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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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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PM2.5 形狀與特徵 1 

PM2.5與健康 2 2 

3 防護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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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介紹 什麼是PM2.5 

圖片引用：
http://ephtracking.cdc.gov/showAirHIA.action 

※ PM2.5(細懸浮微粒) ：粒徑等於或小於2.5μm(微米) 粒子 
                                          頭髮直徑的1/28、沙子的1/35 
                                          小到可以穿透肺泡進入血管循環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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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相當於紅血球大小 

圖片來源：引自美國心臟學會 

頭髮 針 花粉 細胞 細菌 病毒 分子 紅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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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微粒 

超細微粒 4 



 PM2.5微細可穿透肺泡，進入血管隨血液循環全身 

PM2.5可深入人體 

PM10 

PM2.5 

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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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頂之下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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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健康危害 

國際期刊指出 

PM2.5每增加 10 μg/m3  

  心肺疾病增6% 
  肺癌增8% 
  死亡率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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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身體發炎 血管易阻塞 

蘋果日報： 2014年3月17日 A10版 8 



短期效應 長期效應 
 增加咳嗽、氣喘症狀 
不利心血管系統(心臟病) 
 綜合呼吸道症狀，如氣喘 
 增加藥物使用 
 增加醫院門診次數 
 增加致死率 

 增加呼吸道症狀 
 降低肺功能 
 增加慢性支氣管炎 
 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病 
 降低平均壽命 
 增加肺癌致病風險 

文字引用：中部空品區細懸浮微粒暴露評估及成因分析報告 
圖片引用：103年3月2日聯合報周報 
數據引用：鄭尊仁等，空氣品質標準檢討評估、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研訂計畫 

PM2.5濃度研究:台灣學齡孩童 
處於29比17 ug/m3當天引起呼吸道發炎反應較高 
處於28 比18 ug/m3第二天造成肺功能下降 

PM2.5健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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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 

指標等級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類 低 低 低 中 中 中 高 高 高 非常高 

PM2.5濃度 
(μg/m3) 

0-11 12-23 24-35 36-41 42-47 48-53 54-58 59-64 65-70 >71 

一般民眾 
活動建議 

正常戶外活動 正常戶外活動 
任何人如果有不適，如眼痛 
、咳嗽或喉嚨痛等，應該考
慮減少戶外活動 

減少戶
外活動 

敏感族群 
活動建議 

正常戶外活動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
病的成人與孩童感受到癥狀
時，應考慮減少體力消耗，
特別是減少戶外活動 

1.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
疾病的成人與孩童，應減
少體力消耗，特別是減少
戶外活動。 

2. 老年人應減少體力消耗。  
3. 具有氣喘的人可能需增加

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避免戶
外活動 

中度 重度 嚴重惡化 

依環保署PM2.5指標對照表與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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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生活中接觸高濃度PM2.5 

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儘量避免 
1. 自己製造對自己有害的污染 (如抽菸、烤肉、拜香、燒紙錢..等) 
2. 保護自己不受別人製造的污染影響 (如拒吸二手菸、拒吸車輛黑煙..等) 
3. 減少環境的污染行為(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不讓自己日常生活產生的PM2.5傷害自己及家人 

改變烹調習慣 
(多蒸煮、少煎炸) 

減少燃香燒紙數量 
(以功代金) 

淘汰二行程機車 
(用四行程或電動機車) 

不強迫加油 
(加油至油槍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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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措施 

text 

入室勤洗臉、
清潔 

正確佩戴 
合適口罩 

隨時注意空氣品
質資訊 

避免戶外活動 適時開窗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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