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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活性污泥分解難分解有機物與分解一般基質不同。活性污泥在分解難分解有機物時往往需要經過馴化來加快其反應速度。

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生物性有機物對活性污泥分解一種持久性有機物的助益，並探討產生助益的因素，及生物性有機物為

較佳的助益。本研究使用的難分解有機物為2,4-D，生物性有機物為醣及蛋白質。 本研究分別利用一般活性污泥及經過馴

化活性污泥，分解2,4-D並在反應器中添加醣及蛋白質。探究生物性有機物最佳助益添加量。以環境檢測標準方法，測

定2,4-D殘存量、污泥生長量。生物性有機物添加組合以類Box-Behnken法設計 研究結果顯示，醣及蛋白質組合，當醣在低

濃度(200 mg/L)及蛋白質在高濃度(250 mg/L)時，為A污泥(完成2,4-D馴化之污泥)分解2,4-D最佳助益組合。

關鍵詞 : 活性污泥、2、4-二氯苯氧乙酸、生物性有機物、難分解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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