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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於分析彰化縣境內固定空氣污染源排放與地形變化、現有空氣品質監測站的空間分佈、人口分佈情形（移動污

染源之類比）等因子，以規劃空未來氣品質監測站增設之適當位置。 研究的方法以ISC空氣擴散模式將87年度固定空氣污

染做一整年的模擬，以求得受體點的污染濃度值。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ArcView，將各污染源及各項因子做空間的展示

，並進一步了解污染分佈的情況及各因子對於彰化縣分析的影響。最後將各圖層劃分成數個等級，建構一決策支援系統。 

模式模擬的結果顯示，氣象因素對於擴散模式的模擬的影響非常顯著，在非等向性交叉驗證下，造成模擬值與實測值之差

異；在敏感度分析方面，可以得知地形坡度、現有空氣品質監測及監測站等距離分佈為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 疊圖分析結

果顯示，員林站有較優於和美站之趨勢；另外使用分析階層程序法（AHP）依同樣之決策考量因子所進行之專家問卷結果

亦支持前述之疊圖分析結果。簡而言之，分析模擬與專家決策兩種方法都顯示員林站是彰化縣未來增設空氣品質監測站之

首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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