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聞  

 健康風險管理學系-后里焚化爐及鯉魚潭淨水場校外參訪 

◎ 健康風險管理學系 楊可若、張琮昇、陳惠雯、黃凱鈴、謝宗佑 2011-03-18  

今天到達后里，參觀了焚化爐及鯉魚潭淨水場這兩處與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的環境資源處理設施。后里是個以重工業發展聞名的地區，也是未來中科興建的預定地。

受彰化戴奧辛毒鴨蛋事件的衝擊，戴奧辛污染的問題也受到國內各界的關切，尤其是焚化爐排放過量的戴奧辛最受關注。當然，焚化爐並非環境中戴奧辛的唯一來

源，但是根據美國和日本的資料，都顯示環境中戴奧辛的最主要來源為醫療廢棄物焚化爐和垃圾焚化爐。我國垃圾百分之八十以上將以焚化方式來處理，然而地狹

人稠的台灣可說是全球垃圾焚化率最高的國家，也是全球大型焚化爐密度最大的國家；加上小型的垃圾和事業廢棄物以及醫療廢棄物等焚化爐，看似美麗的煙囪卻

是環境污染和健康危害的元凶。垃圾並非燒了就一了百了，焚化爐並非高科技、零污染的神話工業。垃圾燒了以後會產生灰渣和氣體排放物，兩者都含有毒物質重

金屬和有機化合物戴奧辛和夫喃。如何降低這些污染物，將會是官方和民間所必須面對的夢魘。 

 

一般人只知道垃圾會被垃圾車帶到焚化爐處理，卻不知道焚燒垃圾的設備及過程，經過這次的參訪，可以瞭解到焚化處理的流程，雖然使用燃燒的方式會有廢氣、

廢水或灰渣等公害的問題，但是對於地狹人稠的台灣地區，確是處理垃圾的最佳方式，經由參觀我們也了解到焚化廠也有許多防治措施，避免汙染環境。 

 

在參觀及資料收集後後才知道每一座焚化爐都是很有學問的，從垃圾收集後的資源回收減量處理、到進入垃圾儲坑後要先用垃圾吊車將垃圾平均分散以利於均勻焚

化、爐渣的處理流程、汙染控制設備的完善、對周邊居民的補助和設施興建以及燃燒發熱的發熱量可提供發電之用補貼燃燒能源的損耗等等都是在參觀完焚化廠才

瞭解。但是一般民眾聽到焚化爐就像是聽到核電廠是一樣的感覺，總是把它跟污染畫上等號，就像是一個冒煙吐渣的龐然巨獸。我認為政府如何用技術、管理、監

督等等來說服民眾降低對焚化爐的不信任感仍是關鍵之一。 

 

接下來，大家驅車前往鯉魚潭淨水廠。鯉魚潭的面積廣大，藉由鯉魚潭專業人員之解說可知水的處理程序是相當繁複；每個過程也是相當重要，淨水程序：分水井

→快混池→膠凝池→沉澱池→快濾池→清水池每一道程序都需要非常僅慎，最後再將最終的污泥餅，做成可利用的磚塊，已達到資源再利用之綠色環保宗旨。唯有

健康的水，才有健康的生活。水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資源，所以大家應該好好的珍惜利用，節約用水，保護水資源，方能給後代子孫一個健康、乾淨的水資源。 

 

臺灣雖然四面環海，但是確一直有著缺水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山形陡峭，河川較短，所以雨水很快地就流入大海，加上臺灣水土保持經不斷地破壞。而我們平常打

開水龍頭，自來水就流個不停，方便我們洗臉、刷牙、煮飯、 洗衣等生活所需。乾淨的水，就好像取之不盡，用之不竭。去參觀後瞭解到水從水源引進來必須經

過好幾道淨水程序，在管理人員的層層把關下才來到我們的手裡，每一滴水就像是每一粒米一樣經過含辛茹苦後才得來的，水資源顧名思義他就是一項可用資源總

有乾枯殆盡的一天，愛惜用水不但是珍惜資源的一種行為更是減少生活汙水降低環境汙染的另一層意義。經過無數的天災後我們都瞭解到人禍才是這其中的隱形殺

手，只有靠人類的努力才不會讓眼淚成為地球的最後一滴水。本次參觀的兩個淨水、焚化設施讓我們了解環境的永續發展不應只是淪為口號，而是要從每一個人開

始身體力行，才能獲致實質的成效。 

【相關圖片】 

  

資料來源：http://www.cmu.edu.tw/news_detail.php?id=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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