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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隨著經濟的起飛，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與工商業的進步，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垃圾，目前台灣垃圾都以焚化處理每年

約產生85萬噸底渣，且底渣處理方式由掩埋朝向百分之百回收再利用。 本研究針對焚化爐底渣回收骨材系統，建立環境績

效指標，進而進行生命週期評估，並與營建廢棄物回收骨材系統與天然骨材產製系統比較，探討三系統之相對環境衝擊。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Eco-Indicator 95與99 分析三產製骨材系統，可得知對環境衝擊最大都為焚化爐底渣回收骨材，而造成環

境衝擊以製程中使用柴油與電力為主要影響。但對於國內土地資源有限焚化爐底渣回收骨材是個有效減少掩埋場負荷與減

少天然土石資源開發方法之一，未來可藉由環境成本分析的觀點來做為比較，找出之最適推廣目標與對環境最小負荷。

關鍵詞 : 生命週期評估、環境衝擊、焚化爐底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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