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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濁度原水處理及污泥資源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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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介紹以生物凝聚劑於高濁度原水處理緊急應變之應用，及搭配聚氯

化鋁雙藥劑混凝經濟操作模式之混凝調控，單藥劑混凝測試結果驗證，若以生物凝

聚劑-三階段混凝模槽連續處理測試，其濁度去除率可達 99.2～99.9％，處理後出

流水 pH 值在 8.05~7.72 之間，導電度較原水上升 8~13 μS/cm；以雙藥劑混凝模槽

測試部份，無論 PACl-PACl 或生物凝聚劑-PACl 雙重兩階段 2.4 CMD 連續處理程

序，其混凝後結果均可達 5 NTU 以下，兩組雙藥劑混凝處理在 17,400 NTU 左右高

濁度水進流下，其出水率分別為 58.7％及 66.1％，生物凝聚劑-PACl 出水較高，污

泥含水率方面分別為 70~75％及 55~60％，顯示生物凝聚劑混凝後污泥脫水性優於

聚氯化鋁系列混凝劑。其淨水污泥資源再利用技術，具有環境安定性，產品進行物

化性測試，結果等均可達綠建材標準；以生物凝聚劑及聚氯化鋁混凝之淨水污泥，

均可作為資源再利用環保建材之原料，達到環境友善性及生態性資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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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每年受颱風侵襲引起原水濁度上升的時間約 6～11 月，造成原水濁

度驟增、泥砂淤積、原水水質變化大等問題，然而國內淨水場主要取表面水為水源，

每逢遭遇暴雨時原水濁度高達 1,000 NTU 以上，常有減量供水甚至停水之疑慮。

因此當高濁度原水進入淨水場後，常引起許多困擾，造成原水水質濁度劇升導致淨

水場處理不易。對於高濁度原水處理上，國內外已有很多研究案例，如 .翁 [1]、陳 [2]、

鄭 [3]、林 [4]、甘 [5]及 Bernard et al.,1997[6]等，即針對高濁度水處理之文獻目前自來

水淨水處理工程中大多使用鋁系混凝劑；以鋁系混凝劑處理高濁度原水時常伴有出

水水質不佳問題，且水中殘鋁濃度會隨劑量改變與原水水質不同而有差異 [7][8]，或

有殘鋁現象發生。故 1980 年開始，已有學者積極開發生物性凝聚劑(Biopolymer)，

其具電性中和與架橋雙重作用，尤其此凝聚劑非化學高分子合成，故具生物可分解

性與生態親和性，不會造成最終污泥餅與排放水的二次污染等優點，因此無論在淨

水處理、都市污水處理或生物污泥脫水等，均可大幅減少再利用之環境風險。  

本研究採用一簡易高濁度原水預處理系統，利用雙重混凝處理策略，使高濁

度原水藉由預混凝處理設施，快速降至淨水處理場可有效處理的濁度範圍內(2,000 

NTU)，再利用現行淨水處理系統，解決暴雨發生時民生及工業用水短缺之困境；

或以生物性凝聚劑，可增加污泥沉澱速率達 5~10 倍，減少淨水處理系統所需之停

留時間，達到淨水處理要求之 5 NTU 以下的水質，解決暴雨期高濁度原水造成限

水之危機；污泥廢棄物則以營建用建材進行資源化使用。  

二、材料與方法 

1.材料  

(1)聚氯化鋁(PACl)：10% as Al2O3(100,000 mg/L)溶液  

(2)生物凝聚劑：採用生物高分子，配製濃度為 1%溶液  

(3)內溝溪泥水：取內溝溪泥水利用自來水淘洗使其均勻分佈，以 60 mesh（250 

μm）過篩將粗顆粒去除，淘洗過篩約 200 公升高濁度原水，配製不同濁度之

原水進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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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間土泥水：以水稻田間土壤利用自來水淘洗使其均勻分佈，以 60 mesh（250 

μm）過篩將粗顆粒去除，掏洗過篩約 200 公升高濁度原水，配製不同濁度原

水進行測試   

(5)現場採樣平鎮淨水場之高濁度原水  

2.分析方法  

(1)pH：水中氫離子濃度指數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1A) 

(2)濁度：水質濁度檢測方法-濁度計法(NIEA W219.52C) 

(3)鹼度：水質鹼度檢測方法-滴定法(NIEA W449.00B) 

(4)殘鋁：MERCK 總鋁快速檢測試劑(1.4825.0001)  

(5)小鼠口服急性毒性測試毒性試驗-遵循國內、外優良實驗室操作規範之規定，

包括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  (FDA) 之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for Nonclinical 

Laboratory Studies (21 CFR 58, 1987) 以及中華民國行政院衛生署之藥品非臨

床試驗優良操作規範  

3.混凝單元設計  

(1)單一藥劑三槽模槽設計  

以漸減膠凝池 (tapered flocculation)方式 [9]含垂直軸之柵形槳葉進行混凝

攪拌，即攪拌速度坡降 G 值隨著水流經過膠凝池而逐漸減少。初階段混凝以

較高的 G 值使膠羽迅速形成小而密緻的膠羽，而後階段以較小的 G 值讓膠羽

聚集成較大、密緻而快速沉澱之膠羽。混凝槽 1 攪拌速度 150 rpm、速度坡降

1,102 sec-1 其 Gt 為 330,585；混凝槽 2 攪拌速度 100 rpm、速度坡降(G)600 sec-1

其 Gt 為 179,948；混凝槽 3 攪拌速度 70 rpm、速度坡降(G)351 sec-1，其 Gt

為 105,388，而各槽混凝時間分別為 5、5 及 5 分，總混凝時間約為 15 分，沉

澱槽沉降時間 12.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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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單藥劑混凝操作處理程序  

 

(2)連續雙藥劑混凝三槽操作模槽設計  

連續雙藥劑混凝三槽操作模槽設計日處理水量 2.4 CMD，採自混凝槽 1

加入第一種藥劑預混後移入 S1 沉澱槽移除部份污泥，再自混凝槽 2 加入第二

種藥劑利用混凝槽 2 及混凝槽 3 進行兩段式混凝(圖 1)，以漸減膠凝池方式含

垂直軸之柵形槳葉進行混凝攪拌，即攪拌速度坡降 G 值(表 2)隨著水流經過膠

凝池而逐漸減少。混凝槽 1 攪拌速度 106 rpm、速度坡降 578 sec-1，其 Gt 為

104,010；混凝槽 2 攪拌速度 75 rpm、速度坡降(G)426 sec-1，其 Gt 為 127,848，

混凝槽 3 攪拌速度 11 rpm、速度坡降 24 sec-1，其 Gt 為 7,181，而其各槽混凝

時間依序分別為 3 分、5 分及 5 分，總混凝時間約為 13 分，兩沉澱槽沉降時

間分別為 26.3 分及 26.3 分鐘。  

4.生物凝聚劑毒性試驗  

生物凝聚劑毒性試驗以測試  ICR 小鼠口服急性毒性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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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雙藥劑混凝操作處理程序  

三、結果與討論 

ㄧ般淨水場普遍使用之混凝劑為聚氯化鋁，其電荷密度達 1,375,000 meq/g，

而本研究應用之生物凝聚劑係以生物高分子為基材製造，其電荷密度約為聚氯化鋁

(PACl，10%)之 1/1,000，兩者雖同屬於陽性混凝劑，惟其所帶正電荷量愈大者，

在混凝過程中，電性中和作用能力愈強，愈有助於破壞膠體穩定性發展，所以聚氯

化鋁作用機制主要係以電荷中和為主，而生物凝聚劑電荷中和能力相對較弱，作用

機制則為高分子之架橋作用。不同的混凝機制，其適用之條件亦有所差別。  

聚氯化鋁之混凝機制主要以電性中和為主，一般低濁度情況下，處理效果良

好；惟高濁度下，添加劑量需大幅提升，且處理效能不彰，有殘鋁疑慮，故並不非

常適用於高濁度原水混凝處理。生物凝聚劑為一生物高分子聚合物，本身具備了長

鏈結構，擁有許多電荷位置的特性，其對顆粒去穩定的機制，是先將帶負電荷的顆

粒電性中和後，再以架橋作用將顆粒聯結在一起。由於高濁度原水中顆粒濃度極

高，如依混凝理論，其顆粒去除機制應以沉澱絆除與架橋作用為主，相較於聚氯化

鋁以吸附與電性中和為主之混凝機制，生物凝聚劑尤以架橋作用為主，利用生物凝

聚劑作為高濁度原水混凝處理之混凝劑，應具有相當發展研究之潛能。其以不同高

低濁度原水進行混凝測試之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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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一藥劑三階段混凝模槽連續處理測試  

(1)聚氯化鋁-三階段混凝模槽連續處理測試  

高濁度原水以聚氯化鋁三階段混凝模槽連續處理測試，取內溝溪泥水濁

度為 12,230 NTU，先以 1 L 批式試驗測試 PACl 最佳劑量分別為 800 mg/L，

再進一步進行連續式測試。在進流水濁度 12,230 NTU 連續進流 60 min 操作

下，日處理水量 2.4 CMD，以管中加藥加入聚氯化鋁 800 mg/L，採 3 槽混凝

及 1 槽沉澱四槽串聯測試流程(圖 1)：混凝槽 1(HRT=5 min,150 rpm 攪拌)、混

凝槽 2(HRT=5 min,100 rpm 攪拌)、混凝槽 3(HRT=5 min,70 rpm)，整體總混凝

時間為 15 min，沉澱槽水力停留時間約 12.8 分鐘。連續操作下在 5、10、15、

20、25、30、35、40、45、50、55 及 60 min 分 13 次採沉澱槽出流水分析，

其處理後出流水水質平均濁度為 16.6 及 15.0 NTU(表 1)，其結果無法穩定達

到 5 NTU 以下。濁度去除率可達 99.8％，但混凝處理前原水 pH 值需調整至

10.2，方有助於鋁系混凝需在中性範圍之操作，且其處理後水質，導電度較原

水增加 406.6 μS/cm。  

內溝溪泥水其濁度為 8,475 NTU、pH8.47、導電度：183.7 μS/cm。先以 1 

L 批式試驗添加生物凝聚劑測試其最佳劑量為 2,000 mg/L，續以此試驗結果進

行連續式混凝測試。連續式操作條件：水樣進流流速 2 L/min，生物凝聚劑以

2,000 mg/L 管中加藥方式，在 60 min 連續進流操作下，日處理水量為 2.4 

CMD，混凝槽 1(HRT=5 min,150 rpm 攪拌)、混凝槽 2(HRT=5 min,100 rpm 攪

拌)、混凝槽 3(HRT=5 min,70 rpm)，三槽整體總混凝時間為 15 min，沉澱槽水

力停留時間約 12.8 分鐘。連續操作下在 5、10、15、20、25、30、35、40、

45、50、55 及 60 min，進行混凝槽 3 及沉澱槽出流水採樣分析。混凝槽 3 其

濁度分別為 3.4、3.9、4.2、3.9、4.0、3.2、3.5、3.8、3.9、4.2、4.0、3.9 及

3.8 NTU，模槽系統產水率可達 81.5％，處理每噸水藥劑成本為 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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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聚氯化鋁單藥劑三階段混凝模組水質變化  

進流水 沉澱槽出流水 

濁度 
(NTU) pH 導電度

(μS/cm) 
濁度 

(NTU) pH 導電度

(μS/cm)

濁度 
去除率

(%) 

pH 
變化 

導電度

變化

(μS/cm) 

12,230 8.46 178.4 15.0 7.13 585 99.8 
調整進流

水至 10.2 +406.6 

 

田間泥水在 60 min 連續進流操作下，日處理水量 2.4 CMD，進流水濁度

為 10,500、6,300、3,800、2,194、1,510、1,082 及 546 NTU，以管中加藥方式

加入生物凝聚劑 700 mg/L，混凝槽 1(HRT=5 min,150 rpm 攪拌 )、混凝槽

2(HRT=5 min,100 rpm 攪拌)、混凝槽 3(HRT=5 min,70 rpm)，三槽整體總混凝

時間為 15 min，沉澱槽水力停留時間約 12.8 分鐘。在 5、10、15、20、25、

30、35、40、45、50、55 及 60 min 採沉澱槽出流水分析，依 10,500、6,300、

3,800、2,194、1,510、1,082 及 546 NTU 各不同濁度進流水，其處理後出流水

13 次採樣平均濁度為 3.3、3.2、3.2、3.4、3.2、3.9 及 4.0 NTU，濁度去除率

可達 99.2％至 99.9％，且處理後出流水 pH 值在 7.95-7.72 之間，pH 值改變約

在 0.06-0.24 間，導電度只較進流水上升 8-13 μS/cm(表 2)，顯示處理後水質變

化不多。且因其生物凝聚劑在混凝操作加藥劑量範圍很寛，未來在實場上對

水質變化大時較易進行混凝操作，及維持處理後水質穩定，處理每噸水藥劑

成本為 4.2 元。  
 

表 2  生物凝聚劑單藥劑三階段混凝田間泥水 546~10,500 NTU 混凝結果  

進流水 沉澱槽出流水 

濁度 
(NTU) pH 電導度

(μS/cm)
濁度 

(NTU) pH 導電度

(μS/cm)

濁度 
去除率

(%) 

pH 
變化 

導電度

變化 
(μS/cm) 

546 8.05 113 4.0 7.81 123 99.2 -0.24 +10 
1,082 8.01 123 3.9 7.95 133 99.6 -0.06 +10 
1,510 8.03 128 3.2 7.90 139 99.8 -0.13 +11 
2,194 8.08 133 3.4 7.91 141 99.8 -0.17 +8 
3,800 7.93 150 3.2 7.77 163 99.9 -0.16 +13 
6,300 7.85 166 3.2 7.73 179 99.9 -0.12 +13 

10,500 7.83 165 3.3 7.72 176 99.9 -0.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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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淨水場高濁度原水進行模槽混凝測試。該淨水場高濁度原水其濁度為

11,780 NTU、pH 7.95、導電度 408 μS/cm。先以 1L 批式試驗其生物凝聚劑最

佳添加劑量為 1,500 mg/L，以此結果利用上述連續式測試模式連續操作 60 分

鐘，每隔 5 分鐘採樣共採樣 13 次，其處理後出流水濁度分別為 3.51、3.30、

3.10、3.46、3.45、3.33、2.64、2.62、2.65、2.64、2.42、2.30 及 2.25 NTU，

出流水平均濁度為 2.97 NTU，處理每噸水藥劑成本為 9 元。  

2.雙藥劑混凝模槽測試：  

(1)PACl-PACl 雙重藥劑連續處理測試  

內溝溪泥水其濁度為 17,520 NTU、pH 7.29、導電度 235 μS/cm，先以 1L

進行批式試驗 PACl-PACl 兩階段加藥混凝，其最佳添加劑量分別為 100 mg/L

及 35 mg/L，以此試驗結果進行雙藥劑連續式模槽測試，採 3 槽混凝及 2 槽沉

澱方式五槽串聯測試流程(圖 2)。混凝槽 1(HRT=3min,106 rpm 攪拌)、混凝槽

2(HRT=5 min,75 rpm 攪拌)、混凝槽 3(HRT=5 min,11 rpm)，三槽整體總混凝時

間為 13 min，兩沉澱槽水力停留時間各約 26.3 分鐘。在 60 min 連續進流操作

下，日處理水量 2.4 CMD，由管中加藥第一階段加入聚氯化鋁 100 mg/L，約

可降低原水濁度至約 500 NTU，再加入第二階段聚氯化鋁 35 mg/L，並分別於

5、10、15、20、25、30、35、40、45、50、55 及 60 min 採沉澱槽出流水分

析。在兩階段聚氯化鋁分別混凝處理下，其處理後沉澱槽出流水水質平均濁

度為 4.0 NTU。出水率 58.65％。其濁度去除率可達 99.8％，導電度上升至約

277 μS/cm，較原水增加 42 μS/cm，其處理後污泥含水率 70~75％，PACl-PACl

雙重藥劑系統每噸水處理藥劑成本為 0.4 元。  

(2)生物凝聚劑-PACl 雙重藥劑連續處理測試  

內溝溪原水其濁度為 17,400 NTU、pH 7.35、導電度 196 μS/cm，先以 1L

批式試驗添加生物凝聚劑-PACl 兩階段加藥混凝其最佳添加劑量分別為 100 

mg/L 及 35 mg/L，以此試驗結果進行連續式測試，採 3 槽混凝及 2 槽沉澱方

式五槽串聯測試流程 (圖 2)。混凝槽 1(HRT=3min,106 rpm 攪拌 )、混凝槽

2(HRT=5 min,75 rpm 攪拌)、混凝槽 3(HRT=5 min,11 rpm)，三槽整體總混凝時

間為 13 min，兩沉澱槽水力停留時間各約 26.3 分鐘。在連續進流 60 min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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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日處理水量 2.4 CMD，由管中加藥第一階段加入生物凝聚劑 100 mg/L，

約可降低水中濁度至 400 NTU 以下，再加入第二階段加入聚氯化鋁 35 mg/L，

並分別於 5、10、20、30、40、50、55 及 60 min 採沉澱槽出流水分析，在兩

階段生物凝聚劑-PACl 分段混凝處理下，其處理後沉澱槽出流水分 8 次採樣，

水質平均濁度為 3.8 NTU，導電度上升約 233 μS/cm，較原水增加 37 μS/cm 其

污泥含水率 55~60％，生物凝聚劑-PACl 雙重藥劑每噸處理水總藥劑成本為

0.705 元。  

另外在生物凝聚劑小鼠口服急性毒性測試方面，以生物凝聚劑及生物凝

聚劑 /加氯處理水為水樣測試結果，其安全指數約為人體攝取劑量之  360 倍，

依體表面積換算，安全指數則約為人體攝取劑量之 30 倍。  

在針對淨水污泥資源化技術評估。分別取自利用「生物凝聚劑」及「聚

氯化鋁」混凝所產生的沉降污泥做實驗比對，污泥資化再利用方式，利用陶

瓷高溫燒結技術，將水中沉降後的有機質去除，同時利用高溫燒結時玻璃相

的變化，將污泥中可能存在的鹼金屬、鹼土金屬、重金屬等金屬氧化物固定

在 SiO2 的晶格中，使達到污泥礦物穩定化的目的，以約 70%比例混入基材中

進行高溫燒結後成礫料，兩種混凝劑處理污泥經燒結礫料產品(照片 1、照片

2)，淨水污泥經過陶瓷製程的原料混合、加壓成型、燒結成型等流程後，其所

產製的陶瓷質坯體抗壓強度皆可＞350 kgf/cm2，且坯體吸水率＜7%，顯現坯

體的燒結性佳。同時根據物性檢測結果亦發現，坯體的表面硬度、耐酸鹼性

及耐磨耗性皆與一般天然級配石料相當，顯示此資源化產品可以取代天然級

配石料應用在建築填料及混凝土填充料的領域使用。其物化性均無明顯差

異，並進行毒物溶出試驗總砷、總鎘、總六價鉻、總銅、總汞、總鉛及總銀，

根 據 二 種 試 樣 分 別 檢 測 的 毒 物 溶 出 試 驗 (toxicity 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 TCLP)結果顯示，淨水污泥以燒結方式所產製的資源化礫料產品，

其相關物質重金屬溶出値如表 3，其分析結果遠低於綠建材的容許規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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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生物製劑沉降污泥燒結礫料       照片 2  PACl 沉降污泥燒結礫料  

表 3 不同混凝劑處理礫料毒物溶出測試  

單位：mg/L 
檢驗項目 生物凝聚劑處理 PACl 處理 綠建材標準 
揮發性成份 — — — 

總砷 0.017 0.002 0.3 
總鎘 ND＜0.0279 ND＜0.027 0.3 

總六價鉻 ND＜0.01 ND＜0.01 1.5 
總銅 ND＜0.027 ND＜0.027 0.15 
總汞 ND＜0.0004 ND＜0.0004 0.005 
總鉛 ND＜0.031 ND＜0.031 0.3 
總銀 0.021 0.022 0.05 

 

四、結   論  

生物凝聚劑-三階段單藥劑混凝模槽連續處理測試，日處理水量 2.4 CMD，三

槽整體總混凝時間為 15 min，無論內溝溪水、田間泥水及淨水場等其原水濁度於

546~10,500 NTU 範圍，在生物凝聚劑 700 mg/L 混凝操作下，出流水濁度低於 5 

NTU，其濁度去除率可達 99.2％至 99.9％，其處理後水 pH 值在 7.95~7.72 之間，

導電度較原水上升 8~13 μS/cm，顯示處理後水質變化少，未來在實場上對水質變

化大時較易進行混凝操作，易維持處理後水質穩定。而以聚氯化鋁混凝劑在其濁度

為 9,110 及 12,230 NTU 各不同進流濁度水下，連續式測試加入聚氯化鋁 74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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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00 mg/L，其處理後出流水 13 次採樣，水質平均濁度為 16.6 及 15.0 NTU，其

混凝後結果無法穩定達到 5 NTU 以下，處理前原水 pH 值需調整至偏鹼性 pH 約 10.2

再進行混凝，導電度較原水增加了 377.8 μS/cm 及 406.6 μS/cm，顯示處理後水質變

化較大。  

雙藥劑混凝模槽測試部份，無論 PACl-PACl 或生物凝聚劑-PACl 雙重兩階段

2.4 CMD 連續處理程序，其混凝後結果亦均可達 5 NTU 以下，兩種雙藥劑混凝處

理在 17,400 NTU 左右高濁度水進流下，其出水率分別為 58.7％及 66.174％，以生

物性凝聚劑-PACl 出水較高，而在污泥含水率方面分別為 70~75％及 55~60％，亦

以生物性凝聚劑-PAC 混凝組含水率較低，顯示生物凝聚劑混凝後之污泥脫水性優

於聚氯化鋁系列混凝，高濁原水處理以生物凝聚劑不論是單藥劑操作，或與聚氯化

鋁雙藥劑混凝下均可達到出水 5 NTU 目標水質。  

上述針對高濁度原水混凝處理建立混凝現場模場之操作參數，利用幾丁質聚

醣生物凝聚劑於高濁度水處理緊急應變之應用，和搭配聚氯化鋁雙藥劑混凝之經濟

操作模式之混凝調控模式，其處理後不但可達 5 NTU 飲用水目標，單重混凝 :生物

凝聚劑可達到 5 NTU 以下，導電度增加約 10 μS/cm，處理成本約 4.2~12 元 /噸。聚

氯化鋁在原水濁度 12,230 NTU 時無法達到 5NTU，且需加液鹼調整酸鹼值，導電

度上升約 406 μs/cm，處理成本約 3.6 元 /噸；雙重混凝則無論 PACl-PACl 或生物凝

聚劑-PACl 搭配均達到 5NTU，藥劑成本分別降至 0.405 及 0.705 元 /噸(表 4)，因其

生物高分子具生物可分解性，不會造成環境累積，並原物料取自廢棄物資源的再利

用，提高整體環境的生態性。  

針對高濁度原水經淨水程序處理後污泥的應用方面，2005 年台灣逐漸進入後

公共工程時代，幾項國家重要公共工程已進入完工階段，同年台灣地區混凝土消耗

量為 8,000 萬 m3，以砂石級配料佔混凝土平均添加量 70%計算，台灣一年對砂石

級配的工程需求量約 5,600 萬 m3 立方米。過去台灣常重型礫料主要料源來自國內

河川及中國大陸；台灣基於河川保育與附近結構物安全之考量，自 1998 年起禁止

大部分河床砂石開採，致使中國成為台灣主要營建礫料的供應來源。2005 年中國

開始對砂石出口設限，造成東北亞及台灣地區營建業者恐慌，競相搶佔料源，使得

砂石購買成本節節升高，當時一般天然級配礫料售價曾高達 NT$ 1,200/m3，而細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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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亦曾飆高到 NT$ 2,000 /m3。2007 年 3 月中國再度恢復天然砂石禁止出口措

施，使得台灣地區營建砂石供需失調，市場恐慌陰影再現，砂石價格再次狂飆。

Tay JH,.1997[11]年即論及淨水污泥在建材應用之前景，台灣在天然物料來源受限的

情況下，台灣已開始推動營建廢混凝土塊再生礫料及資源化廠所產製再生材料的摻

配使用。未來可藉由建築用級配及填料之需求潛力，以水庫淨水污泥燒結製造資源

化礫料，提供為建築用資源化級配及填料，透過建築資源再生利用驗証系統，驗証

包括製造設備與技術、法規政策及品質管理系統(圖 3)等，政策配合部份採用中央

政策授權建立管理辦法(圖 4)，可以強化通路再生網的建構，達到淨水及資源化的

目的。  

 

表 4  單重混凝及雙重混凝成本水質比較  

 

單重混凝 雙重混凝 處理

程序 生物凝聚劑 PACl PACl-PACl 生物凝聚劑

-PACl 
水質 濁度 

(NTU) 
導電度

(μs/cm) 
濁度 

(NTU)
導電度 
(μs/cm) 

濁度 
(NTU) 

導電度

(μs/cm)
濁度 

(NTU)
導電度

(μs/cm)
濁度 

(NTU) 
導電

度 
(μs/c
m) 

濁度 
(NTU) 

導電度

\(μs/cm
) 

原水 8,475 183.7 10,5
00 

165 11,7
80 

226 12,2
30 

178.
4 

17,52
0 

235 17,40
0 

196 

出水 3.8 193.1 3.3 176 2.97 234 15 585 4 277 3.8 233 
劑量 
(ppm) 

2,000 700 1,500 800 35+100 35+100 

液鹼 
(ppm) 

- - - 200 
 

- - 

成本 
(元/m3) 

12 4.2 9 3.6 0.405 0.705 

 內溝溪 田間水 平鎮 內溝溪 內溝溪 內溝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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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綠建材驗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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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營建資源再生利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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