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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世界上的淨水品質提升，傳統的淨
水處理單元越來越受挑戰

• 薄膜程序廣泛應用於淨水及廢污水
的處理上，可得良好的處理效果，

有效提昇水質、節省空間、節省化

學藥劑及減少污泥產生等優點



4

薄膜分離技術概論（1/3）

• 原理：
利用不同成份透過薄膜速率上的差異來進行分離

• 分離驅動力：
-壓力差（逆滲透、奈濾、超過濾、微過濾）

-濃度差（透析、氣體分離、滲透蒸發）

-電位差（電透析）

-溫度差（薄膜蒸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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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分離技術概論（2/3）

• 薄膜材料：

-有機（纖維素類、聚烯烴類、含氟化合物…）

-無機（陶瓷、玻璃、金屬…）

• 薄膜模組：
-平板式

-螺旋式

-管狀式

-中空纖維式
資料來源： Berthold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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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分離技術概論（3/3）

不行不行不行可以不一定單一薄膜替換

差---------------------------＞好清洗成效

高---------------------------＞低堵塞程度

低---------------------------＞高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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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膜組特性比較：

資料來源：童氏等人，膜過濾模組之簡介及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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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分離應用實例（1/3）

• 中國哈爾濱飲用水處理

資料來源： Shengji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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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分離應用實例（2/3）

• 挪威地表水作為飲用水處理

挪威約有90％的供水是來自於地表
水，其濁度、鹼度和硬度皆不高，但其因

含有天然有機物而導致高色度的問題

（Leiknes et al.,2005）。挪威科學與技術大學學

者，利用混凝/MF金屬膜模組處理含有色
度50 mg Pt/l的原水，約可去除95％色度

資料來源：Leiknes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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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分離應用實例（3/3）

• 法國Douchy超過濾處理廠

- 以溫和的壓力差與橫流速率操作，通量可穩定維
持在60-70L/h-m2，此狀況至少可維持兩個月，

不需進行化學清洗

- 處理水有機碳濃度低、生物穩定性佳且無異味，
顯示結合生物脫氮與UF及PAC處理原水，處理
水可有效脫氮與去除殺蟲劑化合物，並且達到

消毒效果

資料來源：Chang et al.,1993；Urbain et a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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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單元操作關鍵問題（1/2）

• 早期由於膜的價格昂貴，以薄膜分離系統進
行處理，成本很高；近年來，薄膜科技大幅

進展，使薄膜處理成本逐漸降低

• 理論上只要膜壽命夠長，不需經常更換，成
本不至於過高。但在實際操作應用上，常因

膜壽命短，需常更換，而造成操作上之不方

便且不符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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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單元操作關鍵問題（2/2）

• 膜壽命縮短之因：
- 超過膜材適用範圍

- 膜孔的阻塞（結垢）

• 解決方法：
- 慎選膜材及開發抗化性更佳的膜材
- 薄膜前處理、薄膜材質改良、模組設備與
操作最佳化、薄膜清洗四種途徑來防垢

（Wakema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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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 利用膜分離系統來進行淨水和廢水處理，已
是目前及未來的主流，會被更廣泛地應用於

各種產業和民生廢水的處理及回收再利用

• 不過要能突破瓶頸，除了製膜廠商及系統供
應商能研發出分離效果更佳、價錢更便宜的

膜及膜組之外，膜的使用者也需選擇適當的

膜及合用的膜組，且需適當的前處理及清洗

程序來延長膜的壽命和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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