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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水資源為社會大眾維生、產業生產、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之關鍵因素。隨著我國人

口成長、都市化發展與產業結構改變，我國用水需求總量逐年增加，尤以工業用水量增

幅為甚。過去水資源開發強調貯水、取水與輸水方面的功能，建設偏重於蓄水與輸水設

施之興建，如水庫、攔河堰、輸水管線等，然設立大型蓄水設施有一定程度之環境衝擊，

在永續發展、環保意識抬頭、民眾抗爭等主客觀因素影響下，傳統水源之開發愈顯困難，

尋求替代性的新興水源，滿足各標的用水需求，以因應未來社會經濟用水需求，實為當

務之急。新興水源範疇包含海水淡化、雨水貯留，以及「新生水」之再生利用，包括工

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放流水、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與農業排放水等。本文即針對我國

新生水的發展潛力，包括廢污水回收潛勢量、放流水水質狀況、適合調撥用途，以及再

生處理程序建議等主題加以介紹，俾利作為未來水資源開發、調配及供應之參考依據。 

一一一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潛勢潛勢潛勢潛勢 

1. 全國污水下水道設置現況 

政府自民國 73 年頒佈「下水道法」，77 年制訂「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將下

水道建設提升為國家級之重大公共基礎建設計畫，既有都市下水道之建設可分成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和第一期及第二期六年建設計畫 (民國 81

～92年)；第二階段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 (民國 91～96年)，該計畫

將污水下水道建設納為第九項「水與綠建築」之子計畫，預計於六年內達成用戶接

管普及率和整體污水處理率分別提高至 20.3 %和 30.1 %；第三期實施計畫 (民國 91

～96年)，其成效至民國 97年底，用戶接管普及率和整體污水處理率相較於 91年分

別提升 10 %和 19 %，目前用戶接管率已達 19.2%，而整體污水處理率達 43%。營建

署第四期下水道建設計畫 (民國 98～103 年)，計畫仍將延續污水下水道第三期計畫

以政府自辦及民間參與兩種模式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第四期政府自辦為 60處，民

間參與為 28處，目標為「每年提升污水下水道普及率 3％」。 

截至 98年 12月底止，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率為 22.58%，污水處理率為 47.79

％，整體目標為 98至 103年共可提升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率至 35.8%，且污水處理

率達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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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國都市污水處理廠設置現況及放流水量統計 

目前台灣地區都市污水處理廠主管機關包括縣 (市) 政府、台北水源特定區，及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依 99 年環境白皮書資訊顯示，截至 99 年 5 月運轉中都市污水

處理廠共 61座（圖 1），開發中共 4座（圖 2），規劃中共 59座（圖 2），現階段各縣

市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量總計約 247萬立方公尺（表 1），其中又以台北縣的八里

污水處理廠及高雄市的中區污水處理廠為最大來源，其值分別為每日 91萬立方公尺

及每日 75萬立方公尺，約占前述總量之 67%；未來會因現階段建設中及規劃中的都

市污水處理廠陸續完工後其水量，增加至每日 300 萬立方公尺。不同於工業區廢水

處理廠放流水，若未感潮或有鹽化地下水入滲，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之導電度一

般低於 750μS/cm，總溶解固體亦低於 500 mg/L，因此在運用上並不需特別除鹽，

可再生放流水量幾乎即為放流水總量。 

3. 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水質分析與再生水處理程序建議 

常見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中，除大腸菌類外，泰半能符合現行放流水標準，

無重金屬殘留問題，油脂及界面活性劑濃度均甚低，表 2 即列出福田水資源回收中

心及安平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水質，並與各種水質標準比對。都市污水處理廠之放流

水典型水質綜合評析如下： 

(1)導電度及 pH值方面，歷來調查顯示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pH值介於 6.7～7.9，

均屬中性，其中因部分污水處理廠有截流工業區廢水進行處理 (如林口南區及台

中港特定區污水處理廠)，使其導電度和總溶解固體濃度略高，惟一般不超過 1,000 

µS/cm；若有感潮則最高可能達 2,000 µS/cm（如安平污水處理廠）。 

(2)有機物方面，放流水中 BOD和 COD濃度均遠低放流水標準管制限值，水中殘存

有機物量已不多，多為生物難分解物質。 

(3)含氮及含磷物質方面：除有截流工業區廢水之都市污水處理廠外，一般放流水總

氮濃度約為 10 mg/L，總磷濃度則遠低於 10 mg/L，其問題並不顯著，惟總氮中的

氨氮濃度若超過 1 mg/L，仍可能造成藻類孳生等問題，較適作法為在前端使生物

處理單元之硝化功能充分發揮（如延長污泥齡或曝氣強度等），使氨氮盡量轉換成

硝酸鹽氮，則可解決大部分之問題。  

(4)微生物方面：放流水管制標準中僅管制大腸菌類濃度 (不可超過 2*105 CFU/100 

mL)，若各廠有確實執行排放前的加氯消毒程序，一般可降至 104 CFU/100 mL以

下（甚至低於 103 CFU/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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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壽馬祖地區福沃清水馬港津沙 后沃田沃 大坪介壽馬祖地區福沃清水馬港津沙 后沃田沃 大坪 太湖榮湖擎天金城東林金門地區 太湖榮湖擎天金城東林金門地區
永安 坪林水德金瓜寮直潭 桂山紅河谷烏來孝義 信賢、下盆、福山台北水源特定區 永安 坪林水德金瓜寮直潭 桂山紅河谷烏來孝義 信賢、下盆、福山台北水源特定區

 

澎湖地區澎湖地區
馬祖地區福正清帆西坵 芹壁 坂坂坂坂里白沙 橋仔四維 福正梅石珠螺馬祖地區福正清帆西坵 芹壁 坂坂坂坂里白沙 橋仔四維 福正梅石珠螺

 圖圖圖圖 1 全國運轉中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全國運轉中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全國運轉中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全國運轉中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 圖圖圖圖 2全國開發全國開發全國開發全國開發中中中中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中中中中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都市污水處理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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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各縣市已運轉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量估算各縣市已運轉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量估算各縣市已運轉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量估算各縣市已運轉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量估算  區域／縣市 該區域／縣市放流水量統計（CMD） 基隆市 11,000 台北市 510,185  (三級：390,000，其餘二級) 台北縣 927,539  (初級：910,000) 桃園縣 15,528 

北部區域 新竹縣、市 0 小計 1,464,252 苗栗縣 0 台中市 52,000 台中縣 3,972 彰化縣 0 南投縣 3,796 

中部區域 雲林縣 11,000 小計 70,768 嘉義縣、市 2,615 台南縣、市 126,671 高雄市 750,000  (初級：750,000) 高雄縣 19,208 

南部區域 屏東縣 12,631 小計 911,125 宜蘭縣 16,554 花蓮縣 0 東部區域 台東縣 0 小計 16,554 澎湖縣 0 金門縣 3,919 離島地區 連江縣 390 小計 4,30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467,008 備註：截至民國 99 年 5 月 
 

(5)重金屬與兩性元素方面：放流水以鹼土金族之鈉和鉀檢出濃度最高，其次則為

鋁、鐵和錳，各類有毒重金屬多半在放流水標準個別管制限值的 1%以下或未測

得，代表重金屬污染問題在此並不嚴重。  

上述水質分析結果顯示，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水質佳，可採高比例回收；都

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可再生作為多類用途，包括各類生活次級用途（澆灌、沖廁、

景觀與親水）、農業用途、工業用途、注入地下水體等，參考國內外經驗，個別需注

意之水質項目及處理程序分述如下，其常見放流水再生單元組合示意如圖 3所示： 

(1)作為澆灌、沖廁、景觀、親水等生活雜用：比較環保署「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

利用建議事項」水質標準，各廠放流水僅大腸菌類濃度較高，需進一步提升殺菌

效能，以符合水質標準要求，惟單以加氯程序恐難以達標，且過量餘氯會影響使

用者之觀感，故搭配臭氧或紫外線消毒 (ultraviolet disinfection，「UV消毒」) 為

必要之方案；假若廢污水中若有濁度偏高之情形，建議可搭配化學混凝或砂濾，

藉由化學混凝或砂濾等方式降低水中濁度或是以懸浮顆粒型態存在之有機物與氮

磷物質，亦可以減少微生物後續孳生。 



 

 5 

(2)作為農業用水：相較於「灌溉用水水質標準」，最主要問題為含氮量偏高，會影

響水稻等作物之生長，或造成水體缺氧等狀況，各廠放流水總氮濃度均遠高於「灌

溉用水水質標準」規範之 3 mg/L，可採用好氧-無氧方式 (Aerobic-Anoxic) 或生

物膜等生物除氮法，以進一步脫硝降低 NO3-N之濃度外，或需和自然水體混合以

降低之；此外，雖目前標準中並未規範總菌落數與大腸菌類，但若能進一步降低

放流水中之菌類，可避免對栽種食物造成微生物污染。 

(3)作為工業冷卻用水：於現代化工廠中，因節水之故，需使冷卻水於系統中循環 3

～6 次，以達節水效果，因此十分注重進水水質之 TDS  (避免結垢或腐蝕)、硬

度、電導度、有機物、氮與磷等項目的穩定度 (避免孳生菌垢)，建議可採用砂濾、

活性碳之處理程序。 

(4)作為注入地下水體之用：因目前各廠放流水仍有多項水質無法符合「污水經處理

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其標準規範 BOD5濃度需小於 1 mg/L、亞硝酸鹽氮

不得檢出、氨氮濃度需小於 0.1 mg/L、溶解性鐵濃度小於 0.3 mg/L、溶解性錳濃

度小於 0.05 mg/L及大腸菌類濃度需低於 50 CFU/100 mL等；故放流水需再搭配

延長曝氣去除氨氮、以錳砂濾料之過濾去除鐵和錳、活性碳吸附去除有機物、以

及提高殺菌劑量等多道程序。 

(5)作為工業製程用水：台灣目前一般用水量較高的工廠多為引入自來水或地下水

後，經由以逆滲透膜 (reverse osmosis，RO) 為主體的軟化或純水系統，產出軟水、

純水或超純水，再作製程使用；一般廠商在設置軟化或純水系統時，進水水質多

設定為「自來水水質標準」，抑或為當地自來水水質，故在探討廢污水再利用時，

宜以「自來水水質標準」作為探討基準各廠再自行處理，建議可採用薄膜處理，

如奈米過濾膜（nanofiltration，NF）或 RO。 

(6)作為間接飲用：台灣目前相關法規已明確規定，回收使用之廢(污)水應避免與人

體接觸影響健康，故無此類用途，惟若參考國外之成功案例，建議可在除鹽單元

後，再採用高級氧化處理 (紫外光 UV－雙氧水 H2O2) 破壞微量有機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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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典型典型典型典型都市污水廠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都市污水廠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都市污水廠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都市污水廠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 水質 項目 

福田水資源 回收中心 

安平污水 處理廠 

景觀用水水質標準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注入地下水 水質標準 

自來水 水質標準 

飲用水 水質標準 導電度 427~459 1200~2000 -- 750 -- -- -- 

TDS 216~354 944~2410 -- -- 800 800 500 

F
-
 0.05~0.18 0.16~0.41 -- -- 0.8 0.8 0.8 

Cl
-
 16.8~45.3 308~1080 -- 175 250 250 250 

SO4
2-

 56~63 80~197 -- 200 250 250 250 總硬度 81~168 293~527 -- -- -- 400 300 濁度 1.2~4.3 1.2~2.2 ＜5 -- -- 2 2 總氮 17~20 10~14 -- 3 -- -- -- 

NO3-N 16.6~19.7 9.2~12.9 -- -- 10 10 10 

NO2-N ＜0.01 0.01~0.03 -- -- 不得檢出 0.1 0.1 

NH3-N 0.01~0.42 0.05~0.3 -- -- 0.1 0.5 0.1 

TP 1.46~3.49 * -- -- -- -- -- 

As ND 0.003~0.007 -- 0.05 0.05 0.05 0.01 

Cd ND~0.001 ND~0.009 -- 0.01 0.005 0.005 0.005 

Cr ND ND -- 0.1 0.05 0.05 0.05 

Cu ND~0.005 ND -- 0.2 1 1 1 

Ni ND~0.009 ND -- 0.2 0.1 -- 0.1 陰離子型 界面活性劑 
ND ND~0.22 -- 5 0.5 0.5 0.5 

CN
-
 ND~0.004 ND~0.002 -- -- 0.01 0.05 0.05 註：1. 「*」無相關資料；「--」 未管制     2. 參考文獻：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5)；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7) 

 

放流水再生 用戶端純水處理廢污水處理 UV-O3
UV-H2O2

高級氧化加藥軟化奈米過濾逆滲透電透析離子交換外掛/沉浸式微/超濾薄膜生物反應器砂濾活性碳表面過濾無氧/好氧法土壤處理人工濕地加氯臭氧紫外光
除鹽精密過濾※※※※

(10μm以下膠體)一般過濾※※※※
(10μm以上顆粒)除碳脫硝※※※※消毒※※※※

UV-O3
UV-H2O2

高級氧化加藥軟化奈米過濾逆滲透電透析離子交換外掛/沉浸式微/超濾薄膜生物反應器砂濾活性碳表面過濾無氧/好氧法土壤處理人工濕地加氯臭氧紫外光
除鹽精密過濾※※※※

(10μm以下膠體)一般過濾※※※※
(10μm以上顆粒)除碳脫硝※※※※消毒※※※※

生活雜用 灌溉 地下水補注 工業製程工業冷卻 間接飲用※※※※若進流水導電度偏高，依個別用途水質標準需求，可能需另增除鹽程序
 圖圖圖圖 3 國外常見放流水再生單元組合示意圖國外常見放流水再生單元組合示意圖國外常見放流水再生單元組合示意圖國外常見放流水再生單元組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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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工業區廢水工業區廢水工業區廢水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處理廠放流水處理廠放流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利用再生利用再生利用再生利用潛勢潛勢潛勢潛勢 

1.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分類 

我國現行工業區開發可分成一般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環保科

技園區、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地方政府開發工業區或民間開發工業區等七類，截至

民國 99年 5月的工業區廢水調查結果顯示，全國營運中之工業區共計 89座，設有

廢水處理廠者共計 56座，其中「綜合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有 39 座、「科學工

業園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有 7 座、「環保科技園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有 1 座、「加

工出口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有 2座、「農業生技園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有 1 座、「縣

市政府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有 4 座、「民間開發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有 2 

座；全國運轉中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普查結果及分布如表 3及圖 4所示。 

2.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量統計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總量與區內廠商生產量高度相關，隨社會型態改變，

景氣週期榮枯，以及產業轉型外移等，國內各工業區廢水處理廠經常出現實際處理

水量與當初設計處理水量差異甚大之情形；若處理水量偏低，則可能需在較低負荷

下運轉，或接收鄰近生活污水進行處理；若處理水量已接近設計水量甚至常有超出

情形，則需進行擴建。 

由於工業區廢水來源混雜，雖經三級處理，放流水中仍含高濃度鹽類、殘留製

程化學物質以及高色度等特性，其放流水雖符合放流水標準，但對於後續的回收再

利用還是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為符合一般使用要求，必須進行除鹽使總溶解固體至

少需低於 800 mg/L，且濃排水需符合放流水水質標準，因此並非所有放流水量均可

使用，可再生水量往往只有放流水總量之 40～60%；各廢水處理廠之放流水量比較

如表 4。 

 表表表表 3 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普查結果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普查結果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普查結果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普查結果 分類 已運轉廠數 主管機關 綜合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 39 經濟部工業局 國科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國科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科學工業園區綜合廢水處理廠 7 國科會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環保科技園區綜合廢水處理廠 1 行政院環保署 加工出口區綜合廢水處理廠 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農業生技園區綜合廢水處理廠 1 行政院農委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 縣市政府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 4 各縣市政府 民間開發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廠 2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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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4 全國運轉中工業區廢水處理廠分布全國運轉中工業區廢水處理廠分布全國運轉中工業區廢水處理廠分布全國運轉中工業區廢水處理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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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各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量比較各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量比較各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量比較各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量比較 區域∕縣市 工業區名稱 實際放流水量（CMD） 基隆市 大武崙工業區 961 土城工業區 6,632 台北縣 五股工業區 6,015 大園工業區 12,138 觀音工業區 30,500 桃科技園區 400 中壢工業區 24,326 華亞科學園區 4,192 龜山工業區 13,600 桃園幼獅工業區 3,049 平鎮工業區 15,214 

桃園縣 竹科龍潭基地 200 竹科新竹園區 101,673 

北部區域

 

新竹縣、市 新竹工業區 34,322 廣源科技園區 2,000 苗栗縣 竹科竹南 9,000 大甲幼獅工業區 3,992 加工出口區中港園區 2,733 中科台中園區 35,394 台中工業區 13,767 

台中縣、市 大里工業區 867 南投縣 南崗工業區 6,828 全興工業區 6,989 彰濱線西工業區 4,061 彰濱鹿港工業區 6,449 
彰化縣 芳苑工業區 5,575 雲林科技工業區 7,035 斗六工業區 6,607 

中部區域
 

雲林縣 中科虎尾園區 300 民雄工業區 6,500 嘉義縣、市 嘉太工業區 758 新營工業區 4,500 官田工業區 5,198 樹谷園區 2,056 南科台南園區 72,806 台南工業科技 8,443 永康工業區 1,600 安平工業區 3,605 

台南縣、市 柳營科技工業區 155 南科高雄園區 1,326 永安工業區 2,600 岡山本洲工業區 1,500 加工出口區楠梓園區 11,000 仁武工業區 13,053 鳳山工業區 160 臨海工業區 22,855 林園工業區 40,846 

高雄縣、市 大發工業區 16,257 內埔工業區 823 

南部區域

 

屏東縣 屏南工業區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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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縣市 工業區名稱 實際放流水量（CMD）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20 宜蘭縣 龍德工業區 2,500 和平工業區 123 

東部區域 
花蓮縣 光華工業區 300 備註：截至民國 99年 5月 

3.工業區綜合廢水典型水質分析與再生水處理程序建議 

歷來針對工業區廢水處理廠之水質調查顯示，若作為工業用途，各廢水處理廠

放流水 COD和 SS多半已接近冷卻用水標準要求，但硬度、鹼度與導電度往往偏高，

若不進一步除鹽則無法再利用，使得再生成本偏高；惟相對於前述都市污水處理廠，

因工業區廢水處理廠距離工業區內潛在使用者距離甚近，就近回送至工業區內作為

工業用途時，再生水配送管線成本相對較低，可補再生成本偏高之缺點，是為工業

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最主要之優勢。 

茲將典型放流水水質綜合評析結果歸納如下（表 5）： 

(1)導電度與總溶解固體方面，因各廠製程與純水系統的再生清洗所使用的硫酸、鹽

酸、氫氧化鈉等均排放至放流水中，使得導電度一般超過 2,000 µS/cm（總溶解固

體約 1,000至 1,500 mg/L），又以一價離子為大宗，無法以加藥軟化或結晶軟化等

方式去除，需採用逆滲透膜等方式除鹽，方可符合相關水質標準。 

(2)有機物方面：放流水 BOD和 COD濃度多低放流水標準管制限值，有機物主要以

溶解性物質為主，亦即經過生物處理而仍無法分解，必須透過高級氧化予以破壞，

或逆滲透濾除溶解性物質。 

(3)含氮物質及含磷物質方面：部分工業區廢水處理廠總氮和總磷濃度偏高，總氮常

見來源包含氨水、氟化銨、顯影劑、去光阻劑等含氮藥劑，總磷來源主要則為鋁

蝕刻液之磷酸，主要為正磷酸鹽，少數為電鍍用之焦磷酸鹽或聚磷系抗垢劑等。

總氮之去除一般係透過生物處理（硝化－脫硝），但在放流水中因已無足夠碳源，

難以再進行有效生物處理，多半也只能透過逆滲透膜除鹽時一併濾除；正磷酸鹽

可透過化學混凝沉澱予以捕捉，焦磷酸或聚磷酸則需透過特定藥劑破壞（如 Na2S）

後再以化學混凝沉澱捕捉之。 

(4)重金屬與兩性元素方面：相關研究顯示放流水中主要仍為鹼金族之鈉、鉀和鹼土

金族鎂檢出濃度最高，其次則為鋁、鐵和錳，各類有毒重金屬之濃度一般都在放

流水標準個別管制限值的 10%以下；其去除仍有賴於逆滲透膜之除鹽。 

(5)微生物方面：廢水廠處理後放流水未必設有加氯程序，總菌落數一般介於 1.3*104

～1.2*105 CFU/100 mL，再利用前有待進一步消毒，以進一步降低微生物危害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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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典型典型典型典型工業區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工業區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工業區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工業區放流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水質 項目 

新竹 工業區 

中科 台中基地 

林園 工業區 

景觀用水 水質標準 

灌溉用水 水質標準 

注入地下水 水質標準 

自來水 水質標準 

飲用水 水質標準 導電度 2700~3700 2630~3020 6680~6860 -- 750 -- -- -- 

TDS 2000~2400 1380~1660 3300~3680 -- -- 800 800 500 

F
-
 * 4.2~4.6 1.12~3.93 -- -- 0.8 0.8 0.8 

Cl
-
 280~480 628~654 210~1190 -- 175 250 250 250 

SO4
2-

 520~880 70.5~207 17.46~943 -- 200 250 250 250 總硬度 220~700 256~266 513~710 -- -- -- 400 300 濁度 3.7~6.9 2.6~3.2 4.0~7.0 ＜5 -- -- 
依水源 而定 

2 總氮 16~25 32.3~33 12.3~12.6 -- 3 -- -- -- 

NO3-N 15~23 13.9~15.4 8.1~10.0 -- -- 10 10 10 

NO2-N ＜0.01 0.20~0.28 0.1~0.88 -- -- 不得檢出 0.1 0.1 

NH3-N 0.08~0.12 16.3~18.8 1.1~2.5 -- -- 0.1 0.5 0.1 

TP 3.4~15 19.9~54.7 1.93~6.76 -- -- -- -- -- 

As * ND ND~0.004 -- 0.05 0.05 0.05 0.01 

Cd 0.01 ND~0.0006 ND~0.0004 -- 0.01 0.005 0.005 0.005 

Cr 0.04 
0.0027~ 

0.0028 

0.0038~ 

0.0045 
-- 0.1 0.05 0.05 0.05 

Cu 0.11 
0.0044~ 

0.0047 

0.01~ 

0.0487 
-- 0.2 1 1 1 

Ni 0.18 
ND~ 

0.0152 

0.0268~ 

0.0272 
-- 0.2 0.1 -- 0.1 陰離子型 界面活性劑 

0.2~0.32 ND~0.06 0.08 -- 5 0.5 0.5 0.5 

CN
-
 0.008~0.01 ND~0.012 ND~0.009 -- -- 0.01 0.05 0.05 註：1. 「*」代表無相關資料；「--」代表未管制     2. 參考文獻：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3)；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9） 

 

(三三三三)農業排放水再生利用農業排放水再生利用農業排放水再生利用農業排放水再生利用潛勢潛勢潛勢潛勢 

1.農業排放水之定義及潛能量分析 

一般所稱「農業迴歸水」可依在灌區內或灌區外利用，而有兩種不同定義（參

見圖 5）： 

(1)灌區內利用：農業灌溉方式大多由上游高處開始往下游灌溉，上田多餘的迴歸水

可由橫向水路直接攔取再向下田直接灌溉，或匯流農塘、河川，再取水灌溉下游

灌區，過程中已多層次重複灌溉使用，此部分迴歸水已獲得實際運用，無法再提

供其他標的使用，屬傳統灌溉的輔助水源，或可稱為「傳統迴歸水」。 

(2)灌區外利用：水利署 2009 年「台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利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

管理之研究」中，探討灌溉期間灌區內之灌溉水，在經由灌排兼用水路及排水路

流返區域排水道、河川及海洋之前可供再生利用之水量，亦即農田水利會灌溉系

統最下游灌區排出水量且不再被其他水權人使用之水；此一水量有別上述「傳統

迴歸水」，故有「新興迴歸水」、「農業排放水」、「農業排水」、「農業廢水」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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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尾水」等稱謂，在此統一稱為「農業排放水」。 

引水灌溉蒸發散降雨
滲漏 灌溉渠道

傳統農業迴歸水田埂寬度堰口寬度排水
區域排水水利會大排 農業排放水調蓄池 再生處理廠

 圖圖圖圖 5「「「「傳統迴歸水傳統迴歸水傳統迴歸水傳統迴歸水」」」」與與與與「「「「農業排放水農業排放水農業排放水農業排放水」」」」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分析結果顯示（圖 6），台灣本島農業排放水潛能量估計每年約 18.2 億立方公

尺，針對各農田水利會民國 91年～96年各旬農業排放水量進行超越機率統計後，

發現各農田水利會 Q80可靠度之農業排放水總量合計為 2.9億立方公尺，Q90可靠度

之農業排放水總量合計為 0.88 億立方公尺，僅為前述總潛能量之 4.8%，代表可穩

定利用水量甚低，且農業排放水之水量又分散於灌區各排水路，極不易開發。 

水利署在「台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利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管理之研究」裡曾

針對多處農業排放水進行水量與水質量測，圖 7為針對四處農業排放水現地實測結

果（各現地實測點位分布如圖 8），顯示在第二期作及第一期作間，因田地沒有耕作，

農業排放水量均有偏低的現象，期作對農業排放水水量之影響相當明顯；另比對降

雨亦可發現農業排放水水量明顯隨雨量增加而上揚（降雨增加了地表逕流或區域河

川基流量）。上述兩點顯示農業排放水量受期作與降雨影響，灌區停灌或旱季時亦

無充足水量可移作農業以外之利用，在在顯示農業排放水之利用不如前述之廢污水

處理廠放流水穩定；在該調查中，亦曾就數處水量相對穩定並且鄰近具潛在使用者

之渠道提出建議 (參見圖 8中以方框標示地點)。 

 



 

 13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農業排放水量(億噸
/年)

宜蘭 北基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雲林 嘉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台東

總量 Q80 Q90Q80 Q90

 圖圖圖圖 6  91年年年年～～～～96年各水利會農業排放水年平均量年各水利會農業排放水年平均量年各水利會農業排放水年平均量年各水利會農業排放水年平均量、、、、Q80流量與流量與流量與流量與 Q90流量流量流量流量 註：1.Q80流量係指每年 80%之時間裡流量高於此值；Q90流量係指 90%之時間裡流量高於此值     2.參考資料：水利署（2009），台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利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管理之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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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彰化 -舊濁水溪  （ d）雲林 -竹圍大排  

 圖圖圖圖 7  97年年年年 8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8年年年年 7月農業排放水測點觀測資料月農業排放水測點觀測資料月農業排放水測點觀測資料月農業排放水測點觀測資料 註：資料來源：水利署（2009），台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利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管理之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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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具再生潛力之農業廢水點位
 圖圖圖圖 8 農業排放水實測點位分布圖農業排放水實測點位分布圖農業排放水實測點位分布圖農業排放水實測點位分布圖 註：資料來源：水利署（2008），台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利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管理之研究(1/2) 

2.農業排放水收集工程規劃 

各農田水利會灌區其農田排水系統的型式均不同，但農業排放水必然位於各灌

溉系統的末端，重點即為如何將灌區末端分散流出的農業排放水截取彙集。農業灌

溉水源經過灌溉系統進入灌區後，再由排水系統，由小排、中排逐漸匯集至大排，

由於目前農田水利會大部份灌區之中排及大排已經匯入其他事業之排水，就排水分

類屬二種以上排水匯流者，可能屬區域排水，且其水質可能遭其他廢污水污染，不

適合進行農業排放水之收集，因此建議於農田水利會之農田排水道（小排或中排）

末端（農田排水與區域排水之匯流點）截取農業排放水，重行設置一條排水路連結

多條從農田排水道截取之水量，一併輸送至蓄水池，再進行水質淨化處理，整體構

想如圖 5所示。 

3.農業排放水之水質分析與再生處理程序建議 

水利署「台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利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管理之研究」調查全

國多處農業排放水水質，結果顯示幾乎所有水路均有受生活及畜牧污染的跡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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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投、彰化、雲林及屏東地區有較明顯之農田施肥污染跡象，台南地區有受工業

污染之跡象，茲將農業排放水水質綜合評析結果歸納如下： 

(1)導電度方面，該研究所調查之農業排放水上皆能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若於

區域排水中則泰半無法符合標準，尤以彰化、嘉南及高雄地區之排水路測點最

為明顯，甚至超過 1,400 μS/cm。 

(2)在膠體物質方面，該研究所調查之農業排放水懸浮固體及濁度普遍偏高，其中

又以雲林、台東及花蓮地區之測值最高。 

(3)在含氮物質方面，隨各地土壤性質與作物情形而有甚大差別，台中以北及花東

地區總氮之檢測結果較低，大致皆能符合灌溉用水標準的 3 mg/L，但南投、彰

化、雲林、高雄及屏東等地區總氮檢測結果遠高於灌溉用水標準，尤以彰化地

區甚為明顯。 

(4)在微生物方面，該研究所調查之各農業排放水測點大腸菌類與總菌落數檢測結

果皆高於各類用途水質標準。 

(5)重金屬與兩性元素：該研究所調查之各農業排放水測點，常見重金屬污染包含

砷、鎘、鉻、汞、鎳、鉛等項目皆非常微量或幾無檢出，皆可符合各類用途水

質標準，農業排放水測點之重金屬污染並不明顯。 

 

表 6以台中大肚圳農業排放水水質為例，並與各類水質標準比對，其農業排放

水與廢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間較大的差別在於某些農業排放水多數水質可符合各項

標準，僅有濁度與懸浮固體偏高問題，因此比照自來水廠處理程序，透過混凝沉澱

＋曝氣＋過濾，或以沉浸式超過濾膜抽取出濁度甚低之濾液等方式，取得再生水即

可多種利用，包括生活次級用途、工業用途或地下水補注等。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及農業排放水之再生循環利用在

本文中合稱「新生水」，屬於新興水源之一環，若能擇定適當地點與再生程序，妥善作

為一種備用水源，可提高區域供水穩定性與餘裕量，降低各區域缺水之風險。都市污水

廠放流水相對較好，有再生成本較低之優勢，但因普遍位於高程較低處，往高處配送成

本偏高，考量管線經濟效益，宜優先供給單一工業大戶，其次再考慮作為鄰近區域之灌

溉用水或地下水補注等保育用水。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則因導電度偏高，若不進行

除鹽則無法利用，一般需運用逆滲透膜等較昂貴之工法，使得再生成本上升，但相對而

言其配送至用水端距離短，預期管線成本偏低，再利用時建議短距離送回區內廠商作為

各類工業使用。農業排放水因水量穩定度低，若無適當貯留或有其他水源作為備用，不

易作為工業運用，較適合作為保育用途，或僅作為鄰近工業的一種輔助水源。對於三種

水源而言，未來若有可運用地點，均應於評估規劃階段，實際設置小型模廠進行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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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質監測及處理，評估其在時間與空間上之不確定性，深入評估產水水質穩定性，從

而設計適當單元再生之。 

 表表表表 6 台中大肚圳排水路農業排放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比較台中大肚圳排水路農業排放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比較台中大肚圳排水路農業排放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比較台中大肚圳排水路農業排放水水質與各類用途水質標準比較 水質項目 
大肚圳 排水路 

景觀用水 水質標準 

灌溉用水 水質標準 

注入地下水 水質標準 

自來水 水質標準 

飲用水 水質標準 導電度 127~522 -- 750 -- -- -- 

TDS 113~420 -- -- 800 800 500 

F
-
 * -- -- 0.8 0.8 0.8 

Cl
-
 5.3~48.3 -- 175 250 250 250 

SO4
2-

 * -- 200 250 250 250 總硬度 46.5~183 -- -- -- 400 300 濁度 17~31.2 ＜5 -- -- 依水源而定 2 總氮 2.07~6.07 -- 3 -- -- -- 

NO3-N 0.68~4.68 -- -- 10 10 10 

NO2-N 0.02~0.31 -- -- 不得檢出 0.1 0.1 

NH3-N 0.46~2.12 -- -- 0.1 0.5 0.1 

TP 0.03~0.64 -- -- -- -- -- 

As ND -- 0.05 0.05 0.05 0.01 

Cd ND -- 0.01 0.005 0.005 0.005 

Cr ND -- 0.1 0.05 0.05 0.05 

Cu ND -- 0.2 1 1 1 

Ni 0.01~0.02 -- 0.2 0.1 -- 0.1 陰離子型 界面活性劑 
* -- 5 0.5 0.5 0.5 

CN
-
 * -- -- 0.01 0.05 0.05 註：1.「*」無相關資料；「--」 未管制     2. 參考文獻：經濟部水利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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