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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訊

課程名稱 微生物復育技術 科目序號 / 代號 0293 / BTI4012

開課系所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學制 / 班級 大學日間部4年1班

任課教師 張育騰      專兼任別 兼任

必選修 / 學分數 選修 / 3 畢業班 / 非畢業班 畢業班

上課時段 / 地點 (二)5    / H303  (四)78   / H303  授課語言別 中文

課程簡介

（１）　科技發展迅速，造就進步的物質生活，帶來環境隱憂。（２）　環境品質日趨低落，工業污染，

廢棄物排放，任意丟棄垃圾皆為環境惡化之主要原因。針對廢棄物對土壤生態環境污染，專家致力尋找解

決之法，發展各類化學、物理及生物的方法，去除環境中有害因子或降低其毒性。（３）　物理方法：　

是將廢棄物做溢散的控制，如改變溫度將揮發性污染物氣化或者以吸附方式而離開地下水等。�（４）　化

學方法：　改變廢棄物的有害化學物質分子結構，因此降低毒性或完全分解，但有可能產生更具毒性的物

質，造成二次污染。（５）　復育屬污染防治技術之一，兼具回復大地原貌的特色。（６）　生物復育則

是一利用天然微生物其分解者的角色降解或打斷有害物使其形成低毒性或無毒產物的處理方法。�（７）　

微生物的作用就如人類吃食物消化有機物為營養及能量。某些微生物可消化對人類有害的有機物，如石化

燃料及有機溶劑。（８）　這些微生物有能力將有機污染物分解產生無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一旦污染物大

部分分解完，受到食物來源的限制，微生物族群數就減低，而殘留死的微生物及殘留的污染物風險遠低於

原污染物。�（９）介紹微生物於污染場址進行生物分解之調控機制，及目前現行之微生物於污染處理應用

之技術介紹，並進行污染案例執行程序及策略評估分析。 

課程大綱

第一章 生態系統１。１　基本概念和定義�１。２　生態系統之主要組成�１。３　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１

。４　生態群帶１。５　生態系統的可能研究途徑�第二章 生物圈�２。１　地球能源和氣候�２。２　水循環�

２。３　地質循環２。４　生物地質化學循環２。５　水生生態系統第三章 生態系統的生產力、能量消耗

和族群生態學基本&＃２７１１４；念�３。１　初級生產力�３。２　次級生產力�３。３　分解過程３。４　

生物族群數量主要統計參數３。５　族群結構３。６　族群數量變動３。７　種間關係第四章 環境對生物

動態的影響４。１　概述４。２　利比赫法則，限制因子概念，生物和地理分佈、氣候�４。３　溫度對生

物動態的影響４。４　濕度、水、降水、雪、風等與生物動態關係�４。５　光對生物動態的影響�４。６　

環境中某些無機物質對生物的影響�４。７　土壤、火等環境因子對生物的影響�４。８　環境與生物間的相

互作用�第五章 環境污染對生物的影響５。１　若干化學元素、化合物的一些特性�５。２　有毒物質、污染

物在生態系統中循環與遷移�５。３　毒物在生物體內轉換和作用５。４　有毒物質在生物體內轉換和作用

的實例�５。５　生物的放大濃縮�５。６　某些毒物、污染物的危害與毒物聯合作用對生物的影響５。７　

物理污染、生物污染對生物的影響�第六章 環境污染的生物治理(生物復育）６。１　生物對毒物的作用６。

２　生物監測和指標生物�６。３　廢水的生物處理�６。４　污泥和土壤污染的生物處理６。５　綠色植物

在治理某些環境中的作用�６。６　防止農藥污染的動植物生物保護法�第七章 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環境

保護和環境改善７。１　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７。２　自然資源保育和環境改善�７。３　環境生物學的

發展趨勢第八章 微生物與生物降解第九章 水處理介紹�第十章 重金屬污染土壤之植生復育技術與案例分析�第

十一章　水文地質學資訊與地下水模組�第十二章　實驗室生物處理能力之研究第十三章　地表與次地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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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復育�第十四章　地下水與土壤之生物工程學第十五章　診斷環境生態毒素對土壤污染之衝擊力大小之

影響　

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１）　一顆愛護地球之心（２）　學習熱忱　

pag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