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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中的溶解性鐵會受 pH 變化而有所不同，放流水規定之溶解性鐵以 10(mg/L)為限

制值，將 pH 控制成鹼性具有兩個面向與意義可以進行探討，其一是能夠將可溶性鐵轉

換成不可溶性鐵，降低水中離子型態鐵離子，再透過簡單過濾便可清除環境中可溶性鐵

汙染，另一方面，利用鹼性沉澱的特性，大多數轉換成可見之懸浮型態，可透過懸浮物

佔比評估，概算實際水中鐵成分濃度，環境中水鐵分析及取樣以常溫為主，試驗的溫度

皆在室溫下進行不改變，透過水樣模擬設計，以 1000ppm 的鐵離子濃度標準液進行稀

釋，使用 Fe(NO3)3 與純水配置，不考慮複雜基質干擾物共同作用，以放流水可溶性鐵規

範值的 20%作為本次觀察模擬試驗濃度上限(2ppm)，對比 pH 調整前的透明澄清狀態，

其透過 pH 調整後，2ppm 已具有非常明顯的水色變化，因此選定上限，依序逐步稀釋至

2ppm、400ppb、80ppb、16ppb、3.2ppb 及 0.64ppb，並使用 0.25%氨水進行調整 pH 為

9，過程中可發現紅棕色氫氧化鐵懸浮物逐漸產生並使水色混濁，取 1L 模擬水樣進行過

濾，將過濾前後水體進行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NIEA W313.54B)進行分析，在低濃度具

有較高準確度，懸浮物比例(%)=(1-過濾後濃度/過濾前濃度)*100%，考量到懸浮物比例

可能佔多數(接近 100%)，為方便衡量低濃度狀態，過濾後水樣鐵離子濃度分析結果可

能出現接近零值或無法進行定量計算的問題，當濃度出現未檢出時以偵測極限替代零值，

以最高懸浮物比例作為參考，定義最高懸浮物比例(%)=(1-過濾後濃度偵測極限/過濾前

濃度)*100%，從濃度值估算懸浮型態比例誤差，本次模擬試驗結果顯示在 1.62ppb~16ppb

的濃度範圍中，最高懸浮物比例為 80%，比例數值亦隨水中鐵離子濃度增加而大幅提升

至接近 100%左右，在鹼性環境下(或強制鹼性)，採用懸浮態作為簡易的總鐵濃度判斷

分析模式具有可行性，Fe(OH)3 在 25°C 的環境中(pH 為 8)，其鐵離子濃度僅約 2.2x10^-

12(ppb)，已遠小於 1ppb，與本次模擬試驗(pH 為 9)觀察懸浮物物生成及濃度分析結果相

符，亦驗證使用 pH 提升的方式去除水中可溶性鐵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之一。

圖 1.模擬水樣使用藥品配置 圖 2.模擬試驗水體中過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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