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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二章為防治措施，蓋防治之意

義乃為預防與治理，請就此預防與治理目的，論述土污法第二章之設計邏輯與訂定

內容，另分析與論述第二章內容可以增加或應該加強之項目，以臻土壤與地下水污

染防治最高目標。（20 分） 

二、臺灣地區的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均有明顯與外界區隔之邊界，其區內均設有聯合污水

處理廠為現階段的水污染防治措施，工業區與科學園區產生的廢水污染特性與型態

迥異於都市污水，其污染物特性因產業別與製程而異，且非一般傳統都市污水處理

程序可以妥適處理。假如工業區邊界外圍為完整自然生態環境，為保護其自然生態

完整，理論上應當不允許任何污染物質由工業區或科學園區排入生態區，換言之，

工業區或科學園區應當將廢水做到零排放，然實際上只要符合相關放流水排放管制

標準，工業區或科學園區的廢水會持續排出，過去因產業的放流水排入灌溉渠道，

屢屢造成農地污染便是明顯案例。如上述之情境，請研擬新思維之環境污染防治方

案強化目前之法令與標準，以保護生態、水環境與土壤環境不易受到產業廢水放流

水之可能影響。（20 分） 

三、請說明何謂雙相抽除法（dual-phase extraction）技術，先說明其適合應用於何種污染

情境（污染物與污染環境），另就不同的土壤環境條件與不同污染物種類論述該技術

的應用效率與其差異之原因。（20 分） 

四、水中之氨氮、硝酸鹽氮與磷酸鹽等物質並非污染性物質，然就水體水質保護與水資

源利用而論，必須將其納入水污染防治工作項目，我國管制標準已訂定加嚴管制放

流水含氮物質，請說明管制上述三種物質之原因為何？詳細說明污水處理工程上是

應用何種工法來處理或移除上述三種物質。（20 分） 

五、處理含重金屬廢水之工法良多，然多以化學沉澱法為之，將廢水加鹼液以形成氫氧

化金屬固形物後，再以沉降法分離，如此達到處理含重金屬廢水之目的。試以化學

反應之溶解度積（solubility product）為基礎及其他可能之化學反應，說明如何求得

某二價重金屬（以 M2+為例），在一特定的反應酸鹼值（pH）時，可以得到該重金屬

物種之最低總溶解濃度，因為實務操作上並非系統 pH 值愈高愈好。（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