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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14 屆「2019 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rcury as a 

Global Pollutant, ICMGP)」於波蘭克拉科(Krakow)舉行，為期 6 天，包括亞洲、歐

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各地區各國家之環保部門及學術研究人員代表與會，

出席人數近 800 人，希望藉由全球汞監測最新發展及區域性汞污染來源之特徵變

化分析，有效管理汞排放，以減少生態系統對汞之暴露。會議內容包含：區域性

大氣汞傳輸及沈降-亞太地區汞監測網(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PMMN)、最新水俣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現況及科學評估，運用

先進技術降低汞污染排放、生態汞循環及環境中汞化合物分析技術等多項議題。 

    主辦單位在開幕及閉幕都特別提及我國與美國環保署國家大氣沈降計畫

（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NADP）共同組織之亞太地區汞監測網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APMMN)，也同步顯示 APMMN 全名於所

有與會人員眼前，且在會場電子看板 5 天輪播，參與國家之國旗亦出現我國國旗，

同時美方 NADP 的攤位也擺放 APMMN 資料，及近期發表的期刊文章數十份，被

索取一空，有效將 APMMN 推向全世界。 

    本署於鹿林山背景測站架設大氣汞自動連續監測儀器及汞濕沈降採樣器，進

行乾、濕沈降之汞監測計畫，本署「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及環境監測技術聯合中心」

計畫主持人中央大學許桂榮副教授亦發表口頭論文報告，展示鹿林山空氣品質背

景測站受汞污染跨洲長程傳輸影響，比較國際與本署鹿林山測站之大氣汞監測數

據趨勢，會場參與人數眾多。 

    本次亦召集 APMMN 之小組成員，除已加入之美國、印尼、日本、韓國、我

國及斐濟，馬來西亞及俄羅斯亦表示參加合作之興趣，惟仍待確認相關可交流之

細節與範疇，由參與國家共同協議。 

    因各國空氣污染防制政策的大力推動及污染防制設備進步，大氣汞在全球空

氣中濃度趨勢持續下降，但受到全球大氣環流影響，部分地域可能受風場影響，

造成大氣汞濃度持平甚至微幅提升，顯示開發及污染管制作為所造成之結果非僅

國內，在大氣流動下對區域國家間仍具一定影響。研究亦顯示土壤中有機碳含量

過高時，會影響甲基汞降解之速率，故封閉水域之有機碳亦應接受控管，以避免

甲基汞之生物累積影響。 

    因汞之特性，特定產業或用途仍有相關使用者，且因汞之價格低廉，例如小

規模之鍊金或加工業者，以及衛星發射時之燃料，亦有液態汞之使用。石油開採

時亦可能遭遇汞之礦藏，輸油管若有汞入侵，可能會導致輸油管線遭鏽蝕而爆炸，

故石油公司可能直接以較高溫度加熱石油天然氣使沸點較小之液態汞自行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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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使用者端可能產生之汞污染不大，但能源生產端之汞污染仍須備受重視。 

    下屆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2021 年 7 月 11 日至 16 日將於南非開普敦舉行，

預計將會有更多國家、人員參與。 

    我方為使不同人員增加觀摩與學習機會或因業務輪調及人事異動，故每次會

議派員人員不盡相同。因本會議之議題具持續性且有待持續追蹤，未來我方或許

可指定數位人員持續參與，以利窗口之延續，增加交流及互信基礎，有效推動各

項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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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背景及目的 

    第 14 屆「2019 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rcury as a 

Global Pollutant, ICMGP)」於波蘭克拉科(Krakow)舉行，為期 6 天，包括亞洲、歐

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各地區各國家之環保部門及學術研究人員代表與會，

出席人數近 800 人，希望藉由全球汞監測最新發展及區域性汞污染來源之特徵變

化分析，有效管理汞排放，以減少生態系統對汞之暴露。會議內容包含：區域性

大氣汞傳輸及沈降-亞太地區汞監測網(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PMMN)、最新水俣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現況及科學評估，運用

先進技術降低汞污染排放、生態汞循環及環境中汞化合物分析技術等多項議題。 

    汞是在室溫唯一呈液態之金屬，容易變成汞蒸氣，以氣態形式遠距離移動，

經大氣長程傳輸到達全球各地，透過大氣乾、濕沈降回地表，進入陸域及水域生

態系統，再經由食物鏈累積危害人體健康，傷害腦、神經系統及腎臟，更可被微

生物轉化為高毒性之甲基汞，國際癌症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已將甲機汞歸類為 2B 致癌物。日本最有名之集體案例

即發生於熊本縣水俁市，窒素株式會社（窒素即氮，該公司於 2012 年改名為「新

日本窒素肥料」）於水俁工場生產氯乙烯與醋酸乙烯，其製程中需要使用含汞的

催化劑。由於該工廠任意排放廢水，這些含汞的劇毒物質流入成海，被水中生物

所食用，並轉成甲基氯汞（化學式 CH3HgCl）與二甲汞（化學式(CH3)2Hg）等有

機汞化合物。汞污染對環境影響深遠，逐漸引發各國重視大氣汞污染跨境傳輸的

監測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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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並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正式生效。 

    我國有鑑於汞對環境會來帶來嚴重影響，在 2007 年始建立鹿林山高山背景

測站同時，就開始架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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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極具代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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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ic International  

Research Monitoring Network, AMNet) 及美國國家大氣沈降監測網(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NADP)，監測技術與世界先進國家同步並獲得認可。

2013 年我國環保署、美國環保署及 NADP 共同成立「亞太地區汞監測網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PMMN)，與東南亞國家共同合作，拓展

區域大氣汞監測，藉以瞭解其環境濃度分布情形，強化國際共同監測機制以及監

測資料交換與分享，進而訂定管制策略與控制人為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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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過程及內容重點整理 

本次「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於 9 月 8 至 13 日在波蘭克拉科舉行。相關議

程如附件 1，主要行程及內容簡如下表： 

日期 行      程     內      容 

108.9.7 啟程，桃園機場起飛至荷蘭 

108.9.8 抵達荷蘭轉機至波蘭克拉科，晚間出席開幕儀式。 

108.9.9 探討水俁汞公約之管制成效與現況評估 

108.9.10 參與環境中汞物種流佈與汞分析討論 

108.9.11 探討汞污染與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 

108.9.12 探討甲基汞生物濃縮對生態及生物毒性 

區域性大氣汞傳輸及沈降：亞太地區汞監測網

(APMMN) 

108.9.13 出席產業與能源之汞減量、閉幕典禮 

108.9.14 由波蘭前往荷蘭 

108.9.15 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搭乘跨洲航線返程 

108.9.16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啟程(9 月 7 日至 9 月 8 日) 

    因前往波蘭無直飛班機，故於桃園機場搭乘荷蘭航空 KL808 班機前往阿姆

斯特丹，機型為美國波音公司之 777 長途廣體客機，KL808 之實際起訖點為菲律

賓馬尼拉中停我國桃園國際機場，終點為荷蘭阿姆斯特丹，故登機時已有眾多國

外旅客及轉機旅客已登機，且荷航相當重視碳足跡及減碳，於機上雜誌及視聽系

統皆有相關專欄或說明影片，有關荷航之節能減碳企業責任，部分使用生質燃料

及減輕飛機載重以避免增加耗油量，故每位乘客只能託運一件行李，且限重 23

公斤以內，對手提行李亦有尺寸及重量限制。 

    經十幾個鐘頭之飛行，抵達阿姆斯特丹，因屬申根地區，故於轉機時進行相

關護照及入關查驗手續，抵達時間因遇到為數眾多之團體旅客，亦等待相當時間。

荷蘭海關詳細詢問目的地及出訪原因，抽樣以放大鏡詳細查看旅客護照條碼及照

片，才得以入境轉機。因本國籍航空未有飛往波蘭克拉科之班機，阿姆斯特丹至

波蘭克拉科搭乘荷蘭航空班機，以利直掛託運行李，避免須領出託運行李又再次

重新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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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數小時等待時間後，終於到轉機登機時間，因屬歐盟各國城市間之對飛班

機，故使用較小型之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製造之 Embraer E-Jet 170 或 190，以接駁

巴士運送旅客至停機坪。因登機時間已有延誤，且機場航班眾多須等待，且短程

航線距離主跑道之滑行道距離長，故抵達波蘭較原定時間誤點。抵達克拉科機場

後，搭乘波蘭之大眾運輸工具前往會場，參與本次會議開幕儀式。 

第 1 天 (9 月 9 日) 

    於克拉科會議中心 ICE Congress center 進行汞討論會議，包括汞分析品質保

證(Quality Assurance)、海水中汞化合物反應及汞生化循環、優化大氣汞量測方法

及汞同位素技術應用、評估汞污染場址及生物監測等議題，並就科學角度及政策

面研商改善汞污染方式；舉辦 ICMGP 開幕儀式，共有 57 國的環保部門及學術研

究人員代表與會，並就 71 國已簽署水俣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進行廣泛討

論。 

    搭乘公車前往市區，波蘭克拉科之歷史建築保存良好，包括昔時王國之城堡、

傳統市集、大學、教堂等，亦有相當多觀光客。波蘭重要道路之車流量亦相當可

觀，但景觀較為不同者，除 BRT 之多節公車、傳統之單體公車，亦有為數眾多

之輕軌電車，其輕軌未必使用專用道路，而以公車、輕軌電車共用相同路廊，當

電車班次不夠密或路線不夠普及時，就會有平行之公車行駛班車空檔。另軌道布

設限制，部分較曲折或路寬不足之路段，則由公車行駛。雙重搭配之運輸容量較

具調整彈性，但須良好之車輛交錯秩序，以及用路人遵守交通規則以避免造成交

通動線打結。當乘客排隊上車時，後方車流可能暫時受影響，但當地禮讓行人之

習慣也是相當良好。  

第 2 天 (9 月 10 日) 

    進行全球汞污染影響綜合討論，包括大氣汞傳輸及沈降模式分析、環境汞化

合物排放及分析、全球汞循環及汞同位素研析排放源、海洋中汞生化循環機制等

事項。 

    因汞之特性，特定產業或用途仍有相關使用者，且因汞之價格低廉，例如小

規模之鍊金或加工業者，以及衛星發射時之燃料，亦有液態汞之使用。石油開採

時亦可能遭遇汞之礦藏，輸油管若有汞入侵，可能會導致輸油管線遭鏽蝕而爆炸，

故石油公司可能直接以較高溫度加熱石油天然氣使沸點較小之液態汞自行揮發。

故使用者端可能產生之汞污染不大，但能源生產端之汞污染仍須備受重視。 

第 3 天 (9 月 11 日) 

    於克拉科會議中心進行汞區域性變化特徵綜合會議，討論議題包括科學方式

執行水俣公約、淡水與沿海生態系統中汞來源及循環、人工淘金(Artisanal 



4 
 

Small-scale Gold Mining, ASGM)過程中汞排放現況及未來預測、汞處理技術無害化、

氣候變遷及土地利用對汞於環境流佈影響。 

    另電動滑板車及腳踏車於波蘭亦相當普及，市區內有可以直接使用 app 就可

租用之電動滑板車，但亦有雙載之情形，具一定風險。騎腳踏車通勤或運動之族

群亦較我國多，但可能因市場定位或價格因素，我國自行車品牌之市占率似乎不

高。惟波蘭之吸菸人口亦不少，室外空間不難發現抽菸身影，且男女老少皆有，

公園內有時仍會有少許菸蒂存在，公車站牌附近有設置垃圾桶處，亦會有菸蒂收

集處，數量不少。另克拉科之野生鴿子數量眾多，於人行道或建築物角落一段時

間未打掃，可能都會發現鳥類羽毛或排泄物，，清潔人員之打掃頻率不似我國，

可能有時會看到遭受車輛撞擊之路殺動物遺體。因鴿子可能為腦膜炎等疾病之潛

在宿主，相關衛生問題也可能值得注意。 

第 4 天 (9 月 12 日) 

    進行汞污染場址評估綜合會議，探討汞源頭排放及土壤汞通量之相關性、評

估礦場中汞含量分析、定量廢水中甲基汞濃度、活性碳去除液態汞等先進技術；，

兩度提及我國對亞太地區汞監測之技術貢獻，並與本署出席人員會談監測技術合

作。討論汞對生態系統影響，並就甲基汞對不同水體物種（浮游生物、魚、蛙等）

之生物濃縮性研析及交換意見。 

    燃煤電廠在可預期的未來，仍是廉價能源的主要來源，雖目前持續更新發電

機組及污染控制設備，在整體能源政策及空氣污染控制，仍須考量未來科技發展，

及對環境負責，並隨科技發展，逐步達成汞排放趨近零排放之目標。 

    本次亦召集 APMMN 之小組成員，除已加入之美國、印尼、日本、韓國、我

國及斐濟，馬來西亞及俄羅斯亦表示參加合作之興趣，惟仍待確認相關可交流之

細節與範疇，由參與國家共同協議。 

第 5 天 (9 月 13 日) 

    科學研析、政策制定與水俣公約之綜合討論，針對高濃度汞排放源彙整、銀

奈米複合材及活性碳先進技術減湲汞污染影響、各國大氣汞傳輸模式及趨勢分析

等項目交換意見；本署於鹿林山背景測站架設大氣汞自動連續監測儀器及汞濕沈

降採樣器，進行乾、濕沈降之汞監測計畫，本署「亞太地區汞監測網及環境監測

技術聯合中心」計畫主持人中央大學許桂榮副教授亦發表口頭論文報告，展示鹿

林山空氣品質背景測站受汞污染跨洲長程傳輸影響，比較國際與本署鹿林山測站

之大氣汞監測數據趨勢，會場參與人數眾多，並說明該測站亦加入美國大氣沈降

計畫(NADP)中大氣汞監測網(AMNet)之空氣品質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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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在開幕及閉幕都特別提及我國與美國環保署國家大氣沈降計畫

（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NADP）共同組織之亞太地區汞監測網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APMMN)，也同步顯示 APMMN 全名於所

有與會人員眼前，且在會場電子看板 5 天輪播，參與國家之國旗亦出現我國國旗，

同時美方 NADP 的攤位也擺放 APMMN 資料，及近期發表的期刊文章數十份，被

索取一空，有效將 APMMN 推向全世界。下屆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2021 年 7

月 11 日至 16 日將於南非開普敦舉行，預計將會有更多國家、人員參與。 

第 6 天 (9 月 14 日) 

    由波蘭搭乘荷航班機抵達阿姆斯特丹，因航班有限，登機及起飛皆相當順利。

荷蘭之物價明顯高於波蘭，無論是食品、交通運輸費用及住宿房價，不過以消費

金融而言，可接受之信用卡發卡機構較多，但對較大面額之歐元紙鈔似乎比較戒

慎恐懼，如有需兌換歐元等貨幣時，可適度搭配不同面額之紙鈔。 

    另荷蘭似乎也有眾多移民，機場內之勞動力來自各國，來自東南亞國家之勞

動力似乎也為數眾多。阿姆斯特丹機場之工作人員眾多，亦有直接配槍之警員巡

邏，各部門分工相當明確，但若非該權責執掌，人員可能就相當冷漠，不會主動

給予協助，與亞洲國家之差異較大，如有疑問可能只能尋找服務台諮詢人員，並

時時刻刻注意相關告示牌及方向。因機場以放射型建置，可於較小空間容納更多

空橋及班機停靠，但不同登機門之間之轉機及路程就相當遙遠。 

歸程(9 月 15 日至 9 月 16 日 

    於阿姆斯特丹短暫停留後，搭乘荷航 KL807 班機返國，歐盟為經濟共同體，

故於離開歐盟區時才統一辦理退稅，惟於每筆消費均須事先告知店員，以開立消

費明細，且均須填報為數眾多之表格，故本次未辦理相關退稅動作。以我國或日

本之退稅程序，部分商店於消費當下出示護照即可現場退稅，似乎還是較為親民。

班機於晚間起飛，出境速度就比入境較為迅速，安全檢查通過後就順利出關，前

往登機門等待。機型同樣為波音 777，載客率似乎都相當良好，經濟艙每人只有

一件可登機行李，座艙行李艙仍然近乎滿載。回程先抵達我國桃園國際機場，班

機降落後才再轉往菲律賓馬尼拉。 

 

 

 

 



6 
 

三、 參加會議心得及建議 

    主辦單位在開幕及閉幕都特別提及我國與美國環保署國家大氣沈降計畫

（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 NADP）共同組織之亞太地區汞監測網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APMMN)，也同步顯示 APMMN 全名於所

有與會人員眼前，且在會場電子看板 5 天輪播，參與國家之國旗亦出現我國國

旗，同時美方 NADP 的攤位也擺放 APMMN 資料，及近期發表的期刊文章數十

份，被索取一空，有效將 APMMN 推向全世界。 

    本次亦召集 APMMN 之小組成員，除已加入之美國、印尼、日本、韓國、

我國及斐濟，馬來西亞及俄羅斯亦表示參加合作之興趣，惟仍待確認相關可交

流之細節與範疇，由參與國家共同協議。 

    因各國空氣污染防制政策的大力推動及污染防制設備進步，大氣汞在全球

空氣中濃度趨勢持續下降，但受到全球大氣環流影響，部分地域可能受風場影

響，造成大氣汞濃度持平甚至微幅提升，顯示開發及污染管制作為所造成之結

果非僅國內，在大氣流動下對區域國家間仍具一定影響。 

    燃煤電廠在可預期之未來，仍是重要之能源主要來源，隨燃煤廢氣所排放

汞亦為大氣汞主要來源，雖然目前持續更新發電機組及污染控制設備，整體能

源政策及空氣污染控制，仍須考量未來科技發展及對環境負責，並隨科技發展

逐步達成汞排放趨近零排放之目標。 

    研究顯示土壤中有機碳含量過高時，會影響甲基汞降解之速率，故封閉水

域之有機碳亦應接受控管，以避免甲基汞之生物累積影響。 

    因汞之特性，特定產業或用途仍有相關使用者，且因汞之價格低廉，例如

小規模之鍊金或加工業者，以及衛星發射時之燃料，亦有液態汞之使用。石油

開採時亦可能遭遇汞之礦藏，輸油管若有汞入侵，可能會導致輸油管線遭鏽蝕

而爆炸，故石油公司可能直接以較高溫度加熱石油天然氣使沸點較小之液態汞

自行揮發。故使用者端可能產生之汞污染不大，但能源生產端之汞污染仍須備

受重視。 

    歐洲地區之輕軌電車歷史悠久，其輕軌未必使用專用道路，而以公車、輕

軌電車共用相同路廊，當電車班次不夠密或路線不夠普及時，由公車行駛班車

空檔及較曲折之路段，運輸容量較具調整彈性，但須良好之車輛交錯與用路人

遵守交通規則以避免造成交通動線打結。 

    我方為使不同人員增加觀摩與學習機會或因業務輪調及人事異動，故每次

會議派員人員不盡相同。因本會議之議題具持續性且有待持續追蹤，未來我方

或許可指定數位人員持續參與，以利窗口之延續，增加交流及互信基礎，有效

推動各項事務。 

    下屆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2021 年 7 月 11 日至 16 日將於南非開普敦舉行，

預計將會有更多國家、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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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全球汞污染國際會議議程 

  SUNDAY 

SEP. 8 

MONDAY 

 SEP. 9 

TUESDAY 

SEP. 10 

WEDNESDAY 

SEP. 11 

THURSDAY 

SEP. 12 

FRIDAY 

SEP. 13 

08:00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08:30   Plenary 5 Plenary 1 Plenary 2 Plenary 3 Plenary 4 

Workshops 

 

09:00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10:00 Concurrent 

Sessions 

Concurrent 

Sessions 

Concurrent 

Sessions 

Concurrent 

Sessions 

Concurrent 

Sessions 

11:00 

12:00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Lunch Break Closing 

Ceremony 

& Reception 13:00  Tours & 

Excursions 

 13:30 Poster Session  Poster Session  Poster Session    

14:00 Registration   

14:30 Concurrent 

Sessions 

Concurrent 

Sessions 

Concurrent 

Sessions 

  

16:00   

16:30 Poster Session  Poster Session  Poster Session    

18:00  Opening 

Ceremony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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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會議相關照片 

 

圖 1、會場電子看板展示我國國旗 

 

圖 2、我國與美國 NADP 合作籌組之 APMMN 支持本次會議 

 

圖 3、我方、中央大學許桂榮教授與美方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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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會議討論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