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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便變黃金』—不同基質來源及濃度與環境因子對沼氣生產之影響 

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討不同基質及環境溫度對沼氣生產之影響。共分成四個試驗，分

別探討不同家畜糞便基質、不同發酵溫度、不同基質濃度、畜舍於冬、夏季不同清洗管理對

沼氣生產之影響，四個試驗均採二重複進行。 

試驗結果顯示，家畜之糞尿碳氮（C：N）比會影響沼氣之生產量。中溫發酵產氣率隨溫

度的升高而增加，高溫發酵比中溫發酵顯著提高產氣率。沼氣之產量會與基質濃度成正比。

冬季單位時間產沼氣量小，糞尿基質濃度較高，流量小滯留期較長，總沼氣產較高；夏季單

位時間產沼氣量大，糞尿基質濃度較低，流量大滯留期較短，總沼氣產較低。 

關鍵詞：沼氣、基質、碳氮（C：N）比值、高溫發酵、低溫發酵、基質濃度、冬季、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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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能源已為人類不可或缺者，更牽動著工業發展。自從 1973 年石油危機以來，造成世界各

國對現今能源系統的重新評估。由於石油的再生能力太低、蘊藏量有限，使得發展替代性能

源變得相當重要。全球上的生物資源是非常豐富的，因此應用生化發酵作用轉換，使其成為

可用的能源，此即為生質能源。「沼氣」是將有機廢棄物如農牧、食品、造紙等產業廢水、廢

棄物，經厭氣發酵後產生。而沼氣中約有 60-65%的「甲烷」，是常被應用之生質能源，相較

於石化燃料其具有容易取得及產生較少二氧化碳的特性，同時兼顧環保及資源回收的目的。 

貳、研究目的 

由於沼氣是靠各類群微生物（Microbe）分解有機物質產生的，是微生物生命活動的結果，

其過程是複雜的生物化學變化。本研究將針對氣態生質能源－沼氣發酵做深入的瞭解，並且

建造一個發酵實驗裝置，以不同家畜糞尿為基質及環境溫度進行發酵試驗。實際運作，從中

探討不同基質的差異性及 佳的控制條件。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沼氣厭氣發酵裝置（圖 1）： 

（一）蠕動幫浦（文欣儀器行，轉速：7-200rpm；流速：0.42 to 570 mL/min；馬力：1/20 hp；

電源：90-130 V，1.5A） 

（二）沼氣厭氣發酵槽 

（三）排水集氣裝置 

（四）恆溫水浴槽（程揚儀器有限公司，溫度範圍：5-100℃；電源：110 V，10A） 

（五）抽氣幫浦（程揚儀器有限公司，真空度：650 mmHg；流量：20 L/min；馬力：1/8 hp） 

（六）溫度計 

二、基質配置裝置（圖 2） 

（一）畜牧場之牛糞、羊糞、豬糞 

（二）濾網 

（三）漏斗 



（四）基質浸泡桶 

（五）電子磅秤（程揚儀器有限公司，度量範圍：0.1-105kg；電源：110 V，0.1A） 

     

圖 1. 沼氣厭氣發酵裝置                       圖 2. 基質配置裝置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文獻檢討 

（一）沼氣的定義 

沼氣（Biogas）是一些有機物質如稻稈、雜草、樹葉、人畜糞便等廢棄物，在一定的溫

度 條件下，於沼氣池隔絕空氣進行厭氧發酵，經微生物、濕度、酸度 發酵作用而產生的可燃

性氣體，由於這種氣體 早在沼澤地被發現，故名沼氣。沼氣是混和性氣體，其中成分含有

甲烷 60-70%，此外還含有二氧化碳、硫化氫、氮氣和一氧化碳等，由於沼氣含有少量硫化氫，

所以略帶臭味。沼氣其特性與天然氣相似，空氣中如含有 8.6-20.8%的沼氣時，就會形成爆炸

性的混合氣體。沼氣除直接燃燒用於炊事、烘乾農副產品、保溫、照明和氣焊等外，還可作

內燃機的燃料。 

（二）三段式廢水處理 

目前台灣之畜產廢棄物處理一般均採用三段式廢水處理，分別為固液分離、厭氣發酵、

好氣處理其過程如圖 3 所示。此三階段的系統在第一個主要處理階段之固液分離後，即可將

固體的部分經醱酵做成堆肥，剩餘的液體部分則須經過後續的兩個主要階段進行處理。在厭

氧處理階段利用厭氧性的微生物分解有機質，並可以產生沼氣以供發電之用， 後則利用曝

氣機曝氣以利好氧性的微生物進行活性污泥法之處理。因此，此方法又稱為生物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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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三段式養豬廢水處理設施 

（三）沼氣發酵的微生物學原理 

只有瞭解發酵微生物的種類、生活條件和代謝途徑，才能掌握沼氣形成的歷程。沼氣發

酵的過程，根據生化反應的主要類型，可分為三階段：水解發酵階段、酸化階段和甲烷化階

段。其過程如圖 4 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第一階段為水解發酵，包括各種水解發酵細菌的

活動，這群細菌能夠將多糖（如澱粉、纖維素等）、蛋白質和脂類水解並進一步發酵成有機酸

（Organic acid）類、氫和二氧化碳。第二階段為產氫的產乙酸菌和同型乙酸菌的活動，它們

將第一階段細菌所產的除乙酸以外的各種有機酸和醇類轉化為乙酸、氫和二氧化碳。第三階

段為產甲烷階段，由各種產甲烷菌，以第一和第二階段所產的乙酸、氫和二氧化碳為基質，

終形成甲烷和二氧化碳。 



 
圖 4. 沼氣發酵的三個生化階段，(1)(2)(3)(4)表示四個主要代謝菌群和降解的一般路徑 

（四）沼氣發酵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1.基質 

在沼氣發酵過程中，基質既是產生沼氣的基礎，又是沼氣發酵細菌賴以生存的養料來源。

固體基質在沼氣發酵時的分解率一般只有 50%左右。可溶性基質則較容易消化，在沼氣發酵

時廢水中可溶性有機物往往可除去 90%以上。 

沼氣池的負荷通常會反映於發酵原料濃度，適宜的乾物質濃度為 4%-10%，即發酵原料

含水量為 90%-96%。發酵濃度隨著溫度的變化而變化，夏季一般為 6%左右，冬季一般為

8%-10%。 濃度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沼氣發酵。濃度過高，則含水量過少，發酵原料不易

分解，並容易累積大量酸性物質，不利於沼氣菌的生長繁殖，影響正常產氣。濃度過低，則

含水量過多，單位容積裡的有機物含量相對減少，產氣量也會減少，不利於沼氣池的充分利

用。 

2.活性污泥 

厭氧發酵過程主要是靠厭氧微生物的活動，特別是產甲烷菌更是嚴格厭氧細菌。在有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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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產生的各種有機廢物當中厭氧微生物的數量較少，有些嚴格厭氧微生物根本不能生

存。而在有機物厭氧分解的各個場所，如陰溝污泥、積水糞坑、河流和湖泊的沈渣、動物的

糞便及腸道中，厭氧發酵微生物大量生存。活性污泥中的有效成分是活的微生物群體，不同

來源的活性污泥其生物活性差別很大。當沼氣發酵啟動時，必須把大量活性污泥加入沼氣池

或發酵器內進行接種，這是厭氧發酵起動階段成敗的關鍵。 

3.溫度 

一般化學反應的速度，常隨溫度的升高而加快，每當溫度增加 10℃，化學反應的速度可

能增加 2-3 倍，酶促反應在一定的溫度範圍內也符合這個規律。沼氣發酵可分為三個溫度範

圍，50-65℃稱為高溫發酵， 20-45℃稱為中溫發酵， 20℃以下稱為低溫發酵。高溫發酵比

中溫發酵可提高產氣率 2.5 倍左右，在 50-60℃之間產氣量隨溫度升高而增加，一般多採用

53-55℃。高溫發酵能殺死蟲卵，但需要消耗較多的熱能，所以在衛生條件要求不高時，多採

用中溫發酵，當溫度在 80℃以下或 60℃以上時，沼氣細菌的生長繁殖受到抑制，產氣量很少，

甚至不產氣。中溫發酵在 40℃以下產氣率隨溫度的升高而增加，中溫發酵高於 40℃時產氣

量反而下降，這個說明中溫發酵和高溫發酵的微生物區是不相同。 

4.基質滯留時間 

溫度不僅影響產氣量，而且也與滯留期相關，所謂滯留期就是指原料在沼氣池內的相對

停留時間，同一種原料溫度越高，滯留期越短；反之，溫度越低，滯留期越長。 

5.基質的碳氮（C：N）比值 

沼氣發酵原料的C：N比值，是指發酵原料中有機碳素的含量和氮素物質的含量的比例關

係。表 1 所示為一些常用發酵原料的碳氮比。因為微生物的生長對碳氮比有一定要求，另一

方面，發酵原料中有機氮素含量較高，即C：N較低時，微生物在轉化有機氮素時，用一部份

氮素合成菌體維持生長，多餘的氮素則會被分解成無機氮素而放出氨，這樣就增加了發酵液

的鹼度。這對防止發酵啟動中酸化現象的產生有一定作用。在沼氣發酵過程中，原料的C：N

比值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微生物將一部份有機碳素分解為甲烷和二氧化碳，這些氣態產物由

發酵液中溢出，另一部份碳素和氮素物質則被微生物吸收，多餘的氮素物質則以NH4HCO3的

形式溶於發酵液中。每經過一次分解，C：N比值會下降一次。因此，發酵液的C：N比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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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發酵原料的C：N比值為低。微生物生長的環境是發酵液，所以我們應更著重發酵液的C：

N比值。沼氣發酵適宜的C：N比值範圍較寬，有人認為 13-16：1 好，但也有實驗說明在

6-30：1 的範圍內仍然合適。一般人認為在厭氧發酵的啟動階段C：N比值不應大於 30：1。 

表 1. 常用沼氣發酵原料的 C：N 比值 

原料種類 碳素含量（％） 氮素含量（％） C：N 

乾 麥 桿 46.0 0.53 87:1 

乾 稻 草 42.0 0.63 67:1 

玉 米 桿 40.0 0.75 53:1 

樹    葉 41.0 1.00 41:1 

大 豆 秧 41.0 1.30 32:1 

野    草 11.0 0.54 26:1 

花 生 秧 11.0 0.59 19:1 

鮮 羊 糞 16.0 0.55 29:1 

鮮 牛 糞 7.3 0.29 25:1 

鮮 豬 糞 7.8 0.60 13:1 

鮮 馬 糞 10.0 0.42 24:1 

鮮 人 糞 2.5 0.85 2.9:1 

6.pH 值 

沼氣發酵的 適 pH 值為 6.8-7.4，6.4 以下、7.6 以上都對產氣有抑制作用。pH 值在 5.5

以下，產甲烷菌的活動則完全受到抑制。這裡所說的 pH 值是指發酵器內的 pH 值，並非原料

的 pH 值。碳水化合物含量較高的原料，一般為中性，但進入沼氣池後會因迅速酸化而使發

酵器 pH 值降低。在啟動過程中，原料濃度偏高時經常有這種現象發生，這往往是造成沼氣

池啟動失敗的原因。在運轉過程中，如果負荷太高也會出現這種情況。當發生這種情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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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停止進料，並適當加入碳酸氫銨、石灰水或草木灰等鹼性物質，可使發酵液的 pH 值

得到恢復。如果 pH 值下降過低，一般在 6.0 以下，則應大量投入接種物或重新進行啟動。沼

氣發酵液 pH 值的變化，不僅受有機酸含量的影響，同時也受鹼度的影響。鹼度是指水中含

有與強酸（鹽酸、硫酸）相作用的所有物質的含量。發酵液中鹼度的形成主要是由於重碳酸

鹽、碳酸鹽及氫氧化物的存在。硼酸鹽、磷酸鹽和硅酸鹽也會產生一些鹼度，此外還有有機

鹼等。碳酸鹽鹼度低於 1000mg⁄L 時，發酵液 pH 值的變化即進入警戒點。 

二、研究方法 

(一)試驗一：探討不同基質對沼氣生產之影響 

試驗分為三個處理組，各使用三種不同之基質，分別為牛糞、羊糞及豬糞，發酵溫度均

為 30℃，採二重複進行 5 日發酵試驗，實驗步驟如下： 

1.基質之製作：取糞便 3.0kg 並加入 15L 的水（1：5 的比例方式），浸泡 4 小時，然後利用濾

網將固形物濾出，所得濾液取 10L 作為厭氣發酵的基質，每 1 日更換 1 次(圖 5，圖 6)。 

2.厭氣發酵菌：取自養豬場廢水處理場厭氣發酵池的活性污泥，其中含有許多厭氣發酵菌，

取 10L 注入厭氣發酵槽內。 

3.定溫裝置：將厭氣發酵槽置於恆溫水浴槽中，進行 30℃定溫加熱(圖 7)。 

4.沼氣收集系統：利用排水集氣原理，先用抽氣幫浦抽氣使得集氣瓶呈現負壓，利用大氣壓

力將集氣瓶注滿水(圖 8)。 

5.利用矽膠管將基質、蠕動幫浦、厭氣發酵槽、排水集氣裝置串聯並呈現厭氣狀態(圖 9)。 

6.啟動蠕動幫浦，緩緩將基質送入厭氣發酵槽。 

7.厭氣發酵槽內污泥中的厭氣發酵菌開始進行厭氣發酵，分解基質的有機物並產生沼氣。 

8.厭氣發酵所產生的沼氣利用排水集氣法收集於集氣瓶中(圖 10)。 

9.觀察及紀錄實驗過程及沼氣產量。 



     

圖 5. 基質之製作                         圖 6. 用濾網將固形物濾出 

     

圖 7. 厭氣發酵槽置於恆溫水浴槽中            圖 8. 抽氣幫浦將集氣瓶注滿水 

     

圖 9. 裝置厭氣發酵槽及沼氣收集瓶          圖 10. 沼氣利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二)試驗二：探討不同發酵溫度對沼氣生產之影響 

試驗分為中溫發酵（發酵溫度分別為室溫、30℃、40℃）及高溫發酵（發酵溫度分別為
 9



 10

50℃、60℃、70℃）共六個發酵溫度處理組，使用牛糞為基質，採二重複進行 5 日發酵試驗，

實驗步驟同試驗一。 

(三)試驗三：探討不同基質濃度對沼氣生產之影響 

試驗分為 1kg、2kg、3kg、4kg、5kg、6kg 共六個基質濃度處理組，分別使用豬糞及牛

糞為基質，採二重複進行 5 日發酵試驗，實驗步驟同試驗一。 

(四)試驗四：探討模擬畜舍於冬、夏季不同清洗管理對沼氣生產之影響 

試驗分為二個處理組，模擬冬季組及模擬夏季組，模擬試驗設計如表 2，使用牛糞為基

質，採二重複進行 6 日發酵試驗，實驗步驟如下：  

表 2. 冬、夏季之模擬試驗設計 

處    理    組 模 擬 冬 季 組 模 擬 夏 季 組 

實 際 畜 舍 清 洗 管 理 三天洗 1 次 一天洗 2 次 

模 擬 發 酵 溫 度 20℃ 30℃ 

模 擬 基 質 濃 度 比 例 6 1 

模 擬 基 質 滯 留 時 間 比 例 6 1 

1.基質之製作：(1)冬季組：取牛糞 3.0kg 並加入 15L 的水（1：5 的比例方式），浸泡 4 小時，

然後利用濾網將固形物濾出，所得濾液取 10L 作為厭氣發酵的基

質，不更換基質，連續發酵 6 日。 

(2)夏季組：取牛糞 0.5kg 並加入 15L 的水（1/6：5 的比例方式），浸泡 4 小時，

然後利用濾網將固形物濾出，所得濾液取 10L 作為厭氣發酵的基

質，每 1 日更換 1 次基質。 

2.其餘實驗步驟同試驗一。 

三、統計分析 

將所得記錄結果利用 Excel 系統做統計分析。 



伍、研究結果 

試驗一各處理組沼氣之每日產量，分別列示於表 3 及圖 11。整個試驗期，各處理組之沼

氣產量，則是以豬糞基質組有 佳之表現，其次為羊糞基質組，而牛糞基質組則表現 差。

試驗一各處理組於試驗第四天沼氣產量均有較高之情形。 

表 3. 各種基質處理組沼氣日產量比較表 

豬糞基質組 羊糞基質組 牛糞基質組  

試驗天數  L/day 

第 一 天 24.25 13.40 4.85 

第 二 天 23.10 12.70 4.40 

第 三 天 22.00 12.90 4.30 

第 四 天 27.00 13.75 5.40 

第 五 天 20.35 12.70 4.45 

平    均 23.34 13.09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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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各種基質處理組沼氣每日產量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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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二各處理組沼氣之產量，分別列示於表 4 及圖 12。整個試驗期，中溫發酵各處理組

之沼氣產量，隨著發酵溫度升高而呈現等差成長；高溫發酵之 50℃及 60℃處理組沼氣產量均

顯著高於低溫發酵之各處理組，70℃處理組沼氣產量則顯著低落。 

表 4. 各種發酵溫度處理組沼氣日產量比較表 

中溫發酵 高溫發酵  

50℃組 60℃組 70℃組 室溫組 30℃組 40℃組  

試驗天數 L/day 

第 一 天 12.20 12.20 2.10 3.20 4.85 6.70 

第 二 天 10.80 11.15 2.95 2.70 4.40 7.30 

第 三 天 10.70 20.10 2.10 2.30 4.30 7.80 

第 四 天 12.40 12.60 1.90 3.20 5.40 6.40 

第 五 天 12.34 11.10 1.40 3.09 4.45 5.90 

平    均 2.90 4.68 6.82 11.69 13.43 2.09 

0

2

4

6

8

10

12

14

16

室溫組 30℃組 40℃組 50℃組 60℃組 70℃組

每

日

平

均

產

量

(L/day)

沼氣產量 佳

 

圖 12. 各種發酵溫度處理組每日平均沼氣產量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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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三各處理組沼氣之產量，分別列示於表 5、圖 13、表 6 及圖 14。整個試驗期，豬糞

基質 1kg 至 3kg 各處理組之沼氣產量，隨著基質濃度升高而呈現等差成長，4kg 及 5kg 處理

組沼氣產量均顯著高於各處理組；牛糞基質 1kg 至 5kg 各處理組之沼氣產量，隨著基質濃度

升高而呈現等差成長。豬糞及牛糞基質均以 5kg 處理組表現 佳，6kg 處理組沼氣產量均顯

著低落。 

表 5. 不同豬糞基質濃度處理組沼氣日產量比較表 

5kg 組 6kg 組 1kg 組 2kg 組 3kg 組 4kg 組  

試驗天數 L/day 

第 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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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 21.85 28.53 99.51 127.56 38.13 

第 二 天 13.73 22.41 27.41 102.39 121.20 36.28 

第 三 天 16.62 23.59 28.42 108.85 120.28 34.98 

第 四 天 13.08 19.37 27.03 108.24 130.80 34.61 

第 五 天 12.72 18.72 28.28 105.85 128.28 36.60 

平    均 14.39 21.19 27.93 104.97 125.62 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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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不同豬糞基質濃度處理組沼氣每日平均產量比較圖 



表 6. 不同牛糞基質濃度處理組沼氣日產量比較表 

5kg 組 6kg 組 1kg 組 2kg 組 3kg 組 4kg 組  

試驗天數 L/day 

第 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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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11.28 22.32 29.84 40.08 23.88 

第 二 天 7.92 12.37 23.48 27.88 36.24 21.62 

第 三 天 8.40 11.88 20.82 29.07 32.40 26.44 

第 四 天 7.20 13.01 21.58 31.20 38.88 25.37 

第 五 天 6.96 12.78 24.90 30.50 36.50 25.64 

平    均 7.44 12.26 22.62 29.69 36.82 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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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不同牛糞基質濃度處理組沼氣每日平均產量比較圖 

試驗四各處理組沼氣之產量，分別列示於表 7。整個試驗期，模擬冬季處理組沼氣每日

產量均低於模擬夏季處理組之個別沼氣每日產量，但模擬冬季處理組累計 6 日之沼氣總產量

則高於模擬夏季處理組之個別沼氣每日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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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模擬冬、夏季處理組沼氣每日產量比較表 

 模 擬 冬 季 組 模 擬 夏 季 組 

試驗天數 L/day 

第 一 天 2.23 2.41 

第 二 天 1.95 3.45 

第 三 天 1.60 3.40 

第 四 天 1.25 2.25 

第 五 天 1.00 2.30 

第 六 天 0.95 2.78 

平    均  2.77 

總    計 8.98  

陸、討論 

試驗一之試驗動物其中豬飼糧以精料為主，飼糧中蛋白質含量較高，因此豬糞基質之碳

氮（C：N）比值 低，有助於沼氣發酵液 pH 值的穩定與厭氣發酵菌體的增長，有助於沼氣

之生產。牛飼糧以粗料為主，飼糧中纖維質含量較高，而纖維質為碳水化合物，因此牛糞基

質之碳氮（C：N）比值 高，導致沼氣發酵液 pH 值偏低，進而抑制厭氣發酵菌之沼氣生產。

羊飼糧則是以粗料為主，但亦會於飼糧中添加精料以滿足其生長需求，因此羊糞基質之碳氮

（C：N）比值會較牛糞基質低。 

試驗二之結果顯示沼氣之產量會與發酵溫度成正比，試驗一各處理組於試驗第四天沼氣

產量有較高之情形，因本實驗裝置厭氣發酵槽並無完全浸泡於恆溫水浴槽中如圖 7，發酵槽

上半部仍會受到環境溫度影響，試驗階段之平均 低與 高室溫分別為 21.4℃及 24.2℃，試

驗第四天之 高與 低溫為 21℃及 28℃，高於平均溫度，導致於產量有較高之情形。 

試驗二之室溫組試驗階段之平均 低與 高室溫分別為 21℃及 22.2℃，因此室溫組、30℃

組、40℃組屬中溫發酵，文獻檢討指出中溫發酵在 40℃以下產氣率隨溫度的升高而增加，試

驗二結果亦有此現象。50℃及 60℃處理組組屬高溫發酵，文獻檢討顯示高溫發酵比中溫發酵



 16

可提高產氣率 2.5 倍左右，試驗二結果亦呈現此現象，高溫發酵 50℃與 60℃處理組之平均沼

氣日產量為 12.56L，中溫發酵三組之平均沼氣日產量為 4.8L，兩者相差約 2.62 倍。文獻檢討

中指出當溫度在 60℃以上時，沼氣細菌的生長繁殖受到抑制，產氣量很少，甚至不產氣，因

此 70℃處理組之沼氣產量表現反而 差。 

試驗三之結果顯示沼氣之產量會與基質濃度成正比，豬糞及牛糞 5kg 處理組沼氣產量均

高於各處理組，本試驗之基質均取自新鮮糞便，豬糞之水分含量約 75%，牛糞之水分含量約

80%，5kg 組基質浸泡後之豬糞及牛糞基質乾物質濃度分別為 6.25%、5%，文獻檢討指出適

宜的基質乾物質濃度為 4%-10%，夏季一般適宜的乾物質濃度 6%左右，試驗三豬糞基質結

果亦呈現此現象，牛糞基質結果則以乾物質濃度 5%有 佳之表現。豬糞及牛糞基質 6kg 處

理組沼氣產量均不升反而顯著低落，文獻中亦顯示濃度過高，則含水量過少，發酵原料不易

分解，並容易累積大量酸性物質，不利於沼氣菌的生長繁殖，影響正常產氣。 

試驗四為模擬台灣養豬場飼養管理模式，夏季糞尿容易有臭味因此豬舍每日清洗 2 次，

夏季溫度高，雖然單位時間產沼氣量大，但因清洗次數多糞尿基質濃度相對較低，且因流量

大而使滯留期越短使得總沼氣產量未必較高；反之，冬季糞尿較不易產生臭味且因寒冷因素

豬舍採 3 日清洗 1 次，冬季溫度低，雖然單位時間產沼氣量小，但因清洗次數少糞尿基質濃

度相對較高，而且流量小而使滯留期較長，總沼氣產量反而較高。 

柒、結論 

一、飼糧成分會反應於家畜之糞尿，豬糞基質之碳氮（C：N）比值 低，有 佳之沼氣生產

量。羊糞基質其次，牛糞基質則表現 差。 

二、室溫組、30℃組、40℃組屬中溫發酵，產氣率隨溫度的升高而增加；50℃組、60℃組屬

高溫發酵，高溫發酵比中溫發酵顯著提高產氣率，70℃組則因超過甲烷生成菌所能負荷

之環境溫度範圍，反而抑制沼氣之生產。 

三、沼氣之產量會與基質濃度成正比，其中豬糞基質以 5kg（乾物質濃度 6.25%）處理組，牛

糞基質以 5kg（乾物質濃度 5%）處理組，有 佳之沼氣產量，豬糞及牛糞基質 6kg 處理

組則因濃度過高，則含水量過少，不利於沼氣菌的生長繁殖，影響正常產氣。 

四、冬季單位時間產沼氣量小，糞尿基質濃度較高，流量小滯留期較長，總沼氣產較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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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單位時間產沼氣量大，糞尿基質濃度較低，流量大滯留期較短，總沼氣產較低。 

五、因本實驗裝置厭氣發酵槽並無完全浸泡於恆溫水浴槽中，使得發酵槽之發酵試驗仍會受

到環境溫度影響，導致試驗數據出現部分落差，未來將設計更完備之實驗設置，以使試

驗研究更為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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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91401 

1、 主題具有鄉土性，內容生活化並具有實用性，但缺少創

意。 

2、 文獻收集及整理相當用心，並能適當應用於實驗設計討

論及改進檢討。 

3、 文中文獻引用部份如能加以註記其出處更佳，以免與作

者自已的判定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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