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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雲林地區街塵特性及掃街效率評估，以期了解不同因子對於懸浮微粒濃度及街塵負荷之影響。將雲林地區分為

市區及濁水溪沿線分析街塵負荷，採樣時間為99年8月至100年2月，以區別非季風季節與季風季節之影響；揚塵則針對斗

六棒球場與雲林科技大學周邊道路採集懸浮微粒，除分析不同因子對揚塵之影響外，再將採集所得之樣品以感應偶荷電

漿-原子光譜放射儀針對樣品內12種金屬元素進行分析，並藉由此研究進行評估與街塵特性探討。 研究結果顯示：（1）雲

林地區之街塵粒徑分佈無論是市區或郊區在礫石部分佔了較大的比例，但郊區之塵土及坋土之比例較市區還高，顯示郊區

可能因鄰近濁水溪沿線受河床揚塵之影響所致；（2）於季風季節時街塵負荷與TSP及PM10之平均濃度均較非季風季節時

高；（3）街塵負荷及懸浮微粒之樣品所分析的金屬成分，無論在區域或季節來源大致相同，皆屬Al、Ca、Fe、K、Na

、Mg六種金屬成分所佔比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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