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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 海洋與人為源的大氣營養鹽輸入組成，是目前國際洋學上一個熱門話題。因此本研究室為海洋界提供
更多全球大氣營養鹽交換資料，以利其在生地化模式推估時資料的完整性。

• 台灣四周環海且終年受到季風影響，氣膠在輸送過程中，因來源的差異所造成的營養鹽不平衡，在學
術上被認為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因此也是本研究室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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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船船務中心主任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全球大氣營養鹽物質輸送、有機化合物之分析、有機化合物之汙染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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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erest：

• My research interests have developed into the interactions of marine and atmospheric nutrient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marine biogeochemistry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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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K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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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atmospheric nutrient transport, analysis of organic compounds, history of pollution of organic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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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乾濕沉降中無機和有機氮物種的組成和供應：
使用有機氮組成計算海洋來自大氣的外部氮通量

陳宏瑜1*、黃士哲1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重要研究成果

• 大氣沉降是人為活性氮(anthropogenic reactive

nitrogen)對陸地及海洋生態系統環境重要的傳
輸途徑，。

• 過去，較少有研究同時探討實測資料之乾、溼
沉降總氮濃度與通量，並藉此推估氮通量對海
洋新生產力之貢獻。本研究透過超微濾法將機
氮物種分為高低分子量有機氮。

• 大氣輸入海洋額外氮物種供應(ocean’s external

nitrogen supply)之新生產力約為24.2 g C m-2 yr-

1，計算出大氣沉降對於東海南端海洋新生產力
的貢獻度為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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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酸沉積的成分和來源評估：以台灣北部沿海和大城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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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空氣污染的發生與大氣氣溶膠和雨水的酸化
是相互關聯的，並且是普遍發生的現象。

• 台灣北部，歷年濕沉降中pH值大都低於5.0，
尤其在東北季風期間，來自大陸的較高濃度
酸性空氣污染物，使得酸雨發生狀況冬季也
較夏季更為嚴重。

• 透過分析得知，萬里因地理位置臨近海岸，
以海洋飛沬為主要來源。板橋則因都市化，
以工業和車輛排放為主要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