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
究
員

水
源
管
理
作
業
的
強
化

報
告
人
.. 

陳
秋
陽

評
論
人

.

. 

溫
清
光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生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生

.

美
國
范
德
堡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博
士

﹒

成
功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學
系
博
士

.

現
任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研
究
所
教
授

.

現
任
成
功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系
教
授

評
論
人
.. 

朱
雲
鵬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生

.

美
國
馬
里
蘭
大
學
經
濟
博
士

.

現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中
山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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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七

陳
秋
楊

、
此
間
一
-
E

水
量
二
0
0
億
立
方
公
尺
之
七
七
%
來
自
地
面
水
(
包
括
河
川
水
及
水
庫
水
)

以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底
之
總
出
水
能
力
為
每
日
五
九
三
萬
立
方
公
尺
而
昔
日
，
其
中
三
四
%
取

自
地
下
水
水
源
，
六
六
%
取
自
地
面
水
水
源
(
包
括
一
一
%
來
自
河
川
水
，
五
五
%
來
自
水
庫
水

0
)
歷
年
來

由
於
河
川
水
及
地
下
水
水
質
遭
受
污
染
，
以
及
地
下
水
大
量
使
用
後
所
造
成
地
盤
下
陷
與
水
量
枯
竭
等
環
境
衝

擊
影
響
，
其
取
用
情
形
日
益
不
易
，
使
得
未
來
水
源
取
自
水
庫
之
比
重
愈
顯
增
加
。

然
而
，
用
水
量
隨
著
人
口
成
長
不
斷
增
加
，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預
估
至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每
日
需
水
量
為

一
、
一
二
三
萬
立
方
公
尺
，
在
水
源
置
乏
而
水
質
又
遭
受
嚴
重
污
染
之
威
脅
下
，
如
何
滿
足
未
來
需
求
又
能
提

供
安
全
適
用
之
自
來
水
，
確
實
是
目
前
推
動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
舉
國
上
下
努
力
展
開
環
保
工
作
之
行
動
中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每
年
各
種
用
水
總
需
要
量
約
為
二

0
0
億
立
方
公
尺
，
其
中
農
業
用
水
量
(
包
括
灌
溉
、

畜
牧
、
養
殖
用
水
)
約
佔
五
分
之
四
，
公
共
給
水
(
包
括
生
活
用
水
與
工
業
用
水
)
約
佔
五
分
之
一

0

年
總
用

，
其
餘
二
三
%
來
自
地
下
水
。



，
必
須
加
以
正
視
而
妥
為
解
決
之
迫
切
問
題

。
水
是
生
物
每
日
不
可
或
缺
之
物
質
，
吾
人
不
可
一
日
無
水
，
因

此
，
水
源
水
質
之
保
護
工
作
值
得
大
家
共
同
關
心
。

水
源
如
何
遭
受
污
染
?
目
前
有
哪
些
水
源
保
護
措
施
?
以
及
未
來
如
何
加
強
水
源
管
理
作
業
?
此
等
是
本

文
擬
加
以
探
討
之
主
題
，
希
望
喚
起
有
關
單
位
及
全
圓
民
眾
共
同
關
心
，
俾
能
共
同
努
力
解
決
問
題
，
達
到
水

源
保
護
之
目
的
。

、
地
面
水
源
之
水
文
特
性

177 水源、管理作業的治化

台
灣
地
區
大
小
河
川
概
以
中
央
山
脈
為
主
要
分
水
嶺
，
故
多
為
東
西
流
向
，
且
流
短
坡
陡
，
暴
雨
時
水
流

漏
急
且
挾
帶
大
量
泥
沙

，

乾
季
時
則
流
量
枯
小
，
因
而
造
成
水
資
源
開
發
利
用
之
困
難
。

河
川
流
量
主
要
來
自
降
雨
，
故
各
河
川
月
流
量
變
化
與
雨
量
變
化
棺
一
致
，
降
雨
多
集
中
夏
秋
兩
季
。
台

灣
雨
量
尚
稱
豐
沛
，
但
時
間
分
配
極
不
均
勻
，
約
七
八
%
集
中
於
五
月
至
十
月
之
豐
水
期
，
十
一
月
至
翠
年
四

月
之
旱
季
降
雨
量
僅
佔
二
二
%
。
各
地
雨
量
分
配
以
北
部
與
東
部
較
為
平
均
，
西
部
地
區
愈
向
南
則
分
配
愈
不

均
勻
。
就
河
川
流
量
而
言
，
北
部
地
區
雨
季
之
平
均
逕
流
量
約
為
乾
季
之
一

﹒

七
倍
，
而
西
南
地
區
則
相
差
達

-
0
.

七
倍
，
使
得
人
口
聚
集
之
西
部
地
區
時
常
遭
遇
無
法
適
時
輕
易
取
得
需
要
水
量
之
苦
。

為
解
決
上
述
降
雨
不
均
導
致
河
川
逕
流
量
洪
枯
懸
殊
之
難
題
，
在
地
下
水
開
發
己
極
有
限
之
情
形
下
，
地

面
水
之
利
用
乃
有
賴
增
建
水
庫
調
蓄
以
獲
實
效
。
近
年
來
水
庫
之
興
建
由
於
受
到
天
然
不
利
條
件
之
限
制
，
投

資
相
當
龐
大
，
又
需
考
慮
環
境
及
社
會
衝
擊
等
問
題
，
可
謂
日
益
艱
難
。
因
此
，
在
水
文
特
殊
因
素
影
響
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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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下
，
必
須
注
重
水
源
保
育
與
加
強
管
理
，
才
能
減
輕
水
資
源
需
求
不
斷
增
加
之
壓
力
。

三
、
地
面
水
源
之
水
質
概
況

自
來
水
之
主
要
地
面
水
源
包
括
河
川
水
與
水
庫
水
，
分
別
就
其
水
質
概
況
及
污
染
來
源
說
明
如
下
。

八
門
河
川
水
質
污
染
現
況

台
灣
地
區
共
有
河
川
一
五
一
條
，
春
季
時
流
量
極
小
，
因
人
口
集
中
造
成
都
市
化
及
工
業
發
展
所
排
出
未

經
妥
善
處
理
之
市
鎮
污
水
、
工
業
廢
水
、
畜
牧
廢
水
及
垃
圾
場

滲
出
水
等
，
挾
帶
大
量
污
染
物
排
入
河
川
，
超

過
河
川
之
涵
容
能
力
，
致
使
各
河
川
大
都
遭
受
不
同
程
度
之
污
染
。
在
四
十
八
條
主
次
要
河
川
中
，
總
長
度
約

為
二
、
八
九
0
公
里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未
受
污
染
河
段
佔
六
八
﹒

一
%
'
輕
度
污
染
河
段
佔

七
﹒
一
%
，
中
度
污
染
河
段
佔
一
二
﹒
八
%
'
嚴
重
污
染
河
段
佔
二
一
﹒
O
%
'
可
知
台
灣
地
區
已
有
三
分
之

一
河
段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之
污
染
。

川
川
水
庫
水
質
、
污
染
現
況

一
般
而
至-
7

建
於
河
川
上
游
之
水
庫

，
大
都
能
保
持
良
好
水
質
，
而
以
河
川
中
下
游
為
水
源
之
水
庫
，
水

質
幾
乎
都
很
差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環
保
署
曾
對
台
灣
地
區
廿
一
座
水
庫
調
查
優
養
化
情
形

，
結
果
顯
示
蓊
翠
、

德
墓
、
萬
大
、
明
潭
、
新
山
、
暖
暖
等
水
庫
水
質
良
好
，
石
門
、
寶
山
、
永
和
山
、
明
德
、
仁
義
潭
、
曾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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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山
頭
等
水
庫
水
質
尚
可

，
蘭
潭
、
白
河
、
尖
山
埠
等
水
庫
水
質
較
差
，
而
大
埔
、
阿

公
店
、
澄
清
湖
、
鳳
山

及
龍
巒
潭
水
質
較
為
惡
劣
。

川
內地
面
水
源
水
質
分
析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於
民
國
七
十
六
;
七
十
七
年
調
查
轄
屬
淨
水
場
之
地
面
水
源
水
質

，

就
其
中
部
分
結

果
統
計
列
表
如
下
.. 

鳳澄成山朴明浦大板六

山還功上去德雅滴新堵 |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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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門
主
要
污
染
來
源

台
灣
地
區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推
估
總
污
染
產
生
量
約
每
日

三
、
三
五
六
、
六
O
O
E
∞
8

，
其
中
市
鎮
污

水
約
佔
二
五
%
'
工
業
廢
水
約
佔
五
四
%
'
畜
牧
廢
水
約
佔
二
一
%
，
其
他
非
點
污
染
源
產
生
量
未
估
計
在
內

。
在
目
前
下
水
道
建
設
普
及
率
甚
低
之
情
況
下

，
市
鎮
污
水
常
是
造
成
北
部
地
區
中
下
游
河
段
嚴
重
污
染
主
因

，
而
南
部
地
區
河
川
之
主
要
污
染
源
則
是
養
豬
廢
水
佔
相
當
大
之
比
率
。
雖
然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中
放
流
水
標
準

已
不
斷
加
嚴
，
然
而
污
染
量
減
輕
之
比
率
卻
比
不
上
每
年
增
加
之
比
率
，
使
得
台
灣
地
區
河
川
仍
承
受
大
量
之

污
染
源
，
水
質
自
然
日
益
惡
化
而
未
能
顯
著
改
善
。

地
面
水
源
大
都
來
自
河
川
中
上
游
及
水
庫
，
其
污
染
來
源
受
工
業
廢
水
影
響
之
比
重
較
輕
，
就
以
台
北
水

源
特
定
區
為
例
，
市
鎮
污
水
每
日
約
八
六
四
本
∞8

，
遊
憩
污
水
每
日
九
六
瓦
∞
8

，
養
豬
戶
因
已
遷
移
並

嚴
加
管
制
，
可
說
是
已
不
構
成
污
染
源
，
此
外
，
特
定
區
內
並
無
大
型
垃
圾
場
，
故
垃
圾
場
滲
出
水
之
污
染
影

響
不
大
。
水
源
集
水
區
內
另
一
重
大
污
染
源
來
自
非
點
污
染
源

，
由
於
土
地
被
用
於
果
園
、
茶
園
、
及
其
他
農

業
使
用
，
使
得
施
肥
、
農
藥
、
以
及
地
表
沖
刷
，
造
成
嚴
重
之
有
機
污
染
物
與
氮
磷
等
營
養
鹽
，
在
暴
雨
之
後

或
經
土
壤
內
長
期
淋
洗
而
排
入
河
川
與
水
庫
內
，
一
旦
進
入
傳
統
之
淨
水
處
理
設
施
，
其
所
供
應
之
自
來
水
已

漸
造
成
安
全
與
衛
生
上
之
威
脅
。
因
此
，
檢
討
水
源
集
水
區
內
污
染
源
之
放
流
水
標
準
是
否
宜
採
用
全
國
一
致

普
遍
之
標
準
，
以
及
如
何
管
制
土
地
使
用
及
防
止
濫
墾
、
濫
伐
、
濫
葬
等
破
壞
水
土
保
持
行
為
，
加
強
山
坡
地

保
育
與
林
業
經
營
，
應
是
水
源
保
護
區
為
維
護
水
質
與
涵
養
水
量
所
須
加
以
深
思
熟
慮
之
課
題
。



四
、
水
源
保
護
與
管
理
措
施

水
源
保
護
之
目
的
可
以
確
保
供
水
晶
質
，
也
可
維
護
水
源
地
區
之
自
然
生
態
。
台
灣
地
區
現
依
自
來
水
法

及
省
市
施
行
細
則
公
告
劃
設
之
水
源
保
護
區
計
有
九
十
六
處
，
總
面
積
達
九
、
八
O
四
平
方
公
里
，
幾
乎
佔
全

台
灣
面
積
四
分
之
一
。
由
於
幅
員
遼
闊
，
往
往
涉
及
地
方
政
治
、
經
濟
等
因
素
，
而
使
水
源
保
護
區
之
管
理
及

管
制
事
項
之
執
行
不
易
推
動
，
無
法
有
效
維
護
良
好
水
源
水
質
。
今
就
現
階
段
水
源
保
護
區
之
劃
設
、
管
制
事

項
、
執
行
情
形
分
別
說
明
並
加
以
檢
討
，
以
提
供
改
進
之
參
考
。

仆
鬥
保
護
區
之
劃
定

水源、 管理作業的改化

自
來
水
事
業
單
位
為
維
護
水
源
水
質
，
依
自
來
水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劃
定
公
布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
禁

止
在
該
區
內
一
切
胎
害
水
質
與
水
量
之
行
為
，
分
別
報
經
由
省
市
政
府
核
定
公
布
，
而
保
護
區
域
涉
及
兩
個
省

市
行
政
區
時
，
則
報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
內
政
部
)
核
定
公
布

。

截
至
民
國
八
十
年
四
月
由
內
政
部
公
告
劃
設

之
水
源
保
護
區
有
四
處
(
新
店
溪
青
潭
、
鳳
山
水
庫
、
高
屏
溪
水
系
、
東
港
溪
)

，
台
北
市
政
府
公
告
劃
設
一

處
(
百
拉
卡
)

，
台
灣
省
政
府
公
告
劃
設
九
十
一
處
。

經
公
告
劃
定
之
水
源
保
護
區
內
，
其
土
地
利
用
及
人
文
經
濟
活
動
將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之
限
制
，
使
得
土
地

所
有
人
之
權
益
遭
受
影
響
。

再
者
，
都
市
人
口
對
水
源
地
區
送
有
要
求
開
發
為
遊
憩
用
途
之
反
映

。

故
如
何
在

保
護
水
源
水
質
之
理
想
目
標
下
，
對
現
有
已
劃
定
之
保
護
區
加
以
妥
適
檢
討
，
尤
其
就
管
制
範
圈
，
似
可
考
慮

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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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定
，
通
盤
檢
討
後
再
作
適
當
調
整
，
以
兼
顧
土
地
所
有
人
權
益
。

川
門
保
護
區
管
制
事
項

水
源
保
護
區
劃
設
之
目
標
乃
為
確
保
水
源
水
質
之
安
全
與
衛
生
，
因
此
，
已
公
告
九
十
六
處
保
護
區
之
管

制
事
項
，
其
內
容
約
略
大
同
小
異
，
主
要
管
制
事
項
包
括
.. 

山
不
得
砍
代
林
木
、
開
墾
土
地
或
採
取
土
石
、
採
礦
。

ω
指
定
或
有
廢
水
排
放
而
可
能
污
染
水
源
之
事
業
不
得
新
設
。

ω
現
有
事
業
廢
水
之
排
放
應
符
合
放
流
水
標
準
之
規
定
。

仙
不
得
於
水
體
內
傾
倒
、
施
放
或
廢
棄
足
以
造
成
污
染
之
固
體
或
液
體
廢
棄
物
。

ω
管
制
農
藥
與
肥
料
之
不
當
使
用
。

倒
不
得
使
用
毒
品
炸
藥
或
電
器
捕
殺
水
產
動
植
物
。

的
管
制
家
禽
、
家
畜
之
飼
養
與
放
牧
，
以
免
污
染
水
體
。

ω
保
護
區
內
新
闢
社
區
應
有
防
止
造
成
水
質
污
染
之
各
項
防
污
設
施
。

剛
構
築
工
事
不
得
污
染
水
體
。

ω
禁
止
其
他
足
以
造
成
水
源
污
染
之
各
項
行
為
。

為
執
行
上
列
管
制
事
項
之
辦
理
機
關
相
當
龐
雜
，
就
以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三
月
公
告
之
高
屏
溪
水
系
水
源
保

護
區
之
相
關
辦
理
機
關
包
括
﹒
.

仙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民
政
廳
、
農
林
廳
(
林
務
局
、
山
地
農
牧
局
、
畜
牧
科
、
農
經
科
、
植
物
保
護
科
、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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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科
、
漁
業
局
)
、
建
設
廳
(
第
一
科
、
第
四
科
、
水
利
局
、
礦
務
局
)

ω
高
雄
縣
政
府
之
民
政
局
、
建
設
局
、
農
業
局
、
環
境
保
護
局
。

ω
屏
東
縣
政
府
之
民
政
局
、
建
設
局
、
農
業
局
、
環
境
保
護
局
。

，

以
及
環
境
保
護
處
。

同
執
行
現
況
檢
討

台
灣
地
區
自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由
台
北
市
政
府
公
告
第
一
個
保
護
區
「
百
拉
卡
水
源
保
護
區
」

一
﹒

五
平
方
公
里
)
迄
今
已
有
十
六
年
，
目
前
除
台
北
水
源
地
新
店
溪
青
潭
水
源
保
護
區
(
由
內
政
部
公
告
劃

設
，
面
積
七
一
七
平
方
公
里
)
設
有
專
責
單
位
「
台
北
水
源
特
定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外
，
其
他
九
十
五
處
並
無

專
責
管
理
機
構
，
由
於
人
力
與
預
算
無
法
配
合
，
水
源
保
護
之
成
效
極
為
有
限
。
檢
討
以
往
水
源
保
護
區
管
理

污
染
之
績
效
，
卻
見
水
質
遭
受
污
染
情
形
日
益
嚴
重
，
其
主
要
問
題
乃
發
生
在.. 

L
缺
乏
獨
立
而
有
績
效
之
專
責
機
構
，
人
力
及
預
算
不
足
，
未
能
全
面
掌
握
並
建
立
污
染
源
資
料

，
執
行

(
面
積

管
制
成
效
不
彰
。

么
劃
設
保
護
區
範
圍
遼
闊
且
無
明
顯
界
線
標
誌
'
民
眾
缺
乏
維
護
環
境
清
潔
之
公
德
心
，

企
業
主
缺
乏
環

境
保
護
之
社
會
責
任
感
。

3
管
制
事
項
龐
雜
事
權
不
統
一
，
政
府
機
關
閉
橫
向
聯
繫
不
夠
密
切
，
無
法
建
立
集
水
區
整
體
經
營
管
理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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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加
強
水
源
保
護
管
理
作
業

所
謂
「
徒
法
不
足
以
自
行
」
，
然
而
有
了
法
卻
仍
有
賴
長
期
整
體
之
管
理
作
業
執
行
與
推
動
，
才
能
獲
致

保
護
水
源
、
維
護
水
質
、
涵
養
水
量
之
目
標
。
如
何
強
化
現
階
段
水
源
保
護
管
理
作
業
，
應
可
由
下
列
各
方
面

積
極
進
行
﹒
.

M
U健
全
組
織
、
人
力
、
預
算
、
及
執
行
體
制

檢
討
現
行
有
關
法
令
，
研
擬
現
階
段
執
行
重
點
與
目
標
，
督
導
各
管
制
事
項
之
主
管
機
關
配
合
推
動
專
責

業
務
，
指
派
專
人
並
寬
列
預
算
，
若
能
優
先
成
立
專
責
機
構
，
編
列
專
任
人
員
及
充
分
經
費
，
更
能
收
立
竿
見

影
之
效
。

附
加
強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在
水
源
保
護
區
建
立
污
染
源
檔
案
資
料
，
優
先
實
施
污
染
總
量
管
制
措
施
，
對
市
鎮
污
水
與
養
豬
廢
水
方

面
，
己
存
在
之
污
染
源
予
以
輔
導
有
效
改
善
，
新
污
染
源
及
時
加
強
取
締
拆
除
，
以
防
止
污
染
物
大
量
排
放
，

避
免
水
質
繼
續
惡
化

。



185 水源、管理作業的強化

川
同
施
行
保
護
區
分
區
管
理
原
則

檢
討
現
行
水
源
保
護
區
管
制
事
項
之
合
理
性
，
在
考
慮
環
境
涵
容
能
力
及
兼
顧
經
濟
性
與
需
要
性
之
條
件

下
，

研
擬
修
訂
現
行
保
護
區
之
範
圍
及
管
制
事
項
內
容
，
並
考
慮
分
區
不
同
程
度
管
制
之
可
行
性
，
配
合
集
水

區
內
人
文
、
產
業
及
土
地
利
用
情
形
與
未
來
發
展
，

訂
定
各
類
污
染
源
之
排
放
標
準

，
才
能
確
實
達
到
水
質
保

護
之
目
的
。

側
門
執
行
長
期
水
質
監
測

為
了
解
水
源
保
護
區
水
質
遭
受
污
染
之
程
度
，
宜
建
立
長
期
水
質
監
測
計
章
，

於
適
當
地
點
配
合
有
效
頻

率
進
行
長
期
採
樣
化
驗
工
作
，

以
掌
握
水
源
水
質
，
俾
能
隨
時
依
事
實
需
要
檢
討
各
項
管
制
措
施
之
執
行
成
效

。同
推
廣
教
育
宣
導
工
作

一
方
面
在
已
劃
設
保
護
區
之
範
圍
界
線
以
標
誌
明
確
表
示
，
一
方
面
積
極
對
民
眾
加
強
教
育
與
宣
導
，
建

立
責
任
心
，

俾
達
到
集
水
區
整
體
經
營
管
理
之
理
想
境
界
，

若
再
輔
以
違
規
處
分
之
嚴
格
執
行

，
則
水
源
水
質

必
能
獲
得
確
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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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圖

/\ 

、
結
語

水
源
水
質
關
係
全
國
民
眾
飲
用
水
之
安
全
與
衛
生
，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雖
已
劃
設
水
源
保
護
區
佔
全
省
面
積

達
四
分
之
一
，
然
由
於
幅
員
遼
闊
與
涉
及
政
治
經
濟
等
因
素
，
使
得
保
護
區
之
管
理
及
管
制
事
項
之
執
行
不
易

推
動
，
水
源
遭
受
污
染
已
漸
成
為
全
國
民
眾
飲
用
水
安
全
之
隱
憂
。
本
文
呼
籲
政
府
有
關
機
關
及
全
國
民
眾
合

力
重
視
此
問
題
之
嚴
重
性
，
共
同
籌
謀
有
效
對
策
，
俾
能
改
善
水
源
水
質
，
避
免
繼
續
惡
化
，
以
達
到
保
護
水

源
之
目
的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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