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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規劃出一套河川管理規劃方案，研究方法針對流域所有點污染源與非點污染源做調查，期能推估污染負荷總

量，再進一步依據河川涵容能力進行污染減量規劃工作，提出相對之污染改善控制方案，並利用河川水質模式進行水質模

擬。此外於河川污染管理規劃之後必須有一套完善之監測系統，以防止改善後之水質再度惡化。 本研究以調查大漢溪流域

水質污染分佈及總量，配合水質模式之模擬，探討大漢溪流域點源污染及非點源污染減量可行方案進而達到河川污染控制

的目的。 研究結果顯示，經推估之大漢溪流域河川污染源總BOD產生量約為127.8噸/day。其中家庭污水佔最大部分約

為97.5噸/day，佔76.29%；其次為事業廢水，BOD產生量約為BOD 24噸/day，佔約18.77%。若以BOD流達量計算，

總BOD流達量約為61.6噸/day，家庭污水BOD流達量約47.3噸/day，佔76.68%；事業廢水BOD流達量為12.0噸/day，佔

約19.49%。在未來大漢溪流域污染源管理規劃，應著重於家庭污水之管理工作。 大漢溪點源和非點源污染負荷量，以目

前現況推估，點源之污染量約為非點源污染總量之30至40倍左右。於未來點源全面管制之後，點源之年負荷量將降至只有

非點源之2至5倍之間；如果在考慮非點源污染負荷是集中於暴雨期間，則於暴雨期間，非點源污染量將是點源之1.2至3倍

之間，因而暴雨逕流之污染必須加以重視。 於大漢溪流域針對城鎮暴雨逕流之非點源污染源其可行之最佳管理措施包括：

（1）道路路沿累積塵土之清洗作業，（2）雨污水下水道淤泥定期清理作業，（3）設置暴雨逕流截流處理設備等三種方

案。而針對農地和林地暴雨所產生之非點源污染之最佳管理作業則包括：（1）土壤裸露地面之沖刷控制作業，（2）林地

、農地營養鹽使用管理作業，（3）於小流域設置相關植草溝或簡易入滲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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