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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出席美國地球物理協會第 45 屆年秋季年度會議，會議與會

人數超過 2 萬 3 千人，海報展示約有 1 萬 4 千篇，專題演講達 6 千 8

百多場次，是一個具相當規模的國際研討會。本次會議的參加，除為

了 解 國 外 環 境 監 測 新 知 外 ， 亦 積 極 投 稿 發 表 論 文 － Analyses of 

Yearly Ozone Precursor Concentration at Siaogang Photochemical 

Assessment Monitoring Station，展現我國對臭氧前驅物監測成果，

提升本署環境監測成效之國際能見度。 

本次會議訂有 3 大主題，其一即為 Dust and Aerosols，主題演講及海報展

覽亦有多篇與微粒之觀測及預報有關，尤其是對於細懸浮微粒-PM2.5 之探討，顯

見國際間對於 PM2.5污染問題之重視，並延伸至健康議題。以衛星反演 AOD 再反

演至 PM2.5，在國際上已為一觀測 PM2.5之重要方法，且由大區域 PM2.5濃度配合氣

象條件，可強化預報能力及準確度，目前美國海軍艦隊有提供線上可直接使用的

AOD 資料；此外，本署「輔助空氣品質及沙塵預報系統」亦有與美國 NASA 合作，

由 NASA 提供 AOD 資料。建議未來可多利用 AOD 資料，配合測站監測資料，發展

以 CMAQ 進行預報，可有效提升我國 PM2.5預報能力及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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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會議目的及背景會議目的及背景會議目的及背景會議目的及背景    

  美國地球物理協會第 45 屆年秋季年度會議會期自 2012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7 日為期 5 天，會議範圍涵括大氣和太空

電 離 學 (Atmospheric and Space Electricity) 、 大 氣 科 學

(Atmospheric Sciences)、生物地球科學(Biogeosciences)、

冰凍圈(Cryosphere、地表作用(Earth and Planetary Surface 

Processes) 、 地 球 及 空 間 科 學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Informatics)、教育(Education)、大地測量學(Geodesy)、地

磁學及古地磁學(Geomagnetism and Paleomagnetism)、全球環

境變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水文(Hydrology)、

礦物 及 岩石 物 理學 (Mineral and Rock Physics)、自 然 災害

(Natural Hazards) 、 近 地 表 地 球 物 理 (Near Surface 

Geophysics)、非線性地球物理(Nonlinear Geophysics)、海洋

科學(Ocean Sciences)、古海洋和古氣候學(Paleoceanograpfy 

and Paleoclimatology)、行星科學(Planetary Sciences)、地

震學(Seismology、高層大氣物理學(SPA-Aeronomy)、磁層物理

學 (SPA-Magnetospheric Physics 、 (SPA-Solar and 

Heliospheric Physics)、地球深部研究(Study of Earth's Deep 

Interior)、地殼構造物理學(Tectonophysics)、火山、地球化

學及岩石學(Volcanology, Geochemistry, and Petrology)等，

根據官方公布數據，本次會議與會人數超過 2 萬 3 千人，海報

展示約有 1 萬 4 千篇，專題演講達 6 千 8 百多場次，是一個具

相當規模的國際研討會。本次會議的參加，除了解國外環境監

測新知外，亦積極投稿發表論文，展現我國對臭氧前驅物監測

成果，提升本署環境監測成效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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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會議過程說明會議過程說明會議過程說明會議過程說明    

((((一一一一))))、、、、 投稿投稿投稿投稿    

 本次參加會議目的之一為發表我國監測成果，，因此在 2012 年

7 月投稿「Analyses of Yearly Ozone Precursor Concentration at 

Siaogang Photochemical Assessment Monitoring Station.」，於 9

月經審查通過，以海報格式發表(圖一)。 

發表論文摘要－ 

 本文利用小港光化學評估監測站 2007 年至 2010 年監測資料，分析該地區

空氣品質變化情形及臭氧前驅物濃度歷年變化。 

 小港地區 2007 年至 2010 年小時平均濃度前 15 大物種大致相同，乙烯為歷

年小時平均濃度之冠，甲苯、異戊烷、乙烷、丙烷、正丁烷、丙烯亦有較高之小

時平均濃度。以 Mann-Kendall test 分析光化前驅物之長期趨勢，多數物種皆呈

現下降趨勢，其中丙烯、2-甲基戊烷、3-甲基戊烷、甲基環戊烷、1,3,5-三甲基

苯、間-二乙基苯、對-二乙基苯、正十一烷更呈現顯著下降趨勢，僅 2,2-二甲

基丁烷呈顯著上升趨勢。 

 臭氧生成潛勢前15名之物種內，前7名多亦為小時平均濃度前15大物種，

而 8 名以後之物種，多數乃因其 MIR 值較高，造成較高之 OFP 值。 

 小港地區風向主要以東北風及西風為主，高值濃度發生之來源風向主要為

東北風區及西北風區，部分物種之高值濃度出現次數略為上升。多數臭氧前驅物

之季節分布乃呈現秋冬高、夏低之變化型態，日夜變化呈現下午較低、早晚較高

之趨勢，受人為活動影響大，下午污染物濃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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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投稿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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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行程與內容概要行程與內容概要行程與內容概要行程與內容概要    

12 月 2 日 啟程，前往美國舊金山 

12 月 3 日 
1. 報到 

2. 參加海報展覽專區 

12 月 4 日 
1. 參加主題系列演講 

2. 參加海報展覽專區 

12 月 5 日 
1. 論文發表 

2. 參加海報展覽專區 

12 月 6 日 
1. 參加主題系列演講 

2. 參加海報展覽專區 

12 月 7 日 
1. 參加主題系列演講 

2. 參加海報展覽專區 

12 月 8 日至 9 日 返程 

 

本次會議包含一小主題-    南亞的氣懸膠及空氣品質：觀測、模式及影響

(Aerosols and Air Quality in South Asia: Observations, Modeling, 

Impacts)，因此有許多南亞國家發表其監測結果。 

1.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在印度 Gual Pahari 作的觀測，發現 10 月至

2 月的 PM2.5及 PM10平均值量濃度較夏季來得高。PM2.5經定性定量分析，

生質燃燒來源占 53％，道路交通（尾氣排放和道路揚塵）占 7％，礦物

粉塵占 7％，二次氣溶膠占 12％，和外部煤炭燃燒占 21％。(Source 

quantification of size and season resolved aerosols in a 

semi-urban area of Indo-Gangetic plain, India) 

2. 2012 年 6 月第二週中國中部及東部受到嚴重霾害影響，PM2.5濃度一小時

內從43μg/m3上升至589 μg/m3，並於當日下午14時達到高峰613μg/m3，

該日 24 小時平均濃度為 370 μg/m3，是 PM2.5標準的 10 倍以上。經監測

中心分析發現，微粒中含有大量的植物有機碳含量，判斷為生質燃燒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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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逆溫及高濕度使得煙霧無法擴散，亦是造成本次事件的原因。但

整體而言，交通運輸仍是造成中國東部地區霾害的主因，而與美國相比，

測站的不足是發展 PM2.5監測計畫目前最大的問題之一。利用大氣模式結

合衛星遙測資料，可加快 PM2.5 監測網絡的建設。(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of Severe Haze Pollution over Eastern China on June, 2012) 

在 PM2.5的遙測方面，亦有許多相關研究，例如以地面遙測與衛星監測之 AOD

數據進行分析，探討其相關性。或是分析雲量、雲種等參數，以期能改善氣

候模型的預報準確性。 

1. 全球氣膠光學監測網(AERONET)具有相當高的準確度及精密度，被廣泛使

用在驗證衛星氣膠光學厚度，該篇即以 AERONET 在地面以太陽光度計觀

測的 AOT 資料，與 MODIS 監測資料進行比較。比測的地點為義大利，包

含冬季及夏季資料，結果顯示兩者相關性良好，六個監測點的相關係數

在0.724至0.964之間。(Monitoring of urban air pollution from MODIS 

and AERONET Aerosol Optical Thickness data) 

2. 以衛星觀測 PM2.5，雲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分析發現雲量與 PM2.5值

量濃度一般是呈負相關，但是最大平均值卻是發生在雲量在 10%至 30%

之間，而非 10%以下時。而雲頂壓力(CTP)和雲的光學厚度(COT)也會影

響 PM2.5質量濃度，PM2.5與 CTP 質量濃度呈顯著正相關，而與 COT 呈負相

關。由此結果顯示，雲層參數可以用來做為預測 PM2.5 模式的參數。

(Effects of Cloud Properties on PM2.5 Levels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3. 了解氣溶膠對於區域氣候的影響，有助於改善氣候模型的預報準確性，

因此本篇探討在東南亞地區，衛星觀測及模式估計氣溶膠的直接輻射效

應之差異，並予以量化。東南亞主要有兩個生質燃燒高峰，一為南部 8

至 10 月，一為北部春季，且兩者都有相當高的年度變化。研究結果顯示，

大氣層頂的短波輻射效應，在陸地為-6.61±0.48 W/m2，海洋為-5.101±

1.29 W/m2，此為晴空的直接輻射效應，間接或半直接輻射效應通常更大。 

(The Direct Radiative Effects of Aerosols over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nd Modelling Calc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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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沙島氣膠監測數值與 AOD 氣膠光學厚度的相關係數達 0.9，在南海地

區是最高的。(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Aerosol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除了 PM2.5以外，本次還有研究團隊以 MODIS 衛星觀測，配合修正沙塵

區域大氣模式(DREAM)為花粉模式(PREAM)，來進行花粉濃度及傳輸路徑的預

報，並適時發出預警，此做法可使患有哮喘及過敏症患者有更充分的預防措

施。 

 

((((三三三三))))、、、、 會議應用程式會議應用程式會議應用程式會議應用程式    

 雖然本次會議仍印有紙本的活動手冊，但因應人手一機的時

代，本次會議有設計會議專屬應用程式(APP，圖二)供參加者免

費下載，並將會議參加者會使用到的相關資訊置於 APP 內，如海

報摘要、演講者介紹、會場地圖、下載專區…等。由於會議參展

海報及演講主題多達 2 萬篇，如果使用 APP 標註有興趣的主題，

並納入個人行事曆中，除可清楚掌握關注議題的行程，亦可減少

紙本手冊印製量，既便利又環保。當然，開發 APP 需要相當的經

費及時間，並非所有會議都適合跟進，建議是參加人數眾多、資

料量龐大並有相當經費支應的大型會議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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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會議 APP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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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會議心得及建議會議心得及建議會議心得及建議會議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除本署針對光化學評估監測站監測成果有自行投稿外，亦有

中央大學團隊運用本署鹿林山測站及於東沙之監測資料投稿-Baseline 

Measurements of Trace Gases at High Mountain and Sea-level Stations 

in Taiwan(圖三)，皆有助於提升我國環境監測國際能見度。 

 本次會議訂有 3 大主題，其一即為 Dust and Aerosols，主題演講及海

報展覽亦有多篇與微粒之觀測及預報有關，尤其是對於細懸浮微粒-PM2.5 之

探討，顯見國際間對於 PM2.5污染問題之重視，並延伸至健康議題。 

 或許與研討會性質及參與會議人員背景有關，本次研討會探討 PM2.5非

以一般自動或手動監測儀器量測小尺度地區性的濃度，而多以衛星反演氣膠

光學厚度(Aerosol Optical Depth, AOD)，探討大尺度變化。部分研究將美

國環保署 Air Quality System (AQS)    PM2.5監測數據，配合衛星反演氣膠光

學厚度，進而以空氣品質預報第三代模式(Community Multi-scale Air 

Quality，CMAQ)等進行預測，以作為公眾健康預警之用。 

 以衛星反演 AOD 再反演至 PM2.5，在國際上已為一觀測 PM2.5之重要方法，

且由大區域 PM2.5 濃度配合氣象條件，可強化預報能力及準確度，目前美國

海軍艦隊有提供線上可直接使用的 AOD 資料；此外，本署「輔助空氣品質及

沙塵預報系統」亦有與美國 NASA 合作，由 NASA 提供 AOD 資料。建議未來可

多利用 AOD 資料，配合測站監測資料，發展以 CMAQ 進行預報，可有效提升

我國 PM2.5預報能力及準確率。 



 

 

圖三、中央大學投稿海報  



附件一、參加會議照片 

 

圖一、海報展覽區 

 

 

圖二、與投稿海報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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