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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高組 

題目名稱：這樣測我才懂：誰偷走了我們的清新空氣？ 

一、摘要 

       本研究以馬來西亞巴生市武吉丁宜（Bukit Tinggi）為研究地點，透過實地測量，探究三

種不同城市用地——商圈、住宅區與綠地——在上班日與節假日，以及早、中、晚三個時

段的環境質量差異。我們使用便攜式八合一空氣質量檢測儀和手機分貝儀（手機應用——

SPL Meter：dB＆sound meter）進行數據蒐集，涵蓋 PM2.5、甲醛、溫度、濕度與噪音等指

標。 

        分析結果顯示，綠地在各項環境指標中表現最優；商圈雖然人流車流密集，但由於綠

化設計完善，整體環境質量並非最差；反而是住宅區，尤其在節假日與夜間，污染數據居

高不下，顯示日常活動與綠化不足可能是主因。這一結果顛覆了我們對住宅區的想像，也

提醒我們：居住環境的清新需要主動維護。 

        透過本次探究，我們不僅學會了科學測量與數據分析，更理解了城市熱島效應、人為

活動影響與綠地調節功能等地理概念，並進一步提出改善建議：從每一戶人家出發，推動

住宅區微綠化行動，讓改變從生活開始。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截至 2023年，馬來西亞巴生縣的城市

化水平已達 75%，正處於快速發展階

段（City Population，2023）。城市化進

程的加速，尤其體現在商圈的擴張與

城市綠地面積的減少。儘管此現象促

進了經濟增長與城市活力，但同時也

帶來了生態環境退化、熱島效應加

劇、公共休閒空間減少、居民健康受

影響等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挑戰（圖 1）                             圖 1： 城市綠地的作用                            

（董玉萍等，2022）。據《南洋商報》2025年 2月 7日報導，巴生的空氣污染指數（API）

於當日下午 1時達到 170點，屬於不健康水平（南洋商报，2025）。這些數據反映了快速

城市化對當地環境質量的負面影響。為深入探討此現象，作為巴生人的研究者們選擇武吉

丁宜商圈、周邊開發的住宅區及綠地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該區域快速發展對環境所帶



來的影響，並尋求科學合理的解決方案，以改善城市生態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為家

園的永續發展貢獻力量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 

1. 比較三種城市用地（商圈、住宅區、綠地）在空氣污染、溫度、濕度與噪音等環境

質量指標上的差異。 

2. 分析環境質量在上班日與節假日、不同時間段（早、中、晚）之間的變化規律。 

3. 找出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用地類型，並思考其背後的成因。 

4. 從真實數據中學習地理與環境概念，如城市熱島效應、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綠

化與環境調節的關係等。 

5. 培養問題意識、數據分析能力與環境行動責任感，並提出具體倡議，以改善城市住

宅區的環境質量。 

（二）研究假设 

1. 不同城市用地的環境質量存在顯著差異，預期綠地環境最佳，住宅區次之，商圈最

差。 

2. 環境質量在平日與節假日之間存在變化，節假日因人流增加，污染程度可能更高。 

3. 不同時間段的環境污染指數會有所不同，特別是晚上污染更為明顯。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步骤 

本研究分別於 4月 1日（開齋節假日）和 4月 7日（上班日）使用

便攜式八合一空氣質量檢測儀和手機分貝儀（手機應用——SPL 

Meter：dB＆sound meter）來測量巴生區綠林鎮和武吉丁宜個別的

住宅區、商圈和綠地，以取得三地的溫度、濕度、空氣質量（指標

含 API，TVOC，PM10，PM2.5，PM1.0，HCHO）和噪音程度，來分

析探究區域裡各個區域的空氣質量。                                                                 圖 2：研究器材 

 

 



表 1：五項污染指標簡介 

污染指標 定義 主要来源 健康影響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TVOC） 

一類容易揮發的有機化學

物質的總稱（如苯、甲苯

等） 

油漆、家具、清潔

劑、香水、地板膠

等 

頭痛、喉嚨痛、過敏，

長期可能致癌 

可吸入顆粒物 

(PM10) 

直徑 ≤10 微米的顆粒物，

可進入呼吸道上部 

揚塵、花粉、建築

工地、道路灰塵 

刺激呼吸系統，引發哮

喘、支氣管炎 

細顆粒物

（PM2.5） 

直徑 ≤2.5 微米的顆粒物，

可深入肺部 

尾氣、工業廢氣、

煙霧、燃燒 

進入肺部，影響心肺功

能，長期可致癌 

超細顆粒物

（PM1.0） 

直徑 ≤1 微米的顆粒物，最

容易穿透肺泡 

尾氣、香煙、廚房

油煙、焚燒垃圾 

可進入血液，影響心臟

和神經系統 

甲醛（HCHO） 一種無色、有刺激性氣味

的有毒氣體 

造板製成的家具、

牆面材料、農藥 

眼鼻喉刺激、呼吸困

難，長期可致鼻咽癌、

白血病 

 

圖 3：研究範圍 



（二）研究分析 

本研究使用雷達圖總結整體的空氣質量，淺色為 4月 1日（節假日），深色為 4月 7日

（上班日）。於各污染指標及環境因子的單位不同、數值差異較大，為提升可比性與可視

化效果，本研究採用了平均值與歸一化處理。若同一類別的測量地點有兩個，則所使用的

數據為兩地的平均值。此舉可減少個別環境差異所造成的偏差，使分析結果更具代表性與

準確性。 

 

分析：在早上 7時至 9時的時段，商圈的節假日污染雷達圖面積適中偏小，PM 幾乎為 

0，TVOC 和噪音略有延展，環境因子圖濕度較高，噪音中等，其 AQI 值較低，表明空氣質

量較好。上班日時，商圈的污染雷達圖面積最大，五項污染全滿，呈「放射型」，背景因

子圖噪音高、濕度低，AQI 值上升，顯示早高峰帶來的污染加劇。住宅區在節假日的污染

雷達圖面積較大，PM2.5 和 PM10 軸延展，AQI 較高，背景因子濕度適中、噪音低；上班

日污染雷達圖面積較小，TVOC 軸突出，濕度升高，AQI 下降。綠地在節假日污染雷達圖面

積較小，PM 略高，AQI 低，背景因子濕度較高；上班日污染雷達圖面積最小，污染幾乎為

零，AQI 值為最低，環境因子圖穩定，顯示出綠地的良好空氣質量。 

分析：

在中午 12時至 2時的時段，商圈節假日污染雷達圖面積適中，TVOC 稍升，AQI 適中，背

景因子圖噪音和溫度有所上升；上班日污染雷達圖呈偏斜狀，TVOC 和甲醛較高，AQI 值升

高，背景因子噪音和溫度雙高，污染狀況較為嚴重。住宅區在節假日污染雷達圖面積較



小，污染較輕，AQI 較低，背景因子穩定；上班日污染雷達圖面積略增，TVOC 持續偏高，

濕度略有升高，AQI 上升。綠地節假日污染雷達圖面積中等偏小，PM 略升，AQI 稍高，背

景因子濕度較高；上班日污染雷達圖面積顯著增大，五項污染幾乎全滿，AQI 最高，背景

因子濕度下降，反映了人為活動對綠地污染的干擾。 

分析：

在晚間 7時至 9時的時段，商圈節假日污染雷達圖面積較小，TVOC 略升，AQI 低，背景因

子圖噪音高；上班日污染雷達圖面積稍收，TVOC 保持中高水平，AQI 適中，背景因子噪音

持續高。住宅區在節假日污染雷達圖面積最大，PM 和 TVOC 雙軸外展，AQI 上升，背景因

子濕度高，噪音低，顯示出晚間居民活動對污染的累積效應；上班日污染雷達圖面積較

小，TVOC 軸仍偏高，AQI 適中。綠地在節假日與上班日污染雷達圖面積幾乎相同，均為最

小，污染接近零，AQI 最低，背景因子濕度較高，噪音幾乎為零，反映了綠地晚間的穩定

和清潔。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结论      

         透過實地的節假日與上班日，早午晚三個時段的環境測量，我們終於找到了「偷走我

們清新空氣的兇手」——不是熱鬧的商圈，而是我們以為最安全的住宅區。   

         數據顯示，住宅區在 PM2.5、甲醛濃度、溫度與噪音等指標上表現最差，尤其在晚上

與節假日時段污染最為明顯。相對地，綠地的空氣質量與整體環境表現最佳，而商圈雖人

多車多，卻因綠化管理較完善，反而未列最差。 

         這樣的結果打破了我們對「家」的想像，也讓我們意識到：看不見的污染，往往藏在

最熟悉的地方。透過這次探究，我們不僅學會了使用環境儀器、收集資料與分析變化，更

理解了地理課本裡的抽象概念，如城市熱島效應、人類活動影響、綠地調節作用等，也真

正實踐了：「這樣測，我才懂。」 

（二）生活應用 



1. 發現隱藏在日常的環境危機：我們從數據中發現，污染並非只出現在車水馬龍的地

方，「家」也可能是空氣質量最差的區域。 

2. 發動家庭微綠化革命：不必等政府行動，從陽台種一棵植物、在門前擺幾盆花草開

始，每一戶都能成為城市中的綠色小據點。 

3. 用數據理解地理，用探究發現世界：透過測量與比較，我們更能掌握環境變化背後

的原因，地理不再只是背誦，而是能親手「看見」。 

4. 讓改變從我們開始：本研究提出倡議，未來住宅區的環境政策，應像商圈一樣被重

視。我們雖只是學生，但每一次小小行動，都是改變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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