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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取用日月潭水庫於拉魯島與自來水取水口設置水質連續自動化監測設備所採集之水質數據，進行相關水質分析的工

作，水質監測項目包括以下十一項：溫度(Temperature)、鹽度(Salinity)、導電度(Conductivity)、總溶解固體物(Total

Dissolved Solid)、阻抗(Resistivity)、溶氧(DO)、酸鹼值(pH)、氨氮(Ammonium)、硝酸鹽(Nitrate)、透光率(Transmissivity)及葉

綠素a (Chlorophyll a)。 由於日月潭水庫乃為日夜抽蓄發電，為了解日夜抽蓄發電是否對於水庫之水質有所影響，因此首先

針對取得之水質數據進行日夜之無母數檢定，以確定日月潭之水質是否受日夜抽蓄發電而有所不同。接著，利用相關性分

析觀察各水質變項間之關聯性，再透過因素分析將十一項可量測的水質變項中"抽象"的共同因素抽離出來。進行因素分析

主要的原因乃由於取得十一項水質變項的數據，但仍無法明確的解釋水質現況，因此藉由因素分析可將水質變項分類，即

可將一組一組的共同因素命名，而以具體的變項展現抽象的水質現況。 完成因素分析時，軟體即可重新計算因素得點，將

因素分析所求得新的因素得點，對於一年十二個月進行群集分析，在群集分析中，乃會綜合考量各個共同因素，將相近水

質情形的月份合併為一組，如此即可分析獲知一年中哪些月份是相近情形的。最後，仍運用因素分析求得的因素得點，對

於各個共同因素進行時間序列的分析，此乃試圖了解各共同因素與時間的關係是符合哪種模式(ARMA)，並且在確定模式

後，即可提供未來趨勢之預測參考。 　　二處監測站各十一項變數中，僅溶氧與pH值變數之日夜平均數達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其它變數則在日夜平均數上無顯著差異。拉魯島監測站水質之共同因素有四個，分別為「混濁因子」、「營養鹽供

給因子」、「優養因子」及「酸鹼因子」，四個共同因素可解釋水質變異達89.05%。自來水監測站水質之共同因素亦有四

個，分別為「混濁因子」、「營養鹽供給因子」、「優養因子」及「透視度因子」，四個共同因素可解釋水質變異

達86.63%。群集分析則對於二處監測資料之結果將12個月份各分成三個類群，再檢視二監測站之月平均值，顯示均無明顯

之季節性與循環現象，而二監測站各四個共同因素計有八個最佳時間序列模式，除了自來水營養鹽供給因子屬ARMA(

即(1,0,1)模型)，其他均為AR(1)模型(即(1,0,0)為最佳模型)。各模型之殘差數列均已呈現白噪音狀態，表示所選取之模式均可

滿足各項檢定，因此各適用模式可供未來使用日月潭水質變化之預測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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