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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華崙溼地-本研究為探討S型渠道人工濕地種植布袋蓮及大萍等水生植物，對於污水中總懸浮固體物、化學需氧量、生化需

氧量、酸鹼值、導電度、溶氧量等指標的處理效果。實驗結果顯示，總懸浮固體物去除率約為50~75 %、化學需氧量去除

率約為50~60 %，生化需氧量去除率約為75 %，因為進流水污染物變動相當大，水道夠長有足夠的停留時間，使水可靠沉

澱作用，且流速緩慢，使的懸浮性污染物沉澱和過濾作用，因藉由土壤內顆粒孔隙對廢水中細小顆粒之阻絕滯留作用，因

此污水在系統中之停留時間越長，其去除效果越佳；在導電度方面，有較明顯的降低效果，且出流水都符合灌溉水水質標

準(750 μs/cm)。污水經過S型渠道人工濕地處理後，已可以符合放流水標準，可降低後續生態池的污染負荷。 實驗室試

驗-布袋蓮在導電度以冬季的去除率27 %最佳，COD以春季和夏季去除率90.9 %最高，四季都呈現一階模式，但以這兩季

的速率常數較快，分別速率常數為k1 = 0.6431、0.5791，BOD5以冬季去除率75 %較好，冬季前72 h呈現零階模式k0 =

0.3125；後72 h呈現一階模式k1 = 0.9978；空心菜在導電度方面已冬季去除率32.1 %較佳，冬季呈現的是一階模式，速率常

數k1 = 0.2643，是四季中速率常數最快的季節，COD以春季和夏季去除率90.9 %最高，春季、夏季、都呈現一階模式，分

別速率常數為k1 = 0.3868、0.574，是最佳速率常數，BOD5以夏季去除率95 %最好，夏季呈現一階模式，且速率常數為k1

= 0.618較高；大萍在導電度方面已冬季去除率25.6 %較好，冬季呈現的是一階模式，分別速率常數為k1 = 0.2528，COD以

春季和夏季去除率90.9 %最高，四季都呈現一階模式，但以這兩季的速率常數較快，分別速率常數為k1 = 0.6286、0.6476

，BOD5以夏季去除率85 %、冬季去除率87.5 %，夏季、冬季都呈現一階模式，分別速率常數為k1 = 0.4988、0.5811；大

安水蓑衣在導電度方面已冬季去除率35.6 %較好，冬季是呈現一階模式，速率常數為k1 = 0.2709，COD四季去除率都

達90.9 %，BOD5以冬季去除率87.5 %最好，四季都呈現一階模式，但以這冬季的速率常數較快，速率常數為k1 = 0.5707

，從結果顯示，在導電度與方面大安水蓑衣去除效果是四種植物中最好；COD與BOD方面，都是春季與夏季去除效果較

佳，因有機物的去除主要為好氧分解，由於春季與夏季陽光日照較長植物行光合作用釋放出氧氣使的微生物的活動較活躍

，所以四種植物去除效果佳，但特別是大安水蓑衣在冬季的去除效果最佳，因與生長習性相關，正值開花期。 華崙濕地公

園的建立，不僅結合社區志工團隊，帶動環境髒亂改善、進而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成為社區居民的休閒遊憩中心，

生態教育示範景點，同時具有水質淨化及生態復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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