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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粒易附著於喉部以下較深部之呼吸道，如遇空氣品質惡化期間，外出時宜配戴口罩與護目鏡。

懸浮微粒之健康危害及預防懸浮微粒之健康危害及預防

◎高小萍

懸浮微粒定義懸浮微粒定義

　　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係指懸浮於空氣中之固體顆粒或液滴，空氣動力學定義為直徑小於或等於10微米（μm）的懸浮微粒稱為「可吸入

懸浮微粒」，也稱PM10，容易通過鼻腔之鼻毛與彎道到達喉嚨；而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懸浮微粒稱為「細懸浮微粒」，也稱PM2.5，其直徑只有頭

髮的二十八分之一，因為非常細微，較PM10更容易深入人體肺部，進而引起肺部的發炎反應、心血管的病變、氣喘症狀加劇等，且上面若附著其他污染

物，將更加深對呼吸系統的危害。

懸浮微粒來源

　　根據懸浮微粒產生機制的不同，可分為原生性與衍生性微粒兩種。原生性微粒主要來自天然的火山爆發、岩石風化、森林火災、海洋之飛沫，與人

為的機動車輛排放、街道揚塵、工廠排放的飛灰和煙塵等；而衍生性微粒是指物質在大氣中經由化學反應所生成的微粒。以上都是指戶外的來源，而室

內環境中懸浮微粒的來源主要有吸菸、建物塗料、工地粉塵、建材中之石綿、人造礦物纖維、植物花粉、動物性過敏原，以及微生物之細菌、真菌、病

毒等，依其性質不同而對人體有不同形式之危害。

懸浮微粒危害健康懸浮微粒危害健康

　　懸浮微粒易附著於喉部以下較深部之呼吸道，其中粒徑小於５微米者多附著於人體最重要之肺泡區。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PM2.5其24

小時平均濃度最高不能超過35μg/m3，一年每日平均濃度不能超過15μg/m3。當PM2.5之24小時平均濃度若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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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多數國民的健康造成傷害。近年來，許多流行病理學研究已經確立PM2.5

對健康所造成的影響，包括：早逝、支氣管炎、氣喘、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無論長期或短期暴露在空氣污染物的環境之下，皆會提高呼吸道疾病及死

亡的風險。

懸浮微粒危害之預防懸浮微粒危害之預防

　　針對懸浮微粒所造成之空氣汙染，可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空氣品質監測網與大陸沙塵監測網查詢每日的空氣品質。如遇空氣品質惡化期間，外出

時宜配戴口罩與護目鏡，並盡量縮短在戶外停留的時間。就工業衛生的觀點而言，作業場所懸浮微粒的危害可由下列三個方向予以有效控制：

　　一、發生源：減少懸浮微粒發生的機會，包括改良製程以降低微粒的飛散；以危害較小的物質替代作業中的原料或材料；以加溼方式處理有飛散之

虞的物質；隔離包圍發生源；採用局部排氣裝置等。

　　二、輸送路徑：減少懸浮微粒飄送至作業人員的機會，包括拉長發生源與人員間的距離；以整體換氣裝置稀釋作業場所的懸浮微粒等。

　　三、污染接受者：減少懸浮微粒進入人體的機會，例如使用個人防護具N95口罩、外科口罩、活性碳口罩或紙口罩等。

口罩的種類及預防口罩的種類及預防

　　一、N95口罩：可阻擋99％以上0.3微米顆粒，但呼吸阻抗較高，不適合一般人長期佩戴。

　　二、外科口罩：可阻檔90％以上的５微米顆粒，須每日更換，污損時也要立刻更換。

　　三、活性碳口罩：可吸附有機、惡臭氣體及毒性粉塵，無法吸附異味時就須更換。

　　四、棉布口罩或紗布口罩：只能過濾較大顆粒，清洗後可重複使用。

　　五、一般紙口罩：可阻檔70％以上的５微米顆粒，須每日更換，污損時也要立刻更換。

（作者為行政院國家同步軸射中心輻射及操作安全組助理工程師）（作者為行政院國家同步軸射中心輻射及操作安全組助理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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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胰臟炎的原因通常為酗酒、高血脂、膽囊結石等，發生急性胰臟炎時應盡早就醫，避免導致嚴重的合併症。

上腹部持續疼痛 小心是胰臟發炎上腹部持續疼痛 小心是胰臟發炎

◎何明印

　　41歲的黃先生因腹痛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診室就診，經電腦斷層檢查顯示胰臟頭部輕度腫脹，收治住院隔日發燒，３天後併發下腹疼痛、腹脹

及呼吸短促情形，再次安排電腦斷層檢查於骨盆腔發現不明積液，血紅素由16.3降至9.7；醫師診斷為重症急性胰臟炎，緊急啟動全人整合會議，入住加

護病房４天轉出普通病房，所幸於２週後康復出院返家。黃先生表示，本身有胃潰瘍及高血脂症之病史，平時有抽菸、喝酒及嚼檳榔的習慣，此次因腹

痛入住加護病房的４天裡，因持續的疼痛、監測管路置放、周邊的儀器聲響、酒精戒斷症的痛苦，以及不時目睹他人的急救過程，在在都讓他備受煎

熬，期間家人的探視及關懷成了唯一的慰藉；經痛定思痛，再也不敢喝酒，往後也會好好注意飲食方式並養成定時健康檢查的好習慣。

　　胰臟炎典型症狀為上腹部的持續疼痛，可能合併噁心嘔吐及腹脹，左上腹的疼痛常擴散放射至背部；當進食油膩、油炸等高脂肪食物，或採俯臥姿

勢及飲酒，常會有劇烈的疼痛感，而彎腰則可減輕疼痛。引發胰臟炎的原因通常為酗酒、高血脂、膽囊或合併總膽管結石；罕見原因為藥物、病毒感染

或接受開心手術治療者、胰臟受到穿刺傷或外傷、懷孕、原發性副甲狀腺功能過高、尿毒症及腎臟移植等因素。

　　胰臟的主要功能在於製造「胰脂?」及「胰蛋白脢」等消化酵素，經由胰管進入十二指腸以幫助食物中脂肪與蛋白質的消化。中等程度的急性胰臟

炎常需住院治療，通常需禁食讓胰臟減少刺激及分泌，藉以減輕症狀，但需給予大量的靜脈輸液以補充因組織水腫所流失的水分，同時補充營養、熱

量、電解質及維他命。重度胰臟炎除了嚴重的腹痛外，常見的併發症為休克、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腎衰竭及胰臟或周邊膿瘍等，死亡率高達20％至

30％，故需安排住加護病房做進一步的治療。

　　胰臟炎患者在恢復期之飲食應採少量多餐原則，以低脂、清淡、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為主，可將原先油炸或煎的烹調方式改為水煮或清

蒸，避免服用容易引起急性胰臟炎之藥物（如類固醇、雌性素、口服避孕藥等）；若有膽石引起症狀者，應考慮膽石症的治療；重要的是嚴禁飲酒。長

期的治療則以預防復發為目的，因此須針對可能的病因做根本的處置，例如酗酒者應該戒酒，高血脂症者應接受藥物治療，以控制血脂肪濃度。當發生

急性胰臟炎時，就應盡早積極就醫，避免引發嚴重的合併症。

（作者為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肝膽腸胃科主任）（作者為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肝膽腸胃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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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反社會性人格」暴力行為時的黃金定律是：用嚴肅堅定的語氣說「手放下」或「坐下來」。

面對「反社會性人格」肢體暴力的黃金定律面對「反社會性人格」肢體暴力的黃金定律

◎陳逸群

　　臺北捷運震驚社會的喋血事件，讓經常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民眾人人自危。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精神科醫師指出，所謂「變態狂」、「殺人魔」有

些是具有犯罪學及心理學上所稱的「反社會性人格」；當遇到反社會性人格暴力行為時的黃金定律即是：不要顯得神情非常慌亂，要用嚴肅堅定的語氣

說「手放下」或「坐下來」。

　　有反社會性人格的人，在心理上認為，自己可以藉由做一件駭人的大事，來擁有無法獲得的力量。當他們被問及「你的偶像是誰？」時，他們可能

會回答「小說哈利波特裡的佛地魔」或「蓋達恐怖組織的賓拉登」。但並不是所有暴力行為者都有反社會性人格，形成反社會性人格心態的原因，有研

究發現可能與基因有關，但並非都是基因所造成，舉例來說，如果被領養的小孩，原生父母有一方具有反社會性人格而領養父母沒有，則小孩長大後性

情雖然會比較像原生父母，較不像領養父母，但後天環境對於反社會性人格，還是具有調整和改變的功能。

　　並非所有的暴力行為都是反社會性人格的表現，大多數的暴力行為是毒品或酒精使用後的反應；面對這一類型暴力行為的因應之道是：冷靜、觀

察，並在腦中打轉如何化險為夷。毒品或酒精雖會讓人喪失理智，但也會讓人喪失手腳的協調精準度，所以暴力者在當下很容易失去平衡感甚至跌倒。

但若無法判定是否為毒品或酒精使用後的反應，面對各種肢體暴力時的黃金定律就是：不要顯得神情非常慌亂，要用嚴肅堅定的語氣說：「手放下」或

「坐下來」。暴力事件發生過後，害怕是一定會有的，焦慮也是正常的；此時若能尋求正常的傾訴管道，例如向心理醫師、輔導老師或親友求助，讓情

緒達到紓解，擺脫鬱悶，就不會只是放粗話、撂狠話、說氣話。

　　要讓自己獲得更多的外在資源，採取更多的正當防衛，除可尋求心理諮商、醫療、教育系統外，亦需要與警政、司法系統密切結合。另外，對於自

我認同感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或是已成年但自我認同不健全的人，常會以為使用逞凶鬥狠，就能產生力量，其實在面臨人生關卡時，化解的力量來自於

智慧，並非來自於暴力。

　　【補充資料】反社會性人格有九種特徵，若符合以下九種特徵中之三項，即有反社會性人格之特質：（一）從15歲前就開始違反校規，或因犯法行

為遭到逮捕；（二）用說謊、化名或詐欺等方式，讓自己獲益，或感到樂趣；（三）個性較為衝動，做事欠缺計畫；（四）性情易怒，常常訴諸暴力或

鬥狠；（五）常常無視於他人安危；（六）欠缺責任感，常常無法善盡工作職責或維護信譽；（七）常被形容成無感、不會痛悔或自責；（八）在偷

竊、傷害之後，通常採取合理化解釋的方式；（九）沒有幻覺、妄想或躁鬱症。

（作者為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精神科醫師）（作者為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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