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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 (格式 ) 

 

 

 

 

  工廠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廠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制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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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係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及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緊急防制辦法規定，公私場所應提報之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之

內容撰寫，依據本廠之相關空氣污染物及防制設施部份加以說明，內

容涵蓋污染源種類、防制設施、污染物排放量削減方式、惡化防制應

變中心之設立、通報方式及相關製程單位生產削減或停工之配合等計

畫事項，將分別於下列章節逐一說明以為執行本計畫時之依據。 

一、計畫目的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

制辦法」中明定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地方主管機關應要

求公私場所配合實施緊急防制措施，並於指定期間內訂定各級空

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本防制計畫即配

合雲林縣地區範圍之氣象及本廠產生之污染物特性，特訂定本空

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以利發生空氣品質惡化狀況時，能有效且

迅速地配合主管機關之相關污染源管制，期能配合降低及改善空

氣品質狀況，以達成本地區之空氣品質之維護。 

本廠為 xxxx 業，座落於 xxxxxxxxxxx，當雲林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對本地區發佈空氣品質狀況在氣象條件不利於污染物擴

散或顯示空氣污染物濃度達於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數值時(如下表)

，經判定屬於氣象變異或其他原因所致之空氣污染事件者，本廠

即依據本計畫之內容啟動執行防制計畫。 

 

 



4  

 

二、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組織： 

指揮官(廠長)

副指揮官(副廠長)

製程管制組
(製造、品保課)

通訊聯絡組
(環安課)

緊急救護組
(總務課)

消防安全組
(工務課)

聯絡方式 

應變組織 廠內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 備註 

指揮官(廠長)    

副指揮官(副廠長)    

製程管制組(製造課) 

     (品保課) 

   

通訊聯絡組(環安課)    

緊急救護組(總務課)    

消防安全組(工務課)    

本廠緊急應變小組之組織，設指揮官 1 人，副指揮官 2 人

；指揮官及副指揮官底下，分設製程管制組、通訊聯絡組、緊急

救護組、消防安全組等四組，接受指揮官之指揮並分別掌理不同

任務。 

(一)指揮官： 

1.由廠長擔任，主要任務為選任緊急應變組織中各組組長，

並賦予各組組長於執行空氣品質惡化防制工作的各項任

務推動。 

2.指揮、監督空氣品質惡化防制工作須配合的事項。 

3.主導空氣品質惡化計畫內容訂定，並給予必要的指示。 

4.削減比率監測與通報彙總，並做出最後裁示。 

(二)副指揮官： 

1.由副廠長擔任，主要任務為協助指揮官，綜理空氣品質惡

化防制工作的協助推動。 

2.指揮官因故無法執行指揮與監督工作，由副指揮官代理執

行。 

(三)製程管制組： 

1.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至二人；組長由製造課課長擔任，

副組長由製造課股長級以上人員擔任；另有組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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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班值日同仁為主。 

2.組長承指揮官之命，執行必要的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組長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時，由副組長協助代理。 

3.向指揮官報告執行緊急應變之情形與結果。 

4.指揮組員實施相關的應變層級。 

5.監督、領導該組人員於應變過程中，人員的安全操作。 

6.與通訊聯絡組保持聯繫，讓組織能依不同的情況來進行與

修正緊急應變措施，並以此調整應變的級別。 

7.品保課人員從旁協助，執行減量運轉時，有關於品保工作

的各類數據提供及相關的技術支援，使符合空氣品質緊急

惡化所需的減量要求。 

(四)通訊聯絡組： 

1.設組長一人，組員二至三名（由辦公室行政人員擔任），

組長由環安課課長擔任，組長因故無法執行必要任務時，

由人事專員代理其職務。 

2.組長承指揮官之命，執行必要的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組長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時，由副組長協助代理。 

3.與製程管制組保持聯繫，並向指揮官報告應變執行的情形

與結果。 

4.通報與接收環保單位本廠執行緊急應變之結果。 

(五)緊急救護組： 

1.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至二人；組長由總務課課長擔任，

副組長由該課股長級以上人員擔任；另有組員若干人，以

該單位當班值日同仁為主，協助相關的緊急救護工作。 

2.組長承指揮官之命，執行空氣品質惡化防制過程中，可能

發生事故的警戒任務。 

3.向指揮官報告廠內安全狀況。 

4.與各組人員隨時保持聯繫，並隨時待命。 

5.人員急難救助的執行。 

6.現場安全警戒工作的執行等 

7.組長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時，由副組長協助代理。 

(六)消防安全組 

1.另有組員若干人，以該單位當班值日同仁為主，協助相關

的緊急救護工作。 

2.組長承指揮官之命，接收空氣品質惡化緊報在減產過程中

避免發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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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事故發生依事故種類及現場危險物品種類選擇救災器

材。 

4.恢復正常操作過程中避免發生事故。 

5.執行所屬組員於各工作現場的安全工作督導與視察等。 

6.組長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時，由副組長協助代理組長職務。 

 

若遇上述各組人員請假時，相關職務代理人如下表  

職務名稱 姓名 職務代理人 代理人姓名 

指揮官(廠長)  副指揮官(副廠長)  

副指揮官(副廠長)  副指揮官(副廠長)  

製程管制組（製造課）  當班生產股股長  

通訊聯絡組（環安課）  人事專員  

緊急救護組（總務課）  裝運股長  

設備維護組(工務課)  當班電務或機務股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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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程序 

本廠緊急應變程序分為以下二類，包括： 

(一)區域空氣品質惡化 

(二)工廠本身發生突發性環保事故 

本廠就人員的編制與組織大小，應隸屬中、小型之工

廠，全廠人數共 xx 人，一旦上述二項狀況發生時，將分別

依應變前、應變中及應變後的不同程序，實施相關的應變

程序。 

(一)區域空氣品質惡化 

1.應變前 

(1)接獲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時，首先廠內應先確認警告級

別，以做為本廠後續進行減量時之依據。 

(2)接獲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時，廠內立即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以統一指揮進行應變。 

2.應變中 

(1)製程管制組： 
(i)針對廠內受管制會造成環境惡化之製程，依應變級

別實施減量生產或停止生產 

(ii)將實施情況告知通訊聯絡組組長，透過該組的通報

，使環保單位了解本廠執行緊急應變之情形與結果

。 

(iii)製程管制組組長應隨時與通訊聯絡組保持聯繫，期

能於第一時間與環保局來隨時保持聯繫，讓本廠能

依不同的情況來進行與修正緊急應變措施，並以此

調整應變級別。 

(iv)當惡化管制解除時即可恢復正常的操作程序。 

(2) 通訊聯絡組： 

(i)接收環保單位所給的空氣污染緊急惡化警告，並確

認應變級別。 

(ii)協調製程管制組實施必要的應變對策，同時亦需向

環保單位通報廠內之緊急應變過程及結果。 

(iii)由環保單位針對本廠實施應變過程，來判定應變內

容是否合乎污染減量之效果或是需更改相關的操作

程序，並配合修正空氣惡化級別來解除空氣惡化之

警告。 

(3)緊急救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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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緊急救護組別的主要任務為警戒在應變組織啟動的

過程中避免事故的發生，並且警戒在恢復正常操作

過程中可能的意外防範。 

(ii)意外事故之緊急處置及人員之急難救助。 

(iii)救護人員須確立並熟知本廠的緊急救護醫院（×××

×醫院），當管制措施啟動或恢復正常操作期間，一

旦人員發生意外情況需施以急救時，應立即送至緊

急救護醫院處置。 

(iv)警戒於實施應變過程及回復正常操作時的危害發

生可能性預防。 

3.應變後 

(1)緊急應變小組回歸各工作崗位。 

(2)檢討此次事件的應變流程是否有疏失或遺漏的地方，

或是需再加強之處，以便更改不足之處。 

(3)將此次事件之應變結果製成報告書，做為之後空氣品

質惡化緊急應變程序參考。 

(二)廠內發生突發性環保事故 

1.應變前 

(1)當察覺廠區發生突發性環保事故導致空氣品質惡化時

，環保單位會主動發出警告，廠內除了進行事故的處

理與處置外，接獲環保單位警告後即開始進行緊急應

變。 

(2)接獲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時，廠內首先須確認警告的級

別，以做為廠內後續進行減量時之依據。 

(3)一旦接獲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時，廠內應立即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以統一指揮進行應變。 

2.應變中 

(1)製程管制組： 

(i)全廠製程所屬區域，管制之劃分如下： 

××××區 

××××區 

××××區 

(ii)在事故發生時，將會受到影響的製程停止生產，無

受到影響之製程則進行管制以減少空氣的污染，同

時將非必要人員引導至安全地點。 

(2)通訊聯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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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發生事故時工廠立即通報消防單位及所屬環保機關

，並告知本廠所發生事故可能造成的立即危害。 

(ii)聯絡相關單位協助救災。 

(iii)通報緊急救護組實施緊急救護措施，並向該組施以

必要的安全事項說明。 

(3) 緊急救護組： 

(i)事故發生時，依據事故種類及現場危險物品種類，

選擇救災器材，並搬移或隔離危險物後再救災。 

(ii)救災完畢後，應實施必要的警戒及留守，確認災害

確實獲得控制或已撲滅。 

(iii)協調緊急救護醫院（××××醫院），當管制之中人員

發生身體不適時，立即送至急救醫護醫院處置並依

據污染物的種類進行救治。 

3.應變後 

(1)人員、器材的清點。 

(2)緊急應變小組回歸各工作崗位。 

(3)檢討此次事件的應變流程是否有疏失或遺漏的地方，

或是需再加強之處，以便更改不足之處。 

(4)如此次事件的應變流程，依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來

操作，但是已不敷現況使用，則應修正防制計畫的流

程，以符合未來緊急應變之程序。 

(5)將此次事件之突發性應變結果製成報告書，作為之後

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程序參考。 

××××公司  緊急事故聯絡電話 

緊 

急 

連 

絡 

電 

話 

雲林縣政府環保局  公 
 

司 
 

主 
 

管 

(廠長) 09××-  

火警救護 １１９ (副廠長)   

警察局 １１０ (副廠長)   

電力公司  (總務課)   

保全公司  (環安課)   

瓦斯公司  (製造課)   

醫院  (工務課)   

衛生所  (品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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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空氣品質惡化之緊急應變程序： 

接獲環保局空氣品質惡化警告
通知

緊急應變小組指揮官確認惡
化級別

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下達各組開始運作

製組管制組

配合各級別進行製
程產量之減量生產

調整緊急應變
之級別

通訊聯絡組

通報環保局執行緊
急應變之成效及結

果

接收環保局修正緊急
應變

接收環保局解除惡
化警告

消防安全組

警戒應變過程中避
免意外事故發生

警戒恢復製產過程
中避免意外事故發

生

醫療救護組

緊急應變過程中
提供人員醫療

急救作業

現場醫療處理或轉
送醫院

宣布解除緊急應變小組運
作，各組相關人員歸建

召開本次緊急應變結果及成
效之檢討會議

修正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
畫，製作緊急應變事件報告

應變前

應變中

應變前

恢復製程正常生產

 

應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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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廠內發生突發性環保事故之緊急應變程序： 

察覺本廠區發生突發性環保事
故之報告

緊急應變小組指揮官確認惡
化級別

啟動緊急應變小組下達各組
開始運作

製程管制組

非事故相關製程管
制產量以減少空氣

污染

引導非相關人員至
安全地點

通訊聯絡組

通報環保局及消防
隊本廠發生之事故

消防安全組

依事故及現場危險
物品種類選擇救災

器材

搬移危險物品

醫療救護組

緊急應變過程中提供
人員醫療急救作業

現場醫療處理
或轉送醫院

人員器材清點

宣布解除緊急應變小組運
作，各組相關人員歸建

調查事故原因及應變結果及成效
之檢討會議

修正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製
作緊急應變事件報告

應變前

應變中

應變後

聯絡相關單位
協助救災

進生救災程序

確認災害清除

劃分管制組

事故相關製程減量
或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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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氣污染源種類、特性及防制措施 

 

請簡述貴廠空氣污染源種類、特性、防制措施 

製程 主要設備 

編號 名稱 污染源編號 污染源名稱 污染特性 
防制設施

名稱 

防制設施

編號 

MO3 熱媒加熱程序 

E001 熱媒鍋爐 
NOX 

SOX 
無 P001 

E002 熱煤鍋爐 
NOX 

SOX 
無 P002 

  
     

     

  
     

     

  
     

     

  
     

     

  
     

     

  
     

     

生產製程流程圖(請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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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及配合削減方式 

目前雲嘉南空品區及雲林縣空氣品質不良之指標以懸浮微

粒及臭氧為主，茲針對懸浮微粒及臭氧指標污染物配合削減方法

進行說明如下表。其中指標污染物為 PM10時以 TSP(原生性微粒

)、SOx 及 NOx(將衍生為硫酸鹽及硝酸鹽二次微粒)減量為主，

指標污染物為 O3時，因 VOC 及 NOx 為臭氧之前趨物，因此將

加強 VOC 及 NOx 之減量。 

 

製程編號 

污染源 排放狀況 配合削減方式 

名稱 編號 編號 
污染物種

類 
年排放量 

指標污染物 

PM10 

指標污染物 

O3 

M01 

汽電共生

程序 

燃煤鍋爐 E001 P001 

TSP 

SOX 

NOX 

VOC 

100(T/Y) 

150(T/Y) 

300(T/Y) 

50(T/Y) 

1. 降低操作

量 

2. 提升脫硫

系統效率  

 

1. 降 低 操

作量 

2. 提 升 脫

硝 系 統

效率 

 

 

 

       

 

 

 

       

 

 

 

       

請說明削減程序及削減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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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計削減百分比 

按不同惡化級別及指標污染物，各排放設備削減百分比如

下，其中削減後排放量欄位以各指標污染物對應之重點污染物為

主，即指標污染物為 PM10時，以 TSP 及 SOx 為主；指標污染物

為 O3時，以 NOx 及 VOC 為主 

製程編號 
排放量(㎏

/hr) 

指標污

染物 
惡化級別 

削減方式及

百分比 
削減後排放量(kg/hr) 

M01 

熱媒加熱

程序 

TSP:13.0 

SOx:19.5 

NOX:39.1 

VOC:6.5 

PM10 

初級 

1.降載 10％ 

2.FGD 效率

由 80%提升

至 90% 

TSP:11.7 

13*(1-0.1)=11.7 

SOx:8.8 

19.5/(1-0.8)*(1-0.1)*(1-0.9)=8.8 

中級 

1.降載 20％ 

2.FGD 效率

由 80%提升

至 90% 

TSP:10.4 

13*(1-0.2)=10.4 

SOx:7.8 

19.5/(1-0.8)*(1-0.2)*(1-0.9)=7.8 

緊急 

1.降載 40％ 

2.FGD 效率

由 80%提升

至 90% 

TSP:7.8 

13*(1-0.4)=7.8 

SOx:5.9 

19.5/(1-0.8)*(1-0.4)*(1-0.9)=5.9 

O3 

初級 

1.降載 10％ 

2.SCR 效率

由 80%提升

至 85% 

VOC:5.9 

6.5*(1-0.1)=5.9 

NOx:26.4 

39.1/(1-0.8)*(1-0.1)*(1-0.85)=26.4 

中級 

1.降載 20％ 

2.FGD 效率

由 80%提升

至 85% 

VOC:5.2 

6.5*(1-0.2)=5.2 

NOx:23.5 

39.1/(1-0.8)*(1-0.2)*(1-0.85)=23.5 

緊急 

1.降載 40％ 

2.FGD 效率

由 80%提升

至 85% 

VOC:3.9 

6.5*(1-0.4)=3.9 

NOx:17.6 

39.1/(1-0.8)*(1-0.4)*(1-0.8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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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污染物削減百分比 

指標污染物 項目 初級 中級 緊急 

PM10 
TSP 10% 20% 40% 

SOx 54.9% 60% 69.7% 

O3 
NOx 32.5% 39.9% 55% 

VOC 1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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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監測及通報方式 

(一)監測方式 

環保局發布空氣品質惡化等級時，警告本區域內之公

私場所應即刻執行其防制計畫，本公司立即依本計畫進行

空氣污染排放量及生產操作量之削減，對於廠內生產製程

之削減及控制，相關部門及單位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操作

及空氣污染排放量進行監測。 

1.生產製程 

製程管制組在負責實施削減比率的過程依據級別分

別配合實施必要的停轉或原料投入量的控制，記錄其操作

量並由控制中心緊密監控。 

2.污染防制設施 

製程管制組人員須監控相關儀表，記錄防制設備運作

是否正常以達削減比例 

(二)通報方式 

 

指揮中心
(指揮官)

× × ×

(副指揮官)

× × ×

製程管制組
× × ×

通訊聯絡組
× × ×

消防安全組
× × ×
`

醫療救護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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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報名單 

通報名單 

本廠區內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代理人 電話 

緊急應變小組      

緊急應變小組      

緊急應變小組      

      

      

      

本廠區外 雲林縣政府環保局 值班單位 值班人員  值班人員  

行政院環保署 督查大隊 值班人員  值班人員  

      

      

      

(B)通報器材及通報內容 

通報方式 

本廠區內 單位 職稱 通報器材 通報內容 

緊急應變小組  1.廣播器 

2.督報器 

3.電話 

4.喊叫 

5.警示器 

1.通報人姓名 

2.通報時間 

3.惡化狀況說明 

4.各單位應變通知 

5.執行削減計畫 

6.削減作業安全維護事項

通知 

緊急應變小組  

緊急應變小組  

  

  

  

本廠區外 雲林縣政府環保局 值班單位 1.電話 

2.傳真 

1.通報人姓名 

2.通報時間 

3.惡化狀況說明 

4.應變可能之協助 

行政院環保署 督查大隊 

  

  

  

八、演習事項 



1 8  

 

(一)每年 xx 月舉行演練 

(二)演習步驟 

1.通訊聯絡組組長接獲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時立即通報指揮

官需啟動空氣品質惡化警急應變小組。 

2.指揮官召集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變小組人員依緊急應變

程序舉行演練。 

3.演練完畢指揮官召開檢討會。 

4.通訊聯絡組組長將演習內容做成紀錄存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