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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人口增長與巨型城市發展趨勢下，必須更有效率解決龐大的用水需求與廢水處理

問題，而智能化水處理系統的建立，將是有效的解決方案之一。廢水處理系統的運轉動態十

分複雜，起因於其進流水的水質特性與水量會隨著時間不斷的改變；同時，系統效能會受到

人為操作、微生物新陳代謝、機械運轉及環境條件變遷等因素影響，任何疏失都會降低系統

效能及穩定性。由於操作條件的變異，各項機械設備在污水處理過程中，往往不是在最佳的

效率下操作，因此造成能源浪費。若導入智能化的管理與決策，同時進行持續性的監測、追

蹤、預警及控制，預期可提升系統穩定性及降低風險，並提高系統效能及節省能源消耗，符

合未來水處理產業市場需求。

智能化水資源管理與決策的概念在2009年由IBM提出，目前包含美國、中國、澳大利

亞、以色列、韓國等國家，以及IBM、GE、日立、施耐德等國際公司皆已展開相關的規劃或

專案。現階段國內針對廢水處理系統智能化仍處於萌芽階段，尚未產業化驗證與應用。工研

院於2017年開始建立適合水處理產業的智能化控制系統，可提高效能與穩定性並降低風險，

且接續於2018年透過數據收集及監控系統(SCADA)，建立收集分析的監控平台，可即時掌握

全廠操作營運情況，達到有效管理。而針對智能化水處理系統必備之感測器，工研院也投入

微型化水質監測裝置的研發與應用。

本期技術專題首先介紹「智能化水處理應用趨勢及案例」，其中特別強調水處理特性與智

能化之必要性，對水處理智能化的作法也提出解決方案。水處理智能化的長期目標，是將各

處理單元的解決方案串聯起來，以提供全廠整體性的連貫服務。為有效運用智能化系統所蒐

集的大量數據，智能且精準的控制模型是必要的發展趨勢，其中類神經網路法已被廣泛應用

於各領域的建模和數據分析上，「類神經網路法應用於水處理單元建模、分析與最適化」一文

將介紹該法於水處理的相關應用。最後基於物聯網之興起及近年來線上水質分析技術與無線

傳輸技術的進步，「微型化水質監測裝置之研發與應用」一文將介紹兼具體積小、耐用佳、操

作簡單、設置費用低且具無線數據傳輸與物聯網功能之微型化水質監測裝置。

為建置智能化水資源管理系統，必須透過感測器的架設，將所感知的訊號傳輸至平台主

機進行處理，以進行監測、數據蒐集與分析；然後加上客製化軟體的應用，對數據進一步運

算，並將訊號回傳至使用端，進行智能化控制，來達到最適化的處理效果。藉助物聯網、大

數據與雲端計算等技術的整合，將可實現即時監控、效能趨勢預測、突發事件預警及應急決

策處置等功能。未來運用於水處理系統，預期可使整體效能提升，進而降低處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