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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一步一腳印─俟河之清

文/歐陽嶠暉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前身時報文教

基金會，在民國七十九年十月

成立「河川保護專案小組」。並於中

國時報慶祝四十週年時出版社會關懷

專輯─《俟河之清》，以喚起社會大

眾，拯救嚴重污染的河川，並有力地

促使政府和民間積極有效整治河川水

污染，以維護環境品質。

檢視回顧 期待河清有日

　隨著台灣經濟奇蹟之發展，所獲得

台灣經驗的惡夢，就是全台灣河川普

遍被污染─台灣流的眼淚是黑的，而

經過近20年間的長期關注，以及政府

和民間的努力，一步一腳印，其成效

有待我們檢視回顧，並期待河清有

日。

　台灣地區共有中央管河川25條，縣

管河川27條及普通河川81條。由於地

形影響，各河流均短而陡，河川流量

隨降雨而迅速漲落，尤其是春季時流

量極小，缺乏稀釋能力。而人口集中

造成都市化現象及工業發展所排出之

市鎮污水、事業廢水、畜牧廢水及垃

圾滲出水等，排入河川，由於廢水量

大，超出河川之涵容能力，致使台灣

地區各重要河川大都受到不同程度之

污染。茲分就近年來污染源之削減及

各種水體水質狀況分別加以追蹤。

　　
加速水污染源的削減

　在過去二十年間，積極針對水污染

來源的市鎮污水、事業廢水、畜牧廢

水及垃圾滲出水的源頭削減，雖然其

間人口持續增加，各種生產活動仍迅

速發展，削減率則持續提升，事業廢

水的削減率已達77.3％。生活污水的

削減，隨著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的

提升，其削減率也已達34.6％。畜牧

廢水的削減率則為73.5％。在總污染

產生量中已有59.0％的廢污水有效加

以控制，歷年污染排放量則呈現減低

的趨勢。目前水污染排放量中，仍以

生活污水佔57％最高，有待公共污水

下水道的持續建設，加速削減改善。

◆水質改善後的淡水河，其蜿蜒的河道魅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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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河川水質

　河川水質良否，以河川污染指標（

RPI）表示，河川污染指標係由溶

氧、生化需氧量、氨氮及懸浮固體之

測值積分計算而得，目前所用的判準

是RPI大於6為嚴重污染，3～6之間為

中度污染，而2～3為輕度污染，2以
下為未（稍）受污染。在台灣目前列

管的河川，總長2,932.9公里。在民國

78年時呈現中度及嚴重污染河段長達

717.4公里（表1），佔河川總長度的

24.4％，其中嚴重污染總長則為

12％，顯現其污染之嚴重性，當時以

淡水河及其支流（大漢溪、基隆河及

新店溪），急水溪、鹽水溪、二仁

溪、南崁溪、老街溪、社子溪、中港

溪、阿公店溪等九條河川之污染最為

嚴重。至於未（稍）受污染河段之長

度則約總長的68％。

　歷經二十年的各種污染源的削減和

整治，97年台灣地區河川總長度中，

尚呈現中度污染和嚴重污染的河川總

長合計雖仍長達756.7公里，佔總長

25.7％，與78年比較並未縮短，但在

此期間河川水質最明顯的為改善嚴重

污染之長度，由78年的346.4公里佔

12％減至124.5公里，佔總長的4.2％
為最重要的改善。而呈嚴重污染的河

川仍為前述之河川，其嚴重污染之長

度，各以淡水河（16.2公里）、北港

溪（26.5公里）、急水溪（13.3公
里）、二仁溪（14.3公里）、鹽水溪

（8.4公里）及阿公店溪（23.2公里）

最為嚴重，而有待持續改善。

　做為首善之區的台北縣市之淡水河

系（含基隆河、大漢溪、新店溪及本

流），其嚴重污染總長在78年曾達

48.79公里，佔總長的14.8％，而被稱

為黑龍江。惟在歷經台北縣市公共污

水下水道之積極建設以收集生活污水

後，目前淡水河系已有明顯的改善，

嚴重污染段已降為16.2公里，佔總長

的5.0％，中度污染河段也由61.65公
里，18.8％降為48.8公里，15.1％，

為二十年來最顯著污染改善的河川（

表2）。

水庫水源水質 仍需持續保育

　台灣地區各種供水量中有約26％來

自水庫，惟因集水區地形陡峻、地質

脆弱、雨量集中致自然崩塌及沖刷力

大，再加上集水區過度的開發利用、

林業開墾、畜牧飼養及觀光遊憩區的

表1  台灣地區主要河水質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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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等，造成污染物排入水庫，導致

水庫中自營性生物或藻類的繁殖、死

亡，消耗水中溶氧，即所謂優養化。

優養化程度依所含營養物質的多寡，

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三級。

　經就總磷、葉綠素-a及透明度三項

測值，依卡爾森（Carlson）優養指數

（CTS1）小於40為貧養，介於40至
50為普養，大於50為優養。依據自民

國88年起就21座主要水庫之調查結

果，呈優養之水庫已由最高的每年

11座降至97年的6座，顯示水庫集水

區經由離牧政策及污染源管制，已有

明顯的成效，但仍待再持續加強保

育，以維護水源水質。

　　
地下水水質逐年提升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統計，97年台灣

總用水量185.7億立方公尺，其中抽

用地下水約58.3億立方公尺，約佔全

部總用水量的31.4％，顯見地下水在

水資源利用之重要性。

　全台灣地區地下水質監測井數共

425井，監測項目包括一般項目及重

表2  淡水河系20年間水質變化情形

表3  92年至97年台灣地下水質

金屬共18項，另單環及多環芳香族碳

氫化合物各2項及16項、農藥8項，皆

訂有監測基準及管制值。

　依據92年至97年間，歷年對一般項

目及重金屬共18項之監測，其地下水

監測低於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之比率

比較如（表3）。可看出地下水質之

改善有逐年明顯提升的現象，而其不

合格者多因地質特性之影響以鐵、錳

為主，對用水之直接影響較低。

　　
飲用水不合格率大幅下降

　台灣地區自來水普及率截至97年已

達92.62％，但仍有少數偏遠地區尚

無自來水，為確保飲用水的安全，各

級環保機關皆定期對飲用水水質進行

檢測。自來水部份之檢測結果不合格

率則自80年的1.83％逐年降低至97年
的0.66％。簡易自來水部份經改善設

備及保護各水源後，其不合格率雖逐

年降低，但 97年不合格率仍達

5.53％，政府已加強宣導，對已裝設

有消毒設備者確實加藥消毒，未裝設

者，則應煮沸後方可飲用。無論自來

水或簡易自來水，仍待持續加強管

理，以保護國民的飲用水衛生。

創造、保護水資源 待河清之日

　台灣地區各種水體水量受地形及氣

象環境之限制，可用水量年有變動，

且由於工業持續發展，用水量逐年增

加，降雨又因時空分配不均，而時有

用水不足問題。而保護水體水質，除

有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確保用水安全

衛生之效益外，更有創造保護水資源

之效益。

　在過去二十年間政府與民間的共同

努力下，因事業廢水污染源的削減，

已有明顯的改善，其改善以水庫水質

及地下水水質成效較大。對於河川水

質則因污染排放量仍大，河川流量低

稀釋能力不足，以及集水區之不當土

地利用及造成之污染問題未明顯改

善，且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仍低，收集

生活污水量尚偏低，因之仍期待持續

削減水污染源，加速污水下水道建

設，以減少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的排

出所造成水體污染，而期待再二十年

有河清之日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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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理事長）

註：河川總長度變化為基隆河截彎取直之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