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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彰化縣轄內舊濁水溪之非感潮河段為研究對象，利用QUAL2K水質模式模擬河川水質狀況，藉以推估河川之涵容

能力，並據此研擬規劃污染削減策略及改善措施，以作為水體水質污染整治規劃工作之參考依據。 由涵容能力模擬結果得

知其中（1）生化需氧量分別需削減者為：源頭—中寮橋(25%)及海豐崙排水支線(65%)及溪湖排水支線(20%)，（2）氨氮量

分別需削減者為：源頭之中寮橋(50%)、清水溪排水支線(35%)、海豐崙排水支線(70%)及溪湖排水支線(40%)，（3）溶氧需

提升者為源頭之中寮橋(30%)。 據此，本研究採用可行之整治方案削減結果說明如下：（1）設立表面曝氣機：於源頭（中

寮橋）至清水溪排水支線匯入點以上河面設置表面曝氣機，使溶氧由原2.38 mg/L提升35％至3.09mg/L，以增加其溶氧傳

輸速率。（2）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模擬結果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削減污染量並不顯著，惟仍可搭配近自然工法整治

，以達到最佳之整治方案。（3）利用近自然工法整治：於源頭（中寮橋）、清水溪排水支線及溪湖排水支線進流量分別

需調整至0.35、 0.25及0.20CMS與生化需氧量及氨氮去除率需為60％，另海豐崙排水支線進流量需調整至0.18CMS與生化

需氧量及氨氮去除率需為80％，其模擬結果，方可達到限制之中度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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