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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污水下水道建設是現代化都市的指標，也是消彌各項病媒蚊蟲與

老鼠等疫病帶原的有效手段，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近年積極配合推動極

推動污水下水道建置及用戶接管推廣，目前建設中為安平、虎尾寮、

柳營、官田、仁德、永康及安南等 7處污水系統，已分期分年陸續接

管中，另為加速鄰近區域推動，新營及鹽水分區納接入柳營系統，六

甲分區納接入官田系統，部分南區、東區及北區分別納接入安平、仁

德及虎尾寮系統；也配合行政院於 102 年開始推動放流水再利用政

策，經歷用水大戶意願調查、用水端媒合、契約簽訂、水價確認或施

工方案評估，於 111年 12 月 30 日正式通水啟用完成全臺第一座供應

高科技廠商製成用水的再生水廠-臺南市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及再

生水廠)，每日供應 8,000 噸再生水，接續臺南市安平再生水廠亦於

112 年 3 月 20 日正式通水啟用(後續供應水量將提升至每日供應

37,500 噸再生水)，全臺第一座以換水方式供水的仁德再生水廠也於

111 年 11 月 8 日發包決標，預計 113 年年底供應再生水，屆時可再

增加每日供應 8,000 噸再生水，讓臺南市成為水資源循環再利用典

範。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為順利推動下水道各項建設、水處理技術及精

進管理層面，於 112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由詹副局長益欽率水利

局同仁等一行 4人，前往日本北海道區參訪；除了事先的準備再透過

實際觀摩、研習與討論，期能進一步瞭解日本下水道推展及水處理之

先進處理技術等運作經驗。 

此次參訪地點北海道札幌市為 2023 年度日本下水道展舉辦地，

參展廠商達 299家屬全國性展覽會，期間並參觀當地豐平川水處理中

心，預期這些考察成果可做為未來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推動下水道建

設、管理、污水處理碳經濟及污水廠功能提升等相關業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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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人員名單 

 

人員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 

詹益欽 副局長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鄭志偉 科長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污水新建工程科 

吳書旭 科長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方建翔 副工程司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污水新建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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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緣由或目的 

3-1考察緣由及目的 

臺南市政府為了提供給市民健康的優良居住環境，多年來積極推

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目前建設中為安平、虎尾寮、柳營、官田、

仁德、永康及安南等7處污水系統，已分期分年陸續接管中，另為加

速鄰近區域推動，新營及鹽水分區納接入柳營系統，六甲分區納接入

官田系統，部分南區、東區及北區分別納接入安平、仁德及虎尾寮系

統。污水下水道建設為現代都市所必須的公共設施之一，截至112年8

月底，臺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已達27.6%，累計接管戶數約20

萬戶，確實逐步大幅改善臺南市居住環境品質，然而管線年限持續增

加，對於維護管理部分，極需加強相關管線維護技術，以維護老舊管

線之正常運作使用。 

而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以及快速發展的世界經濟，水資源的

永續、循環以及再利用已然成為鋒頭上的全球性議題。臺灣地區因特

殊地理環境因素，水資源主要補助源頭需依靠降雨，然而臺灣降雨量

雖多，但因特殊特性，雨量呈現南北不均之明顯差異，導致南部地區

偶有用水緊張之情事，於供水穩定性造成嚴峻挑戰。臺南市政府積極

推污水下水道提供再生水廠，爰此，為強化枯水期穩定的水源供給，

持續辦理各項穩動供水策略，以減低對可能降雨不均的依賴，政府從

106年起就已在前瞻計畫陸續推動各項水資源建設，迄今已增加每日

197萬噸水源，相當於全臺18%公共用水量。 

同時，中央法規於111年5月18日修正「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內

容，建置更完善的制度並提升效益，足以顯示未來將繼續提升水的重

複循環使用率，讓水的使用次數最大化，以及水的使用噸數最小化之

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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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氣候異常，造成南臺灣水資源之極大衝擊，中央、地方及民

間機構持續齊心抗旱，一起面對有限水量之使用共同努力。中央政府

朝向｢多省水、多找水、多調水｣為目標。經濟部水利署制訂2023年穩

定南部供水抗旱計畫:強化區域調度每日3.6萬噸(效益約110萬噸)、

增加南部地區每日13.6萬噸水源(效益約420頓)及提升淨水場處理能

力每日約5萬噸(效益約460頓)，顯示中央對於水資源推動極為重視。 

，開發其他水源(如再生水)供應工業用水或非與人體接觸之使用水，

讓有限水資源用水調度更加彈性，促進民生與工業用水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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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考察內容及重點 

日期 考察內容 考察重點 

7/31(一) (下午班機)移動日  

8/1(二) 2023年度日本下水道展 

1. 下水道施工、修復及設

備 

 

2. 下水道周邊資材及循

環經濟 

 

3. 日本下水道協會辦會

活動 (副局長代表出

席) 

8/2(三) 2023年度日本下水道展 

1. 水處理技術及設備 

 

2. 下水道設計及維管 

08/3(四) 豐平川水處理中心 

1. 廠區營運簡介及提問交

流。 

 

2. 現場操作單元參觀及介

紹。 

08/4(五) (下午班機)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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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過程 

下水道展（Sewage Works Exhibition）係由公益社團法人日

本下水道協會(Japan Sewage Works Association, JSWA)主辦，

日本政府及下水道相關企業共同參與響應，集結了產、官、學界

各方成果展現，該活動每年定期在日本大城市輪流舉辦，為日本

每年重要展場之一。 

「2023 年下水道展」於日本札幌巨蛋舉行，至 1987 年舉辦

迄今已邁入第 35 屆，期間受新冠疫情停辦；今年度為期 4 天的

展覽，累積參加人數於官網（圖 4-1）統計共計 30,450 人次。參

展的廠商家數達 299 家，展示類別包含設計測量、建設（土木建

築）、管路資器材、下水處理、維持管理、排水設備及計測等，

主要係展示下水道相關最新技術、工法材料、設施設備、維護管

理及未來願景等成果，於此可作為本市辦理相關建設及營運管理

之重要參考依據。 

本次出訪與台灣下水道協會、營建署及各縣市政府成員一起

前往（圖 4-3），過程中可感受日本下水道產業非常興盛，且當地

政府、學界或民間廠商都非常重視下水道的發展，依會場展覽主

題（圖 4-2）共分為四項主題重點，第一區為下水道設計及維管、

第二區為下水道施工、修復及設備、第三區為下水道周邊資材及

循環經濟及第四區為水處理技術及設備相關參訪過程、索取簡介

資料摘要如后；另針對豐平川水處理中心拜訪情形內容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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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日本下水道展官網資訊(https://www.gesuidouten.jp/) 

4大主題展區

1

2

3

4

 

圖 4-2  下水道展覽四大主題分區圖(札幌巨蛋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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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營建署、下水道協會及各縣市政府參與下水道展開幕 

4-1 東京都下水道サービス(維持管理) 

東京都下水道服務公司，由東京都政府投資的公司，主要負

責東京都內下水道系統各項工作，包括污水設施、污水管道以及

水再生中心等資源回收設施的維護和建設管理，與污水系統相關

的研究和調查，以及與污水系統相關的培訓，負責業務內容如下： 

1.下水道設施維護、管理等相關業務。 

2.下水管道故障排除、排水設備檢查等服務業務。 

3.下水道系統相關研究、調查項目。 

4.公共關係、與下水道系統相關的培訓等。 

5.污水處理水循環利用和下水道污泥資源化項目。 

6.污水設施、建築物、土地等的有效利用和其他管理項目以

及建築物租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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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剩餘土壤再利用項目及相關管理項目。 

8.與下水道系統相關的諮詢和技術支持項目。 

透過參訪日本下水道管理最具規模機構的展區，對於日本目

前下水道施工技術、維護管理精進、改良工法、設備開發及污水

廠營運等最新發展重點可直接了解並汲取經驗。 

 

 

圖 4-4  參訪東京都下水道服務公司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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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東京都下水道服務業務範圍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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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東京都下水道服務業務範圍 DM(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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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東京都下水道服務業務範圍 DM(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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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東京都下水道服務業務範圍 DM(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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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東京都下水道服務業務範圍 DM(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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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本 SPR 工法協會(建設) 

SPR 工法為在日本管道更新工法中最為廣泛使用之一，在現

有管子內部使用硬質氯乙烯異型修復管子，並在現有管子與修復

管之間的間隙中填充特殊的回填材料。藉此可將現有管道及修復

管道和回填材料集合，將舊管道恢復為堅固的複合管道。SPR 工

法特色是無需挖掘道路即可完成施工、可用於任何橫截面形狀、

有水流時可同時施工、可進行長距離施工和彎曲施工、具抗震

性、富有工作彈性可隨時中斷工作；目前臺灣已有使用本技術於

臺北市內湖污水下水道修繕。 

 

圖 4-6  日本 SPR 工法簡介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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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日本 SPR 工法簡介 DM(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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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日本 SPR 工法簡介 DM(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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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日本 SPR 工法簡介 DM(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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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現場實際展示 SPR 工法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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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免開挖工法及老舊管線補強技術 

日本針對老舊雨水、污水管道及壓力、配水、輸水主管的免

開挖更新管線及下水道豎井，並強化保護管道不受腐蝕，並以恢

復結構的完整性，減少滲透，消除伸縮縫漏水，改善水質和提高

管道流量，已具備豐富經驗與技術發展。參訪其兩大主要展示更

新工法單位為日本管更生技術協會展示主要進行管道修復工作

及人孔蓋維修工作，具有之技術包迴轉法、ARIS 襯墊法、SW 襯

裡法、K-2、Tayan 法、塗層式襯裡、Amiblu 內套管等；光硬化

工法協会，光固化法及 FRP管內表面加固方法。 

日本針對高風險且出問題頻率較高的區域進行重點檢修，針

對污水管道呈滿水位或管道有破損漏水時，有配合特殊設備的 TV

檢視車進行檢視，以找出應優先進行維護管理的區域範圍，配合

需求進行修繕更新，而因 RC 管線較缺乏耐酸性，年久可能已腐

蝕，透過為採用套管襯裡法、反轉工法及纏繞法，工法選用因應

損壞程度、需求強度、修繕環境等因素選用，相關工法簡介及施

工示意圖如後。 

表 4.1-免開挖工法技術彙整 

工法

類型 

工法簡介 

日本管更生技術協會 

迴 轉

法 

將浸漬有熱固性樹脂的管狀無紡布製成的材料插入老化的下

水道管中，然後用熱水加熱固化以建造或修復主管和安裝管

而無需鑽孔的技術。在反轉幹管的情況下，有使用水頭壓力

和氣壓倒置插入幹管修復材料的方法，以及使用換向機使用

氣壓反向插入的方法。 在縮回施工的情況下，用於縮回的修

復材料在工廠提前準備好並插入主管中。每種插入方法完成

材料插入后，通過氣壓對熱水進行加壓，使其與現有管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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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

類型 

工法簡介 

容，熱水在修復材料中迴圈到管道底部，並通過浮力體型淋

浴噴嘴注入的熱水加熱管道頂部以固化修復材料；

http://throughring.jp（外部連結） 

ARIS

襯 墊

法 

是一種倒置方法，無需挖即可從小直徑管道恢復為大直徑管

道，適用管道直徑為 75mm~1800mm。 襯裡材料倒插入管道

后，用熱水（或熱水淋浴環）固化，在現有管道內形成堅固

的自支撐管。 獨特的“淋浴環固化方法”可促進可靠的固

化，同時即使在有梯度的地方也能減少熱水的使用。 長達 

500 m 的無縫連續施工可輕鬆、快速、可靠地防止漏水。 可

以修復成具有低粗糙度係數的高效管道；

http://www.okasanlivic.co.jp/material02/aris_liner.h

tm 

SW 襯

板 工

法 

SW 襯裡法是一種管道修復方法類似 SPR 工法，其中剛性氯乙

烯帶材以螺旋狀纏繞到現有管道中，並通過用現有管道填充

間隙來修復管道。 這種方法具有諸如由於使用粘合劑而增加

剛性和高強度，快速施工以及在安全性方面的優勢，因為工

人不需要由於原始衝壓結構而進入中間部分。當然，這也將

導致成本降低。http://www.swliner.jp 

K-2 施

工法 

管狀樹脂吸附劑的內外表面在覆蓋有塑膠薄膜的 K2 襯板上

浸漬熱固性樹脂，拖入管道，在襯裡材料中施加流體壓力，

並將襯裡材料附著在管壁上。 CIPP（現場硬化塑膠管）在管

道中形成，固化后，內表面的塑膠薄膜被剝離 ；

http://www9.plala.or.jp/k-2kdt 

Tayan

法 

將現有的檢修孔、檢修孔襯裡材料、粘合板和填料在結構上

整合在一起形成復合檢修孔的修復方法。 在施工中，清洗老

化檢修孔后，在孔的內表面塗上底漆，在檢修孔壁上安裝一

塊帶有根據形狀加工的墊片的耦合板，並將浸漬熱固性樹脂

的檢修孔襯裡材料插入檢修孔。 井襯材料氣動充氣后，熱水

迴圈至滿狀態並熱固化。 檢修孔襯裡材料固化后，切割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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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

類型 

工法簡介 

和倒置，在現有人孔和連接板之間注入填料，將人孔襯裡材

料與現有人孔的內表面連接。 該技術通過將檢修孔襯裡材料

和現有檢修孔的內壁與連接板和填充材料相結合，形成複合

人孔，並修復老化的檢修孔。 

塗 層

式 襯

裡法 

塗層型襯裡法是一種主要由乙烯基酯樹脂製成的襯裡方法，

目的是防止混凝土或鐵等結構的腐蝕。 

Amibl

u 內套

管 

主要為 FRP及其他材質混用強化材質，針對古蹟老舊管線、

渠道進行套管，特別針對非圓管部分可依需求梭形，延長使

用壽命的施工方法 

光硬化工法協會 

光 固

化法 

將光固化樹脂管拖入管道，在襯裡材料中施加流體壓力擴管

貼覆後，再以光法機進行硬化提供強度 

FRP 管

內 表

面 加

固 方

法 

將 FRP 套管拖入管道，在襯裡材料中施加流體壓力擴管貼覆

後，再以光化或熱化進行硬化，進行硬化提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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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管路免開挖工法施工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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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管路免開挖工光硬化工法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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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管路免開挖工光硬化工法 DM(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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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孔監測設施(周邊資材) 

人孔蓋一般都僅考量耐用性、安全性，而在日本下水道建設

達近全接管的條件，其以考慮美觀、便利性、異味抑制、附加功

能考量，在材質部分傳統都以鑄鐵材質，重量約 40KG；會場也展

示輕型人孔蓋塑鋼材質，重量約 8KG，單手即可開啟；另因應檢

測需求，將人孔蓋與水質水量監測及傳訊設備，進行整合，方便

特殊管段或下水道水量監控。 

日本在應付龐大的下水道人孔維修部分，發展出 MR2 工法，

因應不同道路需求與縮短施工時間；人口密集區的異味抑制部

分，也研發容易加裝的阻隔設備。 

另針對人孔蓋面對氣衝防爆問題所因應的作為，氣衝最主要

為於污水管中混入雨水或短時強降雨超出原本設計負荷，造成管

內累積壓力，由重力流轉為壓力流，壓力累積過大來不及釋放導

致管線或人孔氣衝爆炸。除選用在具有耐壓或壓力的流向及洩壓

方式、人孔蓋扣筏的設計、孔洞阻塞的對策等，會議現場展示其

人孔蓋模型；也可運機能性人孔蓋，針對容易發生氣衝之排水管

道分支管網裝設水位計監控，進行管網分析及評估分流機制，以

達到實質的改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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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人孔蓋監測設備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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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人孔蓋監測設備 DM(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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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人孔蓋監測設備 DM(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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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人孔蓋監測設備 DM(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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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人孔蓋維修技術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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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人孔蓋維修技術 DM(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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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人孔蓋異味抑制裝置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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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人孔蓋異味抑制裝置 DM(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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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人孔蓋氣衝抑制裝置 DM(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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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雨污水分流設施(管材) 

日本雖下水道系統普及率高，但不非全然都是採用污水專用

管線，部分仍是將雨、污水進行合流方式，主要受氣候影響，因

有降雪時，雨水管道也會做為排雪使用，而污水廠進流站也會作

為防洪排水使用或將污水管設置於雨水箱涵內，污水部分採晴天

收集為主，因此延伸出雨、污水分水設施及管道攔污設施。 

 

圖 4-14  合流污水分流設施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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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雨水道污水分流設施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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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下水污泥肥料再利用 

日本污泥處理程序，採取聯合處理方式並結合生廚餘，進行

厭氧消化的減量，而厭氧消化可發電或產熱，脫水污泥再經乾燥

可做為火力發電之染料、建築資材；若經改良則作為農業肥料使

用。 

會場中其中一家廠商大原公司，針對改良則作為農業肥料，

有展示相關設備、試驗成效，供了解並汲取經驗。 

 

圖 4-16  日本下水道系統資源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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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下水道污泥資源化廠商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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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下水道污泥資源化廠商 DM(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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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下水道污泥資源化廠商 DM(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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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下水道系統減碳作為 

減碳目前是全球政府及各企業 ESG，近年推動及發展重點，

而日本在這部分推動減碳，也持續發展中；據日本國土交通省資

料，下水道系統對溫室氣體排出量組成主要為用電(53.7%)、污

泥燒結(20.2%)、水處理(14.9%)及其他佔(11.2%)。 

為達 2030 年減碳目標，3 大面向精進，曝氣節能技術、污泥

燒結技術(N2O 減量)、再生能源(風力、太陽能)。 

參訪日立造船株式會社(Hitz)，透過 Hitz 主要產品發電設

備，將焚燒、衛生處理並同時發電的設備，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還有甲烷發酵系統、陸上和海上風力發電、燃料電池、全

固態鋰離子電池、利用剩餘電力的製氫設備，以及利用產生的氫

氣將 CO2轉化為甲烷氣體的甲烷化系統，將在廣泛的能源領域做

出貢獻。還有，防止因工業發展引起的環境惡化，海水淡化廠建

置來解決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地區的長期缺水和嚴重缺水問

題，廢水處理系統防止伴隨工業發展的工業用水對河水造成污

染，將在支持工業發展的水資源相關領域做出貢獻。 

Hitz焚化爐廢棄物處理技術上，在臺灣多處已有相當實績表

現，例如：臺中后里、彰化溪州、雲林、臺北北投、臺東還有施

工中的臺南城西焚化爐都有相當亮眼表現。而在水處理方面，海

水淡化、回收水再利用、養殖處理水、民生污水、工業廢水及垃

圾滲濾液皆有開發不同處理技術設備產品，實際交流有關污泥燒

結技術、設備，取得相關豐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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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下水道系統減碳目標 

 

圖 4-19  參訪日立造船株式會社(Hitz)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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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下水道系統檢視設備 

管道內 TV 檢視作業，傳統為輪型車，因管道內仍有水流也衍

生出空拍機、船型或仿生機械等管道檢視設備，以克服管道內可

能之阻礙或人員進入檢視危害之情形；另因應日本地震頻繁，透

過建立主要管道流量監控設施若數據偏離顯示有滲漏情況，並能

有立即進行 TV 檢視調查作業。 

 

圖 4-20  參訪下水道檢視設備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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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水處理及環工設備 

水處理技術部分參訪久保田株式會、Veolia、Hitz 等廠商，

了解 MBR、MBBR、MABR 之最新處理系統；另會場有多家設備商展

示離心式脫水機，其設備處理效率相較傳統帶濾、板框式較佳，

空間及設備維護也都便利，未來設備選用之參考。 

 

圖 4-21  參訪水處理技術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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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離心式污泥脫水廠商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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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離心式污泥脫水廠商 DM(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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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下水道協會拜訪 

日本下水道協會也是本次展覽的主辦方，日方得知台灣下水

道協會、營建署與各縣市單位將參訪本次展覽，特安排於 8/1 開

幕當天拜會協會行程，以餐敘方式進行雙方經驗交流。 

 

圖 4-23  拜訪日本下水道協會經驗交流 

4-11. 豐平川污水處理廠參訪 

札幌市主要分成 3 個污水系統，分別由創成川水處理中心、

新川水處理中心及豐平川水處理中心管理豐平川水處理中心下

轄有 4 個水再生廣場(污水處理廠)豐平川水再生廣場、厚別水再

生廣場、定山溪水再生廣場、東部水再生廣場；豐平川水再生廣

場為本次現地參訪地點，簡介如下。 

◼ 本處理廠位於豐平川的右岸，所在地：白石區菊水元町 8 條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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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區域面積：4,833ha 

◼ 處理能力：186,000 CMD 

◼ 污泥處理：污泥由污水廠泵送至東部污泥處理中心處理處置 

◼ 札幌市下水道於 1972 年冬季奧運會時積極進行擴充維修，普及

率在 1970 年曾不到 20%，現在普及率平均為 99.9%，本廠於

1970年 10 月開始營運，第 2期污水處理設施因污水量增加，

於 1980 年 9月完工開始正式加入營運 

◼ 雖然使用年限已逾 40 年，惟整廠的狀況維持的非常好，前處理

都加蓋並設置通風除臭設備，使得廠內沒有什麼臭味。 

◼ 全廠操作人力編制 26 員，實際在職計 27 員。 

◼ 每日在職人員約 13-15 員左右。 

◼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原則上併同自來水費每 2 個月繳一次，每

噸約 13 元。 

 

圖 4-24  札幌市污水收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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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豐平川污水處理廠簡介 

 

圖 4-26  現場交流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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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污水處理流程單元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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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心得 

本屆 2023年日本下水道展在今年 8月 1日~4日於札幌舉辦，

4 天展期內總計約 3 萬人(次)參與，為疫情後最盛大展覽。參展

廠商 299家，類別主要包含設計測量、建設土木建築、管路資器

材、下水處理、維持管理、排水設備及計測等，透過機台、模型

或影像展示，以及現場人員簡報方式，廣泛的介紹下水道及污水

處理等領域的新技術、工法材料、設施設備、維護管理及未來願

景等成果，讓相關產業情報能在產官學界之間迅速流通，尤其是

針對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下水道管理機關。日本下水道展具有豐富

多元的展覽內容，故能吸引海外人士、社會大眾、孩童及學生關

注下水道建設的重要性，也行銷相關下水道及污水處理技術、工

法、機械設備與材料推廣到海外。 

(一)智慧化管理下水道系統 

參訪日本下水道展感受目前日本極重視下水道系統管渠、人

孔的更生及延壽，另外因地震影響也延伸出許多防災、減災作為

之相關技術、材料及工法，同時為求有效的管理龐大複雜的下水

道系統，應用雲端技術、物聯網模式、大數據管理及人工智慧等

技術相當廣泛，用以維護下水道系統正常運行與防災上，可作為

本市辦理相關建設延壽工作及營運管理之重要參考。 

(二)資源再利用及減碳推動 

污泥肥料及減碳策略執行在政策推行過程，已可感受日本在

計畫推動上，都以訂立相關方向，並逐步邁進，並配合民間技術

不斷精進改變，教育推廣讓民眾接受。 



55 

(三)共同參與政策行銷 

日本下水道展能持續每年在日本重要都市成功展出，現場除

除了專業廠商展示、展覽外，也可看到親子互動區或環境教育體

驗設施或攤位，讓生硬的展覽變得更能貼近民眾的生活及推廣下

水道。 

(四)污水處理廠 5S 

本次考察豐平川污水處理廠，廠區各棟建築採用簡約白色，

各單元能維持乾淨整潔，施工人員井然有序的作業，可以深刻感

受日本人的工作文化，敬業、細心體貼及硬體設備維護的用心。

而臺灣的都市污水處理廠因為諸多因素，而被視為都市的嫌惡設

施，實應提升操作、維護及管理效能，應培養下水道及污水處理

從業人員的敬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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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 

本行次參訪重點藉由日本下水道建設、管理技術、設備等水

處理設備商等進行技術研發交流，並在各公司解說下得知有相關

技術、設備及淨零碳排放技術，汲取國際間水處理設備暨各項處

理技術之發展，對於未來臺南下水道發展更加多元。 

除了了解水處理技術外，對於廠的管理也有所收穫。各廠商

以逐步推行智能化或智慧管理方式，使用物聯網管理和營運操作

方式，可降低人力需求並且提升污水廠處理效率，久保田株式會

社、東京計裝更提供從設備製程、產出到售後服務皆可由 loT 方

式處理及了解狀況，相關技術皆可納入後續既有污水廠設備更新

或再生水廠規劃設計之考量方向。 

參訪 2023 日本下水道展及拜會日本下水道管路管理協會瞭

解，應受地震及年限，日本近年積極研發下水道系統管渠延壽及

更生的技術與工法，未來針對本市無論雨水或污水下水道建設已

老舊管渠道面臨更新情境，考量地方政府預算編列日趨嚴峻，或

是現場無法開挖更新等因素，而需採用現地更生或延壽工法，日

本大量使用的套管襯裡法、反轉工法或螺旋式纏繞法可供借鏡採

用。 

全球面臨極端氣候的情形，短時間強降雨往往導致下水道人

孔設施發生氣衝或冒水等情形。其中氣衝主因為污水管中瞬間混

入大量雨水，造成管內空氣受壓來不及釋放導致人孔蓋氣衝，日

本下水道管路管理協會展示一種新設計理念的防止氣衝人孔

蓋，包括壓力流向及洩壓方式、人孔蓋扣閥設計、孔洞阻塞對策，

管網水位計監控評估使用導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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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效益 

本次參訪汲取新資訊及經驗可作為未來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

處理與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等相關業務推動之參考。 

推動再生水計畫效益重點： 

1. 藉由本參訪行程中於各參訪地點所蒐集之技術資訊結合與當

地廠商與專家之相關知識，經過整合與消化後，應用於未來

臺南下水道建設推動。 

2. 與專業廠商討論中收集技術資訊，包含於系統資料管理、營

運期間維護管理、建設及修復技術，以進一步擬定更佳效益

的營運及設計。 

本次的參訪蒐集了下水道建設各種不同層面的技術資訊，如

資源化、污水處減碳作為、水處理設備及管道修復之技術研發創

新等，在後續推動之專案皆可納入執行設計規劃的知識庫。 

本次參訪亦瞭解日本廠商對於未來水資源永續利用的創新技

術及為重視，面對氣候變遷、人口成長、世界水資源匱乏與嚴苛

環境法規做改善，對此，且不僅針對水資源方向，更廣泛至淨零

碳排放或是綠能技術融合開發。臺灣水源非常依賴天候因素，如

何降低氣候變化和極端事件的影響，且又維持既有生態環境，都

是重要課題。 

未來，臺南在推動再生水政策時，亦可納入綠能技術，據此，

和再生水相關配套如、供需、技術、管理等層面之政策，應持續

關注及發展。另為呈現全臺水資源整體樣貌及各區域因地制宜作

法，經營策略建置需符合時宜之法規配套，亦可參照與我國國情

及地理環境相近之國家相關政策，開啟我國再生水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