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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區重要湖泊水質調查與研究 

摘要 

昔日，金門的水，成就了聞名中外的高粱酒，在池塘，小河，或湖中悠遊，戲水，

摸魚蝦貝類是金門人兒時最美好的回憶，近年來，金門的水，是否依然甜美甘醇，望著

浯江溪，山外溪、金沙溪那一幕幕不堪入目的景色，令人懷疑，它呈現的是又臭又髒的

汙水，和幾株早已枯萎的雜草，以及一股嗆鼻的臭味，也許金門在變，在轉形，隨時代

巨輪往前進，人們為了個人的享受而蹧蹋美好的水源；我們很想知道現今金門的水，作

為飲用水，灌溉水，生活用水，而後變成的放流水，其中變化有都嚴重？希望透過實地

觀察與實驗，更清楚認識金門湖泊的水質。 
 

壹、研究動機 

通常我們在湖邊遊玩、戲水的時候，不太會想知道這是個什麼樣湖泊？水質是好？

是壞？在我們的課程裡，有學過關於水質的相關知識，我們想研究探討金門居民賴以為生

湖泊水質的狀況，這樣來對我們村前、村後的湖泊會有更深層的了解。 

另外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探索，引起大家對金門地區湖泊水質的重視，金門湖泊大

致說來，多是屬於人工湖泊，例如:金門西北角的「慈湖」，建於民國五十九年長城部隊建

造，位於金門東南處的「太湖」，建於民國五十六年，以及位於東北角的「榮湖」，則於民

國六十三年，由當時守備師虎嘯部隊建造完成，地區有很多民生用水湖泊都是年代蠻久，

既然經歷這麼久的時間，那現今的水質是如何呢?在金門很少有過地區湖泊水質報導，身

為金門的一份子，生於思，長於思，我們應為金門盡一點微薄之力，這也是我們之所以會

選擇金門地區重要湖泊水質調查與研究的主要原因。 

 

貳、研究目的 

一、測量湖泊水得酸鹼度『pH 值』 

二、檢測各地區湖泊水質的溶氧的情形 

三、測定湖泊水的透明度和水色情形 

四、檢測湖泊水的鹽度及濁度和生物密度 

五、比較金門各個地區之湖泊水質及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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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器材：塑膠水桶、25M 童軍繩、白色廣口瓶、圓形玻璃小試管、10ml 長試管、溫度計、 

廣用試紙、比色卡、記錄表、數位相機。 

 

藥劑：溶氧測試錠、pH 值測試錠、數位溶氧飽和度。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次研究採用美國清潔水基金會所製作的水質監測組，監測項目包括溶氧量、酸鹼

值、溫度與混濁度等理化方式測定，以及觀察水生動植物。既是適合我們國中生的簡易

操作，也是一般測量水質時的重要項目。 

  

比色卡（溶氧、酸鹼值、濁度） 

 

一、溶氧（Dissolved Oxygen，DO） 

1. 溶氧是指溶解於水中的氧氣量，一般以 mg/L 或 ppm 表示。 

2. 氧氣對於一條河川的健康是很重要的，水中大部分的植物和動物需要氧氣才能生

存。一條河流若含有適當的氧氣量，則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生物生存在裡面，表

示這條河流是健康的。若水中的溶氧降低，可能使河川中的生物種類及數量減

少，且原本需要乾淨水域的生物，會逐漸被少數能生活在低溶氧量的生物（如一

些蠕蟲和蒼蠅的幼蟲）所取代。一般來說，河川的溶氧若低於 3.0mg/L 時，對大

多數的魚類不利甚至會死亡，只剩吳郭魚，這種耐污染的魚類能生存。 

3. 溶氧飽和度（％）：從溶氧飽和度對照表中找出水樣的溫度，比對到最上方的溶

氧量，此時表中溶氧與溫度欄交叉處即為水樣的溶氧飽和度。 

 

二、水溫（Temperature） 

1. 水溫代表水的冷熱程度，實驗採用攝氏溫標（℃）。 

2. 溫度會影響水的密度、黏性等物理特性，且溫度與水中溶氧（DO）有密切關聯，

因為它會加速水中生物的活動速率及呼吸作用，使耗氧的生物死亡，影響一個湖

泊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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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酸鹼性（pH 值） 

1. pH 值代表的是水中氫離子(H


)濃度多寡的指標，它可以告訴我們水質是酸性、

中性或鹼性。 

2. 河川水中的酸鹼性也是決定水中生物生態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水生植物只能生

長在某一特定的酸鹼值內，太酸或太鹼的水域並不適合大多數的生物生存。 

3. 自然界的水，pH 值大多介於 6.5~8.5 之間，但環境中很多的原因都會造成水域酸

鹼值的變異，例如岩石中的鹽類溶於水中、空氣污染所造成酸雨、及工廠或家庭

所排放的廢水都會改變河水的酸鹼值。 

 

四、濁度（Turbidity） 

1. 濁度是指水中含有一些懸浮固體的量，如沙子、藻類、浮游生物或微生物等。 

2. 測定時使用光線散射原理來判斷水樣的混濁程度，我們所採用的濁度定量單位為

傑克生濁度單位（Jackson’ Turbidity Unit，JTU）。 

3. 濁度會影響河川的溫度以及水生動物生存所需的環境，故測定濁度亦甚為重要。 

 

五、生物指標—除了以上的理化測定方法，生物指標也是判斷水質優劣的重要項目。 

1. 我們人本身有些直覺也可以直接判斷河川的污染程度，例如：水的清澈程度、水

的味道或河川直覺都可以幫助我們很快的判斷河川是否健康，而決定是否願意親

近這條河川或是去碰觸河水。不過這是個人主觀的感受，會因人而異。 

2. 水中的生命更是最好的河川健康指標，因為他們長期生存在水中，例如：魚類、

溪蝦、螃蟹，甚至水生昆蟲更是精準的指標，因為他們對河川的環境水質很敏感，

對生長環境很挑剔，有些僅能在特定的水質中生存者，便是指標性生物。 

3. 從生物種類的多寡也是很好的指標，通常較佳的水質其生物歧異度會較高，反

之，水質越惡劣，水中通常僅剩吳郭魚和一些紅蟲的蹤跡，而其他種類極少，生

物歧異度低。 

 

金門地區河川湖泊水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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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溶氧飽和度（％）對照表 

 溶氧（ppm） 

溫度 

（℃） 

 0（ppm） 4（ppm） 8（ppm） 

2 0 29 58 

4 0 31 61 

6 0 32 64 

8 0 34 68 

10 0 35 71 

12 0 37 74 

14 0 39 78 

16 0 41 81 

18 0 42 84 

20 0 44 88 

22 0 46 92 

24 0 48 95 

26 0 49 99 

28 0 51 *102 

30 0 53 *106 

32 0 55 *109 

34 0 57 *113 

36 0 59 *116 

38 0 60 *120 

40 0 62 *123 

* 一般而言，溶氧飽和度不會大於 100%，除非有過度曝氣或水中藻類生長旺盛，

光合作用較強。 

 

實驗步驟 
(一)、採水 

1.利用童軍繩繫住水桶拋入河川湖泊中取水，採水點應盡量在水域中央，或至

少必須遠離岸邊，避免岸邊的垃圾或雜物影響水質檢測數據。 

2.取水採水動作迅速，水樣採集後馬上在現場進行檢測分析，以保持河水原來

特性。 

 

(二)、溫度、鹽度測定 

 1.將溫度計放置於水面下 20cm 處維持約 1 分鐘 

 2.自水中取出溫度計，讀取溫度，並將所測溫度填在記錄表上。 

3.利用日製鹽度計直接取水，在目鏡上直接讀出數據，記錄在記錄表上。 

4.鹽度（以 S 表示，Salinity）是指水中內鹽的含量。在陸地上， 鹽度習慣以千

分之一（ppt）表示。 

 

(三)、溶氧測定 

 1.將圓形玻璃小試管完全浸入水樣中取水，保持水樣滿至試管的頂端。 

 2.在小試管中放入 2 顆溶氧測試錠，當藥片加入後，水樣將會溢出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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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旋緊試管蓋，並確定試管中無氣泡殘留。 

 4.反覆上下搖晃試管，直到藥片完全溶解之後，靜置 5 分鐘等待水樣顏色變化。 

 5.利用溶氧色卡比對水樣的顏色，並以 ppm 為單位記錄所得之溶氧值。 

6.利用電子數位溶容氧量檢測儀量取各湖泊水之容氧量，直接記錄。 

 

(四)、pH 值試驗 

 1.將 10 ml 的試管浸入水桶中裝滿水樣。 

 2.放入 1 顆 pH 檢測試錠。 

 3.旋緊試管蓋，反覆上下搖晃直到藥片完全溶解。 

 4.比對水樣與 pH 色卡上的顏色，並做記錄。 

5.利用 pH 電子數位儀測試水質的酸鹼度。 

 

(五)、濁度試驗 

 1.將沙奇盤(Secchi disk)圖示標籤黏貼於白色廣口瓶的內側底部。 

 2.將水樣注入廣口瓶，並與外側所標示的水位線等高。 

 3.將濁度色卡置於瓶口邊緣，朝廣口瓶底部觀察。 

 4.比較瓶底沙奇盤標籤與色卡後，將水樣濁度以 JTU 為單位記錄下來。 

 

 

 

 

金門地區土質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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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質 監 測 紀 錄 表 

一、監測地基本資料 

(1) 監測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2) 監測時間：□上午 □下午 _____時_____分 

(3) 監測地點： 

   A. 監測河川(湖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實際監測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監測水體類別 : □溪流、河川 □池塘、湖泊 □水庫 

(4) 天氣情況：□晴朗炎熱 □晴時多雲 □陰天 □雨天 

(5) 降雨情況：□沒有 □零星 □小雨 □中度 □大雨 

   降雨時間：□陣雨 □半天 □一天 □兩天 □兩天以上 

(6) 河川湖泊所在地土地利用情況：□軍營 □鄉村 □市郊 □都市  

(7) 監測地點周圍環境情形： 

   □森林 □荒地 □農田 □養殖 □住宅 □公園 □軍營 □學校 

(8) 河岸(湖岸)狀況：□由 砂、石、土自然形成的河岸  

□高度人工整治的河岸 □低度人工整治的河岸 

(9) 植物生態： 

   □無 □岸邊有葦草 □水面有布袋蓮 □水面有浮萍 □水中有水草 

□其它     ________ 

(10) 對水邊的感受： 

   □舒適 □即不想接觸 □沒有特別感受 □護堤太陡不能接近河川 

(11) 備註 : 

二、監測數據資料 

 

 

 

樣品編號 水樣外觀 水樣顏色   水  溫  

  （℃） 

  溶  氧 

 （mg/L） 

  酸鹼值 

（pH 值） 

  濁  度 

 （JTU） 

 備註 

        

三、生物記錄： 

 

四、相片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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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經過好幾週來實地走訪，對金門地區各主要湖泊進行水質觀察，彙整記錄如下： 

 

表一、水質監測結果統計表 

湖泊名稱 水樣外觀 水樣顏色 
水溫 

（℃） 

溶氧 

（mg/L） 

酸鹼值 

（pH 值） 

濁度 

（JTU） 

古崗湖 混濁 淺綠色 21.0℃ 8.6 pH＝10 大於 40 J T U 

太湖 混濁 淺綠色 21.5℃ 8.9 pH＝9.0 小於 40 J T U 

田埔水庫 稍混濁 淺綠色 23.5℃ 8.3 pH＝7.5 小於 40 J T U 

瓊林水庫 稍混濁 淺綠色 22.5℃ 7.9 pH＝8.0 大於 40 J T U 

榮湖 混濁 綠色 22.0℃ 4.3 pH＝7.5 大於 100 J T U 

金沙水庫 混濁 綠色 23.0℃ 8.6 pH＝9.0 大於 40 J T U 

雙鯉湖 混濁 深綠色 23.0℃ 9.2 pH＝9.0 大於 100 J T U 

慈湖 極清澈 黃色 22.0℃ 9.8 pH＝8.5 小於 40 J T U 

莒光湖 清徹 黃色 23.0℃ 6.3 pH＝8.0 小於 40 J T U 

陵水湖 稍混濁 黃綠色 24.5℃ 8.9 pH＝9.0 大於 100 J T U 

 

＃因測量時間不同 天候也不同，以致水溫度差異蠻大。 

 

 

 

 

表二、各湖泊水的酸鹼度與溫度及鹽度 

湖泊名稱 酸鹼度 溫度 鹽度‰ 

古崗湖 pH＝10 21.0℃ 0 

太湖 pH＝9.0 21.5℃ 0 

田埔水庫 pH＝7.5 23.5℃ 0 

瓊林水庫 pH＝8.0 22.5℃ 0 

榮湖 pH＝7.5 22.0℃ 0 

金沙水庫 pH＝9.0 23.0℃ 0 

雙鯉湖 pH＝9.0 23.0℃ 0 

慈湖 pH＝8.5 22.0℃ 32 

莒光湖 pH＝8.0 23.0℃ 33 

陵水湖 pH＝9.0 2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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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湖泊水的酸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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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湖泊水的溶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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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溶氧量的測定：各湖泊水的溶氧量 

湖水名稱 溶氧量（mg/L） 溫度 

古 崗 湖 8.6 21.0℃ 

太    湖 8.9 21.5℃ 

田埔水庫 8.3 23.5℃ 

瓊林水庫 7.9 22.5℃ 

榮    湖 4.3 22.0℃ 

金沙水庫 8.6 23.0℃ 

雙 鯉 湖 9.2 23.0℃ 

慈    湖 9.8 22.0℃ 

莒 光 湖 6.3 23.0℃ 

陵 水 湖 8.9 24.5℃ 

 

 

 

 

 

表四、各湖泊水水色及混濁度和透明度的測定：  

水色:由深綠色→淺綠色 

濁度:由混濁度高→混濁度低 

透明度:由透明度高→透明度低 

湖水名稱 水色 水色混濁度 濁度(JTU) 

古崗湖 淺綠色 混濁 大於 40 J T U 

太湖 淺綠色 混濁 小於 40 J T U 

田埔水庫 淺綠色 稍混濁 小於 40 J T U 

瓊林水庫 淺綠色 稍混濁 大於 40 J T U 

榮湖 綠色 混濁 大於 100 J T U 

金沙水庫 綠色 混濁 大於 100 J T U 

雙鯉湖 深綠色 混濁 大於 100 J T U 

慈湖 黃色 極清澈 小於 40 J T U 

莒光湖 黃色 清徹 小於 40 J T U 

陵水湖 黃綠色 稍混濁 大於 100 J T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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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鎮-古崗湖 001  

      

(1) 取水        (2) pH = 10          (3)數位溶氧量 8.6(mg/L) 

      

(4) 水溫 = 21℃     (5) 溶氧量 4 ppm     (6)水色混濁＞40 J T U 

 

 金湖鎮-太湖 002  

      

(1) 取水        (2) pH = 9             (3)數位溶氧量 8.9(mg/L) 

      

(4) 水溫 = 21.5℃     (5) 溶氧量 4 ppm   (6)水色混濁＜40 J T U 

        

(7) 再不同區域取水  (8) 繕寫記錄             (9)鹽度測試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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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鎮-田埔水庫 003  

      

(1) 取水        (2) pH = 7.5           (3)數位溶氧量 8.3(mg/L) 

      

(4) 水溫 = 23.5℃     (5) 溶氧量 4 ppm     (6)水色混濁＜40 J T U 

 

 金湖鎮-瓊林水庫 004  

      

(1) 取水        (2) pH = 8             (3)水桶內溶氧量 7.7(mg/L) 

      

(4) 水溫 = 22.5℃     (5) 溶氧量 4 ppm   (6)水色混濁＞40 J T U 

        

(7) 水質上佳浮游動植物   (8) 數位溶氧量 8.0 (mg/L) (9)鹽度測試 0 ‰可用作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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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鎮-榮湖 005  

      

(1) 榮湖為民國 63 年虎嘯部隊建  (2) pH = 7.5          (3) 鹽度測試 0 ‰ 

      

(4) 美國清潔水基金會     (5) 數位溶氧量 9.0      (6)水色混濁＞100 J T U 

所製作的水質監測組 

 

 金沙鎮-金沙水庫 006  

      

(1)金沙水庫合影        (2) pH = 9      (3)水桶內溶氧量 8.6(mg/L) 

      

(4) 水溫 = 23℃     (5) 溶氧量 4 ppm   (6)水色混濁＞40 J T U 

        

(7) 拋桶取水              (8) 水庫四周護欄       (9)鹽度測試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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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寧鄉-雙鯉湖 007  

      

(1) 雙鯉湖位於國家公園自然中心  (2) pH = 9            (3) 數位溶氧量 9.2(mg/L) 

      

(4) 水溫 = 23℃     (5) 溶氧量 4 ppm     (6)水色混濁＞100 J T U 

 

 金寧鄉-慈湖 008  

      

(1)慈湖涼亭前合影     (2) pH =8.5          (3)數位溶氧量 4.5(mg/L) 

      

(4) 水溫 = 22℃     (5) 加藥劑入試管測溶氧量 (6)水色混濁小於 40 J T U 

        

(7) 民國 59 年長城部隊建  (8) 出水口護坡下取水       (9)鹽度測試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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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鎮-莒光湖 009  

      

(1) 莒光湖畔莒光樓是金門的地標  (2) pH = 8.            (3) 鹽度測試 32 ‰ 

      

(4) 水溫 = 23℃     (5)數位溶氧量 6.3(mg/L)   (6)水色混濁小於 40 J T U 

 

 烈嶼鄉-陵水湖 010  

      

(1)烈嶼碼頭合影  (2) 水呈黃綠色         (3)小金門地標-風雞 

      

(4) 電子數位式 pH 值 = 8.8  (5) 鹽度測試為 0 ‰        (6) pH 值 =9 

        

(7) 水色混濁大於 100 J T U  (8) 數位溶氧量 8.9(mg/L)  (9)陵水湖是烈嶼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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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水是所有生物體維繫生命的基本要素，水質若受到汙染，水的品質降低，不適生物使

用，自然界要有乾淨的水質，萬物才能順利成長，空氣中氧氣會溶解在湖水中，另外，

湖泊中植物性浮游生物會因光合作用而產生氧。 

 

二、由前面的研究結果圖表，可知道，古崗湖和其他湖泊比較時，pH 值偏高，而其它的湖

泊皆在普通範圍內。另外，瓊林水庫則較偏中性，因是天然集水庫，遠離村莊，水質甚

佳。 

 

三、混濁度是由水中存在的懸浮粒子，包括泥土、沙泥及微小的有機及無機物質、浮游生

物以及其他用顯微鏡才可看到的微小生物所引起的。 

 

四、地區一般湖泊皆是淡水，鹽度非常低，簡易鹽度計也不易測出鹽度，但是由調查結果

可知莒光湖和慈湖靠近海邊，原屬於淺海水域，是近幾十年才築堤建成的，所以鹽分極

高。 

 

五、從研究結果得知地區湖泊水溶氧量的測定及酸鹼度檢測，約可看出金門各地區的湖泊

水質一般狀況，將可供往後水質檢測比較之參考依據及做為生物環境佐證。 

 

六、在本研究中所做整理出來的數據資料中，可以獲悉金門各個湖泊水質差異性，其實不

大，至於影響差異性的因子還有待繼續研究。 

 

七、這一次的科展歷程，讓我們體驗了和其他同學不一樣的感受。我們進行水質實驗，從

開始的湖泊取水、實驗，觀察、驗證、資料搜集，完成整個過程，都是前所未有的寶貴

經驗。讓我們受益良多，也讓我們對自己的故鄉之湖泊水質，有了更深的一份感情。 

 

柒、結論 

一、我們明顯的發現，雨後湖泊濁度往往偏高，主要由於雨水沖刷土壤進到湖泊中。此外，

湖泊流域中，若有工程施作濁度也較高，因為挖土機挖掘泥沙，直接造成水體中的懸浮

物急速增加。 

 

二、在實驗進行水溫檢測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午是水溫最高的時段，主要是因為太陽照射

水面的影響。同時，當天氣炎熱時，水溫也相對較高；陰雨天時，水溫也偏低。另外，

我們也發現水域周圍的植被也會影響水溫，若岸邊有大樹遮蔭，或水草生長茂盛者，水

溫通常偏低，因為樹蔭可以阻擋太陽光直接照射到水面上；而岸邊如果光禿禿的，無論

是水泥岸或石頭堆積，水溫都會偏高。 

 

 



16 

三、一連串的野外實驗下來，我們也學到很多課外的知識，不僅對水質監測有初步的瞭解，

也對我們從小生長的環境有更深入的認識。趁此難得的機會接觸各種水域，排除萬難，

不畏豔陽，不怕風雨，過程中既艱苦又帶有樂趣，也深刻體驗到大自然的豐富內涵。 

 

四、提升大家的環保意識，落實湖泊水質保育，不僅讓我們的飲用水有保障，也提供我們一

個優質的親水環境。簡易的水質監測人人都可以做，或僅是簡單的目視觀察，親身體會，

不僅讓我們可以瞭解湖泊生態變化。透過與湖泊的近距離接觸，更可以激發普羅大眾保

護湖泊水質的意識及行動，共同重視湖泊的管理及維護湖泊的優良水質，讓「青山淨水」，

不再是美麗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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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門縣自來水廠「金門地區水資源運用檢討第二期計畫」，民國 92 年 5 月。 

4. 金門縣 93 年度水體水質改善計畫，網頁：http://www.kepb.gov.tw/csic/021.htm 

5. 水質項目說明(摘自環保署):http://www.id-water.com.tw/0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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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511 

優點：研究主題具鄉土性；學生表達能力佳。 

缺點：缺乏原始採樣及測試分析過程之記錄。 

建議：取樣時宜多方考慮環境之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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