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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自空氣品質監測網及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中搜集2007 至2009 年彰雲地區之空氣品質監測數據及呼吸道疾病每

日門診量資料，並藉描述性統計、差異性檢定、相關性分析及迴歸模式預測分析等方法進行探討。分析結果發現彰雲地區

懸浮微粒濃度與當地呼吸道疾病日門診量有顯著正相關。其對呼吸道疾病日門診量之影響程度於彰化、斗六地區及非夏季

時較大，因此長時間暴露於室外空氣中之民眾應注意懸浮微粒污染訊息，做好預防措施以避免罹患呼吸道疾病。

關鍵詞 : 懸浮微粒、呼吸道疾病、日門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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