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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已發展許多原位(in-situ)地下水整治技術，其中滲透性反應牆作為一種

有效率、具成本效益及永續性的整治技術，可處理多種類型之污染物。本研究發

展了一個數值模式，使用 Visual MODFLOW針對多層次滲透性反應牆系統整治

效益，進行地下水污染物濃度在時間及空間之變化情形評估。本模式以氯化物為

單一污染物種，模擬污染物從多個點源釋放並經過研究區域的移動情形，模擬時

間約為五年(1800天)。本研究以活性木炭(AWC)作為反應性材料，進行污染物在

無設置反應牆及設置多層次反應牆等不同案例之數值模擬，並將污染物團(plume)

有效控制於可接受範圍內，同時亦考慮滲透性反應牆尺寸及連續注水機制等相關

參數，以評估多層次反應牆整治效益。結果顯示，相較於單層反應牆或自然衰減

系統，多層次反應牆系統更為有效，可大幅降低各監測井內之污染物濃度。較厚

的反應牆可增加氯化物吸附作用於反應材料的停留時間，而達到較好的污染移除

率；另外，連續注水對於觀測井鄰近區域亦可提升整治效率，然而對於不同的注

水率效果有其上限。再者，相較於本研究範圍之最大深度，多層次反應牆系統在

較小的深度即可達到最大移除效率。最後，本研究數值模型顯示，鄰近污染源之

多層次反應牆系統對於污染團捕獲帶可提供較好的整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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