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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奧辛污染事件
-揮之不去的世紀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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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阿！燒阿！ 

光火一瞬 

陣陣白煙怒吼而出 

戴奧辛悄悄伴隨其中 

乘著流風 

嬝嬝飄升，慢慢地越行越遠 

最後走進動物們的五臟六腑 

也走進了我們的身體...... 

被稱為「世紀之毒」的戴奧辛，在臺灣一直猶如陰影般揮之不去。 

從最早的焚燒廢五金造成空氣污染，以及隨著焚化爐引進臺灣，排出廢氣潛藏戴奧辛危機

而開始為人重視，到後來學者接連發現透過食物鏈進入食物中，引發食品安全問題。

民國88年台北木柵焚化爐檢出戴奧辛超標、94年在彰化線西鄉發現戴奧辛鴨蛋、95年的

戴奧辛羊等事件，98年又爆發高雄大寮戴奧辛鴨事件，一連串戴奧辛污染食物出現，讓國人食品

安全亮起紅燈，也凸顯出有害廢棄爐渣和集塵灰的管理問題。

戴奧辛事件嚴重影響健康與環境，並且影響時間之久，不但促使環保署加強管制並訂立世

界最嚴格的排放標準，也催生有害爐渣和集塵灰列管的管理制度。

國內戴奧辛污染最早是來自廢五金燃燒，陳永仁從衛生署環保局時代開始就負責這項業

務，並以此題目完成其博士論文；早期戴奧辛污染另一個焦點則是在焚化爐，而中央大學教授張

木彬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相當深入；而戴奧辛污染問題也因成大教授李俊璋的毒鴨蛋調查而開始

受到輿論的關切，當時負責毒鴨蛋處理的環保署空保處長楊之遠也因此成為風暴中人物，以下是

他們的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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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鋅、鐵等重金屬及氯鹽與戴奧辛，屬
於有害事業廢棄物。 

在焚化爐部分，早期在民國86年，
環保署針對焚化爐的戴奧辛排放，制定
每立方米排氣1.0奈克TEQ的廢氣標準，
後來因應國際趨勢，進一步把大型焚化
爐加嚴至每立方米排氣0.1奈克TEQ，
中小型爐目前是每立方米排氣0.5奈克
TEQ。 早期臺灣垃圾焚化廠在興建時並
沒有考慮到戴奧辛這一塊，所以早期內
湖跟木柵的第一代焚化廠用的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就是用ESP，ESP就是靜電集塵
器加上溼式洗滌塔（WS），ESP是用來
去除粒狀物，WS是除酸，可於溼式洗滌
塔內加鹼劑以去除氯化氫，廢氣再經過
加熱以後，從煙囪排出去。 

早期我們就對靜電集塵器可能再
生成戴奧辛就有些疑慮，所以大概在民
國86、87年時，我接受國科會針對焚化
爐重金屬的排放強度分析研究，順便了
解戴奧辛的排放，我們選擇內湖廠和樹
林廠。內湖廠是一個靜電集塵器加上溼
式洗煙塔處理廢氣；樹林廠之廢氣處理
則是採用半乾式洗煙塔，後接袋式集塵
器。 

我們規劃進行這兩個廠煙道的檢
測，初步連繫時，廠方相當抗拒要檢測
戴奧辛，嘗試跟他們溝通，也是未獲同
意，後來我們是以了解重金屬排放的名
義進行檢測，不過我們仍排除萬難取得
戴奧辛的排放樣品。結果顯示樹林廠空
氣污染設備對於戴奧辛大概有40％~50％
的去除效率，雖然不高，但仍有去除效
率，也就是入口的濃度高，出口的濃度
較低，這很合理。測量內湖廠排放時，
學生於完成煙道採樣分析後，回來報告

說重金屬部分數據看來合理，但戴奧辛
可能有些問題，我問說有什麼問題？學
生說比較靜電集氣器進口的濃度跟煙囪
濃度，煙囪排放的濃度是ESP進口濃度的
4倍多，數據看起來有些奇怪。

當時我告訴學生再次仔細核對各檢
測流程，第二次再去做採樣，針對各個
採樣的細節都力求嚴謹，分析完成後，
學生報告說：「老師，我們可能還是作
錯，還是一樣，煙囪排放的濃度是入口
濃度的5倍，比上次更高」，我說：「你
們細節都check過了嗎？」學生回覆細節
都check過，沒有問題，數據也核對過
了，後來我就跟他們講說：「恭喜，你
們做對了。」 

經過靜電集塵器

戴奧辛濃度不減反增 
學生很困惑，為什麼說是做對了？

後來我解釋給他們聽，因為靜電集塵器
的操作溫度是攝氏235度，後面溼式洗煙
塔則是降到60度，再從煙囪將廢氣加熱
排出去，235度已是學理上戴奧辛再生成
的高峰區，也就是攝氏250~450度。為什
麼戴奧辛會再生成？這個廠有個特殊條
件，我剛剛提到除酸是在除塵之後，所
以進入靜電集塵器的廢氣中，氯化氫濃
度相當高，有1,000~1,500ppm，面對這麼
高的濃度，廠方為了不讓靜電集塵器產
生腐蝕，所以靜電集塵器就操作在這麼
高的溫度，又有這麼高的氯化氫濃度，
就造成了戴奧辛再生成有利的條件。 

所以氣流經過靜電集塵器後，戴奧
辛濃度大幅的上升，雖然靜電集塵器可
有效移除固相的戴奧辛，但氣相戴奧辛
經過溼式洗煙塔之後，因為戴奧辛在水
中的溶解度非常低，這一關沒有辦法把
氣相戴奧辛抓下來，就從煙囪排出去，
量出來的相對濃度就是高於入口的4到5
倍。 

經過嚴謹的數據檢查後，我寫成一
篇學術論文，投稿到國際期刊去發表。
當時臺北市有一位很用心的環保議員也

燃燒廢五金  戴奧辛乃存在
陳永仁／時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處長

戴奧辛在臺灣，最早就是因為燃
燒廢五金而產生的污染。當時環保署剛
成立，簡又新署長就禁掉廢五金燃燒，
之後除了私底下違法燃燒外，大致上是
控制住了。然而除此之外，戴奧辛還有
其他來源，例如焚化爐，其次是電弧爐
煉鋼，尤其是回收廢鐵的電弧爐含量更
高，幾乎將所有的廢棄電線電纜和廢鐵
做回收，而早期的煉鋼廠也沒有完善的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另外是因為煉鋼廠
煉焦的過程中產生的爐渣。還有像是有
鉛汽油為了抗震而加入含氯的抗震劑。 

目前戴奧辛的問題主要以後兩者
為主。焚化爐事實上是可以被控制的，
端看各地方政府有無確實管制，如果燃
燒排放時有確實使用活性碳過濾，是可
以達到國家排放的標準，不致於產生

問題。基本上焚化爐因為垃圾減量的關
係，問題已經不大，但煉鋼與工業廢棄
物，仍有待環境資源部來接棒，我認為
目前還沒有妥善處理。

焚化廠也排放戴奧辛
張木彬／中央大學環境工程所教授

臺灣戴奧辛的排放，從歷史上來看
大概有4個最重要的來源，一是早期的
垃圾焚化爐，這部分最受大眾矚目；第
二是一貫煉鋼程序中的燒結廠，主要是
中鋼和中龍；第三個是電弧爐煉鋼，利
用回收廢鐵、廢鋼來煉鋼，從桃園開始
一直往南到高雄的小港這一帶，約有30
家。第四個比較大的是臺灣鋼聯的集塵
灰處理廠，跟毒鴨蛋事件有關係，也跟
電弧煉鋼程序有關，因為電弧煉鋼製程
一般大概會產生約2%的集塵灰，集塵灰
靠袋式集塵器收集，裡面含有很高濃度

【陳永仁】  

現職：臺北市政府秘書長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環境科學系博士

經歷：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任秘書/廢管處/綜計處/
毒管處處長

燃燒工廠廢棄物含有世紀之毒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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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劑、水泥及水加以混煉，固化穩定
後再測TCLP（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
出），確定重金屬溶出量符合規範，戴
奧辛濃度也降下來，但這是稀釋而非破
壞，再把飛灰穩定化物送到掩埋場去掩
埋。所以嚴格來說焚化爐部分的戴奧辛
管制工作我們只做了一半，另外一半並
沒有做好。 

剛剛提到國內現有的24座焚化爐中
有1座它不是採用這種處理流程，那1座
就是木柵焚化廠，原來跟內湖焚化廠採
用一樣的設備，ESP加溼式洗煙塔，但因
為當時木柵廠算是新廠，環保局也知道
這兩個廠都有煙囪排放高濃度戴奧辛的
問題，但是因為這廠較新，所以當時環
保局就不換靜電集塵器，而是在後端加
一個觸媒反應器（SCR，選擇性觸媒還原
法），早期SCR是專門用來去除氮氧化
物（NOx），後來歐洲的研究發現，SCR
觸媒對破壞戴奧辛也有效果，所以木柵
廠就把經過靜電集塵器及溼式洗煙塔處
理後的廢氣，在送到煙囪前，加了一個
SCR，並且把溫度再拉到230度，將戴奧
辛有效破壞後再排出，所以戴奧辛是被
分解破壞的，而不只是相轉移而已。 

投入活性碳

戴奧辛轉入集塵灰 
我們曾實地量測木柵焚化爐的戴奧

辛排放，發現飛灰中戴奧辛含量明顯比
其他廠來得低，就因為它不是把氣相的
戴奧辛截留下來。這樣的設備較貴，那
時候是中鼎協助規劃設計，是上億元的
投資，但是優點是完成以後，只要溫度
控制適當，效果就顯現了，如果控制得
好，觸媒壽命一般可以用6年至8年。
利用活性碳噴入法的好處是技術單
純、初期投資便宜，但是要一直噴入
活性碳，不噴入的話就無效，且被活
性碳吸附的戴奧辛殘留在飛灰裡面，
所以我常強調活性碳噴注法是治標不
治本，只解決了一半的問題，未來還
要再繼續努力。 

我們看戴奧辛的問題不能只看煙囪
排放而已，還要看飛灰中的濃度。環保
署已規範每克飛灰中的濃度若超過1.0奈
克TEQ，就是有害廢棄物，如此規範，
未來就可以讓這些廠去重視這個問題，
而不是只有看到煙囪排出的濃度。目前
已有更好的戴奧辛控制技術，如：美國
Gore公司發展的觸媒濾袋，此技術是指
在半乾溼洗煙塔之後接上特殊濾袋，在
濾袋上編織觸媒，所以濾袋本身可以除
塵，把固相戴奧辛移除掉，將濾袋溫度
控制在180度到210度，氣相戴奧辛通過
時就會被分解破壞，所以這種濾袋可以
有效把固相戴奧辛移除，同時也破壞氣
相的戴奧辛。飛灰裡面的濃度就比原來
噴入活性碳的焚化廠低很多，這技術於
日本、歐洲應用很廣，但是目前比較大
的問題就是它成本比較高，觸媒濾袋的
價格大概是一般濾袋的5~6倍，未來假如
國內能夠大量推廣的話，可以跟廠商要
求議價，如能推廣此一技術，我想對未
來國內各焚化爐的戴奧辛排放控制是較
積極的做法，可以同時有效解決飛灰跟
排氣的部分。 

幾年前在彰化發生的毒鴨蛋事件，
臺灣鋼聯占了一部分的責任，早期的集
塵灰隨意亂倒也是另外一個問題。集
塵灰處理廠，是一個聯合處理體系，
由電弧煉鋼廠出資，在工業局輔導之下
成立，利用旋窯把氧化鋅還原為鋅再回
收，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主要原料是電
弧爐集塵灰，本身就含有氯和戴奧辛。 

我們發現該處理程序可能會有戴奧
辛生成和排放，在工業局邀請及資助下
幫忙做診斷，我們分別在重力沉降室、
旋風集塵器和煙囪出口處測量排氣的戴

蒐集到了這方面的資訊，他讀過這篇論
文後，打電話給我說他對這議題已經關
注很久，問我對這數據有沒有把握。我
說這些數據經過兩次嚴謹的驗證，我當
然有把握。他告訴我這樣他就有充分理
由要求環保局編列經費改掉這套設備，
問我有沒有其他
建議。我說應改
成「先除酸，再
除 塵 」 ， 以 避
免戴奧辛的再生
成，可採用半乾
式 的 洗 煙 塔 除
酸，並設法移除
氣相的戴奧辛，
而後加袋式集塵
器以移除固相的
戴奧辛。後來他
在議會質詢要求
環 保 局 有 所 作
為，而後環保局
長也曾打電話來
跟我確認數據的
正確性。之後環
保局便編列相關
的經費將內湖廠
改成現有流程，
之後再去量測，
就沒有高濃度奧
辛排放問題了。

後來國內陸
續興蓋的焚化爐，
就瞭解不能再用靜
電集塵器除塵，從
那時起這個問題
也就獲得解決。全
臺灣現在有24座
大型垃圾焚化爐
廠，其中有23座
是採用活性碳注
入，後面採用袋
式集塵器除塵。
這個方法雖可有
效 降 低 從 煙 囪
排出去的戴奧辛

濃度，但是卻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因
為以活性碳進行吸附，屬於相的轉移，
只是將原本從煙囪排出的氣相戴奧辛加
以吸附後，變成固相到飛灰裡面去，目
前是利用所謂的固定法穩定化處理，怎
麼穩定化？將袋式集塵灰取出後，加入

【張木彬】  

現職：中央大學環境工程所教授

學歷：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環境工程學博士

經歷：中央大學環工所所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工程處環境工程學門召集人、

中興工程顧問社工程師

血液戴奧辛含量達世界級412皮克的吳信（右）和已重病不良於行的老伴林枝村

（左），食用眼前池中有毒魚蝦貝類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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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發現從煙囪排出的戴奧辛濃度
高達100多個奈克TEQ，是一般垃圾焚化
爐的千倍以上，濃度非常高。 

後來我們發現重力沉降室排出的排
氣溫度，只有400多度，溫度不夠高，此
外空氣防制系統裡面沒有控制氣相戴奧
辛的機制，所以氣相戴奧辛濃度偏高，
只有固相戴奧辛可以靠袋式集塵器移
除。後來我們給了幾個建議，包括將重
力沉降室的操作溫度提高到550度以上，
以避開戴奧辛再生成的高峰區，然後在
系統裡面加入氣相戴奧辛控制機制並提
高粒狀物除去效率，經過改善，從煙囪
排出的戴奧辛濃度降到大概每立方米2.5
奈克TEQ，從每立方米1百多克降到2.5奈
克，是非常大的進步。 

環保署知道這個情況以後，也開
始針對集塵灰處理製程制訂標準。第一
階段標準是每立方米9奈克，該廠經過
改善以後，它是可以符合第一階段的標
準；第二階段環保署又把標準降到1奈克
TEQ，所以後來該廠又進行了第二階段的
改善工程。第二段的改善作法是增設第
二套袋式集塵器，於第二袋式集塵器噴
入活性碳做循環，然後再把活性碳循環
到第一個袋式集塵器跟飛灰一起收集。

經過這樣的改造以後，發現戴奧辛
排放濃度大大的降低，我們研究團隊也

利用這機會去做周界大氣的採
樣分析，了解排放濃度高時、
停工改善時和改善完成之後，
周界大氣的戴奧辛濃度是如何
變化，周界濃度跟該廠的操作
是有很明顯的關係。

檢測結果顯示改善前周界
濃度偏高，停工改善時濃度最
低，等該廠改完再回復正常運
作時，濃度稍微拉上來，但是
已經沒有改善之前那麼高了，
所以經由周界大氣的採樣，我
們驗證了這個廠的運作對周界

空氣品質確實是有影響，經過兩階段的
改善工程後，該廠也確實有效降低戴奧
辛的排放。 

戴奧辛鴨蛋 出現在彰化線西
李俊璋／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主任

在戴奧辛的管制上，過去大家的重
點都放在焚化爐，民國8 8年起環保署開
始有調查數據，做煙道的採樣分析，作
為焚化爐的標準，但焚化爐所排放的戴
奧辛對臺灣整體來說，占的比例並不高。 

臺灣最主要的排放來源為金屬冶
煉業，包括一級的金屬冶煉業如中鋼，
二級的金屬冶煉業如電弧爐煉鋼，在我
們之前的調查，整個金屬冶煉業排放量
占了70%左右，在這70%中，中鋼占了
25%，另外45%來自電弧爐煉鋼，其他的
如煉鋁、煉鋅、煉銅也有，但屬小規模
且為二級的金屬冶煉業，排放量最多占
4%左右。 

為了擬定電弧爐煉鋼與中鋼排放標
準，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最後
訂定一個較合理的標準，此項管制到目
前為止仍非常嚴謹。但當時並未注意到
另一個戴奧辛的問題。當時會發現是因
為接受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的委託，
做食品中戴奧辛背景值調查，在做調查

時，依照各空品區以及食物的產量，將
所有戴奧辛的排放源，以GIS放入如要採
樣鴨蛋，若是中部空品區，尋找中部空
品區內鴨蛋產量最高的彰化縣，而彰化
縣鴨蛋產量最大的在線西鄉，便至線西
鄉的大盤商採樣。

民國83年7月開始第一次採樣分析，
結果發現戴奧辛含量很高，超過歐盟的
標準，再做一次分析，還是超過，且兩
者間的誤差值很小。藥檢局便要求重新
採樣，於是11月份又到當地採樣，藥檢
局也要求衛生單位至當地抽驗，結果數
值又更高，從一開始的三點多至四點多
到十五，可確認當地確實有污染，於是
衛生單位與環保單位同時前往做稽查，
將所有鴨場全部列管。

我們進行所有鴨蛋與飼料的採
樣，但當時在黃奇文先生的鴨場，
採樣出來空氣的濃度為2.9pgWHO-
TEQ/g，日本的標準是0.6，已經超
出了4倍之多，北邊的土壤濃度也過
高。於是我們將臺灣鋼聯所有排氣
的資料找出，利用大氣擴散模擬，
最大著地濃度點即是在黃奇文先生
的鴨場上。2月份去調查時，他的鴨
子已經全部不見了。

後來我們與當地農委會合作，
做了一個養鴨實驗室（當時已禁止
養鴨），我與宜蘭的養鴨研究所，
找了兩批鴨子。一批與鴨農一樣，
在地面上放養，另一批用籠子高架
繩飼養，實驗結果顯示，高架飼養
的全部沒有超過標準值，平地飼養
的全部都超過標準值。而且當地的
養鴨場都會種植黃蓳樹，它的葉子
很大，鴨子喜歡在底下乘涼，當葉
子與花掉落時，鴨子都會將它們吃
掉。於是我們將未清洗的葉子與花
拿去檢測，發現高達71pgWHOTEQ/
g，樹葉一般應在10以下。 

我利用鴨子的攝入量估算，一
般鴨子會攝入的有飼料、土壤、黃
蓳葉，算出來的結果，跟鴨蛋與鴨
肉裡的濃度非常接近，所以我認定
主要污染是由空氣傳遞，沉降至樹

上與土壤。臺灣的鴨場都是有鋪面，下
雨會將土壤沖刷，沉降的落塵會被洗刷
掉，可是黃蓳樹上的落塵若長期未下雨
則無法洗去，於是花或樹葉掉下時，鴨
子們吃掉也跟著把毒素給吃入。 

臺灣鋼聯是最主要元兇 
所以我認定臺灣鋼聯為鴨蛋戴奧

辛最主要的元兇，我們做的所有實驗，
如擴散模式、沉降、介質間的轉換到鴨
子，都有科學的證據證明，甚至我們將
鴨肉和鴨蛋裡的戴奧辛的樣本與臺灣鋼
聯空氣的樣本來比對，結果非常的類
似。 

廢輪胎冒火，產生極濃的戴奧辛有毒

氣體。

場內道路邊坡發現有爐渣，採樣人員在場內採取土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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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蔡教授提出此項問題，他返回臺南
後立即將他剛完成的全國鐵鋼廠調查報
告及研究成果寄給我參考，我查閱外國
的文獻，了解日本己有處理廠在實際操
作，根據蔡教授的調查報告，我覺得國
內集中設置一座處理廠應該可行，於是
與工業局林志森組長連繫，他立即邀請
業者加以推動，另方面環保局劉崑山科
長，則規劃了電弧爐灰渣共同處理體系
示範計畫加以推動，並且將此處理方式
納入廢棄物清理法修正案。在工業局林
組長與鋼鐵公會的努力下，在彰化成立
了共同處理體系臺灣鋼聯公司。

早期環保法規未完整，對於數量
龐大的廢棄物，尚未訂定規範處理，於
是採個案審查，在海拋方面即有中鋼爐
石、味素工廠糖蜜、高雄塑酯廢酸，此
處理方式曾引起爭議，甚至發生圍堵高
雄港事件，處理過程相當不易，就舉廢
酸一案，我曾在日本的參訪活動中，看
到大阪港灣附近設置廢酸處理廠，於是
請該廠儘速研議廢酸回收，不久林志森

組長跟我提起，此案涉及回收後供應其
他工廠做成肥料及銷售的問題，他會與
台肥等公司協調，經林組長協調一段時
間後，高雄塑酯才投資設備回收廢酸。

臺灣的戴奧辛排放標準

世界最嚴格
楊之遠／時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處長

彰化線西鄉戴奧辛事件之發生，
主要是根據民國92、93年臺南成功大學
李俊璋教授執行衛生署的委託計畫，對
中部地區的鴨子或鴨蛋進行戴奧辛的分
析。根據分析的結果，發現中部地區之
鴨蛋與鴨肉的戴奧辛含量偏高。環保
署、衛生署跟農委會都得到這個訊息，
並成立專案小組，由各單位副署長來處
理。問題就是要追查污染來源與如何善
後。當時三個部會採取的方式比較保
守，而環保署內部該由哪個單位來承辦
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先是給毒管
處，後來轉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基金
會，最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又轉移到空保
處主辦。而空保處一開始接到這個國內
第一件戴奧辛污染案件時，也不知道怎
麼處理。

我於民國94年8月接任空保處時，媒
體已經在關注這件事情。當時彰化縣長
是民進黨籍翁金珠，環保署署長為張國
龍。這項污染案件之處理，不僅牽涉到
中央跟地方政府的權責問題，也涉到朝
野的政治對立。因此當媒體爆料以後，

另一項非常重要的證據，是在臺灣鋼
聯停工作改善，改善之後，各項數據便大
幅改善。臺灣鋼聯仍在運作時期，黃奇文
鴨場裡的檢測值為2.8pgWHO-TEQ/g，等
到改善完就降到1 gI-TEQ/g，等於從200降
至1。從黃奇文鴨場所採集的空氣，更降
至0.03。從2.8降至0.03足足有100倍，所
以環檢所也非常確定臺灣鋼聯為戴奧辛元
兇。 

當時有個小組寫了一本報告，內容各
自表述，我也將我所做的數據與表述放至
報告後面，但仔細去看，我並不同意環保
署最後的結論。當時彰化縣立委陳杰要求
要對沿海20萬人做體內戴奧辛檢測，計算
下來所費不貲，於是國健局便委託我們先

對20位鴨農做檢查，為了要平息抗爭，我
再額外對線西鄉5位意見領袖免費檢測。
做出來的結果20位鴨農有7位的檢測值較
高，另外13位較低，而5位意見領袖的檢
測值通通都很低，跟臺灣一般居民的平均
值差不多，所以當地居民看到數據，抗爭
的現象也較為平息。

在此事件的處理上，我認為最大的
功臣是當地縣市衛生局，當時的局長葉彥
伯，快速地協助我們做調查，而且都是由
醫師一對一向鴨農報告所有檢查報告的內
容，我這邊則是解釋戴奧辛的內容，所有
狀況讓鴨農們了解。葉局長每個月都帶鴨
農們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家醫科做健康檢
查，直到鴨農覺得自身健康狀況良好，不
需要做檢查為止，所以衛生局的投入在此
事件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戴奧辛 集塵灰處理是重點
倪世標／時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處長

鋼鐵廠電弧爐產生的集塵灰及爐渣，
數量相當多，處理十分困擾，有一天成功
大學礦冶研究所的蔡敏行教授來環保局，

彰化縣環保局日前在伸港鄉的一個養鴨場，化驗

出超出戴奧辛含量標準甚多的鴨蛋。

線西鄉民在楊宗哲所舉辦的戴奧辛鴨蛋說明會中，抗議政府處理慢半拍。

【李俊璋】  

現職：成功大學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主任

學歷：臺灣大學環工所博士

經歷：成功大學醫學院工業衛生科講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科長

【倪世標】  

現職：臺北巿政府副秘書長

學歷：日本東北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經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環保局局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任秘書/處長/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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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受害者，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多年
前煉鋼企業亂倒灰渣所致。我們也比較
了臺灣各地的鴨舍，發現宜蘭的養鴨環
境非常的乾淨，而且均採取籠養，經過
幾次的檢測，宜蘭地區的鴨子都是最乾
淨的。根據本事件可看出，如果地方環
境管理佳，土地沒有污染、水質維持清
潔，出產的農產品都不會有問題。但如
果環境不改善，就有可能造成有風險的
農業產品。

所以彰化線西鴨蛋之戴奧辛污染事
件是國內很好的環境管理案例。因為本
案例，環保署將國內各行業所有的大小
工廠均納入管制，現在我國的戴奧辛排
放標準是全世界最嚴格的。

我也認為這是張國龍署長在任內最
大的貢獻。在整個案件爆發後，環保團
體與民意代表均要求儘速查明真象，對
空保處二科同仁造成很大壓力。但是由

於張署長之支持，最後完全依照計畫進
行，讓臺灣所有的固定污染源之戴奧辛
通通列入管理。

應以處理問題為優先

避免泛政治化
此事件後我們可以發現，部分公務

員遇事未能直接面對，深入發掘問題，
反以迂迴態度置身事外，致喪失掌握情
勢先機，形成後續追查真相障礙。政府
各部門事宜採取有效措施，破除公務員
「多作多錯」之迷思，養成主動積極負
責之工作態度。

此外，環境事件指揮體系應依分工
規定及標準作業程序。政府針對化災應
變、颱風災害之善後處理、環境監測及
污染管理工作業務皆有明確分工，未來
針對類似環境污染事件，分派何單位主
政，該單位不應以任何理由簽請改派主
政單位，只能增加協辦單位支援處理，
以免延宕時效。

重大環境污染事件，中央應與地方
釐清權責，分工合作。尤其應避免因為
主政政黨之異同，發生投鼠忌器或惡意
攻擊，造成環境問題泛政治化。

這個環境事件就被過度政治化。國民黨
立法委員丁守中質疑環保署對於彰化縣
線西鴨蛋發生載奧辛污染事件有隱匿之
嫌，媒體亦加攻擊。環保署空保處成為
眾矢之的，張署長要求成立專案調查小
組，由我擔任執行秘書，全權處理。為
成立專案小組，環保署聘請學術界詹長
權、王榮德、陳保基、李俊璋、林文印
等教授，均是一時之選。

同時公開了當時的所有檢測資料，
並指派同仁再次赴現場重新檢測，雖然
已經拖了很長的時間，不過我們還是要
把當時的背景調查清楚。最後空保處二
科周淑婉科長與同仁花了4、5個月的時
間，總算完成整個調查報告。

經赴彰化線西實地查訪，可以看
出彰化地區養鴨的環境並不好，大部分
鴨農為了省錢都是採用放養的方式，養
鴨池的水也沒有經常更換，甚至從未換
水。追蹤附近所有可能的工廠污染源
後，發現臺灣鋼聯公司在養鴨上方的數
公里以外處，同時在鴨場附近，到處都
是過去鋼鐵業者隨意傾倒的灰渣。老百
姓也不知道這些黑黑的灰渣含有非常高
的戴奧辛。所以有可能在放養的過程當
中，飼料灑到地上，讓鴨子有機會吃了
集塵灰，致使鴨體或鴨蛋內的戴奧辛量
變高。當然亦有人懷疑可能是飼料污染
所至，但經檢測相關飼料樣品時，沒有

戴奧辛偏高現象。

至於由空氣傳染到鴨子的機會並不
大，我個人於事後的看法認為：

（1）彰化縣的鴨農在飼養的環境管理
方面，還可以有改善的空間。

（2）鋼鐵工業亂倒灰渣、集塵灰，應
是罪魁禍首，彰化縣的鴨農、老
百姓都是受害者。

（3）臺灣鋼聯公司當時工廠內部處理
集塵灰作業都還符合規定，唯一
缺失就是收集來之集塵灰堆集場
均係露天置放，沒有封閉。

因此在該廠區內進行空氣採樣以
後，發現廠區內戴奧辛含量很高。經過
環保署幾次的勸戒、罰款以後，臺灣鋼
聯公司建立了封閉式的倉庫，所有的集
塵灰都有倉庫封存，不會再經過氣流
風吹飄到別處，而且該公司新設的煉製
廠，通過環評，已經開始營運，回收再
利用過程之戴奧辛排放，也達到最嚴格
的標準。因為有臺灣鋼聯這麼大的回收
體制，所以現在煉鋼廠的灰渣、集塵灰
都送到鋼聯公司處理，因此臺灣目前的
集塵灰亂倒的情形幾乎很少再發生。

最後環保署為了善後，花了上億
經費，協助所有受害鴨農的水溝和鴨舍
清除所有污泥。並將當地社區、馬路，
也全部整修、綠化。環保署對這次毒鴨
事件花了很多心血，我們也了解鴨農

線西鄉戴奧辛鴨子污染

事件，半年未查出污染

源，又有鴨農養了3,000
隻鴨子，預計一個半月

後即可下蛋。

【楊之遠】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副教授

學歷：臺灣大學農學博士

經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監資處/空保處處長、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測政組組長

鎮民上演行動劇，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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