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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至本校教師歷程系統，以「李奇旺」做查詢。 

 

（文／陳宥恩，攝影／羅偉齊，責任編輯郭萱之） 

研究緣起 

「人生總會遇到許多選擇與機會，我們要做的就是做出最正確的選擇，把握它、完成

它，這些都是至今我還在學習的。」水環系教授李奇旺在大學和碩士班時期，研究的

都是與水利水文相關的主題，直到後來攻讀土木工程碩士時，因緣際會，決定把握機

會轉換研究方向，開始專注於水污染工程及水質處理相關的技術。李奇旺回憶「因為

改變研究領域，過程中當然挫折更多，也面臨到許多困難，當時面對還不是自己專業

的東西，我必須讀得比別人久、比別人用功，一路走來實在艱辛。但我認為人生就是

這樣，當自己做出了選擇，只要願意去了解鑽研，什麼都會通。」他將人生比做研究

，「好好把握機會，事情要做過了才知道，就像科學研究一樣，總要實證過後才知道

結果。」 

研究領域 

水處理分為飲用水處理與工業廢水處理，他當年回到臺灣，看到飲用水已經處理的相



當乾淨，內含的污染物很少，若要以飲用水中的汙染物質再進行研究分析，以當時的

校內儀器設備執行較困難；又看到臺灣工廠未經處理排放廢水的情況嚴重，權衡之下

決定專注研究廢水處理。 

他研究各種方式的污水處理法，包括：結晶軟化、吸附、電解、電鍍、萃取、加壓浮

除、薄膜等研究。近年執行的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中，將物化及生物處理技術結合

，應用於自來水中硬度的去除，及工業廢水中重金屬的去除；研究運用結合薄膜、化

學還原、高壓生物處理程序、浮除、及萃取程序以去除水中重金屬。研究的首要目標

，就是如何將廢水中的污染物質降低再排入河川，讓廢水不會對大自然產生傷害。 

研究歷程 

「雖然研究的過程遇到很多挫折，但當研究完成後，才發現之後的問題更不簡單！」

李奇旺解釋，在臺灣很常見到工廠偷埋暗管或者直接將未處理的廢水排入河川溪流

，主要是因為臺灣工廠多屬於中小企業，廠商土地有限，為了要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

益，所以處理廢水的設備與技術就沒辦法達到政府要求。加上近年來產品在製程上的

複雜化，使得所產生的廢水更難處理，在以上的情況下，工廠多半都會選擇偷排廢水

。節省了成本，卻傷害了環境；因此在進行研究的時候，他主要的目標都是：如何在

有限的空間中取得更有效率的處理方法。 

他說明，要解決廢水中難以分解的污染物質其實還不是最困難的，最難的是在於如何

說服廠商接受你的技術、如何將研究成果應用到整體市場。譬如有一次當研究團隊已

經將研究計畫完成，要利用模廠來進行試驗，需要夠大的場地來處理這些水量，廠商

卻打了退堂鼓，表示對這計畫沒有興趣，中斷了合作，至今這組模廠還束之高閣。他

分享心得表示「研究還是得根據市場需求來做調整與設計，才能達到雙贏的結果。」 

在研究過程中，李奇旺表示最開心的是帶著學生一起做實驗。他主要研究的是氫氟酸

，就是俗稱的「化骨水」，只要一點點就能造成極大的傷害，他反覆叮嚀學生要小心

，不然很危險；研究室中也備有緊急的救護藥品與藥膏，但他觀察到每次上完課藥膏

就會減少，而且不到一個禮拜很快就用完了，仔細詢問學生後發現：大家並不是因為

發生了什麼意外而擦藥，而是每次做完實驗，即便沒事，仍會去擦一下求心安，讓他

覺得學生們單純又可愛，也替研究增添了一些樂趣。 

研究成果 

李奇旺至今已獲得五項專利，他近年研究將物化及生物處理技術，應用在自來水中硬

度去除，與工業廢水中重金屬的去除；也獲得科技部補助，研究結合薄膜、化學還原

、高壓生物處理程序、浮除、萃取程序以除水中重金屬的技術。較具代表性的創新研

究成果包括：聚電解質／微胞加強超過過濾結合化學還原法處理含重金廢水技術開發

、高壓氣泡油膜萃取重金屬整合系統研發及測試、結合薄膜與其它物化處理水中污染



物之研究、污染物以結晶程序去除之研究，及零價鐵去除污染物等五項研究。 

研究團隊在產學合作方面也有不錯的成績，2017年與觀音汙水處理廠活性污泥及

MBR系統處理效率評估、溼式洗滌塔產生廢水之處理程序評估，因為共同主持科技部

電化學產學小聯盟，而與小聯盟加盟廠商大桂環境科技公司有多次的合作，大桂環科

與研究團隊一起合作研究『流體化同相結晶含氟廢水處理系統研發』，申請經濟部小

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藉由此項專案的執行，還在中國與日本同時獲得兩項發明專利

。 

未來展望 

李奇旺表示，對於污廢水處理的技術在臺灣目前受到了空間、成本、時間…等因素的

限制；而且隨著科學發展與演進，工廠使用的化學物質越來越難以被傳統廢水處理設

備所分解，為了不增加成本，很多廠商選擇以「不處理」的方式來處理污水，所以對

大自然造成難以恢復的傷害。為了減少這樣的情況，他寄望透過技術研究來改善，縮

短處理廢水的時間與減少處理設備的佔地率，讓廠商能夠使用他研發的技術來解決污

水問題。也希望能夠帶領著團隊繼續研究出更高效的污水處理技術，讓污水能先回復

到清澈乾淨的水，再排放到河流中。就是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帶給社會更多貢獻；研

發出受市場歡迎的污水處理技術，在社會成本與生態環境衝突中，找到完美的平衡。 

 

Feedbacks 

大桂環境科技公司 環境工程師李穎昇 

就學時耳濡目染李老師對研究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我助益甚大。畢業後有幸持續與李

老師的研究室合作，研發氫氟酸及電化學相關處理技術；憑著老師專業學理基礎及研

究室學弟妹們的認真投入實驗，已研究出可能實場化的處理技術，期待持續研究以克

服瓶頸，將技術實場化，對水處理界做出更多貢獻。我認為老師是很好的合作對象

，在執行計畫前宏觀地思考，並且將可能出現的問題預測防範、或先思考解決之道

，非常值得信賴。 

 

愛綠淨生技公司總經理許焌騰 

我和李奇旺老師合作快兩年了，我們手邊還有一個產學合作案在進行，在合作的過程

裡，我覺得李老師充分展現他專業的高度。我們合作處理廢水，用複合型處理技術

，提供業主全方位的解決方案。本公司專注在以微生物處理廢水中的有機物，李老師

善長於廢水中無機物重金屬的抓取。未來，本公司期望和老師有更進一步的合作，進

行設備的開發，藉由老師的學術專業，提供數據給我們的光電團隊、AI團隊，運用參

數在水質檢驗設備設計上，以提升微生物處理有機廢水的能力，打造對環境生態有益



的新境界。 

 

全盛環境科技公司總經理陳冠霖 

我是水環系、水環所畢業的，我唸書的時候李老師還沒來學校任教。會和老師結緣是

因為公司接了一個案子，它的廢水非常複雜，全公司上下沒有人可解決，剛好李老師

指導的博士生在本公司任職，他以此案請教老師，沒想到，老師非常熱情，提供專業

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和老師合作近二十年了，幾乎每年都有產學合作案，或提供污染

物資訊讓學生做為論文研究，也提供實習機會給水環系同學。我很欣賞李老師，他的

研究都與實務契合，可以彌補業界和學界之間的鴻溝。很高興有老師當後盾，支持我

們向前衝，一起為處理臺灣的污廢水努力。 

 

研究處理污廢水 關心生態大環境 

從我開始踏入水相關的研究，延伸至環境相關的處理技術，已經有20餘年的時間，一

路上遇到了許多的貴人幫助，提供我研究機會，亦或是碰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進行研

究，許多莘莘學子真誠地進行這方面知識的學習與研究，這些人與事都讓我覺得非常

的感恩。水的存在，對於人類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遠古時期，人類在選擇居住地的時

候，首先考量的是要與水源相近；游牧民族，雖以四方為家，但有水有草的環境才是

他們的�營的暫時居所。水在農業、工業、生活日常裡有許許多多的應用，人可以三

天不進食，卻不能不喝水；所以，水對人類來說，它的重要性絕對無庸置疑，也因為

如此，我對水污染的情況非常重視，總是抱持著一份不得不的使命感。臺灣是一塊富

含水資源的土地，每個行政區、縣市政府都有河川需要管理；政府的管理績效和成果

，也是我所關心的。 

在近幾年工業發展的相當快速的臺灣，我看到政府的態度是支持工業發展，帶動經濟

開發，但關於這些表面風光的政策，在政績數字亮眼的榮景背後，臺灣人所付出的代

價是那些不應該直接回到原本清澈河川中的污水，被直接排入，未經處理。因為政府

相關法令不夠嚴實，執法不夠徹底，導致部分不肖廠商直接將未處理過的廢污水排入

河川，造成河川、土地、自然生態極大的污染。即便有社會大眾辦理所謂的「淨川活

動」，但最根本的問題沒有被解決，河川就不可能會回到最初的樣貌。 

隨著科學發明的推陳出新，使用的化學物質更加難以被分解，廠商礙於成本與時間、

空間的限制，依然還是有以埋設暗管或繞流方式偷排廢水的情況發生。以一個長期研

究廢污水相關處理技術的學者來看，我認為唯有發展出讓這些企業主、工廠管理者在

成本上都能接受的技術與設備，提高他們的意願去使用新式設備或技術來處理污染物

質，才能達到雙贏的局面。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要嚴格執法，遏止不肖廠商以埋設暗管或繞流方式偷排廢水的惡劣

行徑，將乾淨的生態還給大自然。呼籲大家不要因為貪小便宜而失去了最愛的家園

，破壞生態環境的代價，絕對是超乎我們想像的。人類與水資源是唇亡齒寒的緊密關

係，當我們眺望著河川、欣賞美景時，水資源與環境的維護更是當下我們應該要捫心

自問並反省檢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