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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摘要  

1.  減量技術

(Technology/Measure)  

 本減量方法包含避免從厭氧系統處理廢水中生物有

機物質生成甲烷之技術和措施。由於專案活動，厭

氧系統（沒有回收甲烷）被好氧生物性系統替代。

專案活動沒有在廢水處理設施回收和燃燒甲烷（不

同於 AMS-III.H）。 

 措施限制每年的減量額度為小於或等於 6萬噸 CO2

當量。 

2.  專案邊界 (Boundary)  

 專案邊界為物理性、地理性的地點： 

(a) 在無專案活動時，廢水處理是持續被使用且甲烷

排放的情形也持續發生； 

(b) 於專案活動採用廢水處理； 

(c) 污泥在基線和專案情境中被處理且丟棄。 

3.  基線 (Baseline)  

 基線情境為在無專案活動下，廢水中可分解的有機

物質在厭氧系統被處理，而甲烷被排放至大氣中。

基線排放為： 

(a) 甲烷從正在被生物性好氧系統取代的基線厭氧廢

水處理系統中產生(BEww,treatment,y)； 

(b) 於基線廢水處理系統中無法計量的甲烷排放以及

處理後的廢水中可分解性有機碳排放至河流／湖

泊／海洋等(BEww,discharge,y)； 

(c) 於基線污泥處理系統中產生的甲烷(BEs,treatment,y)； 

 在基線情況下從最終污泥產出的厭氧降解程序中排

放甲烷。在基線情況下如果在掩埋場將污泥用於燃

燒、丟棄並回收甲烷氣體，亦或用於土壤應用上，

這一類的甲烷排放應被忽略(BEs,final,y)。 

yfinalsytreatmentsydischargewwytreatmentwwy BEBEBEBEBE ,,,,,,,, 

其中： 

BEy 在 y年的基線排放(tCO2e) 

ytreatmentwwBE ,,

 

甲烷從正在被生物性好氧系統取代的基

線厭氧廢水處理系統中產生(tCO2e) 

ydischargewwBE ,,

 

於基線廢水處理系統中無法計量的甲烷

排放以及處理後的廢水中可分解性有機

碳放流至河流／湖泊／海洋等 (tCO2e) 

ytreatmentsBE ,,  於基線污泥處理系統中產生的甲烷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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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inalsBE ,,  從最終產出污泥之厭氧降解程序所排放

的基線甲烷 (tCO2e) 
 

4.  洩漏 (Leakage) 

 如果好氧處理技術是從其他活動設備轉移或既有設

備轉移至其他活動，較要考慮於其他活動地點的洩

漏影響。 

5.  專案排放 (Project 

activity emissions)  

 專案排放由下列所組成：  

(a) 與專案活動設施使用電力和化石燃料相關的二氧

化碳排放(PEpower,y)； 

(b) 於生物性好氧廢水處理系統在廢水處理過程中的

甲烷排放(PEww,treatment,y) ； 

(c) 從處理後廢水中的降解性有機碳放流至海洋／河

流或湖泊的過程排放甲烷(PEww,discharge,y) ； 

(d) 於專案活動中污泥處理所產生的甲烷(PEs,l,y)； 

 由專案活動中產生的最終污泥之降解所排放的甲

烷，如果污泥被丟棄至厭氧性降解的掩埋場且無甲

烷回收(PEs,final,y)。 

yfinalsytreatmentsyedischwwytreatmentwwypowery PEPEPEPEPEPE ,,,,,arg,,,,   (1) 

其中： 

yPE  於 y年的專案活動排放(tCO2e) 

ypowerPE ,  於 y年電力或化石燃料消耗量之排放 

ytreatmentwwPE ,,  於 y年從生物性好氧廢水處理排放的甲

烷(tCO2e) 

yedischwwPE ,arg,  在專案廢水處理系統和處理後廢水中

出現降解性有機碳放流至河流／湖泊

／海洋等等中無法計量的甲烷排放
(tCO2e) 

yfinalsPE ,,  於 y年從最終生產污泥的厭氧降解中排

放的甲烷(tCO2e) 

ytreatmentsPE ,,  於專案污泥處理系統產生的甲烷
(tCO2e) 

 

6.  減量額度 (Emission 

Reductions)  

 經由專案活動達成的減量額度可由基線排放與專案

排放及洩漏之和的差值作計算。 

 yyyy LEPEBEER   

7.  監測 (Monitoring)  

 監測應包含： 

(a) 應依照國家或國際間的標準例行量測廢水處理場

的 COD處理量(CODin, CODout, CODww,discharge,y, 

CODremoved,k,y)。廢水進入和／或既存於專案活動

應被持續性的監測和記錄並提供廢水處理量總體

積(Qww,y)； 

(b) 應量測每年產生的污泥量和污泥產率。在從泥漿

狀態萃取污泥的情形中，應使用體積和乾物質含

量計算 Sl,PJ,y。在將污泥以固體物去除的情況

下，應從直接秤重和取樣量測乾物質含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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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PJ,y的量測。 

(c) 專案活動設施的化石燃料和電力使用量。 

8.  方案下的專案活動
(Project  activity under 

a programme of 

activities)  

 在專案活動涵蓋設備汰換及於其他活動使用替代設

備造成洩漏影響是可以被忽略的，因為替代設備只

是少量的，需要執行對於少量的替代設備之獨立監

測活動。監測活動需包括檢查專案活動的設備數量

分配是否與少量設備數量一致。為了這個目的，需

存放少量設備直到確認一致性。需文件化及獨立確

認少量的替代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