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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4 健康服務站講座成果  

◆健康服務站名稱：龍洲里社區馬偕健康服務站 

◆時間：下午 14:00-15:00 

◆對象：社區民眾 

◆主題：認識 PM2.5 

◆講師：馬偕醫院家庭醫學科  吳昱維醫師 

◆參加人數：15 人 

◆滿意度成果分析：(有效問卷 14 份) 

分析項目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時間安排 42.9% 57.1% 0% 0% 0% 

場地安排 50% 50% 0% 0% 0% 

表達方式 50% 50% 0% 0% 0% 

課程內容 50% 50% 0% 0% 0% 

服務態度 50% 50% 0% 0% 0% 

總體滿意度 48.6% 51.4% 0% 0% 0% 

 

◆活動相片： 

 

 

 

天空灰灰的，其實是「霾」不是「霧」！細懸浮微粒 PM2.5 已經成為全球高度關注的新

興污染物。究竟什麼是細懸浮微粒 PM2.5 呢? 細懸浮微粒為飄散在空氣中的極微小的顆

粒物質而這些微小的粒子容易附著病菌、戴奧辛、多環芳香烴以及重金屬等有毒物質，

當 PM2.5 經由鼻、咽及喉進入人體後，因為非常微細所以可以穿透肺泡，除了會沉積在

支氣管及肺泡中，導致細支氣管擴張、肺水腫或支氣管纖維化等外；也會直接進入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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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影響腦部與心臟等幾乎全身所有器官，故會大幅增加心血管、肺

線癌罹患率和呼吸系統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如果空氣中 PM2.5 濃度過高，容易造成過

敏、氣喘或孕婦早產。根據環保署資料，台灣是參考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訂定

PM2.5 空氣品質標準，24 小時平均值為 35μg/m3，年平均值為 15μg/m3。但根據環

保署 2013 年發布的空氣品質監測報告，全台 30 個測站年平均值，高達 24μg/m3，遠

遠超標。若超過 35μg/m3，將對敏感體質者如：老人、小孩、有心肺和血管疾病或呼

吸系統疾病的人有害；若超過 65μg/m3，則對全數國民的健康都會造成傷害。因此想

減少吸入 PM2.5，除了少出門、多戴口罩、使用空氣清淨機等治標的方式外，應該還要

學習治本的方法，從日常生活中減少 PM2.5 的排放，力行節能減碳，以期對環保以及自

己的身體盡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