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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報告旨在說明於 2013 年 5 月 16－19 日間，本人赴大陸在湖北省武漢市，出席第

十一屆全國氣溶膠會議暨第十屆海峽兩岸氣溶膠技術研討會，發表學術研究論文，並與

大陸學術單位進行學術交流。此次會議由中國顆粒學會主辦，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

所、武漢大學、華中農業大學等學術單位承辦，台灣地區則由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

究所協助台灣地區的徵稿活動。此次會議主題包括：氣溶膠物理化學特性及源解析、氣

溶膠測量與儀器分析、氣溶膠污染及監測技術、氣溶膠與人體健康、氣溶膠的氣候與環

境效應、氣溶膠與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等，與會人士共約有 350 人，台灣地區則約有 30

位學者專家和產業界參與此項會議。本人在此會議中，共發表了三篇論文，除了進行論

文之口頭發表外，同時也擔任會議主持人，與大陸學術單位進行了廣泛地學術交流，對

於大陸地區現有空氣污染的現況，以及相關之學術發展，有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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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本文 

一、目的 

    本人 2013 年 5 月 16－19 日間，赴大陸在湖北省武漢市，出席由大陸中國顆粒學會

氣溶膠專業委員會，所主辦的「第十一屆全國氣溶膠會議暨第十屆海峽兩岸氣溶膠技術

研討會」，發表學術研究論文，並與大陸學術單位行學術交流。此次會議除了由中國顆

粒學會氣溶膠專業委員會主辦外，台灣地區則由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袁中新教

授協助台灣地區的徵稿活動。 

    此項會議係屬於氣溶膠(aerosol)研究領域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包括：氣

溶膠物理化學特性及源解析、氣溶膠測量與儀器分析、氣溶膠污染及監測技術、氣溶膠

與人體健康、氣溶膠的氣候與環境效應、氣溶膠與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等，與會人士共約

有 350 人，台灣地區則約有 30 位學者專家出席此項會議。本人在此會議中，共發表了

三篇論文，除了進行論文之口頭發表外，同時也擔任會議主持人，與大陸學術單位進行

了廣泛地學術交流。 

    整體而言，出席本次會議，獲致不錯的成果，除了與相關研究專業的學者進行了學

術交流外，也藉由研究成果發表之機會，瞭解彼此研究的領域專長，並建立彼此間的合

作管道。另外，會議中也同時邀請了 John Watson, Judith Chow, Kimitaka Kawamura, C.K. 

Chan, Takafumi Seto, Antony Chen 等國際上，在氣膠或空氣污染防制技術研究上知名學

者，針對氣膠研究主題，進行專題報告，因此，對於國際間相關研究主題的發展情形，

也有深一層的認知。以下茲針對本人此次出席會議之詳細的過程，說明如下。 

 

二、出席會議過程說明 

    如前述，本人於 2013 年 5 月 16－19 日間，赴大陸在湖北省武漢市，出席由大陸中

國顆粒學會氣溶膠專業委員會所主辦的「第十一屆全國氣溶膠會議暨第十屆海峽兩岸氣

溶膠技術研討會」，發表學術研究論文。包括路程時間，出席會議時間為 102 年 5 月 16

日至 102 年 5 月 19 日期間，主要會議時間在 5 月 17、18 日兩天，其餘時間為路程。茲

將詳細會議行程經過，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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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日傍晚飛機，從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出發，約 4 小時，直飛抵達武漢市，

同行台灣的學者共約有 10 位同時到達武漢，在武漢大學主辦單位人員的協助

下，入住鄰近該校的旅館，預備參與此項會議。 

 5 月 17~18 日期間，為主要會議期間，會議的主要議程如附件一，本人與其他

共同作者，於此會議中，共發表三篇研究論文，論文題目分別是： 

1. 應用 WRF/Chem 模式研析熱帶氣旋對南台灣大氣臭氧濃度流佈與累積現象 

2. 大氣中 VOCs 垂直層化分佈觀測及其對臭氧空氣品質之影響探討 

3. 大氣邊界層中 VOCs 層化分布與逆溫現象之相關性探討 

相關之論文摘要，如附件二。 

 5 月 19 日，回程，於當日傍晚 6 點左右，回到高雄。 

    本人在此會議中，除了進行口頭論文的發表，同時也與大陸學者，共同擔任部

分議程主持人，與參加會議的學者專家，針對空氣污染防制的議題，進行了廣泛的

研討，對於大陸目前空氣污染的現況，有深一層的瞭解。事實上，就目前大陸地區

的空氣污染問題而言，是一項值得加以關切的議題。在大多數狀況下，大陸主要城

市空氣污染物的濃度，約是台灣地區空氣污染物濃度的 1.5~2.5 倍，因空氣污染物

濃度偏高所可能引起的健康危害，實不容忽視。台灣地區對於空氣品質的維護與管

理，不論在控制技術上或管理制度上，目前仍較大陸地區先進，不過大陸地區的發

展也相當地快速。另外，會議中也深入探討 PM2.5 等新興的環保議題，普遍受到與

會的國、內外專家共所關切，會議中也獲得不少珍貴的資訊，對於未來相關的學術

研究發展，頗有助益。 

 

三、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赴大陸進行研究論文發表與學術交流，期間除了和與會的專家學者交流彼此的

研究經驗外，同時也利用短暫的空暇時間，參訪武漢地區之大專院校，參觀他們的研究

資源與設備。基本上，武漢位於中國大陸的華中地區，自古即是人文薈萃、礦產發達之

境，尤其是位處全中國交通樞紐位置，預期未來發展不亞於沿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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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大陸開放部分的經濟活動以來，華中地區的發展，目前雖尚未如沿海地區發展

快速，不過，近年來有急起直追之勢。就學術發展而言，其學術成就雖未能如北京、上

海、東北等悠久歷史學校佔有領先地位，但近年來的發展相當快速，同時也亟有意願與

外界進行交流，對於本校而言，是一個發展學術交流或招收陸生及理想區域。尤其是，

武漢地區是辛亥革命肇始之地，對於我們而言，深具交流意義，在直飛航班的加持下，

高雄到武漢的交通時間可在三小時內達成。因此，本人認為華中地區應該是本校積極推

動學術交流的理想地區。尤其對於本系而言，中國大陸的華中等內陸地區，經過多年的

經濟發展，環境生態已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壞，環境污染負荷相當沉重，正是本系將相關

研究成果努力發展應用之處，不僅是未來招收陸生相當有希望的地區，也是本校畢業生

未來可能就業的地點。所以，若能積極建立兩岸的合作關係，建立穩固之交流管道，對

於未來發展應頗具建前景。 

 

 

 



 

附錄資料 1：會議照片 

(會議開幕情形) (與會之美國學者專題報告

(台灣與會學者專題報告)



 

附錄資料 2：會議議程 



 



 



 

附件資料 3  發表之論文摘要 

應用 WRF/Chem 模式研析熱帶氣旋對南台灣大氣臭氧濃度 
流佈與累積現象

洪崇軒 1，羅國誠 1，袁中新 2 
1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高雄； 

2 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高雄 
摘    要：夏季期間應為南台灣地區大氣空氣品質較理想的季節，然而值熱帶氣旋(颱風)侵台前，

南台灣空氣污染物濃度有短時間(1~2 日)偏高現象。因此，基於希望能夠瞭解夏季期間，熱帶氣旋

對此區域空氣品質之影響，本研究旨在嘗試應用新一代的氣象/空品數值模式－WRF/Chem，模擬研

析熱帶氣旋南台灣大氣臭氧濃度變化影響程度，並進一步解析導致臭氧濃度累績的主要因素。本研

究模擬南瑪都颱風侵台前後期間(2011 年 8 月 24-30 日)，南臺灣大氣臭氧濃度變化情形，分析自海

上颱風警報發布前後 72 小時內，臭氧濃度變化的趨勢。模擬結果顯示，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日與

前一日午後，林園、大寮等區域臭氧有較高濃度的現象(90 ppb 以上)。臭氧為光化反應之二次污染

物產物，太陽輻射強弱與大氣擴散情形為影響該濃度高低分佈的主要因素。導致颱風侵台期間，較

高臭氧濃度的主要原因，係因為南台灣地區之盛行風向為北風及西向風，當颱風環流系統逐漸接

近，其與高層 500 hpa 形成相對高壓氣象場，導致高雄區域形成局部低壓環流。熱帶氣旋(颱風)逐
漸接近台灣南部區域前，大氣燥熱下沉，白晝及夜晚均處於雲量較為稀少，太陽輻射較強，遂導致

大氣臭氧濃度之累積。本研究結果發現，氣象因素為影響此區域大氣空氣品質的重要關鍵因素。

关键字：WRFC/Chem，熱帶氣旋，臭氧，模式模擬 

大气边界层中 VOCs 层化分布与逆温现象之相关性探讨 
郑佳俊 1 林启灿 2 袁中新 3 洪崇轩 4 廖思婷 1 

1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海洋环境工程系(所)硕士生 
2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海洋环境工程系(所)教授 

3中山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4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助理教授 

摘要：VOCs 是产生臭氧空气质量污染物之前驱物，大气中 VOCs 浓度可能会受到气象条件影响，而

产生层化现象；过去也有许多文献提出，大气中有逆温层、混合层等情况出现时，会导致大气成份

的层化分布。然而，臭氧空气质量模式推估，长期以来皆假设前驱污染物在垂直高度范围是均匀混

合；为印证大气逆温层化现象是否会导致 VOCs 层化分布，本研究监测大气边界层中 VOCs 浓度之垂

直分布，并与逆温现象之相关性进行探讨，以供空气质量模式研究人员评估其可能会导致的推估误

差。研究选用探空气球采样法，进行从地面至垂直高空 800 公尺间，大气温度量测与气体采集，并

以热脱附冷冻装置做为前处理再搭配 GC/MSD 进行 VOCs 之检验工作。 

研究显示，冬季大气温度稳定度日夜变化结果，白天时段先由中性稳定转至极不稳定的状态，

再逐渐回转至中性弱稳定；夜间时段，在 21:00-23:00 之间，大气稳定度为极稳定，此时亦是逆温

层容易出现之时段；冬季逆温层是以辐射逆温为主，且高度范围较接近地面在 200-500 公尺之间。

夏季大气稳定度趋势变化与冬季相反，逆温层则容易出现在白天 07:00-10:00 间，出现高度范围变

化也较大。当逆温层出现时，有观察到污染物会蓄积在逆温层下方之现象，符合逆温现象不利污染

物垂直扩散之预期；另外，也观察到逆温层上方有高浓度出现，此现象可能是远程传输之污染所导

致。 

关键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逆温层，层化现象，臭氧空气质量，探空气球 



 

Observations of VOC Stratification in the Atmosphere and Its 
Concerns on Ozone Air Quality 

大氣中 VOC 垂直層化分佈觀測及其對臭氧空氣品質之影響探討 
廖思婷 1 高英暉 1 林啟燦 2 洪崇軒 3 袁中新 4 

1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所)碩士生 
2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所)教授 

4 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3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助理教授 

摘要
空氣污染物水平傳輸與垂直擴散之速率截然不同，以往大多數空氣污染物的監測及研究也多在

地面上進行，垂直高空之空氣污染分佈，則較少被探討。如今化學工業區製程漸多，高煙囪數量也

急遽增加，污染物在高空的排放也相對較多；且污染物容易經光化學反應衍生出二次污染物，如臭

氧、過氧醯基硝酸酯(PAN)及光化學煙霧等問題，也是當前所關注的重要議題。但當前臭氧空氣品

質推估模式，皆假設前驅污染物之垂直高度範圍是均勻混合的。近年來，陸續有文獻指出大氣 VOCs
濃度會受氣象條件、季節、時間等因素影響，而產生層化現象；此層化現象是否存在? 是否會影響

臭氧空氣品質之推估? 仍未被清楚的研究。為印證層化現象是否存在!?本研究以繫留氣球採樣法，

於 2011 年在北高雄地區高海科大及文府國小兩測站，夏冬兩季各採一天連續 24 小時，每間隔 6 小

時採集一組層化分佈之樣品(由地面至 800 公尺，每 100 公尺採一樣)，再進行氣樣 VOCs 之分析，

共計 64 個樣品(16 組垂直濃度變化)，以觀察北高雄地區 VOCs 垂直層化現象。 
研究結果顯示，16 組數據中，有 14 組呈現層化現象；對於大氣垂直分佈而言，日夜間污染平

均濃度多半呈現「高空」大於「地面」的趨勢，而此情況發生機率高達 87.5％之多；顯示大氣中

VOC 垂直濃度分佈，確實有層化現象存在。層化所造成 VOCs 容易累積的高度會因季節有所不同，

夏季高度約為 700 公尺，而到了冬季則下降至 100 及 400 公尺。就不同高層光化學反應性而言，夏

季高海科大及文府國小最大 MIR，分別出現在 400 公尺及地面，其貢獻物種為甲苯及丙酮；冬季高

海科大及文府國小最大 MIR，則分別出現在 500 及 800 公尺，其主要貢獻物種為 BTEX 及十二烷。

MIR 為影響臭氧空氣品質模式之重要指標；前述結果顯示，MIR 估算值亦隨不同高度而有差異；因

此，合理推論，臭氧前驅物在大氣中所呈現之層化分佈，極可能會影響空氣品質模式之推估結果，

值得相關研究學者持續深入探討。

關鍵字：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臭氧空氣品質、垂直分佈、層化現象、M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