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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依據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水利局)為中區污水處理廠符合「水污染防治法」

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之規定，於每季(3 個月)辦理定期檢測

申報作業，即每年 1、4、7 及 10 月底前申報上一季內容，另為確保有效掌握及瞭

解營運期間對海域環境品質之影響，並建立長期海域環境品質資料庫，特執行本

環境監測計畫，其主要目的如下： 

1. 每季填報行政院環保署空水廢毒管理資訊系統(EMS)。 

2. 建立或補充環境品質之長期背景資料，判斷長期環境品質之改變趨勢。 

3. 對減輕或避免不利影響對策之執行成效進行評估，據以提出修正或補救措

施。 

4. 根據監測結果以適時修正營運方針，減少對環境上之衝擊。 

5. 建立海域環境完整之環境品質資料庫，以供水利局進行環境決策管理或公

害糾紛鑑定之參考。 

 

 

1.2 監測執行期間 

 

本年度係由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監測執行期間自「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計有 4 個季次。 

本季為 108 年度第三季(108 年 7 月～9 月)之環境品質監測工作，其監測項目

包括海域水質、沉積物(海域底泥)、貝類、海洋生物底棲生物調查(海域生態)及廠

內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採樣檢測作業等五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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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年度進度規劃 

 
本計畫工作期程自議定書簽訂日(107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工作說明書之規定，每季應於 2 月、4 月、7 月及 10 月份第一週星期三執行海

域環境監測與廠內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採樣檢測作業，如遇國定假日或連假則延

至次 1 個上班日(若有特殊狀況，需事先知會並經水利局核准方可變更時間，並於

通知期限內完成)，各季次採樣作業預計由 2 個採樣小組〔海域環境監測及廠內原

污水及放流水水質採樣：一組 3 人(海域水質及沉積物採樣)、一組 3 人(海域生態

調查及貝類樣品採集〕。 

 

1.4 預期效益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之規定，

定期辦理海域環境監測作業及廠內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採樣檢測作業，瞭解海域

環境品質現況，並與「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及「底

泥品質指標」比對評估，除可建立海域環境生態基礎資料，並利有關單位訂定海

域環境水體水質管理計畫，及協助將每季監測結果登錄申報至環保署「空水廢毒

管理資訊系統(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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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監測內容概述 

 

2.1 監測情形概述 

 

本監測計畫依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辦理之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執

行中區廠放流水海洋放流營運期間環境監測工作，其監測項目包括海域水質、沉

積物(海域底泥)、貝類、海洋生物底棲生物調查(海域生態)及廠內原污水及放流水

水質採樣檢測作業等項。本季(108年7月～9月)完成之環境監測情形說明如表2.1-1

所示。 

 

表 2.1-1、本季(108 年 7 月～9 月)完成之監測情形 

監測

類別 
監  測  項  目 本季監測結果摘要 因  應  對  策 

海域 
水質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

溫、溶氧、大腸桿菌群、

沉降固體量、懸浮固

體、生化需氧量、六價

鉻、化學需氧量、總磷、

總氮(註 1)、總油脂、酚

類、總有機碳、鉛、鎘、

銅、鋅、錳、銀、砷、

硒、汞。 

本季海域水質監測結果顯示：各測站之氫離子濃

度指數、溶氧、生化需氧量、六價鉻、酚類、鉛、

鎘、銅、鋅、錳、銀、砷、硒及汞等項測值均符

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持續監測，以瞭解海域水質之變化

趨勢。 

海域 
底泥 

總有機碳、重金屬(鎘、

鉛、六價鉻、砷、汞、

硒、銅、鋅、錳、銀)。 

本季海域底泥監測結果顯示：各測站之鉛、鎘、

銅、鋅、砷及汞等項測值皆低於底泥品質指標下

限值。 

持續監測，以瞭解海域底泥之變化

趨勢。 

海域 
貝類 

累積性重金屬(鎘、汞、

鉛)，碳氫化合物、農藥

〔總有機磷劑(註 2)及
氨基甲酸鹽之總量(註
3)、安特靈、靈丹、毒

殺芬、安殺番、飛佈達

及其衍生物、滴滴涕及

其衍生物、阿特靈、地

特靈、五氯酚及其鹽

類、除草劑(註 4)〕。 

本季海域貝類監測結果顯示：除 S07 測站之碳氫

化合物略高些外，其餘各測站間之累積性重金屬

及農藥均無明顯差異。 

持續監測，以瞭解對海域生態環境

之影響。 

註 1：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凱氏氮。 
註 2：總有機磷劑包括巴拉松、大利松、達馬松、亞素靈、一品松及陶斯松等項。 
註 3：氨基甲酸鹽包括滅必蝨、加保扶及納乃得等項。 
註 4：除草劑包括丁基拉草、巴拉刈、2,4-地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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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本季(108 年 7 月～9 月)完成之監測情形(續) 

監測

類別 
監  測  項  目 本季監測結果摘要 因  應  對  策 

海洋 
生態 

魚類、大型無脊椎生

物、浮游生物(含基礎生

產力) 

本季海域生態調查結果 
 浮游植物：計有矽藻門(Bacillariophyta)、金

黃 藻 門 (Chrysophyta) 及 渦 鞭 毛 藻 門

(Dinophyta)等 3 門，共計 21 種，以矽藻門的

Skeletonema spp.為數量最多的類別。各測站

之 基 礎 生 產 力 測 值 介 於 0.104~0.108 
mg/m3/hr 之間。 
 浮游動物：共計發現 6 門 14 大類，以哲水蚤

最多，佔浮游動物總量的 40.57 %，為本次

調查的優勢物種，其次為夜光蟲，佔總量的

19.71 %。 
 底棲生物：共發現 4 門 29 科 29 種 138 個個

體，以臺灣抱蛤(Corbula taiwanensis)為本次

調查的優勢物種，共發現 26 個個體。 
 魚類：共計發現 4 科 5 種 8 個個體，其中 

科 (Bothidae) 有 1 種 1 個個體，  科

(Callionymidae)有 1 種 2 個個體， 科

(Leiognathidae)有 1 種 3 個個體，舌鰨科

(Cynoglossidae)有 2 種 2 個個體。 

持續監測，以瞭解對海域生態環境之

影響。 

廠內

原污

水及

放流

水水

質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

溫、大腸桿菌群、懸浮

固體、生化需氧量、化

學需氧量、總磷、總氮

(註 1)、氨氮 

本季放流水水質監測結果顯示：各測值均符合

乙類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 
持續監測，以瞭解廠內原污水及放流

水之變化趨勢。 

註 1：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凱氏氮。 
註 2：總有機磷劑包括巴拉松、大利松、達馬松、亞素靈、一品松及陶斯松等項。 
註 3：氨基甲酸鹽包括滅必蝨、加保扶及納乃得等項。 
註 4：除草劑包括丁基拉草、巴拉刈、2,4-地等項。 

 

 

2.2 監測計畫概述 

 

本計畫工作期程自議定書簽訂日(107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依工作說明書之規定，每季應於 2 月、4 月、7 月及 10 月份第一週星期三執行海

域環境監測與廠內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採樣檢測作業。本季(108 年 7 月～9 月)所

完成之各項監測類別、項目、地點、頻率及日期如表 2.2-1 所示，各監測項目之分

析方法詳見 2.5 節，各類監測作業照片及採樣紀錄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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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本季(108 年 7 月～9 月) 環境品質監測作業表 

類別 
監測 
頻率 

監測日期 
監測地點(註5) 

監 測 項 目 
測站名稱 經度 緯度 

海水 
水質 
檢測 

每季 
一次 

108.07.13 

S05 
(表、底層) 

120°14’47’’E 22°35’01’’N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溶氧、大腸桿

菌群、沉降固體量、懸浮固體、生化需

氧量、六價鉻、化學需氧量、總磷、總

氮(註 1)、總油脂、酚類、總有機碳、鉛、

鎘、銅、鋅、錳、銀、砷、硒、汞。 

S06 
(表、底層) 

120°15’41’’E 22°33’58’’N 

S07 
(表、底層) 

120°16’46’’E 22°32’39’’N 

沉積物 
檢測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總有機碳、重金屬(鎘、鉛、六價鉻、砷、

汞、硒、銅、鋅、錳、銀)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貝類 
檢測 

每季 
一次 

108.07.13 

S05 120°14’47’’E 22°35’01’’N 
累積性重金屬(鎘、汞、鉛)，碳氫化合

物、農藥(總有機磷劑(註 2)及氨基甲酸

鹽之總量(註 3)、安特靈、靈丹、毒殺芬、

安殺番、飛佈達及其衍生物、滴滴涕及

其衍生物、阿特靈、地特靈、五氯酚及

其鹽類、除草劑(註 4))。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海洋生物 
底棲生物 
調查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魚類、大型無脊椎生物、浮游生物(含基

礎生產力)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廠內原污

水及放流

水水質採

樣檢測作

業 

每季 
一次 

108.08.19 攔污機前及放流加氯池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大腸桿菌群、

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

總磷、總氮(註 1)、氨氮。 

污泥毒性 
特性實驗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TCLP 

緊急事故

水質採樣

監測分析

作業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註 1：〔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總凱氏氮〕。 
註 2：總有機磷劑包括巴拉松、大利松、達馬松、亞素靈、一品松及陶斯松等項。 
註 3：氨基甲酸鹽包括滅必蝨、加保扶及納乃得等項。 
註 4：除草劑包括丁基拉草、巴拉刈、2,4-地等項。 
註 5：實際採樣座標與原規劃座標誤差不得超過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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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監測位置 

 

一、海域(水質、底泥、貝類及生態) 

針對中區污水處理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取 3 測站(S05、S06、S07)進行海

域環境監測調查，項目包含海域水質、沉積物檢測(底泥)、貝類及海域生態等項，

其各測站位置如表 2.3-1 及圖 2.3-1 所示，採樣時誤差不可超 60 秒。 

 

二、廠內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 

針對中區污水處理廠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進行監測調查，測站包含攔污機前

及放流加氯池兩處，採樣時將會同水利局化驗室同仁，確認採樣點後進行取樣。 

 

三、污泥毒性及緊急事故水質採樣 

由水利局通知後再執行，採樣位置屆時將視水利局需求而定。 

 

表 2.3-1、本計畫各監測站基本資料一覽表 

序號 測站名稱 
測站經緯度(WGS84) 

經度 緯度 

1 S05 120°14’47’’E 22°35’01’’N 

2 S06 120°15’41’’E 22°33’58’’N 

3 S07 120°16’46’’E 22°32’3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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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本計畫海域採樣點衛星圖 

 

 

2.4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概要 

 

一、水質及沉積物採樣 

本計畫水質現場採樣作業程序，主要參考環保公告「河川、湖泊及水庫水質

採樣通則(NIEA W104.51C)」相關規定執行海域水質採樣工作，以及參考環保公告

「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2B)」相關規定執行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採樣

工作，而海域沉積物現場採樣作業程序，主要參考環保署公告「底泥採樣方法(NIEA 

S104.32B)」相關規定執行海域沉積物採樣工作。本計畫水質及沉積物現場採樣之

作業流程如圖 2.4-1 及圖 2.4-2 所示，其主要現場採樣作業程序說明如下； 

1.確認採樣地點：採樣人員到達各測站後，需以 G.P.S.定位測站位置，以確認

採樣地點。 

2.現場準備作業：由採樣小組負責人執行各項現場工作分工分派，記錄採樣點

附近環境現況，以及準備該採樣點所需採樣設備/器材與現場測量儀器。 

3.現場測量儀器校正：依計畫需求執行現場測量項目之各測量儀器現場校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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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並記錄校正結果。 

4.樣品採集作業： 

(1) 海域水質：使用定深採樣器(Niskin 採樣器)採集各測站之表層水及底層

水。 

(2) 海域沉積物：使用適當沉積物採樣器(抓泥器或拖泥器)採集各測站之沉

積物樣品。 

(3) 海域貝類：採用當地船民使用的網具。 

(4) 海域生態：植物性浮游生物係以採水瓶採集水樣，動物性浮游生物係以

北太平洋標準網採集，底棲生物和魚類係採用當地船民使用之網具。 

(5) 原污水及放流水：使用不鏽鋼採樣桶採集各測站之水樣。 

5.現場測量作業：將採集之水樣裝取適當樣品於燒杯中，以校正好的測量儀器

進行水溫、pH、溶氧之現場測量，並記錄測量結果。 

6.樣品分裝保存作業：將採集之水質與沉積物樣品分裝於事前準備好之樣品容

器，依環保署公告各類檢測項目樣品之保存方法(詳見表 2.4-1 及表 2.4-2)進

行樣品加藥保存。 

7.樣品清點檢查作業：於該測站採樣完畢後，立即清點檢查所採集樣品數量，

並填寫樣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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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採樣地點

現場準備作業

現場測量儀器校正

樣品採集作業

現場測量作業

樣品分裝保存作業

樣品清點檢查作業

水深測量作業

 

圖 2.4-1、海域現場採樣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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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原污水及放流水現場採樣作業流程圖 

 

二、貝類檢測樣品採樣 

1.貝類/採樣程序與管制： 

本計畫貝類檢測樣品採集作業係採用當地船民使用的網具，船速應低

於 2 節，採樣時記錄下網時間和收網時間，時間間隔至少 10 分鐘以上。採

集後生物樣品，隨即以暗處 4℃冷藏保存。樣品寄送時，須以冷凍方式運送，

運回實驗室後再進行分析。 

三、海域生態調查 

1.採樣前： 

出海採樣前，須依規定向海岸巡防署申請臺灣地區機關學校團體及人

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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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性浮游生物： 

搭船出海後，先以定位設備確定採樣點位置，採樣時並記錄採樣位置

之座標。再以採水瓶採集水樣，取 200 mL 注入 PE 瓶中，上面標示採樣地

點、深度。採得水樣立即加入濃度 24%福馬林 8 mL，成為最終濃度為濃度

5％福馬林 200 mL 溶液保存，隨即放置暗處 4℃冷藏保存。 

3.動物性浮游生物： 

以北太平洋標準網於單一水層的水平方式採集，網口綁附流量計之採

樣網具，於測站進行水平拖曳採樣，船速應低於 3 節，採樣時控制網具拖

曳速度，或加掛重錘，以確保採樣進行中，網口能沒入水中，各測站水平

拖曳時間應當一致。經由上述方式採集浮游動物樣品後採得水樣 200 mL，

並立即加入濃度 24%福馬林 8 mL，成為最終濃度為濃度 5％福馬林 200 mL

溶液保存，隨即放置暗處 4℃冷藏保存。 

4.底棲生物及魚類： 

底棲生物和魚類是採用當地船民使用的網具，船速應低於 2 節，採樣

時記錄下網時間和收網時間，時間間隔至少 10 分鐘以上。採集後生物樣品，

隨即以暗處 4℃冷藏保存。樣品寄送時，須以冷凍方式運送，運回實驗室後

再進行種類鑑定。 

5.監測數據分析整理： 

上述採樣後的生物樣品，將依據環檢所公告之植物性浮游生物(NIEA 

E505.50C)、動物性浮游生物(NIEA E701.20C)及魚類(NIEA E102.20C)進行

種類鑑定和數量，再經由統計分析計算出生態指數〔生物種類數豐度指數

(Dm; Margalef’s index)、均勻度指數(J’; Pielou’s evenness index)、種岐異度

指數(H’; Shannon-Weiner index)〕，以說明當地海域生態情形。 

 

有關生態調查所使用的各種生物生態指數計算公式及意義分列如下； 

(1) 生物種類數豐度指數(Dm; Margalef’s index)：指一個群落或環境中物種

數目的多寡，亦表示生物群聚(或樣品)中種類豐富程度的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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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Dm ln

1

 

S: 所出現的種類數 

N: 所有種類的個數 

(2) 均勻度指數(J’; Pielou’s evenness index)：表示環境中各物種個體數目分

配的均勻程度。J 越大表示種間個體數分佈較均勻。 

SH
H

H
J ln,

'
' max

max  

S: 種類數 

(3) 種岐異度指數(H’; Shannon-Weiner index)：為種個體出現的失調和及不

確定性，即表種的多樣性，H’越大表示其多樣性越高。 

)ln('
N

n

N

n
H ii

 

ni: 第 i 種生物的個體數 

N: 所有種類個體數的總和 

 

當環境受到干擾時，生物相會發生變遷，干擾愈大則變遷愈多，以此

可以暸解污染的程度。多樣性指數可代表一個群聚(Community)內物種的

豐富程度，常被用來比較同一地點不同時間，或同一時間不同海洋環境或

群聚中生物分佈的情形，以暸解環境之變遷對生物時空分佈的影響。指數

數值受生物相中種類多少(豐度)及均衡性(均勻度)之影響，通常環境受污

染，生物種類減少並出現優勢種時，指數會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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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水質樣品保存方法一覽表 

檢測項目 
樣品量 
(mL) 

樣品容器 
類    別 

保  存  方  法 保存期限 

水溫 1000 塑膠容器 現場測定 立刻分析 

pH 300 塑膠容器 現場測定 立刻分析 

溶氧 300 BOD 瓶 現場測定 立刻分析 

大腸桿菌群 300 無菌袋 原樣，暗處 4±2℃冷藏 24 小時 

懸浮固體 2000 塑膠容器 原樣，暗處 4±2℃冷藏 7 天 

生化需氧量 1000 塑膠容器 原樣，暗處 4±2℃冷藏 48 小時 

化學需氧量 100 塑膠容器 
水樣加濃硫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7 天 / 14 天

註
 

氨氮 250 塑膠容器 
水樣加濃硫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7 天 

硝酸鹽氮 100 塑膠容器 原樣，暗處 4±2℃冷藏 48 小時 

亞硝酸鹽氮 100 塑膠容器 原樣，暗處 4±2℃冷藏 48 小時 

總凱氏氮 500 塑膠容器 
水樣加濃硫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14 天 

總磷 100 玻璃容器 
水樣加濃硫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7 天 

總有機碳 40×2 
棕色玻璃容器 

(蓋附鐵氟龍墊片) 
水樣加濃硫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14 天 

總油脂 1000 廣口玻璃容器 
水樣加濃硫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28 天 

沉降固體量 1000 塑膠容器 原樣，暗處 4±2℃冷藏 － 

酚類 1000 
棕色玻璃容器 

(蓋附鐵氟龍墊片) 
水樣加濃硫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28 天 

六價鉻 1000 塑膠容器 
水樣加濃低汞硝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180 天 

鎘、鉛、銅、鋅、錳 1000 塑膠容器 
水樣加濃低汞硝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180 天 

銀、砷、硒 500 塑膠容器 
水樣加濃低汞硝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180 天 

汞 500 塑膠容器 
水樣加濃低汞硝酸，使 pH<2， 

暗處，4±2℃冷藏 
14 天 

註：海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NIEA W514.21B)，保存期限為 7 天；而含高濃度鹵離子水中化學需

氧量檢測方法(NIEA W516.56A)，保存期限為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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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沉積物樣品保存方法一覽表 

檢測項目 
樣品量 

(克-濕重) 
樣品容器 
類    別 

保  存  方  法 保存期限 

總有機碳 250 
直口玻璃容器 

(蓋附鐵氟龍墊片， 
樣品瓶以鋁箔紙包覆避) 

原樣，暗處 4±2 冷藏 儘速 

重金屬 250 
直口玻璃容器 

(蓋附鐵氟龍墊片， 
樣品瓶以鋁箔紙包覆避) 

原樣，暗處 4±2 冷藏 
汞：28 天 

其餘：180 天 

 

 

2.5 檢測分析項目及方法 

 

本計畫海域水質與沉積物檢測分析作業主要由「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署環檢字第 020 號)」負責執行，並以環保署公告且本公司已取得認證的檢測方

法為主，另由「環虹錕騰」協助支援本計畫貝類累積性重金屬檢測工作，由「威

騰有限公司」負責執行海域生調查及貝類農藥檢測工作；有關本計畫各類檢測項

目分析方法列示如表 2.5-1、表 2.5-3 及表 2.5-5，各項檢驗數據品保目標詳如表

2.5-2、表 2.5-4 及表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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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水質檢測項目及分析方法 

序號 檢測項目 分析方法 

1 水溫  水溫檢測方法 (NIEA W217.51A) 

2 pH  電極法 (NIEA W424.53A) 

3 溶氧  電極法 (NIEA W455.52C) 

4 大腸桿菌群   濾膜法 (NIEA E202.55B) 

5 懸浮固體  103～105℃乾燥 (NIEA W210.58A) 

6 生化需氧量  水中生化需氧量檢測方法 (NIEA W510.55B) 

7 化學需氧量 

 重鉻酸鉀迴流法 (NIEA W514.21B) 

 重鉻酸鉀迴流法 (NIEA W515.55A) 

 重鉻酸鉀迴流法 (NIEA W516.56A) 

8 氨氮  靛酚法 (NIEA W437.52C) 

9 硝酸鹽氮  鎘還原流動分析法 (NIEA W436.52C) 

10 亞硝酸鹽氮  比色法 (NIEA W418.53C) 

11 總凱氏氮  水中凱氏氮檢測方法 (NIEA W451.51A) 

12 總氮(註 2)  水中總氮檢測方法 (NIEA W423.52C) 

13 總磷  分光光度計/維生素丙法 (NIEA W427.53B) 

14 總有機碳  過氧焦硫酸鹽加熱氧化/紅外線測定法 (NIEA W532.52C) 

15 總油脂  索氏萃取重量法 (NIEA W505.53B) 

16 沉降固體量  Settleable solids (Std.Mtds. 2540 F) (註 3) 

17 酚類  分光光度計法 (NIEA W521.52A) 

18 六價鉻  APDC 螯合 MIBK 萃取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309.22A) 

19 
鎘、鉛、銅、 

鋅、錳 
 前處理：鉗合離子交換樹脂濃縮法 (NIEA W308.22B) 

 分析：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 (NIEA W311.54C) 

20 銀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 (NIEA W311.54C) 

21 砷  連續流動式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434.54B) 

22 硒  自動化連續流動式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341.51B) 

23 汞  冷蒸氣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W330.52A) 

註 1：NIEA 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的檢測方法。 
註 2：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凱氏氮。 
註 3：Std.Mtds.為 Standard Methods 第 23 版之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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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本計畫水質樣品檢測數據品質目標 

序 
號 

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MDL) 

重複樣品 
分析差異 
百分比 

(%) 

查核樣品 
分析回收率 

(%) 

添加樣品 
分析回收率 

(%) 

完整性 
(≧%) 

1 水溫 NIEA W217.51A   － － － － 95 

2 pH NIEA W424.53A － － ±0.1 － － 95 

3 溶氧 NIEA W455.52C mg/L － － － － 95 

4 大腸桿菌群 NIEA E202.55B CFU/100 mL － － － － 95 

5 懸浮固體 NIEA W210.58A mg/L 1.0 (註 3) 80～120 － 95 

6 生化需氧量 NIEA W510.55B mg/L 1.0 0～20 198±30.5mg/L － 95 

7 化學需氧量 

NIEA W514.21B mg/L 1.0 ±2.0 10±2 mg/L － 95 

NIEA W515.55A mg/L 1.9 0～20 85～115 － 95 

NIEA W516.56A mg/L 2.2 0～20 85～115 － 95 

8 氨氮 NIEA W437.52C mg/L 0.0059 0～15 85～115 85～115 95 

9 硝酸鹽氮 NIEA W436.52C mg/L 0.00089 0～20 80～120 75～125 95 

10 亞硝酸鹽氮 NIEA W418.53C mg/L 0.00015 0～20 80～120 75～125 95 

11 凱氏氮 NIEA W451.51A mg/L 0.017 0～15 80～120 75～125 95 

12 總磷 NIEA W427.53B mg/L 0.00078 0～20 80～120 80～120 95 

13 總有機碳 NIEA W532.52C mg/L 0.10 0～15 85～115 75～125 95 

14 總油脂 NIEA W505.53B mg/L 2.0 － － － 95 

15 沉降固體量 Std.Mtds. 2540 F ml/L － － － － 95 

16 酚類 NIEA W521.52A mg/L 0.00055 0～20 80～120 70～130 95 

17 六價鉻 NIEA W309.22A mg/L 0.0011 0～20 80～120 75～125 95 

18 鎘 

NIEA W308.22B/ 

NIEA W311.54C 

mg/L 0.0000069 0～20 80～120 80～120 95 

19 鉛 mg/L 0.00017 0～20 80～120 80～120 95 

20 銅 mg/L 0.0001 0～20 80～120 80～120 95 

21 鋅 mg/L 0.00027 0～20 80～120 80～120 95 

22 錳 mg/L 0.000038 0～20 80～120 80～120 95 

23 銀 NIEA W311.54C mg/L 0.05(QL) 0～20 80～120 80～120 95 

24 砷 NIEA W434.54B mg/L 0.00014 0～20 80～120 75～125 95 

25 硒 NIEA W341.51B mg/L 0.00014 0～20 80～120 75～125 95 

26 汞 NIEA W330.52A mg/L 0.000081 0～20 80～120 75～125 95 

註 1：NIEA 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的檢測方法；而 QL 為定量極限。 
註 2：Std.Mtds.為 Standard Methods 第 23 版之檢測方法。 
註 3：當測值＜25 mg/L，容許差異百分比為 20%；而測值≧25 mg/L，容許差異百分比為 10%。 
註 4：完整性：係為〔有效數據樣品數÷總採樣樣品數〕×100 %。 
註 5：MDL 表示為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依據環保署「環境檢驗方法偵測極限測定指

引(NIEA-PA107)」規定，每年度將重新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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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沉積物檢測項目及分析方法 

序號 檢測項目 分析方法 

1 總有機碳  Walkey-Black 濕氧化法(註 2) 

2 
鉛、鎘、銅、鋅、

錳、銀、砷、硒 
 酸消化法 (NIEA M353.02C)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 (NIEA M104.02C) 

3 六價鉻  鹼性消化/比色法 (NIEA T303.12C) 

4 汞  冷蒸氣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M317.04B) 

註 1：NIEA 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的檢測方法。 
註 2：總有機碳檢測係參考環保署公告的王水消化法(NIEA S321.65B)之註 1「Walkey-Black 濕氧化法」。 

 

  

 

表 2.5-4、本計畫沉積物樣品檢測數據品質目標 

序 
號 

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MDL) 

重複樣品 
分析差異 
百分比 

(%) 

查核樣品 
分析回收

率 
(%) 

添加樣品 
分析回收

率 
(%) 

完整性 
(≧%) 

1 總有機碳 
Walkey-Black 
濕氧化法(註3) 

g/kg 1.95(QL) － － － 95 

2 鉛 

NIEA M353.02C/ 

NIEA M104.02C 

mg/kg 0.39 0～20 75～125 75～125 95 

3 鎘 mg/kg 0.076 0～20 75～125 75～125 95 

4 銅 mg/kg 0.18 0～20 75～125 75～125 95 

5 鋅 mg/kg 0.24 0～20 75～125 75～125 95 

6 錳 mg/kg 2.5(QL) 0～20 75～125 75～125 95 

7 銀 mg/kg 2.5(QL) 0～20 75～125 75～125 95 

8 砷 mg/kg 2.5(QL) 0～20 75～125 75～125 95 

9 硒 mg/kg 2.5(QL) 0～20 70～130 75～125 95 

10 六價鉻 NIEA T303.12C mg/kg 1.0(QL) 0～20 80～120 75～125 95 

11 汞 NIEA M317.04B mg/kg 0.028 0～20 80～120 75～125 95 

註 1：NIEA 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的檢測方法；而 QL 為定量極限。 
註 2：完整性：係為〔有效數據樣品數÷總採樣樣品數〕×100 %。 
註 3：總有機碳檢測係參考環保署公告的王水消化法(NIEA S321.65B)之註 1「Walkey-Black 濕氧化法」。 
註 4：MDL 表示為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依據環保署「環境檢驗方法偵測極限測定指引

(NIEA-PA107)」規定，每年度將重新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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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貝類檢測項目及分析方法 

序號 檢測項目 分析方法 

1 鎘  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鉛及鎘之檢驗 (MOHWH0013.02) 

2 鉛  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鉛及鎘之檢驗 (MOHWH0013.02) 

3 汞  重金屬檢驗方法總則 (MOHWH0014.03) 

4 碳氫化合物  氣相層析儀/火焰離子化偵測器法 (NIEA W901.50B) 

5 總有機磷劑(註 2)  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偵測器法 (NIEA W610.52B) 

6 氨基甲酸鹽(註 3)  液相層析/螢光偵測器法 (NIEA W635.52B) 

7 安特靈  液相-液相萃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05.53B) 

8 靈丹  液相-液相萃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05.53B) 

9 毒殺芬  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53.51A) 

10 安殺番  液相-液相萃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05.53B) 

11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液相-液相萃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05.53B) 

12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液相-液相萃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05.53B) 

13 阿特靈  液相-液相萃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05.53B) 

14 地特靈  液相-液相萃取/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05.53B) 

15 五氯酚及其鹽類  氣相層析儀質譜儀法(NIEA W801.53B) 

16 丁基拉草  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45.51A) 

17 巴拉刈  固相萃取與高效液相層析／紫外光偵測器法 (NIEA W646.50C) 

18 2、4-地  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 (NIEA W642.51A) 

註 1：NIEA 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的檢測方法。 
註 2：總有機磷劑包括巴拉松、大利松、達馬松、亞素靈、一品松及陶斯松等項。 
註 3：氨基甲酸鹽包括滅必蝨、加保扶及納乃得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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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6、本計畫貝類樣品檢測數據品質目標 

序 
號 

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MDL) 

重複樣品 
分析差異百分比 

(%) 

查核樣品 
分析回收率 

(%) 

添加樣品 
分析回收率 

(%) 

完整性 
(≧%) 

1 累積性重金屬：        

1-1 鎘 
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檢驗

方法－鉛及鎘之檢驗
(MOHWH0013.02) 

mg/kg 0.02(QL) 0～30 70～120 － 95 

1-2 鉛 
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檢驗

方法－鉛及鎘之檢驗
(MOHWH0013.02) 

mg/kg 0.02(QL) 0～30 70～120 － 95 

1-3 汞 
重金屬檢驗方法總則

(MOHWH0014.03) 
mg/kg 0.04(QL) 0～30 70～120 － 95 

2 碳氫化合物：        

2-1 碳氫化合物(C6～C9) NIEA W901.50B mg/kg 1.25(QL) － － － 95 

2-2 碳氫化合物(C10～C40) NIEA W901.50B mg/kg 1.50(QL) － － － 95 

3 總有機磷劑：        

3-1 巴拉松 NIEA W610.52B mg/L 0.00064 0～20 60～130 70～120 95 

3-2 大利松 NIEA W610.52B mg/L 0.00068 0～20 60～130 70～120 95 

3-3 達馬松 NIEA W610.52B mg/L 0.00064 0～20 60～130 70～120 95 

3-4 亞素靈 NIEA W610.52B mg/L 0.00071 0～20 60～130 70～120 95 

3-5 一品松 NIEA W610.52B mg/L 0.00058 0～20 60～130 70～120 95 

3-6 陶斯松 NIEA W610.52B mg/L 0.00250(QL) 0～20 60～130 70～120 95 

4 氨基甲酸鹽：        

4-1 滅必蝨 NIEA W635.52B mg/L 0.00203 0～30 60～140 70～130 95 

4-2 加保扶總量 NIEA W635.52B mg/L 0.00397 0～30 60～140 70～130 95 

4-3 納乃得 NIEA W635.52B mg/L 0.00193 0～30 60～140 70～130 95 

5 有機氯農藥： 

5-1 安特靈 NIEA W605.53B mg/L 0.00003 0～20 70～120 60～130 95 

5-2 靈丹 NIEA W605.53B mg/L 0.00002 0～20 70～120 60～130 95 

5-3 毒殺芬 NIEA W653.51A mg/L 0.00028 0～30 60～140 70～130 95 

5-4 安殺番 NIEA W605.53B mg/L 0.00003 0～20 70～120 60～130 95 

5-5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NIEA W605.53B mg/L 0.00003 0～20 70～120 60～130 95 

5-6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NIEA W605.53B mg/L 0.00005 0～20 70～120 60～130 95 

5-7 阿特靈 NIEA W605.53B mg/L 0.00008(QL) 0～20 70～120 60～130 95 

5-8 地特靈 NIEA W605.53B mg/L 0.00003 0～20 70～120 60～130 95 

5-9 五氯酚及其鹽類 NIEA W801.53B mg/L 0.00145 0～20 70～120 60～130 95 

6 除草劑： 

6-1 丁基拉草 NIEA W645.51A mg/L 0.00024 0～20 75～125 60～130 95 

6-2 巴拉刈 NIEA W646.50C mg/L 0.00073 0～20 75～125 60～130 95 

6-3 2、4－地 NIEA W642.51A mg/L 0.00018 0～20 75～125 60～130 95 

註 1：NIEA 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的檢測方法；而 QL 為定量極限。 
註 2：完整性係為〔有效數據樣品數÷總採樣樣品數〕×100%。 
註 3：MDL 表示為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依據環保署「環境檢驗方法偵測極限測定指引(NIEA-PA107)」

規定，每年度將重新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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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本季(108 年 7 月～9 月)完成之監測項目計有：海域水質、底泥、貝類、生態、

原污水及放流水等監測工作，現就各類監測結果說明於下。 

 

3.1 海域水質 

 

本季於 108 年 7 月 13 日針對中區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之 3 個測站(含表層水

及底層水)進行海水水質監測，分析項目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pH)、水溫、生化需

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大腸桿菌群、總氮、總磷、溶氧、總油脂、沉降

固體量、酚類、總有機碳、鎘、鉛、六價鉻、砷、汞、硒、銅、鋅、錳及銀等項

目，其監測結果彙整於表 2.3-1，各測站各項測值比較如圖 3.1-1〔其中測值小於偵

測極限值時，其變化趨勢圖將不顯示其對應之測值濃度長條〕所示，而各測站歷

年水質變化趨勢圖如圖 3.1-2～圖 3.1-8 所示。 

整體而言，除 S07(表、底)之化學需氧量、S06(表、底)之硝酸鹽氮略低些，以

及 S06(表、底)之鋅、S07(表)之鉛、S06(表)之錳略高些外，其餘各測站間、水層間

測值均無明顯差異，且各項測值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有關本季海

域水質之監測結果說明如下： 

1. 水溫：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29.5～30.1 ，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2. pH：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8.1～8.3，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且均符合乙

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7.5～8.5〕。 

3. 溶氧：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6.4 mg/L，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5.0 mg/L〕。 

4. 大腸桿菌群：各測站之測值均為<10 CFU/100 mL。 

5. 沉降固體物：各測站之測值均為<0.1 mL/L。 

6. 懸浮固體：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2.3~3.4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7. 生化需氧量：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1.2～2.5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3.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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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化學需氧量：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6.4～9.4 mg/L，以測站 S07(表、底)略低些，其

餘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9. 總磷：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15～0.025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10.硝酸鹽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2～0.10 mg/L，以測站 S06(表、底)略低些，其

餘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11.亞硝酸鹽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0.01～0.01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

異。 

12.凱氏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17～0.23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13.總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0.21～0.31 mg/L，以測站 S07(表、底)略高些，其餘

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14.總油脂：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2.0 mg/L)，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2.0 mg/L〕。 

15.酚類：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022～0.0039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0.005 mg/L〕。 

16.總有機碳：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1.0～2.0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17.六價鉻：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1 mg/L)，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

質標準〔0.05 mg/L〕。 

18.鉛：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003～0.0011 mg/L，以測站 S07(表)略高些，其餘各測

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0.01 mg/L〕。 

19.鎘：各測站之測值均為<0.0001 mg/L，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0.005 mg/L〕。 

20.銅：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012～0.0015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0.03 mg/L〕。 

21.鋅：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038～0.0099 mg/L，以測站 S06(表、底)略高些，其餘

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各測站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0.5 

mg/L〕。 

22.錳：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067～0.0117 mg/L，以測站 S06(表)略高些，其餘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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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各測站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0.05 

mg/L〕。 

23.銀：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5 mg/L)，各測站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

標準〔0.05 mg/L〕。 

24.砷：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012～0.0014 mg/L，各測站間、水層間無明顯差異，

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0.05 mg/L〕。 

25.硒：各測站之測值均為<0.002 mg/L，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0.01 

mg/L〕。 

26.汞：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0081 mg/L)，且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

標準〔0.0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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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海域水質監測結果 

〔本季採樣日期：108 年 7 月 13 日〕 

分析項目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乙類海域

品質標準 
S05 S06 S07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水溫 ℃ － － 29.6 29.5 30.1 30.0 30.0 29.8 
pH － － 7.5~8.5 8.2 8.2 8.3 8.2 8.2 8.1 
溶氧 mg/L － ≧5.0 6.4 6.4 6.4 6.4 6.4 6.4 

溶氧飽和度 % － － 99.0 98.8 99.6 99.2 99.6 99.0 
大腸桿菌群 CFU/100 mL － － <10 <10 <10 <10 <10 <10 
沉降固體物 mL/L － － <0.1 <0.1 <0.1 <0.1 <0.1 <0.1 
懸浮固體 mg/L 1.0 － 2.7 2.7 2.6 2.3 2.4 3.4 
生化需氧量 mg/L 1.0 ≦3.0 1.8 2.2 2.5 2.3 1.6 1.2 
化學需氧量 mg/L 1.0 － 8.7 9.0 9.2 9.4 6.4 6.5 

總磷 mg/L 0.00078 － 0.015 0.017 0.020 0.025 0.023 0.024 
硝酸鹽氮 mg/L 0.00089 － 0.05 0.07 0.02 0.03 0.08 0.10 
亞硝酸鹽氮 mg/L 0.00015 －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凱氏氮 mg/L 0.017 － 0.23 0.20 0.21 0.17 0.18 0.20 
總氮 mg/L － － <0.29 <0.28 <0.24 <0.21 0.27 0.31 

總油脂 mg/L 2.0 2.0 ND ND ND ND ND ND 
酚類 mg/L 0.00055 0.005 0.0026 0.0035 0.0027 0.0022 0.0039 0.0028 

總有機碳 mg/L 0.10 － 1.0 1.6 2.0 1.8 1.7 1.4 
六價鉻 mg/L 0.0011 0.05 ND ND ND ND ND ND 

鉛 mg/L 0.00017 0.01 0.0004 0.0004 0.0007 0.0007 0.0011 0.0003 
鎘 mg/L 0.0000069 0.005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銅 mg/L 0.0001 0.03 0.0014 0.0012 0.0015 0.0012 0.0015 0.0012 
鋅 mg/L 0.00027 0.5 0.0056 0.0041 0.0099 0.0086 0.0038 0.0048 
錳 mg/L 0.000038 0.05 0.0079 0.0067 0.0117 0.0070 0.0078 0.0069 
銀 mg/L 0.05(QL) 0.05 ND ND ND ND ND ND 
砷 mg/L 0.00014 0.05 0.0012 0.0013 0.0012 0.0012 0.0014 0.0013 
硒 mg/L 0.00014 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汞 mg/L 0.000081 0.001 ND ND ND ND ND ND 

註 1：檢測數據位數之表示，依環保署公告 99 年 3 月 5 日環檢一字第 0990000919 號「檢測報告位數表示規定」；以 ND 表示

者，表該樣品測值小於方法偵測極限值(MDL)；以<數字表示者，表該樣品測值大於方法偵測極限但小於定量極限(QL)。 
註 2：乙類海域品質標準參考來源為行政院環保署於 107 年 02 月 13 日環署水字第 1070012375 號令修正發布之海域海洋環境

品質標準。 
註 3：測值超過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者，以粗體陰影表示之。 
註 4：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凱氏氮。 
註 5：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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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海域水質各測站水質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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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海域水質各測站水質變化趨勢圖(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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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海域水質各測站水質變化趨勢圖(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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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海域水質各測站溶氧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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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海域水質各測站生化需氧量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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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海域水質各測站油脂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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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海域水質各測站懸浮固體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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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海域水質各測站大腸桿菌群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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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海域水質各測站鉛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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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海域水質各測站鋅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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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域底泥 

 

本季於 108 年 7 月 13 日針對中區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之 3 個測站進行沉積

物檢測，分析項目為總有機碳及重金屬(鎘、鉛、六價鉻、砷、汞、硒、銅、鋅、

錳、銀)等項目，其監測結果彙整於表 3.2-1，各測站各項測值比較如圖 3.2-1〔其

中測值小於偵測極限值時，其變化趨勢圖將不顯示其對應之測值濃度長條〕所示，

各測站歷年水質變化比較趨勢如圖 3.2-2 所示。其中海域底泥法規標準係參考中華

民國 101年 1月 4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土字第 1000116349號令訂定發布之「底

泥品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法」中底泥品質指標項目之上、下限指標值

進行比較。 

整體而言，除 S07 之總有機碳略低些，其餘各測站之間均無明顯差異，且鉛、

鎘、銅、鋅、砷及汞等項濃度皆低於底泥品質指標下限值，與歷年測值相比，各

測站測項均無明顯差異。有關本季海域底泥之監測結果說明如下： 

1.總有機碳：各測站之測值介於<1.95～4.53 g/kg，以測站 S07 略低些，其餘各測站

間無明顯差異。 

2.鉛：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12.1～15.0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且均低於底泥

品質指數下限值〔48.0 mg/kg〕。 

3.鎘：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76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且均低於底泥

品質指數下限值〔0.65 mg/kg〕。 

4.銅：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5.53～9.19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且均低於底泥

品質指數下限值〔50.0 mg/kg〕。 

5.鋅：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73.2～80.0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且均低於底泥

品質指數下限值〔140 mg/kg〕。 

6.錳：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398～424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 

7.銀：各測站之測值均為<2.5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 

8.砷：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8.59～11.0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且均未超過底

泥品質指數下限值〔11.0 mg/kg〕。 



 

35 

9.硒：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2.5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 

10.六價鉻：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1.0 mg/kg)，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 

11.汞：各測站之測值均為<0.1 mg/kg，且均低於底泥品質指數下限值〔0.23 mg/kg〕。 

 

表 3.2-1、『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海域底泥監測結果 

〔本季採樣日期：108 年 7 月 13 日〕 

分析項目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底泥 

上限值 

底泥 

下限值 
S05 S06 S07 

總有機碳 g/kg 1.95(QL) – – 4.53 4.30 <1.95 

鉛 mg/kg 0.39 161 48.0 14.4 15.0 12.1 

鎘 mg/kg 0.076 2.49 0.65 ND ND ND 

銅 mg/kg 0.18 157 50.0 8.04 9.19 5.53 

鋅 mg/kg 0.24 384 140 80.0 79.3 73.2 

錳 mg/kg 2.5(QL) – – 398 410 424 

銀 mg/kg 2.5(QL) – – <2.5 <2.5 <2.5 

砷 mg/kg 2.5(QL) 33.0 11.0 10.0 8.59 11.0 

硒 mg/kg 2.5(QL) – – ND ND ND 

六價鉻 mg/kg 1.0(QL) – – <1 <1 <1 

汞 mg/kg 0.028 0.87 0.23 <0.1 <0.1 <0.1 

註 1：檢測數據位數之表示，依環保署公告 99 年 3 月 5 日環檢一字第 0990000919 號「檢測報告位數表示規定」；

以 ND 表示者，表該樣品測值小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以<數字表示者，表該樣品測值大於方法偵測極限

但小於定量極限(QL)。 
註 2：底泥品質指標參考來源為行政院環保署 101 年 01 月 04 日環署土字第 1000116349 號令訂定發布之『底泥品

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法』。 
註 3：測值超過底泥品質下限值者以粗體陰影表示之，而測值超過底泥品質上限值者以黑底白色表示之。 
註 4：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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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海域底泥各測站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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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海域底泥各測站歷年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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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域貝類 

 

本季於 108 年 7 月 13 日針對中區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之 3 個測站進行貝類

檢測，分析項目包含累積性重金屬(鎘、汞、鉛)、碳氫化合物及農藥(總有機磷劑

及氨基甲酸鹽之總量、安特靈、靈丹、毒殺芬、安殺番、飛佈達及其衍生物、滴

滴涕及其衍生物、阿特靈、地特靈、五氯酚及其鹽類、除草劑)等項目，其監測結

果彙整於表 3.3-1、表 3.3-2，各測站各項測值比較如圖 3.3-1 及圖 3.3-2〔其中測值

小於偵測極限值時，其變化趨勢圖將不顯示其對應之測值濃度長條〕所示。本季

海域貝類之監測結果說明分述如下： 

 

一、累積性重金屬 

本季各測站間各項測值均無明顯差異。 

1.鎘：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0.03 mg/kg。 

2.汞：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4 mg/kg)。 

3.鉛：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3～0.06 mg/kg，以 S07 最高，而 S05 最低。 

 

二、碳氫化合物 

本季除 S07 之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6～C9)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10～C40)測

值略高些外，其餘各測站之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6～C9)均無明顯差異。 

1.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6～C9)：各測站之測值介於<1.25～3.12 mg/kg，以 S07 最高。 

2.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10～C40)：各測站之測值均為<1.5 mg/kg。 

3.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6～C40)：各測站之測值介於<2.75～<4.62 mg/kg，以 S07 最

高。 

 



 

39 

三、農藥 

本季各測站各項農藥測值均無明顯差異，且均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或報告

極限濃度。 

1. 達馬松：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32 mg/kg)。 

2. 亞素靈：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355 mg/kg)。 

3. 大利松：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34 mg/kg)。 

4. 巴拉松：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32 mg/kg)。 

5. 一品松：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29 mg/kg)。 

6. 陶斯松：各測站之測值均為<0.125 mg/kg。 

7. 靈丹：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 mg/kg)。 

8. 飛佈達：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9. 阿特靈：各測站之測值均為<0.004 mg/kg。 

10.環氧飛佈達：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11.4,4'-滴滴依：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 mg/kg)。 

12.α-安殺番：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13.2,4'-滴滴滴：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14.地特靈：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15.2,4'-滴滴涕：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16.安特靈：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17.4,4'-滴滴滴：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 mg/kg)。 

18.β-安殺番：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5 mg/kg)。 

19.4,4'-滴滴涕：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1 mg/kg)。 

20.毒殺芬：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14 mg/kg)。 

21.2,4-地：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09 mg/kg)。 

22.丁基拉草：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12 mg/kg)。 

23.五氯酚：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725 mg/kg)。 

24.納乃得：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096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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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加保扶總量：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1985 mg/kg)。 

26.滅必蝨：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ND(<0.1015 mg/kg)。 

27.巴拉刈：各測站之測值均為<2.5 mg/kg。 

 

表 3.3-1、『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海域貝類累積性重金屬監測結果 

〔本季採樣日期：108 年 7 月 13 日〕 

分析項目 單位 定量極限 S05 S06 S07 

鎘 mg/kg 0.02 0.03 0.03 0.03 

汞 mg/kg 0.04 ND ND ND 

鉛 mg/kg 0.02 0.03 0.04 0.06 

註 1：檢測數據位數之表示，依環保署公告 99 年 3 月 5 日環檢一字第 0990000919 號「檢

測報告位數表規定」。 
註 2：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3。 

 

表 3.3-2、『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海域貝類農藥及碳氫化合物監測結果 

〔本季採樣日期：108 年 7 月 13 日〕 

分析項目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S05 S06 S07 

碳氫化合物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C6～C9) 
mg/kg 1.25(QL) <1.25 <1.25 <1.25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C10～C40) 
mg/kg 1.5(QL) <1.5 <1.5 <1.5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C6～C40) 
mg/kg – <2.75 <2.75 <2.75 

農藥 

達馬松 mg/kg 0.032 ND ND ND 

亞素靈 mg/kg 0.0355 ND ND ND 

大利松 mg/kg 0.034 ND ND ND 

巴拉松 mg/kg 0.032 ND ND ND 

一品松 mg/kg 0.029 ND ND ND 

註 1：方法偵測極限以"QL"表示者，表該數值為定量極限。 
註 2：碳氫化合物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4，農藥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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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海域貝類農藥及碳氫化合物監測結果(續) 

〔本季採樣日期：108 年 7 月 13 日〕 

分析項目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S05 S06 S07 

農藥 

陶斯松 mg/kg 0.125(QL) <0.125 <0.125 <0.125 

靈丹 mg/kg 0.001 ND ND ND 

飛佈達 mg/kg 0.0015 ND ND ND 

阿特靈 mg/kg 0.004(QL) <0.004 <0.004 <0.004 

環氧飛佈達 mg/kg 0.0015 ND ND ND 

4,4'-滴滴依 mg/kg 0.001 ND ND ND 

α-安殺番 mg/kg 0.0015 ND ND ND 

2,4'-滴滴滴 mg/kg 0.0015 ND ND ND 

地特靈 mg/kg 0.0015 ND ND ND 

2,4'-滴滴涕 mg/kg 0.0015 ND ND ND 

安特靈 mg/kg 0.0015 ND ND ND 

4,4'-滴滴滴 mg/kg 0.001 ND ND ND 

β-安殺番 mg/kg 0.0015 ND ND ND 

4,4'-滴滴涕 mg/kg 0.001 ND ND ND 

毒殺芬 mg/kg 0.014 ND ND ND 

2,4-地 mg/kg 0.009 ND ND ND 

丁基拉草 mg/kg 0.012 ND ND ND 

五氯酚 mg/kg 0.0725 ND ND ND 

納乃得 mg/kg 0.0965 ND ND ND 

加保扶總量 mg/kg 0.1985 ND ND ND 

滅必蝨 mg/kg 0.1015 ND ND ND 

巴拉刈 mg/kg 2.5(QL) <2.5 <2.5 <2.5 

註 1：方法偵測極限以"QL"表示者，表該數值為定量極限。 
註 2：碳氫化合物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4，農藥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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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海域貝類重金屬各測站濃度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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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海域貝類碳氫化合物各測站濃度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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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域生態 

 

本季於 108 年 7 月 13 日針對中區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之 3 個測站進行生態

監測，監測項目為魚類、大型無脊椎生物及浮游生物(含基礎生產力)等項，本季海

域生態之監測結果說明分述如下： 

 

一、植物性浮游生物 

本季海域生態採樣調查所採獲之浮游植物個體數如表 3.4-1 所示，主要包含有

矽藻門(Bacillariophyta)、金黃藻門(Chrysophyta)及渦鞭毛藻門(Dinophyta)等 3 門，

共計 21 種，其中以矽藻門的種類數最高，達 18 種。依各測站各水層間之總個體

數而言，以S07(底)104,880 cells/L最高，S06(表)64,663 cells/L次之，而S05(底)25,333 

cells/L 則為最低；另各測站各水層間之物種數介於 9~13 種之間，並以 S05(底)最

高。 

整體而言，本季優勢物種為矽藻門之 Skeletonema spp.，比例佔 80.13 %，且

為沿岸常見浮游植物，其中各測站各水層均有採獲矽藻門之 Chaetoceros spp.、

Skeletonema spp.及 Thalassiosira spp.等三種，由此可知上述浮游植物在本調查

海域中分佈範圍廣泛。 

 

另外，透過各項生態指數，將進一部探討各測站各水層間之差異，其各測站

各水層之計算結果如表 3.4-2 所示，首先 Margalef’s 的豐富度指數(Margalef’s 

richness)係指一個群落或環境中物種數之多寡，亦代表生物群聚(或樣品)中種類豐

富程度的指數，此數值愈大表示此生物群聚中之種類愈豐富。本季調查整體豐富

度以 S05(底)最高，其值為 1.18，顯示此處為本調查海域浮游植物種類最為豐富的

地方，而 S06(表)最低，其值為 0.72。 

而均勻度指數(Evenness Index)係指環境中各物種之個體數分配的均勻程度，

此數值愈大代表各物種間之個體數分佈較為均勻。本季各測站各水層間之均勻度

以 S06(表)最高，其值為 0.45，而 S05(底)最低，其值為 0.28。 

至於歧異度指數(Shannon-weiner diversity)係指各物種個體之失調及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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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代表該處之物種多樣性，此數值愈大表示物種的多樣性較為豐富且豐度分

配較平均，同時可提供生物自然集會或群聚組合等相關訊息，亦可用以解釋當環

 遭受衝擊時該地區生物群聚結構之改變與空間之差異。本季各測站各水層之歧

異度指數介於 0.67～0.99 之間，其中以 S06(表)最高，顯示該測站生物群聚結構較

為穩定，而 S07(底)則為最低。 

 

整體而言，本季浮游植物採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區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之

個體數 Skeletonema spp.最高，由圖 3.4-1 及圖 3.4-2 來看，各總個體數與均勻度、

歧異度間之變化趨勢，並無顯著的相關性；與歷年測值相比，各測站各水層之浮

游植物個體數及種類數均無明顯差異 (圖 3.4-3)，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6 

(p.9~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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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各測站浮游植物個體數及含量百分比 

測站/種類 S05上 S06上 S07上 S05下 S06下 S07下 平均 百分比（％）

Bacillariophyta (矽藻門)
Amphora spp. 63 0 0 63 0 63 32 0.06
Bacteriastrum  spp. 1140 1963 0 0 697 0 633 1.15
Bacillaria spp. 0 0 0 63 0 0 11 0.02
Biddulphia spp. 0 63 63 443 63 63 116 0.21
Chaetoceros spp. 3167 3547 1203 1963 2343 12477 4117 7.44
Cocconeis spp. 0 0 63 0 0 0 11 0.02
Coscinodiscus spp. 1203 317 633 63 190 0 401 0.73
Diploneis spp. 0 0 0 127 0 0 21 0.04
Hemiaulus spp. 0 507 0 0 0 253 127 0.23
Mastogloia spp. 63 0 0 0 0 0 11 0.02
Navicula spp. 0 760 0 0 0 0 127 0.23
Nitzschia spp. 0 7030 1647 127 1647 1203 1942 3.51
Plagiogramma spp. 0 0 0 0 127 0 21 0.04
Pleurosigma spp. 0 0 0 190 63 63 53 0.10
Rhizosolenia spp. 317 0 63 63 0 0 74 0.13
Skeletonema spp. 35467 47753 26093 21280 50223 85057 44312 80.13
Thalassiosira  spp. 1520 2723 2597 760 4497 5573 2945 5.33
Thalassiothrix  spp. 633 0 63 63 697 0 243 0.44

Chrysophyta  (金黃藻門) 0 0 0 0 0 0 0 0.00
Dictyocha spp. 63 0 0 127 190 63 74 0.13

Dinophyta (渦鞭毛藻門) 0 0 0 0 0 0 0 0.00
Ceratium  spp. 63 0 0 0 0 63 21 0.04
Oxytoxum spp. 0 0 0 0 63 0 11 0.02

總計 43700 64663 32427 25333 60800 104880 55301 100.00

種類數 11 9 9 13 12 10 21  

 

表 3.4-2、各測站浮游植物生態指數 

S05上 S06上 S07上 S05下 S06下 S07下

豐富度 0.94 0.72 0.77 1.18 1.00 0.78

均勻度 0.34 0.45 0.35 0.28 0.30 0.29

優勢度 0.67 0.56 0.66 0.71 0.69 0.67

歧異度 0.81 0.99 0.78 0.71 0.75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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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浮游植物總個體數與均勻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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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浮游植物總個體數與歧異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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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海域生態各測站浮游植物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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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生產（Primary production）是指生物利用太陽能將無機物，如二氧化碳、

水等，合成含有高能量之有機物的一種程序，常和光合作用互通使用，而經由光

合作用所產生的有機物質總量視為初級生產毛量（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由初級生產所產生之有機物質，部份會被細胞用於代謝消耗，只有一部份會

經過生物轉化後成為初級生產者（Primary producers）的細胞組成份或生物體，此

部份視為初級生產淨量（Net primary production）。生物體之質量累積愈多，即表

示初級生產力（Primary productivity）愈高。在一定時間之內，初級生產者之生物

量愈多，我們即稱其現存量（Standing crop）愈高。 

在海洋生態系中，部份初級生產者會被消費者如浮游動物、魚、蝦、貝類等

所攝食，同時亦有部份初級生產者因為死亡而被分解，故初級生產淨量除初級生

產者的現存量外，尚包括提供海洋生態系中之消費者和分解者等生存所需要的有

機物。 

初級生產者即是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植物或藻類。雖然在近海水域偶有些水

草等高等植物，但在海洋初級生產力最主要的貢獻者是藻類，包括體型細小的浮

游藻類和體型較大的附著性海藻。在國內沿海最常見的浮游藻類為矽藻類，如海

鏈藻屬（Thalassiosira）、圓篩藻屬（Coscinodiscus）等和渦鞭毛藻類，如多甲藻屬

（Peridinium）、原甲藻屬 （Prorocentrum）等。體型較大的附著性海藻主要分佈

於近海岩岸，國內常見的如石蓴、馬尾藻等。 

初級生產者是海洋生態系中，消費者（浮游動物、魚、蝦、貝類等）和分解

者（細菌和真菌等）所賴以維生的主要能量來源。初級生產者將光能固定後，轉

化為有機物的化學鍵能，消費者和分解者藉著攝食或吸收這些有機物而獲取能量。 

因此，初級生產者居食物鏈中的最基層，海洋生產力的高低，端視初級生產

力的高低而定，而初級生產力的高低，則視初級生產者之活性和數量而定。 

初級生產者除供應海洋生態系中的有機物（能量）外，初級生產者行光合作

用的同時會產生氧氣：  

nCO2+n H2O----（CH2O）n+nO2 



 

49 

氧氣不僅是水生動物生存所必需，也是分解者分解有機物質時所必需，因此

在海洋生態系中，初級生產者的數量直接影響水生動物之氧氣供應情形。適量的

初級生產者才能維持適合水中動物生存的溶氧量，初級生產者太少時，水中溶氧

量會不足；但是初級生產者過多時（如水質優養化），在白天有光合作用進行時，

水中溶氧量常會過飽和，但是在夜間，由於大量的藻類和水中其他水生物之耗氧

量甚大，反而會造成水中溶氧不足的現象。由此觀之，海洋生態系中初級生產者

的數量，不僅關係海洋生態系的生產力，並且也關係著水中的溶氧而影響海洋生

物生存的環境品質。 

傳統測定海洋初級生產力的方法是採用亮暗瓶方法，利用在不同深度下之亮

瓶和暗瓶內的溶氧或所固定之碳量的差異，來定量初級生產力的高低。海洋之初

級生產力受許多因子的影響，一般而言，主要影響海洋初級生產力的因素如溫度、

光度及營養鹽濃度等，而這些因素會隨季節而變動，因此，海洋之初級生產力有

季節消長之現象。台灣地處北半球之亞熱帶和熱帶區域，所承受之陽光以夏季最

強，冬季最弱。這種季節的差異使台灣附近海域之初級生產力在夏季最高，在冬

季最低。 

基礎生產力在黑潮表層約為 0.3～0.8 mg/m3/hr，本季在各測站基礎生產力為

0.104～0.108 mg/m3/hr，其中以 S05 最高。 

 

表 3.4-3、各測站基礎生產力測值 

測點 基礎生產力(mg/m3/hr) 

S05 0.108 

S06 0.104 

S07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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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物性浮游生物 

本季海域生態採樣調查所採集之浮游動物個體數如表 3.4-4 所示，種類包含有

原生動物 (Protozoa)、環節動物 (Annelida)、節肢動物 (Arthropoda)、毛顎動物

(Chaetognatha)、原索動物(Protochordata)和脊索動物(Chordata)等，共計 6 門 14 類，

總個體數介於 60,459 ind./1000 m3～123,097 ind./1000 m3 之間。 

 

依各測站之個體數而言，以 S05 最高，達 123,097 ind./1000 m3，S07 最低，僅

60,459 ind./1000 m3；另依各測站之種類數而言，以 S07 最高，計有 13 種，其次

為 S06，計有 11 種；其中各測站均有發現夜光蟲、枝角類、哲水蚤、劍水蚤、蟹

類幼生、蝦類幼生、尾蟲及魚卵。本季優勢物種為節肢動物門之哲水蚤及原生動

物門之夜光蟲，其比例分別佔 40.57%、19.71%。 

 

由表 3.4-5 顯示，各測站之均勻度以 S07 最高，其值為 0.76，S06 最低，其值

為 0.62，表示相對於 S05 及 S06 兩站，S07 之物種數及豐富度間分配較均勻；歧異

度指數值介於 1.49～1.95 之間，以 S07 最高，顯示該測站生物群聚結構較為穩定

而 S06 最低。 

 

整體而言，本季浮游動物採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區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浮

游動物出現率最高的種類為哲水蚤，其個體百分比佔 40.57%，由圖 3.4-4 及圖 3.4-5

來看，總個體數與均勻度、歧異度間之變化趨勢，並無顯著的相關性；與歷年測

值相比，除 S05 及 S06 之總個體數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外，其餘各測站之總個體數、

種類數均無明顯差異(圖 3.4-6)，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6 (p.1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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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各測站浮游動物個體數及含量百分比 

測站/種類 S05 S06 S07 平均 百分比（％）

Protozoa  原生動物

  Noctiluca  夜光蟲 17927 19675 13151 16918 19.71

Annelida  環節動物 0 0 0 0 0.00

  Polychaeta  多毛類 0 0 342 114 0.13
  Polycheata larva 多毛類幼生 0 191 0 64 0.07

Arthropoda  節肢動物 0 0 0 0 0.00

  Cladocera  枝角類 3984 2101 5294 3793 4.42
  Barnacle nauplius  藤壺幼生 0 0 171 57 0.07
  Calanoid  哲水蚤 50992 37249 16225 34822 40.57

  Cyclopoid  劍水蚤 13545 3629 8539 8571 9.99
  Crab zoea  蟹類幼生 1195 1528 683 1135 1.32
  Shrimp larva  蝦類幼生 29480 4202 7173 13618 15.87

  Lucifera  瑩蝦類 398 0 171 190 0.22
  Ostracoda  介形類 0 382 342 241 0.28

Chaetognatha  毛顎動物 0 0 0 0 0.00
  Sagittidae  毛顎類 0 1719 512 744 0.87

Protochordata  原索動物 0 0 0 0 0.00

  Appendicularia  尾蟲 2390 1910 2049 2117 2.47

Chordata  脊索動物 0 0 0 0 0.00
  Fish egg  魚卵 3187 1337 5807 3444 4.01

0 0 0 0 0.00

總計 123097 73924 60459 85827 100.00

種類數 9 11 13 14  

 

 

表 3.4-5、各測站浮游動物生態指數 

測站/生態指數 S05 S06 S07

豐富度 0.68 0.89 1.09

均勻度 0.72 0.62 0.76

優勢度 0.26 0.33 0.17

歧異度 1.58 1.49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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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浮游動物總個體數與均勻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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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浮游動物總個體數與歧異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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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海域生態各測站浮游動物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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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底棲動物 

本季海域生態以底拖網進行調查所採獲之底棲動物個體數如表 3.4-6 所示，計

有環節動物(Annelida)、軟體動物(Mollusk)、節肢動物(Arthropoda)及棘皮動物

(Echinodermata)，共計 4 門 29 科 29 種 138 個個體。依各測站之個體數而言，以

S05 最高，達 80 個，S05 次之，達 50 個，而 S06 最低，僅 8 個。另依種類數而言，

以 S05 最多，達 19 種，S07 次之，達 17 種，而 S06 最少，僅 2 種。 

 

整體而言，本季優勢物種為軟體動物之臺灣抱蛤(Corbula taiwanensis)，共發

現 26 個；與歷年測值相比，各測站之底棲動物總個體數及物種數均有增加的趨勢

(圖 3.4-7)，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6 (p.17～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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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各測站底棲動物種類及個體數 

種類/測站 S05 S06 S07 小計

Phylum Annelida 環節動物門 0

Class Polychaeta 多毛綱

Family Glyceridae 吻沙蠶科 1 1 2

Family Nephtyidae 齒吻沙蠶科 2 2

Family Polynoidae 多鱗蟲科 7 7

Family Sigalionidae 鍚鱗蟲科 4 4

Family Terebellidae 蟄龍介科 1 1

Order Echiuroidea  蟲目 1 1

Phylum Mollusk 軟體動物門

Class Bivalvia 雙殼綱

Order Myoida 海螂目

Family Corbulidae 抱蛤科

Corbula taiwanensis  臺灣抱蛤 26 26

Order Veneroida 簾蛤目

 Family Crassatellidae  厚殼蛤科

Bathytormus foveolatus  厚蛤 2 2

Family Donacidae 斧蛤科

Donax  sp. 2 2

Family Lucinidae 滿月蛤科

Codakia tigerina  滿月蛤 1 1

Family Veneridae 簾蛤科

Veremolpa scabra  海星小簾蛤 11 5 16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Order Archaeogastropoda 原始腹足目

Family Neritidae 蜑螺科

Clithon oualaniensis 小石蜑螺 1 1 2

Family Trochidae 鐘螺科

Minolia punctata  花繩鐘螺 1 1

Order Cephalaspidea 頭楯目

Family Ringiculidae 厚唇螺科

Ringiculina  sp.厚唇螺 1 1

Order Mesogastropoda 中腹足目

Family Potamididae 海蜷科

Batillaria sp. 灘棲螺 11 11

Order Neogastropoda 新腹足目

Family Nassariidae 織紋螺科

Niotha livescens 正織紋螺 5 5

Family Olividae 榧螺科

Oliva  sp. 榧螺 2 2

Family  Terebridae 筍螺科

Duplicaria sp. 筍螺 3 3

Family Turritellidae 錐螺科

Turritella terebra terebra 錐螺 1 1 2

Order Nuculoida 彎錦蛤目

Family Nuculanidae 彎錦蛤科

Nuculana confusa 問題彎錦蛤 11 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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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各測站底棲動物種類及個體數(續) 

種類/測站 S05 S06 S07 小計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Malacostraca 軟甲綱

Order Amphipoda 端足目

Family Talitridae 跳蝦科

Platorchestia sp. 扁跳蝦 2 2

Order Decapoda 十足目

Family Diogenidae 活額寄居蟹科 1 1

Family Penaeidae 對蝦科

Metapenaeus ensis 刀額新對蝦 1 1

Family Portunidae 梭子蟹科

Portunus granulatus 顆粒梭子蟹 1 1

Family Sergestidae 櫻蝦科

Acetes intermedius 間型毛蝦 4 4

Family Upogebiidae 螻姑蝦科

Upogebia sp. 螻蛄蝦 4 4

Class Maxillopoda 顎足綱

Order Sessilia 無柄目

Family Tetraclitidae 笠藤壺科

Tetraclita sp. 笠藤壺 1 3 2 6

Phylum Echinodermata 棘皮動物門

Class Echinoidea 海膽綱

Order Clypeasteroida 盾形目

Family Dendrasteridae 樹星海膽科

Sinaechinocyamus mai   馬氏扣海膽 1 1

Class Ophiuroidea 蛇尾綱

Order Chilophiurida 唇蛇尾目

Family Ophiocomidae 櫛蛇尾科 3 5 1 9

Total 總計個體數(隻) 80 8 50 138

Number of species 物種數 19 2 1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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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海域生態各測站歷年底棲動物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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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魚類 

本季海域生態採樣調查所採集之魚類個體數如表 3.4-7 所示，計有 科

(Bothidae) 、  科 (Callionymidae) 、  科 (Leiognathidae) 、 舌 鰨 科

(Cynoglossidae)，共計 4 科 5 種 8 個個體。依各測站之個體數而言，以 S06 最

高，達 4 個，S05 及 S07 最低，僅 2 個。另依種類數而言，以 S06 最多，達 3 種，

S05 次之，達 2 種，而 S07 最少，僅 1 種，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6 (p.19)。 

 

表 3.4-7、各測站魚類種類及個體數 

種類 /測站 S05 S06 S07 合計

Phylum Chor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Actinopterygii 條鰭魚綱

Order Perciformes 鱸形目

Family Bothidae  科

Chascanopsetta lugubris  大口長頷 1 1

Family  Callionymidae  科

Callionymus planus 扁 2 2

Family  Leiognathidae  科

Eubleekeria splendens  黑邊布氏 1 2 3

Order Pleuronectiformes 鰈目

Family Cynoglossidae 舌鰨科

Cynoglossus robustus 粗體舌鰨 1 1

Cynoglossus ochiaii 落合氏舌鰨 1 1

合計 2 4 2 8

種類數 2 3 1 5

 

 

 



 

59 

3.5 原污水及放流水水質 

 

本季於 108 年 8 月 19 日針對中區廠內攔污機前及放流加氯池(共 2 站)進行水

質監測，分析項目為氫離子濃度指數(pH)、水溫、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

固體、大腸桿菌群、總氮、總磷、氨氮等，其水質監測結果彙整於表 3.5-1 所示，

各測站各項測值比較如圖 3.5-1〔當測值小於偵測極限值時，其變化趨勢圖將不顯

示其對應之測值濃度長條〕所示。 

整體而言，除攔污機前之大腸桿菌群、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及化學需氧量

較放流加氯池明顯為高，而攔污機前之導電度較放流加氯池明顯為低外，其餘各

測項測值攔污機前與放流加氯池間並無明顯差異，而放流加氯池各項測值均符合

乙類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有關本季原污水及放流水之監測結果說明如下： 

1. 水溫：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26.9～27.8 ，其中放流加氯池測值符合海洋放流管

線放流水標準〔42 〕。 

2. pH：各測站之測值均為 7.4，其中放流加氯池測值符合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

〔6.0～9.0〕。 

3. 導電度：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560～1740 μmho/cm，以放流加氯池之測值較高。 

4. 大腸桿菌群：各測站之測值介於<10～7.9 106 CFU/100 mL，以攔污機前之測值

較高，其中放流加氯池測值符合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1.0×107 CFU/100 

mL〕。 

5. 懸浮固體：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18.8～44.4 mg/L，以攔污機前之測值較高，其中

放流加氯池測值符合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100 mg/L〕。 

6. 生化需氧量：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ND(<1.0 mg/L)～25.3 mg/L，以攔污機前之測

值較高，其中放流加氯池測值符合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100 mg/L〕。 

7. 化學需氧量：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35.4～62.0 mg/L，以攔污機前之測值較高，其

中放流加氯池測值符合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280 mg/L〕。 

8. 氨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6.12～8.29 mg/L，以攔污機前之測值較高。 

9. 硝酸鹽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28～0.43 mg/L，以攔污機前之測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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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亞硝酸鹽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04～0.07 mg/L，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 

11.凱氏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7.57～9.33 mg/L，以放流加氯池之測值較高。 

12.總氮：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8.07～9.65 mg/L，以放流加氯池之測值較高。 

13.總磷：各測站之測值介於 0.910～0.930 mg/L，各測站間無明顯差異。 

 

表 3.5-1、『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廠內水質監測結果 

〔本季採樣日期：108 年 8 月 19 日〕 

分析項目 單位 
方  法 

偵測極限 
乙類海洋標準 攔污機前 放流加氯池 

水溫 ℃ － 42 26.9 27.8 

pH － － 6.0~9.0 7.4 7.4 

導電度 μmho/cm － － 560 1740 

大腸桿菌群 CFU/100 mL – 1.0×107 7.9×106 <10 

懸浮固體 mg/L 1.0 100 44.4 18.8 

生化需氧量 mg/L 1.0 100 25.3 ND 

化學需氧量 mg/L 1.9 280 62.0 35.4 

氨氮 mg/L 0.0059 － 8.29 6.12 

硝酸鹽氮 mg/L 0.00089 － 0.43 0.28 

亞硝酸鹽氮 mg/L 0.00015 － 0.07 0.04 

凱氏氮 mg/L 0.017 － 7.57 9.33 

總氮 mg/L － － 8.07 9.65 

總磷 mg/L 0.0025 － 0.930 0.910 

註 1：檢測數據位數之表示，依環保署公告 99 年 3 月 5 日環檢一字第 0990000919 號「檢測報告位數表規定」；以 ND 表

示者，表該樣品測值小於方法偵測極限(MDL)。 
註 2：水質標準參考來源為行政院環保署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環署水字第 1060081235 號令修正發布之『海洋放流管線放

流水標準』中乙類海域管制限值，此標準僅針對放流加氯池進行管制，測值超過標準者以粗體陰影表示之。 
註 3：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凱氏氮。 
註 4：檢測報告請參閱附件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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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中區污水廠內各測站水質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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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中區污水廠內各測站水質變化趨勢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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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4.1  監測結果檢討與因應對策 

 

本季海域水質、海域底泥、海域貝類、生態之環境監測，以及廠內放流水水

質各項測值均符合相關標準，監測結果敘述如下： 

 

一、海域水質 

本季中區污水處理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 3 個監測站之監測結果顯示，除

S07(表、底)之化學需氧量、S06(表、底)之硝酸鹽氮略低些，以及 S06(表、底)之鋅、

S07(表)之鉛、S06(表)之錳略高些外，其餘各測站各水層間之測值普遍無明顯差

異，其中氫離子濃度指數、溶氧、生化需氧量、六價鉻、酚類、鉛、鎘、銅、鋅、

錳、銀、砷、硒及汞等項測值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二、海域底泥 

本季中區污水處理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 3 個監測站之監測結果顯示，除 S07

之總有機碳略低些，其餘各測站間之測值均無明顯差異，各測站之鉛、鎘、銅、

鋅、砷及汞等項測值均低於底泥品質指標下限值。 

 

三、海域貝類 

本季中區污水處理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 3 個監測站之監測結果顯示，除 S07

之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6～C9)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C10～C40)測值略高些外，其

餘各測站間之累積性重金屬及農藥均無明顯差異。 

 

四、海域生態 

本季中區污水處理廠海放管台灣海峽海域 3 個監測站之監測結果顯示，浮游

植物及浮游動物各總個體數與均勻度、歧異度間之變化趨勢，並無顯著的相關性，

與歷年測值相比，浮游植物、浮游動物之個體數及種類數與歷次相近；底棲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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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優勢物種為軟體動物的臺灣抱蛤(Corbula taiwanensis)，與歷年測值相比，S05

測站之物種數有上升的趨勢，其餘測站之總個體數極物種數則與歷次差異不大。

本季各測站之基礎生產力測值介於 0.104～0.108 mg/m3/hr 之間，與歷次測值差異

不大。 

 

五、原污水及放流水 

本季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加氯池各項測值均符合乙類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

準，除攔污機前之大腸桿菌群、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及化學需氧量較放流加氯

池明顯為高，而攔污機前之導電度較放流加氯池明顯為低外，其餘各測項測值攔

污機前與放流加氯池間並無明顯差異。 

 

4.2 建議事項 

 

本季海域水質檢驗結果均符合乙類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本季放流水水質檢驗

結果均符合乙類海洋放流管線放流水標準，建議持續監測觀察其變化趨勢。 

 



 

 

 

 

 

 

 

附件一、檢測執行單位之認證資料 





































 

 

 

 

 

 

 

附件二、本計畫投保資料 





























 

 

 

 

 

 

 

附件三、預定期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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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108年7月」預訂期程報告 

類別 
監測 
頻率 

監測日期/ 
採樣組別 

(註5) 

監測地點(註2) 
監 測 項 目 

完成 
進度 測站名稱 經度 緯度 

海水 
水質 
檢測 

每季 
一次 108.07.04 

09:30(註4)/ 
第1組 

S05 
(表、底層) 

120°14’47’’E 22°35’01’’N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溶氧、大腸桿菌

群、沉降固體量、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

六價鉻、化學需氧量、總磷、總氮(註 1)、
總油脂、酚類、總有機碳、鉛、鎘、銅、

鋅、錳、銀、砷、硒、汞。 

50% 
S06 

(表、底層) 120°15’41’’E 22°33’58’’N 

S07 
(表、底層) 

120°16’46’’E 22°32’39’’N 

沉積物 
檢測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總有機碳、重金屬(鎘、鉛、六價鉻、砷、

汞、硒、銅、鋅、錳、銀)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貝類 
檢測 

每季 
一次 108.07.04 

09:30(註4)/ 
第2組 

S05 120°14’47’’E 22°35’01’’N 累積性重金屬(鎘、汞、鉛)，碳氫化合物、

農藥(總有機磷劑及氨基甲酸鹽之總量、安

特靈、靈丹、毒殺芬、安殺番、飛佈達及

其衍生物、滴滴涕及其衍生物、阿特靈、

地特靈、五氯酚及其鹽類、除草劑)。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海洋生物底棲

生物調查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魚類、大型無脊椎生物、浮游生物(含基礎

生產力)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廠內原污水及

放流水水質採

樣檢測作業

(註 3) 

每季 
一次 

108.07.04 
08:00/ 
第1組 

攔污機前及放流加氯池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大腸桿菌群、懸

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總磷、

總氮(註 1)。 
50% 

污泥毒性 
特性實驗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TCLP – 

緊急事故水質

採樣監測分析

作業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 

註 1、〔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總凱氏氮〕。 
註 2：實際採樣座標與原規劃座標誤差不得超過 60 秒。 
註 3：採樣需會同  貴局化驗室同仁〔林朱震東(07-5714164 分機 208)〕進行取樣。 
註 4：該採樣時間為預訂出港時間。 
註 5：各採樣小組成員與聯絡電話說明如下； 

第 1 組：林育平(0965-817-975)、陳嘉祥(0928-155-385)、王國芳(0929-476-857)。 
第 2 組：吳建龍(0910-821-564)、劉穎毅(0989-890-162)。 
專案工程師：蕭振賢；07-8152248 分機 889 / 0921-231-593。 
外業組組長：王國芳；07-8152248 分機 650 / 0929-47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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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108年7月」預訂期程報告(修訂一版) 

類別 
監測 
頻率 

監測日期/ 
採樣組別 

(註5) 

監測地點(註2) 
監 測 項 目 

完成 
進度 測站名稱 經度 緯度 

海水 
水質 
檢測 

每季 
一次 海況不佳 

行程延後 

S05 
(表、底層) 

120°14’47’’E 22°35’01’’N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溶氧、大腸桿菌

群、沉降固體量、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

六價鉻、化學需氧量、總磷、總氮(註 1)、
總油脂、酚類、總有機碳、鉛、鎘、銅、

鋅、錳、銀、砷、硒、汞。 

50% 
S06 

(表、底層) 120°15’41’’E 22°33’58’’N 

S07 
(表、底層) 

120°16’46’’E 22°32’39’’N 

沉積物 
檢測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總有機碳、重金屬(鎘、鉛、六價鉻、砷、

汞、硒、銅、鋅、錳、銀)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貝類 
檢測 

每季 
一次 海況不佳 

行程延後 

S05 120°14’47’’E 22°35’01’’N 累積性重金屬(鎘、汞、鉛)，碳氫化合物、

農藥(總有機磷劑及氨基甲酸鹽之總量、安

特靈、靈丹、毒殺芬、安殺番、飛佈達及

其衍生物、滴滴涕及其衍生物、阿特靈、

地特靈、五氯酚及其鹽類、除草劑)。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海洋生物底棲

生物調查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魚類、大型無脊椎生物、浮游生物(含基礎

生產力)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廠內原污水及

放流水水質採

樣檢測作業

(註 3) 

每季 
一次 

108.07.04 
08:00/ 
第1組 

攔污機前及放流加氯池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大腸桿菌群、懸

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總磷、

總氮(註 1)。 
50% 

污泥毒性 
特性實驗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TCLP – 

緊急事故水質

採樣監測分析

作業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 

註 1：〔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總凱氏氮〕。 
註 2：實際採樣座標與原規劃座標誤差不得超過 60 秒。 
註 3：採樣需會同  貴局化驗室同仁〔林朱震東(07-5714164 分機 208)〕進行取樣。 
註 4：該採樣時間為預訂出港時間。 
註 5：各採樣小組成員與聯絡電話說明如下； 

第 1 組：林育平(0965-817-975)、王國芳(0929-476-857)。 
專案工程師：陳怡恩；07-8152248 分機 891 / 0988-104-181。 
外業組組長：王國芳；07-8152248 分機 650 / 0929-47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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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108年7月」預訂期程報告(修訂二版) 

類別 
監測 
頻率 

監測日期/ 
採樣組別 

(註5) 

監測地點(註2) 
監 測 項 目 

完成 
進度 測站名稱 經度 緯度 

海水 
水質 
檢測 

每季 
一次 108.07.13 

09:00/ 
第1組 

S05 
(表、底層) 

120°14’47’’E 22°35’01’’N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溶氧、大腸桿菌

群、沉降固體量、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

六價鉻、化學需氧量、總磷、總氮(註 1)、
總油脂、酚類、總有機碳、鉛、鎘、銅、

鋅、錳、銀、砷、硒、汞。 

50% 
S06 

(表、底層) 120°15’41’’E 22°33’58’’N 

S07 
(表、底層) 

120°16’46’’E 22°32’39’’N 

沉積物 
檢測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總有機碳、重金屬(鎘、鉛、六價鉻、砷、

汞、硒、銅、鋅、錳、銀)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貝類 
檢測 

每季 
一次 107.07.13 

09:00/ 
第2組 

S05 120°14’47’’E 22°35’01’’N 累積性重金屬(鎘、汞、鉛)，碳氫化合物、

農藥(總有機磷劑及氨基甲酸鹽之總量、安

特靈、靈丹、毒殺芬、安殺番、飛佈達及

其衍生物、滴滴涕及其衍生物、阿特靈、

地特靈、五氯酚及其鹽類、除草劑)。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海洋生物底棲

生物調查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魚類、大型無脊椎生物、浮游生物(含基礎

生產力)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廠內原污水及

放流水水質採

樣檢測作業

(註 3) 

每季 
一次 

108.07.04 
08:00/ 
第1組 

攔污機前及放流加氯池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大腸桿菌群、懸

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總磷、

總氮(註 1)。 
50% 

污泥毒性 
特性實驗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TCLP – 

緊急事故水質

採樣監測分析

作業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 

註 1：〔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總凱氏氮〕。 
註 2：實際採樣座標與原規劃座標誤差不得超過 60 秒。 
註 3：採樣需會同  貴局化驗室同仁〔林朱震東(07-5714164 分機 208)〕進行取樣。 
註 4：該採樣時間為預訂出港時間。 
註 5：各採樣小組成員與聯絡電話說明如下； 

第 1 組：林育平(0965-817-975)、王國芳(0929-476-857)、陳嘉祥(0928-155-385)。 
第 2 組：吳建龍(0910-821-564)、胡捷凱(0989-320-972)。 
專案工程師：陳怡恩；07-8152248 分機 891 / 0988-104-181。 
外業組組長：王國芳；07-8152248 分機 650 / 0929-47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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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108年8月」預訂期程報告 

類別 
監測 
頻率 

監測日期/ 
採樣組別 

(註5) 

監測地點(註2) 
監 測 項 目 

完成 
進度 測站名稱 經度 緯度 

海水 
水質 
檢測 

每季 
一次 本次未執行 

(註4) 

S05 
(表、底層) 

120°14’47’’E 22°35’01’’N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溶氧、大腸桿菌

群、沉降固體量、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

六價鉻、化學需氧量、總磷、總氮(註 1)、
總油脂、酚類、總有機碳、鉛、鎘、銅、

鋅、錳、銀、砷、硒、汞。 

50% 
S06 

(表、底層) 120°15’41’’E 22°33’58’’N 

S07 
(表、底層) 

120°16’46’’E 22°32’39’’N 

沉積物 
檢測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總有機碳、重金屬(鎘、鉛、六價鉻、砷、

汞、硒、銅、鋅、錳、銀)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貝類 
檢測 

每季 
一次 本次未執行 

(註4) 

S05 120°14’47’’E 22°35’01’’N 累積性重金屬(鎘、汞、鉛)，碳氫化合物、

農藥(總有機磷劑及氨基甲酸鹽之總量、安

特靈、靈丹、毒殺芬、安殺番、飛佈達及

其衍生物、滴滴涕及其衍生物、阿特靈、

地特靈、五氯酚及其鹽類、除草劑)。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海洋生物底棲

生物調查 
每季 
一次 

S05 120°14’47’’E 22°35’01’’N 
魚類、大型無脊椎生物、浮游生物(含基礎

生產力) 50% S06 120°15’41’’E 22°33’58’’N 
S07 120°16’46’’E 22°32’39’’N 

廠內原污水及

放流水水質採

樣檢測作業

(註 3) 

每季 
一次 

108.08.19 
09:00/ 
第1組 

攔污機前及放流加氯池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大腸桿菌群、懸

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總磷、

總氮(註 1)、氨氮。 
50% 

污泥毒性 
特性實驗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TCLP – 

緊急事故水質

採樣監測分析

作業 

通知日

起2日內 
本次未執行  – 

註 1：〔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總凱氏氮〕。 
註 2：實際採樣座標與原規劃座標誤差不得超過 60 秒。 
註 3：採樣需會同  貴局化驗室同仁〔林朱震東(07-5714164 分機 208)〕進行取樣。 
註 4：海域環境監測(含海域水質、沉積物檢測及海域生態)已於 108 年 7 月 13 日完成採樣作業。 
註 5：各採樣小組成員與聯絡電話說明如下； 

第 1 組：林育平(0965-817-975)、王國芳(0929-476-857)、王政雄(0965-818-296)。 
專案工程師：陳怡恩；07-8152248 分機 891 / 0988-104-181。 
外業組組長：王國芳；07-8152248 分機 650 / 0929-476-857。 

 

 

 



 

 

 

 

 

 

 

附件四、採樣報告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 

(後續擴充) 
 

 

 

 

 

108年第三季採樣報告 
〔108年7月〕 

 

 

 

 

 

 

 

 

 
 
執行單位：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8 日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 

(後續擴充) 
 

 

 

 

 

108年第三季採樣報告 
〔108年8月〕 

 

 

 

 

 

 

 

 

 
 
執行單位：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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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污水處理廠海域環境監測(後續擴充)』 

108年第三季採樣報告 

 

  

原污水(攔污機前)：採樣環境  108.08.19 原污水(攔污機前)：採樣座標  108.08.19 

  

原污水(攔污機前)：採樣動作  108.08.19 放流水(放流加氯池)：採樣環境  108.08.19 

  

放流水(放流加氯池)：採樣座標  108.08.19 放流水(放流加氯池)：採樣動作  108.08.19 

現場作業照片 

 



 

 

 

 

 

 

 

附件五、檢測報告 

 

附件 5.1、海域水質 
附件 5.2、海域底泥 
附件 5.3、海域貝類(碳氫化合物) 
附件 5.4、海域貝類(重金屬) 
附件 5.5、海域貝類(農藥) 
附件 5.6、海域生態 
附件 5.7、放流水水質 



 

 

 

 

 

 

 

附件 5.1、海域水質 





































  

S05：GPS 座標  108.04.08 S05：採樣環境  108.04.08 

  

S05：採樣動作  108.04.08 S06：GPS 座標  108.04.08 

  

S06：採樣環境  108.04.08 S06：採樣動作  108.04.08 

  

S07：GPS 座標  108.04.08 S07：採樣環境  108.04.08 

現場作業照片 



 

 

S07：採樣動作  108.04.08  

現場作業照片 

 



 

 

 

 

 

 

 

附件 5.2、海域底泥 































  

S05：GPS 座標  108.04.08 S05：採樣環境  108.04.08 

  

S05：採樣動作  108.04.08 S06：GPS 座標  108.04.08 

  

S06：採樣環境  108.04.08 S06：採樣動作  108.04.08 

  

S07：GPS 座標  108.04.08 S07：採樣環境  108.04.08 

現場作業照片 



 

 

S07：採樣動作  108.04.08  

現場作業照片 

 



 

 

 

 

 

 

 

附件 5.3、海域貝類(碳氫化合物) 













































































 

 

 

 

 

 

 

附件 5.4、海域貝類(重金屬) 















 

 

 

 

 

 

 

附件 5.5、海域貝類(農藥) 















 

 

 

 

 

 

 

附件 5.6、海域生態 

 



 

 
 
 
 
 
 

海洋生態監測結果  
(108 年 4 月 ) 

 
 
 
 
 
 
 
 
 
 

執行單位 ：威騰有限公司 

提送日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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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監測內容概述 
1.1 計畫目標 

藉由環境監測及調查建立環境背景資料，以提供規劃及施工期間

對環境之影響程度，以降低對環境的負荷。  

1.2 監測情形概述 

本季執行時間為民國108年4月8日，執行之監測項目為海域生態，本次

監測結果於表1.2-1中簡述。 

 
表 1.2-1 監測結果摘要表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編號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海域生態 

1.植物性浮游性生物 
2.動物性浮游性生物 
3.底棲生物 
4.魚類 

1.S05 
2.S06 
3.S07 
 

本季浮游植物調查發現有
矽藻門(Bacillariophyta)、藍綠藻
門(Cyanophyta)、金黃藻門
(Chrysophyta)及渦鞭毛藻門
(Dinophyta)等4門共19種，以矽
藻門的Chaetoceros spp.為數量
最高的類別。 

浮游動物共計發現21大
類，以夜光蟲最多，佔浮游動
物總量的佔浮游動物總量的
73.43 %，為本次調查的優勢物
種，其次為哲水蚤，佔總量的
15.63 % 

本次以底拖網進行調查共
計發現到1門7種底棲生物。軟
體動物有5科7種16個個體，底
棲生物全部共7種16個個體，未
發現珍稀或保育物種。 

本次調查，共計發現到魚
類2科2種2個個體。 科
(Callionymidae)有1種1個個體，
 科(Leiognathidae)有1種1個個
體。 

 

持續監測 

 

 

 

1.3 監測計畫 

本次環境監測工作依環監測計畫進行，各監測類別、項目、地點、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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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時間、方法及執行監測單位列表於1.3-1。 

 

表 1.3-1 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 

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編號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執行 

單位 

海域 

生態 

1.植物性浮游生物

之種類及密度 
2.動物性浮游生物

之種類及密度 
3.底棲生物及魚類

之種類及密度 
 

1.S05 
2.S06 
3.S07  

每季一次 

1.NIEA  E505.50C 

2.NIEA  E701.20C 

3.NIEA  E103.20C/ 

E102.20C  

 

威騰有

限公司 

1.4 監測站位置 

本計畫分別於海域設置監測位罝，而各測站位置如圖1.4-1所示。 

 

圖 1.4-1 監測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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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採樣程序及工作方法 

1.5.1 監測前準備工作 

每一專案施放的工作海域不盡相同，施放方式也不同，因此進

行前訂有週詳的規劃，對儀器安全上有莫大助益。  

儀器施放前工作規劃與準備包括： 

一、召開行前會議  

會中將討論任務分配事前做好人力、物力的調度，以節省

人力、物力及財力的使用，增加工作效率，期能增加監測工作

的精確性，會中將決定：  

(一) 人員分組及交通工具規劃。  

(二) 本計畫該次監測應特別注意之事項。  

(三) 安全上應注意事項。  

(四) 行政支援的需要及執行方法。  

(五) 現場突發事件聯絡及處理方式。  

二、同仁配合本計畫之協調工作。  

三、蒐集相關資料  

為了使所選擇的測點能具代表性，資料的蒐集是相當重要

的，因為，對週遭環境了解的愈透徹，所選擇的測點便愈能代

表該地區的環境。所需蒐集的資料如下：  

(一) 地理環境資料：工程所在位置、施工情形及附近有無工程

進行等。  

(二) 歷史資料：了解當地海域上船隻作業方式及情況等。  

(三) 現場探勘記錄、照片等。  

(四) 申請出海公文及備妥相關文件資料。  

(五) 相關氣候和海面狀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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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監測作業流程圖 

 

四、器材準備：  

本計畫預定檢測工作包括海洋物理和海洋生物等類別，所需

之設備詳細說明如下：  
1.pH 計(pH) 
2.溫度計(水溫) 
3.導電度計(鹽度)  
4.植物性浮游生物採樣設備(水桶、水杓、繩索等) 
5.動物性浮游生物採樣設備(北太平洋標準浮游生物採集

網、繩索等)  
6.底棲生物採樣設備(當地漁船使用之網具) 
7.保存容器(PE 瓶、PE 袋、保存冰箱等) 
8.添加試藥(如福馬林、酒精…等) 
9.其他(安全設備、樣品標籤、表格等) 

五、藥品準備：  

海洋生物之樣品中，浮游植物和浮游動物等樣品須以 5%福馬

林或 70%酒精進行保存工作，部分樣品如底棲生物、魚類等樣品

則需準備大量冰塊冷藏。  

海域環境調查

計畫周邊環境
基本資料蒐集

海洋環境
業外補充調查

資料蒐集
(整合前期計畫)

擬定調查
計畫

進行海洋調查
(物理、化學及生物)

辦理出海申請

Yes

No

修
正

環境基本資料
蒐集成果分析

函文相關單位
請求提供資料 No

Yes

環境調查
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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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全設備準備及注意事項  

監測作業時，人員應穿戴安全帽、救生衣…等相關安全裝備，

此外，搬運器材上下船隻或堤防時，須裝著安全鞋或防滑鞋避免滑

倒，以確保安全。另外，採樣現場於各監測類別作業準則和注意重

要事項，如表 1.5-1 和表 1.5-2。  

表 1.5-1 採樣作業準則  

採樣項目 作業準則 

海域生態 

1.採樣時須注意獲得具代表性之樣品，但由於採樣狀況多變及各種目的

之不同，採樣方法將依環保署公告方法之不同而有所調整。採樣時須

注意獲得具代表性之樣品。 

2.固定北太平洋標準網時，需必須綁緊，施放標準網時，注意網尾需先

下水，接著逐一施放網子至網口下水為止。 

3.固定流速計於網口時，須留意並加以確認流速計監測前是否正常運

轉，每次收網前後需記錄流速計刻度。 

4.完成採樣後，流速計須先以淡水沖洗，並浸泡在淡水中數小時，以溶

解附著在流速計中的海水，避免鹽類結晶導致流速計毀損。 

5.採樣前後樣品須標示清楚，避免混淆。 

表 1.5-2 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注意事項  

採樣程序 目的 注意事項 
清洗採樣

設備 
洗淨採水器和網具避免鑑定種類時，造

成數據不正確。 
須用淡水或自來水清洗採樣器 

採樣 

1.採集到所需深度的浮游植物樣品。 
2.計算出正確浮游動物分布密度數據。 
3.採集到底棲生物樣品並避免網具破

損。 

1.自水體採取浮游植物水樣時，應

確保深度採樣。 
2.進行拖網時，船速不得超過 3 節，

避免網口浮出水面，造成水體積計

算誤差。 
3.底棲生物(軟底質)採樣前，確認

底床是否為沙底，避免網具拖網過

程中破損。 

過濾與保

存 
樣品保存則是為避免生物體腐化。 

依各分析項目添加適當之保存試

劑、足量冰塊及使用清淨之容器保

存樣品。 

現場測定 
紀錄現場採樣狀況，以利後續報告撰寫

或數據評析的參考依據。 
pH 值、溫度和潮汐狀況應於現場

立即進行分析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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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採樣監測作業 

一、  執行前  

(一) 現場人員在接獲派工後，先行由派工單了解案件內容、工作項

目、注意事項等，並在案件執行前一日先行知會相關負責人等。  

(二) 現場人員應在出發前按照工作單上的項目準備所有的儀器、表

單、安全裝備及相關配件，並確認儀器能正常運作。所有攜帶的

儀器必需填寫儀器使用紀錄表，確實按照表上事項逐項檢查，並

加以紀錄，以落實儀器的保養維護。  

(三) 車輛的檢查：現場人員應在出發前，檢查車輛狀況，期將車程中

的狀況減至最低，以避免不必要的延誤與意外。  

(四) 查閱相關法令，以了解案件測點所在地之管制區類別及管制標

準及作業限制等。  

二、  現場工作規範  

(一) 監測人員在到達現場後，應依各項監測作業規範及標準作業程

序執行，並視需要向工務所報備開工。  

(二) 抵達測點後，觀察現場狀況是否有不適於執行該案件的狀況，或

向當地居民詢問是否有定期的活動可能造成監測干擾，同時記

錄於採樣環境記錄中。  

(三) 案件執行過程中，需詳細記載現場特殊狀況，發生的時間及測值

的大小，以利判斷對數據造成的影響。  

(四) 執行過程前或進行中，如遇特殊狀況如氣候、居民抗議、或發生

異常污染事件等，應配合進行異常通報。  

(五) 進行海洋生物採樣和海洋物理儀器施放時，現場作業須注意水

上工作之安全規範。  

三、  工作方式  

1.保存容器依標準方法進行前處理。  

2.現場測定其鹽度、水溫。  

3.依規定採樣方式進行採水(植物性浮游生物、葉綠素 a)或拖網捕集

(動物性浮游生物和底棲生物)  

4.採集或補集之樣品加入酒精予以 4℃保存。  

5.運送回實驗室進行鑑定種類及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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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採樣前 

出海採樣前，須依規定向海岸巡防署申請臺灣地區機關學校團體及人

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此外，監測項目含有底棲生物，需使用網具進行

拖網方式蒐集生物樣品，故需另外向漁業署申請距岸 3 浬內拖網作業許可之

文件，以提供出海時海巡人員查驗。 

1.5.3.1 植物性浮游生物  

搭船出海後，先以定位設備確定採樣點位置，採樣時並記錄採樣位置

之座標。再以採水瓶採集水樣，取 200 mL 注入 PE 瓶中，上面標示採樣

地點、深度。採得水樣立即加入濃度 24%福馬林 8mL，成為最終濃度為濃

度 5％福馬林 200 mL 溶液保存，隨即放置暗處 4 ℃ 冷藏保存。 

1.5.3.2 動物性浮游生物  

以北太平洋標準網(規格詳見第三章)於單一水層的水平方式採集，網

口綁附流量計之採樣網具，於測站進行水平拖曳採樣，船速應低於 3 節，

採樣時控制網具拖曳速度，或加掛重錘，以確保採樣進行中，網口能沒入

水中，各測站水平拖曳時間應當一致。經由上述方式採集浮游動物樣品後

採得水樣 200mL，並立即加入濃度 24%福馬林 8mL，成為最終濃度為濃

度 5％福馬林 200 mL 溶液保存，隨即放置暗處 4 ℃ 冷藏保存。 

1.5.3.3 底棲生物及魚類  

底棲生物和魚類是採用當地船民使用的網具，船速應低於 2 節，採

樣時記錄下網時間和收網時間，時間間隔至少 10 分鐘以上。採集後生物

樣品，隨即以暗處 4 ℃ 冷藏保存。樣品寄送時，須以冷凍方式運送，運

回實驗室後再進行種類鑑定。 

1.5.4 監測數據分析整理 

上述採樣後的生物樣品，將依據環檢所公告之植物性浮游生物(NIEA 

E505.50C)、動物性浮游生物(NIEA E701.20C)及魚類（NIEA 

E102.20C）進行種類鑑定和數量，再經由統計分析計算出生態指數(生

物種類數豐度指數（Dm; Margalef’s index）、均勻度指數（J’; Pielou’s 

evenness index）、種岐異度指數（H’; Shannon-Weiner index）) ，以說明

當地海域生態情形。 

本小節有關生態調查所使用的各種生物生態指數計算公式及意義分

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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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種類數豐度指數（Dm; Margalef’s index）：指一個群落或環境

中物種數目的多寡，亦表示生物群聚（或樣品）中種類豐富程度的

指數。 

 N

S
Dm ln

1

 

S: 所出現的種類數 

N: 所有種類的個數 

（2）均勻度指數（J’; Pielou’s evenness index）：表示環境中各物種個體

數目分配的均勻程度。J 越大表示種間個體數分佈較均勻。 

 
SH

H

H
J ln,

'
' max

max  

S: 種類數 

（3）種岐異度指數（H’; Shannon-Weiner index）：為種個體出現的失調

和及不確定性，即表種的多樣性，H’越大表示其多樣性越高。 

 
)ln('

N

n

N

n
H ii

 

ni: 第 i 種生物的個體數 

N: 所有種類個體數的總和 

當環境受到干擾時，生物相會發生變遷，干擾愈大則變遷愈

多，以此可以暸解污染的程度。多樣性指數可代表一個群聚

（community）內物種的豐富程度，常被用來比較同一地點不同時

間，或同一時間不同海洋環境或群聚中生物分佈的情形，以暸解

環境之變遷對生物時空分佈的影響。指數數值受生物相中種類多

少（豐度）及均衡性（均勻度）之影響，通常環境受污染，生物

種類減少並出現優勢種時，指數會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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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監測結果 

2.6.1 浮游植物 

2.6.1.1 浮游植物 

本次海域浮游植物採樣調查於民國 108 年 4 月 8 日完成，所採獲之

浮游植物，共計有矽藻門(Bacillariophyta)、藍綠藻門(Cyanophyta)、金黃

藻門(Chrysophyta)及渦鞭毛藻門(Dinophyta)等 4 門共 19 種，其中以矽藻

門的 15 種為最多(表 2.6-1)。就各測站所採集到的總個體量而言，以 S07

上層的 31,033 cells/ L 最多，其次為 S06 下層的 23,592 cells/ L，數量最

少是 S06 上層的 11,558 cells/ L。就各測站的物種數而言，各測站水層，

種類數介於 10~16 種之間，以 S07 上層最多(表 2.6-1)。 

3 個測站所採獲的浮游植物以矽藻門中的 Chaetoceros spp.、Nitzschia 

spp.及 Thalassiosira spp. 於各測站皆有出現，表示此類浮游植物在本調

查海域中分佈範圍較廣 (表 2.6-1)。 

浮游性藻類在此海域含量的百分比(表 2.6-1)，本季出現的明顯優勢

物種為量最多的矽藻門 Chaetoceros spp.，其含量佔此海域浮游植物總

量的 37.20 %，其次為 Skeletonema spp，佔總量的 18.81 %，均為沿岸常

見浮游植物。 

Margalef’s的豐富度指數(Margalef’s richness)指一個群落或環境中物

種數目的多寡，亦表示生物群聚(或樣品)中種類豐富程度的指數。此數

值愈大表示此生物群聚中種類愈豐富。就豐富度而言，以 S07 上層的豐

富度最高，其值為 1.45(表 2.6-2)，顯示其為調查海域測站中浮游性藻類

種類最為豐富之測站。最低出現於 S07 下層，其值為 0.90。 

均勻度指數(Evenness Index)表示環境中各物種個體數目分配的均勻

程度，此數值愈大表示種間個體數分佈較均勻。由表 2.6-2 中可見各測

站的均勻度以 S05 上層最高(0.79)，表示相對於其他測站，此測站於物

種及豐度間之分配較其他測站為均勻，最低為 S06 上層(0.64)。 

歧異度指數(Shannon-weiner diversity)表示種個體出現失調及不確定

性，即表示物種的多樣性，此數值愈大表示物種的多樣性愈高，此數值

可提供生物自然集會或群聚組合的訊息，亦可用以解釋當環 遭受衝擊

時該地區生物群聚結構之改變與空間之差異，一般來說歧異度較高代表

當地生物群聚結構較穩定。各測站之種歧異度指數值約介於 1.53~2.04

之間，差異不大，其中以 S07 上層之值較高，顯示該測站採得物種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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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且豐度分配較為平均，最低為 S06 上層及 S07 下層(表 2.6-2，圖

2.6-2)。 

整體而言，本次浮游植物採樣的調查結果顯示，此海域的浮游植物

是以矽藻門的 Chaetoceros spp.為數量最高的類別。其個體數量與均勻

度及歧異度並無顯著的相關性。 

 

2.6-1 各測站浮游植物個體量(cells/L)及含量百分比 

 
 

表 2.6-2 各測站浮游植物生態指數                                                          

  

測站/種類 S05上 S06上 S07上 S05下 S06下 S07下 平均 百分比（％）

Bacillariophyta (矽藻門)
Achnanthes  spp. 0 0 0 0 0 158 26 0.14
Bacteriastrum  spp. 0 158 317 317 0 0 132 0.71
Biddulphia spp. 475 0 0 0 950 0 238 1.27
Chaetoceros spp. 3642 5542 9342 5700 8550 8867 6940 37.20
Cocconeis  spp. 0 0 158 158 0 317 106 0.57
Cyclotella  spp. 0 0 317 317 158 475 211 1.13
Diploneis spp. 317 158 0 0 158 0 106 0.57
Ditylum spp. 475 158 317 158 0 317 238 1.27
Leptocylindrus spp. 0 0 1425 0 0 0 238 1.27
Navicula spp. 158 317 475 158 317 0 238 1.27
Nitzschia spp. 1583 1267 4117 2217 2375 1267 2138 11.46
Rhizosolenia spp. 158 317 475 158 633 0 290 1.56
Skeletonema spp. 0 3008 6333 1900 3642 6175 3510 18.81
Thalassionema spp. 792 0 792 317 475 0 396 2.12
Thalassiosira  spp. 950 317 792 317 475 158 501 2.69

Cyanophyta (藍綠藻門) 0 0 0 0 0 0 0 0.00
Trichodesmium spp. 3800 0 4908 0 5542 2692 2824 15.13

Chrysophyta  (金黃藻門) 0 0 0 0 0 0 0 0.00
Dictyocha spp. 0 0 317 0 158 0 79 0.42

Dinophyta (渦鞭毛藻門) 0 0 0 0 0 0 0 0.00
Ceratium  spp. 475 158 317 0 0 0 158 0.85
Prorocentrum spp. 317 158 633 0 158 475 290 1.56

總計 13142 11558 31033 11717 23592 20900 18657 100.00

種類數 12 11 16 11 13 10 19

S05上 S06上 S07上 S05下 S06下 S07下

豐富度 1.16 1.07 1.45 1.07 1.19 0.90

均勻度 0.79 0.64 0.74 0.66 0.70 0.66

歧異度 1.97 1.53 2.04 1.58 1.80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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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浮游植物之細胞數目與均勻度之關係 
 

 
圖 2.6-2 浮游植物之細胞數目與歧異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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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 基礎生產力 

初級生產（primary production）是生物利用太陽能將無機物，如二氧

化碳、水等，合成為含高能量之有機物的一種程序，它常和光合作用互

通使用。經由光合作用所產生的有機物質總量是為初級生產毛量（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由初級生產所產生之有機物質，有一部份會被細胞用於代謝消耗，只

有一部份會經過生物轉化後成為初級生產者（primary producers）的細

胞組成份或生物體，此部份是為初級生產淨量（net primary production）。
生物體之質量累積愈多，即表示初級生產力（primary productivity）愈

高。在一定時間之內，初級生產者之生物量愈多，我們即稱其現存量

（standing crop）愈高。 
 在海洋生態系中，一部份初級生產者會被消費者如浮游動物、魚、蝦、

貝類等所攝食，同時也有一部份初級生產者因為死亡而被分解，所以，

初級生產淨量除初級生產者的現存量外，尚包括提供海洋生態系中之消

費者和分解者等生存所需要的有機物。 

初級生產者即是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植物或藻類。在海洋，雖然在近

海水域有時有些水草等高等植物，但是初級生產力最主要的貢獻者是藻

類，它包括體型細小的浮游藻類和體型較大的附著性海藻。 
 在國內沿海最常見的浮游藻類為矽藻類，如海鏈藻屬（Thalassiosira）、
圓篩藻屬（Coscinodiscus）等和渦鞭毛藻類，如多甲藻屬（Peridinium）、

原甲藻屬 （Prorocentrum）等。體型較大的附著性海藻主要分佈於近海

岩岸，國內常見的如石蓴、馬尾藻等。 

初級生產者是海洋生態系中，消費者（浮游動物、魚、蝦、貝類等）

和分解者（細菌和真菌等）所賴以維生的主要能量來源。初級生產者將

光能固定後，轉化為有機物的化學鍵能，消費者和分解者藉著攝食或吸

收這些有機物而獲取能量。 
因此，初級生產者居食物鏈中的最基層。海洋生產力的高低，端視初級

生產力的高低而定，而初級生產力的高低，則視初級生產者之活性和數

量而定。 

初級生產者除供應海洋生態系中的有機物（能量）外，在它行光合作

用的同時，初級生產者會產生氧氣：  
nCO2+n H2O----（CH2O）n+nO2 
 氧氣不僅是水生動物生存所必需，也是分解者分解有機物質時所必需，

因此，在海洋生態系中，初級生產者的數量直接關係水生動物之氧氣供

應情形。適量的初級生產者才能維持適合水中動物生存的溶氧量，初級

生產者太少時，水中溶氧量會不足；但是初級生產者過多時（如水質優

養化），在白天有光合作用進行時，水中溶氧量常會過飽和，但是在夜

間，由於大量的藻類和水中其他水生物之耗氧量甚大，反而會造成水中

溶氧不足的現象。由此觀之，海洋生態系中初級生產者的數量，不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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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海洋生態系的生產力，並且也關係著水中的溶氧而影響海洋生物生存

的環境品質。 

傳統測定海洋初級生產力的方法是用亮暗瓶方法，它是利用在不同

深度下之亮瓶和暗瓶內的溶氧或所固定之碳量的差異，來定量初級生產

力的高低。 

海洋之初級生產力受許多因子的影響，一般而言，主要影響海洋初級

生產力的因素如溫度、光度、營養鹽濃度等，這些因素會隨季節而變動，

因此，海洋之初級生產力也就有所謂季節消長之現象。台灣地處北半球

之亞熱帶和熱帶區域，所承受之陽光以夏季最強，冬季最弱。這種季節

的差異，加上溫度的效應，使得台灣附近海域之初級生產力在夏季最高，

在冬季最低 

基礎生產力在黑潮表層約為 0.3~0.8 mg/m3/hr，本季在各測站基礎生

產力為 0.096~0.104 mg/m3/hr。 

點位 基礎生產力(mg/m
3
/hr) 

S05 0.104 

S06 0.100 

S07 0.096 

 

 

 

2.6.2 浮游動物 

本季所採集到浮游動物的類別共計有原生動物(Protozoa)、刺細胞動

物(Cnidaria)、軟體動物(Mollusca)、環節動物(Annelida)、節肢動物

(Arthropoda)、毛顎動物(Chaetognatha)、原索動物(Protochordata)和脊索

動物(Chordata)等共 8 門 21 大類(表 2.6-3)。總個體數為 230,400  

ind./1000m3～523,579 ind./1000m3。就各測站所採集到的總個體量而言，

以 S06 的 523,579 ind./1000m3 為最多，數量最低是 S07 的 230,400 

ind./1000m3。 

就各測站的類別數而言，以 S06 類別數為較多(表 2.6-3)，發現 19 個

大類數之浮游動物。由浮游動物的組成來看，夜光蟲、枝角類、哲水蚤、

劍水蚤、蟹類幼生、毛顎類、尾蟲及魚卵在 3 個測站皆出現。 

各類浮游動物在此海域含量的百分比如表 2.6-3，就整個調查海域而

言，數量最多的為夜光蟲，佔浮游動物總量的 73.43 %，為本次調查的

優勢物種，其次為哲水蚤，佔總量的 1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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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勻度指數(Evenness Index)表示環境中各物種個體數目分配的均勻

程度，此數值愈大表示種間個體數分佈較均勻。由表 2.6-4 中可見各測

站的均勻度以 S07 測站較高(0.59)，表示相對於 S05 及 S06 測站，此測

站於物種及豐度間之分配較其他測站為均勻，測站 S06 因出現優勢種，

指數值較低為(0.24)。 

歧異度指數(Shannon-weiner diversity)表示種個體出現失調及不確定

性，即表示物種的多樣性，此數值愈大表示物種的多樣性愈高，此數值

可提供生物自然集會或群聚組合的訊息，亦可用以解釋當環 遭受衝擊

時該地區生物群聚結構之改變與空間之差異，一般來說歧異度較高代表

當地生物群聚結構較穩定。各測站之種歧異度指數值約介於 0.68~1.41

之間，其中以 S07 測站之值較高，顯示該測站採得物種較為豐富且豐度

分配較為平均，最低為 S07(表 2.6-4)。 

整體而言，本次浮游動物採樣的調查結果顯示，此海域的浮游動物

是以夜光蟲為出現率最高的類別，其數量佔總量的 7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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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3 各測站浮游動物平均數量(ind./1000m3)及含量百分比 

 
 

表 2.6-4 各測站浮游動物生態指數 

 

 
 

測站/種類 S05 S06 S07 平均 百分比（％）

Protozoa  原生動物

  Noctiluca  夜光蟲 385778 392491 111672 296647 73.43
  Radiolaria  放射蟲 680 386 0 355 0.09

Cnidaria  刺細胞動物 0 0 0 0 0.00

  Medusa  水母 0 1157 0 386 0.10
  Siphonophora 管水母 1361 1157 0 839 0.21

Mollusca  軟體動物 0 0 0 0 0.00

  Pteropoda  翼足類 680 1542 0 741 0.18
  Heteropoda  異足類 0 771 0 257 0.06

Annelida  環節動物 0 0 0 0 0.00
  Polycheata larva 多毛類幼生 0 771 415 395 0.10

Arthropoda  節肢動物 0 0 0 0 0.00
  Cladocera  枝角類 4423 21205 6642 10757 2.66
  Barnacle nauplius  藤壺幼生 680 386 0 355 0.09

  Calanoid  哲水蚤 44225 76339 68913 63159 15.63
  Cyclopoid  劍水蚤 5103 9639 13284 9342 2.31
  Harpacticoid  猛水蚤 680 0 0 227 0.06

  Amphipoda  端腳類 1361 386 0 582 0.14
  Crab zoea  蟹類幼生 2041 1928 830 1600 0.40
  Shrimp larva  蝦類幼生 0 386 0 129 0.03

  Mysidacea  糠蝦 0 386 415 267 0.07

Chaetognatha  毛顎動物 0 0 0 0 0.00
  Sagittidae  毛顎類 1361 2313 6227 3300 0.82

Protochordata  原索動物 0 0 0 0 0.00
  Appendicularia  尾蟲 340 1928 15775 6014 1.49
  Thaliacea  海桶 1021 0 830 617 0.15

Chordata  脊索動物 0 0 0 0 0.00
  Fish egg  魚卵 6804 10024 5397 7408 1.83
  Fish larva  仔稚魚 1361 386 0 582 0.14

0 0 0 0 0.00

總計 457899 523579 230400 403959 100.00

種類數 16 19 11 21

測站 S05 S06 S07

豐富度 1.15 1.37 0.81

均勻度 0.24 0.32 0.59

歧異度 0.68 0.9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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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3 浮游動物個體數與均勻度之比較 

 

 
圖 2.6-4 浮游動物個體數與歧異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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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底棲生物 

本次以底拖網進行調查共計發現到軟體動物(Mollusk)，1 門 7 種底

棲生物。軟體動物有 5 科 7 種 16 個個體，底棲生物全部共 7 種 16 個

個體 (表 2.6-5)。捕獲底棲生物個體數量較多的為 S07，發現共 14 個個

體，其餘測站，皆發現共 1 個個體。在種類數方面以 S07 較多，發現 6

種，其餘測站為 1 種。本次調查中，優勢物種為軟體動物的滿月蛤

Codakia tigerina 共發現 9 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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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5 底棲動物種類與數量 

 

種類/測站 S05 S06 S07 小計

Phylum Mollusk 軟體動物門

Class Bivalvia 雙殼綱

Order Veneroida 簾蛤目

 Family Crassatellidae  厚殼蛤科 1 1 2

Bathytormus foveolatus  厚蛤

Family Donacidae 斧蛤科

Tentidonax kiusiuensis  九州斧蛤 1 1

Family Lucinidae 滿月蛤科

Codakia tigerina  滿月蛤 9 9

 Family Solecurtidae  毛蟶科

Solecurtus divaricatus  歧紋毛蟶 1 1

Family Veneridae 簾蛤科

Callista sp. 1 1

Lioconcha castrensis  秀峰文蛤 1 1

Paphia amabilis  山瓜子橫簾蛤 1 1

Total 總計個體數(隻) 1 1 14 16

Number of species 物種數 1 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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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魚類 

本次調查，共計發現到魚類 2 科 2 種 2 個個體。 科(Callionymidae)

有 1 種 1 個個體， 科(Leiognathidae)有 1 種 1 個個體(表 2.6-6)。本季

測站 S05 僅捕獲 1 種，測站 S06 未捕獲到魚類，而測站 S07 捕獲種類

數為 1 種。數量上，本季捕獲個數介於 0~1 個個體。 (表 2.6-6)。 

表 2.6-6 魚類種類與數量  

 

種類 /測站 S05 S06 S07 合計

Phylum Chordata 脊索動物門

Class Actinopterygii 條鰭魚綱

Order Perciformes 鱸形目

Family  Callionymidae  科

Callionymus planus 扁  1 1

Family  Leiognathidae  科

Eubleekeria splendens  黑邊布氏 1 1

合計 1 0 1 2

種類數 1 0 1 2



 

 

 

 

 

 

 

附件 5.7、放流水水質 







































CTC-PJ10811-放流水水質                    第2頁                                 共3頁 

【工作內容】 
 
一、採樣日期：108年8月19日。 
 

二、檢測項目：包括氫離子濃度指數(pH)、水溫、大腸桿菌群、懸

浮固體、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總磷、總氮、

氨氮等；共計9項。 

 

三、採樣地點：中區污水處理廠攔污機前及放流加氯池，計有2站，

共2組樣品，有關各樣品編號、採樣位置對照彙整如

下表所示。 

採樣地點 樣本基質 樣品編號 

攔污機前 原污水 LW-CWTP-B1 

放流加氯池 放流水 LW-CWTP-B2 

 

四、分析項目與方法： 

序號 檢 測 項 目 檢    測    方    法  

1 水溫 水溫檢測方法 (NIEA W217.51A) 

2 pH 電極法 (NIEA W424.53A) 

3 大腸桿菌群 濾膜法 (NIEA E202.55B) 

4 懸浮固體 103～105℃乾燥 (NIEA W210.58A) 

5 生化需氧量 水中生化需氧量檢測方法 (NIEA W510.55B) 

6 化學需氧量 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5.55A) 

7 氨氮 靛酚法 (NIEA W437.52C) 

8 硝酸鹽氮 鎘還原流動分析法 (NIEA W436.52C) 

9 亞硝酸鹽氮 比色法 (NIEA W418.53C) 

10 總凱氏氮 水中凱氏氮檢測方法 (NIEA W451.51A) 

11 總氮(註2) 水中總氮檢測方法( NIEA W423.52C) 

12 總磷 分光光度計/維生素丙法(NIEA W427.53B) 

註1：NIEA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檢測方法。 
註2：總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凱氏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