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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動機

根據(C. A. Loffredo et al. 2018)的

研究，香菸燃燒的菸煙汙染物，其中

PM2.5是主要成份之一。

而香菸所產生的PM2.5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傳送？

在冬天的文化校園中，有哪些地方會受到吸菸區的汙

染影響？你所聞到的菸味，又是從哪裡來？

6.結論

CFD模擬之校園風場平面圖

利用CFD模擬東北風
下的校園風場

將大義館前的吸菸區
視為汙染源

結合軌跡追蹤模式，推
估汙染物的傳送情形

以校園實際觀測驗證

►後向追溯

►前向推估

2.研究方法

3.比對測試

4.軌跡追蹤

5.校園觀測

1.當有人在吸菸區吸菸時，約一分

鐘就能平流至觀測點。

2.幾乎每個觀測點都會受吸菸區事

件影響。

3.吸菸區的空氣塊來源是大仁館旁

公車站。

1.吸菸區的汙染事件在3分鐘內

就會影響到大義館周圍。

2.大部分香菸汙染物都往大賢館

方向平流。

1. 菸煙汙染物傳送的時間尺度較小，傳送機制以平流

為主，擴散不明顯。

2. 平流模擬結果與校園觀測一致，軌跡追蹤可以代表

菸煙汙染物PM2.5的傳送路徑。

3. 在東北風下，吸菸區產生的汙染事件在3分鐘內就可

平流至大義周圍，主要會往義賢間傳送(朱子路)。

4. 在東北風下，由大仁館後(公車站)吹來的風，會影

響大義周邊一直到菲華樓。

5. 降雨日的平均濃度較無雨日低，代表菸煙汙染物受

雨除效應明顯。

粉紅色標記的時間段為下課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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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軌跡?

3/9 (無雨日)

• 汙染事件集中在下課時。

• 當S4設置於上游時，觀

測濃度無明顯變化，公

車站汙染已在傳送過程

成為背景濃度。(3/9)

• 汙染物濃度與吸菸區距

離成反比。(3/9、1/6)

• 降雨所造成的雨除效應，

造成PM2.5的濃度明顯下

降。(3/2)

S2校正前 S2校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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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精確度(precision)良好，但S2在校正前有準確度
(accuracy)偏低的情形，經過校正後提高準確度。

滑動平均後的觀測資
料與大同測站的小時
平均資料呈現趨勢一
致，相關性非常好。

S1m = 0.9685 
S2m = 0.9666 
S3m = 0.9580 
S4m = 0.9542 
S5m = 0.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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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5作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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