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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廠別名稱：臺中市烏日資源回收廠 

查核日期：104.04.14                                            共 6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二)缺失項目 

1. 近五年飛灰產生率呈

現上升趨勢，103年達

3.82%原因為何？宜進

一步瞭解，且同一時段

之飛灰穩定化物產生

率卻呈現相對下降之

趨勢，原因為何宜再深

入瞭解，並檢討降低之

可能性。 

1. 感謝委員指教，統計烏日廠近 5年

可處理廢棄物採樣分析報告，近 2

年塑膠比例增加約 5%，因此廢氣

中酸性氣體濃度增加，進而增加消

石灰乳泥噴入量，以致飛灰產生率

增加。 

2. 另飛灰穩定化物產生量部份，烏日

廠係依每週檢驗原灰中鉛含量變

化與穩定化物產出狀況適時調整

水泥、螯合劑及再利用水之添加劑

量，後續將持續追蹤管理。 

3. 有關飛灰穩定化物產生率下降部

分，經查烏日廠至 103年 12月 31

日止仍有 104 包飛灰穩定化物暫

置於廠內(以每包 1.1~1.2 公噸估

算，約 120 公噸)，並於 104 年度

才清運出廠，亦可能為導致申報資

料(飛灰穩定化物產生率)下降趨

勢之原因之一，後續將持續管理追

蹤，確保飛灰穩定化物最終處置。 

104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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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2. 底渣灼燒減量近年有

所改善，但較其他廠仍

偏高(3.2%排序 21)，查

核當日底渣儲坑之未

燃物顯示灼燒減量偏

高，又底水蓄積過多；

另週遭挑出不適燃物

及未燃物，宜增加清理

頻率。 

1. 感謝委員指教，為改善灼燒減量偏

高情形，烏日廠已於中控室爐床燃

燒監視畫面新增燃燒停止線，另持

續檢討後續針對下述 3點方向執行

改善作為： 

(1) 管控較低之垃圾貯坑存量，增加

攪拌空間以確保穩定操作。 

(2) 管制污泥等低熱值廢棄物分

批、分時進廠，確保投料均質與

均拌以確保穩定操作。 

(3) 自主增設高溫爐並檢測底渣灼

燒減量，以作為操作條件調整之

參考。 

2. 另為確保改善成果，烏日廠擬以

103 年度全國焚化廠底渣灼燒減量

檢測平均值 2.2%(詳附件一)訂為改

善目標值，並持續每季檢討改善。 

3. 至有關底渣儲坑之未燃物及積水問

題，因查核當日適逢烏日廠全停爐

歲修期間，執行清潔作業以致貯坑

有較多積水產生，已於歲修完成後

辦理清理作業；後續將視未燃物產

出狀況，並以不超過圍牆高度為原

則適時增加清理頻率。 

4. 本局已請監督顧問公司每日持續辦

理現場查核作業，如有前述情形即

要求操作單位辦理清理作業。 

104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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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3. CO 排放濃度變動甚大

且與 O2濃度之相關性

不佳，可檢討改善。 

1. 感謝委員指教，檢視燃燒停留時

間、燃燒段完全與否等問題，烏日

廠分析過剩空氣係數目前平均值

約在 1.7~1.9 之間，已符合烏日廠

設計值，另持續搭配垃圾推料、爐

床作動速率及觀察火焰最佳位

置…等相關操作作為，持續追蹤管

理。 

2. 另查核日期適逢烏日廠停爐歲修

期間，且垃圾貯坑存量偏高致攪拌

空間較小，後續將持續管控垃圾貯

坑存量，以利較濕垃圾堆疊及混拌

作業，避免影響操作及廢氣排放。 

3. 本局已請監督顧問公司持續每日

審查操作管理日報表，如有 CO排

放濃度變動甚大情形，將立即要求

操作單位改善。 

104年 

5月 

29日 

 

(三)建議事項 

1. 底渣儲坑未燃物部

分，可見一些未經燃燒

或焚化之塑膠袋，是否

因爐床過短或焚化速

度過快，應再進一步瞭

解。 

1. 感謝委員指教，查核當日適逢烏日

廠停爐歲修期間，執行出灰設備清

潔作業，推測可能原因為承包商未

確實將歲修工作衍生之廢棄物與

焚燒底渣分離所致，後續將加強要

求承包商人員作業品質。 

2. 另為避免焚化速度過快，烏日廠已

於中控室爐床燃燒監視畫面新增

燃燒停止線，另持續每日查核底渣

出廠情形，避免未焚化廢棄物清運

出廠。 

104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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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2. 一號爐部分 SOx 排放

濃度因測值過低，無法

顯示是否合理？又 104

年 4 月 7 日二號爐之

SOx 排放濃度變化甚

大，低者僅 0.06 ppm，

高者達 17.27 ppm，除

酸系統之穩定性宜再

加強。 

1. 感謝委員指教，有關 SOx 測值部

分，因分析儀器之最低顯示位數設

定，以致數值偏低時會以 0顯示。 

2. 另有關 SOx排放濃度變化情形，應

為烏日廠歲修期間，垃圾貯坑存量

較高致攪拌不足及當天處理之廢棄

物性質所影響，將持續追蹤管控以

達穩定操作。 

3. 本局已請監督顧問公司持續每日審

查操作管理日報表，如有排放濃度

變動甚大情形，將立即要求操作單

位改善。 

104年 

5月 

29日 

 

3. 二號爐垃圾與一號爐

投入量相近，惟二號爐

廢氣流量低於一號爐

5%，可檢討分析。 

1. 感謝委員指教，該查核期間(104 年

4 月上旬)兩爐雖垃圾投入量相近，

惟該期間鍋爐蒸汽負載二號爐較一

號爐低，故二號爐廢氣流量低於一

號爐。 

2. 為避免兩爐操作差異，本局已請監

督顧問公司持續每日審查操作管理

日報表，並要求操作單位應均化污

泥、廢液等低熱值廢棄物投入量，

確保穩定操作。 

104年 

5月 

29日 

 

4. 垃圾分類圖鑑、標準及

檢查報告資料良好，惟

廢棄物進廠查核之相

關認定標準應明確，且

宜與執行原則一致，落

地檢查程序之順序認

定，亦請再作思考與檢

討(如先傾卸 3/4，再落

地檢查剩下 1/4)。 

1. 感謝委員指教，有關廢棄物落地檢

查認定標準係依照本局制定之進廠

管理要點與烏日廠廢棄物進廠管理

補充要點之規範執行。 

2. 有關廢棄物落地檢查部分係採隨機

抽檢之方式執行，不定期抽查受檢

車輛之前、中或後段廢棄物，以避

免清運單位存僥倖心態及落實抽檢

效果。 

104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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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5. 糾舉與退運之做法，宜

更明確，且針對查核之

對象應有所篩選與重

點對象。 

1. 感謝委員指教，廢棄物清運車輛糾

舉與退運之方式皆依本局制定之進

廠管理要點與烏日廠廢棄物進廠管

理補充要點之規範執行。 

2. 烏日廠亦針對重大違規或累犯之清

運單位建立重點檢查名單，以期能

更落實檢查機制與減少違規情形之

發生。 

104年 

5月 

29日 

 

6. 4月份落地檢查結果皆

合格，是否落地標準過

鬆或未落實，可檢討。

另查獲 396-TL (4月 13

日)未申報 D-0299(應

檢附照片)，後續作為

及成果為何？ 

1. 感謝委員指教，當日查閱為 4 月份

上旬之廢棄物落地檢查記錄，若整

月份違規糾舉共有 39 件(詳附件

二)，烏日廠將持續落實檢查作業。 

2. 另所述清除車號 396-TL 未申報

D-0299事宜，其處理方式依本局制

定之進廠管理要點辦理，除開立糾

舉單(詳附件三)並請該車輛先行出

廠，俟該清運車輛於進廠確認單上

補申報 D-0299程序後再重新進廠。 

104年 

5月 

29日 

 

7. 用水量偏高主要係因

使用水冷系統。除持續

降低用水量外，亦可朝

氣冷系統考慮，在營運

報告中亦可說明提

出，以說明用水量偏高

之原因。 

1. 感謝委員指教，烏日廠曾評估增加

或改以氣冷系統，然因現址廠區設

置空間限制，以及考量牽動原設計

之汽水平衡計算而無法執行。 

2. 有關烏日廠因熱交換設計型式不同

而較他廠用水量增加事宜，將於後

續年度營運成果報告書中說明，避

免委員誤解。 

104年 

5月 

29日 

 

8. 進廠檢查人員之服

裝、配備建議再加強。 

感謝委員指教，烏日廠既已針對傾卸

平台管理員之服裝與配備皆有相關規

定，並於傾卸平台入口公告(詳附件

四)，另提供廢棄物檢查所需配備如

下：安全帽、反光背心、防穿刺手套(或

棉質手套)、N95 口罩(或活性碳口

罩)、耙子、夾子、護目鏡、長柄鐮刀

及 VOCs偵檢儀。 

104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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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9. 適度加強台積電 IPA

進廠品質控管，避免衍

生操作問題。 

感謝委員指教，烏日廠於台積電 IPA

進廠時，均須執行其廢液相容性測試

與查核品質，確認後才可執行後續接

收與處理作業。 

104年 

5月 

29日 

 

10. 敦親睦鄰之做法，建

議再加以提昇。 

感謝委員指教，烏日廠將持續加強與

當地民眾之敦親睦鄰作為，包含環保

教育宣導、環保志工活動等，以提昇

敦親睦鄰之品質及成果。 

104年 

5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