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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戴奧辛屬於持久性有機物(POPS)，除易被吸收和累積在生物體的脂肪組織

外，亦會長期累積於環境中，並經由食物鏈造成對人體之危害。斯德哥爾摩公約

在 2004年將戴奧辛列為管制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之一。此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自民國 86 起就陸續發布

戴奧辛管制法規，包括空氣、土壤、地下水、廢棄物介質中不同固定污染源之管

制標準及法規，顯示我國對戴奧辛之管制已有相當之規定。近年來環保意識抬

頭，加上台灣地區陸續爆發土壤、食品戴奧辛污染事件，引起民眾高度關切，使

得土壤、廢棄物污染事件所衍生周邊農、漁產品污染及管制問題值得重視。 

為持續了解國際戴奧辛污染場址之調查整治趨勢、分析技術與管理制度交

流，並收集最新研究成果，本署環境檢驗所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派員參加本(2013)年 12 月 1 日至 4 日於越南峴港 Pullman Resort舉辦之「Sharing 

lessons-Learned: POPs/Dioxin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期

望經由吸取先進國家之資訊，除發表論文分享我國戴奧辛快篩技術發展工作成果

外，亦期望藉此大會吸取先進國家之經驗，並將我國污染場址調查與整治發展成

國與國際與會人員宣導，促進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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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戴奧辛屬於持久性有機物(POPS)，除易被吸收和累積在生物體的脂肪組織

外，亦會長期累積於環境中，並經由食物鏈造成對人體之危害。斯德哥爾摩公約

在 2004年將戴奧辛列為管制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之一。此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自民國 86 起就陸續發布

戴奧辛管制法規，包括空氣、土壤、地下水、廢棄物介質中不同固定污染源之管

制標準及法規，顯示我國對戴奧辛之管制已有相當之規定。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

加上台灣地區陸續爆發土壤、食品戴奧辛污染事件，引起民眾高度關切，使得土

壤、廢棄物污染事件所衍生周邊農、漁產品污染及管制問題值得重視。 

本署近年來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台灣土水產業並辦理國家交流工作，以

期將我國土水技術與成果發展成為東南亞相關國家之指標。為持續了解國際戴奧

辛污染場址調查、管理與整治趨勢，進行分析技術與管理制度交流及收集最新研

究成果，由本署環境檢驗所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派員參加本(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4 日於越南峴港 Pullman Resort舉辦之「Sharing lessons-Learned: 

POPs/Dioxin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期望經由吸取先進

國家之資訊，除發表論文分享我國戴奧辛快篩技術發展工作成果外，亦期望藉此

大會吸取先進國家之經驗，並將我國污染場址調查與整治發展成國與國際與會人

員宣導，促進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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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會議會議會議會議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本次行程 

日  期 地  點 
說    明 

月 日 起 訖 

12 1 台北 越南 去程(搭機前往越南峴港及啟程) 

12 2 越南 

參加「Sharing lessons-Learned: POPs/Dioxin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國際會議第

一天議程，會議地點為越南峴港市之Pullman 

Beach Resort(圖1)。開幕演講由越南Le Ke Son博士

以越南之橙劑及戴奧辛問題為主題進行說明，之

後進行2個主題之9個演講，包括越南橙劑戴奧辛

污染之評估與管理、歐盟以健康風險為基礎之管

理、越南戴奧辛場址鄰近居民母乳中戴奧辛濃

度、越南戴奧辛污染處理技術選擇、峴港機場戴

奧辛污染場址使用IPTD方法整治介紹、戴奧辛生

物復育評估及瑞典戴奧辛盤查與整治經驗、依真

實暴露情境調整監測、評估與整治措施等主題。

整體重要議程詳如附件1。 

12 3 越南 

1. 參加「Sharing lessons-Learned: POPs/Dioxin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

國際會議第二天議程。本日研討會之議程共

有4個演講主題，除由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陳元武科長說明我國運用生物快

篩法進行戴奧辛檢驗之發展成果，並由河內

越南國立大學Minh博士說明越南環境監測作

業與國家標準發展情況，馬來西亞及泰國之

政府環境部門代表則說明該國在戴奧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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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標準研訂、管制作業與污染場址管理

制度發展情況。 

2. 下午為戴奧辛污染場址整治工程參訪。本次

考察現地參訪對象為峴港機場場址。該場址

整治為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與越南防衛

省聯合專案的一部分，以土壤堆置體熱脫附

（In-Pile Thermal Desorption, IPTD）技術去受

橙劑污染土壤，首先應用於清理越南中部港

市峴港空軍基地附近面積約19公頃的土地，

預計於2012~2016年四年內完成整治工作，目

前已完成熱脫附主體設施興建完成。 

12 4 越南 台北 回程 

 

 

圖圖圖圖 1111、、、、本次本次本次本次研討會會場研討會會場研討會會場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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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署參加人員 

本次研討會本署參加人員單位如表 1 所示，含括產官學界人員，以充分於參

加會議期間與各國專家交流。 

表表表表 1111、、、、本次研討會我國參加人員單位本次研討會我國參加人員單位本次研討會我國參加人員單位本次研討會我國參加人員單位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陳元武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科長 

洪豪駿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管理會 

高級環境技術師兼代

組長 

張富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管理會 
助理環境技術師 

陳尊賢 台灣大學 教授 

張木彬 中央大學 教授 

林啟燦 海洋科技大學 教授 

紀凱獻 陽明大學 助理教授 

魏裕庭 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賴宜欣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任 

 

 
圖圖圖圖 2222、、、、本次會議與會之台灣代表本次會議與會之台灣代表本次會議與會之台灣代表本次會議與會之台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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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一一一一、、、、開幕演說開幕演說開幕演說開幕演說 

(一一一一) 越南越南越南越南橙橙橙橙劑劑劑劑/戴奧辛污染概述戴奧辛污染概述戴奧辛污染概述戴奧辛污染概述 

由第 33 辦公室之 Le Ke Son 博士介紹近年來越南政府對於污染場

址採取之作為。越南總理於 1999 年 3 月簽署成立第 33 辦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33, Office 33)，負責執行第 33 國家指導委員會

之戴奧辛相關事務協調及短中長期之技術研發與執行之單位，第 33 辦公

室並負責與美國國際發展署簽定備忘錄，針對越南境內戴奧辛污染場址

之調查、評估與整治相關作業。本次會議提供充分之機會與該辦公室重

要官員進行交流，並瞭解目前越南對於污染場址整治之需求。該辦公室

自 2000 年開始進行多項研究計畫，包括皮膚、血液、流行病學等方面之

研究。流行病學研究顯示越南受到橙劑暴露之退伍軍人之後代，其缺陷

比例明顯較未受到暴露退伍軍人之後代高。此外，越南政府並進行污染

處理技術之研究，包括掩埋處置、熱脫附破壞、球磨技術等。空氣、土

壤、地下水與底泥之環境監測作業亦持續進行，包括在 Bien Hoa Airbase、

Phu Cat Airbase、Da Nang Airport 等基地或機場。越南之橙劑問題目前仍

然非常嚴重，研究資源亦仍然缺乏，因此後續需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

作，以持續進行相關研究及整治工作。 

(二二二二) 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之污染情形之污染情形之污染情形之污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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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在越戰期間為削弱越共叢林游擊戰的優勢，在越南土地噴灑

含有大量「世紀之毒」戴奧辛（Dioxin）的落葉劑「橙劑」（Agent Orange），

橙劑亦稱橘劑、落葉劑、枯葉劑、落葉橘，可使樹葉掉落。橙劑得名於

其封裝在橙色條紋 55 加侖（210公升）的圓桶中以運送。其主要成份為

2,4,5-三氯苯氧乙酸（2,4,5-T）和 2,4-二氯苯氧乙酸（2,4-D），由於其含

有的雜質四氯雙苯環戴奧辛（2,3,7,8-Tetrachlorodibenzodioxin, TCDD，

戴奧辛的一種）屬於第一類致癌物質。當時於峴港(Da Nang)、邊和(Bien 

Hoa)及富吉(Phu Cat) 等三處空軍機場具有化學落葉劑之裝載、儲存、處

理工作，導致當地土壤和底泥之戴奧辛污染物濃度累積，並且對於附近

居民產生影響。有鑒於此，越南政府自 2012年執行之「國家行動計畫」，

期望於 2020 年完成三處軍用機場高污染熱點區之整治工作，有關越南

國內主要嚴重污染之場址狀況如下。 

1. 邊和邊和邊和邊和(Bien Hoa)空軍基地空軍基地空軍基地空軍基地 

邊和(Bien Hoa)機場在越戰期間係做為美軍保管枯葉劑之場

所，貯存之橙劑約 98000桶、白劑約 45,000桶以及藍劑約 16,300桶，

越戰期間有 2 次橙劑洩漏事件發生，造成約 25,000公升之橙劑洩漏。

依 據 越 南 標 準 TCVN 8183: 2009， 土 壤 戴 奧 辛 限 值 為 1,000 

ng-TEQ/kg，底泥戴奧辛限值為 150 ng-TEQ /kg，另依據越南依土地

使用用途之戴奧辛最大容許限值法令 QCVN 45:2012/BTNMT，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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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之土壤戴奧辛限值如表 2。本場址之戴奧辛已造成水中生物

及食物鏈之污染，在機場鄰近湖泊中所捕獲魚類，發現比平常約 1,500

倍之高濃度之戴奧辛被檢測確認。雞、鴨、蝦、螃蟹、池塘蝸牛等之

脂肪部分被檢測出戴奧辛濃度高出平常 200倍。此外，以同一區域居

民 400 人為對象所進行血液檢測結果，其中 43 人血液中戴奧辛濃度

較平常高出 33 倍。邊和(Bien Hoa)機場 Z1 區域受戴奧辛污染土壤濃

度約為 15-13,300 ppt (TEQ)，大約 9 萬 4,000立方公尺已被挖除貯存，

其他污染區域包括 PACE IVY 區域 6-7 公頃、Z1 南邊區域 5-6 公頃及

機場內之池塘 5-6 公頃等(圖 3)。 

 

表表表表 2、、、、越南依土地使用用途之戴奧辛最大容許限值越南依土地使用用途之戴奧辛最大容許限值越南依土地使用用途之戴奧辛最大容許限值越南依土地使用用途之戴奧辛最大容許限值 

依土地使用用途之土壤分類 最大容許濃度(maximum 

concentration allowed) 

ng/kg (ppt) TEQ 

Crop land 40 

Forest land or land for perennial trees  100 

Rural residential land 120 

Urban residential land 300 

Land used for recreation purposes 600 

Land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1,200 

Land used for industrial purposes 1,200 

資料來源：Vietnamese regulation QCVN 45:2012/BTN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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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邊和邊和邊和邊和(Bien Hoa)機場土壤戴奧辛調查結果機場土壤戴奧辛調查結果機場土壤戴奧辛調查結果機場土壤戴奧辛調查結果 

2. 峴港峴港峴港峴港(Da Nang)機場機場機場機場 

峴港機場在越戰期間係做為藥劑噴灑行動之基地，貯存、運

輸、運作之橙劑約 52,700桶、白劑約 29,000桶以及藍劑約 5,000桶，

污染調查結果顯示在原貯存區域、混裝區域及北方之池塘附近土壤及

池塘底泥均有受到污染，最高濃度達到 20,600 ppt (TEQ) (圖 4)，針對

池塘中魚體採樣結果顯示(圖 5)，機場北邊區域池塘之魚體內戴奧辛

含量有許多超過美國、加拿大或歐盟之攝入標準。2011年美國國會通

過了向越南繼續投入 1,850萬美元用以執行戴奧辛清理工作，其中有

1,550萬美元被用於峴港 Da Nang地區的戴奧辛清理，並預計於 2015

年前完成清理。 



 

9 

 

圖圖圖圖 4、、、、峴港機場場址土壤採樣結果峴港機場場址土壤採樣結果峴港機場場址土壤採樣結果峴港機場場址土壤採樣結果 

 

圖圖圖圖 5、、、、峴港機場場址池塘魚體採樣結果峴港機場場址池塘魚體採樣結果峴港機場場址池塘魚體採樣結果峴港機場場址池塘魚體採樣結果 

3. 富富富富吉吉吉吉(Phu Cat)空軍基地空軍基地空軍基地空軍基地 

富吉縣空軍基地位於越南中部平定省，在越戰期間係做為藥劑

噴灑行動之基地，貯存、運輸、運作之橙劑約 17,000桶、白劑約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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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以及藍劑約 29,000桶，場址原貯存區域、混裝區域土壤及湖泊底泥

內均受到戴奧辛污染，其中土壤戴奧辛之最高濃度達到 37,710 ppt 

(TEQ) (表 5 及圖 6)。本場址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以及全球環

境基金(GEF)出資興建專門用來隔離封存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大

約有 7,500立方米富吉縣空軍基地清理出之受污染土壤及底泥運輸至

此地進行安全填埋。 

 
表表表表 3、、、、富吉空軍基地土壤戴奧辛採樣結果富吉空軍基地土壤戴奧辛採樣結果富吉空軍基地土壤戴奧辛採樣結果富吉空軍基地土壤戴奧辛採樣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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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三處軍用機場高污染熱點區採樣結果比較三處軍用機場高污染熱點區採樣結果比較三處軍用機場高污染熱點區採樣結果比較三處軍用機場高污染熱點區採樣結果比較 

 

二二二二、、、、越南橙劑造成戴奧辛污染越南橙劑造成戴奧辛污染越南橙劑造成戴奧辛污染越南橙劑造成戴奧辛污染熱點熱點熱點熱點之管理之管理之管理之管理 

本項主題由 Nguyen My Hang博士介紹越南富吉(Phu Cat)空軍基地戴奧

辛污染場址之管理情形。越南對於戴奧辛污染場址之管理策略係採用二階

段，第一階段為污染土壤之挖除及貯存，並同步進行土壤處理方法之模廠試

驗，第二階段為挖除土壤之處理。該場址之污染土壤開挖後暫存於現地所興

建之暫時性掩埋場進行貯存等待後續處理。開挖作業配合採樣確認，並以 30

公分之深度為單位，逐步向下開挖，開挖至檢測結果符合標準之深度為止。

暫存掩埋場之結構如圖 7 所示，設置完成之現場照片如圖 8，其底層舖設 2

層之 HDPE做為滲出水收集與洩漏偵測使用，頂部之結構設計則設計一定之



 

12 

坡度使雨水排水順暢為主要考量，防止雨水入滲進入掩埋場，滲出水收集至

處理場(圖 9)後以活性碳處理後排放，該掩埋場目前共貯存 7,500立方公尺之

污染土壤。 

整治作業除工程技術之考量外，對於民眾參與與風險管理亦有實際之

作為，整治單位製作多種宣傳摺頁、宣導手冊(附件 2)，以淺顯易懂之文字

或以漫畫方式，說明場址內污染物可能造成之危害，以及如何預防接觸，例

如不要食用場址內補獲之魚類、避免進入場址遊玩等。透過宣導資料之發

放，使場址週圍民眾知道可能面臨之風險或危害，避免造成危險之行為。 

 

 

圖圖圖圖 7、、、、富吉富吉富吉富吉(Phu Cat)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結構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結構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結構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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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8、、、、富吉富吉富吉富吉(Phu Cat)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完成照片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完成照片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完成照片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完成照片 

 

圖圖圖圖 9、、、、富吉富吉富吉富吉(Phu Cat)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滲出水處理場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滲出水處理場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滲出水處理場空軍基地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場滲出水處理場 

 

 

三三三三、、、、歐盟以健康風險為基礎之管理歐盟以健康風險為基礎之管理歐盟以健康風險為基礎之管理歐盟以健康風險為基礎之管理 

本項主題由法國 HPC公司之 Frank Karg博士介紹歐盟國家採用以風險

為基礎之場址管理方式，利用風險評估執行結果及可接受風險，決定污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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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之處理方式與整治目標(圖 10)，而歐洲一般可接受致癌風險值為十萬分之

一，非致癌風險必須小於一。其中對於土壤中戴奧辛之管制標準，亦採用以

風險評估方法推估，此外，主講人特別提到風險評估之參數與假設不可淪為

黑箱作業，由評估者或決策者來操控影響結果，必須以客觀、符合需求與實

際狀況之概念來進行評估。依據歐盟戴奧辛策略，以整合食品相關法令來降

低戴奧辛暴露情形，在法令中納入嚴格及具有彈性之最大攝入或食品限值，

並納入行動值做為食品中濃度高過背景值時啟動相關行動之依據，並有早期

預警之功能，此外，亦在法令中納入目標值以確保大多數歐盟居民之暴露量

在食品科學委員會之限值以內。 

 

圖圖圖圖 10、、、、依據風險評估研訂場址整治目標依據風險評估研訂場址整治目標依據風險評估研訂場址整治目標依據風險評估研訂場址整治目標圖圖圖圖 

 

四四四四、、、、越南越南越南越南峴港機場峴港機場峴港機場峴港機場戴奧辛場址鄰近居民母乳中戴奧辛濃度戴奧辛場址鄰近居民母乳中戴奧辛濃度戴奧辛場址鄰近居民母乳中戴奧辛濃度戴奧辛場址鄰近居民母乳中戴奧辛濃度與嬰兒暴露情形與嬰兒暴露情形與嬰兒暴露情形與嬰兒暴露情形 

本主題由越南環境部戴奧辛實驗室 Nguyen Hung Minh博士說明越南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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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場戴奧辛場址鄰近居民母乳中戴奧辛濃度與嬰兒暴露情形研究成果，本

研 究 採 取 27 個 峴 港 機 場 污 染 場 址 附 近 四 個 區 域 之 母 乳 樣 品 ， 以

HRGC/HRMS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母乳中戴奧辛 PCDD/PCDFs之濃度

約為 103-203 pg/g lipid間，轉換為毒性當量為 8.1 -26.4 (pg-TEQ/g lipid)，

2,3,7,8-TCDD and 1,2,3,7,8-PeCDD為同源物之主要成份，與來自非污染場址

之母乳中主要同源物為 1,2,3,7,8-PeCDD and 2,3,4,7,8-PeCDF具有明顯之差

異。該研究估計嬰兒之平均每日攝取量推算如表 4，高於 WHO 的標準 4 pg 

TEQ/kg bw/day。因此建議需要針對該區域之健康情形與戴奧辛污染之關係

進一步研究及了解。 

 

表表表表 4、、、、峴港機場場址鄰近區域嬰兒戴奧辛攝取量峴港機場場址鄰近區域嬰兒戴奧辛攝取量峴港機場場址鄰近區域嬰兒戴奧辛攝取量峴港機場場址鄰近區域嬰兒戴奧辛攝取量 

 

 

五五五五、、、、越南戴奧辛污染處理技術越南戴奧辛污染處理技術越南戴奧辛污染處理技術越南戴奧辛污染處理技術 

由越南 Office 33之 Nguyen Van Minh博士介紹於越南戴奧辛污染土壤

曾使用過之技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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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2009年時曾經於峴港機場進行生物整治技術之模場試驗，針對 40,000

到 50,000 ppt之污染土壤，經過 6 個月之處理後，其去除效率僅約

25%-40%左右。 

2. 紐 西 蘭 之 機 械 化 學 破 壞 法 (mechano-chemicaldestructiontechnology, 

MCD)：由聯合國發展基金所支援之第一個使用於越南之整治技術，利

用鋼珠高速碰撞之能量來破壞戴奧辛分子結構，其設備如圖 11 所示。經

過 100 立方公尺土壤之試驗，其破壞率界於 23.9%-99.7%，處理成本為

每立方公尺約 500美元，試驗結果顯示可行性不高。 

 

圖圖圖圖 11、、、、處理戴奧辛污染土壤之球磨機處理戴奧辛污染土壤之球磨機處理戴奧辛污染土壤之球磨機處理戴奧辛污染土壤之球磨機 

3. 現地熱脫附(In Situ Thermal Desorption ISTD)及現地堆置熱脫附(In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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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Desorption IPTD)：本技術使用於峴港機場 72,900立方公尺土壤

之處理，總處理費用約 8,400萬美元，每立方公尺土壤處理平均價格為

1,152美元。 

4. 主動式掩埋法(Active Landfilling)：主動式掩埋法係以生物整治方法與掩

埋法之結合，將污染土壤至於密閉之掩埋結構體中，結構體以天然及人

工材料將污染土壤與環境隔離及密封(圖 12)，利用土壤中微生物分解有

毒污染物。該方法運用在邊和機場貯存約 94,000立方公尺，富吉空軍基

地則貯存約 7,500立方公尺，該方法費用較低，每立方公尺約為 150-200

美元。 

針對整治技術之比較如表 5 所示，邊和機場污染土壤經過模廠試驗結

果顯示，目前適合採用之技術為主動式掩埋及 IPTD 或 ISTP 方法，對於戴

奧辛濃度 10,000 ppt (TEQ)以上之土壤使用 IPTD 或 ISTD，對於戴奧辛濃度

小於 10,000 ppt (TEQ)之土壤使用掩埋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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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2、、、、越南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結構示意圖越南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結構示意圖越南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結構示意圖越南戴奧辛污染土壤掩埋結構示意圖 

 

表表表表 5、、、、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各項整治技術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各項整治技術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各項整治技術越南戴奧辛污染場址各項整治技術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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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場址使用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場址使用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場址使用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場址使用 IPTD 方法整治介紹方法整治介紹方法整治介紹方法整治介紹 

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於 2008年至 2009年間起開始與越南第 33 辦

公室合作並簽署備忘錄以建立峴港機場整治計畫之架構，在 2010 年完成環

境影響評估並推薦使用熱脫附技術處理污染土壤，越南總理於 2011 年批准

峴港機場整治計畫，並於 2012年 8 月開始執行整治計畫，峴港機場場址整

治分為二階段進行，本場址所採用之熱脫附技術為土堆熱脫附技術(In-Pile 

Thermal Desorption, IPTD)，IPTD 為在一完全密閉隔離之圍阻體中進行現地

熱脫附作業之技術，以大型圍阻體將污染土壤密閉包覆起來，圍阻體可容納

之土壤體積約 45,000立方公尺，內部埋設加熱元件、溫度監測、氣體抽除、

清水注入設施等管線，經過熱脫附後所蒐集氣體再經過冷凝、活性碳吸附等

程序後排放至空氣中(如圖 13)，因此，可視為現地熱脫附方法之離地版本。

IPTD 處理設施之結構如圖 14 所示，於土堆底部鋪設不透水布阻隔，四周之

圍阻體以預鑄之混凝土塊向上堆置而成(如圖 15)，並於土堆之底部與最上層

鋪設滲出水及雨水排水管線設施。處理過程中熱脫附產生之氣體經過冷凝及

氣液分離後，氣體與液體分別經過大量之活性碳吸附後排放。為有效控制土

堆內部之溫度分布，整個土堆內設置 448 個溫度感測點以及 8 個壓力檢測

點，排放之液體及氣體均定時進行檢測分析。在執行進度方面，已於 2013

年 6 月完成結構體與設備之設置(圖 16 及 17)，且由於部分污染土壤已挖出

暫存，故將暫存之土壤直接填入完成之圍阻體，2014年進行第一階段為熱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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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施設置與整治作業，第二階段包括開挖、乾燥及第一階段處理土壤之移

除，2015年持續進行第二階段包括開挖、乾燥及填入圍阻體、整治系統安裝，

2016年進行後續整治及整治完成土壤移除及場址復原。 

 

圖圖圖圖 13、、、、IPTD 處理技術之管線流程圖處理技術之管線流程圖處理技術之管線流程圖處理技術之管線流程圖 

 

 

圖圖圖圖 14、、、、IPTD 土壤戴奧辛處理技術設施結構圖土壤戴奧辛處理技術設施結構圖土壤戴奧辛處理技術設施結構圖土壤戴奧辛處理技術設施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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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5、、、、IPTD 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圖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圖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圖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圖 

 

圖圖圖圖 16、、、、IPTD 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結構體建造情形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結構體建造情形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結構體建造情形技術之土壤堆置結構結構體建造情形 

 

圖圖圖圖 17、、、、IPTD 技術之土壤堆置施工作業情形技術之土壤堆置施工作業情形技術之土壤堆置施工作業情形技術之土壤堆置施工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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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瑞典戴奧辛盤查與整治經驗瑞典戴奧辛盤查與整治經驗瑞典戴奧辛盤查與整治經驗瑞典戴奧辛盤查與整治經驗 

瑞典 Umeå 大學 Mats Tysklind博士就瑞典戴奧辛盤查與整治經驗進

行介紹，瑞典國內估計約有 80,000個污染場址，其中大約 25%屬於伐木或

木材加工有關，而在污染物方面約有 11%場址為戴奧辛所污染，戴奧辛污染

場址之污染物濃度約為 100 – 1000 ng TEQ/ kg dw。瑞典利用多變量統計方法

(PMF 方法)重建污染可能之來源以及分析各來源之貢獻程度，其概念如圖  

所示，運用戴奧辛同源物之指紋圖譜，並分析假設具有 6 個主要之污染物來

源，經過分析顯示沿岸之戴奧辛主要貢獻來源為大氣沉降。 

 

圖圖圖圖 18、、、、多變量統計方法多變量統計方法多變量統計方法多變量統計方法(PMF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重建污染可能之來源概念重建污染可能之來源概念重建污染可能之來源概念重建污染可能之來源概念 

八八八八、、、、依真實暴露情境調整監測依真實暴露情境調整監測依真實暴露情境調整監測依真實暴露情境調整監測、、、、評估與整治措施評估與整治措施評估與整治措施評估與整治措施 

由捷克之 Daniel Svoboda博士說明如何以風險評估為基礎進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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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之監測、評估與整治。以風險評估進行場址管理時，必須先蒐集區域特

性資料，建構污染物傳輸之場址概念模式後，分析暴露情境及途徑，例如鄰

近污染區域或下游居民與動物之誤食、工作人員之吸入、皮膚接觸及食物攝

入等(圖 19)，以峴港場址為例，生活於機場範圍內之民眾，其受到之暴露除

了與土壤、底泥、揚塵及地表水之接觸外，亦可能包含使用地下水清洗及飲

用。生活在機場外之民眾則可能受到流至場址外之土壤、底泥顆粒或地表

水。透過前述可能暴露途徑之分析，計算受體可能之暴露劑量，可計算受體

承受之風險。依據評估結果飲用水途徑之致癌風險約在 10-6，除高污染區域

誤食土壤之致癌風險達到 10-4，其餘區域為 10-8 左右，食用魚類之致癌風險

則達到 10-4。因此，針對該場址可採取之措施提出建議，包括防止與水之接

觸及避免食用該區域之魚類。 

 

圖圖圖圖 19、、、、污染傳輸概念模式污染傳輸概念模式污染傳輸概念模式污染傳輸概念模式 



 

24 

九九九九、、、、我國運用生物快篩法進行戴奧辛檢驗之發展成果我國運用生物快篩法進行戴奧辛檢驗之發展成果我國運用生物快篩法進行戴奧辛檢驗之發展成果我國運用生物快篩法進行戴奧辛檢驗之發展成果 

本項主題由本署環境檢驗所陳元武科長發表我國在戴奧辛生物快篩

檢驗方面之經驗與成果，清楚的就檢驗時間的大幅縮短、成本降低、及準確

度提高等三面向進行說明。本署在 1996建立台灣第一個戴奧辛分析實驗室，

並陸續取得 HRMS 及 CALUX 之國際認證，因應國內逐漸增加之污染場址

與食品檢驗分析需求，由於傳統化學法之作業時間較長且所需費用高，因此

開始發展篩試技術，並改良傳統化學分析方法。本署在 2004 年即開始針對

國外生物快篩方法進行研究，分別就 DR-CALUX、ELISA、Procept®及

XDS-CALUX 等方法進行研究，生物快篩方法具有快速、低成本、分析能量

擴充迅速、無僞陰性與低偽陽性及具低濃度敏感性等特性。台灣亦由國家衛

生研究院發展出本土細胞株可提供 CALUX 分析，並已取得專利。本署並持

續協助民間機構建立生物快篩之技術，目前我國已有 7 個單位具有分析能

力。此外，陳元武科長亦介紹我國執行全國土壤戴奧辛調查之狀況，已於 2013

年完成第一階段之調查，調查結果如圖 20 所示。本署在戴奧辛分析方法已

朝向費用更低、時間更短及分析量能更高之方向發展，在分析成本方面由過

去每個化學分析樣品需要 1,700美元，到現在每個篩試樣品只要 200美元，

時間也從一個月縮短至 5 天，可大幅提升應用層面，並提供一個更為綠色之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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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0、、、、我國第一階段我國第一階段我國第一階段我國第一階段土壤土壤土壤土壤戴奧辛調查成果戴奧辛調查成果戴奧辛調查成果戴奧辛調查成果 

 

十十十十、、、、馬來西亞管制作業與污染場址管理制度發展馬來西亞管制作業與污染場址管理制度發展馬來西亞管制作業與污染場址管理制度發展馬來西亞管制作業與污染場址管理制度發展 

馬來西亞環境與自然資源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代表 IjanKhushaida分享該國在戴奧辛管

制相關法令制定之過程與狀況。馬來西亞有關環境保護之法令始於 1974 年

所公布之環境品質法(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透過制定標準、

書面同意、許可制度等來控制污染，並以土地使用計畫、區域計畫納入環境

考量及環境影響評估來防止污染產生。在 2004 年時將戴奧辛與 Furan納入

環境品質規則(Environmental Quality (Dioxin and Furan) Regulations)中，適用

於都市垃圾焚化爐、常態廢棄物焚化爐、紙漿污泥焚化及下水道污泥焚化

等，空氣排放標準設定在 0.1ng/Nm3 TEQ。2005年將經常性廢棄物(Schedu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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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s)納入該法進行流向管理，常態性廢棄物分為五類，並包含戴奧辛類廢

棄物，並採取與我國類似之申報以及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制度。 

馬來西亞對於土壤污染相關法令近年來持續進行研訂當中，雖然有

關土壤污染之法律尚未完成訂定，但該國已出版三冊有關污染場址調查、評

估與整治之相關指引，針對土壤中戴奧辛之含量亦訂有篩選值。馬來西亞於

近年來才提出污染場址管理相關規範，2009 年該國自然資源及環境部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訂定污染土地管理及控制指

引(Contaminated Lan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Guidelines)，共分場址篩選、

調查評估及整治執行等 3 冊。場址判定以篩選基準判斷是否具有污染可能，

達篩選基準者需進行健康風險評估，健康風險評估結果達到不可接受風險

時，應進行清理整治工作，該國之篩選基準(SSL) 制定係參考美國區域篩選

基準(regional screen level)訂定方法，以全國通用預設情境及適用參數，由健

康風險評估方法推估。場址整治則必須依據場址特性訂定整治目標，當場址

需要進行清理行動時，必須依據場址特性訂定場址目標值(site-specific target 

level)做為整治目標，即採用風險評估方式推估。當場址之暴露情境符合篩

選基準訂定之暴露假設時，亦可直接以篩選基準作為整治目標。馬來西亞以

風險為基準之場址管理流程如圖 21，其戴奧辛類之環境介質標準如表 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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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馬來西亞以風險為基準之場址管理流程馬來西亞以風險為基準之場址管理流程馬來西亞以風險為基準之場址管理流程馬來西亞以風險為基準之場址管理流程 

 

表表表表 6、、、、馬來西亞戴奧辛類之環境馬來西亞戴奧辛類之環境馬來西亞戴奧辛類之環境馬來西亞戴奧辛類之環境介質介質介質介質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Analyte Residential 

Soil 

(mg/kg) 

Industrial 

Soil 

(mg/kg) 

Residential 

Air  

(ug/m3) 

Industrial 

Air  

(ug/m3) 

Tapwater 

(ug/L) 

Hexachlorodibenzo-p-d

ioxin 
4.5E-05 1.8E-03 6.4E-07 3.2E-05 5.2E-06 

Hexachlorodibenzo-p-d

ioxin,Mixture 
9.4E-05 3.9E-03 1.9E-06 9.4E-05 1.1E-05 

2,3,7,8-Heptachlorodib

enzo-dioxin(HpCDD) 
4.5E-04 1.8E-02 6.4E-06 3.2E-04 5.2E-05 

Octachlorodibenzo-P-D

ioxin(OCDD) 
1.5E-02 6.1E-01 2.1E-04 1.1E-02 1.7E-03 

2,3,7,8-Pentachlorodibe

nzo-P-Dioxin(PeCDD) 4.5E-06 1.8E-04 6.4E-08 3.2E-06 5.2E-07 

2,3,7,8-Tetrachlorodibe

nzo-p-Dioxin(TCDD) 
4.5E-06 1.8E-04 6.4E-08 3.2E-06 5.2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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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Daioh Shunyo 公司之戴奧辛污染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公司之戴奧辛污染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公司之戴奧辛污染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公司之戴奧辛污染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 

由日本 Daioh Shunyo公司進行海報發表，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採用

分段間接加熱方式，分別以攝氏 200 度、400 度及 600 度之過熱蒸氣(super 

heated steam)加熱土壤，在 600度時有機物與戴奧辛將氣化或分解，分離之

氣體再以 900~1,000度之蒸氣分解(圖 22)。過熱蒸氣由於輻射熱、冷凝熱之

傳導而具有較佳熱效率，利用過熱蒸氣與戴奧辛水解、熱解與氧化之反應來

破壞戴奧辛產生 H2、CO、CO2 及 HCL，再輔以後端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

最後以活性碳吸附後排放。以位於神戶之一個場址為例，其高污染土壤量約

為 4,334立方公尺、輕微污染土壤量約為 5,090立方公尺，戴奧辛含量最大

為 3,200 pg-TEQ/g，法令目標值為 150 pg-TEQ/g，本場址已於 2010年 3 月

完成處理，處理後土壤戴奧辛濃度均在 10 pg-TEQ/g以下。 

 

圖圖圖圖 22、、、、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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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3、、、、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設施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設施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設施土壤現地熱蒸氣處理系統設施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峴港機場橙劑污染場址現場參訪峴港機場橙劑污染場址現場參訪峴港機場橙劑污染場址現場參訪峴港機場橙劑污染場址現場參訪 

本次現場參訪之污染場址其整治工程規劃由美國 CDM International, 

Inc. (CDM)公司、協同 TerraTherm公司共同執行。該場址採用一現場堆置熱

脫附技術(In-Pile Thermal Desorption, IPTD)技術，與離地熱脫附不同之處在

於：1)IPTD 採用大量批次處理，處裡設施空間大，而一般離地熱脫附設施

必須預先過篩，將較大顆粒碎石篩除、2)一般離地熱脫附設施會受到顆粒大

小、有機質、其他雜質影響進行參數調整，IPTD 受這些因素影響不大、3)IPTD

產生之噪音較低，叫不影響周遭居民、4)具有較大之批次處理量並可彈性調

整。該技術以 330℃溫度加熱土堆，並以約三個月的停留時間及密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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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土壤中戴奧辛由土壤中脫附並分解，輔以活性碳吸附等尾氣污染防治設

計，以確保整治作業完整順利，現場參訪之情況如圖 24~圖 26 所示。 

 

 

 
圖圖圖圖 24、、、、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 IPTD 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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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5、、、、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 IPTD 上部管線施工情形上部管線施工情形上部管線施工情形上部管線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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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6、、、、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峴港機場戴奧辛污染土壤整治設施 IPTD 後端處理設施及供電設施後端處理設施及供電設施後端處理設施及供電設施後端處理設施及供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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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 本次會議中，由本署環檢所陳元武科長發表我國在戴奧辛生物快篩檢驗方面

之經驗與成果，以檢驗時間的大幅縮短、成本降低、及準確度提高等三面向

跟與會人員分享，引起越南與其他國家代表之關注，越南方面人員表示有意

願進行相關交流，建議後續可與越南相關人員保持聯繫，以推廣我國於戴奧

辛檢測技術發展之成果。 

二、 越南第 33 辦公室人員及相關與會學者對於我國污染場址調查、管理與整治

之制度表現出高度之興趣，表達出後續合作與交流之意願，建議未來可於相

關國際性活動中主動邀請本次會議與會之越南官員與學者，持續建立良好之

交流與合作管道，並有助於我國污染整治產業之國際化與市場拓展。 

三、 本次研討會中，多位學者提出以風險為基礎場址管理策略，除依風險評估精

神研訂相關環境標準或清理基準外，對於場址之管制亦確實納入風險管理措

施，我國目前土壤地下水管制標準之制定亦搭配風險評估方法進行修正研擬

中，未來可參考國外相關做法，除國外資料彙整、風險評估推估外，亦納入

社會經濟影響之評估，此外，國外法令標準之目的與管制方式，與我國具有

一定之差異，亦必須納入考量。 

四、 峴港機場場址於整治工法使用與目前常見戴奧辛污染場址整治工法不同之

方式，越南方面學者在參訪時亦針對該工法技術之可能影響與效能等議題提



 

34 

出多項質疑與問題，因此，對於污染場址之整治未來應加強民眾溝通及參與

之工作，減低場址改善作業所面臨之阻礙。 

五、 在場址現場參訪活動部分，由該場址之美國承包商負責解說，場區參觀時動

用多位之工作人員分工解說，包括環境法規、系統設計、專案管理等人員，

負責相關議題之說明，其分工方式值得國內類似整治作業參考。此外，美國

對於本場址污染整治技術考量以減低對周遭環境之影響為優先，因此，設計

出可以一次處理大量污染土壤之工法，其決策考量值得我國在進行場址整治

時作為參考。 

六、 越南、美國政府及聯合國組職對於峴港機場場址進行調查及整治作業之過

程，有實際執行風險溝通作業，利用宣導資料、手冊等，以簡易明白之內容，

告知周圍民眾可能面臨的危險跟因應措施，此為風險管理之典型例子，值得

我國在污染場址管理上參考，尤其目前推動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制度，如能

參考該場址之方式，建立適合我國之方法，應可更為順利推動風險評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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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參考參考參考參考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一、 環 境 保 護 署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 POPs ） 資 訊 網 站 ，

http://ivy1.epa.gov.tw/Dioxin_Toxic/NewDefault.aspx 

二、 「Sharing lessons-Learned: POPs/Dioxin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論文集。 

三、 「Sharing lessons-Learned: POPs/Dioxin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網站，http://dioxinworkshop201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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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Sharing Lessons-Learned  

Dioxin/POPs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 

 

Workshop Agenda  

 

Pullman Beach Resort, Da Nang, Vietnam 

 

December 1-4, 2013 

 

  

DAY 1: Sunday, December 1
st

, 2013  

 

18:00 Welcome Reception 

 

DAY 2: Monday, December 2
nd

, 2013 

 

 

Morning: 08:00 ~ 12:30 

 

08:00 ~ 08:30 Registration 

 

08:30 ~ 08:40 Introduction of the Purpose of Workshop 

Office 33 

 

08:40 ~ 09:00 Opening Speech 

MONRE UNDP 

 

Key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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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09:30 Assoc. Prof. Dr. Le Ke Son, Vietnam 

Agent Orange/Dioxin issue in Vietnam: environmental, health, 

overcoming activities and challenges -Sharing experiences in Vietnam- 

 

20 min for each presenter and 10 min for Q&A 

 

First session: Dioxin Contamination Assessment  

Chair: Dr. Frank Karg, HPC Envirotec S.A., France and Prof. Dr. Kido Teruhiko, Kanazawa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troduce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for dioxin and other 

co-contaminants. 

        

09:30 Agent Orange/Dioxin contamination assessment a nd contamination in 

Viet Nam 

                             Msc. Nghiem Xuan Truong, VRTC, Vietnam & 

                             Dr. Nguyen My Hang, Dioxin Project/Office 33, 

Vietnam  

  

10:00 Health risk based Dioxin & POP Management in EC: European 

Community: PCDD/F-& PCB-Contaminations & Methodology for site 

investigations,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Dr. Frank Karg, HPC, Envirotec S.A, France 

 

10:30 Levels of PCDD/Fs in breast milk of women living in the vicinity of Da 

Nang AO Hotspot and Assessment of Infant’s Daily Intake  

                             Dr. Nguyen Hung Minh, Dioxin Lab, Vietnam 

 

11:00                  Tea Break 

 

 

11:30 Steroid hormone as an early indicator of dioxins-induced health effects 

on humans 

                              Prof. Dr. Kido Teruhiko, Kanazaw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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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Lunch   

 

Afternoon: 14:00 ~ 17:00  

 

Second session: Management and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for dioxin 

contaminants  

Chair: Prof. Mats Tysklind,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and Dr. Mitsugu Saito, UNDP 

 

Objective: To update the state of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dioxin/POPs remediation. 

 

14:00 Selection of Technology for dioxin treatment in Vietnam 

                              Dr. Nguyen Van Minh, Member of Consultation 

counci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33 

 

14:30 ISTD/IPTD technology in Da Nang airbase 

                              Mr. Jame Brown, USAID 

 

15:00 Bio-remediation Potential for Dioxin 

                              Mr. John Mackernan, USEPA 

 

15:30                    Tea Break 

 

16:00 Experiences from dioxin inventories and Remedial actions at Dioxin 

contaminated sites in Sweden 

  Prof. Dr. Mats Tysklind,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16:30 Adjusting monitoring,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measures to the 

real exposure scenarios 

     Mr. Daniel Svoboda, Development Worldwide, Czech Republic 

 

 

 

DAY 3: Tuesday, December 3
rd

, 2013 

 

 

Morning: 08:3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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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session: Dioxin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 

Program 

Chair: Mr. Yuan Wu C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aiwan and Dr. Tu 

Binh Minh, VNUH 

Objective: To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n 

dioxin control and monitoring. 

 

08:30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s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industrial    standard guideline values in Vietnam: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  

                     Dr. Tu Binh Minh, VNUH 

 

09:00 Dioxin levels in Thailand and Monitoring implementing of Dioxin levels 

Dr.Pattanan Tarin, Waste and Hazardous Substance Management Bureau, PCD, 

Thailand  

 

 

09:30 Contaminated land management in Malaysia: focus on dioxin control 

Ms.Ijan Khushaida Mohd Ja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OE, Malaysia  

 

10:00                   Tea Break 

 

10:30 Utilizing Bioassay Screening Method to Investigate Dioxin 

Concentration in Soil for a Large Coverage Area in Taiwan 

                     Mr. Yuan Wu C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R.O.C, Taiwan 

 

11:00                   Summary and closing: Office 33 and UNDP 

                             Group Photo 

 

11:30:                  Lunch 

 

Afternoon 13:00 ~ 16:00 

 

POSTER from 13:00 – 14:00 at Lobby of Lotus Meeting Room 

 

POPs contamination in Vietnam: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Dr. Nguyen Anh Tuan, VEA,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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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ite treatment of Dioxins-contaminated soil using Super-heated Steam 

Junichi Hyakudai, Daioh-Sinyo Co., Ltd, Japan 

 

A case study: using low temperature thermal desorption (LTTD) to successfully treat 

24,000 Tons of Herbicides Orange and Dioxin Impacted soil on the 

Johnston Atoll US Military Base 

Thaddeus Kuzniar, ESS 

 

Apply the passive air sampler with polyurethane foam filter for seasonal monitoring 

PCDDs/PCDFs 

Sau TK, Truong NX, Vietnam-Russia Tropical Centre, MOD 

 

Remediation of PCDD/F - And Mecury - Contaminated soil with continuous pyrolysis 

technology 

Chang Moobee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in 

 

Risk assessment of dioxin contaminated sites in Sweden 

                              Jens Johannisson, Sweden 

 

Visit Da Nang Airbase from 14:00 ~ 16:00:  

14:00 depart at gate of Pullman Beach Resort 

 

 

18:00                   Gala Dinner 

 

 

 DAY 4: Wednesday, December 4th, 2013   

 

Morning:             Departure  

 

 



 

41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more to be announced) 

Registration and manuscript submission 

 

Assoc. Prof. Dr. Le Ke Son - Office 33,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Vietnam 

Prof.  Dr. Kido Teruhiko - Kanazawa University, 

Japan 

Prof. Math Tysklind - Umae University, Sweden 

Dr. Frank Karg - HPC Envirotec S.A., France 

Dr.  Yuan Wu Chen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aiwan 

Ms. Dang Thi Ngoc Chau - Dioxin Project, 

Vietnam 

Email: ngocchau.dang@gmail.com 

Ms. Tran Nguyen Van Ha – Dioxin Project, 

Vietnam 

Email: vanhatn2005@gmail.com 

Mr. Nguyen Trung Kien – Dioxin Project, 

Vietnam 

Email: trungkienguyen@gmail.com 

Dr. Nguyen My Hang - Office 33/Dioxin 

Project, Vietnam 

Email: nguyen.my.hang@gmail.com 

Tel: +84 4 3773 8760 

Fax: +84 4 3773 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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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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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本署本次本署本次本署本次本署本次研討會發表內容簡報研討會發表內容簡報研討會發表內容簡報研討會發表內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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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公務出國期間國外人士個人資料彙整表公務出國期間國外人士個人資料彙整表公務出國期間國外人士個人資料彙整表公務出國期間國外人士個人資料彙整表 

會議/活動 

名稱 
姓名 單位及職稱 國別 專長領域 

會晤日

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我方接洽者姓

名職稱 

交流 

內容 

備

註 

Sharing 

lessons-Lear

ned: 

POPs/Dioxi

n pollution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in Vietnam

研討會 

Le Ke 

So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The Vietnam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on 

越南 
場址污染整

治 

102.12.

02 

84 (4) 

3773-6354 

leson@monre

.gov.vn 

陳元武科長 

洪豪駿高級環

境技術師兼代

組長 

戴奧辛管

理制度與

整治 

 

Nguyen 

Hung 

Minh 

Dioxin 

Laboratory,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Vietnam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on 

越南 戴奧辛分析 
102.12.

02 

84 (4) 

3872-8434 

nhminh_33@

monre.gov.vn 

陳元武科長 

洪豪駿高級環

境技術師兼代

組長 

戴奧辛管

理制度與

整治 

 

Tu Binh 

Minh 

河內越南國立大

學 
越南 化學分析 

102.12.

02 
 

tubinhminh@

gmail.com 

陳元武科長 

洪豪駿高級環

境技術師兼代

組長 

戴奧辛管

理制度與

整治 

 

Ijan Waste and 馬來 廢棄物管理 102.12. 603-8871211 ijan@doe.gov陳元武科長 戴奧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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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ushai

da Mohd 

Jan 

Hazardous 

Substance 

Management 

Bureau, PCD 

西亞 02 6 .my 洪豪駿高級環

境技術師兼代

組長 

理制度與

法令 

Pattanan 

Tari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OE 

泰國 戴奧辛管制 
102.12.

02 
66 2 298 2766 

pattanan@pcd

.go.th 

陳元武科長 

洪豪駿高級環

境技術師兼代

組長 

戴奧辛管

理制度與

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