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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期程自決標次日（111年 3月 9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為協助環保

局將創新水質改善技術應用於本市河川，於北汕溪示範段進行水質改善試驗，評估水質

改善成效，而為延續 110 年所建置之水數據收集系統及 AI模組，本年度擴大評估範圍

並修正更新 AI 分析模組，同時新增污染溯源模組，透過承受水體端及污染源端之雙向

解析結果，協助追溯水質異常河段及可疑污染源。另為能確實掌握本市水污染防治費徵

收狀況，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費徵收相關事宜，同時為落實污染者付費精神，針對疑義

對象水污費進行現場查核作業；此外，為爭取環保署水污染防治評核計畫佳績，協助環

保局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成果。各工作項目均依規劃期程辦理，依招標規範達成期末累

計數提交期末成果報告，執行後結論及建議，分述如後。 

8.1、結論 

一、水質改善試驗計畫 

本試驗計畫主要係評估此創新序列式消毒制菌程序，對於大安濱海樂園最鄰近的北

汕溪大腸桿菌其處理成效，南北八路橋與大安港一號橋則係採用超微細臭氧氣泡制菌消

毒單元模組，超微細氣泡模式採在槽式佈設，將臭氧搭載超微細氣泡輸出融合下，針對

北汕溪退潮期間進入淡水為主之水體，藉由水流順勢提高超微細氣泡利用率，並搭配各

點位受漲退潮影響，設定制菌消毒機組啟動條件；出海口則採加氯單元模組，透過在槽

式雙重把關布設方式，來抑制水體中大腸桿菌，並降低消毒副產物生成，透過運轉期間

每月採樣追蹤改善試驗計畫執行成效。其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於系統端經單元處理後之

北汕溪水體中大腸桿菌群之殘餘量可低於 10 CFU/100mL，南北八路橋平均去除率約

74.6%，大安港一號橋平均去除率能達 96.2%；因設備處理量體約為河川水量

1.2%~1.6%，故於承受水體端大腸桿菌去除效益最佳最高可達 68.7%，南北八路橋平均

去除率約 41.5%，大安港一號橋平均去除率約 13.5%；加氯消毒單元之制菌成效平均約

63.4%，最佳可達 99.9%以上。 

針對北汕溪水質改善試驗計畫推動時所需之整體費用估算，如興建成本與操作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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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成本初步進行評估，興建成本主要包含土木部分、機械設備、管線、儀電設備、施

工費、其它等，以 15年攤提估算，操作維運成本包含操作費用及設備維護等，以以配

合潮汐全年啟動建置及操作維運成本每噸水處理成本為 8.49元/噸。 

二、水污染防治評核綜合管理 

（一）配合環保署評核業務控管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 

持續每月試算評核成績，針對成績未達預定目標之落後項目，提出改善對策，

並彙整於每月工作報告，另依關鍵測站水質改善作為計分方式，蒐集相關單位執行

成果，彙整關鍵測污染削減執行績效，另分析本年度得分率較為落後項目主要為推

動畜牧糞尿資源化、飲用水水質及藥劑抽驗、飲用水水源水質抽驗保護區稽查及相

關事項，前述項目均於 111年 12月達預定目標數，得分為 83.68分（書面成績滿分

為 90分）。 

另亦協助彙整及追蹤本市相關流域管理污染整治推動計畫之執行成果，撰寫

111 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計畫成果報告書，並編製成果簡報，協助環保局於 111 年

11 月 5 日前將成果報告、年度成果摘要及考核自評表提送至環保署，已於 12 月 9

日至環保署參加成果簡報，展現本市整治成果與創新作為。此外，由於各年度計畫

應隨水污染防治相關政策推動而進行調整，故協助彙整 111 年其他縣市推動之水污

染防治相關工作項目，參考各縣市針對相同類型工項之作法研擬適宜本市之工作重

點，已協助完成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計畫、廢水排放總量削減與預防管

制計畫、畜牧廢水氨氮回收推動計畫及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計畫之重點工作項目。 

（二）其他水污染防治相關工作 

截至 111年 12月，四塊厝圳九甲三橋已提送 9次攝影設備維護成果報告，總共

巡檢 67次，於監視期間於 9、12月各有 1次河道內水色異常通報事件，當下立即通

報環保局並持續監控，發現有人位於河道上疑似捕魚動作，故初判為人為擾動因素，

故無派員前往；東大溪協和三橋上游跨溪便橋已提送 6次攝影設備維護成果報告，

總共巡檢 47次，於監視期間有 1次死魚通報案件及 5次河道內水色異常通報事件；

大安港一號橋已提送 6次攝影設備維護成果報告，總共巡檢 31次，於監視期間有 2

次河道內水色異常通報事件；南北八路橋已提送 6次攝影設備維護成果報告，總共

巡檢 31次，於監視期間無死魚及異常排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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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環保局交代辦理每月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及臨時交辦案

件，截至 111年 12月底，已完成 132件研考資料及臨時交辦案件。為協助環保局推

動水污染防治之水體環境宣導，累計完成 3則新聞稿編輯及 7則圖卡主題包含臺中

市水污法許可諮詢服務群組簡政便民、提醒申報水污染防治費、加嚴第一級營建工

地規模等及製作水污染防治相關簡報，並透過環保局 LINE 平台「臺中市水污法許

可諮詢服務群組」進行政策宣導，以令民眾及相關團體了解污染整治策略內容及成

果。 

本市共計設置 33 臺水質感測器，依監測目的區分包含高污染潛勢事業下游 20

處，死魚好發點位 12 處及環境應用（民眾陳情案）點位 1 處，彙整水質感測器 3

月至 12 月監測數據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監測點上游疑似有廢水異常排放測站共有

18處，針對其水質異常點位，彙整異常特性及較常發生異常時段予環保局相關稽查

計畫。截至 111 年 12 月底，環保局分別於於東平下游測站（1 家電鍍業）、七星排

水測站（1家金屬表面處理業）及大富路 156巷測站（3家金屬表面處理業）上游查

獲事業廢水超過放流水標準，另於龍安中排下游測站查獲 1家金屬表面處理業原廢

水疏漏至廠區側邊溝渠之情形，裁處金額共計 290萬 2,500元。 

三、辦理水污費徵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金運作等相關行政事宜 

本計畫定期協助更新 111年第 1期水污費徵收名單，刪除 20家（已停工歇業），

新增 9家（新申請對象），經滾動式更新後應徵收對象為 882家；依據水污費收費辦法

第 16條規定，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每年 1月 31日前，申報繳納前年 7月至 12

月之水污染防治費，本計畫已完成 110年第 2期及 111年第 1期水污費尚未完成申報繳

費者催繳作業，110 年第 2 期延遲申報 44 家，經催繳後均已完成申報，催繳率為

100%，111 年第 1 期優先針對上期延遲申報及申報錯誤對象於申報前一周進行催報作

業，延遲申報家數由上一期 44家下降為31家，以每周通知乙次頻率，積極聯繫未申報

及繳納業者，告知應於申報期限屆滿 90天內完成申報，避免違反規定遭受處分；經催

繳後 111年第 1期徵收對象於 7月 31日申報期限屆滿 90天內，已全數完成申報（申報

率 100%）。 

針對徵收對象進行現場查核作業，現場查核視當日原廢水收集及放流水排放情

形，依行業特性徵收項目採樣送驗，檢視流量計校正、定期申報水量與現場紀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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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累計完成查核 52家次，依水污費收費辦法第 13條第 4項，歷年申報之排放水質應

以主管機關稽查值或以該業別放流水標準最大限值 90%重新計算為 41家次，重新計算

水污費金額可提升 22萬 5,899元，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額為 13萬 5,539元。依據

本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之違法裁罰編列收入預算，預計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

金額為 400萬，因此，以上 2項總計共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額為 413萬 5,539元。 

本計畫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會會議，臺中市第三屆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

會第 2次會議已於 111年 5月 6日辦理，本次會議針對臺中市流域環境現況、歷年水污

基金收入及支用情形、110 年度水污染防治基金推動成果、111 年度水污基金推動計畫

執行內容、112年度水污基金支用規劃及推動計畫說明等議題進行討論，後續將委員意

見參採納入，作為 112年水污基金執行支用相關計畫之修正依據。 

四、擴增建置水數據收集系統之功能及 AI應用分析運用，以推進人工智慧

於流域管理之應用 

本計畫於每月針對 110所建置之水數據收集系統進行相關維護作業外，為提升水數

據之應用績效，另導入列管污染源之水措許可與定檢申報數據之相關合理性檢核，並設

計視覺化分析圖，包括水量合理性、水處理合理性及污泥合理性評估等，作為後續污染

溯源之應用。另一方面，本計畫規劃承受水體端主導水質變化產業之篩選，利用 110年

所建置之「主導水域水質產業別追蹤模組」進行優化，提升其自動化分析能力、並擴增

評估範圍，並藉由上下游之評估結果差異了解主導水域水質之行業別變化。 

本計畫已完成定檢申報數據的介接與收集，進行廢水量、用電量、用藥量與污泥量

合理性檢核分析，合理性檢核包含 2種，分別為離群值檢核及回歸曲線檢核，依據不同

分析項目擬定計算公式並將分析結果繪製成圖。針對數據分析運算模組建置部分，已完

成數據前處理作業，係將水系統篩選下載之許可及定檢申報資料進行數據整理及條件設

定，包含律定行業別代表藥劑、產品項目及用水量確核，作為後續電腦運算分析之依據，

亦完成合理性檢核分析方法之建立及訂定檢核結果為異常者給予點數，作為後續異常對

象積分之排序。而視覺化分析圖建置部分係將污染源端（數據分析運算模組之事業申報

不合理積分）及承受水體端（AI計算敏感參數組、當期水質數據高於進 5年 P75統計值）

之分析結果，進行歸納排序，產出異常事業名單，並標註於地圖上以視覺化呈現異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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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圖表，提供稽查人員可掌握異常對象之問題並進場查核確認。 

8.2、建議 

一、水質改善試驗計畫 

本年度建置之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係以北汕溪水源作為超微細臭氧氣泡載體，

因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處理量體占北汕溪 1.2%~1.6%，考量現有經費與用地面積等問

題，112年將先以源頭管控方式，針對大腸桿菌群主要污染源加強稽查，以督促業者妥

善操作，減少河川污染負荷。俟經費與用地等需求允許下，建議後續模組優化與未來

應用擴充策略方向有二，說明如下： 

（一）程序優化升級：截流高濃度大腸桿菌群廢水，並增設一套前處理設施 

在既有處理設施前增設一套前處理設施，並截流高濃度大腸桿菌群廢水至前處

理設施，處理後再進入既有的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間，進行融合後輸出回水體，使

其河水夾帶高濃度超微細臭氧氣泡後再排回河川，延長臭氧於河道間反應時間。消

毒副產物的生成在超微細臭氧單元與加氯單元可看出明顯差異，在確保北汕溪水體

所含大腸桿菌群可有效被削減的基礎上，兩種技術的搭配著實能有效抑制消毒副產

物的生成，對於水環境生態的保護與友善性更佳。 

（二）單元設置規劃：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沿岸串聯 

建議先進行北汕溪或其他施作水域，其沿岸的污染源匯入盤查，再輔以連續動

態之大腸桿菌水質調查，以進一步掌握高污染潛勢河段，使大腸桿菌削減措施的規

劃作業能更完善。經本案驗證結果指出，在現存系統規格之處理量能（最大負荷約

1,080 CMD；以現行每日運轉 2.75小時，負荷約 124 CMD），相較於北汕溪之河域

量體（依據 110年 4月環保局水質監測資料顯示，南北八路橋在退潮時流量至少 8,640 

CMD），兩者落差極為懸殊，在未進行前述污染源匯入之前置作業之前，擬初步建

議於適宜之固定距離設置一組優化升級之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將超微細臭氧氣泡

單元沿岸串聯，以確保北汕溪水域量體之大腸桿菌能透過接力式的措施予以成功削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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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污染防治評核綜合管理 

歷年考核指標「畜牧糞尿資源化」得分達成率偏低，另環保署「112年度水污染防

治評核計畫」（草案）考核指標配分及計分方式略有調整，並於考核指標「七、其他行

政配合事項」新增 3項加分項，綜合 111年得分情況、112年考核項目及配分，建議未

來加強作為簡述如后。 

（一）委辦計畫負責考核項目訂定年度目標 

年初由各計畫針對考核指標計分規則律定年度執行目標及執行對策，並透過每

月考核成績試算追蹤辦理情形，以針對落後項目提出改善對策。 

（二）畜牧糞尿資源化（歷年得分偏低） 

1.畜牧糞尿資源化核准家數（4分） 

建議與農業局溝通固定審查委員，避免審查委員意見相佐，加速案件通過

率，而農業局審查期程（召開審查會、委員意見補正或其檢測項目需補（重）

採至核可）多數需約 3-6 個月，故為能於年底前取得肥分使用計畫核可函，其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提送期程最慢應於 6 月提出，較能於年底前達成計

畫目標。建議整體作業流程依下列期程規劃辦理： 

（1）對象篩選 

3 月中前完成有意願申請場家之現場勘查與調查作業（厭氧設施設

置情形、非自有農地是否取得同意書、農地（作物、面積）與地下水井資

訊），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要件。針對符合申請要件之對象，可於現場進行簡

易水質測試，事先瞭解成分濃度（EC、Cu、Zn、TN水質簡易測試包）。 

（2）3月中至 3月底前取得非自有土地合作同意書及採樣同意書。 

（3）4 月完成沼液沼渣、地下水及土壤檢測採樣作業，並進行農地肥分使用計

畫書之撰寫（基本資料、施灌農地資訊、施灌作業、運送方式…等→非屬

檢測數據）。 

（4）5 月取得檢測報告後，進行施灌量計算後，再與農民確認施灌計畫書內容

及用印後，即可提送至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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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牧業小場（20~1,999頭豬或 40~499頭牛）至 114年底達資源化比率 5%以上

（含）之家數比率（2分） 

依據環保署提供之資料，本市畜牧糞尿資源化比率未達 5%以上小場畜牧業

為 108 家，112 年底前須完成輔導 50 家次資源化比率達 5%方能取得該項滿分

成績，建議 112 年初即邀集畜牧業、農業局、畜牧業所在行政區農會及養豬協

會進行跨單位討論及協商，說明推動政策內容及各單位現階段既有之補助方

案，並了解畜牧業執行現況及遭遇難處，使相關權責機關了解畜牧業需求後進

行分工輔導，以使畜牧業儘速執行畜牧糞尿資源化措施，藉此降低畜牧廢水污

染量及取得考核佳績。 

3.畜牧業沼液沼渣實際施灌量與核准施灌量之比率（3分） 

本項目為突顯各縣市考核分數差異要項，112年計分方式同樣採級距給分，

施灌比率達 80%以上得滿分 3分、70~80%得 2.5分、60~70%得 2分、50~60%

得 1.5分、40~50%得 1分、30~40%得 0.5分、低於 30%不予給分，本市 109年、

110年及 111年截至 10月底之施灌比率分別為 45%（1分）、50.8%（1.5分）、

61.7%（2分）。 

建議年初邀集已取得沼液沼渣肥分使用計畫畜牧業，宣導落實澆灌及記

錄，並了解已取得使用計畫未施灌之原因，協助輔導克服問題，並每月檢視農

民實際施灌量與核准施灌量之差異，針對與核准施灌量差異較多之場家，建議

優先利用局內施灌車輛協助施灌，另若有因作物變更或飼養頭數下降導致施灌

量降低者，建議可輔導進行肥分使用計畫變更，以貼近實際施灌情形，應以將

施灌比率提升至 80%為最終目標，以取得當項目滿分。 

4.畜牧糞尿收集處理回收氨氮示範計畫推動情形（最高 2分） 

因飼養規模小推動大場代小場不易，難以取得大場代小場之分數（每案得

0.7分），建議持續輔導外埔畜殖場提出申請；110年已爭取核准再購置 1台施灌

車輛，111年底將累計有 2台施灌車輛可提供畜牧業沼液沼渣運輸施灌服務，明

年 2 台施灌車輛將交由當地區隊協助執行施灌作業，後續合作模式需先進行討

論，每月應協助填報施灌輛載運紀錄，並建議定期追蹤經核准補助之施灌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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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灌作業執行情形（每台得 0.2分，可得 0.4分）。 

（三）其他行政配合事項（112年新增項目） 

1.推動環保許可整合相關作業（加分項） 

應事先掌握 112 年核定應上傳之家數（≥100 或<100），其達成率給分級距

會有所不同，另需針對提出許可新申請或事前變更對象，協助辦理諮詢會審，

會審達成率 100%可得滿分 1分。建議針對事業端，於年初擴大辦理環保許可整

合宣導說明會，會議內容包含空、水、廢、毒（關注）化物整合申辦程序之說

明、污染流向圖之繪製要求與其他相關事項等，以讓事業及代辦業者了解未來

環保署推動方向，並提供環保許可整合諮詢窗口，協助業者解決相關問題。 

2.推動農業水土污染管制跨單位合作（加分項，主辦一場得 0.5分） 

先行盤點 111 年有關推動農業水土污染管制跨單位合作場次，預計 112 年

會召開的場次需掌握相關資訊，應檢附會議紀錄等佐證資料至署。 

3.提升畜牧業密集區域或鄉鎮之畜牧糞尿資源化比率示範鄉競賽（加分項，上限

為 3分） 

依據評比之原則可知資源化核准施灌量比率及實際施灌量比率分數配比較

高，故建議先盤點本市畜牧業且申請資源化較普及之行政區，進行排序篩選出

112年畜牧業示範鄉鎮，集中畜牧業作業執行量能（包含優先針對該鄉鎮畜牧業

提供資源化申請服務、協助建立健全施灌運作模式以協助畜牧場及農民施灌以

及與當地區隊協調於作物施灌期提高運輸車輛服務或設置沼液加肥站，提申沼

液施灌量），此外，針對該項鎮之特色定農作物於施灌前後進行各項分析比對，

作為成果效益展現，提升農民申請意願以取得最佳分數。 

三、辦理水污費徵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金運作等相關行政事宜 

本計畫於計畫執行期間針對徵收對象進行現場查核作業，現場查核視當日原廢水

收集及放流水排放情形，依行業特性徵收項目採樣送驗，檢視流量計校正、定期申報

水量與現場紀錄比對，累計完成查核 52家（合約規範至少完成 50家次），其中放流口

採樣為38家，未符合放流水標準為 10家，違規比率為 26%，另分析彙整各期稽查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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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共有 41家應修正水污費申報水質，需重新計算比率高達 85%，顯示現徵收對象

於水污費申報，有部分事業之定檢申報數值與環保局稽查檢測值有落差之情形。 

52家查核對象中，共有 12家本年度違反水污染相關法令，行業別以電鍍業 5家為

最多，其中 1家電鍍業將超過放流水標準之廢（污）水以管線方式經由未經核准登記之

放流口排放於地面水體，已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7條第 1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 18條之

1 第 1 項，並裁處勒令停工且同時廢止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裁罰金額總計為

23,413,200元。 

為落實污染者付費精神，建議環保局每年投入一定稽查量能建立水污費追補繳查

核比對值，查核比對徵收對象之水污費費額之水量及排放水質，以確認及核實徵收對

象之繳納金額，查核家數依 112 年可投入稽查量能之家數，建議依照本年度之水污費

查核對象申報疑慮度評估因子由高至低進行篩選預計查核之對象。 

四、擴增建置水數據收集系統之功能及 AI應用分析運用，以推進人工智慧

於流域管理之應用 

（一）AI污染溯源模組優化 

本年度污染溯源端係針對事業定檢申報資料進行合理性分析，依據申報疑慮給

予積分排序，依據現場稽查情形，更能代表業者實際操作情形；未來若環保署許可

將 EEMS系統之處分資料介接至水數據收集系統，建議亦可將事業歷年稽查處分情

形作為事業稽查名單評估因子之一。 

（二）環保局物聯網平台整合 

為持續推動智慧城市治理，配合環保局緊急應變中心整合空、水、廢、土建置

之物聯網基礎平台，將水數據收集系統介接至平台，以提供緊急應變時應用資訊。 

（三）AI溶氧預測應用於死魚預警及應變 

為提升溶氧計算機推估未來 7天之溶氧預測準確率，針對死魚好發點位設置之

水位計介接納入 AI 溶氧預測，以精進溶氧預測模組功能。透過水位計及感測器溶

氧數值判讀該河段溶氧偏低是否由水位低或是由其他因素所造成，進而釐清魚群因

死亡原因是否受溶氧及基流量不足所造成，以利後續相關預警作業，並透過死魚應

變平台依據權責分工進行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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