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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含氯有機碳氫化合物為常見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之一，然地下水層中氯烯類污染

整治通常曠日耗時且整體整治成本高，實為需積極處理之環境問題。由過往文獻研究顯

示，採用生物整治工法處理地下水氯烯類污染，相較傳統物理及化學處理方式，具有低

成本以及綠色整治概念之優勢。然而部分場址面臨執行生物整治工法成效不佳的問題，

其中導致現地生物整治工法遲滯主要原因為現地微生物還原降解氯乙烯(VC)成效不彰，

或是不具此功能；場址微生物所需之代謝環境調控不佳，使得生物整治工法效率無法提

升。因此，執行生物整治工法之關鍵包含(1)掌握水質變化趨勢與藥劑調控比例維持厭氧

環境條件，啟動生物脫氯作用、(2)掌握污染物濃度變化及評估改善成效，決定關鍵脫氯

菌群添加時機，加速完全脫氯反應產生。

本計畫預計可即時掌握現地場址地下水水質及含氯污染物變化趨勢，透過搭配連續

水質監測及光學分析設備監測。將監測變化趨勢數據做為調整現場執行加藥量與菌群調

控的參考指標，穩定生物厭氧脫氯作用環境。藉由穩定操作過程，可避免添加營養基質

過量及生物遲滯作用發生，導致降解副產物累積的狀況，大幅提高生物工法執行效率。

可減少過往採樣與分析之耗時費力，並結合遠端監控概念有助於提升環境碳足跡減量，

達到減碳效益及綠色整治目標。

本計畫已於試驗模場設置加藥試驗井 IW9、水質監測井 MW16 並架設 1 組多功能

水質監測設備與水質監測數據平台，將操作模場內連續式自動加藥設備與水質監測設備，

定期收集水質參數變化，作為加藥模式建立所需資料。此外，針對含氯污染物光學監測

分析功能，於實驗室尺度下建立光學分析目標化合物（三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氯

乙烯、乙烯）標準圖譜並完成目標化合物氣體與水體之光學分析檢量線（R2 可達 0.9788

以上），說明光學儀器具分析三氯乙烯及其降解產物（順-1,2-二氯乙烯、氯乙烯、乙烯）

之能力。後續研究將可由長期操作參數並持續測試自動化加藥模式與監測系統，以取得

最佳操作條件，透過自動化注藥與水質監測系統相互結合，即時監測水質變化與同時監

測多項污染濃度變化趨勢，降低人力成本，以提升其污染整治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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