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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對高度不確定性與動態複雜的工業區廢水處理系統而言，健全廢水處理系統營運管理的體制，提高工作效率，及提昇污水處理廠之管理、操作、維護、及水質檢測的績效與品質，使符合經濟效益及效率的目標，為一重要工作，因此本研究以發展與建立「廢水管理資訊系統」來達到上述之目標。


本研究以觀音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為研究對象，建立「廢水管理資訊系統」在此系統中，更強化其決策支援的功能，則在其系統下發展廢水處理系統的「操作最佳化模式」，以獲得在最低整體營運成本的目標下，各處理單元及程序的操作控制參數值，作為廢水處理系統操作控制策略的決策參考。


也針對廢水處理系統的「質量平衡」分析作一電腦化之試算表，作為評估廢水處理系統實際處理成效、校核加藥量與污泥產生量的工具﹔在發展操作最佳化過程中，亦可作為修正處理單元及程序操作控制參數或處理流程的參考依據。


研究結果顯示，廢水管理資訊系統的建立在實廠的應用上可以有效的大量的資料與資訊管理工作予於簡化，並可以方便的提供資料的查詢與分析之運用，提高廢水管理系統的管理效益與效率﹔質量平衡計算試算表可以減少計算上之困難，可迅速提供各項所料與查核支用﹔而操作最佳化模式，確能提供一整廠之最佳控制參數值，使處理水質符合放流水標準，並能減低操作成本，進而使營運成本合理化。


所以，利用廢水管理資訊系統可以達到整體輔助管理及決策的功能，作為後續推動廢水處理系統操作最佳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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