檢測，本計畫第一期執行 PM2.5之採樣，絕大部份樣品均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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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市區因高樓林立風速較慢，PM2.5 容易累積並形成，致使其濃度較其他地區為高，此

數據為正常值；此外，市區之移動污染源多，車輛所會排放之細微粒亦會造成市區有

較高之 PM2.5濃度，而車輛排放之重要特徵污染物如 VOCs 及 PAHs 在市區亦很高。

針對市區污染源，本市加碼老舊車輛汰換補助、持續推廣綠色大眾運輸（包含雙十公

車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具、iBike 及電動公車倍增等）、通知機車定期檢驗、建置友善

電動車輛使用環境、試辦運行樂活徒步區等措施。 

十、本計畫名稱雖為「臺中市后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港區空氣污染物健康風險調查計

畫」，但實際調查測點共 41 站，涵蓋整個臺中市。目前臺中市已有加強對於污染源的

管制，市區主要幹道(臺灣大道、五權路等大型路口)有架設智慧交通號制，大里區及

市區致癌風險苯較高，針對柴油車有加強稽查，後續部份會針對重要的物種持續進行

監測及管制。 

十一、 環保局各委辦計畫皆持續針對相關污染源排放進行減量策略，本計畫以有害物質

排放削減之角度切入，以有害物質排放量資料及不同減量情境之模擬測試，來研議相

關產業排放削減及污染管制策略之建議。 

十二、 產業園區的發展及管制，因要進行環評，局內會依照環評的結果進行監控，並要

求減量減排。 

 

捌、散會：04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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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空氣污染物 PM2.5環境調查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第三場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12 月 06 日下午 14 時 00 分 

貳、開會地點：陽明市政大樓－3 樓簡報室 

參、 主席：陳簡任技正忠義                                            紀錄：盧宜含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陳簡任技正忠義、廖科長順榮、盧宜含 

中山醫學大學：郭教授崇義、王學雯、游朝敬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計畫經理徵霖 

伍、 主席致詞：略 

陸、發言意見： 

一、時代力量台中黨部后豐區傅智恒主任 

1. 關於環境調查採樣結果與文獻資料比較部分，其中臺灣地區的文獻是於哪些地區

執行。 

2. 環境調查採樣結果與相關文獻的比較在時間上、點位上及研究目的上有差異，請

再詳加說明。 

3. 有安排公聽會於假日舉行及相關資料提供下載參閱之作法很好，是否可能於網路

上提供簡單懶人包方式可讓民眾了解何時應注意空氣污染、該戴口罩等提醒作法。 

4. 環保局何時會參照本計畫之管制措施建議針對現行管制措施進行修正或是提案

等程序。 

二、臺中市第二選區立委補選參選人林金連先生 

1. 報告內容過於學術、一般民眾會很難理解。 

2. 自從 2017 年我參與反空污遊行至今，似乎空氣品質並無改善，讓人非常失望。

舉例來說，隔壁彰化縣排放空污，我至少檢舉 150 次電話，有解決嗎? 環保局應

該好好做事。 

3. 中龍煉鋼的污染問題嚴重，環保局有開罰嗎? 這讓我們感受到政府無能。 

4. 報告做的結果是 105 年的數據，跟目前不會落差太大嗎? 

5. 這幾天我都經過海線，沿路看到很多污染源出現，有很多廢鐵廠在攪拌都塵土飛

揚，我希望環保局應該要再努力，一定要很確實。 

三、臺灣環境公義聯盟洪正中理事長 

1. 對環保局及執政團隊執行本計畫成果給予肯定。本計畫似乎公衛專家參與較少，

故人體健康與空氣污染物之相互關係有待進一步分析。 

2. 臺中市減少煤炭發電的使用很好，但為何臺中市一直阻擋以天然氣發電，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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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所排放的污染比燃煤發電的少。 

3. 本計畫如果為行政報告，則應公開污染源名稱而非以代號稱呼。 

4. 市區的污染除了移動污染源外，應該還有包含其他如固定污染源的貢獻。 

 

柒、回復說明： 

一、所引用臺灣地區之文獻，其執行地區共包括臺北市、雲林縣、臺中市、新北市、彰化

縣及高雄市等。 

二、為配合計畫之需求，儘量收集到較多較完整之文獻資料，所收集的相關文獻在其調查

之目的可能不相同，故在研究設計上會有不一致的現象。有些係為探討排放源對環境

之影響，有些則是探討其在不同大氣或環境條件下污染物之變化，故在採樣時間之選

擇上及採樣地點及區位上之選擇確實會有很明顯之差異。為克服基準點不同之差異，

報告中有詳細記載各文獻之採樣地區與地點、採樣高度、採樣樣品數、採樣或分析方

法及採樣點之類型或特性(都市、工業區、郊區或背景山區等)供比較。 

三、本市當空品不良時，市府將透過市府 line 官方帳號以圖卡形式推播空品不良資訊，圖

卡資訊包括：造成空品不良因素、提醒民眾減少戶外劇烈運動、及時做好自我防護，

也周知民眾市府已啟動相關應變措施。同時透過跨局處平台通知各局處應用資源，加

強宣導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通知學校調整戶外活動等。 

四、本市第三次電力業加嚴標準已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經環保署核定，並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布實施，後續將視施行狀況採滾動式檢討。第三次鋼鐵業加嚴標準修正作業也

已啟動，後續將依照法制程序召開預告及公聽等相關程序；關於六價鉻加嚴部分，本

市將持續收集相關資料並納入研議。 

五、本計畫旨在進行下列專業工作事項以研擬有害物質管制策略之建議，非一般例行空氣

品質數值變化及改善趨勢之呈現，故會有部分學術工作之內容，將請執行團隊簡報表

達上再適度調整，以利市民朋友方便理解。 

1. 建立本市大氣環境中有害物質濃度及分布。 

2. 計算本市有害物質健康風險評估結果。 

3. 利用排放量資料及模式模擬評估大型污染源，於本市之貢獻比例及不同情境之減

量效應。 

六、本市 PM2.5年平均值從 107 年 18.8 微克/立方公尺降至 109 年 15.4 微克/立方公尺，相

當接近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15 微克/立方公尺，是本市歷年最佳空氣品質，也展現出本

市戮力改善空污之具體成效。 

七、為解決本市第二大固定污染源之鋼鐡業造成空污問題，本市已重啟鋼鐵業加嚴標準修

正作業，以督促中龍鋼鐵持續積極投入空氣污染改善。此外，本市與中龍鋼鐵多次協

商，中龍鋼鐵已於 110 年 5 月 31 日承諾於 112 年度之排放強較 109 年度之排放強度

減量 5%。 

八、本計畫自 105 年起開始執行，至 109 年 3 月截止，共分三階段分段進行。 

九、為解決本市的逸散污染物，市府利用智慧的空品感測器遍布全市，當高值出現時，環

保局隨即前往確認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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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感謝對本計畫執行之肯定，本計畫三階段在每次期中、期末審查及專家諮詢會議除聘

請環境相關專家外，也一定有聘請公衛相關事專家，所聘請過屬公衛領域專家至少有

8 位以上。其所提出有關人體健康與空污相關之建議，大部份均納入增修。本計畫之

主要目標在於調查並評估臺中市影響居民健康之重要污染物，計畫執行後發現影響臺

中居民致癌風險之五大污染物為無機砷、苯、六價鉻、鎳、鎘；而非致癌風險之主要

因素為鎳及錳。本計畫執行之結果，確實有達到計畫原規劃看到人體健康與空污間之

相關目標。 

十一、 再次澄清市府及環保局並無阻檔中火天然氣機組之設置。本市除要求中火源頭減

量，成立專案小組強力稽查，迫使中火用煤量從 104 年 1,839 萬噸減至 109 年 1,229

萬噸，也同步啟動第三次電力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作業，目前已獲得環保署核可通

過，並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布實行，預估標準施行後，中火既有燃煤機組空污排放

量減少排放比例將達 5 成以上。 

十二、 本計畫係屬研究調查報告性質，執行成果僅供政策研擬及研究假說之參考，故僅

以代號稱呼相關產業類別及排放源。 

十三、 本市各行政區之污染來源皆包含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之部分。依本計畫環境

調查之結果，PM2.5質量濃度、總金屬濃度、總 PAH 濃度及總 VOCs 濃度皆以市區(原

市府所在鄰近行政區域)最高。而市區因高樓林立風速較慢，PM2.5 容易累積並形成，

致使其濃度較其他地區為高。此外，市區之移動污染源多，車輛所會排放之細微粒亦

會造成市區有較高之 PM2.5濃度，而車輛排放之重要特徵污染物如 VOCs 及 PAHs 在

市區亦很高；而固定污染源之污染物自排放管道進入大氣環境後，由風場往下風處擴

算而到達市區，對市區之污染量僅具部分貢獻。 

 

捌、散會：16 時 0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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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空氣污染物 PM2.5環境調查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第四場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臺中市后里區墩北社區活動中心 

參、 主席：陳簡任技正忠義                                           紀錄：盧宜含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陳簡任技正忠義、廖科長順榮、趙技正重周、劉股長祥兆、盧宜

含 

中山醫學大學：郭教授崇義、王學雯、游朝敬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計畫經理徵霖 

伍、 主席致詞：略 

陸、發言意見： 

一、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馮里長詠淮 

1. 一般開發案於環評階段空氣品質評估為何未加總當地原來污染源而只評估新設

污染源之影響，因為我認為我們后里地區之污染已經很嚴重了。我會認為環評是

做假的，如果當地污染已經很嚴重應該是不適合的。 

2. 例如后里園區，當環評時說是無煙囪，到目前為止后里及七星園區加總已經超過

1 百多根，那要跟后里鄉親做何交代，希望相關單位協助地方改善此問題。 

3. 冷卻水塔我清楚，我反應的都是實際煙囪。業者會說因為溫差導致看起來像污染

排放，但就是有的會排有的沒有，是酸排或是鹼排我都看得清楚，我希望業者能

徹底的改善，這是我的主要訴求，一般民眾知道的比不知道的少。這些對我們居

住環境影響很大，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反對大煙囪開發進駐我們這裡。謝謝盧市長

及市府在空污治理上的用心，但是也請不要只打蒼蠅不打老虎。 

二、社團法人臺中市公民學社林理事綉卿 (書面資料) 

1. 針對建議一，請問環保局是否有訂定各種污染源加嚴、新增管制物種的時間表？ 

2. 請問：本計畫的成果是否可以藉以擬訂「臺中市空污總量管制」 

3. 針對建議二，環保局未來是否將選定本市代表性測點，收集本市大氣有害物質，

以長期監控、蒐集本市空氣資料，並每 3 年應用模式工具追溯本市有害物質之主

要貢獻來源，以做為空污治理之參考。 

三、市民朋友陳先生旻聰(書面資料) 

1. 誤差明顯。請問取樣標準，距離污染源多少、高度多高才不會受移動污染源影響，

取樣點數代表性可信度多高。 

2. 之後污染物管制是針對個別污染進行管制還是以總量進行管制，請說明管制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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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程。 

3. 針對移動污染源，是否有針對市區內大眾交通工具進行汰換，先從市府做起再要

求民眾。 

 

柒、回復說明： 

一、環評階段會以模式模擬進行污染貢獻評估，以了解該污染源對於當地污染物之影響。

評估過程確實有考量當地既有污染源之影響。總量管制措施目前因法規未完備，尚無

法針對開發單位要求，將要求開發單位確實依環評承諾執行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二、因中科環評由中央主導審核，環保局會定期查核如有違法規定將依法開罰。對於部分

大型污染源有聯合稽查，對於園區之工廠環保局也會進行聯合稽查以確保業者無違法

之情況。另光電業等產業加嚴標準草案刻正研擬中，於行政程序完成後將即刻公告。

近年來市府針對汽機車移動污染源推行多項污染減量策略，其中移動污染源的二行程

機車從三十餘萬輛減少至五萬餘輛，污染排放相對減少且空氣品質持續改善。 

三、對於里長及市民朋友對於環境的期待和期許，環保局這邊會持續努力。環保局針對境

內大型污染源，如中火、中龍及各園區中部份污染源皆採空水廢毒等聯合稽查，務必

輔導並管控各業者依循相關法規之規定以避免污染環境。 

四、本市第三次電力業加嚴標準已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經環保署核定，並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布實施，後續將視施行狀況採滾動式檢討。第三次鋼鐵業加嚴標準修正作業也

已啟動，後續將依照法制程序召開預告及公聽等相關程序。關於六價鉻加嚴部分，本

市將持續收集相關資料並納入研議。 

五、臺中市目前尚未能實施總量管制，而總量管制區劃定為中央權責，爰此目前尚無擬定

臺中市空污總量管制，未來倘本市劃設為總量管制區將會酌以參考本計畫。 

六、參考國內外之健康風險評估計畫指出由 5 至 10 年一次執行大型的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會較有可行性，本次計畫執行 3 年長時間調查結果將供本市針對空氣品質防制策略進

行研擬。 

七、不同季節及不同採樣日期之樣品分析數據，故其變異會較大。本計畫係針對全市進行

居民在空氣吸入途徑之健康風險評估，非針對特定污染源進行調查，故採樣點與污染

源之距離並不特別評估。採樣高度統一設定為四樓頂，與一般空品測站一致。每一區

之樣品數落於 35~150 個之間，已具有統計分析之可信度。 

八、本市空污管制計畫公開於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說明，其中表列各防制計畫中各污染物

預計削減之排放量，並定期追蹤管考減量之成效。 

九、針對市區移動污染源，本市利用加碼老舊車輛汰換補助、持續推廣綠色大眾運輸（包

含雙十公車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具、iBike 及電動公車倍增等）、通知機車定期檢驗、

建置友善電動車輛使用環境、試辦運行樂活徒步區、學校全面設置空氣微型感測器等

方針進行污染防制。 

 

 

捌、散會：11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