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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 

廢水處理廠高電導度廢水處理流程改善 
 

蔣曜全**、謝彥慶* 

摘要 

本院安環管理部門要求院區內各館廢水廠須將廢水處理至納排標準，始得排入

院區廢水處理廠。其中電導度進場限值規定在 1000 μS/cm 以下，由於電光所實驗

室常因研發計畫需求而變更實驗參數，因此更換化學品時需進行化學槽清洗，清洗

時的廢水電導度通常都超過 1,000 μS/cm 以上，另外純水系統中陰陽樹脂塔再生時

的廢水電導度更是超過 10,000 μS/cm 以上，對於無塵室變動的製程及純水再生的高

電導度廢水的排出，在操作管理上偶有不足或疏忽之處，為避免廢水排放超出本院

區規範之排放標準，於 101 年開始進行廢水處理流程改善及再生高電導廢水排放減

量。  

本流程改善增加廢水排放判斷機制及高電導度廢水批次處理系統，並增設警報

提醒功能，使本所操作人員可於廢水電導度偏高時立即前往 17 館廢水廠處理，穩

定的將排放廢水之電導度控制在 1,000μS /cm 以下，改善前平均每年會有 3 至  4 次

超出排放標準；另針對純水陰陽樹脂塔再生廢水進行低電導度廢水回收，每次可回

收 4 噸再生廢水，提供給冷卻水塔使用，減少高電導度廢水處理量。高電導度廢水

處理以自動化方式取代人工監視作業，大幅改善廢水廠處理負擔，降低人為疏失導

致廢水排放超出排放標準之發生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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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工研院中興院區所處的地理環境受限於農田水利排放及環境保護的管制區

域，灌溉水污染於民國 68 年便設立監視管制，農作物使用的水源若導電度過高將

會導致土壤鹽化，不但損壞農作物更嚴重將導致農田荒蕪，因此本院的廢水經處理

之後的排放有導電度不得高於 750 μS/cm 的限制，可知工研院的廢水處理與一般業

界比較有其困難不易克服之處，依本院廢(污)水進場限值規定在 1000 μS/cm。  

廠內高導電度廢水來源主要可分為 2 類：  

1. 製程於製程條件不同時，需更換不同化學品，此時須將化學槽內的高濃度

化學品回收後使用大量的 DI 水進行槽內洗清，洗清廢水會直接排往廢水處

理廠，經過量測導電度值皆超過 1,000 μS/cm 以上，無法直接放流至院污水

廠。  

2. 廠內純水採用 UF、RO、陰陽樹脂塔等系統製造純水，其中陰陽樹脂塔會

因樹脂吸附離子後飽和導致性能降低，當水阻值無法達到廠內規定的要求

後需要進行系統再生，其再生廢水導電度甚至超過 10,000 μS/cm 以上，無

形中增加了許多廢水處理的挑戰。  

為維持廠內穩定的運作及廢水可靠的處理，需進行高導電度廢水的減廢及廢水

處理流程的改善，達成廠內放流水符合院污水廠排放的標準為最大目標。  

二、高廢水導電度處理流程改善 

電光所廢水處理廠主要處理無塵室一般酸鹼廢水、HF 廢水、研磨廢水及純水

系統再生高導電度廢水等，目前已將高濃度酸鹼溶液獨立專管回收，故廢水處理主

要著重在降低導電度及 pH 調整以符合院部排放標準 (導電度： 1000 μS/cm、

pH:4~10)，圖 1 為廢水廠廢水排放處理流程，無塵室廢水依區域分別排往 R1 及 R2

槽，槽內有 pH 感測器可測出 pH 值是否符合排放標準，若超過標準則會經由 PLC

控制加藥系統自動進行酸鹼調和，經過 pH 調整且導電度值小於 1,000 μS/cm 以下

之廢水會經由沉水泵浦抽取廢水至 T3 槽，再至 R3 槽利用重力方式放流到院部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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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圖 1 廢水處理流程圖  

 

原廢水處理流程對於導電度無相對應之處理設備，只能依靠分流暫存之方式，

先將高導電度廢水暫存於 T2A 與 T2B 槽內，再利用手動方式將高導電度廢水與低

導電度廢水混合稀釋來降低導電度，原先的高導電度暫存槽只有 20 噸暫存空間，

易發生高導電度廢水稀釋處理不及之情況，導致廢水放流時超出院部規定，針對此

問題分 2 方面改善高導電度廢水處理流程，利用控制系統有效處理廢水導電度，避

免廢水排放超出院部規定，圖 2 為高導電度廢水暫存流程圖。  

2.1 高導電度廢水暫存機制改善 

購置 80 噸 FRP 桶與廢水管路配置存放無塵室及純水再生藥洗時之高導電度廢

水，另外，於 R1 及 R2 槽沉水泵浦出口管路增設 3 通氣動閥控制，利用槽內導電

度感知器量測 R1 及 R2 槽內廢水導電度，其控制方法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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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2 槽設置導電度 sensor 與廢水管路三通閥。當 R2 槽導電度>850 μS /cm

三通閥切往 R1 槽，當 R2 槽高液位時會將 R2 槽廢水排放至 R1 槽。當

R2 槽導電度<850 μS /cm 三通閥切往 T3 槽，當 R2 槽高液位則直接將

廢水排放至 T3 槽放流。  

(2) R1 槽設置導電度 sensor 與廢水管路三通閥。當 R1 槽導電度>900μS/cm

三通閥切往 80 噸暫存槽，當 R1 槽高液位則將廢水排放至 80 噸暫存槽

暫存。當 R1 槽導電度<900μS/cm 三通閥切往 T3 槽，R1 槽高液位廢

水排放至 T3 槽放流。  

2.2 高導電度廢水處理流程改善 

製程廢水通常低於 500μS/cm 以下，可利用於稀釋高導電度廢水，改善方法為

80 噸暫存桶出口設置 3HP 耐酸鹼泵浦並與 R2 槽導電度 sensor 連線，R2 槽導電度

<499μS/cm 時 80 噸暫存槽泵浦啟動將高導電度廢水抽往 R2 槽稀釋處理，當 R2

槽>500μS/cm、80 噸暫存槽低液位時泵浦停止，同時利用 Timer 控制泵浦運轉時

間，避免瞬間大量的高導電度廢水排入 R2 槽，造成處理失效之問題。80 噸暫存槽

高液位警報時控制盤上的高液位警示燈亮，此時 R1 槽的廢水不宜排至 80 噸暫存

槽，處理流程如圖 3 所示。  

 

圖 2  高導電度廢水暫存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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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導電度廢水處理流程  

三、純水系統再生廢水減量 

純水系統主要用於清洗晶片及維持廠內研磨設備研磨頭之濕潤，純水產水水質

須維持在 17M以上，當產水水阻值低於下限標準時需進行再生以維持樹脂吸附離

子能力，而再生週期取決於樹脂塔產水總量及前段系統產水水質，依目前純水系統

運作情況大約每週需再生一次，平均產生 15 噸廢水，原設計純水再生廢水直接排

往廢水處理池，往往導致廢水池廢水導電度超過 10,000 μS/cm 以上，額外增加廢水

處理困難度。  

混床離子塔的功用在於利用陰陽樹脂吸附水中的正負離子，提升產水的水阻

值，當樹脂經過一段時間的離子吸附後會達到飽和狀態，此時產水水阻值會持續下

降，當水阻低到廠內規定的 1 M以下，需進行離子塔的再生恢復樹脂功能，再生

流程主要分為逆洗、靜置、加藥、慢洗、快洗、第一次氣混、滿水、第二次氣混、

滿水、洗清，參考文獻可得知樹脂再生過程中部分廢水是可以回收使用，經過實際

排放廢水量測(如表 1 所示)，逆洗及洗清的廢水導電度在院排放標準下為可直接排

放之廢水，廢水排放量約為 4 噸，占總廢水排放量的 27%，若可將其分開處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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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水區對高導電度廢水的處理負荷。  

樹脂再生廢水回收使用導電度控制手法，於廢水排放管路增設導電度計，利用

導電度計內建的乾接點設定值控制氣動閥開關，當導電度值低於 300 μS/cm 以下，

氣動閥自動切換至回收管路，控制方法如圖 4 所示。  

表 1 樹脂再生廢水導電度量測  

 
再生流程 消耗時間 排水導電度 耗水量 

1. 逆洗 10 min 58.43 μS/cm 2 噸 

2. 靜置 6 min 無 無 

3. 加藥 40 min 111.9μS/cm 0.5 噸 

4. 慢洗 40 min 73μS/cm 6 噸 

5. 快洗 10 min 
1m : 5144 μS/cm 
5m :1327 μS/cm 
8m : 839 μS/cm 

4 噸 

6. 氣混一 20min 621.8 μS/cm 
第一次氣混排

水 

7. 滿水 約 5min 無 無 

8. 氣混二 20 min 19.37 μS/cm 
第二次氣混排

水 

9. 滿水 約 5min 無 無 

10. 洗清 10 min 0.72 μS/cm 2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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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樹脂塔再生廢水回收控制流程  

 

四、結論 

工研院受限於農田水利排放及環境保護的管制區域，為達成本院廢(污)水進場

限值規定在 1000 μS/cm 以下，於 101 年起陸續對廢水處理流程及純水再生處理進

行改善，其效益說明如下：  

1. 購置 80 噸 FRP 桶，提高本館高導電度廢水暫存容量，減緩廢水廠處理負荷。  

2. 廢水廠增設導電度控制，將不符合排放標準廢水先暫存至 80 噸暫存槽，並利

用導電度控制將高導電度廢水緩慢稀釋，廢水排放導電度低於 900 μS/cm 以

下，符合院部標準，圖 5 為改善前後廢水排放導電度比較圖。  

3. 重新檢討純水再生流程，將低導電度廢水分流回收再利用，可增加 4 噸 /次回

收水使用，減少高導電度廢水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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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廢水排放改善前後比較圖  

五、建議及改善 

對於如何減少高導電度廢水排出則為本廢水廠在處理上最大的課題，製程廢水

會依研發的多樣性排出不同的廢水，在處理與管理上較不易掌控，唯獨純水系統在

各廠運作上差異性較小，本廠純水系統採用 UF、RO 膜管搭配陰陽樹脂塔，系統運

作上相當穩定，只須適時進行 UF、RO 膜管藥洗與陰陽樹脂塔再生即可維持穩定的

產水水質，而該純水系統最大缺點在於再生時的高導電度廢水排出，本廠平均每週

再生一次，雖已將低導電度廢水進行回收，每次再生仍會產生 11 噸的高導電度廢

水，對此未來將著重在運用連續電離子技術(Electro-deionization) [1]取代目前的陰陽

樹脂塔，利用電透析與離子交換技術達成去除水中離子之目的，期望減少 60%的再

生高導電度廢水排放，減少廢水廠處理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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