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銅二級冶煉廠之煙道廢氣對週遭重金屬濃度分佈之影響及其風險評估研究

唐麗秋、林啟文

E-mail: 9707445@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國內某二座銅二級冶煉廠之熔煉製程為例，檢測其熔煉爐煙囪廢氣排放、周界逸散及廠區周圍道路粉塵之重

金屬含量，並將熔煉爐煙囪廢氣排放經ISCST3模擬最大平均著地濃度、周界逸散及廠區周圍道路粉塵之重金屬濃度值代

入致癌風險評估計算式計算致癌風險值。 　　A廠與B廠之煙道重金屬檢測結果顯示，煙道之重金屬(鉛、鎘、汞、鉻及銅)

符合現行之管制標準，與美國環保署資料庫進行比對，指標污染物為Al、Fe、 Cu及Zn；空氣中周界重金屬含量顯示A廠之

銅軋造作業區，B廠之銅製品鑄造作業區逸散量大；粉塵重金屬鉛、鋅、鉻及銅超過土壤污染監測基準。 　　以ISCST3進

行點源擴散模擬，二廠最大著地濃度為0.00836μg/m3，並以冬季影響週遭之重金屬濃度最為嚴重，另本研究模擬距目標

廠3~5公里之濃度顯示彰化測站之濃度為0.0047μg/m3，計算附近污染源對彰化測站貢獻率約為1%，顯示附近有其他污染

源之貢獻。 　　風險評估方面，空氣中鎘、鉻致癌性風險分別為2.2×10-3及3.6×10-3均大於10-6，致癌性風險性大，以系

統危害指標HI值為0.746，低於臨界值 1；道路粉塵重金屬污染確實有危害健康之風險，污染物質以銅為主，鉛、鋅、鉻與

鎘在本研究廠址中未達危害風險之警戒值，鎘及鉻的致癌風險值大於百萬分之一致癌風險臨界值，有致癌方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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