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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出 國 計 畫 名 稱 ： 參 加 第 8 屆 東 亞 及 東 南 亞 土 壤 科 學 聯 盟

(ESAFS8)國際研討會議暨參訪行程  

二、  出國人：何建仁正工程師兼組長、吳雅婷助理環境技術師  

三、  出國日期： 96 年 10 月 21 日至 96 年 10 月 27 日  

四、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96.10.21 啟程，東京  

96.10.22~23 參加（ ESAFS8）國際會議  

96.10.24 上午  拜會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96.10.24 下午  拜會環境省、農林水產省  

96.10.25  參觀 DOWA ECO-SYSTEM 花崗株式會社

之花崗污染土壤洗淨設施  

96.10.26 上午  拜會同和 (DOWA)株式會社總公司  

96.10.26 下午  參 觀 清 水 營 造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土 壤

洗淨計畫事業所污染處理設施  

96.10.27 返程，台北  

   

五、  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  

（一）  本 次 會 議 及 參 訪 行 程 主 題 為 農 地 土 壤 重 金 屬 污 染 與 食 用

作物重金屬污染之關係，最主要係吸取東亞及東南亞各國

經驗，尤其是日本有關農地土壤污染整治技術，以解決台

灣地區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包括：  

1 .  運 用 湛 水 管 理 方 法 ， 改 變 土 壤 溶 液 中 鎘 之 化 學 型 態 機

制，有效抑制稻米對於重金屬鎘的吸收能力，減少產生

鎘米的機會並有效降低整治成本。惟湛水狀態下會造成

農民收割機具操作上的困難，並產生甲烷，對溫室效應

氣體造成影響。  

2 .  應用煉礦技術，利用篩分析技術來達到污染土壤減量及

降低處理成本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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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用化學淋洗法，以氯化鐵 (FeCl3 )現地淋洗土壤，配合

現 地 淨 水 處 理 設 備 ， 可 有 效 降 低 鎘 米 60~70%之 產 生

率 ， 成 本 約 為 客 土 法 的 50%， 對 環 境 的 二 次 危 害 也 較

低，且一個改善期程只需 3 天即可。  

4 .  運用植生復育改善方法，以種植對鎘高吸收能力品種之

稻米。改善期程將視土壤污染程度每年施以 2-3 期作之

改善，每公頃成本約 19~25 萬日圓，約為客土法成本之

1/3~1/5。  

5 .  採取客土法，日本超過九成之污染農地土壤約 5,500 公

頃皆以本方法進行改善，係採土壤上下置換或運入乾淨

土壤覆蓋於污染土壤上方約 20~40 公分。惟客土法成本

較高且對環境衝擊較大，土壤改良後仍需 20-30 年方能

回復原地力產量。  

6 .  前 開 各 種 改 善 方 法 除 客 土 法 及 土 壤 洗 淨 法 較 成 熟 且 大

量使用外，其餘尚在推廣階段。湛水管裡方式不論在成

本、時間與技術門檻上均為較低，尤其適合台灣北彰化

地 區 已 完 成 土 壤 污 染 改 善 但 仍 產 生 鎘 米 之 高 污 染 潛 勢

區。  

（二）  建議事項：  

1 .  加強行政管制措施  

(1)  近年來全球暖化的議題備受關注，因為全球各地氣候

異常的徵候愈益嚴重，加上水資源的耗竭，食品安全

問題應為未來各國政府急欲解決之壓力。如何提高農

作物產量又能維持其品質及安全，不被重金屬、農藥

污染。尤其水稻田的灌溉水管理直接影響到水資源分

配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同時對生態環境及溫室效應

皆有深遠影響。是政府應以宏觀全面角度，及早規劃

因應此一議題。  

(2)  日本的農地土壤污染主要是集中在廢棄礦場和金屬鍊

製廠附近，因其灌溉  用水系統獨立完整，不會和雨水

系統、區域排水及下水道系統混和。為因應未來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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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資源問題，台灣地區的灌排分離問題實應及早面

對解決，否則只會讓問題更形複雜難解。  

(3)  自加入 WTO 後政府每年挹注在停耕補償的費用約 100

億元，若此停耕補償費能轉為栽種能源作物，不論在

環境或能源經濟及溫室氣體減量上皆有極大助益。  

(4)  應成立一研究機構或單位，從農作物的生產環境、農

漁牧水產品之安全、環境介質污染傳輸問題，作一垂

直整合，建立各項基線資料庫，增加資料效益。如以

目 前 各 單 位 缺 乏 橫 向 聯 繫 、 資 訊 未 能 整 合 利 用 之 情

況，國人的食品安全問題及環境風險問題將無法徹底

解決。  

2 .  為因應環境議題國際化，本署應積極主動參與國際活動

與 會 議 ， 加 入 國 內 外 相 關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團 體 ， 延 伸 觸

角，擴展視野，以利收集國內外相關經驗，藉助技術經

驗交流，並建立國際關係，以解決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問題。  

3 .  積極建立東亞及東南亞各國政府機關 (如日本、韓國、

泰 國 、 越 南 等 以 種 植 水 稻 為 主 之 國 家 )及 民 間 研 究 機 構

(如日本獨立行政法人農業技術研究所和各國土壤、地下

水團體學會 )之聯繫管道，以召開不定期會議方式，加強

互動交流，以利解決國內環境污染、農作物污染以及食

用農產品污染問題。  

4 .  與 會 國 家 之 論 文 均 顯 示 稻 米 品 種 為 產 生 鎘 米 之 重 要 因

素之ㄧ，與本署在彰化縣、桃園縣、新竹市之現場試驗

結果一致，以印度系稻種 (秈稻 )吸收土壤中鎘之能力較

強。後續將協調農業單位在台灣地區鎘米高污染潛勢區

以改種稻種及湛水管裡方式，降低鎘米之產生，確保民

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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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參加第 8 屆東亞及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  

國際研討會議暨參訪行程  
出國報告書  

壹、前言 
一、  目的  

近年來，隨著人口的增加與經濟的發展，引發了全球溫

室效應、水資源的耗盡與土地利用的變動，直接影響了農業

發展與生產量的削減。食品生產過程與土壤息息相關，一旦

土壤中存在污染，將對人體健康造成莫大的危害，故整治土

壤中的污染物質是一個重要根本課題。  

為瞭解國際上有關污染土壤與食用作物之關係與污染土

壤之最新整治技術，以作為解決未來本署推動業務策略規劃

及應變決策之參考，奉派參加於位於日本舉行之「第 8 屆東

亞及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國際研討會議  (E ighth Conference 

of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 ian Federat ion of  Soi l  
Sc ience)」，並拜會日本環境廳、農林水產省及獨立行政法人

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討論未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政策性與

技術性之問題，並實地參觀日本二大民間整治機構之土壤洗

淨設備，作為後續修訂國內污染改善技術之參考。  

 

二、  行程與主要工作內容  

本次出國期間為 96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7 日，行程

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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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行程表  

日期 工作內容 

96-10-21 啟程抵達東京 

96-10-22 
參加(ESAFS8)國際會議，主題為「農業科學的新挑戰-食用作物與生

長環境之關係」，相關論文集、議程、海報與簡報資料如附錄 1-1~1-5。

96-10-23 參加(ESAFS8)國際會議 

上午拜會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連攜推進室長木村龍介

先生與土壤環境研究領域長小野信一先生，討論土壤污染和產生鎘米

之關係、農業湛水管理方式與調整土壤 pH 值對預防鎘米之效益等議

題，相關簡介與簡報資料如附錄 3。 

96-10-24 下午於交流協會東京本部拜會日本環境廳水‧大氣環境局土壤環境課

課長輔佐寺田剛先生、農用地污染對策係長溯上武士先生及農林水產

省消費‧安全局農業安全管理課調查係長青木政典先生，就現行法規

污染對策與遭遇困難、農地土壤重金屬鎘污染處理方式及未來修正方

向交換意見，相關簡報資料如附錄 2。 

96-10-25 

參訪 DOWA ECO-SYSTEM 花崗株式會社，由事業部淨化部長尚原

聖広先生與笹本直人先生帶領參觀秋田縣花崗之污染土壤洗淨設

備、廢棄物中間處理設施、最終處理場等相關處理設施。相關簡報資

料如附錄 4。 

至同和(DOWA)株式會社總公司聽取業務簡報，進一步與企劃室長吉

田勧先生、事業部課長日下部和宏先生、次長鎌田雅美先生、台灣辦

事處森川剛夫先生，討論土壤洗淨設備之應用與技術，相關資料如附

錄 4。 96-10-26 

由清水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部長輔佐八卷淳先生與田中仁志先

生帶領參觀神奈川縣川崎土壤洗淨計畫事業所相關處理設施。相關簡

報資料如附錄 5。 

96-10-27 返程抵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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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內容整理  

一、  第 8 屆東亞及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國際研討會議  

（一）  研討會議簡介  

東亞及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 (East  and Southeast  As ian 

Federat ion of  Soi l  Sc ience，以下簡稱 ESAFS)自  1990 年

成立，由亞洲各國 12 個土壤科學相關學會共同組成，藉由

每兩年召開研討會，交流土壤與農業植物營養科學之研究。

自 1991 年起，在日本大阪舉辦第 1 屆研討會，之後分別於

亞洲各國包括中國迪化 (1993)、馬來西亞吉隆坡 (1995)、朝

鮮濟州 (1997)、泰國喀比 (2001)、台灣台北 (2003)以及菲律

賓奎松市  (2005)舉辦，本屆 (第 8 屆 )研討會於日本茨城縣筑

波市國際會議場召開，會期為 96 年 10 月 22 日至 23 日，主

題為「農業科學的新挑戰 -食用作物與生長環境之關係」，主

辦單位充分運用該中心之演講場地及展覽空間，共安排了 38

篇專題演講及 233 篇壁報論文展示，參加人數 308 名，發表

專題及口頭研究報告 27 篇，海報論文 195 篇，論文集詳如

附錄 1-1，議程詳如附錄 1-2。  

 

（二）  研討會議議程摘要  

2.1 第一天研討會分為 3 個主題，分別為「永續生產農作物的水

管理」、「環境壓力和農作物生產的關係」以及「新的土壤污

染解決方法」等議題，茲分述如下：  

(1)  「永續生產農作物的水管理」：此部分是各國針對日益嚴重

的農業灌溉用水短缺問題，應用不同之節水管理技術，如

AWD(Al ternate Wet t ing and Dry ing)，栽植好氧性稻米

(Aerobic  Rice)等方法，維持稻米之產量外並同時兼顧降低

溫室氣體效應，減少對環境之衝擊，達到永續生產之水管理

目標。  

(2)  「環境壓力和農作物生產的關係」：中國大陸及日本針對鹼

性或石灰質土壤及缺乏營養素之稻米，找出耐貧瘠之稻米品

種，以基因品種方式解決此影響稻米產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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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的土壤污染解決方法」︰台灣 (台灣大學陳尊賢教授 )、

韓國、日本分別發表了最新農地鎘污染研究報告。  

2 .2  第二天口頭發表共分為「會員國報告 (10 個國家 )」、「重金屬

之分布、生物有效性及管理」、「土壤來源分類及土壤管理」、

「植物營養、肥料應用、微生物及環境」等 4 類議題。  

(1)  「 10 個會員國報告」：分別由孟加拉、中國、印度、印尼、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斯里蘭卡及越南等國家報

告近年來在土壤方面之執行成果、辦理活動及未來發展方

向，作一簡單執行成果報告。  

(2)  「重金屬分布、生物有效性及管理」：此部分重點為 6 個議

題，主要為探究土壤重金屬污染和農作物、食米重金屬污染

之關係，重金屬在農地土壤中生物有效性及安全問題，預測

不同稻米品種在農地土壤中吸收重金屬情況、土壤和重金屬

之調查計畫等。  

(3)  「土壤來源分類及土壤管理」：此部分為 6 個議題，主要是

利用 GIS 評估農地土壤的地利空間變異特徵、使用多變量分

析來做土壤分類及解釋、熱帶泥碳土的生物物理特性、旱田

土壤的化學礦物學性質的區域趨勢海報發表、不同土壤中可

溶性有機氮的含量及變化及塩在土玉米田中之行為。  

(4)  「植物營養、肥料應用、微生物及環境」：此部分係控制硝

化作用和 N2O 從農業系統排放的基本策略等。  

2 .3  海報發表  

本部分主要為「重金屬土壤污染」、「土壤性質、來源、

分類和管理」、「微生物」、「植物營養肥料、堆肥和土壤改善」、

「水管理及土壤鹽化」、「除了重金屬污染之環境議題」、「溫

室效應氣體、碳預算」、「資訊系統、遙測、模式模擬」等 8

大主題 (如附錄 1-3)。其中與土壤重金屬污染相關之海報計有

31 篇。  

 



 

 8

 
圖 2.1-1、第 8 屆東亞及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國際研討會議

出席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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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文重點摘要  

3.1 土壤污染、食品安全及土壤整治技術之新觀念 (台灣大學陳尊

賢教授，內容詳如附錄 1-1 論文集 p.38，K3-1，簡報資料詳

如附錄 1-4)：  

亞洲地區的國家土壤污染的主要來源係工業區非法排放

廢水及家畜類廢水污染灌溉水所致。  

依台灣地區土壤重金屬調查資料顯示，自 1982 年起從

已陸續執行 1,600 公頃、100 公頃、25 公頃及 1 公頃之網格

系統調查，至 2007 年共調查出約 400 公頃農地土壤遭受污

染；另有 3,000 公頃係屬輕度或中度之污染場址，其表土重

金屬背景濃度平均值如下：  

表 3.1-1、台灣地區土壤重金屬表土背景濃度平均值  
單 位 ： 毫 克 /公 斤  

砷 As 鎘 Cd 鉻 Cr 銅 Cu 鉛 Pb 鎳 Ni 鋅 Zn 

18 2 50 35 50 50 120 
 

依台灣地區農作物重金屬調查資料歷年調查結果，計有

糙米、葉菜、根菜及水果等 4 項之重金屬濃度平均值。  

 

 

表 3.1-  2、台灣 4 種農作物 8 項重金屬濃度平均值  
單 位 ： 毫 克 /公 斤 乾 重

 重金屬 
食用作物 

砷

As 
鎘

Cd 
鉻

Cr
銅

Cu
汞

Hg 
鎳

Ni 
鉛

Pb
鋅

Zn 
備註  

糙米  0.17 0.07 0.16 2.48 0.001 0.54 0.43 39.2 n=431 

葉菜  0.12 0.24 0.02 4.64 0.04 2.14 3.69 38.1 n=144 

根菜  0.05 0.21 0.03 3.00 0.03 1.63 2.58 27.4 n=112 

水果  0.05 0.11 0.26 3.52 0.02 0.95 2.11 27.7 n=90 

n=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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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韓國、日本、泰國、台灣等地區稻米和土壤間的重

金屬濃度關係，分別如圖 3.1-1~3.1-6 所示，各國資料均顯

示 糙 米 重 金 屬 濃 度 和 土 壤 鎘 濃 度 並 無 明 顯 相 關 性 。

 

圖 3.1-1、韓國已關廠礦區附近農地之稻米和

土壤中鎘濃度關係  

 
 

圖 3.1-2、日本地區稻米和土壤間重金屬鎘濃度關係  
(a)府中市 (b) 黑部市 (c) 安中市 (d) 萬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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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泰國稻米和土壤間重金屬鎘濃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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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台灣地區稻米和土壤間重金屬鎘濃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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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台灣地區米和土壤間重金屬鎘濃度關係  

 

 

圖 3.1-6、台灣地區 1994~1996 年稻米和土壤間重金屬鎘濃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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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整理美國、英國、荷蘭、德國、中國、日本、韓國等

國有關土壤重金屬污染管制標準資料如表 3.1-3 及表 3.1-4。 

 

 

表 3.1-3、美國、英國、荷蘭、德國土壤重金屬污染管制標準  

  
砷
As

鎘
Cd

鉻
Cr

汞
Hg

銅  
Cu 

鎳  
Ni  

鉛
Pb

鋅
Zn

美國 (2000)  
累積載入速率 (公斤 /公頃 )  41 39 -- 17 1500 420 300 2800

英國 (2002)  
土壤指標值 (毫克 /公斤 )          

居住區 (有植物攝取 )  20 2 130 8 --  50 450 --  
居住區 (無植物攝取 )  20 30 200 8 --  50 450 --  
農業區  20 2 130 15 --  75 450 --  
商業 /工業區  20 1400 5000 480 --  5000 700 --  

荷蘭 (1999)  
干預值 (毫克 /公斤 )          

標準土壤 (10％ O.M and 
25％黏土 )  55 12 380 10 190 210 530 720

德國 (1999)  
土壤 -人類健康途徑          
啟動值 (毫克 /公斤 )          

遊樂場所  25 10 200 10 --  70 200 --  
居住區  50 20 400 20 --  140 400 --  
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  125 50 1000 50 --  350 1000 --  
用 於 工 業 或 商 業 目 的 的
土地  140 60 1000 80 --  900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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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台灣、中國、日本、韓國土壤重金屬污染管制標準  

  
砷

As
鎘

Cd
鉻

Cr
汞

Hg
銅  
Cu 

鎳  
Ni  

鉛

Pb
鋅

Zn
台灣 (2000)  

總含量 (毫克 /公斤 )    
農業用地  60 5 250 5 200 200 500 600
一般用地  60 20 250 20 400 200 2000 2000

背景值  18 3 50 0.5 35 60 60 120
中國 (2007)  

總含量 (毫克 /公斤 )    
展覽場址  80 22 610 50 600 2400 600 1500

農業用地 (pH6.5-7.5)  25 0.3 200 0.3 100 50 50 250
 30 0.3 300 0.5 200 50 80 250

溫室土壤 (pH6.5-7.5)  25 0.3 200 0.3 100 50 50 250
日本 (2003)  

土壤濃度標準 (毫克 /公斤 ) 150 150 250* 15 -  -  150 -
土壤滲出水標準  0 .01 0.01 0.05* 0.005 -  -  0 .01 -

韓國 (2007)  
糾正措施標準 (毫克 /公斤 )    

農業用地  15# 4+ 10* + 10# 125+  100& 300+ 700&

工廠 /產業用地  50# 30+ 30* + 40# 500+  400& 1000+ 2000&

 *：針對 Cr6+ ， #： 0.1M 鹽酸萃取，+： 1M 鹽酸萃取，&：王水萃取 

 

各國根據上述土壤和食用作物重金屬污染之特性訂定監

測及整治計畫之策略，包括：  

(1)  稀釋技術：台灣地區大部分的重金屬污染農地土壤係應用低

成本、低風險的土壤翻轉稀釋工法作為改善方法。  

(2)  化學穩定技術：在許多污染場址成功的發展可信賴的土壤改

善材料，如石灰、有機質、堆肥、沸石及鐵錳氧化物等。  

(3)  化學淋洗技術：在日本使用 CaCl2 及 FeCl3 作為現地化學

淋洗劑來改善鎘污染農地土壤。  

(4)  植生復育技術：在北台灣鎘污染農地種植 Rainbow p ink 5

週，結果植物嫩葉鎘濃度明顯增至 115 毫克 /公斤。  

(5)  應用 EDTA 可明顯增加土壤溶液及種植在污染土壤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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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 Pink 之重金屬濃度。  

食物鏈中鎘之總吸收量計算方式係以可食用的水棲生物

及不同食用作物 (馬鈴薯、穀類、糙米、水果、蔬菜 )鎘濃度

來推估。  

表 3.1-5、食物鏈中鎘之總吸收量  

類別  鎘 Cd(毫克 /公斤 )  備註  
水果  5-10(毫克 /公斤 )濕重  WHO,1992 
根菜  25(毫克 /公斤 )  濕重  WHO,1992 

馬鈴薯  <150 (毫克 /公斤 )  乾重 Jackson,1990 
一般土壤 10-90 乾重  
污染改善土壤 80-510 乾重  

糙米  >70 (毫克 /公斤 )  乾重  
蔬菜  >200 (毫克 /公斤 )  乾重

Li  e t  a l . ,1994 
台灣地區食用作物中鎘

濃度幾乎皆低於 500 乾重  

 

飲食暴露之評估方法則需下列資料：  

(1)  調查不同種類食物之平均消耗量及每種食物之平均鎘濃度。 

(2)  以複製飲食和每日研究法評估特定人的鎘暴露。  

(3)  從每日的排泄物產出量預估每日鎘吸收量。  

(4)  每日研究對人體更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各國之鎘平均飲食暴露變化相當大，芬蘭、德國、日本、

英國等國之範圍為 15-57 微克 /日，其中 3 個重要原因為：  

(1)  食物總消耗量。  

(2)  飲食之組成。  

(3)  各類食物的鎘濃度。  

食物中鎘最大容許濃度 (MPC)約為 100 微克 /公斤，範圍

為 50-200 微克 /公斤 (WHO,1992)。  

所有空氣暴露途徑的鎘吸收量可考慮空氣中鎘濃度 (0 .5

微克 /立方公尺 )及煙吸入 (3 微克 /日 )。  

依據上述各種情況可知每日鎘之總吸收量依環境狀況而

不同，但不論食物、水、空氣之情況如何，每人每天鎘總吸

收量將不會超過 20 微克。  

 



 

 16

3.2 韓國在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改善整治技術與風險評估研究

經驗及未來展望 (內容詳如附錄 1-1 論文集 K3-2， p.44)  

韓國的土壤重金屬污染除了極少數之特殊案例，主要是

直接或間接來自於礦場、工業或家庭廢水，目前土壤重金屬

濃度皆在管制標準以下。在韓國食用作物中重金屬之累積主

要係來自於礦區，經由暴露途徑污染稻米、地下水及土壤，

對居住在礦場居民有潛在之健康風險。在重金屬污染區尚未

有詳細量化資料預估人體健康的毒性風險前，韓國所關心重

金屬污染環境議題為植物中重金屬毒性或重金屬進入食物鏈

的 問 題 ， 遂 訂 定 土 壤 環 境 保 護 法 (The Soi l  Env i ronmenta l  

Conservat ion Law，簡稱 SECL)，管制鎘、汞、鉛、銅、鋅、

鎳、鉻及砷等 8 項項目，土壤污染標準如表 2-1。韓國農業

生產上威脅土壤和農作物重金屬污染之主因為廢棄礦場之廢

水漫流及廢渣場之土壤侵蝕。韓國歷年來對關閉礦場和工業

區附近之農地土壤重金屬含量調查如表 2-2。而米中之重金

屬含量監測結果如表 2-3。韓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Korea Food 

and Drug Admin is t ra t ion 簡稱 KFDA)特別針對 10 種農作物

訂 定 最 大 容 許 濃 度 (Maximum permiss ib le  Contents， 簡 稱

Mpc)，如表 2-4。另重金屬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的衝擊持

續增加中，為控制土壤污染，韓國採取較嚴格之策略，如建

立風險評估及整治計畫等有效之控制策略。  

 

表 3.2-1、韓國土壤環境保護法 (SECL)土壤污染標準  

管制標準 (毫克/公斤)  整治標準 (毫克/公斤)  
項目  

農地  工廠工業區 農地  工廠工業區  
鎘 *  1 .5 12 4 30 
銅 *  50 200 125 500 
砷 +  6  20 15 50 
汞 +  4  16 10 40 
鉛 *  100 400 30 1,000 
鉻 *  4  12 10 30 
鋅 ¶  300 800 700 2,000 
鎳 ¶  40 160 100 400 

*0.1M HCl extraction;+1.0M HCl extraction; ¶Total content extracted by aqua re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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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韓國歷年對關閉礦場和工業區附近農地土壤重金屬

監測結果 (平均值與範圍值 )  

 
單位(毫克/公斤) 

年度 樣品

數 類別 
砷 鎘 銅 鎳 鉛 鋅 

2000 600 
關閉

礦場 
3.68 

(tr-62.0)
0.59 

(tr-8.60)
17.88 

(tr-306.0)
0.99 

(tr-55.5) 
22.61 

(tr-5573) 
34.6 

(tr-429) 

2004 600 
關閉

礦場 
1.88 

(tr-43.4)
0.46 

(tr-5.55)
13.88 

(tr-292.0)
30.5 

(2.9-2073) 
14.81 

(tr-403) 
161.4 

(tr-1789)

2001 600 
工業

區 
1.02 

(tr-22.7)
0.28 

(tr-25.9)
9.16 

(tr-324.8)
0.92 

(tr-49.5) 
9.03 

(tr-149.1) 
8.30 

(0.4-244)

2005 600 
工業

區 
0.44 

(tr-7.18)
0.59 

(tr-17.9)
6.68 

(tr-164.8)
18.8 

(1.0-168) 
7.04 

(tr-97.9) 
78.1 

(15-1105)

 

 
表 3.2-3、稻米中重金屬含量監測結果 (平均值與範圍值 )  

單位(毫克/公斤) 
年度 樣品

數 
場址類

別 砷 鎘 銅 鎳 鉛 鋅 

1999 500 
未遭受

污染 
0.07 

(tr-0.27)
0.038 

(tr-0.46)
2.74 

(0.20-20.8)
0.29 

(tr-5.27) 
0.28 

(tr-1.80) 
18.3 

(3.1-31.3) 

1999 300 
已污染 
(公有) 

0.08 
(tr-0.43)

0.050 
(tr-0.95)

3.59 
(0.23-14.8)

0.38 
(Tr-3.52) 

0.29 
(tr-2.86) 

20.1 
(4.1-32.6) 

2000 300 
已污染 
(關閉

礦場) 

0.10 
(tr-1.38)

0.105 
(tr-2.13)

3.35 
(0.50-8.92)

0.18 
(tr-1.61) 

0.22 
(tr-5.05) 

16.3 
(5.6-57.3) 

2001 30 
未遭受

污染 
0.06 

(tr-0.17)
0.011 

(tr-0.07)
2.20 

(0.80-3.93)
0.12 

(0.4-0.49) 
0.04 

(tr-0.15) 
13.9 

(6.8-19.3) 

最大容許濃度  - - 0.2(1.0)註 - 0.2 - 

註：韓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於 2000 年前訂定鎘最大容許濃度值為 1.0 毫克/公斤(糙米)與

0.2 毫克/公斤(食米)，2006 年訂定鉛最大容許濃度值為 0.2 毫克/公斤(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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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韓國 10 種農作物訂定最大容許濃度  

種類 鎘(毫克/公斤) 鉛(毫克/公斤 

米 <0.2 <0.2 

玉米 <0.1 <0.2 

大豆 <0.1 <0.2 

紅豆 <0.1 <0.2 

馬鈴薯 <0.1 <0.1 

地瓜 <0.1 <0.1 

甘藍菜 <0.2 <0.3 

蘿蔔 <0.1 <0.1 

洋蔥 <0.05 <0.1 

波菜 <0.2 <0.3 

 

 

監測網路系統是要觀察土壤重金屬濃度變化，使用這些

資料來作為控制土壤污染之對策，以預防土壤污染。韓國現

有 1,500 個監測站，分析的結果每年都會報告並編譯成土壤

地下水資訊系統 (SGIS： ht tp : / /www.sgis .or.kr )  

韓 國 3 個 廢 棄 礦 場 之 重 金 屬 砷 、 鎘 、 鋅 之 危 害 指 數

(Hazard Index 簡稱 HI)依表 2-5 顯示，砷、鎘項目係大於 1，

癌症風險評估結果如表 2-6。在風險評估之過程中之每個步

驟都存有不確定性，因此，在我們開始計算風險時，我們須

了解在此種風險預測所存在的不確定性本質和大小。  

 

表 3.2-5、廢棄礦場之重金屬危害指數 (Hazard Index)  

礦場名稱  砷  鎘  鋅  

Okdong 8.88 1.11 0.44 

Dokok 0.11 3.45 0.03 

Hwacheon 5.38 0.9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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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3 個廢棄礦場癌症風險評估值  

礦場名稱  稻米  土壤  地下水  

Okdong 8.5x10- 4  1 .3X10- 6  7 .1X10- 4  

Dokok n.a 8.5x10- 7  1 .9x10- 5  

Hwacheon 8.2x10- 4  1 .2x10- 6  1 .3x10- 4  

 

韓國最近採用土壤和植物管理方式來預防重金屬從污染

農地土壤轉移至食米。土壤管理部分包含使用土壤改良劑、

肥料和灌溉控制、土壤覆蓋、翻轉及土壤層混合等方式。在

植物管理篩選稻米品種尋找累積性和排除性的稻米品種。執

行實驗室和溫室兩種實驗去評估化學改良劑的影響，如零價

鐵 (ZVI)、石灰、堆肥及組合的方式，來改善 Geopnug 廢棄

礦場的鎘污染農地土壤。化學改良物降低土壤溶液中有效性

鎘濃度，降低效率依序為堆肥 >零價鐵 >石灰 >液化腐質土 (圖

3.2-1)。阻止稻米吸收鎘之方式，以連續浸泡土壤的效果比

間歇灌水的方式較好。由石灰和堆肥所組成的氮磷鉀肥料，

阻止鎘移轉至稻米有較好的效果。  

 
圖 3.2-1、利用化學改良劑 (零價鐵、石灰、堆肥及組合方式 )

降低土壤溶液中的有效性鎘濃度  

 

磷肥的施用量 30 公斤 /10 公頃，可將糙米中之鎘從 0.9

毫克 /公斤降至 0.5 毫克 /公斤，深耕土壤至 60 公分可將糙米

鎘含量從 0.8 毫克 /公斤降至 0.3 毫克 /公斤。這些管理方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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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可增加稻米產量，結果顯示用這種傳統的土壤管理方式

改善重金屬污染土壤，除可以增加產量外，還可預防食用作

物之重金屬污染。  

篩選 24 種稻米品種以比較鎘之累積性，印度品系之稻種

米有較高之累積性，但鎘仍低於 KFDA 之食品安全標準。另

一方面，日本品系之稻種米對鎘的累積性低，這些稻種被篩

選出來種在污染土壤環境而重金屬濃度仍在食米安全使用範

圍內。  

以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和食品安全的限量標準來計算，要

被改善之最大鎘含量可被預估如表 2-7(以土壤污染之鎘管制

值為基準 )，表土之鎘含量為 4800 克 /公頃 (以安全標準和生

物質為基準 )，稻米所吸收的鎘總量為 2 公克 /公頃，稻米中

鎘含量佔土壤中鎘含量的 0.04%。基於這些推測採用改善行

動只為了移除污染土壤中 0.04%的鎘，所以我們要思考土壤

和稻米之標準應如何訂定才是正確的設計，這些標準係以風

險或濃度為基準訂定，在設定標準時兩者應有明顯區別。  

 

 

表 3.2-7、預估污染土壤及污染食品中需進行改善之最大鎘含量  
考量的參數因子  估計值  

韓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矯正啟動值 )  4 毫克 /公斤  
10 公分內表土之鎘標準 (當土壤容積密度

為 1.2 克 /立方公尺時 )  4 ,800 公克 /公頃  

KFDA 所訂稻米中最大容許值  0 .2 毫克 /公斤  
稻米總生產力 (稻穀、稻稈、根 )  10,000 公斤 /公頃  
稻米安全指引基準總含量  2 公克 /公頃  
稻米 /土壤中之鎘含量比率  (2 /4800)*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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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日本在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新整治方法和研究經驗 (內容詳如

附錄 1-1 論文集 K3-3， p.50)  

日本早期在 1960 年代因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後發展工業

所需，大量開採礦山或煉製機具、武器時，所產生之鎘經隨

意丟棄或透過空氣污染飄落農田中，造成了眾所皆知的「痛

痛病」。日本隨即於 1970 年訂定「農業用地土壤汚染防止

法」，以防止特定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其中公告的

項目包括鎘、銅及砷 3 項。另 1970 年之食品衛生法訂定糙

米的安全限量標準為 1 毫克 /公斤。  

2002 年制定「土壤污染對策法」，分別訂定溶出標準及

全量標準兩種標準。當一樣品檢驗出超過其中任一標準，即

需 進 一 步 再 做 後 續 調 查 或 淨 化 處 理 。 管 制 項 目 則 包 括 重 金

屬、 VOC、農藥等約 30 種化學物質，但並未包含本次所討

論之重金屬鎘。  

日本和世界各地的土壤重金屬背景濃度值如表 3-1 所示

(含土壤重金屬濃度之平均值及範圍 )，範圍相當廣，最低值

和最高值之比值差異高達 100 倍以上。日本土壤重金屬的背

景濃度和世界各地土壤很相似，代表日本的土壤污染並無特

殊因素。耕地土壤之重金屬污染主要係因礦場廢水拿來用做

當地灌溉水所引致，以及從非鐵金屬煉製廠的排放所造成。

人體的重金屬暴露風險主要係因食入污染土壤所種植的農作

物以及飲用被某些有害金屬污染的水所引起。  

日本政府所訂定之「農業用地土壤汚染防止法」與「土

壤污染對策法」所管制物質及重金屬最大容許濃度彙整如附

表 3-2。「土壤污染對策法」中的管制項目，基本上是適用於

所有土壤，包含農地土壤與不同化學有害物質或高科技工廠

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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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日本和世界各地土壤的重金屬背景濃度表  
單位：毫克 /公斤  

表土  重金屬  
項目  日本 a )  世界 c )  農地土壤 b )  糙米 b )  

鉻 Cr 58 
(1.4-233)  

63.7 
(1-1500)  64 -  

鈷 Co 18 
(0.2-31.3)  

9 .62 
(0.1-275)  9  -  

鎳 Ni 26 
(0.2-107.4)

22.92 
(0.2-3240)  39 0.19 

銅 Cu 48 
(0.9-234.9)

21.61 
(1-323)  32 2.9 

鋅 Zn 89 
(2.5-331)  

65.84 
(3-770)  99 19 

砷 As 11  b )  
(0 .4-70)  

8.93 
(0.07-95)  9 0.16 

鉬 Mo 1.3 
(0 .1-8)  

2 .10 
(0.2-17.8)  -  -  

鎘 Cd 0.3 
(0.02-3)  

0 .48 
(0.01-4)  0 .45 0.07  d )  

汞 Hg 0.3  b )  
(N.D-5.4)  

0 .13 
(0.004-1.5) 0.32 0.013 

鉛 Pb 24 
(1-1098)  

29.85 
(1.5-286)  29 0.19 

註 ： 括 號 內 代 表 範 圍 值 、 a)請 參 閱  Yamasaki(2001)、 b)請 參 閱

limura(1981)、 c)請 參 閱 Kabata-Pendias、 d)請 參 閱 MAFF(2002) 

 

 

表 3.3-2、日本土壤管制項目與最大容許濃度表  
單位：毫克 /公斤

土壤污染對策法  農業用地  
土壤汚染防止法重金屬項目  

土壤濃度標準  土壤溶出標準  濃度標準  
鎘 Cd ≤ 150 ≤ 0.01 <1(糙米 )  
砷 As ≤ 150 ≤ 0.01 <15(水稻田 )  
銅 Cu N.D N.D <125(水稻田 )  
鉻 C4 + ≤ 250 ≤ 0.05 N.D 
鉛 Pb ≤ 150 ≤ 0.01 N.D 
汞 Hg ≤ 15 ≤ 0.0005 N.D 

Alky l  Hg N.D N.D N.D 
矽 Se ≤ 150 ≤ 0.01 N.D 

1.  土壤污染管制法亦包含氟及有害有機物質  
2 .  萃取自 1M 鹽酸，土壤 /溶液 (w/v)%=3 
3.  萃取自水，土壤 /水 (w/v)%=0.1 
4.  分析方法與標準係依據環境品質標準 (MOE,1991)  
5 .  萃取自 1M 鹽酸，土壤 /溶液 (w/v)%=0.2 
6.  萃取自 0.1M 鹽酸，土壤 /溶液 (w/v)%=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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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所謂 ”鎘污染農地 ”係指會生產超過 1 毫克 /公斤鎘

含量糙米的農地。2006 年 FAO/WHO 提議食米鎘之最大容許

濃度為 0.4 毫克 /公斤。因此研發低成本、有效的、有前景的

改善技術去整治鎘污染農地土壤以取代現行土壤整治方法是

一件急迫的事情。一般推論，日本民眾 34~50%的鎘吸取量

是來自稻米，所以降低農地土壤及稻穀鎘的含量是重要的，

可降低鎘的風險及確保日本民眾的主要食用作物安全。  

日本之灌溉水、放流水、生活污水系統皆為分流排放，

不會混在一起，所以其農地土壤之污染型態和台灣地區不同。 

日本現今已研發出數種整治方法以避免稻米鎘污染，包

括傳統耕種方法與新興整治技術，茲分述如下：  

(1)  傳統整治方法 -湛水管理：  

湛水管理是一種避免稻米鎘污染的普遍且具有成本效益

之耕種方法，係以水量控制稻米對鎘的吸收，其原理是在稻

米出穗前後各 3 週間，讓稻米保持在浸水 (滿水 )的狀態下，

造 成 土 壤 之 還 原 環 境 ， 以 改 變 土 壤 溶 液 中 鎘 之 化 學 型 態 機

制，形成硫化鎘沉澱 (CdS)，降低鎘之生物有效性，有效抑

制稻米對重金屬鎘的吸收能力，減少產生鎘米的機會。此種

管理方法效益高且整治成本僅為客土法成本之 50%。惟湛水

狀態下會造成農民收割機具操作上的困難，並產生甲烷，對

溫室效應造成影響。  

 

 

             
 CdS          Cd2+  +    SO42- 

 

 

 

 

 

 

湛水 

(灌水還原狀態) 

落水  

(排水氧化狀態) 

氧化  

 

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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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湛水管理原理示意圖  

 

 

(2)  傳統整治方法 -土壤整治法  

有很多土壤整治方法可用來改善污染土壤， ➀包括： 鋪

設未污染土壤在污染土壤上方；○2 移除污染土壤，用非污染

土壤回填；○3 污染土壤層和非污染土讓翻轉。根據後來許多

的調查發現，只要經整治後，未污染土壤的厚度達 20~40 公

分 ， 土 壤 整 治 方 法 將 是 一 個 非 常 有 效 降 低 稻 榖 鎘 含 量 的 方

法。然而，這種方法成本高且愈來愈難以取得未污染土壤，

且對環境衝擊較大，就算施以資材仍需 20-30 年土壤改良後

方能回復原地力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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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土壤整治方法示意圖 -上層污染土壤與下層乾淨土壤置換  

 

 
圖 3.3-3、土壤整治方法示意圖 -以乾淨土壤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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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興整治技術 -植生復育法  

最近植生復育法之所以吸引人們的注意，是因其成本效

益和環境友善性，且可移除土壤中不同的有毒物質。植生復

育法有許多不同的型態，如植生萃取、植生揮發、植生穩定

及根鬚過濾，其中植生萃取是最普遍之技術。在日本密集測

試這 4 種植生復育方法，研究不同植物品種對於土壤中鎘之

吸收能力，研究發現日本 -印度系的混種長香穀、密陽 23 號

稻米 (產量高但品質口感不好 )及印度系稻種比日本系稻種有

較高的鎘吸收能力。收割後將其稻穀之澱粉作為工業用途之

酒精，稻桿及葉則進入焚化廠，在稻梗中之重金屬，經焚燒

後集中在飛灰 (F ly  ash)，再以固化或水泥原料回收。雖然還

有很多植物有很好的鎘吸收能力，但牽涉到旱田水田交替的

問題，旱田要變成水田需耗時甚久。另一方面，不論是哪一

種稻米品品種，其耕種方式幾乎相同且為農民所熟悉，只要

經過施以 2-3 期作之耕種，即可完成改善 (改善期程將依土壤

污染程度的不同而改變 )，水田即可被種植商業品種的稻米。

據瞭解，改善期間，環境省與農林水產省將共同負擔改善與

補償經費，每公頃成本約 60~75 萬日圓 (台幣約 19~25 萬 )，

約為土壤整治法成本之 1/3~1/5。  

(4)  新興整治技術 -土壤淋洗法  

土壤淋洗法為較傳統之離場改善方法，使用萃取劑將有

害金屬從土壤移至土壤水溶液。然而現場土壤淋洗技術應較

適合水田土壤情況，水田因有犛底層可阻止水向下移動，因

此淋洗液停留在表面土層。 Ogawa 等 (1985)用 HCl 批次方

法淋洗，確認糙米之鎘濃度降低；Nakashima 與  Ono(1979)

及  Tak i l ima 等 (1973)用 EDTA 及 HCl 執行現場水洗試驗，

確認這些水洗劑對移除土壤中鎘是有效的。這些化學物質本

身是有害物質，所以不能被使用在水田中。土壤淋洗法要實

際在農地上使用需符合下列原則：○1 高效率且低環境負荷；○2

淋洗液和廢液處理系統可以應用在水田情況；○3 地力和食用

作物的生長不會受到淋洗很大的影響；○4 淋洗的效果可持續

一段時間。中性鹽類的萃取效率比強酸低，氯化鐵 (FeCl3 )之

萃取能力為強酸和 EDTA 之 90%，萃取效率高且具環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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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選為萃取劑。  

 
FeCl3  →  Fe3 ++3Cl -  

Fe3 ++3H2O →  Fe(OH)3+3H+ 

 

質子釋放至反應液中降低土壤之 pH 值，而低 pH 值加強

了土壤鎘的萃取效率。因此， FeCl3 不似其他中性鹽類，由

於透過加水分解產生質子，有較大的萃取率可運用。  

處 理 過 的 廢 水 中 鎘 濃 度 遠 低 於 日 本 的 環 境 品 質 標 準

(0 .01 毫克 /公升 )，證明這個技術對現地處理廢水是有效的。

經過 3 次水洗後，氯離子的濃度小於 500 毫克 /公升，這濃度

為健康食米之闕值，使用 MINT EQ 軟體，顯示形成 CdCl2

化合物，如此從土壤中萃取出之鎘會增加，並決定鎘的化學

物種。  

已 淋 洗 土 壤 之 鎘 含 量 為 未 淋 洗 土 壤 之 55%( 如 圖

3.3-4)，淋洗可明顯降低土壤鎘濃度。土壤經過現場水洗設

備後，含水量、 KCl、 pH 值明顯降低，土壤導電度增加，然

而仍未到達稻米開始延緩的臨界值，因為淋洗所需可交換陽

離子減少，藉由添加肥料到淋洗過之土壤，以保護鎂與鉀的

流失，碳與氮含量並未因淋洗而改變；總而言之，雖然某些

土壤性質改變但可輕易修正，並不影響相關地力。  

由圖 3-5-5 可證明，土壤淋洗法能有效降低稻稈及糙米

的鎘含量，鎘濃度從 0.91 及 0.31 毫克 /公斤濃度降低至 0.18

及 0.053 毫克 /公斤。  

FeCl3 現地淋洗土壤，配合現地淨水處理設備，可有效

降低鎘米 60~70%之產生率，成本約為土壤整治法的 50%，

對環境的二次危害也較低，一個改善期程只需 3 天即可完成。 

 



 

 28

 

圖 3.3-4、已淋洗土壤與未淋洗土壤中鎘濃度比較  

 

 

圖 3.3-5、已淋洗土壤與未淋洗土壤之稻稈與糙米中鎘濃度圖  

 
結論：湛水管理方式不論在成本、時間與技術門檻上均較低，

適合農業單位北彰化地區已完成土壤改善但仍產生鎘

米之高污染潛勢區推廣。  

 

 

 

 

--○ --已 淋 洗 土 壤  
— ● — 未 淋 洗 土 壤  

▓已 淋 洗 土 壤  
  未 淋 洗 土 壤  

   稻 桿          糙 米  

土
壤

中
鎘

含
量

(
毫

克
/
公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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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本土壤農作物重金屬資料的發展 (內容詳如附錄 1-1 論文

集 O2-1， p.73)  

在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NIAES)中 之 自 然

資 源 資 料 中 心 (NRIC)已 發 展 出 土 壤 資 源 資 料 (SRI)為 一 必 須

工具，現在已經進一步擴充至 ”農業環境資源資料 ”。土壤資

源資料擁有詳細而精確的資訊，如土壤分布 (土壤地圖 )、土

壤剖面描述、土壤理化性質等，同時包含耕地土壤的農作物

重金屬分析資料。目前對污染土壤的重金屬調查、食物重金

屬污染之風險分析以及研發降低減輕重金屬污染的技術等而

言，土壤資源資料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工具。日本環境省在

1978~1982 年間委託日本土壤學會進行耕地及森林土壤之重

金屬背景調查，土樣從全國 687 個採樣點之表、裡土收集而

來，這個調查計畫之結果被當作是全日本耕地土壤重金屬背

景值。  

 

3 .5  韓國在水田土壤稻米的重金屬生物有效性和安全議題 (內容

詳如附錄 1-1 論文集 O2-2， p74)  

全國水田土壤的砷、鎘、銅、鉛、鋅平均濃度分別是 0.66、

0.08、 3.83、 4.82、 4.33 毫克 /公斤，低於韓國土壤環境保護

法的管制值，而採自和土樣相同場址的稻米所測得鎘、銅、

鉛、鋅平均濃度為 0.011、 2.20、 0.041、 13.9 毫克 /公斤，

兩年試驗結果顯示影響米中鎘含量的限制因子為礦渣棄置廠

的鎘含量，細粒土壤的鎘含量較粗粒土壤高。鎘溶出的主要

種類為 Cd2 +、 CdCl+及 CdSO4(aq)。但這些項目並非和米中

鎘含量正相關，現場試驗顯示日本系稻種屬於低累積性，而

印度系品種及印度日本混種係屬屬高累積性，稻米品種比土

壤物理化學性質及農地管理方式更會影響鎘傳送至稻穀，預

測米吸收鎘之模式為  

 [ log(Rice Cd)= -1.60+1.11 log (  to ta l  so i l  Cd )  -  

0 .014 (  so i l  OM,% )  + 0.18 (  pH )  -  0 .03 (  so i l  c lay,% )  
(  R2=0.404***) ]  (使用 108 個收集自關閉礦區的土壤和稻穀

樣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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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台灣地區污染農地土壤種植不同稻種的重金屬吸收情況 (內

容詳如附錄 1-1 論文集 O2-3， p.75，簡報如附錄 1-5)  

「台灣地區污染農地土壤種植不同稻種的重金屬吸收計

畫」這個計畫選擇在彰化市和美鎮及鹿港鎮等 8 個高濃度

鎘、銅、鎳、鋅污染農地，以在台灣地區常栽種的日本、印

度及糯米 3 種主要稻種、 12 個品種進行種植試驗。  

2005 年的一、二期作的試驗結果：  

(1)  比較 0.1M HCl、 0.43M HNO3、 0.1M EDTA 土壤萃取液，

在萃取土壤中重金屬相關性很高且機率亦相近。  

(2)  不同稻種吸收重金屬之效率不同，印度系比日本系更容易吸

收重金屬，特別是糙米中的鎘。糙米中的重金屬含量依序為

鋅 >銅 >鎳 >鉻 >鉛。  

(3)  雖然某些區域之土壤鎘含量未達食用作物農地之堅測基

準，但印度系稻種之糙米鎘含量超過食米安全限量標準。  

(4)  為了未來新的食米安全規定，建議印度系應種在土壤鎘含量

低於 0.6 毫克 /公斤之土壤，日本系稻種則應重在土壤鎘全量

低於 1.2 毫克 /公斤之土壤中。  

(5)  稻米吸收鎘的能力受土壤中高濃度的鋅影響，顯示鋅會抑制

鎘的吸收率。  

在彰化地區的試驗結果顯示，土壤萃取的方法、pH 值、

有機質及 CEC(陽離子交換常數 )將明顯影響不同稻種的鎘吸

收率。用 0.01M CaCl2 萃取液萃取方法和酸萃取液及王水消

化法比較其預測鎘吸收和 pH 之關係較低。  

用 0.01M CaCl2 萃取方法顯示在台灣水田土壤種植不同

稻種其鎘吸收率有一穩定結果，且印度系稻種不適合種於海

沉積土壤及鎘污染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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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土壤 -植物之屏障效果  
Group 重金屬項目 風險  備註  

Group1  
銀、鉻、錫、

銻、鋯、釔  l i t t l e  
因 在 土 壤 中 低 溶 解

性 ， 幾 乎 不 被 植 物

吸收  

Group2  砷、汞、鉛  
min i mal  r i sks  
t o  human  
hea l th  

被 土 壤 膠 體 強 力 吸

附 ， 也 可 能 被 植 物

根 部 吸 附 ， 但 不 容

易 被 輸 送 到 可 食 用

組織  

Group3  
硼、銅、錳、

鉬、鎳、鋅  
l i t t l e  r i sk  to  
human  hea l th  

容 易 被 植 物 吸 收 ，

對植物有毒害性  

Group4 
鎘、鈷、鉬、

硒  

human  and  
an i ma l  h ea l th  
r i sk  

容 易 被 植 物 吸 收 ，

對植物沒有毒害性  
 

資料來源： Chaney(1980)  so i l -p lant  barr ier  

 
表 3.6-2、作物吸收土壤鎘的因子  

因子 影響作物吸收鎘之效果 

土壤  

1. pH 隨 pH值降低而吸收量增加 

2.土壤鹽分 隨土壤鹽分增加而吸收量增加

3.土壤鎘的含量 隨濃度增加而吸收量增加 

4土壤吸附重金屬能力 隨吸附力增加而吸收量降低 

 a.有機質   
高含量土壤有機質一般應降低

吸收量 

 b.陽離子交換能量 高 CEC會減低吸收量 

 c.黏粒、鐵及錳氧化物 
土壤存有黏粒、鐵及錳氧化物

會降低吸收 

5.微量元素，如缺鋅  增加吸收量 

6.巨量元素：銨、磷酸根、鉀 可能會增加或降低吸收量 

7.溫度  高溫會增加吸收量 

8.通氣狀態，如：浸水狀態 減低吸收量 

作物  

1.物種及品種 
葉菜類＞根菜類＞穀類＞水果

類 

2.植物組織 葉＞穀，果實及食用根 

3.葉齡  老葉＞新葉 

4.元素的交互作用 
若土壤存有鋅時會降低鎘的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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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1.1887x + 4.2036
R2 = 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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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彰化土壤之 pH 值和鎘活性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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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彰化試區 2005 年 1、 2 期作水稻根域土壤王水消化法重金屬含量  

  C o p p e r   Z i n c   C a d m i u m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s t d e v.  
                
L K 1   5 5  4 6 3  1 7 4  9 5   1 8 6 1 2 0 8 5 11  3 0 5   0 . 0 7 0 . 6 8 0 . 3 3  0 . 1 3  
L K 2   8 0  4 8 8  1 7 9  9 9   1 6 1 9 3 2  3 0 3  1 3 0   0 . 1 3 1 . 1 8 0 . 3 1  0 . 1 3  
H M 3   7 5  4 0 2  1 3 5  6 9   2 3 0 9 4 0  3 5 9  11 6   0 . 3 3 1 . 9 9 0 . 7 3  0 . 2 7  
H M 4   5 9  4 9 6  1 3 6  8 2   2 3 2 1 0 7 5 4 3 8  1 8 5   0 . 3 2 2 . 6 5 1 . 0 4  2 . 5 4  
H M 5   6 1  5 4 6  11 3  6 7   2 3 2 9 0 9  3 2 9  1 0 6   0 . 2 1 1 . 9 2 0 . 5 1  0 . 2 5  
C H 6   7 7  7 6 3  1 3 0  9 8   3 0 4 9 2 5  4 3 2  8 9   0 . 3 0 1 . 0 3 0 . 5 6  0 . 1 4  
C H 7   7 1  8 8 6  3 1 5  2 2 8   2 11  9 5 1  4 6 0  2 1 8   0 . 1 7 1 . 0 3 0 . 4 3  0 . 1 5  
C H 8   1 0 2  4 6 5  1 6 3  3 7   2 0 9 6 0 6  2 8 8  5 7   0 . 2 1 1 . 3 6 0 . 4 4  0 . 1 5  
                
m o n i t o r i n g  

l
 1 2 0   2 0 0   2  

c o n t r o l  
v a l u e  

 
2 0 0  

 
6 0 0  

 
5  

 

 

  C h r o m i u m   N i c k e l   L e a d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s t d e v.  
                
L K 1   4 5  1 8 8  9 4  3 4   2 6  1 9 0  6 0  2 9   1 9  1 6 1  5 2  2 8  
L K 2   5 8  3 2 9  1 3 0  6 3   5 7  3 8 4  2 0 9  7 2   1 9  11 4  3 1  1 4  
H M 3   7 1  3 0 3  1 2 1  4 8   5 6  3 4 3  1 5 8  5 1   2 4  7 2  3 3  7  
H M 4   6 8  4 2 3  1 5 3  6 9   7 4  4 1 8  1 9 4  7 4   2 3  6 0  3 3  6  
H M 5   7 7  4 3 6  1 5 4  6 9   11 2  3 7 9  1 7 6  4 9   2 4  7 3  3 6  7  
C H 6   6 8  3 3 7  11 6  3 9   6 7  3 6 3  1 7 7  3 0   3 1  9 1  6 2  1 3  
C H 7   5 1  1 9 1  1 0 1  3 3   6 1  2 3 6  1 3 8  3 8   2 4  6 8  3 5  8  
C H 8   4 4  1 3 4  6 6  1 4   3 5  2 0 2  5 1  1 9   3 6  11 2  5 5  9  
                
m o n i t o r i n g  

l
 1 7 5   1 3 0   3 0 0  

c o n t r o l  
v a l u e  

 2 5 0  
 

2 0 0  
 

5 0 0  

 



 

 34

表 3.6-4、桃園、新竹地區 2006 年 1 期作水稻根域土壤王水消化法重金屬含量  
  C o p p e r   Z i n c   C a d m i u m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P D A   5 0  2 4 6  1 2 5  2 4   2 0 5  5 5 5  4 2 1  4 9   5 . 3  2 0 . 9 1 3 . 7  2 . 0  
P D B   4 2  1 6 4  5 9  1 9   2 4 5  4 8 5  3 0 6  4 7   9 . 7  2 7 . 8 1 4 . 3  3 . 4  
P D C   3 1  6 8  5 4  6   1 3 7  2 6 0  2 2 1  2 0   4 . 5  6 . 8  5 . 6  0 . 5  
P D D   2 6  6 2  3 6  5   1 3 3  3 9 0  1 7 7  3 7   4 . 0  2 1 . 6 6 . 0  2 . 5  
P D E   3 6  7 1  4 8  8   1 8 3  4 2 1  2 6 2  6 1   6 . 6  1 8 . 9 1 0 . 7  3 . 6  
P D F   2 7  3 9  3 3  2   1 3 6  1 7 8  1 5 0  9   3 . 7  5 . 5  4 . 3  0 . 4  
P D G   2 6  3 9  3 1  3   1 2 0  1 6 8  1 4 4  1 0   3 . 4  5 . 0  4 . 0  0 . 4  
P D H   2 4  5 3  3 4  6   1 2 9  2 5 6  1 7 5  3 2   3 . 3  11 . 7 5 . 9  2 . 2  
H C 3   2 4  4 2  3 1  2 4   6 3  1 6 0  9 2  1 7   1 . 7  6 . 8  2 . 6  0 . 8  
H C 4   11 4  2 9 8  2 0 1  4 2   111  2 9 7  1 9 7  4 1   0 . 1  0 . 6  0 . 4  0 . 1  
H C 5   4 9  3 0 0  11 0  5 5    4 2  2 3 0  11 7  3 7   0 . 1  0 . 5  0 . 2  0 . 1  
       
m o n i t o r i n g  

l
 1 2 0   2 0 0   2  

c o n t r o l  
v a l u e  

 
2 0 0  

 
6 0 0  

 
5  

 
  C h r o m i u m   N i c k e l   L e a d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g e s t d e v.  m i n m a x a v e r a g e s t d e v.  
                
P D A   3 9  6 6  5 6  5    1 9  5 6  3 2  5   2 8 1 7 7 0  6 2 9  6 8  
P D B   4 5  6 6  5 5  4   2 1  4 0  3 0  4   3 8 4 8 11  5 0 5  7 2  
P D C   4 2  5 8  4 9  4   1 9  3 7  2 8  4   1 7 0 3 9 0  3 11  4 7  
P D D   4 3  5 9  5 2  3   2 0  4 1  3 0  4   1 5 3 5 6 7  2 1 9  7 0  
P D E   4 4  7 0  5 4  5   2 3  4 7  3 4  5   2 6 3 6 7 8  4 0 4  1 2 1  
P D F   4 6  6 0  5 4  4   2 1  4 0  3 0  4   1 2 2 1 6 1  1 4 1  1 0  
P D G   4 7  6 0  5 4  4   2 1  3 9  3 0  4   1 2 7 2 0 2  1 5 6  1 9  
P D H   4 7  6 6  5 5  4   2 4  4 3  3 2  4   8 6  4 6 1  2 0 6  1 0 8  
H C 3   5 4  1 5 0  8 6  1 9   3 9  111  6 7  1 5   1 8  3 6  2 4  3  
H C 4   7 0  2 5 9  1 5 6  4 3   4 9  1 3 0  9 6  1 6   2 2  5 4  3 5  7  
H C 5   3 9  2 6 7  1 0 1  4 5    3 9  1 3 9  8 8  2 0    1 5  4 6  2 4  7  
       
m o n i t o r i n g  

l
 1 7 5   1 3 0   3 0 0  

c o n t r o l  
v a l u e   2 5 0  

 
2 0 0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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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5、彰化試區 2005 年 1 期作糙米重金屬含量  

 
  M e t a l  ( m g  k g - 1 )    M e t a l  ( m g  k g - 1 )  

C u l t i v a r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C u l t i v a r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T a i n u n g   M i n  3 . 3  1 3 . 7 0 . 0 2 0 . 1 0 0 . 8 n a  T a i n u n g   M i n 3 . 0  1 6 . 0 0 . 0 2 0 . 0 9 0 . 6 n a  
N o . 7 0  A v e .  5 . 1  2 6 . 2 0 . 1 0 0 . 2 5 2 . 5 n a  N o . 7 1  A v e 5 . 1  2 4 . 8 0 . 1 1 0 . 2 6 2 . 2 n a  
 M a x  8 . 1  3 7 . 9 0 . 2 8 0 . 7 9 4 . 2 n a   M a x 9 . 4  3 6 . 4 0 . 2 8 0 . 9 2 4 . 4 n a  
 S . D .  1 . 0  5 . 0  0 . 0 5 0 . 1 1 1 . 0 n a   S . D . 1 . 5  4 . 6  0 . 0 5 0 . 1 3 0 . 8 n a  
                  
T a i k e n g    M i n  3 . 6  1 9 . 0 0 . 0 3 0 . 0 8 0 . 7 n a  T a i n u n g   M i n 3 . 1  1 6 . 1 0 . 0 2 0 . 1 2 0 . 5 n a  
N o . 8  A v e .  4 . 9  2 7 . 2 0 . 1 3 0 . 2 0 2 . 6 n a  N o . 6 7  A v e 4 . 8  2 5 . 2 0 . 0 9 0 . 3 0 2 . 2 n a  
 M a x  8 . 3  3 7 . 0 0 . 3 5 0 . 7 6 5 . 3 n a   M a x 9 . 2  3 5 . 3 0 . 4 6 5 . 3 2 6 . 0 n a  
 S . D .  1 . 0  3 . 9  0 . 0 7 0 . 1 0 1 . 1 n a   S . D . 1 . 3  4 . 5  0 . 0 7 0 . 6 0 1 . 1 n a  
                  
T a i n u n g    M i n  3 . 4  1 5 . 6 0 . 0 2 0 . 1 0 0 . 4 n a  T a i  S e n   M i n 3 . 8  1 5 . 8 0 . 0 3 0 . 1 2 0 . 6 n a  
N o . 7 2  A v e .  4 . 7  2 4 . 4 0 . 1 1 0 . 2 5 1 . 9 n a  N o . 2  A v e 6 . 2  2 5 . 2 0 . 2 9 0 . 2 9 2 . 6 n a  
 M a x  8 . 1  3 9 . 9 0 . 2 4 0 . 7 2 4 . 3 n a   M a x 1 2 . 5 4 8 . 0 0 . 7 8 2 . 1 5 5 . 5 n a  
 S . D .  1 . 2  5 . 1  0 . 0 6 0 . 1 1 0 . 9 n a   S . D . 2 . 1  5 . 4  0 . 1 9 0 . 2 5 1 . 1 n a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3 . 6  1 3 . 4 0 . 0 2 0 . 1 2 0 . 6 n a  
S e n  s t i c k y  
r i c e  M i n 3 . 4  1 5 . 8 0 . 0 4 0 . 0 9 0 . 6 n a  

N o . 1 4 3  A v e .  5 . 4  2 6 . 4 0 . 1 2 0 . 2 6 1 . 8 n a   A v e 6 . 5  2 4 . 9 0 . 2 6 0 . 2 2 2 . 8 n a  
 M a x  8 . 9  4 4 . 7 0 . 4 3 0 . 7 7 4 . 5 n a   M a x 1 2 . 5 4 2 . 0 0 . 8 5 0 . 5 6 6 . 2 n a  
 S . D .  1 . 4  6 . 6  0 . 0 8 0 . 1 0 0 . 8 n a   S . D . 2 . 2  4 . 3  0 . 1 6 0 . 1 0 1 . 2 n a  
                  
T a i t u n g   M i n  3 . 5  1 6 . 2 0 . 0 2 0 . 1 0 0 . 5 n a  T a i c h u n g   M i n 3 . 9  2 0 . 3 0 . 0 3 0 . 1 1 0 . 6 n a  
N o . 3 0  A v e .  5 . 0  2 5 . 7 0 . 1 0 0 . 2 4 2 . 2 n a  S e n 1 0  A v e 5 . 9  2 6 . 8 0 . 1 8 0 . 2 2 3 . 0 n a  
 M a x  9 . 5  4 3 . 3 0 . 3 0 0 . 7 1 5 . 7 n a   M a x 1 0 . 8 4 2 . 1 0 . 5 5 0 . 8 0 6 . 3 n a  
 S . D .  1 . 2  4 . 9  0 . 0 6 0 . 1 1 1 . 0 n a   S . D . 1 . 8  4 . 7  0 . 1 0 0 . 1 0 1 . 3 n a  
                  
T a i n u n g  
S e n   M i n  3 . 5  1 6 . 3 0 . 0 3 0 . 1 3 0 . 6 n a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3 . 8  1 9 . 9 0 . 0 1 0 . 1 2 0 . 8 n a  
N o . 2 0  A v e .  5 . 7  2 5 . 6 0 . 2 7 0 . 2 5 3 . 3 n a  N o . 1 4 4  A v e 6 . 1  2 9 . 0 0 . 1 2 0 . 2 5 2 . 5 n a  
 M a x  1 0 . 0  3 8 . 8 0 . 6 5 0 . 5 0 7 . 4 n a   M a x 1 0 . 8 4 6 . 6 0 . 4 5 0 . 5 2 5 . 1 n a  
 S . D .  1 . 5  4 . 2  0 . 1 5 0 . 0 7 1 . 5 n a   S . D . 1 . 9  5 . 6  0 . 0 8 0 . 0 8 1 . 0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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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6、彰化試區 2005 年 2 期作糙米重金屬含量  

 

  M e t a l  ( m g  k g - 1 )    M e t a l  ( m g  k g - 1 )  
C u l t i v a r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C u l t i v a r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T a i n u n g   M i n  3 . 8  1 3 . 3 0 . 0 2 0 . 1 7 1 . 1 n a  T a i n u n g   M i n 0 . 6  2 . 1  0 . 0 2 0 . 0 2 0 . 3 n a  
N o . 7 0  A v e .  5 . 8  3 0 . 4 0 . 2 1 0 . 3 0 3 . 6 n a  N o . 7 1  A v e 5 . 5  2 9 . 4 0 . 1 6 0 . 2 4 3 . 8 n a  
 M a x  9 . 1  4 3 . 7 1 . 2 2 2 . 3 8 7 . 5 n a   M a x 9 . 8  5 0 . 4 0 . 6 1 0 . 6 1 9 . 7 n a  
 S . D .  1 . 1  5 . 9  0 . 2 0 0 . 2 6 1 . 5 n a   S . D . 1 . 4  7 . 9  0 . 1 0 0 . 0 9 1 . 9 n a  
                  
T a i k e n g    M i n  0 . 1  0 . 4  0 . 0 0 0 . 1 3 0 . 7 n a  T a i n u n g   M i n 3 . 0  9 . 9  0 . 0 1 0 . 1 3 0 . 6 n a  
N o . 8  A v e .  4 . 8  2 7 . 6 0 . 1 5 0 . 2 2 3 . 3 n a  N o . 6 7  A v e 5 . 0  2 6 . 7 0 . 1 4 0 . 3 0 2 . 9 n a  
 M a x  7 . 3  3 7 . 7 0 . 4 3 0 . 3 0 7 . 7 n a   M a x 8 . 9  6 3 . 3 0 . 4 3 3 . 2 4 7 . 5 n a  
 S . D .  0 . 9  5 . 8  0 . 1 0 0 . 0 4 1 . 6 n a   S . D . 1 . 0  7 . 4  0 . 0 9 0 . 3 9 1 . 4 n a  
                  
T a i n u n g    M i n  2 . 8  1 4 . 2 0 . 0 0 0 . 1 4 0 . 4 n a  T a i  S e n   M i n 4 . 7  1 7 . 4 0 . 0 3 0 . 1 4 1 . 1 n a  
N o . 7 2  A v e .  5 . 0  2 7 . 8 0 . 1 5 0 . 2 4 3 . 1 n a  N o . 2  A v e 8 . 1  3 0 . 5 0 . 5 7 0 . 3 8 4 . 4 n a  
 M a x  9 . 0  4 5 . 3 1 . 2 6 0 . 6 0 7 . 4 n a   M a x 2 0 . 0 5 7 . 8 1 . 7 0 7 . 6 1 8 . 8 n a  
 S . D .  1 . 1  5 . 8  0 . 2 0 0 . 0 6 1 . 7 n a   S . D . 2 . 3  6 . 7  0 . 3 9 0 . 8 8 1 . 6 n a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3 . 5  1 7 . 8 0 . 0 1 0 . 11 0 . 5 n a  
S e n  s t i c k y  
r i c e  M i n 3 . 4  1 3 . 3 0 . 0 2 0 . 1 2 0 . 8 n a  

N o . 1 4 3  A v e .  5 . 6  2 8 . 3 0 . 1 5 0 . 2 4 2 . 8 n a   A v e 7 . 4  2 6 . 9 0 . 5 4 0 . 2 7 4 . 1 n a  
 M a x  1 0 . 9  4 4 . 0 1 . 11 0 . 6 8 6 . 3 n a   M a x 1 2 . 4 3 9 . 5 1 . 4 6 1 . 0 3 8 . 9 n a  
 S . D .  1 . 5  5 . 8  0 . 1 7 0 . 0 8 1 . 3 n a   S . D . 1 . 9  4 . 4  0 . 3 7 0 . 1 2 1 . 8 n a  
                  
T a i t u n g   M i n  2 . 7  1 3 . 5 0 . 0 2 0 . 1 0 0 . 8 n a  T a i c h u n g   M i n 2 . 6  1 5 . 3 0 . 0 4 0 . 1 7 0 . 8 n a  
N o . 3 0  A v e .  4 . 7  2 4 . 8 0 . 1 3 0 . 2 2 2 . 7 n a  S e n 1 0  A v e 7 . 3  2 8 . 2 0 . 4 4 0 . 3 0 3 . 5 n a  
 M a x  7 . 6  3 9 . 5 1 . 2 0 0 . 3 9 6 . 2 n a   M a x 1 2 . 0 5 1 . 3 1 . 5 8 0 . 6 4 7 . 3 n a  
 S . D .  0 . 9  5 . 4  0 . 1 7 0 . 0 5 1 . 5 n a   S . D . 2 . 1  7 . 1  0 . 3 8 0 . 0 9 1 . 5 n a  
                  
T a i n u n g  
S e n   M i n  2 . 6  1 0 . 8 0 . 0 2 0 . 1 4 0 . 7 n a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4 . 0  1 9 . 4 0 . 0 2 0 . 0 9 0 . 9 n a  
N o . 2 0  A v e .  6 . 3  2 7 . 6 0 . 4 1 0 . 2 8 3 . 6 n a  N o . 1 4 4  A v e 6 . 8  3 2 . 2 0 . 1 8 0 . 2 6 3 . 8 n a  
 M a x  11 . 1  5 0 . 7 1 . 3 5 0 . 9 5 8 . 0 n a   M a x 1 0 . 8 4 4 . 4 1 . 2 0 0 . 4 1 8 . 8 n a  
 S . D .  1 . 8  6 . 9  0 . 3 3 0 . 1 3 1 . 8 n a   S . D . 1 . 6  5 . 9  0 . 2 0 0 . 0 5 1 . 6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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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7、新竹試區 2006 年 1 期作糙米重金屬含量  

 
  M e t a l  ( m g  k g - 1 )    M e t a l  ( m g  k g - 1 )  

C u l t i v a r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C u l t i v a r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T a i n u n g   M i n  4 . 7  2 8 . 5 0 . 0 6 0 . 1 4 3 . 9 0 . 0 2 T a i n u n g   M i n 4 . 2  2 1 . 2 0 . 0 7 0 . 11 2 . 5 0 . 0 0  
N o . 7 0  A v e .  6 . 2  3 1 . 7 1 . 1 8 0 . 1 7 6 . 0 0 . 0 7 N o . 7 1  A v e 5 . 1  2 6 . 3 0 . 8 7 0 . 1 4 4 . 8 0 . 0 5  
 M a x  9 . 2  3 5 . 0 3 . 6 3 0 . 2 1 8 . 1 0 . 1 5  M a x 7 . 0  2 9 . 6 2 . 7 2 0 . 1 8 7 . 2 0 . 1 0  
 S . D .  1 . 4  2 . 2  1 . 4 3 0 . 0 2 1 . 3 0 . 0 3  S . D . 0 . 7  2 . 6  1 . 0 7 0 . 0 2 1 . 5 0 . 0 4  
                  
T a i k e n g    M i n  4 . 1  2 6 . 9 0 . 0 5 0 . 1 3 3 . 0 0 . 0 3 T a i n u n g   M i n 4 . 0  2 5 . 4 0 . 1 0 0 . 11 3 . 2 0 . 0 2  
N o . 8  A v e .  5 . 2  2 9 . 6 1 . 1 2 0 . 1 8 5 . 3 0 . 0 8 N o . 6 7  A v e 5 . 3  2 8 . 5 1 . 1 9 0 . 1 5 5 . 0 0 . 0 8  
 M a x  7 . 7  3 2 . 5 3 . 6 8 0 . 2 7 7 . 3 0 . 1 5  M a x 7 . 5  3 1 . 0 4 . 8 3 0 . 1 9 7 . 0 0 . 1 4  
 S . D .  0 . 9  1 . 7  1 . 3 9 0 . 0 4 1 . 3 0 . 0 4  S . D . 1 . 2  1 . 8  1 . 5 2 0 . 0 3 1 . 3 0 . 0 4  
                  
T a i n u n g    M i n  4 . 2  2 5 . 1 0 . 0 5 0 . 1 3 2 . 8 0 . 0 1 T a i  S e n   M i n 4 . 6  2 2 . 4 0 . 1 2 0 . 1 4 3 . 1 0 . 0 1  
N o . 7 2  A v e .  5 . 2  2 9 . 4 0 . 8 6 0 . 2 0 5 . 5 0 . 0 9 N o . 2  A v e 6 . 5  2 7 . 4 2 . 2 2 0 . 1 9 6 . 6 0 . 0 7  
 M a x  8 . 1  3 6 . 2 2 . 9 1 0 . 4 8 9 . 6 0 . 1 9  M a x 9 . 0  3 3 . 9 7 . 6 4 0 . 3 2 1 0 . 0 0 . 1 5  
 S . D .  1 . 2  2 . 9  1 . 0 9 0 . 1 0 2 . 0 0 . 0 5  S . D . 1 . 4  3 . 7  2 . 9 2 0 . 0 5 1 . 9 0 . 0 4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4 . 4  2 6 . 5 0 . 0 6 0 . 1 0 2 . 1 0 . 0 1
S e n  s t i c k y  
r i c e  M i n 5 . 4  2 4 . 6 0 . 1 5 0 . 1 2 4 . 5 0 . 0 3  

N o . 1 4 3  A v e .  5 . 7  3 0 . 4 0 . 7 1 0 . 1 6 4 . 3 0 . 0 8  A v e 7 . 7  2 9 . 7 2 . 4 1 0 . 1 9 7 . 9 0 . 0 8  
 M a x  7 . 1  3 7 . 2 2 . 3 1 0 . 2 1 6 . 3 0 . 1 4  M a x 9 . 8  4 0 . 9 9 . 4 8 0 . 3 2 1 2 . 2 0 . 1 9  
 S . D .  0 . 9  2 . 7  0 . 8 9 0 . 0 3 1 . 3 0 . 0 4  S . D . 1 . 4  4 . 4  3 . 3 4 0 . 0 6 2 . 2 0 . 0 5  
                  
T a i t u n g   M i n  4 . 1  2 6 . 3 0 . 1 0 0 . 11 3 . 7 0 . 0 2 T a i c h u n g   M i n 4 . 6  2 3 . 4 0 . 11 0 . 1 3 3 . 7 0 . 0 4  
N o . 3 0  A v e .  5 . 6  2 8 . 6 1 . 0 6 0 . 1 6 5 . 7 0 . 2 0 S e n 1 0  A v e 7 . 2  2 7 . 4 1 . 7 0 0 . 1 5 6 . 2 0 . 1 2  
 M a x  7 . 0  3 1 . 4 2 . 9 1 0 . 3 0 7 . 1 1 . 1 4  M a x 1 0 . 3 3 4 . 2 5 . 4 2 0 . 1 9 9 . 9 0 . 3 2  
 S . D .  1 . 0  1 . 4  1 . 1 3 0 . 0 5 1 . 1 0 . 3 6  S . D . 1 . 7  3 . 0  2 . 1 5 0 . 0 2 2 . 0 0 . 0 8  
                  
T a i n u n g  
S e n   M i n  4 . 5  2 7 . 2 0 . 2 1 0 . 1 3 4 . 4 0 . 0 2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4 . 2  2 5 . 3 0 . 0 9 0 . 1 3 3 . 3 0 . 0 1  
N o . 2 0  A v e .  6 . 4  3 0 . 6 2 . 2 0 0 . 1 8 8 . 4 0 . 1 6 N o . 1 4 4  A v e 6 . 4  3 0 . 7 1 . 0 7 0 . 1 6 6 . 5 0 . 0 6  
 M a x  8 . 9  3 5 . 5 6 . 5 8 0 . 2 7 1 3 . 7 0 . 3 0  M a x 1 0 . 2 3 7 . 3 3 . 7 2 0 . 1 9 1 0 . 6 0 . 1 5  
 S . D .  1 . 4  2 . 6  2 . 6 7 0 . 0 4 2 . 8 0 . 0 8  S . D . 1 . 8  3 . 3  1 . 3 8 0 . 0 2 2 . 2 0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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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8、桃園試區 2006 年 1 期作糙米重金屬含量  

 
  M e t a l  ( m g  k g - 1 )    M e t a l  ( m g  k g - 1 )  

C u l t i v a r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c u l t i v a r s   C u  Z n  C d  C r  N i P b  
T a i n u n g   M i n  3 . 1  2 8 . 4 0 . 3 1 0 . 0 9 0 . 1 0 . 0 4 T a i n u n g   M i n 3 . 1  2 7 . 6 0 . 7 2 0 . 11 0 . 0 0 . 0 1  
N o . 7 0  A v e .  4 . 3  3 3 . 1 0 . 9 0 0 . 2 3 0 . 6 0 . 2 0 N o . 7 1  A v e 4 . 8  3 6 . 7 1 . 1 9 0 . 2 1 0 . 5 0 . 1 3  
 M a x  5 . 7  3 9 . 2 1 . 6 3 0 . 5 1 1 . 6 0 . 9 1  M a x 7 . 1  5 2 . 9 1 . 8 5 1 . 2 6 1 . 3 0 . 6 1  
 S . D .  0 . 7  2 . 9  0 . 3 2 0 . 1 0 0 . 4 0 . 2 0  S . D . 1 . 0  6 . 3  0 . 2 8 0 . 2 2 0 . 3 0 . 11  
                  
T a i k e n g    M i n  0 . 8  2 1 . 1 0 . 0 4 0 . 0 7 0 . 0 0 . 0 0 T a i n u n g   M i n 1 . 2  2 2 . 0 0 . 0 9 0 . 1 2 0 . 1 0 . 0 3  
N o . 8  A v e .  3 . 8  3 0 . 4 1 . 0 3 0 . 2 0 0 . 5 0 . 1 3 N o . 6 7  A v e 4 . 6  3 3 . 7 0 . 9 9 0 . 3 9 0 . 6 0 . 1 3  
 M a x  6 . 1  3 6 . 7 2 . 3 6 0 . 4 5 1 . 2 0 . 5 2  M a x 7 . 2  4 3 . 9 2 . 3 9 5 . 2 3 1 . 9 0 . 4 7  
 S . D .  1 . 0  3 . 4  0 . 5 0 0 . 0 9 0 . 3 0 . 1 2  S . D . 1 . 1  4 . 9  0 . 4 5 0 . 9 9 0 . 4 0 . 0 9  
                  
T a i n u n g    M i n  2 . 6  2 2 . 5 0 . 4 2 0 . 0 8 0 . 0 0 . 0 0 T a i  S e n   M i n 3 . 2  2 2 . 9 1 . 0 2 0 . 1 3 0 . 0 0 . 0 3  
N o . 7 2  A v e .  4 . 0  3 0 . 6 0 . 9 8 0 . 2 1 0 . 4 0 . 2 1 N o . 2  A v e 5 . 2  3 1 . 9 2 . 6 3 0 . 2 0 0 . 8 0 . 1 4  
 M a x  9 . 6  3 7 . 7 1 . 7 1 0 . 4 4 0 . 9 1 . 3 6  M a x 8 . 4  4 5 . 7 4 . 6 6 0 . 3 6 2 . 5 0 . 3 2  
 S . D .  1 . 3  3 . 6  0 . 3 5 0 . 0 9 0 . 3 0 . 3 2  S . D . 1 . 1  5 . 6  0 . 8 9 0 . 0 5 0 . 6 0 . 0 7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1 . 6  2 6 . 3 0 . 0 8 0 . 0 9 0 . 0 0 . 0 1
S e n  s t i c k y  
r i c e  M i n 3 . 6  2 6 . 1 0 . 7 8 0 . 1 5 0 . 2 0 . 0 3  

N o . 1 4 3  A v e .  4 . 9  3 5 . 3 0 . 8 2 0 . 1 7 0 . 4 0 . 1 3  A v e 5 . 8  3 3 . 4 3 . 8 5 0 . 1 9 0 . 9 0 . 1 4  
 M a x  6 . 9  4 3 . 6 1 . 8 2 0 . 4 7 1 . 0 0 . 6 4  M a x 8 . 2  4 0 . 9 6 . 5 2 0 . 2 4 1 . 6 0 . 2 9  
 S . D .  1 . 4  5 . 3  0 . 3 6 0 . 0 7 0 . 3 0 . 1 2  S . D . 1 . 0  3 . 9  1 . 2 3 0 . 0 3 0 . 4 0 . 0 6  
                  
T a i t u n g   M i n  3 . 1  2 7 . 1 0 . 6 2 0 . 1 3 0 . 0 0 . 0 1 T a i c h u n g   M i n 3 . 5  2 4 . 7 0 . 6 9 0 . 1 5 0 . 1 0 . 0 3  
N o . 3 0  A v e .  4 . 3  3 4 . 0 1 . 0 8 0 . 1 9 0 . 6 0 . 1 2 S e n 1 0  A v e 5 . 5  3 3 . 6 3 . 2 0 0 . 2 0 0 . 7 0 . 11  
 M a x  6 . 5  4 4 . 9 2 . 4 7 0 . 3 2 1 . 8 0 . 3 5  M a x 8 . 0  4 2 . 5 8 . 0 6 0 . 3 6 1 . 6 0 . 2 3  
 S . D .  0 . 8  4 . 5  0 . 4 0 0 . 0 5 0 . 4 0 . 0 7  S . D . 1 . 2  5 . 1  1 . 7 7 0 . 0 4 0 . 4 0 . 0 5  
                  
T a i n u n g  
S e n   M i n  2 . 8  2 0 . 9 0 . 4 2 0 . 1 3 0 . 0 0 . 0 0 K a o h s i u n g  M i n 2 . 0  2 6 . 3 0 . 11 0 . 0 9 0 . 0 0 . 0 3  
N o . 2 0  A v e .  4 . 2  2 6 . 3 2 . 0 3 0 . 1 9 0 . 7 0 . 1 0 N o . 1 4 4  A v e 4 . 9  3 7 . 3 1 . 1 5 0 . 1 8 0 . 6 0 . 1 3  
 M a x  7 . 9  4 0 . 4 4 . 4 0 0 . 5 3 1 . 6 0 . 2 9  M a x 6 . 9  4 9 . 1 2 . 3 0 0 . 3 2 1 . 2 0 . 4 5  
 S . D .  1 . 0  3 . 8  1 . 0 0 0 . 0 8 0 . 4 0 . 0 6  S . D . 1 . 2  5 . 6  0 . 5 4 0 . 0 5 0 . 4 0 .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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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9、稻米根、莖、葉、稻穀及糙米之鎘濃度的交互關係  
  根  莖  葉  稻穀  糙米  

根  1 . 00      
莖  0 . 43  1 .00     
葉  0 . 38  0 .77  1 .00    
稻穀  0 . 39  0 .77  0 .78  1 .00   
糙米  0 . 36  0 .83  0 .71  0 .84  1 .00  

 
表 3.6-10、稻米不同部位組織之鎘濃度和 5 種方法萃取土壤鎘濃度的關係  

 鎘萃取濃度  
  王水消化法   0 .05M EDTA 0 .1N HCl  0 .43M HNO 3  0 .01M CaCl 2

根  0 . 61  0 .65  0 .66  0 .67  0 .20  
莖  0 . 25  0 .27  0 .27  0 .27  0 .38  
葉  0 . 18  0 .19  0 .20  0 .20  0 .34  
稻穀  0 . 26  0 .28  0 .28  0 .28  0 .39  
糙米  0 . 26  0 .27  0 .27  0 .27  0 .33  

 

土壤性質和土壤及土壤溶液中之重金屬有密切關切  

Log(重金屬 -土壤溶液 )   

=  α 1 +  β 1 *  log(重金屬 -土壤 )+  γ 1 * log(有機物 )+δ 1 * log(黏土 )+ε 1 *pH [2 ]   

表 3.6-11、自土壤理化性質預測糙米中鎘含量  

cu l t i va r  R 2   I n t e r s e c t  p H  l o g ( O M ) 1  l o g ( C E C) 2  
l o g ( Cd )  
( 0 . 0 1 M  
C a C l 2 )  

Ta i n u n g  N o . 7 0  0 . 4 9 2 * *  - 1 . 0 0 0 *  0 . 1 2 9 *  - 0 . 0 9 1  0 . 1 6 3  0 . 5 2 9 *  
Ta i k e n g  N o . 8  0 . 5 4 8 * *  - 1 . 3 4 1 *  0 . 1 5 6 *  - 1 . 3 7 7 *  1 . 3 3 8 *  0 . 5 8 8 *  
Ta i n u n g  N o . 7 2  0 . 4 8 0 * *  - 1 . 0 3 0 *  0 . 0 8 6  - 1 . 1 3 2  1 . 1 9 0  0 . 5 6 7 *  
K o u s h u n g  
N o . 1 4 3  0 . 4 4 1 * *  - 1 . 0 3 1 *  0 . 0 3 7  - 0 . 4 7 0  0 . 9 4 6  0 . 5 3 6 *  

Ta i t u n g  N o . 3 0 .  0 . 4 6 3 * *  - 1 . 11 6 *  0 . 1 4 4 *  - 1 . 3 8 5 *  1 . 0 7 8  0 . 5 5 9 *  
Ta i n u n g  S e n  n o  
2 0  0 . 5 2 2 * *  - 0 . 1 2 7  0 . 1 0 5  - 0 . 8 8 1  0 . 5 4 7  0 . 6 4 3 *  

Ta i n u n g  N o . 7 1  0 . 4 5 8 * *  - 1 . 3 4 4 *  0 . 1 7 1 *  0 . 3 9 0  - 0 . 0 7 9  0 . 5 11 *  
Ta i n u n g  N o . 6 7  0 . 11 3  - 0 . 9 7 5 *  0 . 0 5 1  0 . 2 5 9  - 0 . 1 8 8  0 . 2 4 1 *  
Ta i  S e n  N o . 2  0 . 5 6 5 * *  - 0 . 1 6 9  - 0 . 0 4 3  - 1 . 9 5 6 *  1 . 9 5 5 *  0 . 5 6 7 *  
S e n  s t i c k y  r i c e  0 . 3 5 5 * *  - 0 . 4 0 6  0 . 0 0 8  0 . 11 9  0 . 3 5 0  0 . 4 6 7 *  
Ta i c h u n g  S e n  
N p . 1 0  0 . 3 4 3 * *  - 1 . 3 9 9 *  0 . 1 2 6  - 0 . 2 5 8  0 . 6 9 6  0 . 4 5 3 *  
K a o h s i u n g  
N o . 1 4 4  0 . 3 7 7 * *  - 0 . 8 7 0 *  0 . 0 7 9  - 1 . 1 8 6  1 . 1 6 0  0 . 5 8 0 *  

*  =  5 %  s ig n i f i c a n c e  l e v e l ;  * *  =  1 %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l e v e l  
1  s o i l  o rg an i c  ma t t e r  ( % ) ;   
2  C a t i o n  e x c h a n g e  c ap a c i t y  ( c mo l +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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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以王水消化法萃取所得糙米中鎘含量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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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以 CaCl2 抽出液萃取方法所得糙米中鎘含量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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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以 0.1M 鹽酸萃取方法所得糙米中鎘含量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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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5、台農秈 20 號之糙米鎘之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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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與參訪相關行程 

本次拜會係透過台北經濟交流協會之安排，拜會對象包

括政府機關、財團法人研究單位及民間機構。針對日本土壤

污染對策法執行現況與遭遇困難，更進一步交換農地污染整

治之最新技術方法，相關討論議題綜合分述如下：  

 

（一）  拜會日本環境省及農林水產省  

本次拜會日本環境省，係與水‧大氣環境局土壤環境課

輔佐寺田剛先生、農用地污染對策系長溯上武士先生及農林

水產省消費‧安全局農業安全管理課調查系長青木政典先生

進行會面，聽取其「土壤污染對策執行現況」 (如附錄 2-1)

及「抑制水稻吸收對策技術」簡報 (附錄 2-2)。  

由於日本的農地土壤污染主要是集中在廢棄礦場和金屬

煉製廠附近，因其灌溉用水系統、雨水系統、區域排水及下

水道都是各自獨立，而台灣地區農地污染則是工廠排放廢污

水經由灌溉排水渠道傳輸進入到農田導致，兩國間污染型態

大為不同。  

日本由於地質條件影響 (火山、溫泉、礦山 )，目前共有

鉛、砷、汞等環境背景值較高，據瞭解此部分係天然因素造

成，與台灣北投地區砷污染相同，而日本目前並未進行相關

處理。  

在面對農地污染與後續處理時，日本環境省、農林水產

省與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三方有良好的合作關係，各擔任不

同角色，主要是由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NIAES)

主要進行整治方法之研發，待技術成熟後轉由農林水產省負

責並主導主要政策、鎘米管理及污染改善等相關工作，而環

境省之角色則為協助污染源、相關環境介質等之調查及預算

支援等工作，整治期間由環境省與農林水產省共同補償農民

作物，其間之良好互動合作關係，值得台灣效法。  

由於日本現行「土壤污染對策法」並未訂定鎘的管制標

準值，面對鎘米污染發生係採以稻米中鎘濃度是否大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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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 /公斤來界定農地是否遭受污染。當稻米中鎘濃度大於 1

毫克 /公斤時，稻米將由農林水產省銷毀，並採取 3.3 節所

介紹之土壤整治方法。當糙米鎘濃度介於 0.4～ 1 毫克 /公斤

時，稻米將由政府購回，作為非食用用途，如製作工業用酒

精等，農地將由農林水產省協助農民改以土壤改良及湛水管

理等方法降低土壤中鎘濃度。  

據統計，自 1973 年至 2006 年，日本農地土壤污染面

積累積達 6,700 公頃，日本政府已投入 468 億日圓，以土壤

整治方法 (排土客土法 )完成 5,600 餘公頃農地之整治並解除

列管，其餘 1,200 公頃正持續進行改善中。然而，取得乾淨

土壤成本非常高，於是農林水產省正以低成本之湛水管理方

式來抑制水稻吸收重金屬鎘。 (該技術及原理詳如 3.3 節 )，

而台灣地區污染農地中一般多採用農業工程學上翻耕之技

術 (翻轉稀釋法 )，藉由混和淺層及深層土壤，來降低土壤重

金屬含量之平均濃度。  

    另由於 CODEX(FAO/WHO 食品規格委員會 )，業將食用

作物中鎘限量由 0.5 毫克 /公斤下修為 0.4 毫克 /公斤，為因

應本項標準調降，日本現正收集各界意見，預計於兩年內完

成修法。  

另一值得關切部分是，日本「土壤污染對策法」中對於

須進行土壤調查的時機與對象亦予以規範，包括規定之事業

類別在停歇業前需提出土壤污染調查，確認其場址是否遭受

污染，並送各地方政府審查；各級地方政府可依實際情形命

令有污染之虞者進行調查，此機制與台灣現行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第八條、第九條相同，且業界對於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調查平時均力行自我檢測，當發生污染事件時隨即進行

處理。   

（二）  拜會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原是日本農商

務省在西元 1893 年所設立之農事試驗場，經 1950 改為農

業技術研究所、 1983 年改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後改為

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簡稱 NIAES。(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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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資料如附錄 3-1)  

 目前 NIAES 仍由農林水產省支持經費致力於自然環

境、社會與農業等技術研究與開發，其成立宗旨為：  

1 .  農業環境各項風險評估  

2 .  農業生態的自然循環機能研究，與風險管理技術之開發  

3 .  農業生態的基礎研究  

本次拜會由連攜推進室長木村龍介先生與土壤環境研

究領域長小野信一先生，解說土壤污染和產生鎘米之關係、

農業湛水管理方式與調整土壤 pH 值對預防鎘米之效益等技

術議題 (簡報資料詳如附錄 3-2)。  

對於鎘污染農地之整治，NIAES 已研究出湛水管理、土

壤整治法、土壤淋洗法與植生復育法等 4 種整治方法，該 4

種整治方法已如前 3.3 節內容。  

     

（三）  拜會 DOWA ECO-SYSTEM 花崗株式會社  

該公司是控股集團公司旗下之子公司，前身為和同礦業

有限公司，成立已 100 餘年，早期以採礦、煉礦為主，然後

期礦產開採之有窮，便開始轉型環保事業，改良舊有煉礦設

備與不再開採之礦場，運用礦山煉製廠煉製事業作為最基礎

處理設施，應用複合式煉製技術，從土壤污染處理到廢棄物

中間處理、家電資源回收、最終處置場等，形成全方位環境

處理體系。以土壤洗淨技術，有效去除土壤中重金屬污染，

結合回收再利用概念，並妥適安定化殘餘廢水與污泥，避免

二次污染，以符合永續發展之目標。由於重金屬主要吸附在

細小土壤顆粒上，比表面積愈大吸附重金屬能力愈佳，此種

方式係利用篩分析技術來達到減量及降低處理成本之目

的，最後篩出之細小顆粒再進入掩埋場覆土。 (相關簡介資

料詳如附錄 4-1~4-4)  

本次參訪係由 DOWA ECO-SYSTEM 花崗株式會社事

業部淨化部長尚原聖広先生與笹本直人先生帶領參訪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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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縣花崗之污染土壤洗淨設備、廢棄物中間處理設施、最

終處理場等相關處理設施。 DOWA 是全日本第 1 個取得土

壤洗淨設備認證的單位，每個月可處理 50,000 噸 (60 萬噸 /

年，自 1996 年到目前共處理約 200 萬噸 )污染土壤，堪稱

全日本最大的土壤淨化工廠。其土壤洗淨相關處理設施如圖

4.3-1 所示，係以礦山‧煉製廠煉製事業作為基礎，地區環

境相關之複合體 (多元化 )合作，能將污染處理到最後管理、

資源回收一貫作業，專門處理特別難處理的土壤 (高密度、

黏土性 )，並將處理完之土壤做最有效的利用成效。  

 

圖 4.3-1洗淨設施全景  

 

 

此設施係採離場處理，主要流程大致上經由土壤篩分、

加入界面活性劑予以多階段水洗、沈澱及洗劑回收等，硬體

包含多階段水洗槽、固液分離組合及洗劑回收單元等，適用

於受重金屬、油污染、農藥與複合式污染土壤，尤其是黏土

類土壤亦能整治成功。針對不同污染性質加入介面活性劑，

可使污染物吸附於氣泡表面以達分離去除效果（泡沫浮上分

離程序），並利用污染物與土壤比重的不同 (比重分離程

序 )，污染土壤加水後分解破碎，經篩檢分類為粗粒子及細

粒子，雖然油脂會附著在土壤粒子表面，但比表面積大的微

細粒子部分會有濃縮之情形。分離細粒子部分後，粗粒子部

分可以作為乾淨土壤的再利用，洗淨之土壤可回填，有價重

金屬粒子可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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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土壤洗淨流程  

 

汚染土壌汚染土壌

回転ドラム式洗浄回転ドラム式洗浄
（水洗・スクラビング）（水洗・スクラビング） 浄化サンド浄化サンド

振動篩振動篩

スライムスライム

次工程へ次工程へ
含有量低減含有量低減

安定化安定化
分散・剥離分散・剥離
粘土表面への吸着粘土表面への吸着
水への溶解水への溶解

衝突・摩耗衝突・摩耗

粗粒粗粒
シルトシルト･･粘土粘土
汚染物質汚染物質

洗浄 分級

汚染土壌汚染土壌

回転ドラム式洗浄回転ドラム式洗浄
（水洗・スクラビング）（水洗・スクラビング） 浄化サンド浄化サンド

振動篩振動篩

スライムスライム

次工程へ次工程へ
含有量低減含有量低減

安定化安定化
分散・剥離分散・剥離
粘土表面への吸着粘土表面への吸着
水への溶解水への溶解

衝突・摩耗衝突・摩耗

粗粒粗粒
シルトシルト･･粘土粘土
汚染物質汚染物質

分散・剥離分散・剥離
粘土表面への吸着粘土表面への吸着
水への溶解水への溶解

衝突・摩耗衝突・摩耗

粗粒粗粒
シルトシルト･･粘土粘土
汚染物質汚染物質

洗浄 分級

迴轉滾筒式洗淨
(水洗、磨碎)

撞擊、磨損

粗粒
粉砂、黏土
污染物質

分散、剝離
黏土表面的吸附
溶解於水

污泥

淨化面

往下一個步驟

含有量降低

汚染土壌汚染土壌

回転ドラム式洗浄回転ドラム式洗浄
（水洗・スクラビング）（水洗・スクラビング） 浄化サンド浄化サンド

振動篩振動篩

スライムスライム

次工程へ次工程へ
含有量低減含有量低減

安定化安定化
分散・剥離分散・剥離
粘土表面への吸着粘土表面への吸着
水への溶解水への溶解

衝突・摩耗衝突・摩耗

粗粒粗粒
シルトシルト･･粘土粘土
汚染物質汚染物質

洗浄 分級

汚染土壌汚染土壌

回転ドラム式洗浄回転ドラム式洗浄
（水洗・スクラビング）（水洗・スクラビング） 浄化サンド浄化サンド

振動篩振動篩

スライムスライム

次工程へ次工程へ
含有量低減含有量低減

安定化安定化
分散・剥離分散・剥離
粘土表面への吸着粘土表面への吸着
水への溶解水への溶解

衝突・摩耗衝突・摩耗

粗粒粗粒
シルトシルト･･粘土粘土
汚染物質汚染物質

分散・剥離分散・剥離
粘土表面への吸着粘土表面への吸着
水への溶解水への溶解

衝突・摩耗衝突・摩耗

粗粒粗粒
シルトシルト･･粘土粘土
汚染物質汚染物質

洗浄 分級

迴轉滾筒式洗淨
(水洗、磨碎)

撞擊、磨損

粗粒
粉砂、黏土
污染物質

分散、剝離
黏土表面的吸附
溶解於水

污泥

淨化面

往下一個步驟

含有量降低

 

圖 4.3-3、土壤洗淨技術原理  

 

DOWA 亦已發展出一套整合式小型設備，可依照客戶需

求，設置不同規模之洗淨設備至現場使用，針對各種污染土

壤設定最佳操作條件，不僅同樣適用於多種污染，土壤凈化

後可以當場回填，無需搬運到外部處理，所分離之重金屬污

染物亦可以回收利用，不會引發二次污染。其每天持續運轉

6 小時則可處理 120 公噸 /天污染土壤，除有效控制土壤搬

運量以外，並減少大型車輛的出入以及對周遭環境的影響。

此技術在日本、歐美已應用多年，但國內迄今仍尚未引進，

經瞭解，土壤污染洗淨技術每公噸處理費用約 15,000 日圓

~45,000 日圓，相當台幣 5,000 元 ~15,000 元台幣。(相關簡

報資料如附錄 4-5，參訪照片如附錄 4-6)  



 

 50

 

圖 4.3-4、現場洗淨土壤分析結果  

 

 

參訪完該洗淨土壤設備後，隔天又隨即又至 DOWA 株

式會社總公司聽取其業務簡報，由其企劃室長吉田勧先生、

事業部課長日下部和宏先生、次長鎌田雅美先生、台灣辦事

處森川剛夫先生為我們介紹其公司之成立、組織概況與整治

工作及技術。  

經討論過程中發現，日本企業界皆相當主動進行自我檢

查，如發現污染，均主動進行整治工作，避免影響企業形象。

在土壤污染對策法中未規定之行業土地買賣中，買方與賣方

為保證土地未受污染與其價值，亦由賣方主動進行 phase 

Ⅰ之調查，此部分精神非常值得台灣的企業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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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拜會清水建設株式會社  

該公司是日本的大型建設公司之 1，創立於 1804 年。

近年來致力於環保事業，與 DOWA ECO-SYSTEM 花崗株式

會社同為日本 5 大污染處理公司之 1。本次參訪由清水營造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部長輔佐八卷淳先生與田中仁志先生

帶領解說神奈川縣川崎土壤洗淨計畫事業所相關處理設

施。該設施設備及原理與 DOWA 大致相同，相關簡介資料

詳如附錄 5-1。  

 
圖 4.4-1、清水公司之土壤洗淨設備  

 
圖 4.4-2、清水公司之土壤洗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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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 加強行政管制措施 

（一） 近年來全球暖化的議題備受關注，因為全球各地氣候異常的徵候愈益嚴

重，加上水資源的耗竭，食品安全問題應為未來各國政府急欲解決之壓力。

如何提高農作物產量又能維持其品質及安全，不被重金屬、農藥污染。尤

其水稻田的灌溉水管理直接影響到水資源分配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同時

對生態環境及溫室效應皆有深遠影響。是政府應以宏觀全面角度，及早規

劃因應此一議題。 

（二） 日本的農地土壤污染主要是集中在廢棄礦場和金屬煉製廠附近，因其灌溉 

用水系統獨立完整，不會和雨水系統、區域排水及下水道系統混和。為因

應未來糧食及水資源問題，台灣地區的灌排分離問題實應及早面對解決，

否則只會讓問題更形複雜難解。 

（三） 自加入 WTO 後政府每年挹注在停耕補償的費用約 100 億元，若此停耕補

償費能轉為栽種能源作物，不論在環境或能源經濟及溫室氣體減量上皆有

極大助益。 

（四） 應成立一研究機構或單位，從農作物的生產環境、農漁牧水產品之安全、

環境介質污染傳輸問題，作一垂直整合，建立各項基線資料庫，增加資料

效益。如以目前各單位缺乏橫向聯繫、資訊未能整合利用之情況，國人的

食品安全問題及環境風險問題將無法徹底解決。 

二、 為因應環境議題國際化，本署應積極主動參與國際活動與會議，加入國內

外相關土壤及地下水團體，延伸觸角，擴展視野，以利收集國內外相關經

驗，藉助技術經驗交流，並建立國際關係，以解決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問題。 

三、 積極建立與東亞及東南亞各國政府機關(如日本、韓國、泰國、越南等以種

植水稻為主之國家)及民間研究機構(如日本獨立行政法人農業技術研究所

和各國土壤、地下水團體學會)間之聯繫管道，以召開不定期會議方式，加

強互動交流，以利解決國內環境污染、農作物污染以及食用農產品污染問

題。 

四、 與會國家之論文均顯示稻米品種為產生鎘米之重要因素之ㄧ，與本署在彰

化縣、桃園縣、新竹市之現場試驗結果一致，以印度系稻種(秈稻)吸收土壤

中鎘之能力較強。後續將協調農業單位在台灣地區鎘米高污染潛勢區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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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稻種及湛水管裡方式，降低鎘米之產生，確保民眾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