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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環境衛生 

環境衛生 按國 益組織的解 是指人類身 活動周圍的 環境 制

妨礙或 響健康的因 環境衛生範圍非常複雜而 泛 容大 包括 飲水衛生

汙處理 包括汙水處理 圾處理 食品衛生 媒管制 業衛生 害防 包

括空氣 防制 水 防 噪音管制等 屋衛生等  

環境衛生是隨 人類之社會生活而演變 而 之社會環境不斷的 到人為的改變 因

環境衛生的問 為自然生 系 轉 為人類生 系 程中的問 人 之

激增 中都 關飲水衛生 汙處理 環境 等問 皆須用 學方法來規劃

設計 管制 使環境能適 人類的生活 現 文 保 民 健康生活之標準

現 健康長壽之 賦權  

環境衛生 的原因大都是人為的 養民眾之 德心 也應 是改 環境衛生

最 意義和 效的方法 響人 健康的環境因 為 大類 物理性因 如雜訊

震動 射性物質 射頻輻射等 學性因 如 毒 學物質 金屬 農藥等 和

生物性因 如 菌 毒 寄生蟲等 它 種 入空氣 水 土壤

和 環境 害人 健康 中 學性因 最為 要  

環境 人 健康的 響主要 類  

(1) 環境 的生物地球 學性 是水 土中某些微 多或缺 引起的健

康效應 現 確能引起 類 的 鈷 銅 鎳 硼 鉛 氟 碘 砷

鋅等 10餘種 中 碘和氟的 佈最 引起地方性氟 和地方性 狀 腫  

(2) 環境 人 的急性和 性損害 的形 害 的 的人

群產生急性中毒和死 的 人群健康產生 性 用 人群 某些 的

敏感性增強 使 民中 些常見 和多 的 率和死 率增  

(3) 環境 人 健康 的遠期 害 主要包括 癌 用 突變 用和 畸

用 種  

環境衛生 地方 防 環境保護 城鄉建設 宅建築規劃 程 城

清掃和 棄物處理 容管理 交 雜訊管理 林綠 城鄉給水和水 程 業

棄物排 管理 共 和服務 業衛生管理 個人在 共 的衛生 為等很多方面

環境衛生 面較 因 它屬 門多學 性 多 業性的學 環境衛生研究的

容 個方面  

(1) 空氣衛生  

(2) 飲用水衛生  

(3) 土壤衛生  

(4) 宅衛生 民 規劃 (容易 社 營 結合)  

(5) 共 衛生 共 衛生 防 保護人 健康 要 共

般指 旅店 劇 共浴 理髮館 舞廳 音樂茶 展覽館 博物館

圖書館 育 (館) 商 候車(機 船) 游泳 等 共 的衛生條件

主要指 空氣 水質 微 氣候( 濕 風 ) 照 雜訊

顧 用 和衛生設 等衛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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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氣候變遷 

前言 

人類經濟活動不斷 展 大氣中 氣 Greenhouse Gas

碳 CO2 烷 CH4 亞 N2O 氫氟碳 物 HFCs 氟碳 物 PFCs

氟 SF6 …等濃 持續增 效應增強 球暖 Global 

Warming 面 生 系 失衡使生物多樣性驟減 而 球生物的生存

產生 大威  

據 1996 合國氣候變 府 家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 評 報告 指出人類活動 排 的 氣 不

任 防制  球 均地面氣 2100 時 比 1990 時增 2℃

1 3.5℃ 面 升 50 15 95 碳濃

從 業革 前的 280PPMV增 1994 的 358 PPMV 要在 世紀

碳濃 穩定在 業革 前的 倍 550PPMV 則目前 球排 必須削減

半  

為防制氣候變 合國 1992  " 合國氣候變 要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 人為 氣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 排 做出 球性管制目標協 開

締 國大會 締 國大會 COP3 1997 12 在 都 開

會中簽署 都 定書 Kyoto Protocol 規範 業國 來 氣 排 目標

國 地球 的 份子 國 之壓力 必須 早因應 積極 國 氣候

中之合理定 並在 響國家 益最 的情況 擔減 責任  

都 定書 

經歐洲 盟 國 能源 署評 國 交之國家 訊 歐洲 盟為例

英國 德國 荷蘭 廬森堡四國 望在 2000 時 CO2排 回 國 1990

的水準  

1996 據 府 氣候變 組 IPCC 表的 評 報告 球

碳的濃 仍在不斷 升 球暖 的趨勢非常 確 原 減 目標 為並

不被 執 在國 引起很大的批評 是 締 國大會 COP2

要 訂定 法 效力的 定書 管制 氣 的排 ,當時 許多極富 之問

雖 獲得解決 但 形 共識  

合國氣候變 要 締 國大會 1997 12 1 10

都 共 159個締 國 250個非 府組織 媒 參 人數逾 萬人

都 定 書 文共 27條 個附件 主要條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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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期程 目標值 

業國 員 摩洛哥 列支敦 共 39個 個 或共 方式

人為排 之 種 氣 算為 碳 1990 相較 均削減

值 5.2% 時 差異性削減目標之方式 歐洲 盟 東歐 國 8% 美國 7%

拿大 匈牙 蘭 6% 冰島 澳洲 挪威則 增 10% 8%

1% 減 期程為 2008 2012 並 5 的 均值為準  

種 氣 中 CO2 CH4 N2O管制 準 為 1990 而 HFCs PFCs

SF6為 1995  

碳排 權交易制  

允許 定書簽 國彼 排 交易 森林 收 氣 之 能應

予 考 即 1990 之 林 再 林 森林 之 碳 收

或排 之淨值 包涵 削減 之  

都 定書之制訂限制 碳排 直接衝擊 國之能源 比

產業結構 響 國經濟 展 甚 損 國 競 力 都會 很清

楚地 現國 勢 去的東西意識形 轉變 立 開 國

家 開 中國家之競 甚 稱為富 國家 窮國家之戰 依 都 定

書之結論 地球 源勢必 而 碳排 權 為 世紀最珍

貴之 源  

在 都會 期 美國 持主要開 中國家 key country 亦應 擔管制

氣 之責任 但引起強烈反 據 析 開 國家勢必 持繼續討論開

中國家之責任 而相關制 條款 究 罰金或 易制 方式 排 權交

易制 均 能 近 中定案 當然最 要的 都 定書是否如期生效

仍值得觀察  

碳 環境 

為喚起國 健康部門 業人員在減 調適氣候變 衝擊扮演國 航的角

色 國民健康 特 起 減碳救地球 界 鋒 活動 展現 療機構主動出

擊 動節能減碳救地球的決心 目前 9個 學協會 18個 療 系 個

共 128家 參 包括 學中心 23家 70家 地 35家

中 56家為非 立的法人或 人 涵蓋 國 般 床數超 64% 連 縣

餘 縣 包括最偏遠的澎湖 馬祖 東等 都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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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 在 99 10 23 假張榮 金會國 會 中心辦理 健康照護

環境 國 研討會 之 界 誓減碳活動中 特 請到 梁 務委員

啟源 衛生署楊署長 良蒞臨 詞 象徵 地球的 灣 土羅漢 盆

給參 誓活動的 表 89 家 出席 中 48 長 並帶 界

學協會 表 環保署 表 經濟部 表 國民健康 邱 長淑媞 亦是國 健康

環境 動委員會主席 來 賓 見證 界 誓 動環境

的目標 期 灣 為國 綠色 療 動之 航者 計 2020 較 2007 減少

碳排 13% 164,648 噸 相當 幫 灣種 了 445 大 森林 或為

地球種 了 34 紐 中央  

2009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國 組織 無害 療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HCWH 合 出 了 健康 —健康地球—健康人群 Healthy Hospitals - 

Healthy Planet - Healthy People 強調 療機構 氣候變 是 要 者的

角色 WHO並 繫健康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HPH 國 絡秘

書處 希 絡 員 為 暖 鋒 絡秘書處乃商請國民健康 邱

長淑媞 時任 絡 理委員會 員 規劃 在國民健康 之積極 備

2010 4 14 結合國 組織 HCWH HPH國 絡 要 部 WHO

方 表 數家 之 表 英國經 HPH國 絡 會員大會 立 Task 

Force on HPH and Environment 並 邱 長淑媞擔任 人  

活動之設計 請 Task Force之 員 臺灣 開 委員會 並

時 辦 國 研討會 國 療 盟 共 動 療 環境永續 動

針 能源效率 綠建築設計 能源 交 輸 食物 棄物 水等七大

建立 管理模式 評 指標 出優良案例 增 國 經 幫 療機

構從環境 者的角色轉變為環境保護者  

據經濟部能源 2007 國能源密 比較之 料 國 2007

能源密 為 170 斤 當 /千美 能源密 為產業在生產 程中每創

單 國 生產毛 需耗用之能源 表示 產業單 產值之能源效率 國數

雖 美國 拿大 韓國 澳洲 但仍高 歐盟主要國家 如 高能源

效率或節省能源 減 碳排 是 產業 來共 要 力的 國民健康 邱 長淑

媞表示 據經濟部能源 非製 業能源查 報顯示 國符合能源大用戶

801kW 的 共計 140家 2009 能源使用 非製 業大用戶 能源

15.17% 為非製 業排 2的類 1大類學校的 15.87%相當

從 數 來看 擔起帶頭減碳的 定能收到立竿見 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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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 結合環保署 經濟部能源 9 辦 碳 說

會 協 動節能減碳之環境 感謝 界踴躍參 營 碳 的

誓活動 大家的支持 灣 機會 為國 綠色 療 動之 航者 國

能 更多 動減碳 動 讓 在執 健康照護的 時 也能 惜 護地

球  

四 聖嬰現象 

從 開 赤 洋東部的表水 開 漸 降 期的 聖嬰

現象 聲了 聖嬰 詞源 西班牙文 El-Nino 意為 帝之子 是

美秘魯 厄瓜多爾 帶的 民用 稱 種異常氣候現象的 詞 種氣候 生

聖誕節期附近 鄰近熱帶 洋 的表層 洋流 生異常高 變 般在

非 聖嬰 時期氣候 熱帶 洋東部之氣壓 高 洋西部 東西氣壓

的差異 就產生熱帶盛 東風帶 並帶動 洋之表層洋流西  

西 洋流 漸 匯聚 中 西 洋 帶 洋西面的 面因

比東岸高 半 尺 而在東 洋 洋深處之 水因表層 水的 岸牽引

而 湧 稱湧升流 湧升流含豐富養 引了大批魚群聚 為秘

魯 鄰近諸國之主要 而 鳥亦隨魚群湧現而聚 連帶使得 鳥的排泄物也

為磷酸 肥料的主要來源  

在 聖嬰現象 生期 東 洋之氣壓 降 西 洋之氣壓 卻增高

氣壓 的改變使得熱帶盛 東風帶減弱 甚 轉為西風帶 是原來西 之東

洋表層洋流反 東流 漸 熱增 聚 東 洋 熱帶 洋表水 就呈

現出東高西 之變 聚 東 洋 面積相當美國大 半 的 岸高 水

也抑制 深處 且富含養 的湧升流 湧 是魚群改 他處移棲 當地 鳥

之數 亦銳減 磷酸 肥料的生產 降 連鎖效應 使 的 農業均蒙

相當程 的損失  

了 水的 變 聖嬰現象 期 也因大氣環流 氣熱 交 的改

變而 異常的氣候型 在 聖嬰現象 期 熱帶東 洋 異常增高時 目

前最強的 錄是升高 氏 洋面 方之大氣 伴隨 洋來之水氣 熱

升 經 流 用形 雨雲 附近地 降雨增 生豪雨 水 之機會增高

為了均衡東 洋 空氣之 升 降 之熱帶西 洋 空之空氣遂

地表壓力增 並抑制降雨 因 在 尼 菲 賓 澳洲 部在 聖嬰現象

期 較易 乾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