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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懸浮法及乳化法聚氯乙烯(PVC)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大量廢水，懸浮法PVC製程廢水產生量約4.0 m3/噸PVC，因廢水中SS

及COD濃度較低，目前在學術上已有諸多探討及回收案例，但對於廢水中聚乙烯醇(PVA)不易分解、採用薄膜過濾易堵塞

、回收率偏低及處理成本過高等問題點並無法有效解決；乳化法PVC製程廢水產生量約2.5 m3/噸PVC，但因廢水中SS

及COD濃度較高，現況尚無公開的回收案例可供參考。 本研究以台灣某PVC廠製程廢水為對象，分為三階段進行，第一

階段將PVC製程廢水以固定混合比例(懸浮法22 %：乳化法78 %)，透過ColOX生物反應槽及砂濾槽進行廢水初步處理，探

討在不同水力停留時間(HRT)對COD、PVA及SS之去除效果。第二階段將ColOX排放水分別以顆粒狀活性碳及臭氧/紫外

光(O3/UV)等程序進行廢水再生處理，在活性碳試驗中探討活性碳對有機物之吸附效果及吸附飽和之判定，在O3/UV試驗

中探討臭氧注加量、氧化時間對有機物之去除效果。第三階段為探討處理後之再生水是否適用於冷卻水塔之補充用水，並

進行處理方案效益分析比較。 第一階段ColOX試驗結果得知，水力停留時間為2 h時去除效率最佳，因此將進流水量固定

於31.2 L/min、水力停留時間2.0 h條件下進行連續運轉測試，經由ColOX生物降解後廢水COD由平均104 mg/L降至35

mg/L，COD去除率為66.6 %。第二階段由活性碳吸附試驗結果顯示，將進流水量(Q)設定為4 L/min、以連續運轉至3個月

後活性碳失效，其COD可由進流水平均35 mg/L降至13 mg/L、去除率為62 %。活性碳使用64天(約2個月)後其PVA吸附效

率逐漸衰退，故活性碳使用2個月後並須更新或再生。O3/UV試驗將臭氧注加量固定為100 g/h及6組UV燈組條件之試驗結

果，廢水經O3氧化4 min後其COD由平均38 mg/L降至17 mg/L、去除率56 %。第三階段為再生水補充冷卻水塔之模廠測

試，以固定混合比例(再生水65.7 %：其他用水34.3 %)，預先投入分散劑、防蝕劑及微生物分散劑等藥劑，將pH值控

制7.8~8.2、餘氯0.2~0.5 mg/L條件下，經運轉14天後，得知線上沉積儀平均清潔度為99.8%、碳鋼試片腐蝕率0.299 MPY (

標準＜2 MPY)、銅試片腐蝕率0.017 MPY (標準＜0.5 MPY)；顯示再生水補充冷卻水塔未造成熱交換器管束結垢及系統之沉

積腐蝕，且經由水塔濃縮6倍後之冷卻水皆能控制在管制值內，驗證再生水可作為冷卻水塔之補充用水。就PVC製程廢水

再生之處理效果、投資成本及廢棄物產生問題等綜合評估結果，採用ColOX+砂濾槽+O3/UV方案較ColOX+砂濾槽+活性

碳方案適用於PVC製程廢水之再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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