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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揚塵問題對濁水溪沿岸民眾造成的困擾與危害，已引起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注。因此把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在濁水溪下游自

強大橋至西濱大橋間之河灘地所施作諸揚塵防制工法和瓜農們使用插植稻草與鋪設水線的防制方式，再參照政府在沿岸設

置的揚塵監測、預警通報與民眾照護等ㄧ切措施來作研究，期望能尋求抑制濁水溪揚塵的最佳模式；讓揚塵不再是沿岸民

眾的夢魘。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法，針對濁水溪沿岸民眾發放問卷調查，共六個鄉鎮預計發放樣本300份，並

與防制機關首長作深入訪談，來了解各項防制措施，以作為資料分析之參照。 問卷回收經整理後，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

為工具來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精細的剖析不同身分背景的人

對揚塵危害和防制策略與其成效之觀點，以瞭解沿岸民眾的需要與對未來的期待。 問卷經過詳細分析後，發現以河灘地和

水資源的利用、揚塵的宣導與應變及河灘地防塵工法評比等項目的爭議性最大，由民眾不同的背景資料中，又以不同鄉鎮

對上述觀點的差異性最大，顯現這些問題對沿岸不同的鄉鎮造成不同的感受與迴響，這些不同鄉鎮的聲音應該是政府要極

力去溝通與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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