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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POPs

因具有半揮發性，因此可遠距離傳播

（蚱蜢效應）(Grasshopper effect)

長期存在
於環境中

半揮發性

高毒性

生物
累積性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有4項
共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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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對人體的危害

影響發育

影響神經系統

注意力紊亂

抑制免疫系統

影響生殖系統

易引發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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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借鏡警惕之
國內污染事件

資料來源：環保署出版品-

中華民國重大環境事件彙編(2011.11)



將POPs分別列
入附件A、B、C，
以達到消除、限
制及減少無意生
產目的

 為了要保護保護人類健康及地球
環境，免受POPs的危害

 締約方需要採取措施削減並最終
消除

 2004年5月17日公約正式生效

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A

應予以消除

締約方必須禁止或採
取必要的法律或行政

手段消除

附件B

應予以限制

締約方必須採取措施，
依照可接受用途或特
定豁免，嚴格限制

附件C

減少無意排放

締約方必須採取措施，
減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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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除危險的
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

2.支持尋找安
全替代品

3.對更多的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採取行動

4.清除儲存的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和清除含有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設備

5.共同致力於沒有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的未來

A guide to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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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5個主要目的



目前公約共計有

185個締約方

(Parties)

7



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管物質及其用途

有意生產或使
用物質

（附件A、B）

農藥類
工業用化
學物質

無意衍生
（附件C）

公約列管31種POPs

戴奧辛及
呋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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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全氟己烷磺酸甫於今年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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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公約審議程序

締約方
向公約
秘書處
提案

附件D
資訊要
求/篩選
標準

附件E
風險
資訊

附件F
風險管
理評估

附件
A、B
、C

締約方大會
(COP)

附件D（資訊要求和篩選標準）：締約方可提議將某一化學品列入附件A、B 和/或C，應按公約
化學品的鑑別方式，並依公約所列篩選標準，提出持久性、生物蓄積性、遠距離環境遷移的潛
力及不利影響等資訊

附件E（風險資訊）：審查評估該化學品是否會因其遠距離環境遷移而對人體健康和/或環境產
生重大不利影響，為此編寫一份風險簡介，對附件 D 中所述資料作進一步闡述和評估。

附件F（風險管理評估）：涉及社會經濟考慮因素的訊息，包括管理和消除在內的所有選擇辦法
。為此應提供各種可能的控制措施所涉及的社會經濟方面的信息，以便締約方大會做出決定。

審查委員會(POPRC)



掌握公約審議中物質

中鏈氯化石蠟
(MCCPs)

甲氧滴滴涕
(Methoxychlor)

阻燃添加劑，用於電線和電

纜塗層、塑料屋頂材料

用於消防泡沫、食品包裝、

化粧品、塗料產品、織物/地

毯保護劑、紡織品浸漬劑
有機氯農藥，用於防治各種害蟲，

包括家蠅、蟑螂等

有機磷農藥，農業殺蟲劑

和殺生物劑

用作塑化劑，或塑膠，

織物，油漆和塗料的阻

燃劑，以及油漆，塗料

和密封劑的添加劑

農藥類

工業用化學
物質類

塑膠製品的穩定劑，適用於保護塗料、

黏著劑及樹酯，廣泛應用於熱塑 PU和相

關 PU、雙組份環氧樹脂、顯影塗料等

陶斯松
(Chlorpyrifos)

長鏈全氟羧酸
(PFCAs)

得克隆
(Dechlorane

Plus)

UV-328
（紫外線
吸收劑）

掌握公約審議進度

評估並落實管制

持續跨部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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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26-30，POPRC18）

預計明年
COP11
(112年)
新增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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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農委會齊心公告禁用陶斯松

超前佈署 符合公約管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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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

商品管理、替代品研發
推廣、產業輔導改善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市售食品抽測、

促進國民健康

農藥、飼料、農畜漁產品
管理及檢（監）測

進出口貨物管制
及查核

97.7.3行政院核定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

跨部會
聯合行動

農委會衛福部

經濟部 財政部

計畫幕僚，運作源頭管
理、空、水、廢排放管
理，土壤地下水整治、
環境用藥、環境檢測

環保署 海洋保護及監測海委會

依據公約列管動態

滾動更新

作為國內POPs管制參考

勞動部

7個部會/22個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
建置危害辨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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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家實施計畫（2020年修訂版）
架構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國
家
實
施
計
畫

序論

我國現況

國家實施計畫
策略

未來因應策略

發展與願景

計畫緣起

公約介紹

國家概況

政府組織與職掌

法規及國內現況

政策目標

首批列管9種有機氯農藥

首批列管多氯聯苯

首批列管戴奧辛及呋喃

受污染場址管理

民眾教育及宣導

實施策略

具體措施

風險評估

第2批列管9種POPs

第3批列管安殺番

第4批列管六溴環十二烷

第5批列管氯化萘、五氯酚及其
鹽類和酯類及六氯-1,3-丁二烯

第6批列管十溴二苯醚和短鏈氯
化石蠟

第7批列管全氟辛酸及大克蟎

各種POPs
•法源依據與分工
•現況分析
•環境與生物基質
監控



97.7.3行政院核定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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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制定與執行

各主管機關依權責

訂定法規，以有效

控制、減少POPs

之危害

監測

針對環境、生物體

與商品中POPs進行

檢測，依法稽查管

制

跨部會平台

加強橫向聯繫，積

極處理環境保護與

食品安全問題

源頭管理及使用替
代品

推動源頭管理，發展

廢棄物處理技術，鼓

勵產業使用對環境衝

擊較少之替代品

落實POPs管理機制，掌握環境污染物流布

情形，推動污染控制策略

建立環境與生物基質中POPs監控制度，
降低環境污染風險，確保民眾食品安全

強化政府各機關合作效能，積極處理污染

問題

實施策略

目標



我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

03

-農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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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類

透過「農藥管理法」完成
17種農藥類POPs之禁止進口、製造、販賣及使用

禁用原因

長效性環境污染 （如安特靈、地特靈、阿特

靈、滴滴涕、蟲必死、飛佈達）

致畸胎性 （如毒殺芬）

致腫瘤 （如靈丹）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如安殺番）

不純物dioxin致癌 （如五氯酚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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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政府對農藥使用的嚴格把

關，嚴格訂定農藥殘留容

許量標準，只要均衡飲食，即
可降低農藥殘留對健康造成危
害的風險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
容許量標準

農作物

水產品及
養殖飼料

加強食品殘留農藥管理

2010~2021年，
檢測99,664件

多符合食品安
全衛生法規

2013~2015年
零星檢出

但大部分未
檢出殘留

市售
食品

2002~2021年，
檢測48,034件

零星超標，已
處理。其餘均
符合國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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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 0.0827

(2015、2017、2020-2021年)

ND ~ 0.205 (2016~2017、2021年)

ND  (2018-2021年)

0 0.05 0.1 0.15 0.2

河川底泥

(mg/kg dw)

環境土壤

(mg/kg)

環境水體

(mg/L)

檢測介質/

農藥類POPs

河川
（濕地）
底泥

河川
（濕地
）魚體

飲
用
水

環境
水體

環境
土壤

阿特靈 ● ● ● ●

地特靈 ● ● ● ●

可氯丹 ● ● ●

安特靈 ● ● ● ●

滴滴涕 ● ● ● ●

滅蟻樂 ● ●

六氯苯 ● ● ●

飛佈達 ● ● ● ●

毒殺芬 ● ● ● ●

靈丹 ● ● ● ● ●

α-六氯環己烷 ● ●

β-六氯環己烷 ● ●

十氯酮 ●

五氯苯 ● ●

安殺番 ● ● ● ● ●

五氯酚 ● ●

大克蟎 ● ● ●

皆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制定標準 執行農藥類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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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未檢出，濃度極低

皆未檢出，符合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2008-2021年間環保署針對國內自來水供水系統進行

飲用水水質靈丹及安殺番，抽驗共計1,431處次，皆
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飲
用
水



我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

03

-工業用化學物質-
•運作源頭管理
•掌握環境、生物基質及食品含量
•市售商品管理
•替代品研發及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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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源頭管理 逐步禁限用
公約列管進程

我
國

毒
管
法
列
管
進
程

•國內皆無製造量
•少量進口量，皆使用於
研究、教育及試驗用途 20

掃描QR Code 可查詢

列管物質相關資訊

公約列管31種

1. 毒管法已列管：28種

2. 加強管理：2種（戴奧辛及呋喃）

3. 評估中：1種（全氟己烷磺酸，2022

年6月公約新增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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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溴聯苯多溴二苯醚

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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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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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800

河川底泥

(μg/kg dw)

環境土壤

(μg/kg)

地下水

(mg/L)

放流水

(mg/L)

0.151~451

(2004~2021年)

ND~675

(2014~2021年)

ND~356

(2014~2015年)

ND~7.99

(2014~2015年)

0.789~7.77

(2021年)

六溴環十二烷

以河川底泥為例

 多溴二苯醚：部分河川測值上升，持續監測

 六溴聯苯：大部分濃度不高，部分河川較高將持續監測

 六溴環十二烷：測值偏低，已暫緩調查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河川底泥

(ng/kg dw)

環境土壤

(μg/kg)

0.216~790

(2013~2021年)
ND~2.28

(2013~2016年)

0

100

200

300

河川底泥

(μg/kg dw)

環境土壤

(μg/kg)

0.632~223

(2021年)

含溴類化合物（環境監測）
用作阻燃劑，常添加於電子
材料、建材、樹脂、橡膠、
電線電纜中

河川底泥
(ng/kg dw)

環境土壤
(μg/kg)

地下水
(mg/L)

放流水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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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溴類化合物-國內河川底泥歷年濃度分布
（多溴二苯醚類、六溴聯苯）

2004~2021年已完成30條河川調查，最近一次調查

以二仁溪、南崁溪、淡水河本流及大漢溪測值較

高，但濃度皆較前次調查結果低

國內30 條河川底泥最近一次(2019-2021

年) PBDEs 總量平均濃度分布

2018年~2021年已完成30條河川調查，最近一次調查以二

仁溪及新店溪底泥平均濃度較高，南崁溪次高，其餘27條

河川平均濃度皆低於10 ng/kg dw，將持續監測其濃度趨勢

國內30 條川底泥最近一次(2020-2021年)

六溴聯苯總量平均濃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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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溴類化合物-國內河川底泥歷年濃度分布
（六溴環十二烷）

2013~2016年已完成30條河川調查，河川底泥中六溴環十二烷總量
平均濃度測值偏低，且皆未高於國外測值，已暫緩該物質調查

國內30條河川底泥六溴環十二烷總量濃度分布

化學局環境流布調查
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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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溴聯苯多溴二苯醚 六溴環十二烷

含溴類化合物（生物基質及食品含量）
用作阻燃劑，常添加於電子
材料、建材、樹脂、橡膠、
電線電纜中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農作物

(pg/g ww)

禽畜產品及飼料

(pg/g ww)

水產品及

養殖飼料

(pg/g ww)

市售食品

(pg/g fw)

5.45~26.87 

(2015年)

13.9~1,553 

(2015~2016年)

1,432~7,313 

(2014年)

1.4~20,596 

(2006-2013年)

0

1

2

3

農作物

(pg/g ww)

市售食品

(pg/g fw)

0

0.2

0.4

0.6

0.8

1

1.2

1.4

農作物

(pg/g ww)

市售食品

(pg/g fw)

國人膳食風險評估

 多溴二苯醚：平均日暴露劑量，遠低於國際風險評估之參考劑量

 六溴聯苯：平均日暴露劑量，遠低於歐洲風險評估之未觀察到不
良效應之劑量(NOAEL) 

 六溴環十二烷：暴露遠低於可接受之風險

0.028~0.0206

(2015年)

0.159~2.48 

(2013年)
0.024~1.17 

(2015年)

檢出率極低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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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氟化合物
（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酸、

全氟己烷磺酸）

用於泡沫滅火器、廚具不沾鍋、
食品包裝、紡織品、防護塗層.等

全氟辛酸
(PFOA)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環境水體

(ng/L)

河川底泥

(μg/kg)

淨水廠

(ng/L)

環境土壤

(ng/g)

事業放流水

(μg/L)

ND~44

(2019~
2021年) ND~0.432

(2020~
2021年)

0.26~289

(2016~
2021年)

ND~0.98

(2017~
2021年)

0

500

1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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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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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環境水體

(ng/L)

河川底泥

(μg/kg)

淨水廠

(ng/L)

環境土壤

(ng/g)

事業放流水

(μg/L)

ND~3,904

(2019~
2021年)

ND~4.87

(2020~
2021年)

ND~963

(2016~
2021年)

ND~34.9

(2017~
2021年)

0.00262~

173

(2020年)

 2012~2013年，
檢測7件

 2件檢出已銷
毀，其餘未檢出

農作
物

市售
食品

 2011年，檢測水產
類、肉類、乳製品及
蛋類等52件

 虱目魚最高，其他類
濃度均低或未檢出

25

ND~

2.47

(2020年)

全氟辛烷磺酸
(PF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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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環保署109至110年調查結果，

河川底泥中PFOS含量及檢出率均高

於PFOA，PFOS測值以客雅溪最高，

將軍溪次之，其他河川平均濃度在1 

μg/kg dw以下；底泥中PFOA測值多

為未檢出或低於最低定量濃度0.25 

μg/kg dw，檢出率低。將持續進行

30條河川調查

全氟化合物-國內河川底泥歷年濃度分布
（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酸）



多氯聯苯 短鏈氯化石蠟 六氯1,3丁二烯 氯化萘

河川
底泥

濃度皆偏低或未檢出，
2013年調查結果亦較
過去測值降低，已暫
緩調查

以低碳數C10濃度較高，
有可能代表國內過去使用
的短鏈氯化石蠟經長時間
已降解，但亦可能代表使
用的產品以低碳數較多

測值及檢出率
均低，已暫緩
調查

-

土壤
皆遠低於我國土壤管
制標準0.09 mg/kg

濃度均低
濃度均低或未

檢出
濃度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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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氯聯苯 短鏈氯化石蠟 六氯-1,3丁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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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氯聯苯 短鏈氯化石蠟 六氯-1,3丁二烯 氯化萘

148~738

(2021年)

河川底泥
(μg/kg dw) 土壤

(μg/kg)

ND~54

(2002、2004、
2013年)

ND~368

(2017~
2021年)

皆低於定量範圍
0.05

(2018~2019年)

ND~61.8

(2017~2021年) ND~0.134

(2019~2021年)

0.008~0.199

(2019年)

 2008~2021年，
檢測333件

均未檢出

 2017~2021年，檢測
236件

均符合食品衛生標準
27

3.其他類
（多氯聯苯、短鏈氯化石蠟、六氯丁二烯、氯化萘）

用作電容器及絕
緣油、塗料、液
壓液、熱傳導
液….等

蜂蜜
產品
(PCBs)

水產品
(PCBs)



國內主要河川之水體、底泥及魚體PCBs 總量平均濃度皆

偏低或未檢出，僅東港溪濃度偏高，2013年挑選北、

中及南部地區各1 條河川進行底泥PCBs 含量之調查

結果，亦顯示較過去測值降低，已暫緩該物質調查。

國內河川底泥中短鏈氯化石蠟以低碳數(C10) 濃度較

高，有可能代表過去使用的短鏈氯化石蠟經長時間降解

作用累積而來，但亦可能代表國內使用含有短鏈氯化石

蠟的產品以低碳數較多。將持續監測其環境濃度。

國內河川底泥歷年濃度分布
（多氯聯苯、短鏈氯化石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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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市售商品標準及抽測

電子電機類商品

 公布CNS 15663 電機電子類設備

降低限用化學物質含量指引，包

含多溴聯苯及多溴二苯醚之限

制值及相關標示之要求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自動處理機、

織物蒸汽機等多項電機電子類商

品，須符合CNS 15663第5節中限

用物質「含有標示」之要求

紡織品

 公布CNS 15290「紡織品安全

規範（一般要求）」國家標

準，增列全氟辛烷磺酸

(PFOS)限量值（不得超過1 

μg/m2）及試驗方法

指畫顏料

 CNS 4797-11「玩具安全─第11

部：指畫顏料」，規定多氯

聯苯(<2 ppm)及六氯苯(<5 

ppm)等化學物質限量值

01

02

03

2016-2021年依據CNS 14729「木材
中五氯酚類防腐劑檢測法」檢測市售
木製板材（20件/年），均未檢出五
氯酚類防腐劑（MDL皆為0.1 kg/m3）

2016年檢測3種品牌之空氣清
淨機
1品牌之4種塑膠零組件檢出
超過CNS 15663規定限量值
0.1% w/w之多溴二苯醚

2018年檢測電腦機殼、吹風機、電源
延長線，共6件
皆符合CNS 15663規定之多溴二苯
醚限量值

29



衛福部國健署-建置油症患者健康照護網站

挑選不沾鍋時，應挑選良好商譽品

牌及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

關規定之產品

如果不沾鍋表面出現刮傷、受損、

甚至裂痕等情形，應更換新品

紡織品PFCs替代研發及輔導

民國 68 年間，我國有一些民眾因食用被多氯聯

苯污染之米糠油，導致多氯聯苯中毒事件（亦

稱油症事件），近 40 年來政府持續關心油症患

者的健康情況，公布「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

例」，進一步提升油症患者健康權益的保障

國內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自主研發環保無氟撥水

劑，成分中完全不含全氟類化合物
(PFOS/PFOA)，推廣予紡織業界應用在成品布

面加工，替代含氟素撥水劑的使用，符合環保綠色

需求

健康照護、替代品研發及教育宣導

正確選用及使用食品器具宣導

30



我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

03

-戴奧辛及呋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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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工業製程或焚燒無意衍生戴奧辛及呋喃
制定煙道排放、環境介質、食品及飲用水等管制標準

焚化爐、工業
製程煙囪排放煙道排放管制標準

0.1～1 ng I-TEQ/Nm3

放流水管制標準
•列管紙漿製造業、氯乙烯製
造化工業、廢棄物焚化設施
及蒸汽供應業
•5～10 pg I-TEQ/L

廢水排放

露天燃
燒、森林
火災

禁止露天燃燒
稻草或廢棄物

鼓勵民眾減少
燃燒拜香及金
銀紙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000 ng I-TEQ/kg

底泥品質指標
68.2(上限)、6.82(下限) ng I-TEQ/kg

廢棄物/殘渣

焚化灰渣、爐渣及集
塵灰列管及妥善處理
管理制度
•戴奧辛有害事業廢棄
物標準1.0 ng I-TEQ/g

陸域及水域
動植物

食品

飲用水水質標準
3 pg-WHO-TEQ/L

食品戴奧辛限量標準
•肉類、乳品、油脂、
蛋類、魚貝類

飼料戴奧辛
限量基準

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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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管制標準生效、加強稽查
戴奧辛及呋喃大氣排放量逐年下降

單位：g I-TEQ/年

2020年(47.7 g I-TEQ)
較2002年減量85%

33



市售食品水產品及養殖飼料農作物
• 2011~2021年，
檢測150件

• 僅零星個案超
過歐盟行動管
制值，已處置

禽畜產品及飼料

戴奧辛
呋喃

• 2010~2021

年，檢測534

件
• 均低於我國與
歐盟管制限值

• 2007~2021年，
檢測1,003件

• 均低於我國與
歐盟管制限值

• 2008~2021年，
檢測1,904件

• 僅零星個案超過
我國食品規範，
已處置

倘有重大食安事
件，依「衛福部農
委會環保署環境保
護與食品安全通報
及應變處理流程」
辦理

平時跨部會執行調查及溯源採樣 維護食安

環境流布
• 2006~2021年環境
空氣皆低於日本大
氣基準

• 2011~2021年環境
土壤、飲用水、事
業放流水皆低於國
內管制標準

34
進行膳食
風險評估



衛福部推估2013~2020年成人戴奧辛終生平均日暴露劑量，約0.108-0.433
（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值1~4） pg WHO-TEQ/kg BW/day

進行膳食
風險評估



我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

03

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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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化學局建置資訊網站 提供科普小知識

化學知識地圖POPs資訊網站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介紹 溴化阻燃劑 藏在皮革、橡膠、輪胎裡的小惡魔_
短鏈氯化石蠟

六氯-1,3-丁二烯 37



衛教宣導
在日常生活中POPs可以透過多種途徑進入人體
可以透過一些方式避免或減少POPs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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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已
公告列管物質達3百餘種，亦已將國際上化
學品之發展趨勢，納入毒化物管制策略重
要參考，期妥善做好源頭管制工作，降低
污染危害風險

未來展望

持續掌握公約國際會議，滾動修正國家推
動策略或作法，以妥為因應未來國際規範
並與國際接軌，減緩環境負荷與產業經濟
之衝擊

持續推動跨部會合作，強化政府部門間縱、橫向聯繫協調



簡報結束 恭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