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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九大死因 都是空氣惹的禍 

你知道嗎？有一個兇手，每分鐘奪走 13 條人命，比 IS（伊斯蘭國）還可怕。 

敘利亞爆發內戰四年間，有 22 萬人喪命，現在卻有比 IS 還恐怖的隱形殺手，被視為「全球公敵」，每年靜悄悄取走 700

萬條人命，占全世界死亡人數的 1／8，初估台灣至少每年有 3 萬人受害。 

你能短暫不吃喝，但是卻不能不呼吸 

它攻擊的對象，不分國籍、地區、性別、年齡，正是每個人都離不開的「空氣」。人類短時間不吃不喝，仍能活下來，

但無論如何，不能不呼吸。 

許多因空氣而生病的故事，正在你我周遭發生。 

2015 年 12 月 24 日聖誕夜當天，35 歲的佩佩（化名）被檢查出罹癌，有兩個孩子的她簡直晴天霹靂。想想自己不菸不酒，

生活正常，怎麼會得到肺腺癌，佩佩痛哭不已，過了一個不平安的平安夜。 

類似案例不斷增加中。今年 55 歲的彰化縣議員林世賢也是肺腺癌患者。2014 年底忙於選舉的他，發現肩胛的脂肪瘤不

斷長大，拖到去年 3 月才檢查，意外診斷出肺部有陰影，兩位醫師看完片子，均判讀肺腺癌轉移，拖不過三至六個月。

身為獸醫師的他做好最壞準備，交代助理要辦生前告別會，半夜偷寫遺書，未料被起床如廁的太太發現，兩人抱頭痛哭。

去年 3 月 31 日開刀，目前術後休養中。 

不菸不酒、生活正常 也難擋肺腺癌 

近十幾年，不少名人皆因肺腺癌辭世，例如前立委盧修一、法務部前部長陳定南、舞蹈家羅曼菲以及演員文英、歌手鳳

飛飛等。連前副總統蕭萬長、新科副總統陳建仁、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醫師，都是肺腺癌的患者。他們都有共

通點：不菸不酒、生活正常、無癌症危險因子，但是卻罹患肺腺癌。 

每天接觸肺癌患者的台中榮總胸腔內科主任兼整合性癌症中心主任張基晟研究指出，近幾年來台灣患者的肺癌發生位置，

由靠近肺門轉向周邊，可能與肺癌成因已由抽菸，轉向吸入空汙的 PM2.5（細懸浮微粒）有關。 

其實早在二年前，國際社會就對空氣中的 PM2.5 發出警告。2013 年發表於國際醫學期刊（Lancet oncology）的一篇論

文，支持了張基晟的研判。這份研究擴及 17 個歐洲世代（European cohort），調查 31 萬餘人長達 12.8 年，發現 PM10

（懸浮微粒）、PM2.5 會增加肺腺癌得病風險，因而推知空汙會增加歐洲肺腺癌的發生。 

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也早在 2013 年 10 月指出，有足夠證據顯示暴露在室外空汙，將導致肺癌及增加膀胱癌風險，

正式將 PM2.5 列為一級致癌物，且認定這是最廣泛分布於環境的致癌物。 

反觀台灣，2014 年國衛院根據全國空汙資料，結合癌登中心資料一起分析，雖無法證明 PM2.5 會增加肺癌，「但已經證

實空汙濃度愈高的區域，女性肺癌死亡率就愈高，」張基晟說。 

國健署資料顯示，近 30 年來台灣肺癌罹患人數、死亡人數頻創新高，2012 年發生人數 1 萬 1692 人（表 1），2014 年死

亡人數 9167 人。彰化縣醫療界聯盟常務監事李武波醫師也指出，1992 年，每 135 分鐘才有一人罹患肺癌，2002 年減為

71 分鐘，2012 年縮短成 45 分鐘，加快了三倍時間。 

肺癌成國病 連五年登上「癌王」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國家肺癌患者都以男性居多，但台灣男女占比 6：4，是差異最小的國家。其中男性近七成抽菸，罹

患的肺癌中有六成是肺腺癌，女性達九成五未吸菸，肺腺癌高達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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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30 年來，肺癌一直居女性癌症死因之冠，且年年攀升，其中的肺腺癌更是女性頭號殺手。 

可怕的是它「來無影」。初期無異狀，一般 X 光檢查不出來，必須透過微劑量電腦斷層篩檢才能發現，等出現症狀時，

往往已來不及。 

例如彰化縣議員林世賢沒有咳嗽、體重也沒有下降，如果不是因為脂肪瘤，順便做微劑量電腦斷層篩檢，根本不知道已

罹患肺腺癌。 

肺癌已連五年拿下台灣癌症死因第一名，躍升為國病，並被稱為「癌王」。光看死亡人數無法感受其嚴重性，只要看過

台大醫院竹東分院去年 5 月發起「萬人肺癌篩檢」初步報告的醫師，都會大為震驚。 

從去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共有 4737 位民眾完成檢查。據了解，發現有結節的人數占 29％，其中 0.5 公分到 1 公分

的有 45％，1 公分以上的有 11.94％。 

疑似肺部有腫瘤（結節）的逼近三成，雖未完全確定是肺癌，比例已高到驚人。一般疾病發生率都是以每 10 萬人為單位，

這份調查是百人為單位。 

一位醫師私下說，參與篩檢活動的多是有健康觀念、社經地位高的白領人士，難以想像長期受空汙影響的危險族群被篩

檢出來的機率會有多高？ 

孕婦容易早產 新生兒恐有先天性疾病 

PM2.5 已被證實會增加肺腺癌得病風險，更可怕之處，在於直徑只有頭髮的 1／28，肉眼看不到，侵入人體肺泡，還會

進入血液循環系統，引發心血管等疾病，甚至擴及新生兒。 

如果母親長期暴露空汙，新生兒易罹患腦部、心臟、腎臟等先天性疾病，或成為早產、低體重兒。 

新光醫院小兒科主任穆淑琪發現，空汙對母嬰影響愈來愈大。近三年，新生兒加護病房天天滿床，以前還有機會喘口氣，

現在因早產或呼吸窘迫住進的新生兒比過去增加三倍。 

穆淑琪已養成看空汙指標的習慣。只要 PM2.5 指標達到黃色，氣喘復發的小兒病人就變多。到達紅色時，整個診間通常

就會擠得水洩不通。 

有位住在醫院附近的小病人，阿嬤發現，只要騎摩托車載孫子，孫子就很容易氣喘發作，開車就不會。證實空汙對小孩

健康影響很大。 

另外，有位六個月大女嬰到新光求診時，嘴唇已呈紫黑色，驗血發現是巧克力顏色，檢出血液含「苯胺」有害成分。深

入了解，才知道嬰兒父親是油漆工，由於連續下 7 天雨，媽媽怕不會乾，沒有洗工作服，爸爸每天回家就隨意脫下丟房

間，「嬰兒並沒有接觸到衣物，透過空氣就對身體造成這麼大的影響，」穆淑琪再次見識空汙的威力。 

不只氣喘，對兒童的影響還包括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以及學習障礙、過動等。 

PM2.5 對健康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2015 年 12 月底，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公布研究結果，PM2.5 不僅增加肺結核病風險，

包括缺血性心臟病、中風、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共四種疾病的死亡風險也會升高，甚至奪走 6275 條人命，這些都跟

暴露於 PM2.5 有關。 

心、腦、肺受損，肝癌、失智也上身 

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副教授林先和表示，將研究結果跟台灣各縣市空汙指標交叉分析，發現空汙跟疾病發生

有密切關係。 

在相關死亡比例的地區分布上，雲林縣達 21.8％，南投縣 21.7％、高雄市 21.6％，這三縣市都是空汙嚴重地區。反觀花

蓮縣空氣品質良好，關聯度僅 8.7％。研究團隊還預估，當 PM2.5 暴露量下降 10 微克／立方公尺，一年的肺結核新增病

例，可減少 2000 至 3000 人。 

最近連肝癌都被證實跟空汙有關。 



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跟陽明、成大合作的研究論文正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期刊》登載。 

他們調查台北、新竹、嘉義、屏東和澎湖居民，證實肝病與 PM2.5 有關聯性，就算不抽菸不喝酒，無慢性病毒性肝炎者，

長期暴露在 PM2.5，同樣會增加肝癌風險。 

研究也發現，台灣跟澎湖的 PM2.5 濃度，每立方公尺各增加 13.1 微克和 0.73 微克，罹患肝癌風險就提高二成二。基因

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楊懷壹發現，澎湖濃度低於本島就會提高罹癌風險，研判應與當地 PM2.5 的成分、來源有關。 

台大醫院內科部及心血管中心主治醫師蘇大成的調查，也跟其他學術研究結果相吻合。他曾到罹癌病人家了解居住環境，

發現室內 PM2.5 測量值高出當地環保署監測站的三至七倍，主因是家屬抽菸，及周遭環境普遍有不好的汙染源。 

除了事故傷害 都與十大死因有關 

令人意外的是，空汙竟然也跟失智有關。 

目前醫學界對失智症仍束手無策，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副教授程蘊菁率先從環境著手研究，比對 12 年的 PM10、

14 年的臭氧資料，針對大台北及基隆的老人調查，發現長期曝露這在兩種汙染物中，最高可增加四倍罹患失智的風險，

她發現，有毒的汙染物藉懸浮微粒進入肺部，再侵入腦部，直接或間接提高失智風險。 

由於全球老化議題嚴重，程蘊菁的研究成果受到國際重視。美國失智症協會建議各國制訂空汙標準時，應將空汙對失智

症的影響列入考量。 

去年底以來，各研究機構不斷發布成果，PM2.5 被證實也會增加糖尿病、高血壓風險，甚至連肥胖都有關。確實，空汙

對人體危害已不可小覷。除了事故傷害，「台灣十大死因，前九大都跟空汙有關，」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發起人葉光

芃說。 

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莊秉潔的研究報告也證實空汙跟壽命有關。他按照 22 縣市平均餘命跟各縣市 PM2.5 的濃度反

推，每增加 10 微克，壽命將減少 0.7 歲。 

以資源相近的六都做比對，除台北市因社經地位高、醫療資源充沛，壽命最長外。其餘五都的壽命都跟 PM2.5 濃度呈反

比，空氣最髒的高雄市平均壽命最短（78.74 歲），以此類推（表 2）。 

關心病從口入 更要注意病從鼻入 

不僅壽命會短損，空汙已經悄悄的奪走許多條人命。根據 2014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指出，2012 年約有 700

萬人死於空汙暴露，占全球死亡人數的 1／8。另外，全球約有 3 億人罹患氣喘，每年約有 25 萬人死於氣喘。 

反觀台灣，每年有多少人因空汙死亡？雖然至今未有統計，不過僅台大公衛學院就四種疾病進行調查，就推估有 6275 人

喪命，實際數字將更為可觀。葉光芃以加拿大為基礎試算。加拿大年均 PM2.5 是 7 微克／立方公尺，因空汙而早死約 2

萬 1000 人，台灣 PM2.5 是加拿大三至四倍，保守推估至少 3 萬至 6 萬人。 

這幾年民眾非常關心食安問題，卻不知道每天吸進去的空氣比食物多上許多。一天頂多吃 3 公斤食物，喝 3 公升水，但

平均每位成人一天就要吸進 1 萬 8000 至 2 萬公升的空氣。如果長期暴露在空汙當中，試想將會吸入多少有害物質？ 

「從現在起，不能只關心病從口入，更要注意病從鼻入了，」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詹長權說，看不見的敵人，比看得見

的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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