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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具體落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 年 4 月份與美國環保署共同成立「國際環

境夥伴計畫」，本署、美國環保署與印尼環境森林部三方首次共同合作，於 108

年 8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印尼雅加達辦理「第 8 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年會」，共有

來自美國、日本、印尼、越南、泰國、蒙古、斐濟、斯里蘭卡等共 16 個國家環

保部門及學術研究人員代表與會。今年也持續與日本環境省合作，辦理「日本環

境省-大氣汞監測研習會」為會前訓練，擴大監測網規模、促進夥伴國家之經驗

交流及強化監測能量等效益，提升我國在國際上之能見度。 

    本次會議以擴展亞太地區汞監測網為主軸，針對東南亞地區汞污染監測現況

及未來規劃進行研商，強化我國與東南亞國家汞濕沉降監測合作，強化區域性汞

監測成果及技術交流，討論及研商未來監測網絡建構、擴展方式及期程。我國亦

持續協助亞太地區夥伴國家建立汞濕沈降採樣技術，首次參與之帛琉及緬甸，對

於加入亞太地區汞監測網表達高度興趣，會後特別詢問我國有關汞濕沉降採樣技

術建置相關細節，我國也將持續辦理技術建置相關事宜，強化我國與區域內國家

之合作關係。 

本署今年 8 月中旬已運送一台汞濕沉降採樣器至印尼環境森林部，印尼未來

每個月均會寄送樣品至我國環境監測技術聯合中心執行分析。會議上也持續與斐

濟及蒙古洽談採樣器運送細節與後續使用情形，今年可完成斐濟及蒙古汞採樣技

術及採樣器建置。 

未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絡在印尼之推動，我國駐印尼代表處也表達將盡力協

助本署與印尼政府合作，持續推動我國與印尼之雙邊技術交流，完善我國推動亞

太地區汞監測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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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背景及目的 

自 1993 年開始，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及美國在台協會簽定「駐美國臺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及美國在台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以下簡稱臺美環保技術

合作協定）」，分別由本署及美國環保署於此架構下進行密切合作。在世界地球村

的趨勢下，環境保護已非特定某一地區的問題，各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必優先

考量環境保護課題，以永續經營的思維來考量人類福祉，為後代子孫留下生生不

息的資源與適宜安居的環境。基於環境保護為跨國界之議題，本署歷年來持續與

美國環保署交流，引進美國先進污染防治技術及環境管理經驗，包含溫室氣體減

量、流域管理、廢棄物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風險評估、區域空氣品質監測

預報模式、監測設備等，提升我國環境保護管理政策及能力建構，並改善環境品

質科技技術。2014 年由時任環保署長魏國彥，與馬前總統及美國環保署署長麥

卡馨女士的見證下，宣布成立並啟動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International 

Environmeantal Partnership, IEP）。IEP 啟動至今已累計超過 40 國家共同參與，執

行約 90 餘項活動，主要為推展臺美雙邊環保合作之重點計畫，亞太地區汞監測

網專案便是重點項目之一。 

近年來由於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快速並以燃煤為主要能源，汞污染已成為全球

關注議題。人類經濟活動行為如燃煤發電、垃圾焚化、金屬製造、採掘礦石等過

程所產生的汞，在大氣中存留時間長，又可藉由大氣氣流傳輸進入地表環境，或

經由降雨進入水體、魚體及環境中，透過食物網之累積，汞污染物在生物累積及

生物放大效應下，對魚體、野生動物及人類持續累積造成毒害，亦對環境影響加

劇。若汞在環境中與有機物結合，轉化成甲基汞，更加深致癌隱憂。基於汞污染

對環境之危害，大氣汞污染跨境傳輸之監測以成為各國重視的議題，故聯合國於

2013 年 10 月 9 日在日本熊本市公開簽署關於汞污染防治的全球性公約：「水俣

汞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正式開始約束汞之排放。 

聯合國環境署（UNEP）最新報告（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2013）顯示

東亞及東南亞之汞排放量佔全球總排放量之 48%，但卻缺乏汞監測機制。鑑於汞

污染對環境之嚴重影響，我國自 2007 年建立鹿林山高山背景測站同時，已開始

架構大氣汞自動連續監測儀器，由於臺灣位於亞洲氣流系統之下風處，高山背景

測站之監測數據極具代表性。透過臺美環保技術合作協助，鹿林山測站目前已分

別加入全球大氣汞監測網（AMNet）及美國國家大氣沈降監測網（NADP），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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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技術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並獲得認可。在 2013 年亞太地區大氣汞監測夥伴合

作會議上，參與國家均認為有必要共同合作監測大氣汞，藉以瞭解其環境濃度分

布情形，進而訂定管制策略與控制人為排放量，因此亞太地區汞監測網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PMMN)逐漸建構。亞太地區汞監測網

年會舉辦以來，於 2019 年邁入第 8 屆，目前臺灣、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

及韓國皆定期執行雨水汞採樣，並寄送樣品至中央大學進行分析。本署今年亦協

助斐濟、蒙古建置汞監測技術及儀器，未來將透過分析不同國家的採樣樣品數據，

了解各地區汞污染情形，建立完整汞污染之時序及空間流布，逐步優化亞太地區

監測網，提供世界各國管控汞污染之重要依據。 

二、 會議過程及內容重點整理 

本署、美國環保署與印尼環境森林部三方首次共同合作，於 108 年 8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印尼雅加達辦理「第 8 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年會」，共有來自美國、

日本、印尼、越南、泰國、蒙古、斐濟、斯里蘭卡等共 16 個國家環保部門及學

術研究人員代表與會。今年也持續與日本環境省合作，辦理「日本環境省-大氣

汞監測研習會」為會前訓練，擴大監測網規模、促進夥伴國家之經驗交流及強化

監測能量等效益，提升我國在國際上之能見度。 

本次會議以擴展亞太地區汞監測網為主軸，針對東南亞地區汞污染監測現況

及未來規劃進行研商，強化我國與東南亞國家汞濕沉降監測合作，強化區域性汞

監測成果及技術交流，討論及研商未來監測網絡建構、擴展方式及期程。我國亦

持續協助亞太地區夥伴國家建立汞濕沈降採樣技術，首次參與之帛琉及緬甸，對

於加入 APMMN 表達高度興趣，會後特別詢問我國有關汞濕沉降採樣技術建置

相關細節，我國也將持續辦理技術建置相關事宜，強化我國與區域內國家之合作

關係。 

今年亦協助印尼、斐濟及蒙古建置汞濕沉降採樣技術，8 月中旬已運送一台

汞濕沉降採樣器至印尼環境森林部，未來每個月均會寄送樣品至我國環境監測技

術聯合中心執行分析。會議上也持續與斐濟及蒙古洽談採樣器運送細節與後續使

用情形，預計今年可完成斐濟及蒙古汞採樣技術及採樣器建置。 

本次會議印尼政府也安排當地手工與小型金礦採集場及環境檢驗實驗室參

訪，原本受非法淘金致汞污染之村落及溪流已回復乾淨；環境檢測實驗室現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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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汞採樣設備，後續我國贈予之汞濕沉降採樣器也將設置於此處，對於印尼當

地汞監測網絡之建立為一大躍進。 

未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絡在印尼之推動，我國駐印尼代表處也表達將盡力協

助本署與印尼政府合作，持續推動我國與印尼之雙邊技術交流，完善我國推動亞

太地區汞監測網之目標。 

相關議程如附件 1，主要行程及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天（8月 12日）： 

 APMMN會前訓練─日本環境省「大氣汞採樣技術培訓課程」-1： 

 大氣汞採樣技術及監測方式介紹：設備原理、操作方法及採樣方式。 

 大氣汞採樣技術及監測現場操作：設備組裝、採樣方式、量測及紀錄方

式、挑選收集物件。 

 日本大氣汞採樣及監測技術應用。 

第二天（8月 13日）： 

 APMMN會前訓練─日本環境省「大氣汞採樣技術培訓課程」-2： 

 大氣汞採樣技術及監測實地操作：採樣環境紀錄、設備準備程序、實地

操作。 

 大氣汞採樣樣品技術分析：利用原子吸收光譜法（AAS）分析大氣汞樣

品、樣品數據分析、樣品品管品保流程操作及介紹。 

 日本大氣汞調查及監測計畫介紹。 

第三天（8月 14日）： 

 APMMN 年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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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致詞：臺灣環保署監資處王副處長嶽斌、臺灣駐印尼代表處藍公使

夏禮、美國駐印尼大使館 Ms. Elizabeth Wharton、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大

氣沉降計畫 Mr. Mark Olson、美國環保署大氣計畫辦公室 Mr. David 

Schmeltz、印尼環境森林部有害物質管理局局長 Ms. Rosa Vivien 

Patnawati。 

 APMMN 組織及成員介紹：參與國自我介紹及交流。 

 汞污染問題之回顧： 

 東亞及東南亞汞污染問題討論。 

 印尼汞污染暴露及健康之影響。 

 印尼手工及小規模金礦業汞污染問題。 

 公眾所需求的汞監測科學數據。 

 汞監測之重要性。 

 回顧 APMMN 歷程。 

 展示 2019 年新 APMMN 網站。 

 臺灣環境監測技術聯合中心執行雨水汞分析報告。 

 APMMN 濕沉降採樣器展示及介紹：採樣流程、品管品保程序、樣品數據分

析、技術訓練回饋。 

第四天（8月 15日）： 

 各國分享汞監測、空氣品質監測現況：印尼、泰國、越南、斯里蘭卡、日本、

韓國、斐濟 、蒙古、薩摩亞、南非、臺灣、尼泊爾、馬爾地夫、緬甸及帛

琉。 

 APMMN 未來規劃及擴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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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MMN 各國願景、監測數據及技術交流討論。 

第五天（8 月 16 日）： 

 參訪印尼手工及小型金礦採集場及環境森林部位於Serpong之環境檢測實驗

室。 

三、 參加會議心得及建議 

(一 )  APMMN 與夥伴國交流成果： 

1、  臺美印日首次共同辦理 APMMN：  

我國、美國環保署及印尼環境森林部有害物質管理局

及日本環境省共同合作，於今（ 108）年 8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印尼雅加達辦理「第 8 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年會」暨

「大氣汞監測技術訓練」，持續擴大汞監測網規模、促進

夥伴國家經驗交流及強化監測能量之效益。  

2、  APMMN 拓廣至太平洋島國：  

 本次會議參加國家共有臺灣、美國、印尼、日本、

泰國、越南、斐濟、斯里蘭卡、韓國、蒙古、薩摩亞、南非、

尼泊爾、馬爾地夫、緬甸及帛琉等 16 國的環保部門及學術研究人

員代表與會。會中夥伴國家討論熱絡，針對東南亞地區汞污染監測

現況及未來規劃進行研商，另太平洋島嶼國家（如薩摩亞、斐濟及

帛琉等）亦針對魚體內的汞污染監測提出意見交換，增加汞監測議

題的豐富性。 

3、  協助 3 國建置汞濕沉降採樣技術： 

 今年 APMMN 夥伴國採樣技術合作，除原有贈予汞濕沉降採

樣器的泰國、越南、菲律賓、斯里蘭卡，今年亦與印尼、斐濟、蒙

古等國家合作，透過美國大使館協助，8 月中旬已運送一台濕沉降

採樣器至印尼，印尼政府預計將採樣器設置於該國環境檢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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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草坪進行雨水汞採樣，未來每個月均會提供樣品至我國環境監

測技術聯合中心執行樣品分析，以強化印尼當地的汞監測資料。此

外，會議上我國持續與斐濟及蒙古 2 國洽談，確認採樣器運送細節

及後續使用情形，預計本年亦可完成太平洋島國測站及蒙古測站等

汞採樣技術及採樣器建置。 

4、  首次參與國展現高度加入 APMMN 意願：  

 首次參與 APMMN 之緬甸及帛琉，在年會上對於加

入 APMMN 表達高度興趣，會後亦特別詢問我國有關雨

水汞採樣技術建置相關細節，希望成為夥伴國之一，後續

持續協助辦理技術建置相關事宜。  

5、 進階教育訓練成果豐碩： 

 我國協助夥伴國建置濕沉降汞監測技術，於 107 及 108 年陸

續辦理進階教育訓練，對於改善夥伴國監測技術不遺餘力，強化東

南亞國家樣品 QA/QC 標準作業程序，減少樣品誤差性，提升監測

水平。本次會議上多國亦感謝我國技術教育訓練，目前 QA/QC 數

據均有顯著改善。 

6、 加拿大與 APMMN 合作推動全球性汞監測網： 

 今年加拿大環境部希望將被動式大氣汞採樣技術與 APMMN

測站合作，進行全球性測試，比對被動式及手動式汞採樣技術、數

據分析等差異性，完善全球汞污染監測網絡。預計亞太地區選取 4

個測站，目前規畫我國鹿林山測站及泰國測站各一，其餘 2 個待研

商。 

7、 參訪印尼當地汞污染及監測現況： 

 本次印尼方特別安排當地手工與小型金礦採集場及環境檢驗

實驗室進行參訪。印尼當地非法採金業盛行，非法採金業使用汞在

常溫下為液態的特性，可使金礦溶於汞成為金汞齊，再篩除砂石，

最後將汞齊加熱使汞蒸發得到純金的方式，進行非法淘金。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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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成本低、速度快，導致東南亞金礦區汞污染特別顯著。此次特別

參訪印尼方打擊非法淘金成功之村落及原受到汞及砂石污染之溪

流，該地現在已回復成乾淨且綠意盎然之環境。另也參訪印尼環境

森林部環境檢測實驗室，該實驗室現已設置大氣汞採樣設備，後續

我國贈予之雨水汞採樣器也將一併設置於此處，該實驗室現針對水

體汞濃度及人體毛髮中的汞濃度進行監測，實驗室後續也將自行建

立雨水汞分析技術。 

8、 推動我國空品物聯網技術合作： 

 年會上我國亦展示本署環境空氣品質物聯網之技術，各國對

於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表達興趣並討論熱烈，越南與印尼均特別詢

問空品感測器原理及相關細節，後續均有意願進一步與本署接洽並

推動感測器技術合作。 

9、 本署與外交部共同努力推動印尼汞監測： 

本處王嶽斌副處長與我國駐印尼代表處藍夏禮公使於會議開幕當

天另行會談，藍公使曾有大氣科學背景，與本處空氣品質監測及預

報業務息息相關，針對未來 APMMN 在印尼之工作推動，特別給

予支持與協助，後續亦將持續協助本署與印尼政府之合作交流。 

(二) 建議事項: 

1、 我國與美國環保署規劃擴展 APMMN 期程，並積極輔助東南亞國

家建立汞濕沉降技術，辦理進階教育訓練、技術人員樣品分析訓練，

強化並精進原有及新加入之夥伴國家汞監測之採樣、分析及訓練技

術。我國持續以專案計畫委託國內產學機構，並評估未來有意願之

夥伴國家對汞濕沉降採樣器需求數量、設置汞監測站址及相關技術

人員之培訓，拓展推動 APMMN。 

2、 持續與本次年會上提出合作意願之緬甸及帛琉 2 國接洽，規劃協助

該 2 國建立汞監測技術並移轉濕沉降採樣器，以完善亞太地區汞監

測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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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學習並推動加拿大所研發之被動式大氣汞採樣技術，本技術去

年由加拿大引進回國內，目前已於中央大學及鹿林山測站進行測試。

後續俟儀器測試及數據分析結果，規劃新增為 APMMN 專業培訓

項目之一，完善全球汞污染監測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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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 8屆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年會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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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發布新聞及相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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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保署新聞 

 

  



 

22 
 

二、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Facebook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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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會議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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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署王嶽斌副處長、我國駐印尼代表處藍夏禮公使、印尼環境森林部有害物

質管理局局長Ms. Rosa Vivien、美國駐印尼大使館Ms. Elizabeth Wharton、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大氣沉降計畫Mr. Mark Olson、美國環保署大氣計畫辦公

室Mr. David Schmeltz與來自 16個國家來賓合影 

 

 

 
 

圖 2 本署王嶽斌副處長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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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署王嶽斌副處長、我國駐印尼代表處藍夏禮公使及年會開幕嘉賓合影 

 

 

 

 

 

 
 

圖 4 中央大學大氣系許桂榮副教授講解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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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美國大氣沉降計畫(NADP)實驗室經理Mark Olson及美國環保署 David 

Schmeltz簡報 APMMN發展規劃 

 

 

 

 

圖 6 汞監測夥伴會議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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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署空品感測器展示介紹 

 

 

 

 

 

圖 8 本署與泰國及蒙古專家介紹空品感測器檢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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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於印尼環境檢測實驗室-監測站參訪（汞濕沉降採樣點） 

 

 

 

 

 
 

圖 10 於印尼環境檢測實驗室-實驗站參訪（水體汞濃度檢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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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美國環保署 David Schmeltz提供毛髮檢測人體內汞濃度 

 

 

 

 
 

圖 12 各國專家於印尼手工及小型金礦採集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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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APMMN夥伴國參觀印尼手工及小型金礦採集場並與當地村落合照 

 

 

 

 
 

圖 12 由徐宏博技正及米姿蓉技佐代表亞太地區汞監測網計畫接受印尼政府感

謝本署協助建置汞監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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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會前訓練-「日本環境省之大氣汞監測研習會」合影 

 

 

 

 

圖 14 會前訓練-「日本環境省之大氣汞監測研習會」實際組裝採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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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會議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