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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景觀池應用學思園案例 

摘要 

不論是一般休憩或是社團活動，學思園長久以來都是逢甲學生與民眾

的活動地點。本報告目的即以學思園為範例，利用自然淨化能力，期待能

規劃出一個具休憩又能兼具理淨化水質之功效的學思園。 

原水來源為體育館之排放水，預計初期污水量約為 20CMD；水質狀況：

BOD5約為 125mg/L、SS約為 100mg/L而氨氮約為 50mg/L，到了二期體育館全

部開放使用之後，污水量會達到 40CMD，水質狀況與初期相同。經過若干

處理程序後，推估其去除率為：BOD5去除率為 78.9%、SS去除率為 79.1%、

氨氮去除率為 89.7%，皆低於放流水標準及灌溉用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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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在水資源越來越彌足珍貴的今日，如何利用每一分水資源已經是我們

急需思考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用水量較大的學校更應該如此，才能作為

模範將水資源回收再利用的觀念散播出去，經由生態景觀池的規劃與執行，

除有效改善學校教學區之整體觀瞻，且生態景觀池亦附帶有淨化水質之功效，利

用不同之單元設計與植栽分佈進行淨化水質之功能。 

    學思園位於逢甲大學北側門旁邊，緊鄰剛動工興建的學思樓與體育

館，面積佔地約為伍千平方公尺，提供學生課後社團活動及校外民眾休閒

使用。將生態景觀池放置於此除了可以美化校園之外，亦可利用生態景觀

池自然淨化水質之能力協助體育館之排放水之處理，甚至等到學思樓興建

完畢之後，亦可將其之排放水也導入生態景觀池做處理，再處理回收之水

資源可以再利用為學校澆灌之用水以達成水資源回收再利用之目的。 

 

第二章 現況分析 

 1.水質現況 

    現今體育館排出之水質初期BOD5約為 125mg/L、SS約為 100mg/L而氨氮

約為 50mg/L，污水量在初期約有 20CMD，到了二期體育館全部開放使用之

後，污水量會達到 40CMD，而預計達成之處理目標為灌溉用水標準甚至達

到放流水質標準，表 1-1 為水質現況，表 1-2 與表 1-3 分別是放流水標準

與灌溉用水標準，如此一來經由淨化之水即可在經由抽蓄系統，再次利用

於校園裡花花草草的澆灌水，又可節省水資源亦可美化綠化校園可謂是一

舉數得阿。 

表 1 水質現況 

BOD5 SS NH3-N 項目 

標準(mg/L) 125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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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放流水標準 

BOD5 SS NH3-N 項目 

標準(mg/L) <30 <30 <10 

表 3 灌溉用水標準 

BOD5 SS NH3-N 項目 

標準(mg/L) － <100 - 

 

2.空間現況 

    學思園為逢甲大學北側之休憩場所，靠近北向及西向兩個側門及新建的體育

場，為逢甲校園主要活動舉辦場所之一，學思園內活動可分為穿越、停車、休息、

聊天、等待、運動、晨運 、社團活動等類型，因此使用頻率相當高，若能以生

態池加以美化觀瞻相信可以達到畫龍點睛之成效，為學校再多增添一處適合休閒

之處。 

      

圖 1-1 學思園正門                  圖 1-2 學思園中庭 

       
圖 1-3 學思園內部                   圖 1-4 學思池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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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污染物去除機制 

    進入生態池之汙水可透過物理性的沉降、過濾、吸附與揮發作用，化

學性吸附、吸收、離子交換與氧化還原作用，及生物性代謝分解與攝取作

用，將污染物自污水中移除，其懸浮固體物、生化需氧量以及氮的去除機

制如表 4。 

表 4 懸浮固體物、生化需氧量以及氮的去除機制 

廢水組成 去除機制 

懸浮固體物 流速緩慢沉積作用。 

土壤介質及植物根部產生生物膜之過濾機制(砂礫層、基

質及植物間隙)。 

降解後可為生物體吸收與同化。 

生化需氧量 微生物分解(好氧、厭氧環境-植物根部、砂礫及植物體表

面) 

沉澱作用(有機污染和底泥累積)。 

氮及其化合

物 

水解、沉澱和過濾。 

氨化作用後硝化及脫硝(植物根部、砂礫及植物體表面) 

植物攝取及同化、氨揮發及吸附。 

 

1.懸浮固體物(SS)去除機制 

    懸浮固體物在人工濕地的主要去除機制包括(1)膠凝/沉澱和(2)過濾/截

流。 

    在表面是人工濕地，因濕地內流速緩慢，懸浮固體物易沉澱去除。另

濕地植物根部或介質長滿生物膜時，具有沉澱或過濾作用去除懸浮固體

物，故可將濕地本身視為一自然沉澱池，挺水性植物為天然的攔污柵，不

同粒徑礫石排列則成為天然濾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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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機物去除機制 

    濕地中有機物可分為溶解性及懸浮性，懸浮性有機物的去除機制與懸

浮固體的去除機制相同，溶解性有機物的去除機制包含：(1)吸附(植物表

面；底泥吸附)；(2)揮發；(3)生物分解。這些有機物完全分解後，產生CO2

和水，進入自然界的碳循環。 

 

3.氮的去除機制 

    氮基本上以有機及無機兩種型態出現。主要去除機制有：(1)植物吸

收；(2)硝化及脫硝作用；(3)氨之揮發；(4)固定作用。 

    有機氮一般被微生物分解為無機氮，在植物生長過程中會被其所攝

取，透過定期植物之收割，一方面可刺激植物之生長，而且亦可去除植物

所吸收之氮，避免植物枯死時釋回水體中。有機氮也會附著於懸浮固體物

上，隨著沉澱和過濾機制去除。沉澱之部分會進入土壤底部之腐植質內累

積於系統中。另一方面亦有可能被水解成胺基酸再進一步分解成NH3/NH4
+

氨揮發到大氣中，或是藉由離子交換方式而附著於SS上或是土壤上，被吸

附之NH4
+可被好氧微生物經硝化作用轉換成NO2

-、NO3
-，再經脫硝作用變

成N2而逸散回大氣中。 

第四章 植栽選擇 

    生態淨化池之常種植大型水生植物，依其生長特性如挺水性、浮水性

及沉水性而具不同生態淨化功能，如挺水性植物可經由光合作用將氧氣傳

輸至植物根部，進而在根部行成好氧區促進有機物氧化及硝化作用，根部

可提供分解菌生長及增加沉澱效果，可防風、可遮蔽陽光、抑制藻類生長、

吸收營養鹽，而浮水植物及沉水植物，會因光合作用而增加水中溶氧，提

供生物膜生長、吸收營養鹽。 

    在生態淨化池前段，因污水濃度較高，故因考慮較耐污性之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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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之挺水性植物包括蘆葦、香蒲、紙莎草、狼尾草、培地毛、大安水蓑

衣，或浮水性植物布袋蓮、水芙蓉、浮萍。生態池後段因其污染濃度降低，

故可選擇栽種多種植物，以達除污、生態多樣性及景觀等功能，常用植物

包含狐尾草、金魚藻、蓮花、野薑花、台灣萍蓬草。 

    本次設計建議於表面流式兩側淺水區種植浮水性水芙蓉和香蒲、莎草

等挺水性植物，中間深水區種植沉水性植物金魚藻，最後的景觀池可以水

蓮花、野薑花等景觀植物為主，池底可加種青狐尾或水蘊草等沉水性植物。 

 

   

          圖 3-1 香蒲                        圖 3-2 莎草 

 

   

          圖 3-3 水芙蓉                      圖 3-4 金魚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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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 水蓮花                       圖 3-6 野薑花 

 

   

         圖 3-7 青狐尾                     圖 3-8 水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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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設計流程 

在學思園的溼地生態工程設計中，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1. 體育館原水：學思園溼地所處理的水來自於體育館，其水質條件如下：

BOD5：125mg/l、SS：100mg/l、氨氮：50mg/l、水量初期：20CMD、

水量末期：40CMD。 

2. 進水：在此我們將原水做一揚程，約 4 公尺，至於加壓馬達則預定設

置於體育館原水出水處，其可將原水送至涼亭假山之最高點。涼亭之

出水直接接續假山，由假山之跌水以供曝氣。 

3. 曝氣：由進水之水源經過假山跌水曝氣後落於底下一緩衝池面積（約

70 平方公尺，水深 100 公分），一方面可避免落下的水直接衝擊地面；

另一方面也可作為後續處理池配水之水源。 

4. 第一處理池：由曝氣完後的緩衝池池水一部分直接流入此處理池，另

一部份則利用 U 形管將水引導至處理池南面再行出水，此兩方出水主

要是避免死水的出現，使水流均勻流出。此處理池面積約 800 平方公

尺，深度平均約 50 公分，但是池岸邊約有兩公尺之斜坡，此處理池為

主要處理單元，目的是去除 BOD、氨氮及 SS。另外在處理池南邊由

於擔心死水之出現，因此除了有一 U 形管將水導引至此外，還將南邊

的水深減少並種植浮水性植物水芙蓉及挺水性植物香蒲、莎草至於中

間較深的水域可以種植沉水性植物金魚藻。 

5. 礫間氧化：於第一處理池之後接續礫間氧化單元，此單元寬約 2.5 公

尺、長約 5.0 公尺深度 0.3 公尺，當水流在礫石間流動時能夠和礫石表

面的生物膜產生作用，不但能降低 SS 也能降低 BOD，礫間氧化區末

端以石籠做區隔，一方面石籠能夠有孔隙使水流出；另一方面石籠也

能固定住此單元之礫石以防變形或崩毀。 

6. 最終處理池：約有 400 平方公尺深度約 50 公分，為最終池兼具景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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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設計九曲橋及涼亭提供遊憩使用，除了池中種植蓮花之外池子北

邊為了防止死水所以除了減少水深外也可種植植物，由於此池可做為

景觀池，所以可以由水蓮花、野薑花等景觀性植物為主，而於池底可

以種植青狐尾或水蘊草等景觀性植物。 

7. 最終水質：經過以上程序原水的停留時間約 13.84 天，水質預估

BOD5：26.325mg/l，去除率為 78.9%、SS：20.9mg/l，去除率為 79.1%、

氨氮：5.13mg/l，去除率為 89.7%。 

參照以上設計及評估，學思園之生態溼地不但能夠將處理過之原水達到灌

溉用水標準及放流水標準並且能夠兼具遊戲及休閒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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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水

曝氣

第一處理池

礫間氧化

最終處理池

體育館原水

最終水質

BOD5：125mg/l
SS：100mg/l
氨氮：50mg/l

水量初期：20CMD
水量末期：40CMD

處理效果
BOD5：26.325mg/l

SS：20.9mg/l
氨氮：5.13     mg/l
停留時間：13.84天

於體育館出水
口以幫浦加壓

4m水頭

水頭壓力與山
丘上之涼亭高
度相同，直接
從涼亭出水

涼亭之出水直
接接續假山跌
水以供曝氣

約有800平方公
尺，做BOD之
去除及SS沉澱

約有寬2.5m長
5m做礫間氧化
及沉澱物去除

約有400平方公
尺為最終池兼
具景觀池，供
遊憩使用

水深約50公分，但為避免
死水狀態，所以於處理池
南方利用U形管進水之

外，還減少局部水深並種
植具處理效果之植物

深度：30cm

水深約50公分，但為避免
死水狀態，所以於處理池
北方減少局部水深並種植

具處理效果之植物

假山及緩衝水池
假山寬度：5m
假山高度：4m

緩衝水池大小：70m2 
深度1m

直接進流 U形管

 
圖 5-1 設計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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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最終之處理效果為處理效果：BOD5去除率為 78.9%（26.325mg/l ）、

SS去除率為 79.1%（20.9mg/l ）、氨氮去除率為 89.7%（5.13mg/l ），皆低

於放流水標準及灌溉用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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