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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台中地區街塵特性，分析不同因子對於街道揚塵及街塵之影響，並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探討各污染源。將台中

地區分為都會區及沿海地區，於不同季節進行採樣，針對樣品內16種金屬元素進行檢測。研究顯示街塵負荷最高與最低路

段皆受人為因素影響，都會地區各街塵負荷大於沿海地區。懸浮微粒PM10與車流量有密切之關係，尤其是汽車影響更大

。沿海地區不同路段之懸浮微粒濃度差異較都會地區大。由加強因子分析結果可知：街塵主要地殼源有Na、Sr、Mg和K

；人為污染有Ca、Fe、Zn、Pb、Cr和Cu判斷為營建工程、交通、鋼鐵廠排放。揚塵主要地殼源有Fe、Mg和K；人為污染

有Na、Zn、Pb和Cu判斷為交通、鋼鐵廠排放。以主成分因子分析顯示，不管沿海地區或都會地區主要污染源皆為地殼揚

塵、海鹽飛沫、營建工程、交通排放和鋼鐵廠。

關鍵詞 : 街道揚塵、街塵負荷、懸浮微粒、加強因子、主成分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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