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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呼吸儀評估 ABS 製程廢水厭氧生物處理

之可行性 

洪瑞敏*、盧至人** 

摘     要 

本研究利用氣泡式呼吸儀進行厭氧生物產氣活性試驗，針對丙烯腈-丁二烯-苯

乙烯(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ABS) 樹脂製程廢水進行厭氧生物處理的可行

性評估。結果顯示，ABS 製程廢水採行厭氧生物處理的 TOC 及 COD 最大去除率約

為 68%及 66%，驗證生物厭氧處理的可行性。惟實驗結果亦顯示，除原水質條件經

稀釋為 60%的態外，廢水原水質條件對未經馴化的厭氧微生物具有抑制作用，因

此，反應槽操作馴化初期，應控制進流廢水的水質於未受抑制的水質條件，方可有

利於厭氧菌種的馴化與啟動；而經馴化的菌種則可避免在有效的停留時間內無法厭

氧降解污染物，進而降低後續處理系統的負荷及操作成本。其次本研究亦發現，浮

除處理對 ABS 樹脂製程廢水中的 SS 及 COD 去除效果有限，去除率分別約僅有 33%

及 28%，但若將經浮除處理的水樣經靜置後，廢水中的懸浮固體多可浮於水面， SS

去除率可見大幅提升，建議後續可針對此議題進行物料回收的可行性探討。  

 

【關鍵字】氣泡式呼吸儀、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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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合成樹脂工廠廢水特性因產品製程及管理等因素而有非常大的變異；廢水的水

質，除了含有原料、輔料、中間製品以及成品之化學物品外，可能尚有油類、酸鹼、

鹽類、硫化物、氫化合物及有毒物質（酚、重金屬、氰化物及溶劑）等污染物質，

顯 現 廢 水 中 污 染 物 質 之 複 雜 性 與 變 化 性 。 其 中 ， 丙 烯 腈 - 丁 二 烯 - 苯 乙 烯 樹 脂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resin, ABS resin) 製程廢水，可能出現的化合物包括

丙烯腈、苯乙烯、丁二烯 3 種單體及其共聚合物，另外於 ABS 製造過程中所添加

之混合劑 (如甲苯或甲基乙基酮 )、觸媒及乳化劑等亦可能出現在廢水中 (彭欽鑫 , 

2001)。此外，ABS 廢水亦可能以胺基或氰基之有機氮形式存在，由於少部分胺基

經水解形成氨氮，加上氰化物所帶之氰基(-CN)，將使微生物產生毒性並導致生物

不易分解之特性，從而增加生物處理上之困難度(Yanase et. al, 1985)。至於 ABS 樹

脂製程廢水中所含丙烯腈濃度為 185∼292 mg/L、丙烯醯胺濃度為 79∼85 mg/L、丙

烯 酸 濃 度 為 42∼68 mg/L 、 有 機 氮 為 478∼880 mg-N/L 、 COD 為 3,677∼6,985 

mg/L( Chen and Cheng, 1996)(陳文欽 , 1997)(陳文欽，鄭幸雄 , 1999)。  

目前 ABS 製程廢水之生物處理，雖可採活性污泥法、旋轉生物盤法(RBC)、

連續批分式(SBBR)、固定化生物濾床、流體化床、厭氧-好氧程序(AO)、厭氧-好氧

-厭氧程序(A2O)等，但現今仍以活性污泥法最為普遍。傳統活性污泥法處理有機氰

化物廢水，若以稍低於正常操作條件之濃度進流馴化，即能有效地將氰化物中之氮

轉變成氧化態之氮  (Ludzack et. al, 1961)。研究指出，脫氮活性碳流體化床之固定

生物膜於長期馴養下，對於 ABS 樹脂製程廢水中有機氮化物具有良好裂解氨化能

力，最高有機氮氨化量可達 0.82 kg N/m3-day，氨化效率達 95%以上(陳文欽 , 1997)；

另由電解呼吸儀所進行之分解機制中發現，馴化之好氧污泥對丙烯腈之分解能力極

佳，6 小時內即可將 500 mg/L 之丙烯腈分解(鄭幸雄 , 1996) 。惟因 ABS 製程廢水

除含難分解的苯環類化合物外，亦存在大量未反應完成之氮化物，加上污泥沉降性

不佳及曝氣所產生之揮發性有機氣體，以致大幅增加 ABS 廢水使用好氧生物處理

上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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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即在評估 ABS 製程廢水採厭氧生物處理之可行性。一般而言，厭

氧生物處理程序的生物活性可以產氣量或產氣率為指標，當廢水與厭氧污泥混合

時，廢水中的有機性污染物會經由厭氧微生物進行發酵反應而被生物降解，最後產

生生物氣體（Biogas）排放，而生物氣體的主要成分包括二氧化碳與甲烷，因此藉

由偵測產氣率，可檢視厭氧生物反應之反應速率及微生物的活性，俾評估厭氧生物

處理的可行性。  

二、研究架構與方法 

2.1 水質分析 

水質分析項目，包括溫度、pH、溶氧、TOC、COD、SS 等，均依照 Standard Method

第 19 版所列之方法(APHA, 1985)。本研究採用美國 CES (Challenge Environmental 

System)公司製造，型號 ANR-200 型之氣泡式呼吸儀進行生化產氣試驗之設備；進

行步驟則是將取得之厭氧污泥，分別加入以 ABS 製程廢水為碳源基質的反應瓶中，

以無氧水稀釋並通以氮氣維持無氧環境後，再啟動氣泡呼吸儀記錄其厭氧產氣量並

分析反應前後各項水質。  

2.2 實驗設備 

呼吸儀係為偵測生物活性及毒性的有效工具之一，其中氣泡式呼吸儀是唯一能

同時用於偵測好氧活性與厭氧活性之呼吸儀(鄭幸雄等 , 1998、洪瑞敏 , 2010)。本研

究使用之氣泡式呼吸儀設備如圖 1 所示，其基本原理係針對生物好氧反應所需供應

之氧氣或厭氧反應所產出之氣體，經由 U 形管設計將氣體轉換為顆粒狀的微小氣泡

後 ， 先 以 光 發 射 源 （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及 光 敏 偵 測 器 （ Photoresistor 

Detectors, PSD）組成的氣泡訊號感測器偵測(LED Bubble Detecter)，再以電腦連線

計數氣泡並轉換成即時的累積攝氧量數據或產氣量數據，以監測反應瓶內的即時生

物反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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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採用之氣泡式呼吸儀設備及其操作原理示意圖(洪瑞敏, 2003) 

2.3 實驗設計 

為探討目標廢水的厭氧生物處理可行性並評估是否具有生物毒性或抑制性，本

試驗利用氣泡式呼吸儀實驗分析 2 股 ABS 製程廢水，分別為標示 C-148 及 3000-T

水樣，進行 20%、40%、60%、80%原水水質的稀釋及 100%的原水樣，再添加取自

中部某污水處理廠的厭氧污泥，進行生物厭氧降解的試驗(此污泥並未以此標的廢

水馴養過)。以氣泡式呼吸儀監測厭氧生物產氣量在不同稀釋條件試驗下的產氣量

及產氣率，藉以評估厭氧生物之活性。  

試驗規劃包含 3 組植菌控制組(SC50、SC100、SC150)，1 組稀釋水空白組(Bk)與

3 組不同倍率的廢水稀釋樣品組(C20 ~ C100、Cf20~Cf100 及 T20~T100)，共計 19 組樣品，

其中 C 表示 C-148 原水樣，Cf 表示 C-148 水樣經簡易浮除前處理後的水樣，T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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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3000-T 之原水樣。各組所添加之水樣(Vs)、污泥(Vx)與稀釋水(Vdw)體積如表

1 所示，其中樣品組代號之數字即表示所添加水樣體積之毫升數(Vs)，各樣品之配

製總體積(Vt)皆為 250 mL，呼吸儀試驗體積(Vr)為 200 mL，其他 50 mL 取樣做為

總有機碳(TOC)、溶解性總有機碳(sTOC)、化學需氧量(COD)與溶解性化學需氧量

(sCOD)等化學分析所需之樣品量。本研究透過比較不同稀釋倍率的樣品組與植菌控

制組之厭氧生物產氣結果，據以研判水樣的厭氧生物降解活性並評估是否具有生物

毒性或抑制性。  

此外，本評估試驗另針對 C-148、Cf-148 與 3000-T 水樣分別進行 COD、sCOD

與 TOC、sTOC 等基本水質特性分析，以及針對上述 19 組呼吸儀樣品進行呼吸儀

試驗反應前與反應後水樣之 TOC 與 sTOC 分析，以做為輔助研判呼吸儀生物試驗

結果之依據。  

表 1 呼吸儀廢水厭氧生物處理可行性試驗設計表 

組別 
 
水樣體積 

Bk SC50 SC100 SC150 C20 C40 C60 C80 C100 

Vs/Vt % 0 0 0 0 20 40 60 80 100 
Vx mL 0 50 100 150 50 50 50 50 50 
Vs mL 0 0 0 0 30 60 90 120 150 

Vdw mL 200 150 100 50 120 90 60 30 0 
Vt mL 200 - - - 150 150 150 150 150 
Vr mL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表 1 呼吸儀廢水厭氧生物處理可行性試驗設計表(續) 

組別 
 
水樣體積 

Cf20 Cf40 Cf60 Cf80 Cf100 T20 T40 T60 T80 T100 

Vs/Vt % 20 40 60 80 100 20 40 60 80 100 
Vx mL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Vs mL 30 60 90 120 150 30 60 90 120 150 

Vdw mL 120 90 60 30 0 120 90 60 30 0 
Vt mL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Vr mL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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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討論 

本研究試驗所使用的厭氧污泥取自中部某二級生活污水處理廠的廢棄活性污

泥厭氧消化槽中的厭氧污泥，且未進行任何馴化程序，以做為廢水厭氧生物處理可

行性評估之植菌。至於採用一般厭氧污泥的主要原因則是考量使用未馴化的微生物

族群，以做為未來進行厭氧污泥馴化時的操作参考。  

3.1 ABS 製程水質特性分析 

表 2 為本次試驗水樣之水質特性分析結果，包括 pH、懸浮固體(SS)、化學需

氧量(COD)、溶解性化學需氧量(sCOD)、總有機碳(TOC)與溶解性總有機碳(sTOC)

分析結果。由 C-148 與 3000-T 2 組水樣的 SS、TOC、sTOC、COD 與 sCOD 水質分

析數據結果發現，當水樣中含有 SS 時，對於水質 COD 與 TOC 的分析干擾甚大，

由變異係數(Cv)的結果得知，水樣不均質的程度相當顯著，且 C-148 又遠較 3000-T

的不均質性更為顯著。而由溶解性 TOC 與溶解性 COD 與原水質的 SS、TOC 與 COD

的分析結果比較可知，每單位 mg 的 SS 約貢獻 0.81 mg TOC 或 1.7 mg COD，因此

若能有效去除系統的 SS，則可分別約降低廢水的 TOC 與 COD 值各 25%及 20%，

且 ABS 製程廢水中的 ABS 懸浮固體若能加以回收，尚可做為原物料使用，建議評

估其回收效益，加強廢水中的 SS 處理，評估回收的可行性。SS 主要是有機成分，

若能回收，除可減少浪費，亦可降低廢水處理系統的負荷及操作成本。  

表 2  ABS 製程廢水水質特性分析結果表 

組別

水質分析項目 
C-148 3000-T 

Avg Stdev Cv(%) Avg Stdev Cv(%) 

pH 原水樣 6.6 - - 6.8 - - 

SS (mg/L) 
原水樣 1,181  464  39.3 272  46.2 17 

浮除處理 789  241  30.6 - - - 

TOC (mg-C/L) 
原水樣 3,828  2,329  60.9 5,079  1,313 25.8 

浮除處理 3,363  1,830  54.4 - - - 

sTOC (mg-C/L) 
原水樣 2,869  203  7.1 4,669  350 7.5 

浮除處理 2,582  216  8.4 - - - 

COD (mg/L) 
原水樣 10,335  689  6.7 13,206  975 7.4 

浮除處理 8,981  496  5.5 - - - 

sCOD (mg/L) 
原水樣 8,335  389  4.7 12,206  975 7.4 

浮除處理 7,981  316  4 - - - 

Avg：平均值；Stdev：標準偏差；Cv：變異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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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浮除前處理 

由於 C-148 的水樣具相對多量的 SS，對後續實驗取樣及水質分析干擾甚大，

因此試驗增加 1 組簡易浮除處理後的水樣，再進行厭氧生物處理可行性評估試驗。

圖 2 是本試驗針對 C-148 及 3000-T 的水樣進行浮除處理的試驗操作情況照片。由

照片中可以發現 3000-T 的水樣無明顯的浮除效果，反映 SS 的去除情況不佳，因此

後續試驗並未針對 3000-T 的水樣進行浮除後水樣的厭氧生物處理試驗。圖 3 則是

經浮除處理後的 C-148 及 3000-T 水樣，經靜置於 1 L 的量筒中進行觀察，經 3 個

小時靜置後，C-148 的水樣中 SS 有明顯的浮除改善效果，去除效果明顯優於連續

操作時的情況，顯見未來規劃廢水處理程序時，可評估於浮除程序後，增加設置沉

澱槽，並採加深槽體的設計，利用中間進流、底層出流的方式，減緩水流擾動，藉

以提高浮除的去除效果。後續的厭氧生物處理可行性評估試驗則採用浮除後馬上進

行浮除筒下部的水樣採樣，以做為厭氧生物產氣試驗之浮除組水樣。  

表 3 為 ABS 製程 C-148 廢水浮除處理後水質分析結果，由表 3 可知，C-148

的水樣浮除處理對 SS 及 COD 的去除率分別為 33%及 13%，顯見廢水中仍含有高

濃度的溶解性 COD 存在，且有明顯的泡沫產生。由表 2 的數據亦可發現，浮除的

SS 去除效果有限，約僅 33%，明顯偏低；但經浮除靜置後，則可大幅提升 SS 及

COD 去除率達 92%及 67%。  



8 以呼吸儀評估 ABS 製程廢水厭氧生物處理之可行性 

圖 2 C-148 及 3000-T 浮除處理試驗照片 

 

圖 3 經浮除處理後之水樣靜置沉澱觀察照片 

  

C-148 3000-T 

C-148 C-148 3000-T 3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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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ABS 製程 C-148 廢水浮除處理後水質分析結果表 

組別 
項目 

原廢水 浮除處理 浮除處理後靜置 3 hr 

Avg Stdev 
Cv 
(%) 

Avg Stdev
Cv 
(%)

去除率

(%)
Avg Stdev

Cv 
(%)

去除率 
(%) 

SS 
(mg/L) 

1,028 164 16.0 687 85 12.4 33 87 5.4 6.2 92 

TOC 
(mg-C/L) 

1,536 190 12.4 1,349 149 11.0 12 429 38 8.9 72 

sTOC 
(mg-C/L) 

701 56 8.0 631 60 9.5 10 595 30 5.0 15 

COD 
(mg/L) 

4,028 589 14.6 3,501 424 12.1 13 1,345 124 9.2 67 

sCOD 
(mg/L) 

3,249 333 10.2 3,111 270 8.7 4 2,907 189 6.5 11 

Avg：平均值；Stdev：標準偏差；Cv：變異係數 

3.3 厭氧生物產氣試驗 

圖 4~圖 7 為 1 組稀釋水空白組(Bk)、3 組植菌控制組(SC)；15 組原水樣及浮除

處理後的 C-148 水樣及 5 組 3000-T 的原水樣，分別以不同水樣添加量，藉以調整

稀釋比分別為 0.2、0.4、0.6、0.8 及 1.0 等 5 個樣品組(稀釋比 0.2 ~ 1.0 分別對應 C20 

~ C100，其中數字代表水樣的稀釋百分比)。圖中的曲線則為氣泡式呼吸儀生物累積

產氣量(Gp)對時間(t)的變化圖。  

本實驗連續進行 240 hr，由圖 4 可知，稀釋水空白組幾乎沒有產氣，反映試驗

過程環境控制良好，無明顯污染現象。由植菌控制組(SC)則可見生物產氣試驗初期

並無明顯的遲滯現象，顯示厭氧污泥的活性良好，惟初期的產氣尚可觀察到添加的

污泥中仍含有部分有機質。另由圖 4 中 3 組不同污泥添加量的植菌控制組試驗結

果，可則估算出植菌量每單位 mL 約有 0.66 mL 的植菌產氣，因此可推估本次試驗

組植菌量為 50 mL，平均植菌組的產氣貢獻約為 33.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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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呼吸儀厭氧生物試驗植菌組累積產氣量(GP)逐時變化圖 

圖 5〜圖 7 分別是 3000-T、C-148 及經浮除處理的 C-148 水樣厭氧生物處理可

行性評估呼吸儀產氣試驗結果。由圖 5〜圖 7 可以發現，添加水樣後的試驗組均有

明顯的遲滯現象產生，產氣遲滯期約 48〜72 小時左右，此係因 ABS 樹脂製程廢水

中可能出現之化合物包括丙烯腈、苯乙烯、丁二烯 3 種單體及其共聚合物，而廢水

中所含之氮化合物主要以帶有胺基或氰基之有機氮形式存在，由於僅少部分胺基經

水解形成氨氮，加上氰化物所帶之氰基(-CN)對生物具有毒性抑制及生物不易分解

之特性，其次，稀釋倍率越高的水樣，其遲滯期愈見縮短，顯示原水樣中可能含有

抑制物質，反映當水樣稀釋後，可降低對厭氧生物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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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000-T 水樣厭氧生物處理累積產氣量(GP)逐時變化圖 

 

圖 6 C-148 水樣厭氧生物處理累積產氣量(GP)逐時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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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C-148 水樣浮除處理後厭氧生物處理累積產氣量(GP)逐時變化圖 

為確實比較產氣量與廢水添加量之關係，本研究針對各組分析反應前 COD 與

TOC，以及反應後 COD 與反應後 TOC 之所有數據彙整如表 4 所示。根據表 4 的試

驗結果可計算厭氧生物處理的 TOC 及 COD 降解量，並估算生物處理的 TOC 最大

去除率。3000-T 及 C-148 的 TOC 最大去除率分別約為 60%及 68%，而 COD 最大

去除率 3000-T 及 C-148 分別約為 60%及 66%，TOC 與 COD 的去除率相似，另由

高達 60%以上的 COD 削減率，可驗證 ABS 廢水具有厭氧生物分解的可行性。惟由

實驗數據顯示，初期操作時，若為本試驗之原廢水水質條件下，一般厭氧污泥於初

期有產氣遲滯的現象，而此現象可藉由馴化菌種進行改善，以避免在有限的水力停

留時間  (HRT)內無法厭氧分解污染物，進而增加後續處理系統的負荷及操作成本。 

表 4 呼吸儀厭氧生物活性試驗反應前後水質分析結果 

組別 
稀釋比例 

原水樣 厭氧處理 去除率(%) 
TOC 

(mg-C/L)
COD 

(mg/L) 
sTOC 

(mg-C/L) 
sCOD 
(mg/L)

TOC COD 

T100 (T-100) 762 1,981 726 1,827 4.6 7.8 
T80 (T-80) 610 1,585 558 1,456 8.4 8.1 
T60 (T-60) 457 1,189 231 618 49.4 48.0 
T40 (T-40) 305 792 145 426 52.6 46.3 
T20 (T-20) 152 396 61.3 161 59.8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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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稀釋比例 

原水樣 厭氧處理 去除率(%) 
TOC 

(mg-C/L)
COD 

(mg/L) 
sTOC 

(mg-C/L) 
sCOD 
(mg/L)

TOC COD 

C100 (C-100) 574 1,550 523 1,377 9.0  11.2 
C80 (C-80) 459 1,240 389 1,010 15.3 18.6 
C60 (C-60) 344 930 120 332 65.3 64.3 
C40 (C-40) 230 620 81.7 212 64.4 65.9 
C20 (C-20) 115 310 57.9 159 49.6 48.6 

Cf100 (Cf-100) 504 1,347 473 1,249 6.3 7.3 
Cf80 (Cf-80) 404 1,078 357 939 11.5 12.9 
Cf60 (Cf-60) 303 808 107 317 64.7 60.8 
Cf40 (Cf-40) 202 539 73.6 196 63.5 63.7 
Cf20 (Cf-20) 101 269 32.8 98.2 67.5 63.6 

3.4 ABS 廢水厭氧處理毒性效應 

至於廢水對厭氧生物的毒性抑制效應，則以淨產氣量與 TOC 或 COD 去除總量

的比值，亦即 TOC 及 COD 的產氣當量，以釐清廢水水質是否對厭氧生物污泥具有

抑制性。圖 8 及圖 9 分別呈現 TOC 及 COD 的產氣當量與稀釋比例的關係，由圖中

可發現，在原廢水的水質條件下，厭氧生物污泥在經 240 小時試驗後，扣除植菌控

制組產氣量的淨產氣量，在不同稀釋條件下的 TOC 及 COD 去除量，再計算 TOC

及 COD 的產氣當量值分別約為 2.0 mL/mg-TOC 及 0.7 mL/mg-COD。而由產氣當量

值在 0.2~0.6 的稀釋比例條件下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性，可知在此稀釋條件下的廢水

水質對厭氧生物污泥並無明顯的毒性抑制作用。惟當稀釋比例提高到 0.8 以上，則

產氣當量呈現降低的趨勢，反映系統的厭氧生物活性已被抑制。另由圖中亦可發

現，廢水原水樣稀釋倍數越高，其產氣當量值較高濃度的廢水具有較高的轉換率，

其主因應是厭氧微生物的適應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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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呼吸儀厭氧生物處理試驗 TOC 產氣量當量與稀釋比例之關係 

 

圖 9 呼吸儀厭氧生物處理試驗 COD 產氣量當量與稀釋比例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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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為呼吸儀厭氧生物產氣率逐時分析圖，由圖中可以發現，最大的產氣率

發生時間點均在第 7 天左右，顯示非馴化菌種需要時間延時以適應廢水中的有機污

染物；另觀察不同的水樣稀釋比例，則可發現，若水樣未經稀釋，產氣率則有明顯

的降低，顯示厭氧微生物活性受到抑制。圖 11 係為各批次實驗中的最大產氣率觀

察結果，由圖 11 可以明顯發現，最大產氣率發生在水樣稀釋比例為 0.6，顯示原廢

水水質條件對厭氧生物有抑制作用，但仍具有生物可分解性，反映於原廢水稀釋為

60%的原廢水濃度條件下，可使原廢水有較佳的厭氧生物產氣率。  

 

 

 

圖 10 呼吸儀厭氧生物處理試驗產氣率(GP RATE)逐時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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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呼吸儀厭氧生物處理試驗最大產氣率與稀釋比例之關係 

另外，由於本試驗採用一般的厭氧污泥進行評估，菌種未經馴化，可能導致生

物處理能力無法即時發生作用，此亦可由圖 5〜圖 7 的產氣遲滯現象得到印證；再

者稀釋倍率越低的水樣，雖已經過 10 天的反應時間，厭氧產氣仍有持續進行的趨

勢，顯示 10 天的反應期尚未完全降解廢水中的有機物而持續產氣，反映厭氧生物

雖仍被抑制活性，但仍具降解能力，此或可能是微生物正在進行馴化的現象。  

四、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氣泡式呼吸儀進行生物厭氧產氣試驗，藉以評估 3000-T 及 C-148

兩股 ABS 製程廢水的厭氧生物處理可行性。由實驗結果可知，兩股 ABS 製程廢水

的原水樣對未經馴化的厭氧微生物具有明顯的抑制效應，惟此抑制效應可經由降低

原水水質條件(稀釋)以改善原廢水的抑制效應。  

而經稀釋後的水樣，估算厭氧生物處理的 TOC 最大去除率 3000-T 及 C-148 分

別約為 60%及 67.5%，而 COD 最大去除率 3000-T 及 C-148 則分別約為 60%及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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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提供試驗的兩股廢水 3000-T 及 C-148 均具有進行厭氧生物處理的可行性。但

進行厭氧生物廢水處理時，微生物菌種宜先進行馴養，以縮短微生物的遲滯現象。

另實驗結果可知，廢水原水質條件對厭氧微生物具有抑制作用，惟確切的生物毒性

作用機制(氨氮濃度或氰化物影響)仍待進一步釐清。然而，反應槽馴化操作初期，

應控制進流廢水的水質低於原廢水的 60%，俾利於厭氧菌種的馴化與啟動。而經馴

化的菌種則可避免水力停留時間  (HRT) 內無法厭氧分解污染物，進而降低後續處

理系統的負荷及操作成本。  

本研究另發現在試驗過程中，C-148 的廢水經浮除處理程序的效果有限，約僅

有 33%的 SS 去除率及 28%的 COD 去除率；惟將經浮除處理後的水樣靜置約 3 小

時後，廢水中的懸浮固體大多可浮於水面，SS 及 COD 去除率可大幅提高至 92%與

67%，建議後續可針對此議題進行物料回收的可行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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