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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異味污染的偵測與防治為目前空氣品質管理上的重要課題，本研究為新竹科

學園區異味特性調查，探討園區的異味發生率與發生強度特性。結果顯示園區異

味最高發生率高達 86%，而調查之異味型態皆屬瞬間發生及消散的形式，異味持

續時間皆低於 1分鐘，在儀器偵測到之濃度變化低於 1 ppm，此為造成目前監測管

理上之挑戰。此外，發現高科技廠之放流水含有揮發性有機物與氨氣，可能為造

成局部地區異味發生的原因。 

 

關鍵詞︰空氣污染；異味；揮發性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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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dor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on the curren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valuate the frequency, intensity, and 

distribution odor pollution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The odor detection was also 

evalua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odor 

was 86% in September. However, odor duration was less than 1min and odor variation 

was lower than 1ppm. This result will cause difficulties i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high-tech plant effluent containing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nd ammonia, may be causing localized odor occurred.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od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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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高科技產業製程複雜，所使用的化學物質種類龐雜，在製程不斷更新下，這些

化學物質也不斷大量地配合更換耗用，根據近來民眾陳情案件統計，高科技廠集

中的新竹科學園區的空氣中常有異味的發生，使得環境與生活品質降低。 

異味污染物定義為係足以引起厭惡或其他不良情緒反應氣味之污染物。常見臭

味物質包含不飽和、含氧、含還原態氮、含還原態硫、含鹵素等揮發性有機物或

硫醇類。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廠揮發性有機氣體(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排放特性，Chen等人(2003)研究中利用GC-MS判定VOCs廢氣之顯著物質為 IPA；

Chiu 等人(2005)以針對了竹科週界大氣 VOCs 進行採樣、並以根據 TO-15 法以

GC-MS 分析、瞭解其分佈，結果指出週界大氣 VOCs 主要為 2-propanol, acetone, 

benzene, 及 toluene，而在一些測點也分析有超過閾值之臭味物質如 carbon disulfide

及 dimethyl sulfide；Wu 等人(2006)針對竹科廢水處理廠及廢水排放系統所揮發之

VOCs進行採樣，研究結果顯示 acetone, isopropanol (IPA) 及 dimethyl sulfide (DMS)

為主要污染物質，其中 acetone 佔了 78%。Chang 等人(2010)以中科光電廠周邊為

區域，利用 GC-MS 進行 VOCs 特性研究，結果指出大氣中主要含有之 VOCs 為

toluene, acetone, m/p-xylene, 及 ethanol；Tsai 等人(2011)分別利用 IC 及 GC-MS 進

行中科園區大氣採樣之粒狀污染物質、水溶性離子及氣體樣本分析，denuder吸收

系統採集、經分析後所得主要物質為 SO2, HNO2及 NH3；在 PM10及 PM2.5中所含

有主要為 nitrate, sulfate 及 ammonium 離子；大氣所含有 VOCs 物種，有 toluene, 

propane, isopentane及 n-butane等為來自汽機車等移動污染源排放，建廠過程中排

放了 ethylbenzene, m-xylene, p-xylene, o-xylene, 1,2,4-trimethylbenzene,及 toluene，

投片生產後 VOCs 主要物種為 methyl ethyl ketone), acetone 及 ethyl acetate。 

依據 2010年度新竹市揮發性有機物及餐飲業稽查管制計畫之執行成果，顯示

排放管路中以甲苯與丙酮濃度達到臭味閾值為異味來源物質。周界污染物採樣結

果與排放管道污染物質比較，發現甲苯、鄰-二甲苯、1,2,4-三甲基苯及 1,3,5-三甲

基苯，共 4 種為相同污染物種類。其中排放管道檢測以異丙醇(IPA)、丙酮、乙醇

及甲苯值較高，而周界檢測結果以1,2,4-三甲基苯及1,3,5-三甲基苯之值較為偏高，

但周界檢測結果皆未達到臭味閾值。雖然歷年新竹市環保局執行新竹科學園區相

關空氣污染管制計畫，對於空氣污染物之排放管制，已有具體的減量管制成效，

然而對於異味之管制，仍具有一定困難，主要為在異味消散前無法立即採樣比對，

因此如何突破此關鍵技術，將是異味管制之關鍵。 

本研究為 2011年 9月至 2012年 1月，新竹市環保局執行新竹市科學工業區異

味來源偵測評估計畫，調查園區的異味發生率與發生強度特性，並找出污染源以

評估有效的異味的偵測與管制法。 

 

2. 研究方法 

異味調查選定為科學園區三期的區塊，進行異味特性調查，工作方法主要為: 

(1)密集人員巡查，以了解異味官能感受與發生率。 

(2)固定三熱點以簡易型 PID偵測器長時間監測，以評估偵測之可行性。 

(3)熱區工廠現勘與採樣分析，以找出異味污染源。 

 

2.1 人員巡查 

以計畫工作人員與志工擔任巡查工作，異味調查使用六階段的異味強度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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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0 度:無異味。 

l 度:隱約感受到有異味。 

2 度:稍能曉得是何種異味程度。比方說，是酸溜溜的氣味或是有焦糊糊的異

味。 

3 度:很容易感受到的異味。比方說，我們一踏進醫院大門可感受特有的消毒

液的異味。 

4 度:強烈的其味。如管理不佳的廁所之糞尿異味。 

5 度: 極強烈的異味，想要吐或是頭暈頭疼，喉嚨不舒服程度。 

 

2.2固定三熱點以簡易型 PID偵測器長時間監測。 

本研究使用簡易型光離子化偵測器(Photo-ionization detector，PID)進行異味偵

測評估，廠牌: Baseline - MOCON, Inc，規格:光離子化強度為 10.6eV ，可感應氣

體共 289種，偵測濃度範圍：0~200 ppm（以異丁烯校正操作，解析度 0.01 ppm)。

雖然此設備無法直接分析異味物質種類，但是由於 PID的價格便宜，設備簡單且

可隨身攜帶，並對多種揮發性有機物具有一定的靈敏度，適合評估做為標準方法

的高值觸發的偵測器或者人員巡查攜帶。 

本計畫執行異味調查工作，引起園區園區公會環保小組高度重視，促成園區

環保小組召開園區三期異味討論會議，園區三期廠商成立異味通報系統，達成強

化園區異味管制的共識。並與廠商溝通與評估後，以力晶 P2廠、 力晶 P3廠與台

積電 8廠為 PID固定監測點，後續稱為三熱區(點)。 

 

2.3熱區工廠現勘與採樣分析。 

執行對於異味熱區的工廠現勘工作，當發現疑似的異味源，將氣體採樣分別使

用 PID偵測、異味官能測定(NIEA A201.13A)、不鏽鋼桶採樣分析 VOCs 物種(NIEA 

A715.14B)，與 CC-FTIR 分析，以探討可能產生的異味物質。 

 

3. 結果與討論 

3.1 人員巡查結果 

自 100 年 9 月至 101年 1 月科學園區三期共計完成 114 天與 1194 點次(n)的紀

錄，調查人員在執行期間，發現園區三期的異味皆屬於瞬間發生型式，異味的持

續時間皆在 1 分鐘內，異味強度的紀錄皆在 3 以下，圖 1 與圖 2 分別為統計非熱

區與熱區異味強度資料發生點次比例圖，圖 1 結果顯示在非熱區無異味之比率則

無明顯變化維持在 63%附近，異味強度以 2 為最高發生率。圖 2 顯示 9 月異味熱

區之無異味的機率只有 24%，代表 9 月在園區三熱區行走時，可以聞到異味機率

高達 86%。隨著監測與巡查工作的執行，異味發生率逐月從 86%降低至 10%，異

味強度 2 和 3 發生率亦明顯逐月降低。證明因本計畫執行三熱區的監測點的擺放

與高頻率的巡查，引起周邊廠商注意，使操作人員更注意污染物之控制，有達到

良好警示管制功效，改善了熱區的周邊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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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非異味熱區之異味強度比例圖 

 

 
圖 2  三異味熱區之異味強度比例圖 

 

圖 3 為科學工業園區三期的異味強度分布圖，三熱區中以力晶P2 廠(C區)

的力行一路，此區為異味強度 2與 3發生最多的區域，而台積電 8 廠(B區) 附近

區域的力行路次之。在異味調查期間發現，台積電 12 廠附近的園區二路與友達

光電公司靠力行九路附近路段也易有異味發生值得後續調查與管制。 

  

 
 

 

圖 3  科學工業園區三期異味強度分布圖(力晶P3廠(A區)、台積電 8廠(B區)與

力晶P2廠(C區)) 

 

3.2 PID偵測 

 

圖 4為本計畫使用 10ppm的丙酮進行PID測試結果圖，顯示設備可於 1min

鐘內反應出 90％的濃度值。如果當有園區常見之揮發性有機物丙酮逸散時，且

濃度 10ppm以上，且持續 2分鐘以上，以此PID當成高值觸發的感應器是非常可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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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PID使用 10ppm丙酮測試圖 

 

PID監測點共計完成 761 小時的監測，圖 5為PID測點平均濃度變化圖，資

料顯示三監測點的平均濃度變化趨勢一致，監測濃度在白天 7:00 後開始上升，

中午 11:00 至 13:00 達最高濃度，應與園區作業時間與上下班交通有關。最大平

均濃度以力晶P2廠的測點濃度最高為 3ppm。 

 

 
 

圖 5  三監測點PID測值平均濃度變化圖 

 

依據環保法規”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  六  條 氣體污染物周界

測定之取樣時間，除硫氧化物外之氣體其採樣時間應以 30分鐘為原則。園區最

常見揮發性有機物”丙酮”，其周界標準在 25
O
C應相對為 15ppm。以本計畫執行

所採用的固定式PID偵測器，偵測濃度 15 ppm以上的丙酮，理論上感應程度會非

常良好，而且目前由圖 5的三熱區背景PID最大測值皆在 5.5 ppm以下，可說明

丙酮周界標準與背景測值具有一定的鑑別度，因此以PID偵測器作為周界之高值

觸發是非常可行的。 

圖 6 本計畫工作人員於巡查時使用手提式PID分析測值，於有聞到異味前背

景值約為 97ppb，當異味來臨時期最高值為 151ppb，雖然感受到異味強為 3級，

但異味持續時間為 18秒，異味飄散後降為 98ppb。整體巡查發現異味持續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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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n內，而儀器可感知的變動皆在 0.1ppm至 1.2ppm以內，可說明以現行法規的

周界濃度採樣標準執行現況的瞬間異味採樣時，於採樣 30分鐘所得的物種濃度

的均值，皆會因稀釋作用而低於法規標準。 

 

 
有異味前:97ppb 有異味時:151ppb 有異味後:98ppb 

圖 6  PID偵測到異味時之測值變化 

 

3.3 工廠現勘 

經多次巡查與工廠現勘發現於P廠與E廠之放流水排放口上方氣體有異味，

表 1為PID測值與異味官能測定結果，資料顯示兩個樣本氣體異味官能測定值分

別為 120 與 132，超過工業區異味周界為 50 的標準值，特別是E廠之放流水氣提

後氣體經由CC-FTIR的方式分析，發顯現有氨氣反應。此外，兩家廠商的放流水

排放口氣體經物種分析，結果如表 4所示，以丙酮濃度最高而甲苯次之，P廠之

放流水排放口氣體中有丙酮、甲苯、苯乙烯三種氣體濃度達到嗅覺閾值。E廠的

放流水氣提後氣體之丙酮測值高達 41ppm，代表放流水中含有大量丙酮，達到嗅

覺閾值為丙酮與甲苯。對照兩家廠商之原物料，可以發現丙酮與氨氣皆被兩家廠

商所使用。兩家廠商放流口皆在馬路邊，只要有氣體溢散，就易造成路過人員感

受到異味。可說明放流水排放口可能為該區主要異味源來源之一。 

對於瞬間型的異味最佳的處理方式，建議仍需增加專業人力的巡察與工廠現

勘輔導，周界的濃度愈靠近污染源濃度愈高，巡查人員可攜帶PID偵測器當成輔

助工作，用以找到明確污染源，輔導與督促廠家改善。 

 

表 1 氣體樣本 PID測值與官能測定值 

樣本 PID測值 

(ppm) 

異味官能測定 異味工業區周

界標準 

P 廠之放流水

排放口氣體 

32 120 50 

E廠之放流水

排放口氣體 

132 13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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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VOCs 物種分析表 

檢測項目 

E廠之放流

水排放口氣

體(ppb) 

P 廠之放流

水排放口氣

體(ppb) 

嗅味閾值(ppm) 

丙酮 41000 115 0.037-800 

甲苯 53.2 30.2 0.021-69 

苯乙烯 1.1 28.4 0.0047-61 

2-丁酮 4.7 16.6 0.05-85 

對,間位-二甲苯 1.3 10.6 0.041-2.1 

氯仿 ND 9.3 11.0 

丙烷 ND 7.5  

甲基丙烯酸甲酯 ND 5.4  

乙苯 0.5 4.5 0.092-2.3 

鄰-二甲苯 0.6 3.4 0.081-5.4 

正己烷 ND 1.1 1.5-248 

苯 0.6 1.1 0.16-160 

二氯二氟甲烷 0.3 0.4 － 

一氯二氟甲烷 ND ND  

正戊烷 ND ND － 

1,2,4-三甲基苯 ND ND 0.0024-2.4 

 

4. 結論 

經由新竹市環保局計畫的執行，以固定式PID儀器設置、異味巡查、工廠現

勘輔導的方法與園區公會的努力，顯現異味之發生率與異味強度有逐月下降的趨

勢。評估以PID偵測器作為異味偵測是一種經濟與快速的偵測方式，特別是以園

區常見原物料丙酮，其周界標準 15ppm為偵測標的之使用時，應視為非常可行。

然而就計畫執行期間調查發現目前園區周界異味的特性為瞬間型態，儀器對瞬間

之低濃度感應仍不明顯，監測結果完成三熱區PID測值的背景基礎變化特性，可

供後續長期監測的比對與應用。在熱區中發現高科技廠之放流水上方之氣體，含

有揮發性有機物與氨氣等異味物質，加上放流口靠近道路，當逸散時易造成路過

人員之異味感知，有立即改善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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