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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collected 2007 to 2009 data of ai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daily hospital admissions of respiratory disease in Changhua

and Yunlin Counties from Air Quality Monitoring Network and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and to explore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ifference test, correlative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model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particles and daily hospital admissions of respiratory disease. The influence get larger at

Changhua and Douliou areas. Therefore, the public who prolonged exposure to outdoor ai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of suspended particles, and to prepare preventive measures to avoid the risk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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