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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日明淨化中心針對處理過之污水以及海水設置回收系統，以 MBR+RO(處理污

水)、UF+RO(處理海水)來處理，從而得到相當於飲用水水質標準的淡水，另該中心設

有污泥燃料化裝置，將污泥經由重覆高溫攪拌造粒，轉化為石炭作為替代燃料。福岡

市為日本使用再生水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處理後污水除放流外，

部分再經臭氧及纖維過濾處理後產出再生水供附近居民沖廁及澆灌使用，另污泥在消

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沼氣作為發電裝置的燃料，供廠內使用並販售給電氣業者。 

本次參訪日明淨化中心以及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瞭解日本針對污水回收使用、

污泥消化沼氣發電等相關應用。並參加在日本福岡舉辦的第 55 屆日本污水處理技術研

討會及日本北九洲下水道技術展覽，以瞭解國際學研單位近年來對污水處理之相關研

究以及管線修繕等相關措施及最新技術。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 

(一) 觀摩日本日明淨化中心及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再生水處理程序及應用。 

(二) 觀摩日本日明淨化中心及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污泥消化沼氣及污泥燃料化應

用。 

(三) 瞭解各國學術研究單位近年關注的議題及實際應用案例。 

(四) 萃取國外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線維護最新技術應用實例。 

本次參訪建議： 

(一) 針對污泥有機質含量較高的污水處理廠，可考量設置污泥消化系統，並將消

化產生之沼氣進行回收，可做為廠內發電或其他加熱系統之燃料使用。 

(二)未來污水處理廠回收的再生水僅供廠商澆灌、沖廁使用，則可參考福岡中部水

處理中心，於生物處理之後採用消毒、過濾等處理單元；若未來再生水欲再

供園區廠商製程使用，則參考日明淨化中心設置 MBR、RO 膜等高級處理程

序，其設置、操作成本亦遠高於前者。 

(三) 污水廠可參考日本日明淨化中心加強環境教育設施，包含互動式影音導覽、

污水相關展覽品展示、設立風力/太陽/水力等發電量看板、改善現場解說告示

牌等，用以豐富環境教育內容，吸引民眾團體前來參觀。 

(四) 下水道展覽中所展示包含 SPR、FFT-S 等先進之下水道管線修繕工法，其成本

相較於管線更新低，可作為未來園區污水管線修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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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所轄包括新竹園區、竹南園區、龍潭園區、銅鑼園區、

宜蘭園區及新竹生醫園區等 6 大園區，其中除新竹生醫園區事業廢(污)水經下水道系統

排入竹北水資源中心處理外，其餘園區均設有污水處理廠。各園區污水處理廠已操作

多年，雖營運成效良好，水質處理優良，但對於設計污水處理廠之功能多僅限於污水

初級及二級處理，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及政府政策之變革，再生水及能資源循環議題漸

受重視；另對於本局下水道系統中雨污水輸水管路亦使用多年，近年亦陸續維修部分

管段，有鑑於園區大多管路系統位於道路系統下方，對於使用多年之下水道，尤其新

竹園區最早建置之管路已超過 30 年，為避免造成用路人災害及確保輸水功能正常，確

有進一步檢討更新或修繕技術之必要。 

本次參訪日本日明淨化中心以及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瞭解日本針對污水回收使

用、污泥消化沼氣發電等相關應用，行程中同時參加在日本福岡舉辦的第 55 屆日本污

水處理技術研討會(The 55th Japan Annual Technical Conference on Sewerage，JSWA 2018)

及日本北九洲下水道技術展覽，以瞭解國際學研單位近年來對污水處理之相關研究以

及管線修繕等相關措施及最新技術，期能對於未來污水處理廠及下水道管線更新或修

繕之設計或施工有更適切之方式。 

本次參訪行程主要目的包含： 

(一) 觀摩日本日明淨化中心及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再生水處理程序及應用。 

(二) 觀摩日本日明淨化中心及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污泥消化沼氣及污泥燃料化應

用。 

(三) 瞭解各國學術研究單位近年關注的議題及實際應用案例。 

    (四) 萃取國外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線維護最新技術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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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 

本次主要行程是由台灣下水道協會規劃，參訪行程摘要如下: 

 

日期 參訪行程 參觀重點 

7/24 (二) 
 啟程:桃園-福岡 

 參訪日明淨化中心 

污泥燃料化 

污水及海水淨化、再生技術 

環境教育導覽 

7/25(三) 
 日本污水處理技術研討會 

 下水道技術展覽 

國際污水處理發展 

最新污水處理技術 

下水道管線維護技術 

7/26(四)  九州積水工業公司 最新管材應用技術 

7/27(五)  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 
沼氣發電技術與規劃 

污水回收再生及應用規劃 

7/28(六)  回程:福岡-桃園 - 

 

一、日明淨化中心 

日明淨化中心於 1970 年建成開始運轉，處理北九州市之民生污水與工廠廢

水，目前日處理量約為 26.3 萬噸，該淨化中心處理程序為 A2O 活性污泥法，處理

單元包含沈砂池、最初沈澱池、生物處理槽、最終沈澱池、MBR 系統、消毒槽，

以及污泥重力濃縮槽、消化槽、污泥脫水設備、乾燥裝置。較為特別的是該處設

有污泥燃料化裝置，將污泥於 450℃下進行熱風乾燥，並經由重覆高溫攪拌造粒，

可將污泥轉化為石炭作為替代燃料。 

另淨化中心針對處理過之污水以及海水設置回收系統，以 UF+RO(處理海水)，

MBR+RO(處理生活污水)來處理，UF 膜可以去除海水中細菌等粒子，再利用 RO

膜可以去除處理後之海水及生活污水中的鹽份及離子，從而得到相當於飲用水水

質標準的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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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明淨化中心 

二、日本污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及下水道技術展覽 

本次赴日本福岡參與 2018 年第 55 屆日本污水處理技術研討會(JSWA)及日本

北九洲下水道技術展覽，研討會日期 2018.7.24~7.26（本行程參加 7.25 之研討會），

展覽日期則為 2018.7.24~7.27，研討會會議內容包括：「最新污水處理技術」，「國際

污水處理發展」，「水處理資源再生技術」及「水資源管理」等各面向論文發表，

研討會議程如圖 2 所示。下水道技術展覽會則包含:下水道管路修護、耐久、長壽

命化、檢視、清洗、功能診斷、防震、除砂等各式工法及設備展示。 

日本下水道展(如圖 3 所示)為日本下水道事業團每年輪流於各地舉辦之大型

國際展覽，歷年來分別於東京、大阪、神戶、札幌、福岡等各地輪辦，該展覽展

示了城市污水項目、廢水收集和處理的最新技術，涵蓋了規劃、設計、施工、運

行和維護。此下水道展旨在吸引日本當地公用事業、顧問和工程公司的決策者，

並提高公眾對清潔水的重要性及其實現情況的認識。今年度日本下水道展可分為

管渠材料、施工機具、方案設計、水處理設備、污泥處理設備等，總共約有 400 家

廠商展出。根據往年之統計，該展主要之目的有製品發表、技術發表、擴大通路、

強化既有客戶關係、獲得新增客戶、提升企業形象與知名度以及提升水環境公民

意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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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討會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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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本北九州下水道展 

 

三、九州積水工業公司 

九州積水工業成立於 1963 年，主要生產 PVC、PE、FRP 複合管材及配件，可

應用於污水下水道系統、自來水供水系統及供氣系統，並不斷創新研發更優質管

線材料及技術。 

 

 

 

 

 

 

 

 

 

 

 

 

圖 4 九州積水工業（簡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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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 

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於 1966 年開始建造使用，福岡市於 1978 年發生嚴重的缺

水問題，於是開始啟動再生水工程，於 1980 年正式執行污水處理再利用，目前福

岡市為日本使用再生水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主要供應附近區域沖廁以及樹木澆

灌使用。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設計處理水量為 30 萬 CMD，處理程序為 AO 活性污

泥法，處理後污水除放流外，部分經高級處理程序處理後產出再生水（設計值 1

萬 CMD）。另污泥在消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沼氣作為發電裝置的燃料，可供廠內使

用以及販售給電氣業者，另部分沼氣經純化後，供氫燃料電池使用。 

 

 

 

 

 

 

 

 

 

 

 

 

 

 

 

圖 5 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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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過程 

一、日明淨化中心 

以下針對日明淨化中心參訪重點做簡要說明: 

(1) 環境教育館：日明淨化中心之環境教育，其用心之程度類似於一座小型的科學

博物館，投入了相當多的影音設備以及適合孩童的巧思。並藉由生動活潑的影

音及互動式導覽，讓整個參觀行程相當有趣味性。且日明淨化中心導入了風力、

太陽能、沼氣、水力發電，亦將發電情形製成看板供民眾參觀。 

 

 

 

 

 

 

 

 

 

 

 

圖 6 環境教育看板 

 

 

 

 

 

 

 

 

 

 

 

 

圖 7 太陽能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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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下水道系統環境教育導覽 

 

 

 

圖 9 環境教育影音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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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處理流程看板：現場的水處理流程與相關設施均設置解說看板，搭配圖片

及文字解說即可清楚了解現場各處理單元流程的原理及方法，並有英文說明。 

 

 

 

 

 

 

 

 

 

 

 

 

圖 10 沙濾設備解說看板 

 

 

 

 

 

 

 

 

 

 

 

 

 

 

 

圖 11 曝氣槽解說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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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初沈池 

 

 

 

 

 

 

 

 

 

 

 

 

 

 

 

 

 

圖 13 終沈池 

 

(3) 污泥燃料化：日明淨化中心附設污泥燃料化中心，且旁邊設置一座焚化爐，將

污水廠污泥消化產生的沼氣導入焚化爐做為燃料，並將焚化爐的廢熱導入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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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機中，進行污泥乾燥與造粒等，將污泥轉換為石炭作為替代燃料。 

 

 

 

 

 

 

 

 

 

 

 

 

 

圖 14 日明污泥燃料化中心 

 

 

 

 

 

 

 

 

 

 

 

 

 

 

圖 15 污泥燃料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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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污泥乾燥爐 

 

 

 

 

 

 

 

 

 

 

 

 

 

 

 

 

 

圖 17 污泥造粒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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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系
RO 

海水系
RO 

(4) 再生水處理流程：處理流程可分為污水淨化及海水淨化兩種不同的處理程序，

污水先經過 MBR 系統及 RO 系統處理，由於 RO 處理後之濃縮水導電度仍低於

海水，故將濃縮水與經 UF 膜處理過之海水混合以稀釋導電度，再經 RO 系統

處理，如此可降低海水淡化的成本約 30%，同時處理後的水可符合飲用水水質

標準，可直接用於工業用水、城市用水及農業用水，且日明淨化中心亦將再生

水包裝成飲用水商品供參訪來賓飲用。 

 

 

 

 

 

 

 

 

 

圖 18 日明淨化中心再生水處理流程 

 

 

 

 

 

 

 

 

 

 

 

 

 

 

 

圖 19 MBR 處理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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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MBR 處理水槽 

 

 

 

 

 

 

 

 

 

 

 

 

 

 

 

圖 21 UF 膜/RO 膜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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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UF 膜/RO 膜處理機制 

 

 

 

 

 

 

 

 

 

 

 

 

 

 

 

圖 23 UF 膜中心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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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再生水製成瓶裝飲用水 

 

 

 

 

 

 

 

 

 

 

 

 

 

 

 

 

 

 

 

圖 25 參訪人員於淨化中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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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污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及下水道技術展覽 

1.日本污水處理技術研討會 

以下就摘錄研討會部份演講內容做摘要說明: 

(1) Model study on introduction of advancer wastewater reclamation system using UF membrane 

and Ultraviolet disinfection。 

由日本國土技術政策綜合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nd and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所發表，採用 UF 膜與 UV 消毒等主要處理程序，處理後的廢水經由 UF

膜(孔徑在 0.01um)可去除水中大部份的雜質，再通過 UV 光可消滅 99.9973%病毒，

淨化後的水質標準不僅可供農業灌溉，還可做為都市自來水使用(如洗手、洗澡、飲

用)，且相較於傳統的再生水處理程序，此系統不僅可提供安全穩定的水質，並有較

低的建造及操作維護成本，對於未來的再生水處理系統更具有經濟及技術發展價

值。 

(2) Dvelopment of Polymer Dosage Control System 

論述污泥濃縮脫水中 Polymer 最佳加藥量的控制研究，由於污泥含水率、成份

會隨進流水中的水質產生變化，過多或過少的 Polymer 加藥量均會影響脫水效益及

成本控制。實驗中藉由連續偵測污泥中的固體物含量、含水率、表面電荷量，來探

討加藥量與監測數值的關係性，結論顯示 Polymer 加藥量與污泥中含水率與表面電

荷量有高度的相關性，未來可藉由此兩項的監測來發展 Polymer 自動加藥控制技

術。 

(3) The introduction of wastewater reclamation in Taiwan 

本次參與研討會的演講者中，其中包含了來自台灣的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陳志

偉處長，主要介紹台灣水資源缺乏情形以及下水道廢水回收現況、未來水資源再生

規劃等。台灣每年雖有豐沛的雨量，但因地勢狹長保水能力差、降雨多集中在於每

年的五至十月等因素，使的台灣人均水資源遠低於世界各國，如圖 23 所示，故水

資源回收再生對於台灣乃是一個舒緩水資源不足的關鍵議題。台灣於 2013~2019 年

將陸續興建六座示範性再生水廠(包含福田、鳳山溪、高雄臨海工業區、安平、豐原、

永康)，總回收水量可達 28 萬 CMD，屆時將回收水將優先提供給工業用戶使用，以

解決水資料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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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世界人均水資源分配及研討會現場照片 

 

 

 

圖 27 台灣再生水廠規劃 

(4)Field surver on nitrous oxide emission from conventional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es with 

different operationg condition. 

論述污水處理中，在不同的操作情況下生於好氧生物反應系統中所產生的 N2O

的排放量測量結果。在傳統的活性污泥法中，N2O 的排放量為 142 mg-N2O/m3，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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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程序為 29.2mg-N2O/m3，MBR 處理程序為 0.5mg-N2O/m3，以 MBR 處理所產生

的 N2O 最低。 

 

2.下水道技術展覽 

經由參訪 2018 年日本下水道展，可看出下水道產業在日本蓬勃發展的狀況

以及技術發展趨勢，這兩年各種水處理相關設備多涉及能源節約、資源回收、設

備延壽、高效技術等議題，而雲端、IoT 技術也在發展中。另展場之布置相當精

緻，展出之公司亦有多場技術發表活動。 

 

 

 

 

 

 

 

 

 

 

 

 

 

圖 28 參訪人員展場合影 

 

部份廠商禁止人員拍攝照片，以下就針對下水道展覽可供拍照的商品、技術

做重點摘要說明: 

(1) 人孔蓋彩繪:  

在台灣大多數的人孔蓋單純只是一個單調鐵製品，而在日本卻會將人孔

蓋彩繪上當地的風俗民情、地方特色等圖案，使冰冷冷的人孔蓋添加美術價

值，兼具有美化市容的效果，現場人孔蓋彩繪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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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現場人孔蓋彩繪展示 

 

(2) 管材強化劑:  

於管材或其它物品上，僅要塗上一層強化劑，可能讓管材的強度增加為

原來的 3 倍。 

 

 

 

 

 

 

 

 

 

 

 

 

 

圖 30 管材強化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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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R 管渠更生工法:  

SPR 管渠更生工法，針對老舊污水下水道管路，內部破損、硬質鹽化、

漏水等現像，由製管機將板帶以螺旋崁入方式捲成管狀並送入下水道管而形

成螺旋管，使螺旋管與舊管緊密接合如同取代內部管壁。以改善管路老舊破

損、解決不易維修之問題，並可適用於管內仍需部份通水狀態下施工。 

 

 

 

 

 

 

 

 

 

 

 

圖 31 SPR 管渠更生工法展場 

 

 

 

 

 

 

 

 

 

 

 

 

 

 

 

 

 

 

圖 32 SPR 管渠更生工法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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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FT-S 管渠更生工法:  

FFT-S 管渠更生工法，與 SPR 工法適用範圍相似，僅其工法施作原理是

將管路置入特殊填充材後，以加熱膨脹-冷卻硬化的方法讓填充材附著管壁內

側，達成管壁修復功效。 

 

 

 

 

 

 

 

 

 

 

 

 

 

圖 33 FFT-S 管渠更生工法 

(5) 下水道 TV 檢視車:  

相較於一般的 TV 檢視車，此設備可在水中處於滿管流的情況下，亦能進

行 TV 檢視工作。如圖 11 所示。 

 

 

 

 

 

 

 

 

 

 

 

圖 34 下水道 TV 檢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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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路接著工法:  

一種具有高止水性、高彈性的管路接合工法，利用一種高彈性接著劑填

充於接合處，其具有耐震、高止水性且施工方法相較於傳統較為簡易、成本

較低。 

 

 

 

 

 

 

 

 

 

 

 

 

 

 

圖 35 管路接著工法 

 

(7) 下水道管路修復工程:  

本次旅程同時參觀日本下水道管路修復的實際施做，包含交通維持、換

氣、管路修復等過程。在交通的部份，有別於台灣的施作，日本至少會在施

工處前後安排 2 名人員專門指揮交通，在施工區亦會設置護欄隔離，以保持

人員安全。 

人員若要下到下水道管路中，為避免管路氧氣不足，有窒息的可能性，

往往需要將管路空氣進行置換，而日本採用專門的空氣幫浦機器，直接將外

部空氣打入管路中，相較於台灣有較優良的技術運用，降低人員意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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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施工訊息公告 

 

 

 

 

 

 

 

 

 

 

 

 

 

 

 

 

圖 37 交通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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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下水道換氣設備 

 

 

 

 

 

 

 

 

 

 

 

 

 

 

 

 

圖 39 管線修復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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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州積水工業公司 

九州積水工業公司是日本積水化學工業公司之子公司，積水化學工業之產品

領域甚廣，包括運用於半導體、面板、車輛等之高機能塑料以及管材等環境生活

基礎設施，九州積水工業主要產品屬環境生活基礎設施，包括污水下水道系統管

線、自來水供水管線以及供電、氣之管材，其材質主要為 PCV、PE 及 FRP。公司

內設置了一個小型的展示場，呈現實際管道狀況。 

 

 

 

 

 

 

 

 

 

 

 

 

 

 

圖 40 九州積水工業展示場 

 

 

 

 

 

 

 

 

 

 

 

 

 

 

 

圖 41 耐震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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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人孔剖面 

 

 

 

 

 

 

 

 

 

 

 

 

 

 

 

 

 

 

 

圖 43 真空下水道系統試驗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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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 

 

福岡市共有 6 個水處理中心，下水道普及率高達 99.6%，由於福岡市市內無 1

級河流，且河流既短又急，保水能力差，水資源較日本其他地區相對缺乏。該市

於 1978 年發生嚴重缺水問題，全年有 287 天用水受限，故於 1979 年啟動再生水事

業，是日本第一個使用再生水的城市，目前福岡市再生水的供應場所數量居日本

首位。福岡市的自來水及再生水收費方式是採分級收費，也就是水量用的越多，

水費的單價愈高，自來水每立方公尺收費自 175~542 日圓，再生水每立方公尺價

格為 150~350 日圓，以鼓勵民眾節約用水。 

本次參訪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設計處理污水量為 30 萬 CMD，目前平均處

理水量約 20 萬 CMD，處理區域的人口數約 37.3 萬人，污水處理方式主要為 AO

活性污泥法，其再生水處理設施也於 1980 年度開始供應再生水，再生水處理能力

為 1 萬 CMD，供應 1020 公頃區域做為廁所沖水、公園或道路花木澆灌使用，其主

要再生水處理程序是將生物處理後的污水再經混凝沈澱、前纖維過濾、臭氧氧化

（除臭、脫色、殺菌）、次氯酸鈉消毒、最終纖維過濾等流程。其生物處理所產生

的污泥經過濃縮消化後，添加凝集劑進行脫水，再送到外面焚化處理後進行再利

用。 

另該中心於 1984 年開始用污泥消化產生的沼氣發電，處理流程是將濃縮污泥

放入加溫消化槽(45°C)，約消化 30 天後產生的消化氣體經除硫後（CH4 約 60%；

CO2約 40%，每日約可產生 23000 m3），部分提供該中心自有燃氣發電機發電，可

提供全中心 2 成的動力，大部分的沼氣則有償提供給 FIT 事業（販售電力），FIT

事業將沼氣以燃氣發電機發電後經由電網運輸出售給當地電氣業者，一年總發電

量約 710 萬 kwh (約 1,570 戶一年用電量)，可削減二氧化碳約 3,900 噸。另有少部

分消化氣體經過膜分離裝置將 CH4與 CO2分離，其中高濃度的沼氣（CH4約 92%）

經氫氣生產裝置產生高純度的氫氣（99.999%），供氫燃料電池車使用，每日約可

產生氫氣 3300 m3，約可供應 65 輛氫燃料電池車，另分離後的 CO2則供溫室栽培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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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簡介交流 

 

 

 

 

 

 

 

 

 

 

 

 

 

 

 

 

 

 

 

圖 45 再生水使用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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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燃氣發電機 

 

 

 

 

 

 

 

 

 

 

 

 

 

 

 

 

圖 47 沼氣脫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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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沼氣發電單元說明 

 

 

 

 

 

 

 

 

 

 

 

 

 

 

 

圖 49 再生水處理流程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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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纖維過瀘機 

 

 

 

 

 

 

 

 

 

 

 

 

 

 

 

 

 

 

 

圖 51 各處理單元水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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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建議 

 

一、心得 

(一) 能資源循環 

由於日本先天環境缺乏能資源，故其相當注重能資源循環再利用，以日

明淨化中心為例，其在興建時便規劃將污水處理廠、焚化爐、污泥燃料中心

建構在同一區域，污水處理單元所產生的污泥經消化後產出的沼氣可做為焚

化爐燃料使用，焚化爐多餘的廢熱可供污泥乾燥，循環造粒乾燥後的污泥可

做為燃料販售使用。另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則是利用污泥消化產生的沼氣進

行發電，並經由更進一步純化後產生高純度的氫氣，供氫燃料電池車使用。

兩者均具有相當完整的能資源再利用規劃，並具經齊可行性，可供國內污水

處理廠參考。 

    (二) 水資源再生 

日明淨化中心其污水及海水淨化單元，分別採用 MBR+RO(污水)及

UF+RO(海水)處理程序，可將水質處理至飲用水標準以內，去除 99.99%以上的

細菌其它物質，再生回收的水可用於工業、農業灌溉利用、地下水補給、景

觀池等用途。而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處理程序採臭氧及次氯酸鈉消毒、纖

維過濾，處理後的再生水僅供廠內及附近居民沖廁、澆灌使用，故水質要求

標準較低。 

 (三) 環境教育推廣 

日明淨化中心環境教育推廣，其設備之完善及參觀教材之設計，是國內

污水廠所不及的，包含互動式導覽、影音設備、展覽品擺設、現場解說牌繪

製、環境維持等，種種細節均可看見日明淨化中心所投入環境教育之用心，

其環境教育之成果足以供國內污水廠、水資源處理中心來參考學習。 

(四) 各國近年對於污水處理關注議題及相關研究 

日本污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屬國際型研討會，參與演講者來自世界各國，

發表污水處理相關技術研究成果，主題包含最新污水處理技術、國際污水處

理發展、水處理資源再生技術及水資源管理，可瞭解目前國際上對於污水處

理關注的議題及研究。另參訪日本下水道展，可看到日本下水道產業近年來

的技術發展，其中有許多管線維修的技術值得參考。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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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科學園區或工業區污泥有機質含量較高的污水處理廠，可考量設置污泥

消化系統，並將消化產生之沼氣進行回收，可做為廠內發電或其他加熱系統

之燃料使用，甚可進一步純化後經反應產生氫氣，供氫燃料電池等設備使用。 

(二) 本次參觀日明淨化中心及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皆有再生水處理單元，兩者隨

再生水用途、水質要求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處理程序。若未來園區或工業區

污水處理廠回收的再生水僅供廠商澆灌、沖廁使用，則可參考福岡中部水處

理中心，於生物處理之後採用消毒、過濾等處理單元；若未來再生水欲再供

園區廠商製程使用，則參考日明淨化中心設置 MBR、RO 膜等高級處理程序，

其設置、操作成本亦遠高於前者。 

(三) 園區污水廠可參考日本日明淨化中心加強環境教育設施，包含互動式影音導

覽、污水相關展覽品展示、設立風力/太陽/水力等發電量看板、改善現場解說

告示牌等，用以豐富環境教育內容，吸引民眾團體前來參觀。 

(四) 於下水道展覽中看到包含 SPR、FFT-S 等先進之下水道管線修繕工法，其成本

相較於管線更新低，可作為未來園區污水管線修繕之參考。另目前園區污水

處理廠所使用之下水道 TV 檢視車無法在管線污水流量較大時使用，未來可考

量採用展場中所展示之 TV 檢視車（可完全沈浸水中），以增加管線檢查之便

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