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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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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使國內畜牧糞尿水轉為可利用之能資源，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參考歐盟經驗研究糞尿水經厭氧發酵後沼氣、沼液沼渣

之回收利用，於104年11月24日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增列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專章，並

於105年10月28日再次修正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之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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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草食性動物厭氧發酵10天以上

●草食性動物物厭氧發酵5天以上

●依其核定之厭氧發酵天數



二、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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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
管理辦法

厭氧發酵後或再經曝氣處理 符合限制條件 農地肥分使用

畜牧場或畜禽飼養登記證影本；畜牧糞尿
資源化處理中心(或沼氣再利用中心)之經
營業者，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
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施灌農地作物種類、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土地使用合約或同意書

沼液、沼渣檢測報告(如pH、導電度、總
氮、總磷、銅、鋅等)

施灌地下水監測井及土壤背景值檢測報告
(如導電度、銨態氮或氨氮、銅、鋅等)

清運方式及路線
施灌作業(如施灌數量、方式、頻率、用
途…等)

承諾地下水及土壤品質之監測

申請文件§70-2

厭氧發酵天數-非草食性至少10天以上、草食
性至少5天以上，但農業主管機關依個別計畫
審查結果另為核定厭氧發酵天數者，依其核定
之厭氧發酵天數

定期排出沼液沼渣，另厭氧發酵設施能妥善收
集沼氣

完全滲入土壤時間-施灌後1小時內(混合灌溉
水溝灌或漫灌者除外)

全量施灌之應變緩衝容量至少10天以上

限制條件§70-1

提出申請(農業局/處)→初審(農業局/處)→複
審(農委會)→核准或駁回(農業局/處)

申辦程序

提出申請
經核准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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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基本資料

1.1畜牧場或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中
心登記證書影本

•場址位置

•飼養畜禽種類

•飼養規模

需附
畜牧場登記證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
相關許可、登記、執照
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需特性及
成分分析
報告影本

•pH

•EC

•TP

•TN

•銅
•鋅

1.2沼液沼渣檢測報告

•沼液沼渣特性及成分分析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

•委託之檢測單位應為環保署許可之檢測機
構、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或公立學術
研究機構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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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施灌農地資料

2.2施灌農地資料

•編號

•縣市/地段/地號

•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

•有無地下水井

•種植作物

•土壤質地

•座標與監測點

需附
地籍謄本
影本

2.1合約書或同意書影本

2.3地下水水質背景值檢測

需附
檢測報告
影本

•地下水流向

•井深

• EC

•NH4
+-N或氨氮

•水井座標

需附
檢測報告
影本

•採樣深度

•土壤質地

• EC

•Cu

• Zn

2.4土壤品質監測 •採樣單位 (含會同
單位)及採樣時間

•委託之檢測單位應
為環保署許可之檢
測機構、農委會所
屬試驗研究機構或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地下水流向、監測
井及土壤採樣點示
意圖

用印蓋章附在計畫書中

雙方共同執行
使用計畫同意書

事業與農地所
有權人為同一人

免附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3/8)

7

三、沼液沼渣輸(運)送方式及路線

3.1輸(運)送方式

•管線形式

•車輛型態

•貯水桶裝載量

•載(輸)運量

3.2輸(運)送路線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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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灌作業

4.1施灌數量、方式、頻度、用途

方式

4.2施灌紀錄

1.日期 5.作物

2.氣象 6.施用方式

3.地段地號 7.基肥/追肥

4.施用面積 8.施用量

施灌
紀錄表

○○牧場 年度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於種植狼尾草紀錄表

日
期

氣象狀況
(請圈選)

地段
地號

施用面積
(公頃)

施用方式
(請填代號)

施肥期
(請圈選)

施用量
(公噸)

農友
簽名

備
註

/ 晴陰雨 基肥/追肥

/ 晴陰雨 基肥/追肥

/ 晴陰雨 基肥/追肥

施用方式代號(1)噴灑(灑施)(2)溝灌(3)漫灌頻率 用途

蔬菜 水稻

玉米 牧草

施灌深度

申請量
全量施灌

需有貯留設施

沼液沼渣
總氮

作物
需氮量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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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暫停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期間之因應措施

四、施灌作業

避免於日照強烈時施灌

防止
施灌時散發
強烈臭味

豪大雨特報

人車可於
田間作業時
才恢復

遇到抗爭

提出報告經
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後恢復

停
灌
時
機

需循原三段式處理
貯存於厭氧發酵設施、曝氣處理設施或

其他貯存設施

停
灌
運
作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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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暫停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期間之因應措施

四、施灌作業

1.日期 4.施用方式

2.氣象 5.施用量

3.施用地 6.施用人簽名

使用紀錄

提送紀錄及監測評估報告至
農業主管機關及當地環保主管機關

臭味

土壤
地下水

水質

紀
錄

停
灌
標
準
之
建
議

類型 項目 停灌標準

地
下
水

銨態氮或
氨氮

背景值未達第二類地下水
污染監測標準

施灌後監測值達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即停灌(銨態
氮0.25mg/L)

背景值已超過第二類地下
水污染監測標準

小於1mg/L，監測值達背景值之1.5倍時即停灌

超過1mg/L，監測值達背景值之1.1倍時即停灌

土
壤

導電度 施灌後監測值達達4,000μS/cm時停灌(以飽和萃取液檢測)

銅、鋅 施灌後監測值達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監測標準值時停灌(銅120mg/kg、鋅260mg/kg)

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期間，地下水水質監測結果各項污染物指

標有明顯上升趨勢或土壤品質檢測結果達土壤污染監測標準之限值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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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測事項

5.1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5.2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地下水水質
(建議每半年至少1次，豐、枯水期各一次)

•EC

•NH4
+-N

或氨氮

土壤品質
(建議每年至少1次)

•EC

•Cu

•Zn



三、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撰寫重點(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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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計畫範例說明下載

連線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網」http://water.epa.gov.tw/ServiceSubTitle.aspx?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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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程序

及重點(1/7)

一、審查作業程序及作業表單

申請案收件

文件完整性&實質審查

限期補正

初審

依函復之內容核發許可函或
駁回或建議修正後再審

須修正者函請修正

是

通過函送農委會

結案

未符法定要件
者，予以核駁

否，核駁

否，核駁

仍須修正者
再函請補正

農
業
局
(處)
邀
環
保
局
參
與

農
業
局

(處)

複審
(就初審程序及結果之適切性)

函復並提供建議

農
委
會

審查作業程序 審查作業表單

初審進度管控表 文件完整性審查表 初審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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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程序

及重點(2/7)

三、審查重點
申請表

1.畜牧業種類
確認其畜牧業種類與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登記證書

影本所登載之家畜禽種類具一致性。

2.厭氧發酵天數
確認厭氧發酵天數是否與檢附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所

登載之天數具一致性，或為個別計畫審查結果核定天數。

3.沼液、沼渣
確認沼液、沼渣之來源程序(經厭氧發酵後/經厭氧發酵後

再經曝氣處理後)是否與計畫書所說明之來源程序一致。

4.沼氣收集方式 確認其沼氣收集方式(紅泥沼氣收集袋/其他)之合理性。

5.施灌農地

確認施灌農地為自有土地或非自有土地，倘為非自有土

地，其計畫書應檢具共同執行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

畫之合約或同意書影本。

6.施灌方式
確認施灌方式(溝灌/漫灌/其他)是否與計畫書所說明之施

灌方式一致。

7.應變緩衝天數
確認倘計畫書登載之沼液沼渣施灌申請量為全量施灌，

其應變緩衝量應至少為10天。

8.水污染防治許可

證(文件)管理

確認倘計畫書登載之沼液沼渣施灌申請量為全量施灌，

其應變措施是否採行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水污染防

治許可證(文件)是否有意願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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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程序

及重點(3/7)

三、審查重點

計畫書

壹、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基本資料

一、沼液沼渣

農地肥分

使用者

1.確認「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名稱」、「沼液

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登記證書編號」、「負責

人」、「通訊地址」、「聯絡人」、「聯絡電

話」、「傳真」、「E-mail」等是否有完整填寫。

2.確認「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名稱」、「沼液

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登記證書編號」、「負責人」

等等內容是否與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登記證

書影本所載之內容具一致性。

二、農地所有

權人、管

理人或使

用人名稱

確認「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名稱」、

「登記證編號」、「負責人」、「通訊地址」、

「聯絡人」、「聯絡電話」、「傳真」、「E-mail」

等是否有完整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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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程序

及重點(4/7)

三、審查重點

填寫簽約日期
採樣日期為申請日之
前半年內

確認與計畫書「壹、畜牧
場、農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及沼液沼渣農
地肥分使用基本資料」欄
位填寫資料一致

檢測項目之檢測值及檢測單
位與附件檢測報告一致

確認「場名」、「負責
人」、「地址」等內容
是否與畜牧場登記證所
登載之內容一致

確認是否有蓋大小章，
且大小章名稱與畜牧場
登記證所登載「場名」
、「負責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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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程序

及重點(5/7)

三、審查重點

確認地下水流向及
所擇定之地下水上
游、下游監測點位
置及井深

採樣日期為申請
日之前半年內

井深不超過50公尺

檢測項目之檢
測值及檢測單
位與附件檢測
報告一致

說明偵測極限

深度0~20公分

檢測項目之檢
測值及檢測單
位與附件檢測
報告一致

地下水水位至「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系統」的水資源資料-空間整合查詢
(http://gic.wra.gov.tw/gic/Water/Space/Main.aspx)

標示地下水流向

標示地下水水位高度

標示地下水/土壤採樣點

http://gic.wra.gov.tw/gic/Water/Space/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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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程序

及重點(6/7)

三、審查重點

確認管線材質、尺寸、配
管方式、輸送量之合理性

確認車輛形式、最大載運
量、沼液沼渣最大裝載量
等，與所附清運車輛照片
比對之合理性

將畜牧場位置、施灌地位
置，以及輸(運)送路線以
地圖繪製方式清楚標示

確認輸(運)送路線
以產業道路為主，
且避開住宅密集區

確認是否製作
紀錄表格式，
其紀錄表是否
具可操作性

確認農作物生長期
程、可收割次數、
沼液沼渣施灌頻度
、施灌方式 (灑施 /

漫灌/溝灌)

一般砂質地土壤不
超過3公分、中質地
土壤不超過5公分、
黏質地土壤不超過7

公分

確認施灌地總面積
、沼液沼渣總申請
量、每公頃施灌地
之施灌量、每年可
提供作物之含氮量
等，以及沼液沼渣
申請量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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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程序

及重點(7/7)

三、審查重點

確認停灌標準合理性

確認地下水上、下
游監測項目，以及
監測頻率(監測頻率
至少半年1次，即豐
、枯水期各1次)

確認土壤監測項目
，以及監測頻率(監
測頻率至少1年1次)

說明施灌的限制條
件或必須暫時停止
施灌的狀況(如氣候
及遇民眾抗爭等)，
以及停止施灌期間
之處理方式，並確
認其合理性



五、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常見

問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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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擬施灌之糞尿究為沼液或沼渣需再釐清

建議

作法

原則上沼渣銅、鋅含量較高，應確認擬施灌究屬沼渣、沼液，抑或為沼

液沼渣混合液

表1. 沼液沼渣特性及成分分析表

項目
pH

氫離子濃度指數
EC

導電度
TN

總氮
TP

總磷
Cu

銅
Zn

鋅

單位 － μS/cm mg/L mg/L mg/L mg/L

沼渣 7.10 9,700 550 57.5 0.28 0.77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會同OO縣政府農業處，中華民國105年 3 月 31 日
檢測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



五、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審查常見

問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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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施灌方式不合理

建議

作法
施灌方式應與實際施作狀態相符

灑施 溝灌

漫灌 滴灌

4-1-2沼液沼渣施灌方式、頻度、用途：

於盤固拉草收割後，每周以管線輸送20次、

每次約6公噸沼液沼渣至施灌地；施灌方式

為以管線將沼液沼渣直接送到施灌地，採

溝灌方式進行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盤固拉草為
整面式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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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不具代表性

建議

作法
原則上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位置，應依地下水流向擇定上下游監測點

水利署監測井

XX(1)

【地下水水位6.25m】

水利署監測井

XX(1)

【地下水水位14.19m】

水利署監測井

XX(1)

【地下水水位-9.53m】

水利署監測井

XX(1)

【地下水水位5.37m】 水利署監測井

XX(1)

【地下水水位10.38m】

上游監測井

下游監測井

畜牧場

施灌地1

施灌地2

施灌地3

施灌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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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土壤品質監測點不具代表性

建議

作法

1.原則上選擇施灌量最大之前3個地號作為監測點，可依照施灌地面積、分布範圍調整

2.於每個地號表土層(0~20公分)隨機採5點混合成1個樣本

⃝⃝畜牧場

施灌區3

0.4179公頃

施灌區1

0.7083公頃

施灌區2

0.2852公頃

於464地號採3個點，作為3個土壤監測點

⃝⃝畜牧場

施灌區3

0.4179公頃

施灌區2

0.2852公頃

於366、365、316地號採樣，並混樣作為1個土壤樣品

施灌區1

0.7083公頃



建議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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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土壤樣本銅、鋅含量超過或接近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項目 採樣深度 土壤質地
EC

導電度
Cu

銅
Zn

鋅

單位 cm － μS/cm mg/kg mg/kg

樣本A 0~20 砂質壤土 0.210 8.8 28.8

樣本B 0~20 砂質壤土 0.170 14.9 22.2

樣本C 0~20 砂質壤土 0.149 125.0 255.0

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食用作物農地)

－ － － 120 260

擬施灌農地之土壤樣本銅、鋅含量接近或超過監測標準，建議不作為施灌申請之

農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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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地下水及土壤監測次數太少

建議

作法

1.地下水監測頻率為每年至少2次，包括豐、枯水期各1次

2土壤監測為每年至少1次

5-1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同背景值之檢測項目，如氫離子濃度指數(pH)、銨態氮(NH4
+-N)

或氨氮(NH3-N) ；此外，監測採樣頻率為 5年 1次(即豐、枯水期各採樣1次)。

5-2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同表4背景值之檢測項目，如導電度(EC) 、銅(Cu)、鋅(Zn)、土壤

質地；每 5年施灌地之表土(0~20公分)採樣檢測1次。

五、監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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