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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氣喘急性發作的原因，大家都會想到的是：塵蟎、冰、二手煙等，但是

還有一項重要因素總是被忽略了，那就是：細懸浮微粒空氣污染。 

 

    什麼是細懸浮微粒？懸浮微粒的英文是 particulate matter (PM)，這些懸浮粒

子的直徑(粒徑)越小，對人體的健康危害就越大。當粒徑小於 2.5x10
-6公尺，或

2.5 微米(2.5μM)，就稱為細懸浮微粒(英文簡寫為 PM2.5)。這些 PM2.5 可以攜帶

各種重金屬或硫化物、氮化物等，長驅直入肺的最深部---肺泡，甚至進入肺泡微

血管後，進入全身血液循環。 

 

    PM2.5 對人體健康有哪些影響呢？主要分為兩部份：長期效應與短期效應。

長期效應在歐美國家已經有很多的長時間(數年到十幾年)研究，發現長期暴露在

高濃度的 PM2.5 之後，會增加肺腺癌與心血管疾病(包括心絞痛、心肌梗塞與腦

中風)的發病率﹔短期效應是指當某一天 PM2.5 突然上升，則在當天，以及隨後

的幾天到一個月，就會造成健康效應，包括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惡化，與氣喘

的急性發作。 

 

    台大公共衛生所詹長權教授曾研究 PM2.5 與兒童氣喘關係發現，當 PM2.5

空污惡化時，兒童氣喘急性發做的機會就增加，尤其是某些帶有特定基因的特殊

體質兒童，更容易受到影響。 

 

    要如何避免 PM2.5 空污的危害？首先要知道如何查詢 PM2.5 的濃度。行政

院環保署首頁右方有”空氣品質”的連結，進入後即可看到全台灣空氣品質監測站

的空氣品質指標與各監測項目。可以再選擇”細懸浮微粒”的”即時濃度”，就可以

知道當下各地的 PM2.5 濃度。PM2.5 濃度多少算正常？依 WHO 建議，PM2.5 年

均值要小於 10μg/M
3，日均值要小於 25μg/M

3。目前台灣西半部幾乎全年都不

合格，而且越往南越嚴重。 

 

    當空氣污染嚴重時，我們可以怎麼做？依照污染的嚴重度與個人是否屬於”

易受感族群”(兒童，老人，孕婦，已知有肺部疾病或心血管疾病的人)而不同，

當污染越來越嚴重時，應該做的依序有： 

1. 減少外出做劇烈運動 

2. 避免外出做任何運動 

3. 當嚴重度逐漸上升時，完全避免外出 



4. 此外根據研究，當室外空污嚴重時，室內 PM2.5 與室外濃度相當，因此要

緊閉門窗，並且用有 HEPA 的空氣清淨機。 

 

    其實早從胎兒開始就受到 PM2.5 的影響。研究顯示當孕婦在懷孕過程中暴

露在 PM2.5 的空污之下，新生兒在出生之後到 2 歲內，得到異位性疾病(包括氣

喘、鼻過敏、異位性皮膚炎)的機會，就會增加。 

 

    國內有些團體正在推動將 PM2.5 納入氣象報告，若能成功，則以後民眾將

更清楚何時需要開始防衛。例如原本有氣喘的兒童，就應該避免參加學校的運動

會，以免氣喘的急性發作。更期待有一天台灣的空氣品質可以因為產業轉型與加

嚴的管制，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以減少過敏兒童的發病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