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9 期(June 2009) 23 

 

味精醱酵母液藉由海洋棄置手段輔助達

成完全資源化歷程回顧 

沈堯堅*、李克堂**、陳乃智*、台灣區胺基酸工業同業公會*** 

摘   要  

味精醱酵母液為食品加工業的副產物，是一種來自天然的有機物質，未含有

毒性化學物質或重金屬。在資源化利用上均有許多正面的再利用價值。20 年前受

限於當下市場需求不穩定與再製加工成本等因素，無法大規模的有效利用。台灣區

胺基酸工業同業公會 (原味精工業同業公會 )藉由海洋棄置處理方式與完整的海洋

環境監測計畫，訂下 15~20 年醱酵母液資源再利用輔助長期計畫。亦因公會與會

屬廠商多年的自我要求與對海洋環境的資料努力蒐集，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89 年

11 月 1 日公布「海洋污染防治法」，將海洋棄置物質分為甲、乙、丙 3 類。丙類

物質中，特別增加味精醱酵母液，主要因味精是國內特有產業，且經過長期完整監

測並未對海域生態及環境造成顯著不良影響。  

本文係將台灣區胺基酸工業同業公會於味精醱酵母液資源再利用歷經 15 年以

上的過程中，關鍵議題予以闡述，並就資源化應用方向及推廣進度落實、國內外海

洋棄置規範演進、海洋棄置作業程序與監測計畫建立及監測結果加以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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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味精又名麩胺酸–鈉(monosodium L-glutamate，簡稱 MSG)，是一種天然的食

品調味料，利用糖蜜和葡萄糖漿為原料，經過微生物的醱酵製作而成。味精屬於生

物產業的一種，也是台灣區胺基酸工業同業公會(原味精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公會)會屬各廠商的重要產品之一，1990 年台灣年產量約 10 萬公噸，隨著國內市

場需求與外貿產量的成長，近 20 年產量約有 15~20%的增加空間 [1]。  

味精的製造過程中會產生高濃度的有機醱酵母液，是醱酵液抽取味精後所殘

留帶有香甜糖蜜風味之高濃度液體，味精醱酵母液保留有糖蜜中除蔗糖外的所有營

養成分，且還較糖蜜多了在醱酵過程中產生的胺基酸、維他命、菌體蛋白質和其他

特殊營養素，是一種高營養的天然有機副產物。由於醱酵母液成分中含有大量之溶

解性有機成分與微生物蛋白質，與植物所需的氮磷鉀及各種微量元素等，若將其資

源化利用，可作為農漁牧產業飼料、餌料或有機肥料中的部分營養添加物 [1-4]。20

年前，雖然味精醱酵母液在資源化議題上，具備多方面的再利用價值，但受限於當

下市場需求不穩定與再製加工成本等因素，一直無法大規模的有效利用；然公會當

時還是訂下 15~20 年的醱酵母液資源再利用長期規劃，唯於尚未完全資源化階段，

應有符合國內外法規、對環境負荷相對較低、技術可行適當處理方法，予以輔助資

源化作業推動。  

味精醱酵母液含高濃度的固形物及有機質，且屬於高鹽物質，於陸地上無論

採用焚化或掩埋方式處理，均有操作困難以及轉換成另一種環境污染物的可能。當

時，公會遂結合所有會員廠商代表，參考鄰近國家日本海洋棄置處置作為。依據廢

棄物清理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5 條規定，於 1991

年 11 月併同「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對海洋生態影響評估報告及監測計畫書」與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計畫申請書」向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提出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的申請；自此公會經過申請、試拋、召開漁民說明會、正式

獲准、再獲展延、加強資源化努力、成立監督小組建立自評機制、持續至 2008 年

7 月達到味精醱酵母液完全資源化終止海洋棄置工作。味精醱酵母液藉由海洋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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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輔助達成完全資源化歷程共達 17 年，作業期間歷經環保署「廢棄物清理法」、

「水污染防治法」與「海洋污染防治法」等相關增訂。  

二、資源化應用方向及推廣進度落實  

依據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應用經驗，味精醱酵母液經過濃縮和成分調配後，

用在牛、羊等反芻動物的飼養上，是一種營養豐富的液態飼料補充物 (liquid feed 

supplement)，可以補充草料中缺乏的蛋白質和胺基酸，具有飼料利用的價值，在歐

美地區大型畜牧場中使用，甚受歡迎。味精醱酵母液如經添加和調整氮、磷、鉀等

肥料三要素的比例後，也是一種很好的有機質肥料。  

2.1 資源化再利用的發展方向  

經過公會近 20 年邀請學術研究單位和相關產業的提攜與合作，已穩定發展出

4 大類資源化再利用的方向，並成功的進行大規模的應用推廣 [4、 5]。如圖 1 所示：  

1. 作為反芻類畜產動物(牛、羊等)的補充飼料。  

2. 作為非反芻類畜產動物(豬、雞等)之配合飼料。  

3. 作為水產養殖(文蛤、草蝦、海水魚、淡水魚、餌料生物等)之配合飼料。  

4. 調配成農業用有機肥料。  

 

 
圖 1  味精醱酵母液資源化應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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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廣進度的落實  

味精醱酵母液因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近 10 年國際物資飆長的推波下，相對

具有價格低廉的特點，因此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將其大量應用於動物飼料中。味精醱

酵母液在國外飼料的應用大多與糖蜜、酒糟、乳清及其他工業副產品混合成液體飼

料，直接供牛、羊等反芻動物舔食或添加於芻料及配方飼料中。至今，此項味精醱

酵母液的外銷工作已是公會會員廠的例行性推廣業務。  

味精醱酵母液在國內反芻動物飼料的應用上，多售予飼料工廠加工後，再賣

給畜牧業者。在國內動物飼料的推廣方面，銷售予國內各大飼料廠，添加於飼料中，

作為飼料的補充原料。目前約計已有 30 多家國內飼料廠使用，取代原先飼料中部

分糖蜜。  

至於農業用途方面，係將味精醱酵母液製成胺基酸液態肥料、固態肥料、有

機堆肥等推廣於各種水稻、果園、蔬菜、茶園、花卉等各種農作物上。圖 2 為味精

醱酵母液自 1992~2007 年資源再利用具體落實成果分析圖 [5、 6]。  

因公會早年的遠見與多年於推廣進度的努力，資源化再利用具體落實，相對

的海洋棄置作業減量成果亦得以展現。如圖 3 與表 1 所示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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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味精醱酵母液自 1992~2007 年資源再利用具體落實成果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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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味精醱酵母液自 1992~2007 年海洋棄置減量成果分析圖  

 

表 1  味精醱酵母液 1992~2007 年相關統計數據表  

 
年份 

核准 
期限 

核准 
數量 

實際 
棄置量 

每年 
產生量 

國內 
肥料 

國內 
飼料 

國外 
飼料 

資源化

合計 
資源化 
比例 

 (月)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 
1992 3 15,873 15,873 ~100,000 0 0 3,000 3,000 3.00 
1993 6 50,000 50,000 ~100,000 0 0 3,100 3,100 3.10 
1994 12 87,500 87,500 ~100,000 0 0 3,200 3,200 3.20 
1995 6 50,000 50,000 ~100,000 0 0 3,300 3,300 3.30 
1996 12 100,000 100,000 103,496 0 0 3,496 3,496 3.38 
1997 12 90,000 90,000 98,680 0 0 8,680 8,680 8.80 
1998 12 90,000 90,000 113,824 5,614 1,413 17,177 24,204 21.26 
1999 12 80,000 80,000 108,428 4,593 3,454 20,382 28,429 26.22 
2000 12 80,000 80,000 116,484 3,043 4,598 29,103 36,744 31.54 
2001 12 80,000 80,000 128,870 3,554 6,017 39,298 48,869 37.92 
2002 12 75,000 75,000 131,626 3,793 7,447 45,389 56,629 43.02 
2003 12 70,000 70,000 130,305 4,645 8,360 47,300 60,305 46.28 
2004 12 65,000 60,590 120,496 5,146 9,053 45,708 59,907 49.72 
2005 12 60,000 42,910 105,820 5,390 9,424 44,775 59,589 56.31 
2006 12 57,500 0 90,868 4,709 10,273 75,886 90,868 100.00 
2007 12 55,000 0 119,261 4,854 10,507 103,900 119,26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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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外海洋棄置規範演進 

3.1 倫敦公約  

聯合國 1972 年制定，1975 年 8 月 30 日經認可生效「防止傾倒廢物等物質污

染海洋公約」，通稱「倫敦公約」，以管制世界各國傾棄廢棄物於海洋。「倫敦公

約」將海洋棄置物質概分為 3 大類 [7]；國際間(84 個締約國)各類海洋棄置活動，依

此準則加以管制：  

1. 第一類為完全禁止海洋棄置的物質，即所謂的黑名單(black list)，其中包括含有

機鹵素、汞、鎘之物質，及其他不易被消化或石化、軍火工業所產生之廢棄物。 

2. 第二類為需要申請特殊許可的物質，即所謂的灰名單(grey list)，其中包括含量

較第一類少之有害物質或其他物質，但需特別申請評估才可進行海洋棄置者。  

3. 第三類則為需要一般許可執行海洋棄置的物質。  

1996 年訂定「倫敦公約 1996 年議定書」，自 2006 年 3 月 24 日生效施行。該

議定書已逐漸取代先前「1972 倫敦公約」，隨著越來越多締約國的批准，海洋棄

置作業規範重心均逐漸轉移到 1996 議定書。該議定書正面表列規範，可以傾倒至

海洋中的物質如下(除此之外均禁止海洋棄置) [8、 9]：  

1. 疏浚物質。  

2. 污泥。  

3. 漁業垃圾或漁業加工處理過程產生之物質。  

4. 船艦、作業平台或其他海上人造設施。  

5. 無生或無機的地質材料。  

6. 天然有機物質。  

7. 主要由鋼、鐵、水泥或其他類似無害物質所構成的大體積物件。前述所指「無

害」僅考量其物理性衝擊。  

同時，允許海洋棄置的條件僅限於該物件製造地必須符合以下要件：如孤立

偏遠的小島，因除了棄置於海上之外無法有其他可行的棄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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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內相關法規 [10]  

民國 80 年國內海洋棄置作業規範，因 63 年制定、80 年 5 月 6 日修正公布「水

污染防治法」相關條款，主要是以防止陸上水體之人為污染為主，並未對廢棄物採

海洋棄置者有所規範；而是將海洋棄置作業納入 63 年制定，77 修正公布「廢棄物

清理法」，並依母法第 15 條於 78 年 5 月 8 號訂定發布「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相關條款規定。唯依「水污染防治法」於 78 年制定「水體分

類及水質標準」及 73 年修訂發布「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於 75 年 2 月 4 日公

告「台灣地區沿海水區範圍及水體分類」，適用的範圍涵蓋台灣本島及離島領海內

之水域。  

海洋棄置是國際間廣泛討論課題與海洋環境負荷考量，參考 80 年環保署核定

「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後續方案」相關內容，進行相關資料蒐集、調查、模擬預

測與評估等。是故，遵循上述相關法令完成「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對海洋生態影

響評估報告及監測計畫書」，併同「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計畫申請書」向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理處提出申請。  

民國 89 年 11 月 1 日公布「海洋污染防治法」，海洋棄置計畫作業申請，由

環保署廢管處轉入環保署水質保護處。其中，規定公私場所從事海洋棄置廢棄物

者，應向環保署申請許可，並依海洋棄置物質成分，將棄置物質分為甲、乙、丙 3

類。丙類物質特別增加味精醱酵母液，主要因味精是國內特有產業，之前已經核准

醱酵母液海洋棄置處理達 10 年以上，而且經過長期完整監測並未對海域生態及環

境造成顯著不良影響，因此加以明列。  

90 年 12 月 26 日環保署訂定「海域環境分類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91 年 12

月 25 日訂定「海洋棄置及海上焚化管理辦法」，國內海洋棄置作業規範，進入一

個新的里程碑。公會從此即遵循上述法令規定，提送「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申請

許可文件」。  

四、海洋棄置作業程序與監測計畫建立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計畫自 81 年起經環保署同意之棄置地點為一正方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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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圖 4，其 4 個頂點 A(21°45'N；121°10'E)、B(21°40'N；121°10'E)、C(21°40'N；

121°15'E)、D(21°45'N；121°15'E)。此海域位在台灣東南側，巴士海峽北方，正為

黑潮主流流經之處。海流流速強、擴散效力大且極富涵容能力，均為該海域的優點。

位於棄置地點中心的 E 點(21°42.5' N；121°12.5'E)及距離 E 點正北與正南各 5 浬的

F 點(21°47.5'N；121°12.5'E)、G 點(21°37.5'N；121°12.5'E)，均因黑潮終年由南往

北的流向，而被選為每次立即監測航次於海洋棄置作業前需進行背景調查的監測

站。同時，於棄置地點北方，台東與綠島之間，選擇 H、I、J 等 3 個監測站，進行

持續性長期監測，以了解海洋棄置對於台灣東部海域長久性的影響程度。因黑潮在

台灣東部海域長年向北流，味精醱酵母液於入海後將被帶往北方擴散。雖然黑潮主

軸位於台東與綠島之間，但台灣東部表層海水於夏季亦可能因西南季風影響流經綠

島與蘭嶼之間。故於棄置後表層水團可能流經周界，包括台東與綠島間及綠島與蘭

嶼間，設置測站可直接監測台灣東部海洋環境可能遭受之影響，自 89 年 9 月起在

綠島與蘭嶼間增加 M(22°32'N；121°24'E)與 N(22°20'N；121°24'E)2 個長期監測站，

使長期監測之監測海域涵蓋所有表面流可能流經周界 (3)。  

 

 
圖 4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範圍與監測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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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作業流程 [3]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執行，主要分為陸上處理運送與海洋運輸棄置 2 階段。

陸運階段包括中間處理、陸上運輸計畫及港區母液貯槽作業管理等。海洋棄置階段

包括海洋棄置作業程序與監測工作執行。其作業流程摘述如下；  

 
 

工廠 

於各工廠內先將醱酵母液調整 pH 至 5.0～6.0 間。 中間處理 

以密閉式罐車運載處理完成醱酵母液。 
母液輸送車 

以罐車將醱酵母液運送至港區碼頭母液貯槽區，經檢驗 pH 值合格及

過磅後，再輸入槽內。
港區碼頭母液貯槽 

海洋棄置專業船進行海洋棄置作業，並由公會負責海洋棄置作業的管

理。 
海洋棄置專業船 

以海洋棄置專業船之監測設備，自動紀錄航行位置及海洋棄置地點，
並以航行中海面下排放之擴散型排放方式進行海洋棄置作業；並依規
定進行監測。 

海洋棄置與監測 

由船公司提出海洋棄置作業紀錄表併同運送聯單分送相關機關，並按

時呈報上述資料至環保主管機關、海巡署及其他有關單位備查。 
呈報各主管機關 

海
洋
運
輸
棄
置 

陸
上
運
送
處
理 

 味精醱酵母液 

 

4.2 緊急應變計畫 [3]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執行，區分為陸上處理運送與海洋運輸棄置 2 階段。

依此，於各階段擬定陸上運輸、貯槽作業與海上運輸等作業之緊急應變處理計畫。

主要內容包括：  

1. 陸上運輸緊急應變計畫：(1)警報、通報方式(2)運輸車輛故障、洩漏與碰撞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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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異常故障及意外事故排除方法(3)污染物清理及減輕其危害方法(4)必須停止操

作、棄置或減產情形(5)應變所需器材與設備(6)參與應變人員任務編組及其訓練

規定。  

2. 貯槽作業緊急應變計畫：(1)警報、通報方式 (2)卸貨管線爆裂、卸料受槽滿溢、

槽車溢漏或貯槽洩漏之操作異常故障及意外事故排除方法 (3)污染物清理及減輕

其危害方法(4)必須停止操作、棄置或減產情形(5)應變所需器材與設備(6)參與應

變人員任務編組及其訓練規定。  

3. 海上運輸緊急應變計畫：(1)警報、通報方式(2)擱淺、火災、碰撞、浸水、洩漏、

機器設備故障與棄船之操作異常故障及意外事故排除方法 (3)污染物清理及減輕

其危害方法(4)必須停止操作、棄置或減產情形(5)專業船應變所需器材與設備(6)

參與應變人員任務編組及其訓練規定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即每

次出航時填具出船通報表、通報環保署水保處、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

總局、海岸巡防署勤務中心及胺基酸公會。  

4.3 監測計畫 

海洋棄置申請提出時，味精醱酵母液對海域環境是否會產生負面影響，是當

時產學術界與當地政府與漁民關心的議題。公會於 80 年辦理「味精醱酵母液海洋

棄置對海洋生態影響評估報告及監測計畫書」，進行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擴散研究予

以預測與評估其對鄰近環境的潛在影響，並作為後續建立監測計畫規範依據。  

1. 海洋數值模擬研究結果  

味精醱酵母液自專用船排出後，所經過的擴散稀釋過程大致分為跡波擴散、

重力擴散與中程海域擴散等 3 個過程 [11]，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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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擴散過程及影響範圍示意圖  

 

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擴散模擬，簡述如下；  

(1)跡波擴散：主要是由船尾跡波(wake zone)中紊流作用完成混合。紊流之混合

作用幾乎是在瞬間完成，所以跡波擴散所需時間僅是醱酵母液自排出口釋出

後到溶入跡波中的短短數秒內。  

Koh and chang (1973)依據 Naudascher(1967,1968)實驗結果發展出下列公式：  

D = 0.5πY2U/Q 

 D ：跡波擴散稀釋倍數  

 Y ：跡波半徑(Y = 2C1C2
1/3R) 

 C1 ：船體形狀係數，流線形狀約 0.75 

 C2 ：在跡波中海流速度分布達到相似性所需的距離 /船體特性長度  

 U ：船體與海流相對速度  

 Q ：味精醱酵母液排放流量  

味精醱酵母液排放量 350 公噸 /小時、船速在 8 浬 /小時以上的實驗條件，

運用上述公式計算，跡波擴散可達到 1,000~5,000 倍的稀釋作用。  

(2)重 力 擴 散 ： 海 水 與 醱 酵 母 液 間 的 密 度 差 (density difference)所 造 成 的 相 對 運

動。跡波擴散完成後，紊度漸受阻力影響消失，此時混合醱酵母液比重仍較

週遭海水高，比重影響逐漸顯著，醱酵母液開始下沉達成重力擴散。此時擴

散主要是由捲增(entrainment)造成，由相對運動導致鄰近海水被捲進流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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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流團體積增大，達到稀釋作用。重力擴散持續至某一深度無密度差時，

達到重力平衡而呈現浮流狀態。此時流團垂直方向運動受阻，水平方向則因

周圍海水密度差或本身垂直方向密度分布不均而引起向外擴散，直到達成水

力平衡為止，此一由垂直改為水平方向之擴散過程稱為動量崩潰 (momentum 

collapse)。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重力擴散過程，選用美國環保署適用於單孔拋棄

之流團擴散模式 UOUTPLM(Muellenhoff,1985)模擬。其稀釋倍數介於 3~18 倍

間、動量崩潰深度介於 0.4~4 公尺，重力擴散開始至動量崩潰時間約為 150~230

秒。  

(3)中程海域擴散：重力擴散達動量崩潰後，醱酵母液主要擴散能力均已消失，

此時醱酵母液擴散僅受棄置區之海洋環流主宰。中程海域的擴散輸送主要決

定於海流大小與紊流強度及味精醱酵母液流團之分子擴散程度。  

運用 Brooks(1960)的 4/3 次方定理，加以分析推估在均勻海流狀況下，側

向混合之遠程海域擴散結果。顯示，歷經 1 日稀釋倍數約為 110 倍，2.7 日約

為 490 倍。  

味精醱酵母液經棄置後垂直沉降的深度 0.4~4 公尺間。若海洋棄置船船速

維持在 8 浬 /小時以上，棄置後經 35 分鐘 3 個擴散作用過程，即可使醱酵母液

水團稀釋達環保署訂定「海域環境分類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之甲類海域水

體水質標準限值。  

2. 監測計畫擬定 [6、 11]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監測計畫擬定，係依據前述擴散模擬結果，分別在

預定航行軌跡的預測海流中，利用不同監測站觀測海洋棄置後，其濃度隨時間

的變化趨勢，以達到模擬結果與實際情況驗證。歷年監測目的尚包括：(1)執行

環保署審查以及歷次監督小組會議決議之要求事項，以保護海洋環境。(2)藉由

海洋棄置期間環境監測計畫之執行，持續觀測台灣東部海域環境背景資料，建

立長期環境品質資料系統，並回饋至海洋棄置作業計畫。(3)落實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與持續申請之承諾事項，並作為胺基酸公會(原為味精公會 )持續申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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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測計畫內容  

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環境監測計畫，涵蓋每季 1 次長期監測與每年 1 次

立即監測(含棄置地點環境背景)，監測位置如前所述。長期監測內容包括海洋化

學、海洋生物、漁港現地漁業調查紀錄(並依據農委會漁業署公告資料作統計分

析)；立即監測著重於海水短時間內與母液混合情況的了解，僅進行海洋化學(現

場電子儀器測定為主)測定。主要內容如表 2。  

 

表 2   監測項目與採樣深度  

監測工作 監測項目 採集深度 

海洋化學 

溫度、pH1、鹽度 1、氨氮、DO、SS2、

BOD5、濁度 1、葉綠素甲 1、酚類、

硝酸鹽、亞硝酸鹽、磷酸鹽、矽酸鹽
2、銅 3、鋅 3 

植物性浮游生物 水平分布與垂直分布 

海水表面、-3m、

-10m、-25m、-50m 

動物性浮游生物(包
括魚卵及仔稚魚) 

個體量與生體量 
(水平分布與垂直分布) 

海水表水層、-50m 深

以內海水縱向水層 

長期 
監測 

海洋 
生物 

漁業資源 現地調查紀錄與農委會漁業署公告資料作統計分析 
立即 
監測 海洋化學 溫度、鹽度、DO、濁度、葉綠素甲 海水表面～-50m 

備註：「1」表示自 89 年 4 月開始增加監測項目；「2」表示自 81 年至 89 年 1 月測值多

為 ND 或穩定，委員同意取消；『3』表示自 81 年至 91 年 10 月測值均為 ND，委員同意

取消。 
 

五、監測結果與討論 

5.1 立即監測結果 

立即監測工作自 81 年至 94 年，於海洋棄置地點先後完成 13 次的〝棄置地點

海水背景監測〞與 12 次的〝海洋棄置後海水立即監測〞。自民國 89 年開始測定

濁度以來，依據歷次立即監測資料，濁度與 pH、氨氮及 BOD5 等參數之線性關係

圖如圖 6～圖 8 所示。濁度分別與 pH、氨氮及 BOD5 等參數之線性關係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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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歷次立即監測資料中 pH 與濁度線性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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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歷次立即監測資料中氨氮與濁度線性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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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歷次立即監測資料中 BOD5 與濁度線性關係圖  

 

歷次立即監測結果與環評期間，進行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擴散研究預測對鄰近

環境的潛在影響相似，無論受表面流向北送到綠島、蘭嶼或北太平洋，其水文及水

質條件皆在短暫時間內經由稀釋作用回復至背景值。所獲得結果大致如下：  

1. 監測項目之中僅 pH、氨氮、BOD5、濁度等受味精醱酵母液海洋棄置影響，於

海水表層產生顯著的變化；其他如營養鹽及葉綠素甲等，則幾乎不受影響。  

2.以 BOD5為例，母液水團在棄置後30～40分鐘，甚至20分鐘，所有水樣的生化需

氧量值均降至甲類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2mg/L)≦ 以下。  

3. 味精醱酵母液經棄置後，主要受影響的水層深度在25m 以內、最大影響距離約

在3浬以內、最長影響時間則約在1小時以內。  

5.2 長期監測結果分析  
1. 海洋化學  

整體而言，台東海域水質經長期監測結果，除了季節性變化之外，長年無

其他明顯變動，如圖 9 至圖 14，且各類測值均維持「海域環境分類及海洋環境

品質標準」之甲類海域水體水質標準限值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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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歷次各季長期監測海水氫離子濃度指數平均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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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歷次各季長期監測海水鹽度平均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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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歷次各季長期監測海水 BOD5 平均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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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歷次各季長期監測海水濁度平均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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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歷次各季長期監測海水硝酸鹽平均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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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歷次各季長期監測海水葉綠素甲平均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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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生物  

植物性浮游生物細胞數平均含量，以矽藻及藍綠藻為優勢種。自 82 年至

97 年，歷年總平均細胞數含量與季節性變化上，以春季較高、冬季最低，圖 15

與圖 16 分別為平均細胞數含量變動趨勢與變動分析。在種類組成上，在高含量

的 5、6 月份矽藻及藍綠藻均曾經成為優勢種類，但較低含量的 1、2 月則以矽

藻出現的數量較多；植物性浮游生物密度含量高低變化主要屬於生物間的食物

攝食關聯現象 [1、 6、 12]。  

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量季節性變化，水平及垂直採樣均以夏季含量較高，春

季含量較低，個體量變動趨勢與變動分析如圖 17 與圖 18。種類組成均以橈腳類占

較多比率。此外動物性浮游生物優勢種類的密度含量比率於民國 89 年 1、4 及 6

月較低，應為尾蟲類、毛顎類及水母類大量出現所造成，優勢種類的密度含量並未

大量減少。  
 

圖中橫線為全期的平均含量 

圖 15  植物性浮游生物平均細胞數含量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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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植物性浮游生物變動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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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圖中橫線為全期的平均含量 

圖 17 動物性浮游生物個體量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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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動物性浮游生物變動性分析  

 

魚卵密度含量變動，水平與垂直含量全期平均 277 與 283 個 /1,000m3；仔稚魚

密度含量變動，水平與垂直含量全期平均 84 與 235 尾 /1,000m3。密度含量 95 年起

出現較低量，季節變動多以夏季含量較高，冬季含量較低。統計資料如圖 19 與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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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魚卵個體量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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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仔稚魚數量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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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漁業資源  

旗魚為台東海域之重要經濟魚種，包括劍旗魚、黑皮旗魚、紅肉旗魚、白

皮旗魚及雨傘旗魚等種類。歷經 89 年至 96 年連續 7 年調查，漁獲產量變動如

圖 21。此外；亦長期觀察台灣地區及東部地區沿岸定置網與重要經濟鬼頭刀漁

獲量統計分析如圖 22 與圖 23。台東海域長年漁獲量變動趨勢與大環境互相比較

結果並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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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89 年至 96 年連續 7 年台東旗魚漁獲量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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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歷年台灣地區與東部三縣沿岸定置網漁業漁獲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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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歷年台灣地區與東部三縣及屏東縣鬼頭刀漁獲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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