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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深度揭密：麻雀變鳳凰，帶你直擊臭水溝大變身！ 

一、摘要 

竹溪是唯一一條位於台南市中心的河川，於清領時期就有記載到竹溪的蹤跡。是灌溉台南

城鎮的重要河川，其沿途流經市區內珍貴的原生森林、富含歷史價值的南山古墓群、竹溪

寺、具防洪功能的月見湖。然而竹溪隨著時代的進步卻變為居民口中的臭水溝，其中有 90

％的水來自生活汙水。這導致水質受到嚴重的污染，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在居民與市府的

努力之下，進行竹溪的整治。然而不斷有質疑的聲浪，認為整治的工程不夠完善，汙染仍

然存在。這個問題讓我們想利用化學儀器，觀察整條竹溪前後水質的狀況，希望能透過水

質測定以及實地觀察，監督政府對竹溪的整治成效。在檢測儀器中，我們加入了課本所學

的 COD，由課本知識出發向外延伸，讓知識應用於生活之中。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聽了有關竹溪整治的演講後，我們第一次得知原來家鄉有一條叫「竹溪」的溪流，發現了

它是台南市區內唯一的原生溪流後，激起了我們的好奇心，開始蒐集有關它的相關資料。 

我們進一步查詢政府對於竹溪的相關整治，想知道其呈現的效果是否有改善。在與老師討

論後，老師提供了我們有關量測水質 COD 的科學期刊。我們便決定以過錳酸鉀滴定來測定

COD(化學需氧量)[1］。透過其測定方法量測竹溪的水質，盼望能以市民的角度一同監督政

府的整治工程，共同打造一個更美好乾淨的家園。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

1.藉由儀器測定竹溪上下游各個點的汙染指數，判斷竹溪受污染的程度及原因。

2.比較整條竹溪前後水質。

3.實際操作課本所學的檢測儀器，也加上其他儀器與試劑的使用。

4.期望能監督政府關於竹溪整治的成效，並達到知性與教育的效果。

（二）實驗假設

依據地理課本所學，可知河川在一般的情況，自上游起水質由清澈變混濁。因此我們推測

竹溪在未受人工開發的狀況下應是如此。但由於竹溪在政府的開發下，許多河段流入地下

箱涵，匯入台南市東幹線排水溝，並且匯集了來自林森路排水、大林路排水及府連路排水

等地的民生汙水﹝2﹞。而在 105 年至 109 年間，台南市政府開始整治健康路到體育路之間

的河段，使其成為竹溪景觀河道﹝3﹞。而竹溪的下游會流往日新溪，即人工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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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提出這樣的假說： 

1.竹溪位於巴克禮的河段未受到改道或污染，水質及各項指標應為正常或佳。(A 點和 B 點) 

2.流到政府整治的區域，原本從下水道排出的水體在經過整治區域後，水質由壞轉為好。 

(C 點到 F 點) 

3.竹溪尾端即至善橋，因為匯入其他人工排水溝的水而水質大受污染，測出的污染程度應為

最高。(地點 G) 

 

圖說：竹溪流域範圍及各個採水地點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背景介紹 

由於竹溪沿途接納大量的民生汙水，昔日清澈的水質已不復見。只有在中央一段哈赫拿爾

森林內，因人煙稀少至今還保留著原本的生態景觀。而竹溪下游，至善橋附近成了「台南

市東幹線排水溝」，大量生活汙水匯集，汙染甚是嚴重。 

(二)實驗架構 

1.找出流域：竹溪整條流域，有許多地方流到了地底下，要找出上游、中游、下游的位置相

對困難許多。竹溪的上游位於巴克禮公園，是地下湧泉。而中上游的部分是河川整治的區

域，我們這次實驗便著重於這區。竹溪的下游會流往日新溪，即人工大排，水質汙染程度

值得我們觀測。 

2.實驗器材 

藥品 過錳酸鉀 KMnO4 

試劑 1.硝酸鹽 NO3
- 

2.亞硝酸鹽 NO2
- 

3.COD 試劑 

設備 1.pH 計 

2.硬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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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鹽度計 

4.溶氧機 

5.溫度計 

 

(四)實驗採水流程(戶外) 

1. 採水 

依序到各個定點採水，採集到的水以瓶子盛裝。 

2.現場量測各個試劑 

（硬度計、鹽度計、溫度計、pH 計、溶氧機，COD、NO2
-、NO3

-
的水質檢測包。） 

 

(五)實驗採水流程(實驗室內)

 

    

※ 得到溶氧量 DO：使用溶氧機當場測量，其數值即為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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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 

1.檢量線 

透過掃描各濃度的 KMnO4溶液而求得檢量線公式， y=0.0141x+0.0011。透過此公式，可藉

由配置理論為 50ppm 的 KMnO4 溶液，回推實際加入的 KMnO4 含量。 

圖說:檢量線                                                               圖說:CODMn 

 

（五）結果分析 

1.政府標準 

污水下水道系統： 

(1)水溫：攝氏 35度以下（十月到翌年四月） 

(2)硝酸鹽氮：低於 50ppm 

(3)氫離子濃度指數：6.0-9.0 

(4)COD依水流量區分兩種： 

 ①流量大於 250m3/day ②流量低於 50m3/day 

COD 低於 100ppm 低於 150ppm 

竹溪的日平均排水流量約 23,000~44,000 m3/day，所以適用②流量低於 50m3/day。 [4]  

※ 注：CODMn 是測試 COD的一種方式，所以 CODMn使用 COD 的標準。 

 

(5)溶氧量 DO 

溶氧量 未受汙染 輕度汙染 中度汙染 重度汙染 

DO (ppm) DO≧6.5 6.5≧DO≧4.6 4.5≧DO≧2.0 DO＜2.0 

https://www.moeaidb.gov.tw/iphw/tucheng/park/file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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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點數據與標準比較 

地點 pH COD CODMn DO 汙染程度 

A 7.78 13.4 63.38 8.68 未受汙染 

B 8.00 6.3 43.04 9.18 未受汙染 

C 7.74 14.2 35.83 7.98 未受汙染 

D 7.98 12.05 28.94 6.10 輕度汙染 

E 8.36 17.0 47.05 7.58 未受汙染 

F 7.94 12.95 48.16 5.32 輕度汙染 

G 7.64 32.3 226.74 3.96 中度汙染 

（六）結果探討 

為什麼地點 D 受到輕度污染？ 

我們推測這可能是由於流過人造下水道的緣故。 地點 F 也是如此。 

而在 CODMn 平均值的圖表中可以看出，地點 G 的 CODMn 數值遠高於其他位置，這意味著

污染程度最高。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根據我們的數據顯示，地點 A 及 B皆在標準值內，為未受汙染的水體。符合「假說

1：竹溪位於巴克禮的河段未受到改道或污染，水質及各項指標應為正常或佳。」 

政府整治的河段約為地點 C 到地點 F 的河段，可以看出 CODMn 有降低的趨勢，表示

政府的整治有成效。符合「假說 2：流到政府整治的區域，原本從下水道排出的水體在經過

整治區域，水質由壞轉為好。」 

由 CODMn 的五個數據顯示可知，竹溪的 CODMn 越往下游數據漸漸升高，尤其是下游

的採水點 G，在平均值的圖表中可看到，CODMn的數值都遠高於其他地點，代表其汙染程

度最高。我們推測這是因為至善橋是竹溪和其他大排水溝的交會點，匯集了許多汙水，導

致染特別嚴重。符合「假說 3：直到到竹溪尾端即至善橋，因為匯入其他人工排水溝的水而

水質大受污染，測出的污染程度應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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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應用 

我們未來將以此次實驗為範例： 

1.用於檢測其他影響環境更巨大的河川的污染及整治，共同讓環境變得更加乾淨，提升生活

品質。 

2.下次實驗能學習採用別項污染測定法，與這次的方法雙管齊下，例如觀察環境中的生物，

加以研究，共同作為污染的判斷依據。 

3.能夠貼近自然，培養主動關心自身周遭自然環境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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