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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處理技術 

淨水場之實廠操作成果研究 
 

賴逸嵩*
 

 

摘  要 

本研究以大湳淨水場為標的，針對自來水場於功能試車期間所進行之各項試驗

成果做一說明，包括：瓶杯試驗、實廠加藥成果、二段式加藥模式、沉澱池出水水

質與快濾池操作之關係等。並對水場未來可能面臨之水質標準提高及影響作一說

明。  

測試結果顯示：瓶杯試驗模擬可以結合實廠操作獲得相當良好之水質；其中沉

澱池出水水質穩定，濁度維持在 1.6NTU 以下。二段式加藥模式有別於傳統單段加

藥，使出水水質更加穩定並有減少加藥之潛力。良好之沉澱池出水 (濁度≦1.6NTU)

可減輕快濾池負荷，確保出水品質 (濁度≦0.3NTU)；其耗水率均在 2.6%以下，相

對反沖洗之操作成本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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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大湳淨水場原先既設一二期廠供水量為 300,000CMD，為供應桃園地區主要水

廠之一，隨著都市之發展已有供水不足現象。自來水公司大湳淨水場本次擴建新增

三期廠 150,000CMD 之規模，並提高出水標準(清水及沉澱池出水)。除了前述較高

之出水標準外，與其他自來水公司現有淨水場不同者尚包括：1.設有沉砂池、沉泥

池之前處理單元 2.設有二段式加藥機制。以下茲針對大湳三期淨水場在實廠操作成

果作一介紹，以供讀者參考。  

 

二、背景資料 

2.1 水源水質 

大湳淨水場為一地表水處理廠，原水取自桃園大圳及鳶山堰，其中桃園大圳取

水量可達 30 萬 CMD，經導水箱涵輸送至一期原水抽水站再經∮2000mm 導水管線

重力流至三期原水抽水井；鳶山堰原水經泵浦及尖山中繼加壓站二次加壓，經∮

1500mm 導水管線泵送至本期原水進水井，取水量可達 35 萬 CMD。桃園大圳水源

來自石門水庫之後池、鳶山堰水源來自後池堰下游 19 公里以及三峽與鶯歌鎮交界

大漢溪之中游上；均屬石門水庫系統。  

由於大湳淨水場水源來自地表水，因此水質會受季節、天候、地形及地質之影

響；在豐水期大量原水沖刷河床下通常會造成濁度升高現象。由大湳給水廠逐月平

均濁度圖如圖 1 顯示：在 6~10 月豐水期時濁度較高，11~5 月枯水期時濁度較低。

本計畫功能試車期程 (為 10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2 年 12 月 14 日)已進入枯水期，

進流井原水平均濁度在 6~50NTU 間，如圖 2 所示，pH 在 7.8~8.0 間。  

 

2.2 淨水處理設施 

大湳淨水場為一傳統式自來水處理廠，其平面配置圖如圖 3 所示。本淨水處理

流程包括：沉砂、沉泥、混凝、膠凝、沉澱及快濾；處理好之水排至場內清水池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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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貯存，並經各加壓泵浦、各清水壓力管線送至各區配水池，為大桃園區主要之給

水廠之一。大湳淨水場採分期擴建方式辦理供水規模之提升，三期擴建工程除了增

設 150,000CMD 之淨水處理場外，並新設處理規模為 450,000CMD 之沉砂池及沉泥

池前處理單元，以提高淨水場之供水能力。三期處理設施與一二期不同者尚包括快

濾池之型式：其中一二期採表面水洗之綠葉式快濾池，三期採氣洗+水洗之 V 型

(Aquazur 型)快濾池。前處理單元之設計資料統計如表 1 所示；各期之設計資料統

計如表 2 所示。  

 

圖 1  大湳給水廠 100 年原水逐月平均濁度圖  

 

 

圖 2  大湳給水廠 102 年原水 11 月份平均濁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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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湳淨水場平面配置圖  

沉砂池  

沉泥池  

膠凝池  
沉澱池  

快濾池  
快混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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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湳淨水場前處理單元設計資料表  

               規格        

單元設備    
規格 

設計處理量(CMD) 450,000 

沉砂池 

池數 8 

每池尺寸 18.2x36.0x6.57(WD) 

水力停留時間(Hr) 1.84 

沉泥快混池 

池數 2x2小池 

每小池尺寸 
4.8x4.8x5.43(WD)/ 

4.8x6.4x5.41(WD) 

G值(s
-1

) 465/350 

GT 44,650 

沉泥池 

池數 8 

每池尺寸 12.95x56.2x5.33(WD) 

水力停留時間(Hr) 1.66 

傾斜管面積(M
2
) 496 

傾斜管總面積(M
2
) 3,968 

 

表 2  大湳淨水場各期設計資料表  

           各期規格             

單元設備    
第一期規格 第二期規格 第三期規格 

設計處理量(CMD) 150,000 150,000 156,000 

快   

混  

池 

池數 1x1小池 1x1小池 2x2小池 

每小池尺寸 3.35x3.35x3.10(WD) 3.6x3.35x3.10(WD) 
3.0x3.0x2.28(WD)/ 

3.0x3.0x5.40(WD) 

G值(s
-1

) -- -- 625/330 

GT -- -- 31,890 

膠 

凝 

池 

池數 4x3小池 4x3小池 8x3小池 

每小池尺寸 4.6x3.53x3.76(WD) 4.6x3.53x3.76(WD) 6.0x6.1x5.02(WD) 

G值(s
-1

) 40/28.6/10.1 40/28.6/10.1 55.37/38.28/23.44 

GT 11,073 11,073 9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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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湳淨水場各期設計資料表(續) 

           各期規格             

單元設備    
第一期規格 第二期規格 第三期規格 

設計處理量(CMD) 150,000 150,000 156,000 

沉 

澱 

池 

池數 4x3小池 4x3小池 4x3小池 

每池尺寸 9.36x21.0x3.50(WD) 9.36x21.0x3.50(WD) 13.3x60.8x4.42(WD) 

水力停留時間(Hr) 0.44 0.44 2.2 

傾斜管面積 

(M
2
) 

103.1 103.1 571.9 

快 

濾 

池 

型式 綠葉改良式 綠葉改良式 V型(Aquazur型) 

池數 8 8 12 

設計濾率(M/day) 180 180 110 

濾層 
50cm濾砂+ 

25cm無煙煤 

50cm濾砂+ 

25cm無煙煤 
100cm濾砂 

濾砂有效粒徑(MM) 0.6±0.05 0.6±0.05 0.8±0.05  

濾砂均勻係數 Cu ＜1.5 ＜1.5 ＜1.5 

無煙煤有效粒(MM) 1.0±0.1 1.0±0.1 -- 

無煙煤均勻係數 Cu ＜1.7 ＜1.7 -- 

 

三、混凝膠凝處理 

3.1 混凝膠凝處理機制 

原水中常含有懸浮固體、膠體微粒、溶解性有機物等雜質，不適於直接飲用；

因此在自來水場傳統處理程序會添加以化學藥品，以混凝膠凝機制破壞此些微細顆

粒間之穩定性，形成較大膠羽後以固液分離方式將雜質去除。混凝膠凝之處理機制

主要包括有 4 種：1.電雙層壓縮(Double Layer Compression)；2.電價中和(Charge 

Neutralization)；3.架橋或吸附作用(Bridging/Adsorption)；4.沉澱掃曳( Enmeshment ; 

Sweep Coagulation)；在實廠操作混凝膠凝時，通常是由 2 種以上之機制同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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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混凝膠凝模擬 

瓶杯試驗(Jar Test)是控制混凝劑加藥量最好之工具，模擬之重點在於與實廠操

作條件越接近越好，其中實驗用混凝劑係採目前水場內所使用藥劑 -多元氯化鋁

PACL(Poly Aluminum Chloride)經稀釋 100 倍後使用。本計畫於功能試車前及期間

依水質特性進行瓶杯試驗；其中水質之混凝、膠凝模擬系依據實廠之設計參數而規

畫，茲說明如下： 

3.2.1 淨水混凝模擬  

混凝(Coagulation)目的在經由加入混凝劑(Coagulant)，以破壞表面帶電荷之膠

體顆粒或懸浮固體物之穩定性；快混(Flash Mixing)為其中主要之程序，目的在於提

供混凝劑與膠體微粒充分的混合。依 Susumu
[1]

 p.88，GT=500~1,600 即有很好之混

凝成果。依 Zeta Meter Inc.
 [2]，速度梯度 G 值 300~1,200 併同水力停留時間 20secs~

數分鐘可以獲得良好之沉澱掃曳(Sweep Coagulation)效果。  

1.快混池 1其 G1=625 s
-1，T1=22.7sec，V=3x3x2.28M。 

2.快混池 2其 G2=330 s
-1，T2=53.7sec，V=3x3x5.40M。 

3.設計 Gavg=478，GxTavg=31,890。 

4.實廠模擬 Jar Test採 G=530,T=60secs,GT=31,800 at 23℃。其所對應之杯瓶凝集機轉速為

280rpm。 

3.2.2 淨水膠凝模擬  

膠凝(Flocculation)目的在經由緩慢攪拌，增加顆粒間碰撞次數，以形成較大膠

羽以利沉澱分離。依 Susumu p.121：速度梯度 G 值呈遞減 70~10，併同水力停留時

間 20~40mins 可以獲得良好之膠凝效果。  

1. 膠凝池 1其 G1=55.37 s
-1，T1=814.07sec，V=6x6.1x5.02M。 

2. 膠凝池 2其 G2=38.28 s
-1，T2=814.07sec，V=6x6.1x5.02M。 

3. 膠凝池 3其 G3=23.44 s
-1，T3=814.07sec，V=6x6.1x5.02M。 

4.設計 Gavg=39.03，總水力停留時間=40.7min，GT=95,311。 

5.實廠模擬 Jar Test採 G=53,T=30min,GT=95,400 at 23℃。其所對應之杯瓶凝集機轉速為

57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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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沉泥混凝模擬  

大湳淨水場前處理單元之沉泥池僅設快混池未設膠凝池，屬不完整之混凝膠凝，

因此無法準確推估膠凝效果。茲以凝集試驗機最小轉速作為膠凝 G 值參考值；即

杯瓶凝集機轉速為 10rpm，慢混 20 分鐘。  

1.沉泥快混池 1其 G1=465 s
-1，T1=48sec，V=4.8x4.8x5.43M。 

2.沉泥快混池 2其 G2=350 s
-1，T2=63.8sec，V=4.8x6.4x5.41M。 

3.設計 Gavg=408，GTavg=44,657。 

4.實廠模擬 Jar Test採 G=370,T=120secs,GT=44,400 at 23℃。其所對應之杯瓶凝集機轉速為

200 rpm。 

3.3.4 最佳混凝劑加藥量  

1.取試驗原水約 2L(2000ml)置入燒杯中，一共準備六瓶水樣。 

2.正常程序：以 H2SO4或 NaOH調整原水，使水樣 pH 值達前述最適混凝 pH試驗所得之

最佳值。由於淨水場只設補充鹼度折損之 NaOH(原水於 pH＜7時添加)，加上試車期原

水偏鹼性，茲予以省略。 

3.以前述試驗所得之初步混凝劑量為中心，各酌量增減些微混凝劑量加入至燒杯內水樣

中。 

4.沉泥池以瓶杯試驗機 200rpm 快混 2 分鐘，20rpm 慢混 20 分鐘。沉澱池以瓶杯試驗機

280rpm快混 1分鐘，57rpm慢混 30分鐘。 

5.停止瓶杯試驗機靜置 30 分鐘；觀察各燒杯膠羽沉降情形並取樣分析原水上澄液殘留之

濁度。沉泥池目標處理水質為濁度≦10.0NTU。沉澱池目標處理水質為濁度≦2.0NTU。 

各瓶杯試驗結果代表性加藥成果圖如圖 4~8 所示、高濁度水加藥曲線如圖 9、

高濁度水加藥曲線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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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結果一  

 

 

圖 5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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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結果三  

 

 

圖 7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結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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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結果五  

 

 

圖 9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高濁度水加藥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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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低濁度水加藥曲線  

 

3.3 混凝劑加藥量之比較 

在進行瓶杯試驗階段曾以淨水場一二期之加藥率進行測試：分別以 15、20、

25、50、60、70mg/L 之加藥量進行試驗，發現低濁水採較低之加藥率處理效果並

非十分好；加藥量 15~25mg/L 時上澄液濁度仍在 2.78~4.66NTU 間，加藥結果如圖

11 所示。試車期間檢測一二期實廠操作成果，發現原水濁度 10NTU 左右時沉澱池

出水在 3.32~5.92NTU 間，同樣有濁度偏高現象，其結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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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大湳給水廠瓶杯試驗結果六  

 

表 3  大湳給水廠一二期處理水質表  

 項目 

 

日期 

原水濁
度(NTU) 

一期沉
澱池出
水濁度
(NTU) 

二期沉
澱池出
水濁度
(NTU) 

一期快
濾池出
水濁度
(NTU) 

二期快
濾池出
水濁度
(NTU) 

PACL

加藥率
(mg/L) 

1021125 10.3 4.32 3.32 0.14 0.29 14.4 

1021126 13.9 4.06 6.99 0.07 0.27 16.6 

1021127 10.2 5.92 5.90 0.10 0.25 15.0 

1021128 8.51 1.35 3.64 0.13 0.18 11.1 

1021129 10.7 4.76 5.14 0.07 0.23 14.7 

1021203 10.5 5.83 3.89 0.07 0.23 15.1 

 

3.4 二段式加藥之研究 

大湳淨水場之二段式加藥模式係分別於沉泥池進水井、混凝池進水井處設加藥

管線加藥，經混凝、膠凝後分別於沉泥池及沉澱池進行固液分離。是否啟動沉泥池

之第一段加藥取決於原水之濁度：當原水濁度屬高濁度(≧80NTU)，採二段式加藥；

當原水濁度屬低濁度(＜80NTU)，採單段式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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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式與目前國內外學者採二階段混凝(Two Stage Coagulation)
[7]、多階段混凝

之加藥模式不同；該研究係在各階段之快混池設加藥管線，將總加藥量分不同比例

分別加入各快混池。  

以大湳淨水場之水質而言係考慮：高濁度水經由沉泥池前處理單元之第一段混

凝劑加藥處理，以去除可經由電價中和形成較大膠羽之懸浮物質。經第一段加藥處

理後之水濁度約為 10~20NTU，再進入混凝、膠凝、沉澱程序以進行第二段混凝劑

加藥處理，以經由沉澱掃曳作用去除膠體微粒，其處理水濁度為低於 2NTU。如此

二段式加藥提供一更加穩定之水質處理環境，以及具備更大處理範圍(更高濁度)之

優點。此外在試車期間由瓶杯試驗成果顯示：二段式加藥模式之加藥量有較單段式

加藥模式為低 45~72mg/L 之現象，其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大湳給水廠二段式加藥量比較表  

項目 

原水濁度 

沉泥池第一段加藥 

(mg/L) 

沉澱池第二段加藥 

(mg/L) 

總加藥量
(mg/L) 

360NTU 
0 255 255 

130 75 205 

435NTU 
0 270 270 

145 75 220 

525NTU 
0 295 295 

159 75 234 

715NTU 
0 330 330 

183 75 258 

 

3.5 實廠加藥之特性 

本計畫所進行之瓶杯試驗雖然係於可控制條件之實驗室所辦理，較之實廠有較

理想之環境；惟沉泥池及沉澱池均設有傾斜管具備巨大之比表面積，對於細小之膠

體微粒可進一步去除，因此實際加藥量通常會較瓶杯試驗為低。實廠操作修正之加

藥曲線如圖 12 及 13 所示。  

由於實廠水質水量是呈現動態變化，瞬間測出結果僅能代表其趨勢，因此加藥

量之反應宜考慮平均值。再者加藥至反應完成有時間之落差，亦即從混凝膠凝至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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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沉澱池會有數小時之延遲；在水質變化大時，加藥調整必須等待些許時間才能出

現效果，此些要點均是在實廠操作應有之認知。  

 

 

圖 12  低濁水建議加藥曲線  

 

圖 13  高濁水建議加藥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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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濾處理 

4.1 過濾處理機制 

經沉澱處理後之水因仍帶有細微膠體微粒雜質，通常須經過濾之程序以達飲用

水標準。過濾之處理機制主要包括有 6 種：1.攔除(Straining)；2.慣性衝擊(Inertia 

Impaction)； 3.吸附作用 (Adsorption)； 4.重力沉降 (Sedimentation)； 5.吸收作用

(Absorption)；6.生物作用(Biological Action)；在實廠操作時與混凝膠凝相似，通常

是由二種以上之過濾機制同時發生。  

隨著過濾之進行雜質不斷累積在濾床間隙，造成過濾水頭之損失；當累積達到

臨界點時雜質會穿出(Break Through)，造成過濾水質的劣化。為使濾床恢復原有之

過濾功能，必須以過濾水或空氣反向沖洗濾床 (Back Wash)；因此正常操作快濾池

須注意其臨界點並事先進行濾床之清洗。  

4.2 實廠過濾成果 

大湳三期淨水場設有 12 池單層濾料快濾池，為具備氣洗、氣洗+水洗及水洗功

能之 V 型快濾池。本單元控制反洗之機制包括有濾程(Filter Run)及水頭損失(壓差)：

PLC 根據濾池的優先秩序，組成一個等待反沖洗之濾床組。每次反洗只進行一池濾

床之清洗，不允許兩個濾池同時進行反洗；當一床濾池正在反洗時，其它濾池請求

反沖洗的信號則存入 PLC 中，然後再按儲存秩序，對濾池依序進行反洗。  

由實廠操作心得：當沉澱池出水之濁度越低，相對進入快濾池之固體負載會較

低；由於沉澱池出水水質良好，通常反沖洗時機係由濾程控制。就反沖洗機制而言，

適當提高氣洗+水洗(至少 5 分鐘)操作時間，可提高濾床之清潔度。  

三期快濾池設計濾率為 110M/day，因此配合較佳之沉澱池出水水質可以適度

提高其濾率。由實廠操作成果顯示：配合沉澱池處理水在濁度 1.6NTU 以下，快濾

池出水濾率在 164M/day 以下均能獲得濁度 0.3NTU 以下之水質。由於實廠出水量

需配合水廠之調度需求，無法如同實驗室有完整控制條件；由濾率與出水濁度之成

果探討其相關性似乎不大，如圖 14 所示。試車期間沉澱池出水與快濾池出水之濁

度關係圖，如圖 15、16 所示；其中沉澱池出水濁度在 0.46~1.85NTU 間、快濾池出

水濁度在 0.05~0.33NTU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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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快濾池反洗廢水量之比較 

快濾池反洗廢水量與進流水濁度、濾床乾淨度、過濾水標準、反洗之流體種類

有密切關係。本研究暫以沉澱池出水濁度作為觀察指標：發現三期快濾池因進流之

處理水濁度低，相對濾床反洗頻率低；耗水率低約為 1.53~2.58%且耗水率與處理水

量成正比傾向。一二期快濾池因進流之處理水濁度較高 (詳表 3-1)，相對濾床反洗

頻率高；亦即耗水率高，約為 5.07~6.04%，其結果如表 5 所示。由於耗水率高相對

反沖洗泵浦之操作頻率高，代表耗電量亦會較高。  

表 5  大湳給水廠各期耗水率比較表  

   項目 

 

日期 

沉泥池至
一期之流
量(CMD) 

沉泥池至
二期之流
量(CMD) 

沉泥池至
三期之流
量(CMD) 

一二期廢
水處理量

(CMD) 

一二期
耗水率

(%) 

三期廢
水處理
量(CMD) 

三期 

耗水率
(%) 

1021125 51,112  52,103  239,023  6,235  6.04  5,544  2.32  

1021126 51,292  52,082  239,979  5,604  5.42  6,184  2.58  

1021127 104,685  50,994  170,535  9,227  5.93  3,645  2.14  

1021128 90,934  92,095  179,865  9,282  5.07  2,893  1.61  

1021129 95,351  95,367  177,402  9,707  5.09  2,775  1.56  

1021130 89,797  90,441  179,193  9,559  5.30  2,740  1.53  

 

 

圖 14  快濾池出水濁度與濾率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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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大湳給水廠 102 年 10~12 月沉澱池及快濾池出水濁度圖一  

 

 

 圖 16  大湳給水廠 102 年 10~12 月份沉澱池及快濾池出水濁度圖二  

 

五、處理水質標準之未來趨勢 

5.1 淨水低濁度之需求 

由各種研究顯示：飲用水中若受隱孢子蟲 (Cryptosporidium)、梨型蟲(Giardia)

等致病菌污染，感染後會造成輕度的到嚴重的腹瀉、失水、腹絞痛及輕微的發燒症

狀。原水中若存在前述致病菌，因其具備抗氯性高特性，只依靠傳統加氯程序並無

法完全去除；亦即過濾水所殘存濁度與致病菌之數量有呈正比之傾向。美國 EPA
[4]

指出濁度可提供病菌作為食物及屏障之來源；此些濁度未去除可能促使病菌在配水

系統再次之滋生，嚴重時會造成水媒疾病(waterborne disease)之漫延。  

本計畫規定：沉澱池出水濁度≦4.0NTU 及清水正常出水量時濁度≦0.5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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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出水量時濁度≦1.0NTU；即為提高飲用水標準之開端。  

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自民國 96 年起即內部規定：快濾池過濾水在 95%之頻率

下必須滿足濁度＜0.2NTU、單一過濾池任意時刻過濾水必須滿足濁度<0.3NTU；並

且沉澱池出水在 95%之頻率下必須滿足濁度＜2.0NTU。  

美國 EPA 對地表水自來水廠之要求包括：1.快濾池出水濁度每個月統計其小

於或等於 0.3NTU 之樣本數至少為總樣本數之 95﹪。2.快濾池出水濁度任一時間不

得大於 1NTU。美國 EPA
[4]也對快濾池出水濁度與致病菌去除率關係進行研究，顯

示：快濾池出水濁度控制在 0.3NTU 以下有很好之病菌去除效果。  

在健康意識抬頭下，民眾對於飲用水之要求標準會越來越高。因此預期未來清

水水質之濁度要求會更加嚴苛。大湳淨水場三期廠在功能試車階段已證明：沉澱池

出水濁度控制在 1.6NTU 以下、經快濾池過濾(濾率在 164M/day 以下)後，其濁度可

滿足 0.3NTU 以下之標準。  

 

5.2 淨水總鋁之考量 

目前國內之飲用水標準並未納入總鋁，惟在國人對健康意識之殷切期盼以及與

世界接軌之潮流促使飲用標準有提高之必要。環保署已於日前公告「預告修正飲用

水標準第三條草案」：其中第三款化學性標準第三目為「影響適飲性、感觀物質」，

並於其下增列「鋁」於第十二次目，標準為 0.2 毫克／公升，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一

日施行。  

由於鋁為自然存在於土壤及岩石之金屬，為構成地表之主要成分之一；當來自

地表水之水源，其通過路線有鋁金屬之成分存在時，其水質總鋁含量可能就較高。

由文獻回顧：總鋁係由溶解性鋁 (dissolved aluminum)及顆粒性鋁 (particulate 

aluminum)所構成，PACL 之加藥量與顆粒性鋁含量有成正比之傾向，而顆粒性鋁又

容易於過濾階段大部分去除 [8]。此外，飲用水中殘餘鋁含量與清水之 pH 值、濁度

等參數相關。國外研究 [6]顯示：清水之濁度控制在 0.15NTU 以下，殘餘鋁含量可達

0.1mg/l 以下。高鹼度水加少量混凝劑(pH＞8)或低鹼度水加超量混凝劑(pH＜6)均可

能提高殘餘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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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比對 PACL 加藥量對總鋁之影響，於試車期間 1021001 曾檢測沉澱水之濁度

為 1.8NTU、過濾水之濁度為 0.2NTU、過濾水總鋁含量為 0.016mg/l，為低於標準

值；間接證明快濾池效率之提高可同時大部分去除顆粒性鋁。但由於測試樣本太少，

且採簡易檢驗方法；實廠加藥與殘餘總鋁之課題仍有待吾人進一步研究。目前只能

推論：在原水總鋁含量不高之條件下，配合良好操作之過濾程序，通常殘餘總鋁含

量均能較低。  

 

六、結論與建議 

1.隨著國人對健康意識之重視，飲用水標準逐漸提高已為一必然趨勢；其中濁度為衡量水

質優劣之一重要指標。由於過高之沉澱池出水濁度容易造成濾床之阻塞，可能造成快濾

池出水品質不佳、濾程縮短、反沖洗廢水量增加等問題；因此配合飲用水標準之提高，

淨水場也應同時會要求降低沉澱池出水之濁度。由實廠操作經驗顯示：適當控制加藥量，

沉澱池出水可滿足濁度≦1.6NTU，相對而言可確保過濾水出水濁度≦0.3NTU 。     

2.淨水場採二段式加藥之模式由實廠測試成果顯示為一可靠之處理程序：具備水質穩定、

加藥量較單段為低、可有效處理高濁度水之優點。大湳淨水場原設定為當原水濁度高於

80NTU 時啟動二段式加藥；由本場枯水期時低濁水期長之特性，未來可考慮當原水濁

度高於 30NTU時啟動二段式加藥，並由實廠操作成果驗證其可靠度。 

3.隨著快濾池效率之提高，顆粒性鋁亦可同時大部分去除，相對而言快濾池出水之總鋁含

量亦能同時降低。然而鋁元素普遍存於地表，對於地表水水源之含鋁量並不易估算；因

此為因應水質標準對總鋁之要求，建議增加總鋁含量之檢測，以掌握並適時調整操作參

數；而實廠加藥與殘餘總鋁之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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