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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廠區周界有害空氣污染物之來源鑑別-發展適切網路模式 
 

米孝萱、楊昆霖、施俊宏 
 
摘要 

    石化廠區鄰近空氣品質受石化廠污染排放影響甚鉅，針對石化廠污染排放之
研究多探討管道排放與污染控制技術，但對於周界大氣污染負荷與空間分布關聯

亦僅著墨於特殊氣體與揮發性有機物，但對於微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時空解析並

無確切之關連分析，因此本子題計畫於總計畫中針對污染網格模式強化污染源與

承受體空氣品質之關連。研究結果顯示在假設最穩定之大氣穩定度條件下，嘉義

市總 PAHs之濃度分佈範圍為 40~220 ng/m3，平均值為 61.5 ng/m3。總 BaPeq則介

於 0.15~0.45 ng/m3。研究結果顯示，模擬 1999~2003 年期間，都會區大氣 PAHs
逐年之濃度分佈，模擬結果並無明顯差異，顯示石化廠區線源排放之 PAHs，較
不易受都市氣象條件而影響其擴散之模式。 
 
一、前言 
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中大型

石化廠排放廢氣之檢測分析結果顯

示，的確有微量之空氣毒物存在，這

些空氣毒物中以多環芳香烴化合物

(PAHs)之含量較高，最令人關切。為

瞭解石化廠區對周界環境之衝擊，對

於石化廠之煙道廢氣進行有害性空氣

污染物之檢測，有助於建立微量有害

性空氣污染物之排放特徵資訊。更進

一步針對區域性空氣品質進行採樣分

析工作，再以空氣污染物擴散模式進

行電腦模擬推估與實際監測結果進行

特徵值比對，以完整說明空氣品質狀

況及污染源對環境之衝擊。本研究係

針對台灣南部某石化工業區廠區周界

四個採樣點進行多環芳香烴化合物之

檢測分析，再以美國 ISCST3空氣污染
擴散模式進行 PAHs擴散模擬，以說明

石化廠之煙道廢氣排放後對周界環境

空氣品質之影響。 
 

二、實驗設備與方法 

2-1大氣之 PAHs採樣設備 
周界大氣之採樣以 PS-1 採樣器 
(General Metal Work Co.) 為之，可
同時收集粒狀物相與氣相中之

PAHs。其所利用之原理為：於入口

處裝置玻璃纖維濾紙用以過濾粒

狀物相之顆粒，並在喉部加裝玻璃

套筒，套筒內填充泡棉和樹脂，以

吸附氣相之 PAHs(與煙道採樣用之
玻璃套筒相同)。本研究計進行 16
次之大氣 PAHs檢測。 

2-2 PAH分析方法 
由於 PAHs 之濃度無法以直接監測

法測知，因此採得之樣品必須經過

樣品萃取、濃縮、淨化及再濃縮等

過程，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進行 PAHs之分析；GC之
型式為美國 HP 公司出品之

HP5890，配有 HP7673自動注射器
及電腦工作站，MS 之型式為
HP5972。PAHs 分析之種類共 21
種，。 

2-3 石化廠區及周界採點相對位置 



 
 
 
 
 
 
 
 
 
 
 
 

     

  

為瞭解石化廠煙道廢氣排放後對

周界環境空氣品質之影響，四採樣

點之選定以石化廠區大門口為主

要交通要道、石化廠之西北方、西

南方及東南方等，假設範圍內為平

坦地形，不考慮高程之變化。 
2-4 空氣污染擴散模式 
本研究之擴散模式，係採用美國

EPA認可之 ISCST3 模式為基礎，
藉由地面風場及氣象資料，進行計

算及電腦模擬應用。 
 
三、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以中尺度(1km×1km)之網格

模式，估算台灣南部地區嘉義都會

區，移動性污染源每年排放之網格

PAHs 及BaPeq 排放總量。圖1為嘉義

都會區PAHs 排放量之網格分佈，若 
就排放範圍而言，嘉義市以0.01~0.05 

噸/年/平方公里之69.4%。 

 
圖1 嘉義市網格數與總PAHs 排放量分佈圖 

都會區之線源PAHs 與BaPeq 網格排
放量呈現良好之相關性(r2>0.90)如圖2 
所示，PAHs 及BaPeq 網格排放量於

空間分佈具相同之趨勢 (圖3)。若以

1km×1km 之網格排放量比較，PAHs 
及BaPeq 排放量之網格，嘉義市中心

(PAHs: 226 kg/yr/km2 ， BaPeq: 0.8 
kg/yr/km2) ， 總PAHs 及BaPeq 最高
排放量分別為其平均網格排放量之8.1 
倍及8.0 倍。 

 
圖2 嘉義都會區總PAHs 網格排放量與 

總BaPeq 網格排放量關係圖 

 

 
圖3 嘉義市線源PAHs 網格排放量分佈圖 

 

經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南部都會區嘉

義市，所承受之PAHs 及BaPeq 污 
染，雖為南部都會區最小之都會區， 

於較小尺度範圍有最大之污染負荷情

形，亦因具較高之污染密度。整體而

言，都會區受線源排放PAHs 危害，最
為嚴重之地區主要分佈於市中心及人

口密集處。嘉義市總PAHs 24 小時平
均濃度在都會區空間之分佈如圖4 所
示，最高之濃度分佈出現於該市中心

位置UTM 座標約 (192~195，2594~
2599km)區域，Mode 2 之等濃度分佈

曲線由最高(220ng/m3)，以環狀分佈向

市郊逐漸遞減(10 ng/m3)，全市平均濃
度值為61.5ng/m3，總 PAHs 24 小時
最高濃度範圍為50~380 ng/m3。嘉義市
之東北方及東方位置，座標約(196~197 



 
 
 
 
 
 
 
 
 
 
 
 

     

  

，2599~2600km)、(198~199，2597~
2598km)區域，出現兩個較高濃度的封

閉曲線，前者由於該區相較週遭有較

密集之住宅，而且兩者都有一主要通

往鄰近縣市之縣道通過，網格總 PAHs 
及總BaPeq 排放量(197、0.54，177、 

 
圖4 嘉義市總 PAHs 年24 小時平均

濃度等值分佈圖(ng/m3) 

 
圖 5 嘉義市總 BaPeq 年 24 小時平均
濃度等值分佈圖(ng/m3) 

0.48kg/ km3)為周圍網格排放量之10~
20 倍，這可能為導致之因素。總 
BaPeq 濃度分佈與總 PAHs 於空間
分佈具一致趨勢 (如圖5)，全區濃度分

佈範圍為0.01~0.45 ng/m3，平均濃度值

為0.26ng/m3。Mode 3 模擬結果在空間
上之分佈趨勢與Mode 2 相似，總 
PAHs 24小時平均濃度分佈較Mode 2 
低，全區分佈範圍為10~85 ng/m3，平
均濃度 

為26.1 ng/m3。總 BaPeq 濃度分佈範

圍為0.02~0.26 ng/m3，全市平均濃度值 

0.06 n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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