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
體
報
導
與
澄
清/

TdGA

就
是VCM

，
真
的
嗎
？

-

總
管
理
處
安
衛
環
中
心

ＴdG
A

（T
hiodiglycolic acid

，
硫
代
二
乙
酸
）
是

從
何
時
開
始
出
現
於
我
們
的
新
聞
中
，
也
變
成

社
會
大
眾
討
論
的
議
題
呢
？
彙
整
媒
體
報
導
時
序
（
圖

一
）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該
議
題
是
從
一
〇
三
年
八
月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
以
下
簡
稱
國
衛
院
）
公
開
「
六
輕
石

化
工
業
區
附
近
學
童
之
流
行
病
學
研
究
」
之
初
步
調
查

報
告
，
進
而
導
致
一
〇
三
年
九
月
麥
寮
鄉
橋
頭
國
小
許

厝
分
校
師
生
捨
棄
新
校
舍
搬
回
擁
擠
的
校
本
部
上
課
，

從
此
之
後T

dG
A

這
一
個
名
詞
就
開
始
於
國
內
社
會
流

傳
。

國
衛
院
之
初
步
調
查
報
告
係
以
距
離
六
輕
園
區

V
C
M

（V
inyl C

hloride M
onom

er,

氯
乙
烯
）
製
造
廠
最
近

之
許
厝
分
校
學
童
尿
中T

dG
A

平
均
濃
度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三
所
國
小
，
來
推
論
學
童
暴
露
在V

C
M

環
境
中
，
並
建

議
許
厝
分
校
遷
校
。
然
檢
視
國
衛
院
初
步
調
查
報
告
發

現
，
許
厝
分
校
學
童
尿
液
取
樣
係
於
一
〇
二
年
十
月
辦

理
，
其
取
樣
時
間
距
離
學
童
搬
至
新
校
舍
才
短
短
一
個

月
，
不
禁
令
人
質
疑
事
實
是
否
為
如
報
告
所
呈
現
之
結

果
？
在
探
討
前
述
問
題
之
前
，
不
妨
來
思
考
幾
個
問
題
：

一
、T

dG
A

是
什
麼
？
其
來
源
為
何
？

T
dG

A

是

一

種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B

iological 
m

onitoring index

）
，
但
什
麼
是
「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
，

1.	TdGA

是
什
麼
？
其
來
源
為
何
？

2.	TdGA

是
否
有
健
康
危
害
標
準
？

3.	

六
輕
園
區
廠
、
內
外
空
氣
中VCM

濃
度
為
何
？

台塑企業 9



或
許
不
常
聽
到
這
一
個
名
詞
，
但
有
一
句
台
語
的
童
謠

可
，
以
協
助
理
解
這
一
名
詞
，
「
呷
芭
樂
放
槍
仔
、
呷

龍
眼
放
木
耳
、
呷
柚
仔
放
蝦
米
」
，
此
童
謠
所
指
的
是

食
物
因
為
不
能
完
全
被
消
化
，
所
以
可
由
排
泄
物
來
判

斷
他
吃
了
那
些
東
西
。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亦
具
有
類
似
的

意
思
，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係
指
採
集
生
物
檢
體
（
如
：
呼

吸
氣
體
、
尿
液
、
血
液
）
，
並
分
析
其
中
特
定
物
質
或

其
代
謝
產
物
濃
度
，
並
藉
此
來
評
估
其
健
康
危
害
。
舉

一
個
常
見
的
例
子
來
說
明
，
有
沒
有
喝
酒
可
利
用
量
測

呼
出
氣
體
中
酒
精
之
含
量
來
評
估
，
研
究
調
查
顯
示
當

呼
出
氣
體
之
酒
精
濃
度
超
過0

.1
5
m

g/L

即
會
嚴
重
影
響

人
員
判
斷
力
，
進
而
造
成
駕
駛
車
輛
的
難
度
提
高
，
因

此
目
前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將
此
濃
度
作
為
一
管
制
之

標
準
。

良
好
的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應
具
有
下
列
幾
項
特
性
：

1.  

專
一
性
：
指
不
會
因
其
它
物
質
或
因
素
而
造
成
檢
體

中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濃
度
上
升
。

2.  

靈
敏
度
：
當
暴
露
濃
度
很
低
即
可
明
確
的
反
應
出
暴

露
狀
況
，
且
隨
著
暴
露
濃
度
上
升
檢
體
中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之
濃
度
亦
會
隨
之
上
升
。

尿
中T

dG
A

是
一
種
人
體
的
代
謝
物
，
其
來
源
相

當
廣
泛
（
圖
二
）
，
日
常
生
活
中
若
服
用
特
定
抗
癌
藥

圖一六輕石化工業區附近學童之流行病學研究相關事件時序

    105年8月
行政院決定
許厝分校遷校
至豐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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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如
：
好
克
癌
注
射
劑
或
癌
德
星
錠
等
）
、
維
他
命

B
群
皆
會
代
謝T

dG
A

；
甚
至
是
吸
入
生
活
周
遭
之
二

手
菸
、
清
潔
劑
之
揮
發
氣
體
、
汽
機
車
排
氣
等
亦
會
代

謝T
dG

A
，
另
外
在
工
作
環
境
吸
入V

C
M

或
其
他
具
乙

烯
基
化
學
物
質
也
會
代
謝T

dG
A

。
綜
合
前
述
可
發
現
，

T
dG

A

之
專
一
性
不
佳
，
因
此
若
由
尿
中
檢
測
出T

dG
A

就
指
稱
是V

C
M

所
造
成
，
實
無
科
學
上
之
依
據
。

二
、 T

dG
A

是
否
有
健
康
危
害
標
準
？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應
具
有
標
準
或
背
景
值
，
如
此

當
檢
體
中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達
到
一
定
程
度
以
上
，
才
可

評
估
判
定
其
具
有
健
康
危
害
或
判
定
生
物
（
人
員
）
受

特
定
物
質
污
染
。
以1

,3
-

丁
二
烯
（1

,3
-B

utadiene

）

為
例
，
當
尿
中
代
謝
物D

H
B
M

A

（3
,4

-dihydroxybutyl 
m

ercapturic acid

）
濃
度
超
過2

.5
m

g/L

時
，
則
表
示
應

追
蹤
人
員
健
康
情
形
，
並
加
強
監
測
工
作
場
所1

,3
-

丁

二
烯
暴
露
情
形
。

由
歐
洲
之
文
獻
中
發
現
，
捷
克
居
民
尿
中T

dG
A

背
景
濃
度
為2
0
m

g/L

，
而
德
國
提
供
之
居
民
參
考
濃
度

為1
.5

m
g/L

，
但
文
獻
並
未
說
明
超
過
此
濃
度
是
否
會
具

有
健
康
上
之
危
害
，
且
世
界
各
國
均
未
訂
定
尿
中T

dG
A

濃
度
之
健
康
危
害
管
制
標
準
。
至
於
國
衛
院
研
究
中
所

顯
示
之T

dG
A

濃
度
最
高
學
童
，
其
上
課
地
點
是
在
該
研

究
所
列
學
校
中
距
離
六
輕
園
區
最
遠
之
崙
豐
國
小
，
其

圖二  TdGA 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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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中T

dG
A

濃
度0

.6
0
1
m

g/L

，
更
遠
遠
低
上
述
之
背
景

及
參
考
濃
度
，
再
加
上
目
前
無
任
何
標
準
可
以
比
較
，

根
本
無
法
判
定
其
對
人
體
健
康
上
之
危
害
。

三
、
六
輕
園
區
廠
內
外
空
氣
中V

C
M

濃
度
為

何
？

國
際
研
究
也
指
出V

C
M

暴
露
及
尿
中T

dG
A

之
濃

度
需
在
特
定
條
件
下
，
即V

C
M

暴
露
濃
度>5

ppm

，
尿

中T
dG

A

濃
度
方
可
反
應
出V

C
M

之
暴
露
狀
況
。
根
據

長
期
監
測
資
料
顯
示
，
不
論
是
在
六
輕
園
區
工
作
之
員

工
或
是
附
近
居
民
，
其
所
處
環
境
中V

C
M

濃
度
均
遠
遠

低
於5

ppm

，
因
此
若
僅
以
尿
中T

dG
A

之
濃
度
來
推
論

V
C
M

之
暴
露
，
實
無
科
學
上
之
依
據
，
更
何
況
世
界
各

國
亦
未
將
尿
中T

dG
A

作
為V

C
M

暴
露
之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
各
國
對
於V

C
M

之
暴
露
均
是
以
空
氣
中
之
濃
度
作

為
標
準
，
如
澳
洲
、
紐
西
蘭
工
作
環
境V

C
M

容
許
濃
度

為5
ppm

，
我
國
則
與
英
國
、
芬
蘭
、
比
利
時
、
西
班
牙

等
國
相
同
為3

ppm

。
而
我
國
對
於
工
廠
附
近
地
區
也
訂

定
周
界
標
準
，
為0

.2
ppm

。

台
塑
企
業
六
輕
園
區V

C
M

製
造
廠
及P

V
C

加
工

廠
在
建
廠
階
段
即
採
全
密
閉
化
設
計
，
運
轉
後
更
嚴
格

管
制
各
污
染
源
排
放
，
依
法
令
規
定
及
國
際
作
法
測
定

空
氣
中V

C
M

濃
度
，
以
勞
動
部
勞
安
所
、
台
灣
職
業
衛

生
學
會
及
勞
動
部
認
可
機
構
於
國
衛
院
研
究
期
間
至
六

輕
園
區
執
行
結
果
（
如
表
1
）
來
看
，
員
工V

C
M

暴
露

監
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人
次
均
未
檢
出
；
作
業
環
境V

C
M

監
測
共
一
千
兩
百
三
十
二
個
樣
本
，
僅
3
個
樣
本
（
佔

0
.2

％
）
有
檢
出
，
但
也
遠
低
於
法
令
標
準
。

表 1  六輕園區廠區內 VCM 監測資料
項目 測值 標準

1

勞動部勞安所 101年
麥寮氯乙烯廠、聚氯
乙烯廠勞工暴露濃度
測定

N.D.
（監測 39人次，
MDL：0.121ppm）

3ppm

2
台灣職業衛生學會
102年麥寮園區作業
環境監測實施計畫

N.D.
（監測 1,071人次，
MDL：0.003ppm）

3
N.D.
（監測 343個作業場
所，MDL：0.003ppm）

4

麥 寮 氯 乙 烯 廠
（VCM）、聚氯乙烯
廠（PVC）100 年∼
103年上半年法定作
業環境監測

<0.67ppm
（僅出現 3測值，其
餘 886樣本均未檢出
MDL:0.27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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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
雲
林
縣
環
保
局
、
台
塑
企
業
及
環
保
署
許

可
機
構
於
此
期
間
在
六
輕
園
區
外
執
行
之
空
氣V

C
M

監

測
結
果
也
顯
示
，
大
部
份
測
值
均
未
檢
出
，
少
數
有
檢

出
之
測
值
最
大
為0

.0
9
7
ppm

，
也
遠
低
於
周
界
標
準0

.2
 

ppm

。
此
外
，
近
期
環
保
署
公
佈
之
雲
林
縣
環
保
局
空
氣

監
測
結
果
亦
顯
示1

0
4

年
平
均
值
為0

.0
0
0
1
9
 ppm

（
高

值
：0

.0
1
7
 ppm

）
及
一
〇
五
年
（
一
月
至
四
月
為
止
）

平
均
值
為0

.0
0
0
1
9
 ppm

 

（
高
值
：0

.0
2
6
 ppm

）
，
更

遠
低
於
周
界
標
準
。

四
、 

結
語 

一
〇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環
保
署
、
衛
福
部
及

雲
林
縣
政
府
於
許
厝
國
小
共
同
召
開
說
明
會
，
衛
福
部

石
崇
良
主
秘
表
示
：
「
研
究
顯
示
學
童
尿
液
中
代
謝
物

T
dG

A

濃
度
每
個
地
方
都
不
一
樣
，
對
男
女
、
年
紀
大
小
、

本
身
疾
病
等
對
健
康
影
響
也
尚
無
定
論
」
。
由
石
主
秘

之
發
言
中
不
難
看
出
尿
中T

dG
A

之
濃
度
目
前
仍
未
具
有

標
準
，
因
此
難
以
判
定
學
童
尿
中T

dG
A

之
濃
度
與
健
康

之
關
係
。

另
外
，
環
保
署
李
應
元
署
長
表
示
：
「
根
據
前
兩

期
報
告
發
現
，
在
寒
暑
假
採
樣
所
檢
驗
數
據
會
較
平
常

低
，
但
尿
液
取
樣
當
時
，
未
同
時
執
行
大
氣
採
樣
，
且

各
校
學
童
尿
液
樣
本
取
樣
也
非
同
一
時
間
進
行
，
另
在

不
同
風
速
風
向
下
，
對
同
一
地
點
影
響
會
有
不
同
檢
驗

表 2  六輕園區廠區外 VCM 監測資料
項目 採樣方式 測值 標準

1 六輕環境監測 102年∼ 103
年第 3季麥寮廠區周界監測

FTIR
連續監測

<0.078ppm
（僅 4天出現測值，其餘均未檢

出 MDL：0.01ppm）

0.2ppm

2
雲林縣政府環保局 103年 8
月∼ 9月許厝分校氯乙烯監
測

FTIR
連續監測

<0.097ppm
（僅 6天出現測值）

3
六輕環境監測 102年∼ 103
年第 3季麥寮鄉豐安國小
VOC監測

固定測站
連續監測

N.D.
（MDL：0.00146ppm）

4
六輕環境監測 102年∼ 103
年第 4季麥寮鄉豐安國小、
許厝分校異味採樣監測

採樣檢驗
<0.01423ppm

（僅出現 1個測值，其餘 164個
均未檢出 MDL：0.00024ppm）

5
台灣檢驗公司（SGS）103
年 10 ∼ 11 月麥寮鄉 6 所
國小 VOC監測

採樣檢驗
N.D.

（MDL：0.00039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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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
會
產
生T

dG
A

也
不
只
是V

C
M

造
成
，
是
否
有

直
接
關
係
，
環
保
署
將
增
設
永
久
監
測
站
，
數
據
傳
輸

至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
可
跟
業
者
與
縣
府
測
站
數
據
比

對
，
讓
民
眾
了
解
環
境
狀
況
」
。
由
李
署
長
之
發
言
中

亦
可
看
出T

dG
A

並
非V

C
M

之
專
屬
生
物
偵
測
指
標
。

有
鑑
於
六
輕
園
區
及
鄰
近
地
區V

C
M

濃
度
均
遠
低
於
法

規
標
準
，
再
加
上T

dG
A

來
源
包
括
二
手
菸
、
汽
機
車
排

氣
、
飲
食
習
慣
及
居
家
環
環
境
影
響
等
，
怎
麼
可
以
說

T
dG

A

就
是V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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