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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油產品係經由煉製、摻配等程序而來，其主要成份為碳氫化合物，其組成種類極

其繁多且複雜，一般概分為石蠟烴、烯屬烴、環烷烴、芳香烴。因此，當石油產品不慎

洩漏至環境中時，各成份在環境中受物化影響的傳輸與生物降解風化程度差異大，殘留

在各環境受體中亦有其特徵性。為有效掌握場址之污染情境，或採行合適緊急應變策略、

或有益於改善效益評估，需藉由環境檢驗室的支援，方有一致性而客觀的科學基礎。

然而如何在現場即時需求與實驗室準確度及資訊豐富度之間的取捨，一直是場址

管理的主要挑戰，本研究建構一移動檢驗平台，分別就現場土方管理、水質監測等應用

檢討，並對應現場改善過程及土壤氣體質譜分級數據，提供最適化污染防治策略。雖油

品污染在分類上屬比水輕的非水相(LNAPL)污染物，但油品中複雜的成份及摻配的添加

劑等，其溶解度範圍相當廣，在場址中存有自由相時，多數情況必定會影響地下(棲息)

水品質，視洩漏的油品種類而異，此類情境係因油品成份交叉影響土壤及地下水，不宜

分開檢視，如在某離島設備異常造成汽油洩漏案例，集油盆更新後，因仍留有相當自由

相，故測漏管有高 VOCs 數值，若單以傳統測爆器並無法掌握熱區，應用攜帶式揮發性

有機物層析儀，駐點現場監測汽油中的主要含苯環成份，可以釐清自由相流佈熱區，採

用治本之道優先移除，否則現場不論如何操作氣體抽除設備，也只是在地下環境中不斷

地進行相轉移，而延長影響時間徒增污染擴散風險。

如自由相涉及柴油類污染時，高碳數成份與土壤細顆粒及有機質的親和力佳，若再

加上水位波動及地下結構物的短流路徑交互影響下，在現場難以介定其影響範圍，此類

情境只能藉由開挖進行改善，此時現場土方管理甚為重要，應用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移動

檢驗平台，施作現場就可以精準進行分選並判斷開挖底部及周界範圍，遠較現有的篩測

工具更為準確，同時也不受快篩工具不確定的干擾因子影響。配合手持式元素分析儀進

行客土檢驗，即挖即填減少卻水操作及費用，更可縮短開挖坑留置時間降低工安風險。

現場堆置污土可採取生物復育，監控進程、回饋操作參數；相對地，也可確實控管污土

離場量，符合場址減碳與綠色整治趨勢。本文係彙總本公司多個油品場址及改善經驗，

分享土壤氣體質譜分級制度、分類場址態樣、因應辦法與改善建議，更期許能協助現場

及早發現污染，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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