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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鋁與中樞神經系統病變間的相關性陸續被報導，世界各國也相繼訂定飲用水中

鋁含量標準或建議值。行政院環保署於 103 年 1 月修正的「飲用水水質標準第 3 條-增列鹵

乙酸類及修訂戴奧辛等共 10 項管制標準」之中，已將「鋁」管制標準增列，將於 108 年施

行 0.2 毫克／公升的管制標準。本研究調查淨水場的清水殘餘鋁現況，並於實驗室利用瓶

杯試驗研析殘餘鋁減量策略，再研擬實場的改善對策，期提供作為淨水場操作人員於殘餘

鋁減量的策略考量之參考。 

 

關鍵字：殘餘鋁、pH 調整、鋁系混凝劑、鐵系混凝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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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飲用水中鋁含量與中樞神經系統病變間的相關性陸續被報導，世界各國也相繼

訂定飲用水中鋁含量標準或建議值。行政院環保署於 103 年 1 月修正的「飲用水水質標準

第 3 條-增列鹵乙酸類及修訂戴奧辛等共 10 項管制標準」之中，已將「鋁」管制標準增列，

其文摘要如下:「考量自來水事業需增加設備、變更處理程序，甚至需擴充場址，故分階段

實施。標準 0.4 毫克／公升，自 103 年 7 月 1 日施行；標準 0.3 毫克／公升，自 104 年 7 月

1 日施行；標準 0.2 毫克／公升，自 108 年 7 月 1 日施行。另為因應供水需求及我國特殊氣

候水文環境，陸上颱風警報及其後最多 3 日內之濁度影響期間，鋁標準不適用」。 

其實基於健康或是美學觀點，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環保署亦相繼訂定飲用水中鋁含量

標準，確保飲用水水質安全[1,2,3]。飲用水的鋁含量主要因淨水程序使用之鋁鹽混凝劑殘留

而存在，由於混凝效率會直接影響到水中殘餘鋁濃度值，即水中殘餘鋁的改善對策會和所

使用之混凝劑及其混凝效率有關。鋁鹽混凝劑廣泛應用於淨水工程，藉由添加混凝劑可以

將水中的微小顆粒聚集沉澱、去除色度及濁度等。淨水場最佳混凝劑量一般都是以傳統瓶

杯試驗之劑量與殘餘濁度之關係決定，混凝試驗中通常以膠羽生成粒徑和密度越大，越能

減少水中的濁度。 

而根據 Letterman等人調查美國使用明礬(Alum)混凝劑淨水場最常用來降低殘餘鋁的方

法，最常使用的方法有(1)調整 pH；(2)減少 Alum 混凝劑添加量(最適化混膠凝)；(3)鐵鹽混

凝劑之使用；(4)高聚合度 PACl 之使用；(5)提高顆粒去除率；(6)避免使用高鋁含量的石灰

[4,5,6,7]。Ohno 等人藉由統計分析認為水中殘餘鋁主要和淨水場操作方式以及原水水質有

關[8]。台灣自來水公司在民國 98 年度對使用混凝劑之淨水場檢測總鋁濃度，建立淨水場

清、配水之總鋁含量資料，根據研究成果指出台灣部分的淨水場於清水與配水之中的總鋁

濃度超出 0.2 mg/L，且形態大都屬溶解鋁的物種居多[9]。於本篇文章中，筆者以鋁鹽在水

中的物化原理、殘餘鋁型態與淨水場的殘餘鋁調查資料為基礎，首先於實驗室利用瓶杯研

析殘餘鋁減量策略，再將現場的改善經驗進行整理與分析，期能給予淨水場操作人員於殘

餘鋁減量的策略考量有所參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配合 2012 及 2013 年台灣自來水公司之淨水場清水鋁含量改善對策計畫，

調查各淨水場之殘餘鋁現況，並提出改善方案。試驗內容包含實驗室瓶杯試驗分析與實場

驗證試驗。其中實驗室瓶杯試驗分析之試驗條件乃以各場執行例行瓶杯試驗之條件為主，

實場驗證則就實驗室瓶杯試驗結果及與實場人員討論後所挑選出二個較為可行之改善方

案進行。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淨水場的殘餘鋁背景分析 

表 1 為調查得台灣各水場溶解鋁占總鋁濃度比例，可見溶解鋁在清水中的鋁含量所占

比例為 52~99%，顯示這些淨水場清水總鋁主要由溶解鋁所貢獻，傳統淨水處理程序大都為

混凝、沉澱與過濾，無法有效去除水中溶解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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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水場清水中溶解鋁占總鋁濃度比例 

區處 淨水場 
溶解鋁 

含量 
區處 淨水場 

溶解鋁

含量 

五 

LN 7895% 

六 

NY 7599% 

SK 8092% CM 5788% 

TC 9091% TD 5292% 

LT 7589% SC 6488% 

KY 6595% WST 5287% 

SS 7794% NH 9498% 

102 年水公司亦針對 12 座計畫目標淨水場進行採樣分析(表 2)，清水殘餘鋁分析結果

整理如表 2，本次採樣僅 NY 之清水總鋁含量較低，其餘皆大於 0.2 mg/L。再度確認各場具

有清水殘餘鋁改善之需求。其中，SS 場有採集到總鋁含量大於 0.9 mg/L 之情形，而該情形

並非常態，且異常高之鋁含量主要表現於顆粒鋁，顯示此可能導因於系統池壁或管線中持

累積之鋁因採樣之擾動而釋放出。各場之鋁型態分析結果顯示，除前述場因顆粒鋁含量異

常偏高外，僅 SS 與 CM 淨水場之顆粒鋁含量較溶解鋁高。其餘各場之清水總鋁含量中，溶

解鋁占 58~99%之多。 

 

表 2 102 年各水場清水中鋁含量及溶解鋁所占比例 

 淨水場 總鋁(mg/L) 
溶解鋁 

(mg/L) 

顆粒鋁 

(mg/L) 

溶解鋁 

百分比(%) 

第五區處 

KY 0.328 0.306 0.022 93 

LT 0.241 0.210 0.031 87 

SS 0.958 0.299 0.659 31 

LN 0.311 0.179 0.132 58 

SK 0.454 0.332 0.122 73 

第六區處 

TD 0.407 0.380 0.027 93 

CM 0.485 0.172 0.313 35 

WST 0.429 0.377 0.052 88 

NY 0.197 0.171 0.026 87 

NH 0.233 0.231 0.002 99 

SC 0.517 0.464 0.053 90 

第十區處 CK 0.216 0.212 0.013 98 

而根據台灣自來水公司 102 年度的計畫調查，亦發現由於「廢水零排放」政策的推

行，所以目前多將汙泥濃縮池的上層液再回流至原水端再進行處理，但回流水中的含有高

濃度的殘餘鋁，據調查結果顯示出回流水中含有可高達 0.5~3.0mg/L 的總鋁，其中溶解鋁更

可高達 0.5~2.5 mg/L，甚者，更含有大量的有機物，此一水質亦影響了整個淨水流程中的殘

餘鋁濃度[10]。以 WST 淨水場為例，圖 4 為淨水場的處理流程，圖 5 則為淨水場內各主要

單元總鋁、溶解鋁以及顆粒鋁的變化[10]，可以發現在原水階段，總鋁大都為顆粒鋁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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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沉澱池、過濾與清水池內則以溶解鋁為主要來源，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鋁鹽混凝劑

的添加，其二則為廢水的迴流帶回了高濃度的鋁含量，迴流水的來源來自於汙泥濃縮池及

曬泥場的上澄液，且其中含有高濃度的溶解鋁 1.0~2.5mg/L 回流至淨水流程中。 

 

圖 1  WST 淨水場處理單元流程示意 

 

圖 2 WST 淨水場各單元之殘餘鋁分析結果 

二、殘餘鋁改善策略之瓶杯試驗評估 

飲用水的鋁含量主要因淨水程序使用之鋁鹽混凝劑殘留而存在，由於混凝效率會直接影響

到水中殘餘鋁濃度值，即水中殘餘鋁的改善對策會和所使用之混凝劑及其混凝效率有

關。鋁鹽混凝劑廣泛應用於淨水工程，藉由添加混凝劑可以將水中的微小顆粒聚集沉

澱、去除色度及濁度等。淨水場最佳混凝劑量一般都是以傳統瓶杯試驗之劑量與殘餘濁

度之關係決定，透過實驗室的瓶杯試驗，本文之中評估了數項改善策略，其評估成果如

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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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殘餘鋁實驗室改善策略之評估 

改善策略  瓶杯試驗評估之初步結果  注意事項 備註 

減少混凝劑劑

量  

須減量至少 30%以上的原劑量，部份

水場更需減量至 80%以上，殘餘鋁才

能控制於 0.2 mg/L 以下。  

減少加藥量會導致沉澱

出流水濁度升高，增加

濾池負荷。  

可減少混凝劑的支出  

(硫酸鋁:2~3 元/公斤)  

加強前氧化  

原水於前加氯後，經 1 分鐘的充分的

攪拌混合反應，依殘餘濁度評估，可

減少最適混凝劑量 20~50%。  

前加氯可能會導致 DBP

的生成。  
可減少混凝劑的支出  

分段(鋁鹽) 

混凝加藥  
水中殘餘總鋁並無明顯減少  無 無 

改變慢混操作  

水中殘餘總鋁些微下降，但溶解鋁並

無下降，研判為膠羽形成較佳，顆粒

鋁移除較佳  

各淨水場之慢混操作進

行調整。  
無 

高聚合度 PACl

的使用 

較高聚合度之 PACl (13%)可減少約

25%之殘餘鋁。  

需搭配良好的快混，較

不適用低濁度之原水。 

PACl 藥劑保存不易。  

PACl(10%):3~4 元/公斤  

PACl(13%):5~6 元/公斤  

pH 值調整  

使用硫酸進行調整，將處理水的 pH 值

控制於 6.8~7.2，可將殘餘鋁的溶解鋁

控制在 0.2 mg/L 以下。  

須注意顆粒鋁貫穿透濾

池，濾水濁度須控制在

0.2 NTU 以下(文獻建議

值，可因應各場而異)。  

硫酸:4~9(離島)元/公斤  

加強過濾操作  

水中殘餘總鋁些微下降，但溶解鋁並

無下降，研判為過濾操作只對顆粒鋁

移除有效  

可搭配 pH 值調整進行

殘餘鋁控制。  
濾料增加或改變  

鐵鹽混凝劑的

使用  

利用氯化鐵進行混凝，可有效減少原

水中的顆粒鋁，並且於濾水中無溶解

鋁被量測到。  

須注意濾水的色度，現

場 可 搭 配 聚 矽 化 鐵

(PSI)，或於濾池填補錳

砂，可加強處理水中鐵

的捕集。  

氯化鐵:7~15 元/公斤  

PSI:100~150 元/公斤  

鋁鹽搭配鐵鹽 

雙重加藥 

利用鋁鹽搭配氯化鐵進行混凝，須固

定鋁鹽之加藥量，不足的混凝劑量再

由氯化鐵補足，可有效減少原水中的

總鋁。  

須注意原水濁度之變化

調整混凝加藥量，加藥

順序建議為鐵鹽在前，

鋁鹽在後。  

氯化鐵:7~15 元/公斤  

PSI:100~150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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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殘餘鋁改善策略之現場評估 

就淨水場操作而言，以往只需達到內控沉澱與過濾的出水濁度水質即可；但未來，更須

達到混凝單元能生成膠羽顆粒且溶解鋁生成少之目標，因此如何達到處理水內控濁度標準

並降低清水中殘餘鋁含量的為目前的挑戰。在混凝程序的影響因子中，包括原水水質、濁

度、pH、混凝劑種類及劑量、水溫、膠體特性、攪拌程度等；考量目前所調查之淨水場其

清水中的殘餘鋁大都為溶解鋁，再考慮目前淨水操作的經濟性與穩定性，欲達到淨水清水

減量及濁度達標之策略，建議可由 pH 調整以及改用非鋁鹽混凝劑兩主要方向著手，並整

理相關文獻，如下所述。 

1.pH 調整(控制溶解鋁含量) 

調整溶液的 pH 值不但會改變鋁氧化物的溶解度，也會影響膠羽形成的動力。鋁離子

在不同 pH 值條件下會形成不同種類的水合物種，在高 pH 值下鋁型態是以溶解鋁物種

(Al(OH)4
-)為主。在高 pH 值條件下，所添加的鋁鹽混凝劑有相當程度的量會以溶解鋁物種

存在，也就是會減少混凝所必要的鋁離子濃度。為增加高 pH 值原水的混膠凝效率，可藉

由調整 pH 值將使鋁離子形成易沉降之 Al(OH)3(s)，降低溶解鋁物種的濃度。以 Amirtharajah 

and Mills 彙整的不同 pH 值鋁優勢物種之圖形資料為判定，水體 pH 7 的鋁溶解度為 0.05 

mg/L；當水體 pH 升高到 8 時，鋁溶解度增高為 0.64 mg/L，兩者差距高達 13 倍。 

郭氏以烏山頭淨水場之原水為處理對象[6]，藉由實驗室和模場試驗探討淨水程序中之

殘餘鋁含量。考量清水濁度、殘餘鋁含量及水質穩定等項目，發現無論以 Alum 或 PACl 進

行混凝程序，控制水中殘餘鋁的主要參數是 pH。低殘餘鋁含量的 pH 落在 6.87.5 之間，當

pH 值低於或超過此範圍，水中鋁含量即超過警戒值 0.16 mg/L。Qureshi and Malmberg 針對

美國 Minneapolis 的淨水場進行模場和實場試驗，指出高 pH 值之原水當作水源的淨水場當

操作落在硫酸鋁混膠凝與 pH 值操作模式為沉澱掃除(sweep coagulation)區域時，增加快混的

強度並不能有效減少鋁含量；雖然藉由添加強酸降低 pH 值可有效控制水中殘餘的鋁含量

並增加混凝效率，但必須在後面程序額外添加 lime 以穩定水質。然而，添加強酸和石灰卻

會額外增加設備和操作/維護成本，並增加清水的硬度。文獻中指出控制水中 pH 值所呈現

的水中殘餘鋁濃度值，顯示 pH 值控制在 5.45–7.5 間，可以有效地將鋁濃度降到 0.2 mg/L

以下[12]，並建議具有高緩衝能力和水質 pH 值大於 8 的混凝池，在混凝系統添加酸溶液以

降低水中的殘餘鋁濃度。 

2.改用非鋁鹽混凝劑 

Qureshi and Malmberg 針對美國 Minneapolis 的淨水場進行模場和實場試驗[11]，結果顯

示使用氯化鐵(ferric chloride)取代 Alum 可以有效降低高 pH 原水中殘餘鋁濃度，且延長過濾

池之濾程(幾乎是使用 PACl 混凝劑的兩倍長)。實場試驗顯示，氯化鐵混凝劑的添加劑量(也

就是藥劑成本)不到原來施用 PACl 劑量的一半，可大幅度降低淨水場混凝劑的藥劑成本。

氯化鐵形成的膠羽密度會大於使用 PACl 所形成的膠羽，也就是氯化鐵之膠羽會比 PACl 更

容易沉降。此外，在高 pH 原水條件下，氯化鐵所形成的膠羽並不會有溶解作用產生，氯化

鐵適合用在處理高 pH 值的原水。劉氏研究探討鐵鹽(氯化鐵)和鋁鹽混凝劑對低濁度原水

(烏山頭水庫原水)和殘餘鋁含量之影響[13]，發現鐵鹽的濁度去除效果較佳，且在低添加劑

量和高 pH 值條件下，具有相當的效果。然而，氯化鐵腐蝕性強，加上對使用設備的要求高

且可能會有色度問題產生，目前台水公司只有在第五區處少數幾座淨水場(如新興、麥寮第

二、水林、拔仔腳、三條崙、四湖、北港第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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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傳統的鐵鹽混凝劑之外，無機高分子混凝劑聚矽酸鐵(polysilicate iron, PSI)也已經

證實對於低濁度原水具有良好處理效果，尤其是小顆粒聚集及藻類移除且具有降低過濾後

水體中鋁的含量等優點[14]；此一混凝劑相對於其他高分子凝聚劑，聚矽酸鐵對人體無毒且

具環境友善優點，可避免有機高分子可能對人體健康和自然環境構成威脅的問題，目前環

保署已經在民國 99 年 3 月公告聚矽酸鐵為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15]，使用範圍與劑量並沒

有法規上的限制，但相對於氯化鐵混凝劑，聚矽酸鐵藥劑製作及採購成本較高。 

而針對殘餘鋁減量的策略，亦有文獻提出改用高聚合度之多元氯化鋁 (Polymeric 

aluminum chloride，PACl)， PACl 混凝劑成分特性，因其水解聚合型態之單體鋁(Ala)、聚合

鋁(Alb)、膠體鋁(Alc)的比例，影響混凝效能。文獻指出 Alb含量愈高，對混凝成效有提升作

用。Ala對於天然有機質(Natural Organic Matters，NOMs)有高穩定性並可促進 NOMs 的去除，

但其形成之膠羽顆粒細小且沉降性較差，而 Alb 對 NOMs 及顆粒則以去穩定形成膠羽沉澱

為主要去除機制， Alc去除 NOMs 及顆粒之機制則為吸附作用，三者相較之下以 Alb、Alc對

混凝沉澱效率最有助益[16,17]。另有學者探討在不同鹽基比(B =﹝OH-﹞/﹝Al3+﹞)下 PACl 混

沉後的殘餘鋁量，發現 B = 2.0 及 2.3 時對於 NOMs 的去除效果佳，混沉後上澄液中具較低

的殘餘鋁量[18]。此外，由混凝反應觀察殘餘鋁量，B = 1.5 的 PACl15所含 Ala占 55%以上，

對於混凝沉澱成效較差，易因反應不足造成殘餘鋁生成，相較之下 PACl20所含之 Alb、Alc具

有較大分子量及聚合度，於水中充分反應後殘餘鋁量最低。而 PACl23的混凝後殘餘溶解鋁

及溶解性單體鋁主要來源為 Ala，因其含 Alb、Alc比例較高且為主要反應的物種，相較之下

Ala較為穩定而造成殘留，即﹝OH-﹞/﹝Al3+﹞莫耳比高者，在加藥之後會殘留較多的單體鋁

物種[19]。因此於現場操作時，如何保存讓 PACl 能維持其高聚合度之特性，將會是一大挑

戰。 

除了混凝藥劑成分對殘餘鋁的影響，原水水質亦是可能造成清水中殘餘鋁生成的原因

之一。研究曾將烏山頭原水低濁度(<10 NTU)和高 pH 值(> 8)進行混凝試驗，當以鋁鹽混凝

時，低原水濁度，且低混凝劑量，不僅殘餘濁度高，溶解鋁濃度也較高[13]。由此可知低濁

原水以硫酸鋁低劑量混凝，不僅濁度無法降至清水濁度限值，且溶解鋁也較高，不適用低

劑量硫酸鋁混凝。因此處理低濁度原水，當混凝操作使用鋁鹽混凝劑時必須添加足夠劑量，

以確保膠羽沉澱性良好；鋁鹽混凝劑添加劑量不足時，不僅溶解鋁濃度增加，還可能因膠

羽過小，不易沉澱，增加過濾池的負荷或貫穿濾床，進而導致清水中顆粒鋁增加，總鋁含

量亦隨之上升。 

由上述可知，不同原水條件造成淨水操作水中殘餘鋁的生成原因，其實除了低原水濁

度造成加藥劑量調控的困難，當處理高濁原水易因加藥量過高致使水中 pH 降低，進而使

鋁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加而使得殘餘溶解鋁濃度升高[11]。而原水中若存在天然有機物，因易

與鋁鹽混凝劑進行錯合反應，當水中 NOMs 濃度增加時，殘餘溶解鋁及總鋁含量皆隨之增

加。 

而本研究亦整理 pH 調整以及改用非鋁鹽混凝劑於幾個淨水場於實場與單元操作影響

評估之初步結果，如下表 4 所示，結果亦顯示 pH 調整以及改用非鋁鹽混凝劑皆可有效地

將低清水中的殘餘鋁並維持內控的濁度水質。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無論 pH 調整以及改

用非鋁鹽混凝劑皆會產生顆粒性的膠羽，一為溶解鋁轉為顆粒鋁，另一為生成顆粒鐵(如使

用氯化鐵為混凝劑)，因此提高過濾效率，由於水中殘餘的顆粒鋁會直接影響過濾池的堵塞

程度及過濾效率，顆粒鋁去除可藉由提高淨水處理的過濾操作效率而改善。 

由此可知，控制顆粒鋁及顆粒鐵變成另一要務，研究指出於美國使用 Alum 混凝劑的 194 個

淨水場過濾池出水的總鋁調查結果，發現過濾池的顆粒物質和水中的總鋁濃度成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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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濁度越低時，水中的總鋁濃度越少。另外，文獻亦指出水中殘餘鋁濃度小於 0.1 mg/L

的必要條件是過濾水的濁度控制在小於 0.2 NTU 且混凝程序的 pH 維持在 6.5 至 8.0 之間

[20]。。亦有文獻指出，當過濾池的出流水濁度小於 0.2 NTU 時，過濾水中的顆粒鋁可視為

大部分被攔截去除[21]，當然此一濁度值為文獻所提，筆者強烈建建議各淨水場亦應建置

「不同 pH 值下清水鋁與濁度的關係圖」，應可訂定出適合各淨水場的內控水質標準。 

表 4 實場操作策略與影響評估之初步結果 

 

 

 

 

淨水場

名稱 
清水鋁減量策略 

清水鋁濃度範

圍 

(mg/L) 

清水水質 

(濁度、pH、鐵、色

度) 

加藥量初估 

 (kg/d) 
備註 

NY 
鐵鹽混凝劑的使

用 
0.05~0.10 

濁度：0.4 ~ 0.5 NTU 

pH ：6.5 ~ 7.7 

總鐵：0.05 mg/L 

硫酸鋁：30 

氯化鐵：45 

全場共兩期，處理量約 6,000 CMD，目前

氯化鐵處理量約占 3,100CMD 

SC 
鐵鹽混凝劑的使

用 
0.05~0.16 

濁度：0.3 ~ 0.4 NTU 

pH ：7.2 ~ 7.4 

總鐵：0.05 mg/L 

硫酸鋁：

1,326 

氯化鐵：479 

全場使用氯化鐵，全場 40,000CMD 

CM pH 調整 0.05 ~ 0.24 
濁度：0.3 ~0.5 NTU 

pH ：6.8 ~ 7.6 

硫酸(60%)：

75 

原水 pH 值 7.5 ~ 7.9 

全場處理量約 3,700 CMD，pH 調整至 7.0 

TD 
鐵鹽混凝劑的使

用 
0.12 ~ 0.20 

濁度：1.6 ~ 5.2 NTU 

pH ：7.0 ~ 8.70 

總鐵：0.01 ~ 0.04 

mg/L 

色度：2 ~ 3 鉑鈷色

度單位 

硫酸鋁：

2,052 

氯化鐵：

1,168 

全場共兩期，處理量約 108,000 CMD，目

前氯化鐵處理量約 27,000CMD 

WST 
鐵鹽混凝劑的使

用 
0.10 ~ 0.22 

濁度：0.2 ~ 0.4 NTU 

總鐵：0.04 ~ 0.05 

mg/L 

硫酸鋁：

4,295 

氯化鐵：907 

全場共四期，處理量約 240,000 CMD，目

前氯化鐵處理量約 75,000CMD 

CK pH 調整 0.10~ 0.20 
濁度：0.1 ~ 0.5 NTU 

pH ：6.7 ~ 8.3 

硫酸(60%)：

200 

原水 pH 值 8.1 ~ 8.8， 

全場處理量約 2,900 CMD， 

pH 調整至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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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淨水場現場殘餘鋁減量之研究，仍須強調各淨水場應重新審視原本的混凝加藥經驗曲

線，重新透過瓶杯試驗結合殘餘濁度及殘餘鋁的量測，重新繪製出混凝加藥經驗曲線，此

為首要之工作，筆者於先前的論述中亦有提及[22]。而當上述的混凝加藥仍無法同時滿足內

控濁度值與殘餘鋁標準時，淨水場勢必採取更積極作為。 

而根據近兩年之計劃研究，由實驗室到現場的成果顯示 pH 調整以及改用非鋁鹽混凝

劑皆可有效地將低清水中的殘餘鋁並維持內控的濁度水質。然而，上述改善策略仍需許多

的搭配測施方可畢竟其功，例如各單元水質的量測、濾池的適當操作、藥劑儲存、加藥率

定以至於操作人員信心等，皆會影響此一改善工作的成敗。 

此外，仍有諸多研究工作建議仍需持需進行，筆者認為有三個面向，一為相關淨水操

作的改變，勢必應有相關配套措施，如 pH 調整是否會造成濾池的操作(如顆粒鋁增加濾池

負荷及濾料特性的改變)，以及水管內水質的變化(pH 與 LSI 值的變化)；改用氯化鐵是否會

造成濾池的操作(如顆粒鐵是否可被濾池移除及汙泥特性的改變)，以及水管內水質的變化

(pH 與 LSI 值的變化)。其次為特定水質的原水處理應更深入探討，筆者認為低濁高 TOC(建

議濁度小於 10NTU，TOC 大於 1mg/L) 以及高濁度高 pH 值(建議濁度高於 200NTU，pH 大

於 7.8)的原水於殘餘鋁減量上應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最後，在其他有效措施的研究上應

持續推動，如高聚合度 PACl 的使用與保存、PSI 的使用與保存與雙重加藥等，應是值得推

動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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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mpacts of aluminum on the nervous system have been studied. Many 

countries have promulgated aluminum standards of drinking wat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added aluminum limitation in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n 2014. 

The aluminum limitation of 0.2 mg/L will be put in practice in 2019.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residual aluminum content in produced water of several target water treatment plants. Jar-tests 

were performed in our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 of the residual aluminum reducing strategy. Further,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recommendations of operating improvement for residual aluminum 

problem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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