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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對健康之影響及 
自我防護措施 

1 



空氣污染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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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最早文獻記載 

 Leonardo da Vinci wrote that blue haze formed from 
materials emitted into the atmosphere from trees in 1550. 

  Natural photochemical smog resulting from hydrocarbons 
given off by living trees whose cause is still unknown. 

Source: http://www.atmosphere.mpg.de/ 

The blueish color is assumed to come from 
fine biogenic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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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與健康之重要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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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 1930 Meuse Valley, Belgium fog caused 
60 deaths and widespread respiratory morbidity. 

 October, 1948 Donora, Pennsylvania smog episode, 
in which 1000’s of people experienced adverse 
respiratory problems and 18 deaths occurred. 

 London Fog of 1952 and 1962. 



Great Smoke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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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s via: 

pneumonia, 

bronchitis, 

tuberculosis,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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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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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ope III and Dockery, 1999. 

Increased mortality Increased morbidity 

空氣污染流行病學研究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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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與健康致病機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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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et al., 2010, 
Circulatio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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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與發炎反應 



臺灣空氣污染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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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http://groups.csail.mit.edu/medg/people/chris/taiwan-traffic.jpg 
02: http://joseph.elliott.name/travels/highlights/taiwan/catalog/01_taipei_traffic.html 
03: www.skeller.ch/albums/Taiwan/traffic_taipei04.jp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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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news.sina.com.hk/news/1160/3/2/14670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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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source: 

Asian Dust 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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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揚塵 

台灣本土沙塵暴 

根據調查，中部地
區的空氣品質有日
漸惡化趨勢，其中
有30%是來自幾條
大溪裸露的河床。  

主要係每年10月至
隔年4月間因東北季
風吹拂，沿海裸露
地之土砂因顆粒細
小隨風飛揚所致。 

砂塵之來源除河川
裸露地外，亦有部
分來自沿海灘地及
臨近內陸土地。 

http://taqm.epa.gov.tw/taqm/zh-
tw/RiverDust.aspx 



民眾如何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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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自我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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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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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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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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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別篇）、口罩與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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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服裝去除室 防護服裝去除室 醫護辦公室 



二、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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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ollution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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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V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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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自我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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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氣清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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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油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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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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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氏風力
級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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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5? 

外科口罩? 

FFP1? 

FFP2? 

活性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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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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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o L. Planting healthier indoor 
air.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11 
Oct;119(10):A426-7. 

Wolverton BC. How to Grow Fresh 
Air: 50 House Plants that Purify Your 
Home or Office. New York, 
NY:Penguin Books. 1997. 



10種室內空氣淨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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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散尾葵/黃椰子/檳榔樹 

2. 觀音棕竹 

3. 袖珍椰子 

4. 印度橡樹 

5. 龍血樹 

6. 常春藤 

7. 江邊刺葵 

8. 瘤枝榕 

9. 波士頓蕨 

10. 白鶴芋 

 



66 



67 



68 

 
 

 
 



69 



70 

 
 



71 

期刊領域：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 SCIENCES） 
期刊排名：2.9%（7/242） 
影響因子：7.297 



2014/1/1 – 2014/12/31於大臺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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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個家庭擺放室內植物  比對   30個家庭無擺放室內植物 
15男15女家管 

平均36.3歲 

15男15女家管 

平均36.4歲 

平均12盆植栽 0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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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個月進行一次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與肺功能檢查 

測量PM2.5 

測量異戊二烯 (芬多精) 測量臭氧 

測量尖峰吐氣流速 



2014/1/1 – 2014/12/31於大臺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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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個家庭擺放室內植物           30個家庭無擺放室內植物 

PM2.5: 11.8 微克/立方公尺 PM2.5: 15.2 微克/立方公尺 

明顯降低22.4% 
環境保護署室外空
氣品質年平均標準 
15 微克/立方公尺 

環境保護署室內空
氣品質日平均標準 
35 微克/立方公尺 

比對 



2014/1/1 – 2014/12/31於大臺北地區： 

30個家庭擺放室內植物              30個家庭無擺放室內植物 

尖峰吐氣流速不受影響 尖峰吐氣流速降低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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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統計模型已校正 
年齡、性別、溫濕度 
身體質量指數等因子 

比對 



夏季室內臭氧濃度值得注意！ 

76 30個家庭擺放室內植物  比對  30個家庭無擺放室內植物 

臭氧: 59.7ppb 臭氧: 36.2ppb 

環境保護署室內外
空氣品質臭氧8小
時平均標準60ppb 



Li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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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介於30至40度間芬多精大量產生形成臭氧  

解決之道：控制室
內溫度低於30度 



空氣污染對健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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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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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35% 

 吸煙：30% 

 生殖：7% 

 職業：4% 

 飲酒：3% 

 地理：3% 

 污染：2% 

 醫療與藥物：1% 

 食品添加物：< 1% 

 

 

 工業產品：< 1% 

 感染：？ 

 

 

林杰樑，防癌保健靠自己，宏欣文化，199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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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xygenforlife.co.za/whyuse_cellfood.asp 



飲食、運動與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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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et al., 2010, 
Circulation.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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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與發炎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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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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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飲食與運動 

 穿戴適合自己的口罩 

 裝設適合自己的空氣清淨設備 

 避免高溫烹調（大於攝氏100度） 

 避免使用揮發性有機化學物質（清潔劑、室內芳香劑）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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