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會議） 

 

 

 

 

赴中國大陸參加「第 24屆中國大氣

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 

 

 

 

 

 

 

服務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姓名職稱： 蔡宜君技士、邱慶睿環境監測技術師 

派赴國家： 中國山東省 

出國期間： 107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6 日 

報告日期： 107 年 1 月 8 日 



I 
 

摘要 

由於空氣品質受氣象條件影響顯著，我國空氣品質於特定季節常受大陸沙

塵與霾害長程傳輸移入影響，為有效掌握大陸空氣品質資訊、污染控制技術與策

略，增進我國空氣品質預報及改善措施，學習中國大陸在污染控制技術與策略、

大氣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最新學術研究成果，供本署相關預報技術之參考，於 2018

年 11月 3日至 4日出席「第 24屆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會議地點為

中國大陸山東省青島市。 

本次研討會主要由中國大陸環境監測及預報部門代表及學術研究人員與會，

約有 1400人參加。本次研討會議題包含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論壇、大氣

污染源排放特徵和排放清單、移動源污染排放與控制、大氣污染來源解析、大氣

顆粒物觀測與測量技術、東部沿海大氣複合污染立體觀測與模擬、細顆粒物爆發

增長成因研究等多項議題，藉由研討會交流瞭解中國大陸於環境品質相關學術研

究及監測技術最新研究成果。 

長榮大學賴信志教授於專題簡報介紹臺灣空品不良案例模式模擬研究成果，

主題為「Weather Types and Key Factors of PM2.5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以氣象模式與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臺灣近年天氣型態與細懸浮微粒傳輸特徵，探討

造成臺灣空氣品質不良事件之氣象條件及肇因分析，會中得到諸多回響，與會大

陸學者對於以模式模擬氣流受臺灣獨特地形的影響下，搭配天氣型態進行空氣品

質不良事件之肇因分析方法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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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及背景說明 

由於空氣品質受氣象條件影響顯著，我國空氣品質於特定季節常受大陸沙塵

與霾害長程傳輸移入影響，為有效掌握大陸空氣品質資訊、污染控制技術與策略，

增進我國空氣品質預報及改善措施，爰赴中國大陸參加「第 24屆中國大氣環境

科學與技術大會」。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自 1978年舉辦第1屆會議以來，

已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南京等多個城市舉辦 23屆，本(24)屆會議於於

中國大陸山東省青島市舉行。前次會議在 2017年於北京舉行，主題為「環境空

氣質量持續改善之路：科學、技術與管理」，本次會議則著重於推進大氣環境科

學技術領域的合作，共同探討改善中國大陸大氣環境質量的方法途徑，深化大氣

污染綜合防治工作。 

本次會議於 2018年 11月 3日至 4日舉辦，主要由中國大陸環境監測、預報

部門代表、大氣及環境工程相關學術研究人員與會，約有 1400人參加。本次研

討會議題涉及大氣環境科學、污染防制技術和環境管理等研究領域，包括大氣環

境化學、大氣物理與邊界層、排放特徵及排放清單、大氣污染來源解析、衛星遙

感與儀器觀測、空氣質量模擬與預報預警、VOCs的環境效應與控制策略、大氣

氧化性、臭氧污染、颗粒物污染、大氣污染的健康與生態影響、大氣污染控制技

術、城市與區域大氣環境管理等，並開設中日韓學會、東亞酸沉降監測網和中韓

環境合作中心論壇國際分會場。其中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論壇、大氣污染

源排放特徵和排放清單、移動源污染排放與控制、大氣污染來源解析、大氣顆粒

物觀測與測量技術、東部沿海大氣複合污染立體觀測與模擬、細顆粒物爆發增長

成因研究等多項議題，皆為目前產學研界的焦點。 

為提升空氣品質預報技術，瞭解空氣品質在不同天氣型態的分布情形，當發

生境外污染長程傳輸時，除了大尺度氣象條件的配合外，沙塵暴或霾害源區或氣

流經過的地區其濃度分布情形亦是需掌握的重點。因此參加此次研討會以瞭解目

前中國大陸空氣污染改善成果、如何進行空氣品質預報作業及大氣環境科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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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況等環境品質相關學術研究及監測技術最新研究成果。 

二、 研習過程 

此次行程始於 2018年 11月 2日上午，由臺灣啟程飛往中國大陸山東省青島

市，於青島國際貴都大飯店辦理入住及研討會註冊事宜。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於青

島國際會議中心會議廳主建築舉行，11月 3日開幕式首先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副秘書長劉鴻志女士進行「中國大環境技術發展與創新」簡報，接續為終身成就

獎頒獎典禮及集體合影。後續自 3日至 4日兩天共分為 22個專題，第 1天的專

題包含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論壇、大氣污染來源解析、大氣顆粒物觀測及

測量技術、大氣邊界層物理與大氣環境、大氣環境管理和政策分析等，第 2天則

包含大氣顆粒物的非均向反應與理化性質、大氣氧化性與區域二次污染、對流層

臭氧與光化學污染、空氣質量模式研究、大氣環境與天氣氣候相互作用等專題，

共計有 538個子題目報告。其中本署「空氣污染成因評析計畫」主持人，長榮大

學賴信志教授亦進行臺灣天氣型態與細懸浮微粒傳輸特徵研究報告。同時於兩天

會議時間，於青島國際會議中心觀海長廊進行海報展示及解說，約有超過 230

篇論文海報參加。 

中國大陸投注相當大的能量於大氣環境科學技術發展與生態環境品質改善，

空氣品質方面「打贏藍天保衛戰」的三年行動計畫，推行源頭減排-末端控制-

區域調控的全過程精細化管理，大幅提升空氣品質打造舒適生活圈。而在大氣重

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論壇專題中，張遠航北京大學院士於會中提出中國大陸於空

氣污染防制課題上，目前面臨到「一次污染已逐步改善，但二次污染日益嚴峻」，

使臭氧及二次有機氣溶膠成為目前空氣品質治理焦點。 

長榮大學賴信志教授於「大氣環境與天氣氣候相互作用」專題中進行簡報，

介紹臺灣空品不良案例模式模擬研究成果，主題為「Weather Types and Key 

Factors of PM2.5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以氣象模式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與空氣品質模式 CMAQ(The Community Multiscale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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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Modeling System)模擬分析臺灣近年天氣型態與細懸浮微粒傳輸特徵，

探討造成臺灣空氣品質不良事件之氣象條件及肇因分析，會中得到諸多回響，與

會大陸學者對於以模式模擬氣流受臺灣獨特地形的影響下，搭配天氣型態進行空

氣品質不良事件之肇因分析方法給予肯定。 

本次會議有關空氣品質預報作業相關之議題有「廣州空氣品質預報」，由廣

州市環境監測中心站的高級工程師梁桂雄就廣州空氣品質預報預警系統架構、系

統建立與應用歷程、提高空氣品質預報能力和水平及預報成效評估四個層面進行

簡要報告。預報成效評估方面，呈現人工預報準確率雖高於模式預報，但會遇到

空氣品質演變趨勢無法有效掌握情形，為提升預報能力，仍需持續投注心力於模

式發展、污染成因分析及人員素質提升，此與本署目前預報作業處境相似。 

三、 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本次出國旨在藉由參與研討會交流，學習中國大陸在污染控制技術與策略、

大氣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最新學術研究成果，可供本署相關預報技術之參考。

另於專題會議上簡報本署展示以模式模擬氣流受臺灣獨特地形的影響下，

當地擴散不良導致空氣品質不良事件之分析研究，亦得到與會學者的肯

定。 

1.中國大陸針對空氣污染防制投入相當大的能量，以學術研究深入研析污

染成因，從多面向著手排放源的減量管制，其目標明確成果亦已顯見，

這是需要產官學研各方協力才能達到的成果，此經驗可作為我國空氣

污染防制工作執行之參考。 

2.近年本署空氣品質測站一次污染物濃度逐年下降顯見排放管制成效，但

臭氧濃度卻逐年上升，說明我國空氣污染防制面臨與中國大陸相似的

難題「一次污染逐步改善，但二次污染日益嚴峻」，而臭氧具有相當複

雜的反應機制，污染控制也成為複雜而困難的課題。在空氣污染防制

課題上，持續參與國內外會議，蒐集最新環境量測與污染防制技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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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勢必為提升各項空氣品質相關業務執行基礎能力不可或缺的途

徑。 

3.隨軟硬體設備進程，空氣品質預報模式已成為預報作業重要參考依據之

一，作業上需要預報員累積經驗，對模式資料主觀描述及物理化學過

程推演，作為預報作業中的定性參考依據，在定量上仍存在量值差異、

污染排放時序分配及天氣系統掌握不確定性等難題需克服。因此持續

投注人力物力於模式發展、預報員經驗累積、持續汲取相關新知將是

空氣品質預報業務精進的重要課題。 

(二)建議事項 

1.中國大陸面對空污問題，以學術深入研析污染成因，從多面向管制

排放源，經產官學研各方協力，成效以為外界典範，此經驗可作為

我國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執行參考。 

2.近年我國空氣污染防制面臨「一次污染逐步改善，但二次污染日益

嚴峻」的難題，此亦為中國大陸治理焦點。二次污染反應機制複雜、

治理困難，建議未來持續參與國外會議、蒐集最新監測與污染防制

技術，將為提升空氣品質預報及排放管制作業能力的重要途徑。 

3.預報員經驗配合模式預報輔助，已為各國空氣品質預報主要作業方

法，建議本署預報作業精進辦法如下： 

(1)持續發展氣象及空氣品質相關預報模式，強化預報輔助效能，

改善模式預報現存污染排放分配、天氣系統掌握不確定性問

題。 

(2)持續參與國外環境學術會議或拜訪國外空氣品質預報作業單位，

汲取國外預報經驗。 

(3)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使預報員綜合空氣品質模式結果、氣象觀

測及預報相關產品，提升空氣品質預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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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研討會相關照片 

 
圖 1.研討會開幕式 

 

圖 2.與長榮大學賴信志教授攝於會場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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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開幕式集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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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長榮大學賴信志教授(上)於專題簡報介紹臺灣空品不良案例模式模擬研究

成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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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海報展示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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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第 24 屆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會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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