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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空氣品質現況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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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空氣品質現況與挑戰 

主要污染來源 

• 境外污染物 

• 交通運輸 

• 農業活動 

• 工業排放 

 

 

 

突發事件潛在影響 

• 污染物濃度急劇升高 

• 嚴重影響民眾健康 

• 環境生態破壞 

• 工廠聲譽受損 

 

 

 

雲林縣面對的空氣品質挑戰
不僅是日常污染控制問題，
更涉及突發事故時的快速反
應、跨機關協調與民眾防護
機制的有效啟動。 
若能整合監測、預警、通報
與民眾防護四大關鍵面向，
將可有效降低災害衝擊、保
障居民健康與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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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空氣品質現況與挑戰 

嚴重的空污事件往往會引起民眾對工
廠業者及政府的抗議，若能有效執行
空氣污染突發應變，預期能有以下成
效: 
一、資訊透明與即時通報能降低恐慌 
二、強化污染源控管與責任歸屬 
三、提升民眾信任度 
四、減少重複性污染事件 
 
抗議背後最常見的原因往往是：資訊
不透明、污染責任模糊、政府應對失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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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事故定義與類型 

6 



空氣污染突發事故之定義與類型 

火災及爆炸事件 

工廠內部或周邊發生火災、爆

炸，產生大量濃煙與有害物質 

製程異常洩漏 

生產設備故障、操作失誤導

致原物料、中間產物或廢氣

大量洩漏 

運輸事故 

載運化學品或污染物的車輛

發生交通事故，導致物質外

洩 

天然災害引發 

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導致儲

槽破損、設備損壞，引發空氣

污染 

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
變措施計畫及警告通知作
業辦法第九條: 
 
一、事故嚴重影響附近地
區空氣品質，導致十人以
上送醫就診。 
 
二、事故污染範圍涵蓋規
模達三十人以上之學校、
醫療或社會福利機構。 
 
三、事故未達前二款情形。
但可預見災害對社會有重
大影響，經各級主管機關
認事故可能持續惡化，有
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之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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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突發事故之定義與類型 

火災         洩漏 
 
 
天災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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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作為及通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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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突發事故 應變作為及通報方式 

母法來源: 
空氣污染防治法第32條 
在空氣品質防制區或總量管制區內，禁止未經處理設備
直接排放到空氣中的污染行為： 
一. 工廠作業污染：像是燃燒、煉製、研磨、鑄造等過

程，產生大量粉塵影響空氣或他人財物。 
二. 營建工程未防塵：建築施工或運送材料時，若沒有

做好防塵措施，造成塵土飛揚。 
三. 物質管理不當：混合、加熱、烘烤等操作產生異味

或有毒氣體，或導致物質自燃。 
四. 使用揮發性物質：例如有機溶劑的使用、儲存或運

送，產生異味或有毒氣體。 
五. 餐飲油煙污染：餐飲業烹飪過程中產生的油煙或異

味，對環境造成污染。 
六. 其他公告污染行為：主管機關公告認定的其他空氣

污染行為。 

空氣污染防治法第33條 
一. 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因突發事故，大量排放空氣

污染物時，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至
遲於一小時內通報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 

二. 前項情形，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除令公私場
所採取必要措施或得令其停止該固定污染源之操作
外，並應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及採取因應措施。 

三. 公私場所應擬訂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
畫，並定期檢討，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後切實執行。 

四. 第二項之惡化警告發布、通知方式及因應措施、前
項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之應記載內
容及執行方法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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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突發事故 應變作為及通報方式 
一、列管對象（依辦法第2條）： 
•指 經公告應設空污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的公私場所，並使用「管制物質」者。 
•需事前擬訂應變措施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定、定期演練、異動時須申報修訂， 
 並於事故發生時確實執行。 
 

二、非列管對象（無須擬定計畫者）： 
雖非列管對象，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3條仍須注意以下規定： 
突發事故發生時，若導致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必須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一. 通報義務：須於一小時內向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環保局通報事故情形。 
二. 主管機關權限（事故發生後）：可要求立即改善、採取必要控制手段，或命令

污染源停機，並得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與採取因應措施。 
 

重點：即使未列管、無需擬定應變計畫，也不能免除應變與通報責任！ 

類別 是否需擬定應變計畫書 是否需定期演練 突發事故是否需通報 

列管對象 是 是（每年1次） 是（1小時內） 

非列管對象 否 否 是（1小時內） 

大量排放之定義: 
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因
故障、人為疏失、天災或
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不正
常排放空氣污染物，短時
間內即有造成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破壞生存環境、
危害國民健康之虞者，得
認定為大量排放空氣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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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機制與流程 

發現異常 

當發現任何可能造成空氣污染的突發事故時 

內部通報 

立即通知內部主管、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通報主管機關(環保局.消防局等) 

撥打環保局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通報 

提供詳細資訊 

事故時間、地點、污染物種類、影響範圍、初步處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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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機制與流程 

經查看各廠空氣污染緊急應變演練報告書，步
驟均確實包含通知主管機關，但基本上僅一句
話帶過，建議加強訓練相關人員回報訓練並呈
現，包括: 
一. 向誰回報:環保局、應變計畫書聯絡人清冊 
二. 如何回報:電話or傳真 
三. 回報內容 :事故時間、地點、污染物種類、

影響範圍、初步處理 

範例: 
一筆帶過 

如有需要… 

環保局可以配合演練! 
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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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緊急應變措施 

立即控制污染源 

緊急停機、停止洩漏源、採取控制措施 

保障人員安全 

人員疏散、提供防護裝備、必要時疏散周邊居民 

應變處置 

消防滅火、通風換氣、收集洩漏物 

配合環保局指示 

提供必要資訊與協助，進行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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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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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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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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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89 條: 
固定污染源之相關設施故障致違反本
法規定時，公私場所立即採取因應措
施，並依下列規定處理者，得免依本
法處罰： 
一. 故障發生後一小時內，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二. 故障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修復或

停止操作。 
三. 故障發生後十五日內，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環保局的應變作為 

立即確認事故資訊，啟動應變機制，成立應變小組 

接獲通報 

派遣稽查人員，評估污染狀況，進行環境監測與採樣分析 

現場處置 

指導工廠採取必要措施，協調消防、警察、衛生等相關單位 

協調合作 

後續處理 

調查事故原因，要求提出改善計畫，依法進行處分 

發布警告 

接獲通報或民眾陳情後二小時內於各平台發佈空品惡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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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的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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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與責任 
相關環保法規 
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其相關

子法中有關突發事故通報

與應變的規定 

法律責任 
未依規定通報者，將依法

處罰。因管理疏失導致事

故，需負擔相關責任 

可能罰則 

未積極採取應變措施，導致污染擴大者，將加重處罰，

可能面臨停工、罰鍰。 

具體可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章罰則部分，包括
第51、56、59、62條: 
一. 造成嚴重人體危害（刑責＋罰金） 
二. 違反應變與通報義務（行政罰＋強制措施） 
三. 未定期提報計畫或不符規定（限期補正+罰鍰） 
四. 不遵行主管命令(罰金) 
 
其中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
得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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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架構-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及警告通知作業辦法 

規範公私場所 
提交措施計畫書 

規範地方政府機關條文 

規範公私場所申請核定時限 

空
氣
汙
染
防
制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公私場所發生突發
事故大量排放空氣
污染物時，應立即
通報並啟動應變計
畫，主管機關得採
取管制措施並發布
警告，相關應變計
畫內容由中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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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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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種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管制物質清單 

項次 名稱 CAS NO 項次 名稱 CAS NO 

1 硫化氫 7783-06-4 16 反巴豆醛 123-73-9 

2 甲硫醇 74-93-1 17 丁醇 71-36-3 

3 乙硫醇 75-08-1 18 甲苯 108-88-3 

4 甲胺 74-89-5 19 乙酸乙酯 141-78-6 

5 氧硫化碳/硫化羰 463-58-1 20 甲基溴 74-83-9 

6 鹽酸/氯化氫 7647-01-0 21 1,1二甲基聯胺 57-14-7 

7 丙烯酸乙酯 140-88-5 22 環氧丙烷 75-56-9 

8 二氧化硫 7446-09-5 23 甲酸甲酯 107-31-3 

9 1,2環氧丁烷 106-88-7 24 一氧化碳 630-08-0 

10 乙酸丁酯 123-86-4 25 二甲基硫 75-18-3 

11 二甲醚 115-10-6 26 四氯化鈦 7550-45-0 

12 氫氟酸 7664-39-3 27 異戊二烯 78-79-5 

13 α甲基苯乙烯 98-83-9 28 氨 7664-41-7 

14 氯丙烯 107-05-1 29 丙烯酸甲酯 96-33-3 

15 甲基丙烯酸甲酯 80-62-6 23 



空氣污染突發應變緊急規劃書 

編號 項目 內容 

1 計畫封面 須載明版本、修訂資訊 

2 操作物質 原物料、產品、使用量 

3 座落環境 附周界配置與敏感受體位置 

4 預防整備事項 
包括教育訓練與通報體系、聯絡人名單及連絡
方式 

5 
防制設備異常排放

與對策 
各污染源緊急處置方法 

6 洩漏模擬分析資料 擴散模擬及受影響區評估 

7 應變採取措施 包含疏散與通報程序 

8 SDS（安全資料表） 各類管制物質資料 

提報內容: 

目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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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突發應變緊急規劃書 
提送異動之封面範例: 

依據「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工商機密審查辦法」
第3條規定，公私場所於取得本法第35條第1項所列核准
（定）文件之日起15日內，隱匿個人資料後，應將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
應變措施計畫資訊公開於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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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表及常見缺失 

缺失以未更新
名單、裝備數
量及版別最為

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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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業者固定執行項目: 

每年辦理一次突發事故演練 定期檢討空污事故突發應變計畫書 

依據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
措施計畫及警告通知作業辦法第5、
6條: 
一.每年演練：每年至少辦理一次
空氣污染突發事故演練，可與其
他單位聯合辦理。 
二.演練報備：演練後30日內，應
檢附相關資料報主管機關備查，
可依結果檢討應變計畫。 
三.資料異動申報：如基本資料、
管制物質或聯絡人資訊變更，應
於30日內向主管機關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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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業者固定執行項目-定期檢討空污事故突發應變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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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今年度執行現場查核比對空氣污染突發事故應變
計畫書內容，截至目前已完成10廠次，後續將完成剩餘
18家，尚未被查核之列管業者應注意是否有需更新之部
分，可先行檢視並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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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電話:05-5526231(環保局空噪科) 
                 05-6935265(台灣曼寧) 
聯絡人:吳經理(台灣曼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