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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淡水河分別有三大支流：大漢溪、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與新店溪流經於新北市板橋

區的江子翠匯流後即稱為淡水河，淡水河於關渡納入基隆河後，向北流向淡水油車口而注入臺

灣海峽，早期淡水河肩負台北盆地的水運重任，近代以降的淡水河則兼具供給臺北都會區民生

用水、農業灌溉、都市排水及防洪等功能，中下游則成為排水集汙之河道，所以政府在沿岸設

置許多人工濕地，來淨化汙水，所以濕地就像是大地的腎臟一樣，提供教育、研究及休閒的場

所。我們沿淡水河捷運線，第一站來到華江人工濕地，處理板橋區的污水。第二站來到關渡自

然公園，參與心濕地導覽解說，第三站來到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實地考察取樣，透過親手操作，

檢測水質和調查生態。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假日和同學、老師到淡水河騎自行車，沿途實地考察自然景觀和人文風貌，途中有許多

人工濕地和生態教育館，介紹人工濕地的底棲生物，候鳥活動、生態保育等相關資訊，並欣賞

淡水河岸的優美自然風光，因而引發我們研究的興趣。由淡水河捷運線，第一站華江人工濕地，

第二站到關渡自然公園，第三站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沿路實察、取樣，利用我們所學的理化

及生物知識，配合學校現有設備，發揮實驗探究精神，以「物理觀察」、「化學檢測」及「生

物作用」等方式展開調查，希望能喚起民眾愛惜自己家園，注重環保及珍惜水資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C%A2%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A%97%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F%E6%A9%8B%E5%8D%80_(%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F%E6%A9%8B%E5%8D%80_(%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5%AD%90%E7%BF%A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AF%E6%B5%81%E8%99%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6%B8%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9%E8%BB%8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9%83%BD%E6%9C%8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8C%E6%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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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目的 

   (一)、沿淡水河捷運線，實地考察人工濕地方位和取水位置圖。 

(二)、探討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的生態研究。 

    (三)、探討淡水河捷運線第一站華江人工濕地，如何從入口到出口，改善水質汙染程度。 

(四)、探索淡水河捷運線第二站關渡自然公園，發現心濕地的美好。 

(五)、探討淡水河捷運線第三站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如何利用水筆仔奧妙。 

(六)、模擬實驗，在水箱裏面放入水草類，設計成濕地裝置，來淨化水質，讓學生分組 

         實驗和報告，串聯起學生、校園跟社區對於水資源的環保意識。 

(七)、實地考察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以物理觀察、化學檢測、生物作用，如何利用水中植 

  物除去水中的污染物質，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三、文獻回顧 

    (一)、華 江 人 工 濕 地 ： 新北市政府為有效改善境內河川水體品質，於97年啟動 

           大漢溪 大漢橋至華江橋右岸河廊人工濕地工程，該工程99年3月完工，總工 

           程經費約40,509千元，其中獲得11,527萬元之補助經費，場址面積為13公頃， 

           水域面積為9.18公頃 (104年內政部公告納入大漢新店濕地範圍)。   

     (二)、關渡自然公園 : 位處淡水河及基隆河的交會口，自古以來，即是重要的候鳥棲地。 

          然而滄海桑田的變換、經濟巨輪的干擾，濕地生物的棲息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故 

          自民國70年起，就有保育人士要求政府成立保護區，保護這裡豐富的生態。經過 

          各界保育人士十餘年的努力，民國 85年臺北市政府為保留臺北市最後一塊濕地淨 

          土，而成立關渡自然公園。民國 90年12月1日起，「關渡自然公園」即由臺北市政 

          府委由《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來經營管理，延續當初催生保育關渡濕地的 

          熱情。 

     (三)、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 淡水河與基隆河交匯後，接近竹圍的河段，長有許多的  

        水筆仔，水筆仔是一種少見的胎生植物，也是所謂的紅樹林植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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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河口區域、淡鹹水交匯處，伴隨這種植物生存的尚有為數頗多之螃蟹、 

魚類、蝦和水鳥，構成沼澤生態系。由於此地在過去未有任何保護措施  

時，常遭非法佔用，甚至傾倒垃圾、廢土，使水質惡化，生態環境遭受  

破壞，有鑑於此，民國 74年時，政府將其編入保安林管 理辦法保護之﹔  

於民國 75年6月，農委會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設置「淡水河紅樹林自  

然保留區」，以確保水筆仔之永續生存。  

貳、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燒杯、天秤、量筒、標定管、棉花、玻璃棒、鐵釘、寶特瓶、錐形瓶、乳頭吸管、 

稀鹽酸、過錳酸鉀、廣用試紙、pH 儀，濁度檢測杯、數位相機，照光機。 

二、空心菜種子、水筆仔、蘆葦、水草類、PO4
3--P 和 NH4

+-N mg/L( ppm )試劑、DO 試劑。 

  三、河川汙染等級分類表、手套和口罩各 5 份、水桶 1 個、童軍繩 1 條、水箱 

  水瓢 1 個、保特瓶 12 個、溫度計、pH 儀、DO 測定儀，濁度檢測杯 1 個。 

    ( P-標準色卡)   (N-標準色卡) （溶氧檢測） （濁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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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實驗流程圖： 

  淡水河 

人工濕地 

華江人 

工濕地 

關渡自然

公園心

濕地  

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 

初沉池 

為入口 

感潮性濕

地為出口

水磨坑溪

初沉池為

入口 

終沉池 

為出口 

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入口

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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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察淡水河取水位置圖，並調查濕地生態，並標出採樣點。 

       (一) 沿途取水地點 : 從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入口到 出口地區。 

 地點 (2) 華江人工濕地 

(初沉池) 入口 

(3) 華江人工濕地 

 (感潮性濕地) 出口 

(4 )關渡自然公園 

  水磨坑溪為入口 

採集站

簡圖 

   

 地點 (5 )關渡自然公園出口 (6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入口    ( 7 )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出口    

採集站

簡圖 

   

 

 (二) 淡水河沿岸取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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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樣編號（水樣需在24小時內操作完畢） 

 

 

 

 

 

 

 

 

 

 

 

 

二 、研究華江人工濕地過程：位於大漢溪大漢橋下游右岸的低灘地，場址面積約13公頃，水 

     域面積約 9.1公頃，每日可處理約9000噸污水板橋華江排水集水區內之城市污水。其髒 

     臭污水於初沉池沉澱污物後，再依序送至低莖草澤濕地、埤塘濕地、高莖草澤濕地及感 

     潮性濕地，歷經4.7天之後，潔淨的放流水再匯入大漢溪，讓生命活水源不絕。 

     濕地系統流程圖 : 華江抽水站→初沉池→馬達區→低莖草澤濕地→埤塘濕地→高莖草

澤濕地→感潮性濕地→匯入大漢溪。 

 

           大漢溪大漢橋至華江橋右岸河廊人工濕地正射圖 

水樣編號 水樣名稱 取樣地點 

1 自來水  (對照組) 本校自來水 

2 華江人工濕地入口處 初沉池旁邊 

3 華江人工濕地出口處  感潮性濕地 

4 關渡自然公園(心濕地)入口 水磨坑溪邊 

5 關渡自然公園(心濕地)出口 終沉池旁邊 

6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入口 河流旁邊 

7 紅樹林 自然保留區出口 水池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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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驟 :      

（一） 在初沉池的入口處和感潮性濕地出口處各取1瓶水，現場進行水質分析，每月2次採

樣。 

（二） 現場檢測水質 : 酸鹼值，溶氧和濁度，但是氮和磷在學校實驗室檢測。 

（三） 水質調查分析報告 (統計表)       

分析 

項目 

 

水質 

 

溶氧(mg/L) 

 

 

pH 值 

 

濁 度 

(JTU) 

PO4
3--P 

mg/L( ppm ) 

反應時間1分 

NH4
+-N 

mg/L( ppm ) 

反應時間 5 分 

入口 

 

2 

 

4    40 5   5 

出口   4 

 

   6    20     1   1 

結果與討論 : 華江人工濕地位於板橋區，人口較多所以氮和磷最多，只有歷經4.7天的淨化之 

             後，就流入大漢溪出口，檢測分析出含氧量有增高，濁度有減少，磷和氮減低 

             很多，因淨化時間較短，無法減到最低，池中的植物有香浦和蘆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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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關渡自然公園過程 : 園區主要由五大部分組成，分別是主要設施區、保育  

                    核心區、戶外觀察區、永續經營區和發現心濕地。  

  

      「心濕地」位於永續經營區內，需要由解說員帶領才能進入，主要是介紹人工濕地淨化

水質的過程，「關渡自然公園」原本應是濕地生物的天堂，但入流的水源來自北投和天母地區

的工業及家的庭廢水，在環保署的補助下，自然公園在水磨坑溪邊的永續經營區設置了一處人

工濕地，以生態工法運用濕地來改善水質，從水磨坑溪邊流入心濕地為入口，經過心濕地的終

沉池淨化大約七天後，在流入自然公園為出口，水質較乾淨，可以種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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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驟 : 

（一）過程實地取樣 (入口和出口) 各取一瓶水。 

    （二）現場進行水質分析：酸鹼值，溶氧和濁度，但是氮和磷在學校實驗室檢測。    

→    

(三）因磷和氮的檢測會污染環境，需在學校實驗室進行。 

   （四）水質調查分析報告 (統計表) 

分析 

項目 

 

水質 

 

溶氧(mg/L) 

 

 

pH 值 

 

濁 度 
PO4

3--P 

mg/L( ppm )反應

時間1分 

NH4
+-N 

mg/L( ppm ) 

反應時間 5 分 

入口 2 4 40   5   5 

 

出口 

 

8 7   0   0.1   0.2 

結果與討論 : 水磨坑溪邊流入心濕地為入口，水質較髒，含氧量低，濁度較大，磷和氮較多， 

             出口因心濕地利用生態工法，把汙水淨化較久，檢測分析出含氧量高，濁度 

             降低最多，因磷和氮被蘆葦吸收，蘆葦被牛吃，形成食物鏈，所以降低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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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紅樹林自然保留區過程 : 水筆仔的功能 ：水土保持作用，茂密生長在淡水河的水筆仔 

   是胎生，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抵擋河水與潮汐侵蝕可以保護河岸，使其不受接河水與 

   潮汐沖擊，極具水土保持之功效，而茂密的紅樹林也可以阻擋強勁的海風，或把河水泥沙 

   擋下，主要是因根系 (地下根、支柱根) 對於維護堤岸有極佳效果。 

（一） 實驗步驟 :      

（二）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的河口(入口和出口) 處各取1瓶水，現場進行水質分析。 

（三） 現場檢測水質 : 酸鹼值，溶氧和濁度，但是氮和磷在學校實驗室檢測。 

（四） 水質調查分析報告 (統計表) 

  分析   

    項

目 

 

水質 

 

溶氧(mg/L) 

 

 

pH 值 

 

濁 度 
PO4

3--P 

mg/L( ppm )反應

時間1分 

NH4
+-N 

mg/L( ppm ) 

反應時間 5 分 

入口   1   4   100   2   2 

 出口   4   6   40 0.5   0.5 

0

20

40

60

80

100

120

溶氧(mg/L) pH值 濁 度(JTU) PO43--P ( mg/L) NH4+-N (mg/L)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進口 出口

結果與討論 : 紅樹林在型態興生理上，具備異於一般植物的特殊能，水筆仔因此能夠適應潮    

            間帶乾溼變化大、鹽分高生長，以及泥灘地缺氧的環境，所以入口含氧量低 

            ，但是區內匯集來自河川上游及海洋所帶來之各種無機鹽及有機質物質，經濕 

             地淨化後，P 和 N 的含量減少，沼澤的濁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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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氮和磷在學校實驗室檢測  

       1. 檢測入口和出口中-磷 的 mg/L( ppm )含量 : 放入10ml 樣本教入容器。實驗的步驟： 

  ①
            ②            ③             ④         ⑤  

將濾液放入容器中    蓋上套子搖       拔掉針頭       讓空氣進入       將試藥插入 

滴K-1 試藥4 滴       2-3 次            PO4 試藥        試藥中           測試的水樣 

       

⑥來回搖晃5-6 次，反應時間 1 分，放置 P-標準色，檢測樣本中-磷 的含量 

 

 

   2.檢測入口和出口中--氮 mg/L( ppm )含量 : 放入 10ml 樣本教入容器。實驗的步驟： 

①
                           ②             ③→ 

     

④來回搖晃5-6 次，反應時間 5 分鐘，放置 N-標準色，檢測檢測樣本中-氮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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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擬實驗，設計用水箱形成人工濕地→ 靜置 5 天取入口和出口的水→ 分組實驗 →  

     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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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方法有: 

    （一）物理觀察 ：水樣外觀、水樣顏色、氣味 

    （二）化學檢測 ： 

     1. 有機物含量的分析：取水樣50ml，入1ml稀鹽酸混合均勻，使水樣呈酸性，以稀釋 

            後的過錳酸鉀溶液滴定水樣，直到溶液變成紫紅色不變為止             

            ，記錄過錳酸鉀溶液用量。 

    2. 乾淨的鐵釘，放到100ml水樣中，蓋上表玻璃，隔絕空氣，觀察鐵釘生銹情形。 

   （三）生物作用 : 1.在錶玻璃舖棉花內放入空心菜（5顆種子），每天以10 ml水樣灌溉之，  

 觀察生空心菜生長情形，每天紀錄統計，做為水中生物的觀察。 

                   2. 水筆仔在5種 鹽度梯度( 0、10、20、30與40‰) 在800 µmol photon m-2  

  s-1光量下，照光30 min和90 min後，測光合作用速率µmol CO2 m-2 s-1

和氣孔導度mmol H2O m-2 s-1 。    

                   3. 蘆葦中埋放紅茶，綠茶，洛神花，和對照組，以監測碳吸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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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一、沿淡水河沿岸考察人工濕地位置和生態環境。 

水樣編號 水樣名稱 水色 河床顏色 水棲生物 主要地區 

1 自來水 透明 

華江人工濕

地 (入口) 

2 初沉池 黃濁 小魚、小蝦 

福壽螺、大肚

魚、豆娘 

板橋區汙

水 

華江人工濕

地 (出口) 

3 感潮性濕

地 

微黃 白頭翁 

食蚊魚 

褐頭鷦鶯 

關渡自然公

園(心濕地) 

   入口 

4 水磨抗溪 黃濁 小魚、 

小蝦、 

水鳥 

從北投和

天母地區

工廠和家

庭的廢水 

關渡自然公

園(心濕地) 

   出口 

5 心濕地 微黃 蘆葦、小魚、 

小蝦、水牛 

水鳥、高蹺鸻 

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 

(入口) 

6 大橋下的

河流旁邊 

混濁 小魚 、小蝦、 淡水紅樹

林地區的

汙水 

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 

(出口) 

7 池中匯入

淡水河 

少許 

混濁 

小魚 、小蝦、 

招潮蟹、彈塗

魚、水鳥 

二、 觀察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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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物理方法觀察  

調查地點 水樣外觀 水樣顏色  氣味 

1. 自來水(對照組)  清澈 透明 無味 

2 濁黃 土黃色 混濁有臭味 

3 微濁 微黃 一般土味 

4 混濁 土黃色 混濁有臭味 

5 微濁 微黃 無味 

6 混濁 土黃色 混濁有臭味 

7 混濁 土黃色 一般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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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機物含量的分析 ；用過錳酸鉀谪定，量越多，代表有機物質越多。 

水樣編號  過錳酸鉀用量  鐵釘生銹情形  

     1 

  自來水 

(對照組) 

1.00ml 平均:1.05 ml 最多鐵銹 

    +++ 

 

1.10ml 

1.05ml 

2 

   5.00ml  

平均：5.03ml 

 

少許鐵銹 

+ 

 

   5.10ml 

   5.00ml 

3 

2.10ml  

平均：2.05ml 

少許鐵銹 

++ 

 

    2.00 ml 

    2.05 ml 

4 

4.10 ml  

平均：4.12ml 

少許鐵銹 

++ 

 

    4.20 ml 

    4.05ml 

5 

    1.15 ml  

平均：1.15 ml 

 

較多鐵銹 

+++ 

 

    1.10 ml 

    1.20 ml 

6 

5.20  

平均：5.12ml 

 

最少鐵銹 

+ 
    5.10ml 

    5.05ml 

      

     7 

    1.70 ml 平均：1.6 ml 少許鐵銹 

++ 

 

    1.50ml 

    1.60 ml 

 

（二）化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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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機物含量的分析：以稀釋後的過錳酸鉀溶液滴定水樣，直到溶液變成紫紅色不變為    

              止，記錄過錳酸鉀溶液用量。 

      

                    1                 2               3                4 

   

                                      5               6                 7 

3. 鐵釘清洗及乾燥後，放到 100ml 水樣中，觀察鐵釘生銹情形。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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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作用 :  1. 水中植物 : 空心菜（5 顆種子）,  溫度大約 27℃。 

 種植天數      

水樣編號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1、自來水  

(對照組) 

 得到5分 

1顆發芽

 

2顆發芽

 

4顆發芽 

 

全部發芽 

 

生長良好 

 

2 

得到2分 

不發芽 

 

不發芽 

 

1顆發芽 

 

2顆發芽 

 

3顆發芽 

 

3 

得到4分 

不發芽 

 

1顆發芽 

 

2顆發芽 

 

4顆發芽 

 

全部發芽 

 

4 

得到3分 

不發芽 

 

1顆發芽

 

2顆發芽 

 

3顆發芽 

 

4顆發芽 

 

5 

得到5分 

1顆發芽 

 

2顆發芽 

 

4顆發芽 

 

全部發芽 

 

生長良好 

 

6 

得到3分 

不發芽 

 

1顆發芽 

 

2顆發芽

 

3顆發芽

 

4顆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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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得到4分 

不發芽 

 

1顆發芽

 

3顆發芽 

 

4顆發芽 

 

全部發芽 

  

 

實驗步驟 : 

(一) 在錶玻璃舖棉花內放入空心菜（5顆種子），每天以10 ml水樣灌溉之， 觀察生空心菜 

生長情形，每天紀錄統計，做為水中生物的觀察。 

 

0

1

2

3

4

5

6

自來水 華江人工濕地 水磨坑溪的心濕地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水中植物:空心菜

入口 出口

得分數

 

 

結果與討論 :  空心菜在乾淨的水質生長較好，汗水生長差，由實驗得知，心濕地  

       因淨化時間較久，水質較乾淨，空心菜生長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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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筆仔在5種 鹽度梯度 (0、10、20、30與40‰) 在800 µmol photon m-2 s-1光量下，照光 

30 min和90 min後，測光合作用速率µmol CO2 m-2 s-1和氣孔導度mmol H2O m-2 s-1 。 

saliaity{0/00} 

 

   0   10﹪ 20﹪    30﹪     40﹪ 

30min 

 

  0.2    0.2 0.2    0.3    0.3 

90mim 

 

  8.0     8.1 8.8     7.5    6.0 

 

 

 
 

 

   

     

     

     

     

     

     

12 12.05 12.1 12.15  

5 5.2 5.4 5.6  

     

     

 

結果與討論 : 本試驗以800 µmol photon m-2 s-1光量進行 水筆仔光合作用速率之光誘導，以探 

             討其光 合生理反應。結果圖顯示，水筆仔在5種 鹽度梯度 (0、10、20、30與40‰)  

             在800 µmol photon m-2 s-1光量下，以20‰鹽度處理在照光 90 min後有最高的光合 

             作用速率約8.76 µmol CO2 m-2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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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aity{0/00} 

 

   0    10﹪     20﹪    30﹪    40﹪ 

30min 

 

  15     15    15    15    14 

90mim 

 

  80     82    86    55    45 

 

 

  

照  

光 

mmol  

H2O  

m-2 

 s-1 
 

    

     

     

     

     

     

     

  結果與討論 : 本試驗以800 µmol photon m-2 s-1光量進行 水筆仔光合作用速率之光誘導，以 

               探討其光合生理反應。再觀察水筆仔在5種鹽度下的氣孔導度 ，以20‰處理在 

               照光90 min後，其氣孔導度最高為85.33 mmol H2O m-2 s-1 。           

               為明瞭光誘導現象是否為氣孔因素或非氣 孔因素，進一步將結果區分為                

0-30 min與 30-90 min二群，分析其光合作用速率與氣孔導 度之相關性，可以

發現光照初期的30 min間，各處理皆呈現無顯著相關， 當光照時間加長至

30-90 min時，可以看到各處理皆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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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蘆葦中埋放紅茶，綠茶，洛神花，和對照組，以監測碳吸存量。 

土壌種類 培養土(對照組) 培養土十紅茶 培養土十綠茶 培養土十洛神花茶 

水中植物 : 

蘆葦高度 

    

蘆葦1個月高

度 

15 16 17 16 

蘆葦2個月高

度 

16 17.5 19 17.2 

蘆葦3個月高

度 

17 19 21 18.5 

生長得分數 得到1分 得到4分 得到5分 得到3分 

 

 

 

 結果與討論 : 茶葉如果分解得快，代表土壤釋放了大量的碳；分解得慢，則代表土壤可以 

              有效儲存碳，綠茶分解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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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華江人工濕地位於板橋區，人口最多，氮和磷含量最多，但是汙水在濕地只有歷經 

4.7 天的淨化之後，就流入大漢溪出口，池中的植物有香蒲和蘆葦，可以吸收磷和氮 

，形成植物的營養素，最因淨化時間較短，無法減到最低，檢測分析出含氧量有增高 

， 濁度有減少。 

  二、實地探勘淡水河，知道汙染來源與當地的家庭和工廠廢水排放有關，因為廢水未經   

處理就直接排入淡水河，因水中含有懸浮性固體、有機物等，會發生臭味，由實驗 

數據顯示，經過人工濕地淨化後水質就乾淨多了。   

  三、水生植物能夠吸收水中的營養物質，水生植物也像土壌一樣，可以提供微生物附  

著的環境。除此之外，還能透過根系將氧氣輸入土壤中，幫助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四、心濕地是天然汗水處理廠，利用生態工法把污水淨化清潔，利用日曬、風吹、沉  

澱、植物吸收，不斷反覆地做工，把污水淨化，最後讓乾淨的氺流回大海，形成 

生物鏈。 

  五、物理觀察方面：入口地區水質較髒，顏色混濁，出口河流外觀較清澈 ，懸浮物少。 

  六、 在化學檢測方面： 

（一）Ph值變化少，無法判斷水質的汙染程度。

（二）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入口的水樣，過錳酸鉀溶液用量較多，表示水中所含的有機

物較多。

（三）觀察「鐵釘生鏽」情形發現，入口水樣中鐵釘生鏽較少，因含氧量少，出口水

樣的鐵釘生銹較多，因含氧量多，研判是因水樣較清澈。

（四）檢測水質中含有PO4
3和 NH4

+-N mg/L( ppm ) 的成份，因水質較髒，水樣中含

P和N的量較多，水質較乾淨，P和N的量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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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生物作用方面：1. 空心菜在乾淨的水質生長較好，汗水生長差，由實驗得知，心濕 

地因淨化時間較久，水質較乾淨，空心菜生長較好。 

2. 水筆仔在5種 鹽度梯度( 0、10、20、30與40‰) 在800 µmol photon

m-2 s-1光量下，以20‰鹽度處理在照光90 min後，測光合作用速

率µmol CO2 m-2 s-1和氣孔導度mmol H2O m-2 s-1，可以看到各處 

理皆呈顯著。 

3. 茶葉如果分解得快，代表土壤釋放了大量的碳，分解得慢，則代

表土壤可以有效儲存碳。

陸、結 論

一、由我們的實驗數據顯示，人工濕對於污水的臭味、細菌、濁度、磷和氮有不錯的淨化效可 

顯示水質經過人工濕地淨化後的，乾淨許多，濕地就像大地的腎臟，可以保存水中的養分、

過濾化學和有機廢物、積存懸浮物，使水得以淨化生產天然物。   

二、了解淡水河經過地濕淨化，如何改善水質？其中的人工濕地猶如天然污水處理廠，運用 

     濕地結構及水生植物之化學及生物作用，淨化河川水質、創造多樣之棲地環境、並兼具 

     天然地涵養地下水、蓄洪調洪、調節微氣候、提供動植物棲息等功能。 

三、(一) 注意家中所排放的廢水是否確定流入衛生下水道中。 

(二) 確實做好廚餘回收。

(三) 節省用水。

(四) 使用天然成分的清潔劑。

四、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位於河海交會處，因潮水漲退，淡鹹水混合，鹽度變化大，灌叢狀之

水筆仔林攔截淡水河上游沖刷而來之有機物最多，由實驗數據顯示，需要滴定的過錳酸

鉀用量最多。由於堆積腐爛後成為魚蝦蟹的食物，同時吸引成群水鳥到此覓食棲息 ，

由水筆仔、彈塗魚、招潮蟹、水鳥等構成了典型的河口溼地生態系，做成生態、保育教

育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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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淡水河沿岸設置許多的人工溼地和自然保留區的生態教育館，應用天然植物及其自然環 

境資源條件，來改善汙水問題，預期能收到下列幾個效果： 

(一) 關渡自然公園是成為北部主要濕地環境教育中心。

(二) 紅樹林自然生態自然保留區，是個觀察濕地生態的最佳場所。

(三) 可以改善淡水河河岸高低灘地景觀及生態，創造生態棲地。

柒、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淨化現地處理網站。http://wqp.epa.gov.tw/ecological/ 。 

    二、方偉達（民95）。聽，濕地在唱歌。 

    三、王蘊潔（民94）。熱帶魚與水草。台北縣：漢欣文化。 

    四、彼得‧羅賓森（民90）。水景花園。台北市：貓頭鷹。 

    五、詹見帄（民96）。和溪流做朋友。 

    六、張郁禎、洪照坤、徐宜廷、蔡滎陽、林大陣、楊育寬（民95）。我們都是觀察家。 

台北市：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030502-評語 

【評語】030502  

本研究為跨域整合的研究，題目貼近生活且結果具實用參考價

值，觀察與實驗本身的設計很完整、有系統，對污水的物理、化學、

乃至植物生長等方面都有基本的考慮。建議擇一濕地深入做研究，

例如：可在出入水口不同距離、一天中不同時間、與不同季節進行

採樣，瞭解各參數隨距離及時間的改變情形。



 

 

 

 

 

 

 

 

 

作品簡報



作品名稱 : 大地之腎-探討淡水河溼地之特性

科 別：地球科學科

組 別：國中組



摘 要

早期淡水河肩負台北盆地的水運重任，近代以降的淡水河則兼具供給臺北都會區民生用水、農業灌

溉、都市排水及防洪等功能，中下游則成為排水集汙之河道，所以政府在沿岸設置許多人工濕地，來淨化

汙水，所以濕地就像是大地的腎臟一樣，提供教育、研究及休閒的場所。我們沿淡水河捷運線，第一站來

到華江人工濕地，處理板橋區的污水。第二站來到關渡自然公園，參與心濕地導覽解說，第三站來到紅樹

林自然保留區，實地考察取樣，透過親手操作，檢測水質和調查生態。

壹、研究動機

假日和同學、老師到淡水河騎自行車，沿途實地考察自然景觀和人文風貌，途中有許多人工濕地和生

態教育館，生態保育等相關資訊，並欣賞淡水河岸的優美自然風光，因而引發我們研究的興趣。由淡水河

捷運線，第一站華江人工濕地，第二站到關渡自然公園，第三站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沿路實察、取樣，

利用我們所學的理化及生物知識，配合學校現有設備，發揮實驗探究精神，以「物理觀察」、「化學檢測」

及「生物作用」等方式展開調查，希望能喚起民眾愛惜自己家園，注重環保及珍惜水資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9%83%BD%E6%9C%8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8C%E6%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8%82


貳 、 研究目的

(一)、沿淡水河捷運線，實地考察人工濕地方位和取水位置圖。
(二)、探討淡水河捷運線第一站華江人工濕地，如何從入口到出口，改善水質汙染程度。
(三)、探索淡水河捷運線第二站關渡自然公園，發現心濕地的美好。
(四)、探討淡水河捷運線第三站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如何利用水筆仔奧妙。
(五)、模擬實驗，在水箱裏面放入水草類，設計成濕地裝置，來淨化水質，讓學生分組實驗和報告，串聯

起學生、 校園跟社區對於水資源的環保意識。
(六)、實地考察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以物理觀察、化學檢測、生物作用，除去水中的污染物質，提升生

活環境品質。

參 、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 燒杯、天秤、量筒、標定管、棉花、玻璃棒、鐵釘、寶特瓶、錐形瓶、乳頭吸管、稀鹽酸、過錳酸鉀、
廣用 試紙、 pH儀，濁度檢測杯、數位相機。

二、空心菜、水筆仔、蘆葦、PO43--P 和NH4+-N mg/L( ppm )試劑、DO試劑。 、河川汙染等級分類表、
手套和口罩各5 份、水桶1 個、童軍繩1 條、水箱 水瓢1 個、保特瓶12個、溫度計、

三 、 ( P-標準色卡)             (N-標準色卡)                          （溶氧檢測） （濁度檢測）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察淡水河取水位置圖，並調查濕地生態，並標出採樣點。

(一) 沿途取水地點 : 從淡水河沿岸人工濕地入口到 出口地區。

地點 (2) 華江人工濕地

(初沉池) 入口

(3) 華江人工濕地

(感潮性濕地) 出口

(4 )關渡自然公園

水磨坑溪為入口

採集站簡圖

地點 (5 )關渡自然公園出口 (6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入口 ( 7 )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出口

採集站簡圖



二、研究華江人工濕地過程：濕地系統流程圖 : 華江抽水站→初沉池→馬達區→低莖草澤濕地→埤塘濕地
→高莖草澤濕地→感潮性濕地→匯入大漢溪。

實驗步驟 :     

(ㄧ)在初沉池的入口處和感潮性濕地出口處各取1瓶水，現場進行水質分析每月2次採樣。
(二) 現場檢測水質 : 酸鹼值，溶氧和濁度，但是氮和磷在學校實驗室檢測。
(三) 水質調查分析報告 (統計表)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溶氧(mg/L) pH值 濁 度(JTU) PO43--P ( mg/L) NH4+-N (mg/L)

華江人工濕地

進口 出口

分
析

項
目

水質

溶氧
(mg/L

)

pH值 濁 度
(JTU)

PO43-P

mg/L( ppm )

反應時間1分

NH4+-N 

mg/L( ppm )

反應時間5分

入口 2 4 40 5 5

出口 4 6 20 1 1

果與討論 : 華江人工濕地位於板橋區，人口較多所以氮和磷最多，只有歷經4.7天的淨化之後，就流入
大漢溪出口，檢測分析出含氧量有增高，濁度有減 少，磷和 氮減低很多，因淨化時間短，
無法減到最低。



三、研究關渡自然公園過程 :「心濕地」又稱水磨坑溪濕地，入流的水源來自北投和天母地區的工業及家庭
的廢水，在環保署的補助下，自然公園在水磨坑溪邊的永續經營區設置了一處
人工濕地，以生態工法運用濕地來改善水質，從水磨坑溪邊流入心濕地為入口，
最後經過終沉池淨化，大約七天後，在流入自然公園為出口，水質較乾淨，可以
種稻米。

實驗步驟 :
（一）過程實地取樣 (入口和出口) 各取一瓶水。
（二）現場進行水質分析：酸鹼值，溶氧和濁度，但是氮和磷在學校實驗室檢測。
（三）水質調查分析報告 (統計表)
分

析
項

目

水質

溶氧
(mg/L)

pH

值 濁 度

(JTU)

PO43--P 

mg/L( ppm )

反應時間1分

NH4+-N 

mg/L( ppm )

反應時間5分

入口 2 4 40 5 5

出口 8 7 0 0.1 0.2

結果與討論 : 水磨坑溪邊流入心濕地為入口，水質較髒，含氧量低，濁度較大，磷和氮較多，出口因心濕
地利用生態工法，把汙水清潔淨化，檢測分析出含氧量高，因磷和氮被蘆葦吸收，蘆葦被牛吃，
形成生態循環，所以降低最多，又因淨化時間較長，水質較乾淨。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溶氧(mg/L) pH值 濁 度(JTU) PO43--P ( mg/L) NH4+-N (mg/L)

心濕地

進口 出口



分析
項目

水質

溶氧
(mg/L)

pH值 濁度
PO43--P 

mg/L( ppm )反

應時間1分

NH4+-N 

mg/L( ppm )

反應時間5分

入口 1 4 100 2 2

出口 4 6 40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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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紅樹林自然保留區過程 : 水筆仔的功能 ：水土保持作用，茂密生長在淡水河的水筆仔是胎生，會形成
一 道天然屏障，抵擋河水與保護河岸，使其不受接河水與 潮汐沖擊，極具水土
保持之功效 茂密的紅樹林也可以阻擋強勁的海風，或把河水泥沙擋下，
主要是因根系 (地下根、支柱根) 對於維護堤岸有極佳效果。
(底 棲 生物 : 招潮蟹 、彈塗魚吃有機物質)

(
實驗步驟 :

(ㄧ)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的河口(入口和出口) 處各取1瓶水，現場進行水質分析。
(二) 現場檢測水質 : 酸鹼值，溶氧和濁度，但是氮和磷在學校實驗室檢測。

（三）水質調查分析報告 (統計表)

結果與討論 : 紅樹林在型態興生理上，具備異於一般植物的特殊能，水筆仔因此能夠適應潮間帶乾溼變化大
、鹽分較高，以及泥灘地缺氧的環境，所以入口含氧量低，但是區內匯集來自河川上游及海洋

所帶來之各種無機鹽及有機質物質，經濕地淨化後，P和 N的含量減少，沼澤的濁度較高。



五、模擬實驗：利用水箱設計成人工濕地→ 靜置5天取入口和出口的水→ 分組實驗 → 分組報告

伍、結果 {一} 物理方法觀察

調查地點 水樣外觀 水樣顏色 氣味

1. 自來水(對照組) 清澈 透明 無味

2 濁黃 土黃色 混濁有臭味

3 微濁 微黃 一般土味

4 混濁 土黃色 混濁有臭味

5 微濁 微黃 無味

6 混濁 土黃色 混濁有臭味

7 混濁 土黃色 一般土味

（二）化學檢測

水樣編號 過錳酸鉀用量 鐵釘生銹情形

1

自來水

(對照組)

1.00ml 平均:1.05 ml 最多鐵銹

+++1.10ml

1.05ml

2

5.00ml

平均：5.03ml 少許鐵銹

+

5.10ml

5.00ml

3

2.10ml

平均：2.05ml

少許鐵銹

++2.00 ml

2.05 ml

4

4.10 ml

平均：4.12ml

少許鐵銹

++4.20 ml

4.05ml

5

1.15 ml

平均：1.15 ml
較多鐵銹
+++1.10 ml

1.20 ml

6

5.20

平均：5.12ml
最少鐵銹

+
5.10ml

5.05ml

7

1.70 ml 平均：1.6 ml 少許鐵銹

++1.50ml

1.60 ml



（三）生物作用 : 1. 水中植物 : 空心菜（5顆種子）,  溫度大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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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 華江人工濕地 水磨坑溪的心濕地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水中植物:空心菜

入口 出口

得分數

2. 水筆仔在5種 鹽度梯度 (0、10、20、30與40‰) 在800 µmol photon m-2 s-1光量下，照光30 min和90 min後，
測光合作用速率µmol CO2 m-2 s-1和氣孔導度mmol H2O m-2 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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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光合作用速率與氣孔導 度之相關性，水筆仔光合作用速率之光誘導

結果與討論 :  空心菜在乾淨的水質生長較好

，汗水生長差，由實驗得知，

心濕地因淨化時間較久，水質

較乾淨，空心菜生長較好。



3.水中植物蘆葦：培養土中埋放紅茶，綠茶，洛神花，和對照組，以監測碳吸存量。

土壌種類 培養土(對照組) 培養土十紅茶 培養土十綠茶 培養土十洛神花茶

水中植物 :

蘆葦高度

蘆葦1個月高度 15 16 17 16

蘆葦2個月高度 16 17.5 19 17.2

蘆葦3個月高度 17 19 21 18.5

生長得分數 得到1分 得到4分 得到5分 得到3分

結果與討論 : 茶葉如果分解得快，

代表土壤釋放了大量的碳；

分解得慢，則代表土壤可以

有效儲存碳，

綠茶分解效果最好。



陸、討論
一、實地探勘淡水河，知道汙染來源與當地的家庭和工廠排放廢水有關，因為廢水未經處理就直接流入淡

水河，因水中含有懸浮性固體、有機物等，會發生臭味，而政府建設人工濕地，而是以自然淨化的
方式進行，不同於汙水處理廠，沒有龐大的建築，也不使用化學藥劑，實驗數據顯示，人工濕地入
口和出口的水質就差很多，同時它的功能包括淨化水質， 涵養水份，提供生物棲息， 也做為人們親
近與學習自然的場地。

二、心濕地是天然汗水處理廠，利用生態工法把污水淨化清潔，利用日曬、風吹、沉澱、植物吸收，不斷
反覆地做工，把污水淨化，最後讓乾淨的氺流回大海，形成生物鏈循環，由此可知發現心濕地是利
用濕地本身擁有的天然過程讓水質變好的。

三、 在化學檢測方面：
（一）Ph值變化少，無法判斷水質的汙染程度。
（二）華江人工濕地和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入口的水樣，過錳酸鉀溶液用量較多，表示水中所含的

有機物較多。
（三）觀察「鐵釘生鏽」情形發現，入口水樣中鐵釘生鏽較少，因含氧量少，出口水樣的鐵釘生銹

較多，因含氧量多，研判是因水樣較清澈，心濕地的出口，因淨化時間最久較乾淨。
（四）檢測水質中含有PO43和 NH4+-N mg/L( ppm ) 的成份，因水質較髒，水樣 P和N的量較多，

水質較乾淨，P和N的量較多少。

四、在生物作用方面： 水筆仔在5種 鹽度梯度( 0、10、20、30與40‰) 在800 µmol photon m-2 s-
1光量下，以20‰鹽度處理在照光90 min後，測光合作用速率µmol CO2 m-2 
s-1和氣孔導度mmol H2O m-2 s-1，可以看到各處理皆呈顯著。



柒、結 論

一、我們總結出三項最主要的人工濕地淨化要角。

(一)土壤 : 1.土壤像海綿一樣，能過 濾、吸附水中的髒東西。

2.土壤能提供微生物附著與植物生長的空間。

(二)水生植物：1.水生植物能夠吸收水中的營養物質。

2.水生植物也像土壌一樣，可以提供微生物附著的環境。

3.除此之外，還能透過根系將氧氣輸入土壤中，幫助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三)微生物 ：1.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以及藻類三大類。

2.牠們能夠分解水中的污染物。

3. 經由微生物分解後的養分，就可以提供植物吸收使用。

二、濕地仍然面對著強大的環境壓力，最關鍵最重要也最有影響力的人，就是你。。

(一) 注意家中所排放的廢水是否確定流入衛生下水道中。

(二) 確實做好廚餘回收。

(三) 節省用水。

(四) 使用天然成分的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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