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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安系謝祝欽教授於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4 日受邀至中國

揚州大學（Yangzhou University）、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及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進行學術交流，並分別受邀在三校演講，題目為”觸媒沸石在室內空氣汙

染物的控制應用”。其中也參加揚州大學建校 110 周年校慶慶祝大會，並拜會揚州大

學郭榮校長，商談未來學術交流之具體作法。在揚州大學環境學院演講，由封克院長

主持。江蘇省有多處科學園區，有 IC 半導體產業所產生的電子廢棄物回收需求，未

來除進行交換學生及老師學術交流外，可進一步推動電子廢棄物回收產學合作。在南

京大學環境學院演講，由畢軍院長主持，並進行廣泛討論，未來進一步學術合作的機

會高。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演講，由副院長謝紹東教授主持，並與院長張遠航教授、胡

敏教授、及胡建信教授討論北京空氣質量現況及其管制措施。由於北京車量增加太快，

目前採取車量限購及限行，是對生活方便性有衝擊，但對空氣質量改善已有一定的效

益。在北大並拜會工學院助理院長王茤祥博士及吳曉磊副院長，探討廢水處理過程中

二氧化碳減量之因應技術，一般認為生物處理是成本最底的技術，但生物處理中氧氣

的傳輸，需要大量的能源，生物處理過程中也會排放二氧化碳。如能探討其他節能減

排的經濟方案，在技術上是值得進一步去思考與發展。未來可持續推動進行學術參訪、

講學、學生交換及研究合作等學術交流活動 。 

 

關鍵字: 揚州大學（Yangzhou University）、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北京大

學 (Peking University)、 學術交流、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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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中國揚州大學（Yangzhou University）、南京大學（Nanjing University）及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邀請環安系謝祝欽教授進行學術交流，並分別受邀在三校環境學院

演講，題目為”沸石改質在室內空氣汙染物的控制應用”，其中也參加揚州大學建校 110

周年校慶慶祝大會。在北大並與環境學院教授討論空氣質量現況及其管制措施，並拜

會北京大學工學院。藉由相互學術交流，增進彼此瞭解，未來可以一起進行學術合作

計畫。 

 

二、過程 

（一）邀請函 

中國揚州大學（Yangzhou University）、南京大學（Nanjing University）及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的邀請函如附件一。 

（二）行程 

 本校環安系謝祝欽教授於 101 年 05 月 17 日至 05 月 24 日進行訪問，共 8 天，其行程表

如表 1。 

表 1 行程及工作事項 

日 程  工 作 事 項  

5 月 17 日 桃園到揚州 
去程， 

拜會揚州大學郭榮校長 

5 月 18 日 揚州大學 參加楊校長水利工程學院演講 

5 月 19 日 揚州大學  
上午參加揚州大學校慶 

下午揚大環境學院學術交流 

5 月 20 日 揚州到南京 
上午揚州到南京 

下午南大環境學院學術交流 

5 月 21 日 南京到北京 移地 

5 月 22 日 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演講 

5 月 23 日 北京大學 拜會北京大學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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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 由北京返回桃園 返程 

（三）拜訪揚州大學、南京大學及北京大學之學術交流活動 

1.本校已於 2009 年與揚大簽署 MOU，揚州大學郭榮校長並於 2012 年 2 月 24 日帶領行

政主管參訪雲科大。5 月 17 由桃園抵達揚州後，即刻陪同本校楊校長拜會揚州大學

郭榮校長，商談未來學術交流之具體作法。 

2.5 月 18 日上午本校楊永斌校長在水利工程學院演講，演講題目為『台灣工程教育的國

際化發展』，下午參觀揚大校園。 

3.本次行程適逢揚州大學建校 110 周年、在揚辦學 60 周年、合併辦學 20 周年校慶，5

月 19 日上午參加其慶祝大會。下午本校環安系洪肇嘉、張艮輝與謝祝欽教授應邀在

環境學院演講，由封克院長主持。會後並討論在環境領域的實質合作項目。 

4.5 月 20 日上午由揚州轉至南京，下午本校環安系洪肇嘉、張艮輝與謝祝欽教授應邀在

南京大學環境學院演講，由畢軍院長主持。 

5.5 月 21 日由南京轉彺北京。 

6.5 月 22 日上午抵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演講，由環境學院謝紹東主持，演講題目為”觸媒

沸石在室內空氣汙染物的控制應用”，下午並與院長張遠航教授、胡敏教授、及胡建

信教授討論北京空氣質量現況及其管制措施。 

7.5 月 23 日拜會北京大學工學院助理院長王茤祥博士及吳曉磊副院長，探討廢水處理過

程中二氧化碳減量之因應技術。 

8.5 月 24 日由北京返回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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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揚州大學拜訪現況 

 

 

 
圖 2 南京大學拜訪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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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北京大學拜訪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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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摘要： 

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 IAQ）係以建築物內室內空氣中污染物濃度和熱舒適（溫

度、相對溼度）狀況作為條件，評估使用者健康及舒適性之影響。其中室內廣義泛指住家、

辦公室、戲院、百貨公司等建築之內部，狹義的定義是指車、船、飛機等空間，而這些空間

皆有一共通點即為密閉或半密閉空間，因此空氣流動不易，易造成空氣污染物擴散不易，使

其污染物有濃度累積等情況，根據污染之定義，污染物之濃度或其停留時間足以對人體健康

舒適造成影響者，皆可稱為污染。通常室內環境中氣溫變化較小，濕度較低，氣流的流動也

較緩，因此在室內環境中空氣污染物的特性是不同於室外環境的，這些特性如微粒的沈降、

化學的組成型態、微粒大小的分佈及微粒凝結的過程等。室內環境中以室內（indoor）與室外

（outdoor）的比值（I/O）評估室內外濃度不同的一個指標。I/O 比值的高低則與房屋特性、

污染物的化學特性（吸附、吸收及化學反應性）及懸浮微粒的粒徑大小相關。由 I/O 比值大

於 1 的結果推論有室內污染源的存在，而除了室內污染源的產生外，室外的空氣污染物也會

滲入室內，而其滲入的過程中的有一部分的污染物將被過濾排除掉而無法進入室內；若污染

物來自於室外，其 I/O 值必然小於 1。 為了國民健康台灣環保署於 2005 年 12 月 30 日公告「室

內空氣品質建議值」，該建議值內容包括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甲醛（HCHO）、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細菌（Bacteria）、真菌（Fungi）、

粒徑小於 10 μm 之懸浮微粒（PM10）、粒徑小於 2.5 μm 之懸浮微粒（PM2.5）、臭氧（O3）及

溫度等共 10 項。近期，政府更進一步於 2011 年 11 月三讀通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使

台灣成為第二個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的國家，具體展現政府重視民眾室內生活環境的決

心，使以往以室外大氣管制為主之空氣污染防制，延伸至室內空氣品質的管理。國際上各先

進國家皆已針對室內空氣品質進行管理。 目前對於 CO2 的控制方式包括有吸附劑捕捉、胺

吸附、膜分離、低溫分離，其中吸附劑捕捉二氧化碳為一研究重點，而固體吸附劑中包含活

性炭、沸石、介孔分子篩、鹼性金屬氧化物和聚酯等。在固體吸附劑中經常存在的問題為機

械強度較弱，若使用至大型空調設備中，可能因抽風量太大致使吸附劑與空氣磨擦後，產生

懸浮微粒造成二次污染。近年，以有機胺改質的多孔矽固體吸附材料成為熱門的研究之一，

而常用的胺類有乙醇胺  (Monoethanolamine, MEA)、四乙烯戊胺 (Tetraethylenepentamine, 

TEPA)與聚醚醯亞胺 (Polyethyleneimine, PEI) 等，其中以TEPA 改質之中孔洞矽材吸附 CO2 

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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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1. 揚州大學歷史久，學制完整，設備先進，我校已與建立學術交流合作關係，揚州大

學郭榮校長已帶領行政主管參訪雲科大，本次參訪對於拓展兩校學術交流及研發能

量有提昇效益。 

2. 在水利工程學院的演講『台灣工程教育的國際化發展』，楊校長分享台灣的工程教

育朝向國際化發展的經驗，也瞭解工程教育認證在大陸高校已受到關注。 

3. 揚州大學是大陸率先進行合併辦學的大學，1992 年由揚州師範學院、江蘇農學院、

揚州工學院、揚州醫學院、江蘇水利工程專科學校、江蘇商業專科學校等 6 所大專

院校合併組建而成。合併辦學 20年來，學校經歷所謂“聯合—合併—調整—提高”

的發展過程。1992年合併之初，先行的是聯合辦學。從 1995年起，學校由鬆散型聯

合轉變為實質性合併。1998 年，學校按學科群重組 13 個二級學院。2002 年之後，

基於學科建設需要，學校又進行院系重組，學院數增至 27個，構建扁平化的組織體

系，減少管理層次，提高運行效益。揚大的合併辦學經驗值得借鏡。 

4. 揚州大學環境學院尚在起步階段，由於揚大是江蘇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江蘇省有

多處科學園區，有 IC半導體產業所產生的電子廢棄物回收需求，未來除進行交換學

生及老師學術交流外，可進一步推動電子廢棄物回收產學合作。 

5. 南京大學環境學院在大陸成立早，師資設備優異，空間充裕，畢院長等四位老師對

本校三位老師的演講內容很感興趣，進行廣泛討論，未來學術合作的機會高。 

6. 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是大陸環境領域重要的教學與研究重點單位，北大環境學院也提

供北京市及環保部許多的諮詢，同時有主持北京環境監測計畫及管制措施，由於北

京車量增加太快，目前採取車量限購及限行，是對生活方便性有衝擊，但對空氣質

量改善已有一定的效益。限行制度在倫敦及柏林已行之有年，也許它在成熟的民主

社會或中央集權的制度比較容易推動，但在發展中的民主社會（如台灣）是否可以

推動？尚待觀察。 

7. 與北大工程學院吳曉磊副院長，探討廢水處理過程中二氧化碳之減量技術。大陸已

將二氧化碳之減排納入廢水處理的考量，一般認為生物處理是成本最底的技術，但

生物處理中氧氣的傳輸，需要大量的能源，生物處理過程中也會排放二氧化碳。如

能探討其他節能減排的經濟方案，在技術上是值得進一步去思考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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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附錄一 揚州大學、南京大學及北京大學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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