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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檨仔林埤水質改善工程、九番埤水質改善工程及微笑礫間功能提
升工程水質現地淨化 

壹、 計畫緣起 

高雄市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整治愛河污染工作迄今已有30餘年，初期以結

合截流方式於側溝或箱涵進行截流，將家戶污水收集至中區污水處理廠，愛河

水質相較於早期已獲顯著改善，惟因污水下水道建設推動係以人口密集或水源

水質保護區域為優先，且須長時間投入大量金錢及人力，致使能獲得成效，故

愛河水質改善仍受到限制。 

經追蹤愛河上游的仁武區尚未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致家戶污水、農業回

歸水及零星工廠廢水分別經由該區的九番埤、檨仔林埤及北屋排水匯入愛河，

是愛河水質未能向上提升之主因。行政院環保署協助高雄市政府推動並改善愛

河水質以全國先趨辦理河川污染整治，除秉持推動愛河流域污水下水道建設之

治本策略，更創新搭配愛河上游水質淨化之治標策略，首創透過雙管齊下策略

強烈企圖解決改善愛河水質污染之問題。 

 

 

 

 

 

 

 

 

 

 

 

 

 

愛河上游污染源流域圖 

（Ｄ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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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河川水質正本清源方法為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惟推動需大量經費及

建設期程，對河川治理無法有立竿見影之效。愛河上游的仁武區因迄今尚未推

動污水下水道建設，致家戶污水、農業回歸水及零星工廠廢水分別經由九番埤

排水、北屋排水及檨仔林埤流入愛河，故為改善愛河水質，除現階段在愛河上

游持續推動用戶接管工程外，在污水下水道未及建設之區域以現地水質淨化處

理方式，以特有「整合整治列車式」之水質改善措施，分別於愛河上游的九番

埤濕地及檨仔林埤濕地等兩條支流實施現地處理，以生態環保工法淨化水質後

再回注愛河，流經微笑公園河段並以礫間接觸氧化槽處理後排回愛河中，以達

淨化愛河水質之目的，並營造自然生態景觀，提供民眾休憩及環境保育宣導之

多功能場所。 

 

 

 

 

 

 

 

 

 

 

 

 

全國首創「整合整治列車式」水質改善位置圖 

 

 

 

 

 

 

 

文藻外語 

 

 

 

圖片來源 Google

九番埤排水 

檨仔林埤排水 

(D 排水) 微笑公園 

民族橋 

北屋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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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程執行情形 

為改善愛河水質將河川水系整治朝向「全線通水」目標邁進，本局於民國

97年開始陸續於愛河上游辦理列車式水質淨化工程，主要將現地水質淨化處理

後再排回愛河中，阻擋其上游污染水源進入中、下游河段，以達到淨化愛河水

質之治標目的，下列將針對從98至103年陸續完成愛河上游（一）「微笑公園礫

間淨化功能提升」、（二）「九番埤水質改善」、（三）「檨仔林埤水質改善」等3件

工程逐一提出成果說明。 
 

 

 

 

 

 

 

 

 

 

 

 

 

 

 

 

 

 

 

全國首創「整合整治列車式」水質改善工程示意圖 

（一）微笑公園礫間淨化功能提升工程（民國 98 年至 99 年）	

愛河中上游自龍華橋以上係目前愛河水質污染較為嚴重之河段，水

 

 九番埤排水 

北屋排水

檨仔林埤排水

(D 幹線) 

北埤塘(現況為濕地)

南埤塘

愛河主流

民族橋

九番埤改善工程 

•在槽式溼地處理 

•設計處理水量：枯水期 1,300 CMD、

豐水期 16,000 CMD 

檨仔林埤水質改善工程 

•接觸曝氣法 (南埤塘) 

•設計處理量：5,500 CMD 

(最大處理量：6,700 CMD) 

微笑公園礫間淨化功能提升工程 

•橡皮壩工程、機械攔污柵工程 

文藻外語

鼎力路區域及自由路一帶 

用戶接管工程(分 A及 B區) 

• A 區接管戶數 5,414 戶 

• B 區接管戶數 6,134 戶 

微笑公園礫間淨化 

•編列年度預算維護管理 

•現況處理水量:3,000~7,00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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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呈現中度到嚴重污染，污染來源除高雄市轄區內之生活污水外，尚承

受上游來自九番埤、檨仔林埤等污水排入愛河，使得整治工程較為困難。

經多次評估用地及周邊環境等因素，並召開會議協調以愛河及H幹線匯流

處之微笑公園作為礫間接觸氧化槽為主之現地處理設施場址，自愛河民

族橋下游附近之河道截流取水，經礫間接觸氧化槽處理後再排回愛河中，

以達淨化愛河水質，並創意營造自然生態景觀，提供民眾休憩及環境保

育宣導之多功能場所。 

此外，設計階段特別考量截流溝河段略受感潮因素影響，若河中鹽

度高於監測設定值，恐對礫間接觸槽內馴養微生物造成影響，為避免影

響處理效能，設計階段已將截流溝再向上移150公尺（民族橋下游15公尺

處），並於渠道增設活動橡皮壩工程，以阻絕鹽度影響；另渠道設置橡皮

壩使河水水位上升，造成原設置於愛河截流溝取水口之人工清除式攔污

柵沒入水中，增添日後操作維護清理之困難，並降低現地處理設施進流

量及截流量，故為利於日後操作之便利性，配合橡皮壩工程之施作，將

取水口處既設人工攔污柵變更為機械式攔污柵。 

 

 

 

 

 

 

 

 

微笑公園礫間淨化設施工程示意圖 

 

 

：橡皮壩工程、 

機械攔污柵工程 

圖片來源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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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公園水質淨化場處理流程圖-1 

 

 

 

 

微笑公園水質淨化場處理流程圖-2 

（二）九番埤水質改善工程（民國 102 年）	

1、設計理念 

 

 

 

 

 

 

 

 

 

 

 

 

 

 

 

九番埤水質改善工程示意圖 

A 

水質淨化方向 

水質淨化方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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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生態環保工法，淨化水質後再回注愛河，並減少愛河污水負荷 

利用原彎延曲折自然河道，恢復其埤塘蓄水功能，增加停留時

間，並利用部份區域植生淨化能力強的水生植物，以在槽式人工溼

地模式，來增強其淨化水質功能，更以創造都市景觀營造、帶動區

域環境發展為附加效益，建構成為本計畫之核心價值。 

(2)以區域發展為遠景與週遭環境融合 

本工程位置具有交通節點之優勢，臨近商業區及住宅區之條件，

未來可成為市民一地標性之休憩場所。在環保意識高漲，永續觀念

發展下，設計操作手法上應結合水、濕地及綠坡，利用光合作用给

予城市之新鮮空氣，使前來民眾感到心靈平靜。 

(3)透過空間利用創造本計畫核心價值 

設計手法上可透過自然元素結合親人之景觀空間，成為鄰近商

業區及住宅區活動之中介空間；商業區的流通民眾藉由動線經過此

處而住宅區之民眾亦可於平日活動中親近此處，成為民眾休憩之都

會區地標公園。 

(4)永續公共工程 

永續公共工程若應用於水質改善工程則是以污染削減為前提，

讓水質改善工程結合周邊景觀、人文產業、生態環境等特色分段區

劃。本工程於規劃時已將「永續保育發展」觀念作為基準，落實綠

色環境、綠色工法、綠色材料及綠色能源四大綠色內涵指標，並配

合政府推動的『永續公共工程』，讓治水與生態達到新的平衡關係。 

依據公共工程-綠色內涵所定義之四大指標，本工程均有執行項

目及內容，其所佔比例為綠色環境40％、綠色工法5%、綠色材料25%、

綠色能源5%，綠色內涵比例總計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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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公共工程 + 永續保育發展 = 健康永續 

 
 

 

 

 

 

 

 

 

 

符合四大綠色內涵指標之項目 

 

 

 

 

 

 

 

 

 

 

 

 

全生命週期的考量

可行性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執行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全生命週期的考量

可行性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執行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水利工程管控指標

綠色環境

綠色工法

綠色材料

水利工程管控指標

綠色環境

綠色工法

綠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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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床工施工中                     

 
固床工以自然石材符合綠建築 

（三）檨仔林埤水質改善工程（民國 102 年至 103 年）	

本局多次現勘發現檨仔林埤可供利用之公有腹地（權屬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鄰近住宅區，在不佔用現有（排水行水）溼地面積，且水質淨

化單元儘量遠離住宅密集區共識及限制下，現場約剩1600平方公尺公有

腹地可供利用，然因受限於場地面積關係，限制了淨化水量。為此，淨

化水質方案採離槽式為主，又由於（礫間或濾材）接觸氧化之工法佔地

面積較小，工法成熟操作維護容易，故淨化水質方式主要是採用接觸曝

氣氧化法，接觸濾材選用則因受限現場約僅有1600平方公尺面積可供利

用，如接觸濾材選用以礫石為主的工法，由於其孔隙率約40％，故欲達

設定削減量目標，其佔地至少需2500平方公尺左右，首次引入日本有塑

膠粒料用於河川直接淨化成功經驗，其孔隙率約95％，經選用佔地面積

較小之塑膠粒料為接觸氧化曝氣區之接觸濾材，而於接觸氧化非曝氣區

仍維持礫石為接觸濾材，經此配置後，包括出入維護保修之公用場所用

地，可在1600平方公尺面積侷限空間內達污染削減量之設定目標，減少

污染源進入河川，提昇愛河中上游水質自淨能力，工程設計階段創新兼

顧防洪排水功能、擴大蓄水空間，設施地下化搭配公園綠地營造自然生

態景觀，提供民眾休憩及環境保育宣導之多功能場所，並結合自行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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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提供民眾領略愛河河岸風光。 

 

 

 

 

 

 

 

 

 

 
檨仔林埤水質淨化場空間構成圖 

1、設計理念 

(1)利用水質淨化場上層覆土並種植草皮，維持自然風貌。 

(2)水質淨化場之機房盡量配置在隱密處，並利用擋土或密林遮蔽，   

   減少對生態與景觀的衝擊。 

(3)考慮維護管理區域的管制及維護動線之可及性。 

(4)利用自然或生態護坡（如加勁工法、拋石固床工）調整地形，維持 

   生物棲地環境。 

(5)利用機房屋頂視野佳的特性，做為環境教育解說的最佳場所。 

 

 

 

 

 

 

 

 

 

 

環境教育解說場所 

生態護坡(加勁工法)

灌木安全綠籬 

維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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檨仔林埤水質淨化場剖面圖-1 

 

 

 

 

 

 

 

 

 

 

 

 
 

檨仔林埤水質淨化場剖面圖-2 

 

 

 
施工過程 

2、創新：健康思維與永續作為 

(1)愛河上游流域水環境再生，中、下游達排水與親水，進而串聯高雄

濕地之目標。 

(2)藉由適地適性的大自然淨化工法，再造都會型河川及多元性水域。 

(3)塑造出都市藍帶與社區生活綠帶的夥伴關係。 

(4)以現有可用面積，並達污染削減量目標與創造空間價值。 

 

 

 

機房用擋土或密林遮蔽 

自然護坡 灌木安全綠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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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可用面積達
污染削減量目標

‧ 機房屋頂視為環
境教育解說的場
所

‧ 考慮維護管理區
域管制及維護動
線

‧ 淨化場機房用密林
遮蔽，減少生態與
景觀衝擊

‧ 淨化場上層覆土種植
草皮，維持自然風貌

‧ 民眾休憩場所

‧ 結合自行車道

‧ 自然生態護坡
(如拋石固床工、
加勁工法)，維
持生物棲地環境

‧ 塑膠粒料(接觸
濾材)

‧ 淨化場上層覆土
種植草皮

‧離槽式接觸曝氣氧化法

‧ 引入日本塑膠粒料直接淨

淨化河川經驗

‧愛河上游水質改善

‧中下游排水與親水

水資源
再生

生態工法

空間價值都市藍帶
社區綠帶

 

 

 

 

 

 

 

 

 

 

健康思維與永續作為 

3、全國創舉：場域污泥清運自動化 

設計階段即詳加調查鄰近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線位置，並於施工

階段預補推管線，污水排放口銜接污水下水道系統，水質淨化場每

月產生的沈降污泥藉由自動反沖洗程序，將反沖洗後含水率較高的

污泥自動送至排放口導入污水下水道，達成徹底減少清運過程臭味

逸散及運輸成本之創舉。  

 

 

 

 

 

 

 

 

 

 

 

 

檨仔林埤現地水質處理流程、污染削減量及污泥零運輸 

健康思維

永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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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環保署大力支持與市民的參與度  

愛河污染改善計畫之推動，除由本府帶頭引領相關機關、各界參與以外，

更重要的仍須由市民自主性的願意參與，因此本局積極透過辦理地方說明會、

宣導活動、發放宣導文宣、環境教育活動等，讓民眾瞭解本局推動污水下水道

建設的重要性與執行情形，以及河川污染對生活環境的影響。 

一、 污水下水道建設活動宣導 

為推廣污水下水道建設是都市發展重要的公共設施，以及宣導其功能不僅

可以改善都市居住品質與環境衛生，並可防止河川水域污染之觀念，本局透過

製作宣導手冊供市民領取，並邀請高雄市民參加相關會議予以宣導與發放文宣，

讓市民更容易瞭解污水下水道建設。 

 

 

 

 

 

 

 

 
宣導文宣品 

二、 污水用戶接管地方說明會前與里長取得共識 

用戶接管為健全下水道功能最重要的一環，為利於推動污水用戶接管作業

之順遂，本局每每辦理區域性的用戶接管工程前，除施工前邀請當地市民共同

參與說明會外，會先拜訪當地里長、地方仕紳，取得對於公共建設的認同與支

持，再由里長、地方仕紳與里民互動關係予以感同建設重要性，進而為工程施

工過程中取得諒解與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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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長與地方仕紳參與瞭解公共建設重要性 

三、 污水用戶接管居民說明會 

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係最直接能解決市民的居住環境與環境衛生，本

局市現階段可協助高雄市民免費用戶接管，惟因其中涉及市民的意願與施工環

境等因素，例如後巷用戶接管施工的巷寬需大於80公分，許多市民因自身違章

建築導致接管工程須拆除違建部分，若現階段不配合免費用戶接管，未來政策

改採強制用戶接管時還負擔接管費用（即無免費用戶接管）。綜上，諸多政策

執行與工程作法皆牽涉市民的權利與義務，因此本局辦理區域性的用戶接管工

程前，必定會邀請當地市民、里長及議員參與說明會，瞭解自身的權利義務，

以及討論遭遇問題與解決對策；此外本局召開說明會時間大部分選定市民較為

有空閒的夜間時段辦理，讓更多的市民能有機會參與說明會，也因而市民參與

度非常踴躍，幾乎是家家戶戶很關切的議題，此為非常成功的市民參與機制。 

 

 

 

 

市民踴躍參與說明與討論 

四、 里業務會報 

為促進各行政區對轄內各機關與里、鄰相互間之配合聯繫及加強政令宣導、

公共事務之推展，本局配合列席由區長主持並邀集里長、里幹事召開的里業務

會報，居民的建議事項則透過里長提案送區公所列入議程，本局配合答復、說

明或列管辦理，以發揮為民服務與市民參與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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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減少水環境污染定期化糞池清理 

本府環保局要求高雄市民家中化糞池污物應每年不定期清除一次（含）以

上，對象含各公私立學校、尚未納入污水下水道之建築物、公有市場、國宅及

10層樓以上尚未納入污水下水道之建築物。                                  

六、 河川污染整治-環境教育活動 

高雄市政府水利局為讓高雄市民參與河川污染整治及認同污水下水道建設，

多次開放市民前往污水處理廠參觀、辦理檨仔林埤水質淨化場戶外教學等活動

等，讓市民感同身受河川污染整治的重要性。 

 

 

 

 

 

 

參觀污水處理廠與水質淨化場戶外教學 

 

 

 

 

 

 

 
行政院長官及環保署署長蒞臨指導及環保團體的大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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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河川污染整治-行政院環保署長官蒞臨指導 

行政院環保署長官蒞臨現場指導愛河河川污染整治改善情形及完工啟用典

禮剪綵概況。 

 

 

 

 

 

 

 

 

 

 

 

 

 

 

水保處葉處長及魏專委督導微笑礫間提升功能、九番埤水質改善及檨仔林埤埤水質改善工程
執行情形 

 

 

 

 

 

完工啟用典禮剪綵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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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河川污染整治-河川巡守作業 

本府在愛河流域成立河川巡守隊，加以巡守河面狀況，遇問題立即通報，

並且辦理相關教育訓練及淨溪淨灘活動。 

 

 

 

 

 

 

 

 

 

 

市民共同參與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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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里長、議員、區公所、高雄市政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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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成果與成效 

高雄無疑是一個水岸城市，與海洋比鄰而居的海港都市，海洋意象的營造

與開發一直是本府團隊的施政主軸，而愛河猶為高雄城市之母，絕對應優先復

育健康的愛河，進而擁有永續的好水，才能使愛河蛻化成貫穿都市之優美藍帶，

打造提供為高雄市民休憩、活動、文藝的生活空間，本局甚是積極以永續發展、

健康都市等理念為主軸，推動優質的居住品質，將高雄市推向宜居城市之目標。 

一、 現地水質淨化處理，迅速改善愛河中、上游水質 

河川水質改善正本清源方法為推動治本之污水下水道建設，惟推動下水道

須投入大量經費及長期建設，對河川治理無法有立竿見影之效果。為迅速改善

愛河水質，本局在愛河上游採治標之現地水質淨化處理，以特有「整合整治列

車式」水質改善措施，從民國99至103年陸續完成「微笑公園礫間淨化功能提升」、

「九番埤水質改善」、「檨仔林埤水質改善」等3項工程，經現地水質淨化處理後

再回注於愛河上游的水質，執行成效從原為嚴重污染程度（RPI值：5 ~ 7）已改

善至輕度污染~中度污染（RPI：2 ~ 4），顯現執行成果十分良好。下列逐一針

對前述3件工程說明改善水質之去污程度。 

（一）「微笑公園礫間淨化功能提升工程」 

河川污染程度指標係以水中溶氧量、生化需氧量、懸浮固體、與氨

氮等4項水質參數之值，來計算所得指標積分，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度。

水質淨化場平均最高每日處理約9,000立方公尺污水，每日削減生化需氧

量約350公斤（BOD）、懸浮固體物約250公斤（SS）及氨氮約50公斤，有

效地改善污染去除率可達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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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公園景觀照 

（二）「九番埤水質改善工程」 

1、水體淨化前RPI值介於6.25~9.00為嚴重污染程度，水體經淨化處理後，

河川污染程度指標由嚴重污染有效改善至中度污染，水體污染削減後

RPI值介於2.75~5.50。 

2、豐水期平均最高每日處理約16,000立方公尺污水、枯水期平均最高每

日處理約1,300立方公尺污水，每日削減生化需氧量約22公斤（BOD）、

懸浮固體物約17公斤（SS）及氨氮約14公斤。 

3.利用原彎延曲折自然河道，恢復其埤塘蓄水功能，增加停留時間，並

利用部份區域植生淨化能力強的水生植物，以在槽式人工溼地模式，

來增強其淨化水質功能，更以創造都市景觀營造、帶動區域環境發展

為附加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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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番埤濕地景觀照 

（三）「檨仔林埤水質改善工程」 

水質淨化場平均最高每日處理約5,500立方公尺污水，每日削減生化

需氧量約117公斤（BOD）、懸浮固體物約53公斤（SS）及氨氮約94公斤。

質淨化場處理後，截流之原水淨化前RPI值介於5.00~7.75為中度污染~嚴

重污染程度，經淨化處理後，河川污染程度指標有效改善至輕度污染~中

度污染，其RPI值介於2.8~4.0，提昇愛河全段水質，受益人口數為高雄

市三民區約10萬人，愛河流域下游區域沿岸休憩受益人數更高達90萬

人。 

 

 

 

檨仔林埤水質改善前面對照圖 

 

 

 

 

 

 

 

檨仔林埤濕地景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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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水質淨化改善愛河水質污染指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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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榮耀與獎項 

一、榮耀與獎項 

• 檨仔林埤水質改善獲「2015 年高雄市公共景觀類建築園冶獎」榮耀 

愛河上游水質改善成效顯著，103年完成「愛河上游水質改善工程-檨仔

林埤水質改善」整治成果，經專家學者肯定獲得第二十一屆「2015年高雄市

公共景觀類建築園冶獎」榮耀，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104年5月16

日在高雄市立圖書館總館舉辦頒獎典禮，給予肯定！ 

 

 

 

 

 

 

 

高雄市政府水利局總工程司韓榮華代表領獎   檨仔林埤濕地 

二、新聞展露 

• 自由時報、力傳媒新聞天眼日報 3e 傳媒網等新聞爭相報導「高市檨仔林

埤水質淨化獲建築園冶獎」 

 

 

 

 

 

 

 

 

 

自由時報報導檨仔林埤水質淨化獲建築園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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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結論 

• 愛河截流站“變妝＂下水道展示館 

自中央政府推動城鄉風貌計畫以來，高雄市為配合中央政策及提升城市競

爭力，從開始進行一連串城鄉風貌之工作，高雄市的都市特質與環境風貌的發

展及轉變，都與愛河流域息息相關，近年來對於愛河本身及流域周邊環境所投

入一連串建設行動，除愛河河岸周邊景觀設施及愛河水質整治，更積極將生態

系統的建構列入考量。 

本局為配合市政目標建構「愛河藍色水路」，愛河沿岸地區成為高雄市最

具特性的觀光景點，將截流站原有之操作設備及處理設施供做實體紀錄，並增

加多樣及生動的展出模式，規劃成適合且吸引市民參觀的展示館，為愛河污染

整治努力與成功做見證，此外展示館可供做沿岸區、里行政單位民眾認識污水

下水道建設、處理的教育場所，提昇市民對水污染防治的觀念。 

截流站設置對於愛河整治無疑是功不可沒，變妝下水道展示管是紀錄與呈

現截流站的歷史及功能。其站體的戶外設施主要以開放式的空間進行改善，並

結合愛河沿岸遊憩系統，以親近的方式展現下水道截流設施與展示內容，並提

供展示解說板的輔助說明，讓民眾自然的瞭解截流站與下水道功能。愛河沿岸

幾座截流站，陸續變妝完成有民生站「河邊曼波」、治平站「玻璃光之屋」、

新樂站「迴旋籃色水路」、七賢站「鯉躍龍門」、九如站「曝氣船之家」，以

及力行、興隆、六合、二號運河及鼓山等截流站，以創意串聯沿岸文化地景之

景觀特色，更透過燈光、建築與巧思，塑造出科技都市中悠閒河岸之風情，讓

愛河更添幾許讚嘆的魅力特色。 

 

 

新樂站                                民生站 
圖片來源網路圖片來源網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