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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空氣　LASS環境感測
2016-11-25  記者 陳昱彣 報導

今年10月底起，氣象局持續發佈空汙警報，尤其台灣西南部的地區更是天天「紫爆」。環境保護

署雖然在全台各地設置了約80座空氣監測站，但由於政策及經費考量，官方測站大多設於台灣西

半部，並以台北及高雄市居多，而且資訊無法即時更新，讓大多數民眾無法快速取得空氣品質資

訊。「LASS環境感測網路系統（以下簡稱LASS）」的創辦人哈爸就是因為看見了這樣的現象，

發起了開源公益計劃，讓更多民眾可以在生活週遭自行安裝空氣監測器，在「看見空氣」的過程

中改變自己可能會造成空氣汙染的生活習慣。

 

運動反而身體差　紫爆知多少運動反而身體差　紫爆知多少

「強東北風遲遲沒有南下，在冷高壓出海後的現在，整個西半部地區的空氣就像是一灘死水一

般，沒有辦法往上或南北流動，我們已經累積好幾天的污染物，繼續反應堆積，因此就如同各位

所看到的，很污濁的大氣。」這是「天氣即時預報」臉書粉絲團在11月14日發佈的貼文內容。

「天氣即時預報」粉絲專頁發佈的照片，讓讀者了解空汙的嚴重性。（圖片來源／Facebook）

今年秋末由於高壓壟罩全台灣，西半部地區的空氣汙染幾乎每天都嚴重超標，甚至在較嚴重的南

部地區，用肉眼就能看見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或是因水氣依附髒空氣而產生的霧霾，直到本週冷鋒

過境提供空氣上升對流、全台各地開始降雨，才讓台灣的空氣汙染稍稍減緩。

所謂的「紫爆」就是指每立方公尺空氣中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超過71微克，達到了危害身

體健康的程度。這些髒空氣雖然部分來自中國大陸，但超過一半的空氣汙染都是來自本地的工業

排放及交通汙染。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鄭明典也在個人臉書上表示今年這一波空氣汙染，全都是

「MIT」，台灣在地製造。

汙濁的空氣不僅會造成氣喘及支氣管疾病患者身體不適，一般民眾也可能因為吸入太多空氣中的

有毒物質而影響身體健康。戴口罩雖然能夠抵擋部分空氣中的懸浮微粒，但仍舊無法擋住臭氧、

氮氧化物及其他有毒氣體進入人體。尤其近年來民眾的運動觀念提升，有越來越多人利用休閒時

間從事路跑或騎自行車等戶外活動，但若在空氣品質不好的地區運動，會吸入比平常更大量的髒

空氣，並經由加快的血液循環跑遍全身，身體反而會越來越差。

雖然有些道路旁的LED看板會顯示空氣品質的資訊，但這些數值的準確、即時性以及涵蓋範圍等

資訊都不便取得，因此很容易被忽略。LASS環境監測系統，就是為了讓民眾能夠對當下的空氣品

質一目瞭然而誕生。

 

由下而上由下而上 LASS環境監測系統的誕生環境監測系統的誕生

LASS是一個以開源、公益模式推出的系統。開源，是指原創者將所有需要的程式碼及硬體都公開

提供給需要的使用者檢視、使用和編寫。最初LASS由哈爸一手打造，後來臉書上成立了LASS社

群，讓更多關心環境、關心空氣品質的創客（Maker）們能夠加入社群分享資訊並創造屬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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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LASS系統。使用者可以根據需求加裝不同的感測器，也可以蒐集其他使用者上傳至雲端系統的

環境監測數據來建置即時監測網。

從LASS Field Try、LASS Field Try2到LASS 4U三個階段，LASS不僅新增了即時數據系統以

及手機監測軟體等功能，LASS 4U版本上的小螢幕更能讓使用者一眼就能清楚了解目前所處空間

的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和空氣品質等監測值，讓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族群也能直接看到空氣

狀況和數值。改良過程中，LASS團隊及創客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開源，不同領域的專家

都能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和改良方法，程式出現問題時也會有許多熱心的創客即時幫忙除錯，這

樣的合作方式也使LASS系統更加完善。

針對無理工背景的民眾，LASS團隊也與中研院及科技公司合作，推出以LASS為基礎概念的產品

「空氣盒子」，民眾只需要按照簡單的安裝步驟，再搭配即時監測手機軟體「Edi Green」，就

能輕鬆監測週遭的環境品質，並將數據上傳至雲端讓其他使用者看見。而為了符合LASS的公益理

念，LASS也與台北、台中、高雄等市政府及小學攜手合作，在校內及城市各個角落設置空氣盒

子，提供大眾不同地區的環境監測數據。

由左到右為LASS 4U、空氣盒子及LASS Field Try。（圖片來源／陳昱彣攝。）

公益導向　全靠熱情與對環境的關心公益導向　全靠熱情與對環境的關心

從LASS創立之初到現在，整個系統已日漸完善，不僅與g0v零時政府合作推出零時空汙觀測網，

也有空氣盒子空汙地圖和手機app讓使用者可以隨時了解空氣品質資訊。但由於LASS為公益性質

的項目，缺乏資金及贊助，LASS團隊中及臉書社群內的創客們都是憑著熱情和對環境的關心無償

付出，卻也使得LASS的改善及研發過程進展較為緩慢。例如LASS 4U原本預計要在今年產品

化，但由於有一定的程序以及尚未修正的部分，加上沒有資金使得工程師無法專注在LASS的案子

上，所以LASS 4U拖了三個多月，到現在都還無法上架販售。哈爸說：「因為我們是公益性質

的，很多東西都是大家自願去做，所以也不能強迫說明天就要生出產品，就會拖很久。」

此外，LASS團隊和臉書社群的主要目的在於研發及改良LASS環境檢測系統，而不是推廣或設置

檢測裝置，因此LASS裝置只能靠民眾自行購買後安裝。這樣的方式可能會使得某些民眾雖然關心

環境，卻因為不知道LASS而無從幫助。

從零時空汙觀測地圖可明顯發現LASS的分布在西部較東部密集許多。（圖片來源／g0v零時空汙觀測地圖）

哈爸的想法是，「你如果覺得這件事重要的話，不需要我出錢或出力，你就會自己去佈。」LASS

把重心放在讓民眾「知道」空氣汙染的嚴重性和重要性，並從改變生活中點香、抽菸等容易造成

空氣汙染的習慣開始做起。哈爸說：「解構空氣汙染這個大問題時就會發現它其實是有很多階段

的問題，很多人會搞不清楚該罵誰就亂罵，但其實這不是任何一個人或單位就能處理的。要解決

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就是要一步一步走，而我們在做的是把第一步踏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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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房裡玩光線的人　謝名振暗房裡玩光線的人　謝名振

介紹深夜名堂的創辦人兼攝影師謝名振，如何
將興趣轉為職業，並闡述自己的攝影理念。

文化大翻盤　白人主義復興文化大翻盤　白人主義復興

從法國恐攻、歐洲難民到英國脫歐、川普當
選，層層疊疊的重大事件正領著西方國家重回
以往保守的「白人民族主義」，說明造成此文
化現象之變動有其脈絡可循。

從生活做起　為環境盡心力從生活做起　為環境盡心力

LASS的創辦人哈爸。（圖片來源／陳昱彣攝。）

「環境變化的即時監測是很重要的一個領域，不過這些系統大多是由官方或特定機構主導設置，

一般民眾無法取得這些資訊，LASS就是希望從由下而上建置一套環境感測系統，任何人都可以輕

易地架設，再把資訊分享出去。」在LASS官方網站上的這段話是哈爸創造LASS的初衷，更像是

對LASS的願景。LASS希望有能力的人能夠自己架設環境監測系統，而沒有理工背景的民眾也可

以透過安裝空氣盒子提供不同地區的環境資料，為自己生活的環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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