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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及辦理依據

為有效本縣提升殯葬環境，協助民眾辦理治喪事宜，規劃縣立生命紀念園區，並

設置殯儀館、火化場及納骨塔等設施，可將全程殯葬儀式在同一個園區內完成

完成新竹縣立生命紀念園區附近居民之健康風險評估及流行病學背景調查，並探

討空氣污染物擴散模擬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

 遵照環署綜字第1000060206號令修正發布公告之「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及

「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召開健康風險評估規劃及範疇說明會，說明作業內容及方法，以使當地鄉親瞭

解相關資訊，並收集彙整地方與相關機關意見，以供後續執行評估作業之參考

緣
起

辦
理
依
據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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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風險評估團隊介紹
紀凱獻教授介紹
現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研究方向：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全球傳輸與大氣長程擴散特性研究、戴
奧辛污染物環境中之來源特性、有害空氣污染物(HAPs)環境毒害風險降低與
改善策略研擬
簡單來說、就是空氣戴奧辛以及毒性物質在環境的傳輸！

陳裕政副研究員介紹
現職：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研究方向：環境及職業暴露評估、空氣污染物量測及模式推估、空氣品質及
環境衛生
簡單來說、就是流行病學！

林怡君副教授介紹
現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食品安全與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研究方向：風險評估、藥物/毒物動力及動態模擬、膳食暴露調查
簡單來說、就是健康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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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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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新竹縣湖口鄉西南方

 基地周邊交通系統：國道一號、省道台1

線、鄉道竹9線、軍用道路及北湖/湖口

火車站等

土地座落位置

本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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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口鄉波羅段656-659、659-1、659-2、660

、660-1、660-2、663-1、665及666地號。

 面積總計約為13.8公頃(使用面積9.85公頃)。

地號及總面積 基地範圍



健康風險評估之執行

危害確認

劑量效應評估

暴露量評估

風險特徵描述

空氣污染物擴散模擬

健
康
風
險
評
估
計
畫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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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場運作或運作時可能衍生之危害性化學物質種類、毒性、釋

放源、釋放途徑、釋放量進行確認，並且建立新竹縣立生命紀念

園區火化場計畫可能運作或運作時危害性化學物質確認清單

危害確認

1. 美國環保署之整合性風險資料系統 (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2. 美國加州環保局(California EPA)
3. 世界衛生組織之國際癌症研究署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4. 毒性物質與疾病登錄署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 ATSDR)

5. 糧農組織/世衛組織食品新增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

6.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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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環芳香烴

戴奧辛

重金屬污染物如汞、鉛、

銻、砷、鎘、鎳、鈹、鈷

、硒、錳、鉻等



各國火葬場排放管道煙道氣中戴奧辛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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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4

14.4

3

德國 英國 日本 台灣

台灣排放標準
(0.5 ng-TEQ/Nm3)

歐洲、英國排放標準
(0.1 ng-TEQ/Nm3)

日本排放標準
(5 ng-TEQ/Nm3)

我國針對新設污染源標準嚴格程度僅次於日本！



台灣排放管道戴奧辛之排放係數

11

污染類別 排放係數

垃圾焚化廠大型 206 ng I-TEQ/公噸廢棄物

垃圾焚化廠中小型 283 ng I-TEQ/公噸廢棄物

有害廢棄物焚化 745 ng I-TEQ/公噸廢棄物

醫療及感染性廢棄物焚化爐 984 ng I-TEQ/公噸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焚化爐 333 ng I-TEQ/公噸廢棄物

火化場 1168 ng I-TEQ/具遺體

輪胎焚化爐 51 ng I-TEQ/公噸廢輪胎

燃煤-電廠鍋爐 145671 ng I-TEQ/千公噸煤燃量

燃煤-汽電共生 224108 ng I-TEQ/千公噸煤燃量

燃油-工業及電廠使用 181367 ng I-TEQ/千公秉油用量

燃煤-蒸氣鍋爐 416128 ng I-TEQ/千公噸煤燃量

污染類別 排放係數

水泥窯爐 97 ng I-TEQ/公噸產量

瀝青拌合場 46 ng I-TEQ/公噸瀝青量

石油煉油之觸媒再生廠 180 ng I-TEQ/公噸重組觸媒

黑液回收鍋爐 268 ng I-TEQ/公噸黑液

固態廢棄物衍生性燃料 8910 ng I-TEQ/公噸廢棄物

燒結爐 249 ng I-TEQ/公噸燒結礦

煉焦爐 129 ng I-TEQ/焦炭產量

電弧爐 1025 ng I-TEQ/千公噸鋼胚

鑄造廠 370 ng I-TEQ/千公噸進料

二次冶煉(銅鋁鉛鋅)
892-

5000
ng I-TEQ/千公噸進料

(資料來源：環保署)



針對危害性化學物質蒐集其流

行病學及毒理相關研究資料

劑量效應評估

致癌性應說明其致癌斜率因子

非致癌性應說明其參考濃度及參考劑量

使用國內外資料庫檢蒐集

危害物質劑量效應因子

整理危害物質致癌風險與

非致癌風險所需相關參數

更新所需的相關劑量

效應評估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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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 國 環 保 署 之 整 合 性 風 險 資 料 系 統
(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2. 美國加州環保局(California EPA)

3. 毒性物質與疾病登錄署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 ATSDR)

4. 糧農組織/世衛組織食品新增劑聯合專家委
員會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

5. 歐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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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量評估

一、蒐集彙整界定影響範圍

內環境及人口相關資料，以

設定暴露族群、暴露情境與

暴露參數等

二、大氣擴散模式選擇與模

擬，依據環保署已公告之「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及

「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

範」進行模式選擇及乾、濕

沈降模擬

三、運用多介質傳輸模式選

擇與模擬，獲得經由各相關

環境介質，所致暴露途徑之

危害性化學物質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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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氣象局新屋測站(地面氣象測站，代號46705)資料及板橋測站(探空

氣象測站，代號46688)資料做為擴散模式模擬所需之氣象輸入資料

ISCST3

係以穩定之高斯煙流為基礎，並假設連續排放之污染源，

在大氣中經過擴散、稀釋、沉降等作用，到達穩定的狀態

模擬區域以排放源(新竹縣立生命紀念園區)為中心之10公里 x 10公里區域

14
10公里

1
0

公
里

空氣污染物擴散模擬

新埔鎮

新豐鄉

湖口鄉



空氣污染物擴散模擬 2021年冬季以東北風為主、夏季則以西南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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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特徵描述

致癌風險估算

非致癌風險估算

計算增量終生癌症風險(ILCR)

計算危害商數(HQ)

ILCRoral = LADDoral × CSForalILCRair = LADDair × CSFair

將各種暴露途徑HQ加總計算危害指標(HI)
• HI<1：預期將不會造成健康危害
• HI>1：表示可能造成健康危害，需進一步評估其

可能性並提出可行管理政策以預防HI大於1

LADDair：吸入終身平均每日劑量(mg/kg/day)

LADDoral：口服終身平均每日劑量(mg/kg/day)

CSFair：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kg/day)-1

CSForal：口服致癌斜率因子(mg/kg/day)-1

ECair：吸入暴露濃度(μg/m3)

ADDoral：口服平均每日劑量(mg/kg/day)

HBGV：人類健康指標值，由國外相關研究或政

府機構具公信力資料庫取得(μg/m3 or mg/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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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奧辛、多環芳香烴及重金屬

污染物如汞、鉛、銻、砷、鎘

、鎳、鈹、鈷、硒、錳、鉻等



風險特徵描述

總致癌風險於高10-6時，開發單

位應提出最佳可接受風險管理策

略，一般可接受是介於10-6~10-4

總非致癌風險HI不得於1

HI<1，預期將不會造成損害

HI>1，表示可能會產生毒性

致癌風險估算

非致癌風險估算

假設或使用之模式、參數應詳加說明

其合理性，且儘可能使用當地參數

蒙地卡羅模擬法分析風

險的不確定性及變異性

繪製界定影響範圍內各

物種致癌及非致癌風險

等濃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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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背景調查分析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10條：收

集開發行為區域內(縣市、鄉鎮市)與確

認危害性化學物質相關之癌症及疾病歷

年發生率、死亡率進行分析；並區域內

人口學等相關數據進行分析比較，以作

為既有(既存)風險描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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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背景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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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開發前，開發行為影響區域內(新竹縣湖口鄉、竹北市、

新豐鄉、新埔鎮、桃園市楊梅區)居民疾病發生率與死亡率

發生率、死亡率

國家健康次級資料分析

問卷調查 (20歲(含)以上之居民，蒐集300份問卷)

人體研究暨倫理委員會審查中

鄉、鎮、市公所問卷連結



結語

1. 本說明會依據健康風險技術規範召開，其目的在於說明作業內容及方法，以使

當地鄉親瞭解相關資訊，並收集彙整地方與相關機關意見，同時做為未來計畫

執行參考之一。

2. 於危害確認及劑量效應評估將針對所有可能導致人體健康危害之物質進行蒐集

其相關資料，更會謹慎行事匡列所有造成污染之物質。

3. 於暴露量評估及風險特徵描述除了考量空氣污染之外，更會針對污染物排放累

積至環境中所有水、土壤、食物進行評估。

4. 於流行病學將會初步建立近年來新竹縣市居民相關疾病、癌症發生率以及死亡

率背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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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參與本說明會之相關與會者，亦得於本說明會

舉行後15日曆天內(2022/1/24)，提出書面意見

書面意見mail：khchi2lab@gmail.com

傳真電話：02-2827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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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簡 報 束

敬請指教



空氣污染物擴散模擬 2020年及2021年風花圖

2020年1-12月 2021年1-10月



其他固定污染來源致癌風險比較

國家 污染源種類 污染物種類 致癌風險

馬來西亞 燃煤電廠 砷、鉻 8.7×10-6~1.35×10-4

中國 某電廠 多環芳香烴 1.5×10−5~24.1×10−4

義大利 燃煤電廠
氣狀污染物、懸浮微粒、苯、
多環芳香烴碳氫化合物、重金

屬
>3×10-7

台灣

南部某焚化廠 鎘、鉛、戴奧辛 1.6×10-10~1.86×10-8

中部某電廠 鎘、鉛、砷、鉻、戴奧辛 6.02×10-10~1.35×10-8

北部某工業區 重金屬(含Cr) 1.2×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