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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濁水溪中下游地勢較平坦，在枯水期間河川水位下降，使河床裸露嚴重以及河床裸露地表面乾燥，而且冬季盛行東北

季風，因此濁水溪河床裸露地揚起飛砂，順著風向往南方移動。造成濁水溪南岸懸浮微粒濃度上升，導致空氣品質惡化，

影響居民的生活品質。本研究探討濁水溪下游沿岸之河床裸露地，在非季風季節與季風季節之不同時期逸散於大氣中之污

染貢獻與影響鄰近地區空氣品質，進行揚塵採樣。將排放係數與風速、含水率、坋土含量之關係進行分析，獲得濁水溪之

排放係數迴歸方程式。結果顯示：排放係數隨風速與坋土含量增加而增加，且隨含水率增加而減少。河床裸露地揚塵在非

季風季節時揚塵排放係數平均為2.9×10-5 g/(s．m2) ，季風季節時揚塵排放係數平均則為7.78×10-4 g/(s．m2)，而整體揚

塵排放係數平均為5.11×10-4 g/(s．m2)。空氣品質在非季風之平均大氣中TSP濃度皆在100 μg/m3之內，而在季風平均大

氣中TSP濃度皆超過100 μg/m3以上。當季風增強時，使豐榮站與庄西站之大氣中TSP濃度明顯增加至超過總懸浮微粒空

氣品質標準，而TSP濃度最高可達495.53 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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