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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
世
宏

河
川
利
用
與
保
護
之
衝
突
一
文
，
對
台
灣
地
區
河
川
特
性
，
利
用
引
起
河
川
環
境
及
永
續
利
用
的
影
響
，

以
及
國
民
及
政
府
已
採
取
及
應
採
取
的
種
種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
都
有
非
常
詳
盡
的
描
述
，
給
讀
者
極
為
完
整

的
介
紹
，
作
者
在
此
方
面
鑽
研
涉
獵
多
年
，
但
能
以
此
深
入
淺
出
，
剖
切
陳
述
地
表
現
，
可
見
其
勤
奮
投
入
以

外
之
功
力
。

本
人
對
此
已
無
可
批
評
，
謹
藉
此
機
會
重
溫
文
中
體
會
之
重
點
，
並
報
告
環
保
署
在
河
川
污
染
防

治
採
取
的
十
大
策
略
。

、
水
資
源
利
用
之
相
互
衝
突

以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底
之
總
出
水
量
而
士
一間
，
其
中
六
六
%
取
自
地
面
水
水
源
(
包
括
一

一
%
來
自
河
川
，
五
五
%
來
自
水
庫
)
。
引
水
或
蓄
水
除
造
成
河
川
流
量
的
改
變
所
延
伸
之
河
川
本
身
自
淨
能

力
及
稀
釋
廢
水
能
力
降
低
及
感
潮
河
段
之
延
長
外
，
在
水
源
使
用
後
，
夾
雜
人
為
污
染
物
的
廢
水
排
回
河
川

中
，
對
河
水
水
質
及
生
態
造
成
影
響
，
且
未
周
全
規
劃
的
攔
砂
堪
及
取
水
設
施
亦
可
能
對
自
然
景
觀
及
文
化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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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造
成
破
壞
，
其
它
對
生
態
環
境
的
衝
擊
如
生
物
族
擎
的
分
割
，
對
其
棲
息
地
的
破
壞
和
影
響
溯
流
性
魚
類
的

迴
游
等
，
凡
此
種
種
皆
為
河
川
整
體
規
劃
之
考
慮
要
項
，
而
各
項
水
資
源
保
護
的
方
法
，
文
中
所
提
之
流
量
、

水
質
及
生
態
保
護
等
措
施
，
可
以
從
另

一
剖
面
來
看
，
也
就
是
.. 

1
川
重
大
﹒
水
利
工
程
施
工
前
之
完
備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由
築
壩
、
防
洪
堤
及
截
流
設
施
等
工
程
對
河
川
基
流
水
量
增
減
所
導
致
的
直
接
影
響
，
及
如
攔
砂
堪
構
築

後
上
游
淹
沒
區
內
生
態
系
改
變
皆
應
於
工
程
實
施
前
針
對
水
文
、
水
質
、
生
態
、
人
文
及
景
觀
等
進
行
完
密
的

環
境
評
估
，
以
決
定
該
工
程
對
環
境
產
生
最
低
衝
擊
的
最
佳
方
案

。

亦
需
對
選
擇
方
案
所
可
能
衍
生
的
負
面
衝

擊
提
出
補
救
的
措
施
，
如
築
魚
梯
使
迴
流
性
的
魚
種
得
以
回
到
上
游
的
產
卵
區
進
行
繁
殖
等

。

2
.排
放
廢
水
以
最
佳
的
處
理
技
術
達
到
保
護
水
資
源
的
目
的

來
自
市
鎮
、
工
業
及
農
業
的
廢
污
水
常
是
造
成
河
川
水
質
惡
化
的
禍
首
，
因
此
需
根
據
河
川
的
涵
容
能

力
，
以
最
佳
的
處
理
技
術
將
排
放
廢
水
處
理
至
避
免
對
水
體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衝
擊
的
程
度

。

近
來
廢
水
再
利
用

為
水
資
源
缺
乏
地
區
廢
水
處
置
的
趨
勢
，
因
經
過
適
當
處
理

(
二
級
或
高
級
處
理

)
後
的
排
放
水
可
用
於
地
下

水
補
注
，
非
人
體
直
接
接
觸
之
用
水
如
灌
溉
、
景
觀
噴
泉
等
用
途
，
或
排
回
河
川
維
持
其
基
本
的
廢
污
稀
釋
能

力
所
需
，
達
到
水
資
源
之
回
收
運
用
目
的
，
當
然
經
濟
及
技
術
層
面
的
考
量
亦
為
此
構
想
之
成
敗
決
定
關
鍵
。

q
w流
域
內
集
水
區
之
完
善
管
理
計
，
重

除
了
污
水
處
理
廠
之
廢
水
排
放
的
有
效
點
源
控
制
外
，
常
為
河
川
主
要
污
染
來
源
的
農
地
逕
流
、
畜
牧
廢

水
逕
流
、
土
地
逕
流
、
河
岸
沖
蝕
，
已
開
發
地
區
地
表
逕
流
等
，
非
點
源
污
染
常
為
保
護
水
資
源
品
質
之
考
慮

重
點
，
因
而
有
效
的
管
理
方
法
即
完
善
的
集
水
區
管
理
計
畫
乃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事
項

。

這
類
計
畫
通
常
包
含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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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性
與
非
結
構
性
之
污
染
源
及
行
政
管
理
等
控
制
;
結
構
性
控
制
包
括
草
地
水
路
、
引
水
道
、
停
留
池
及
畜
牧

廢
水
之
處
理
和
處
置
設
施
等
農
牧
廢
水
控
制
設
施
，
亦
包
含
河
岸
、
路
面
逕
流
和
構
築
工
地
之
沖
蝕
控
制
設

施
。

非
結
構
性
控
制
主
要
以
植
生
為
主
之
天
然
的
沖
蝕
控
制
設
計

。

行
政
管
理
控
制
包
含
沖
蝕
及
暴
雨
逕
流
的

包
括
管
制
標
準
制
定
和
行
政
主
管
機
關
閉
的
工
作
協
議
與
管
制
執
行

。

而
適
切
之
集
水
區
管
理
計
畫
之
成
敗
常

取
決
於
民
間
與
管
理
機
關
的
密
切
配
合

。

二
、
土
地
利
用
對
河
川
保
護
之
衝
擊

土
地
利
用
往
往
對
河
川
造
成
不
同
程
度
之
衝
擊
，
都
市
、
工
業
、
農
業
之
發
展
，
均
會
對
水
體
造
成
污

染
。

目
前
對
污
染
源
仍
採
濃
度
管
制
方
式
，
即
便
達
到
放
流
水
標
準
'
但
若
河
川
稀
釋
流
量
不
足
，
超
過
涵
容

能
力
，
其
水
質
仍
無
法
潔
淨
及
達
到
水
質
目
標

。

另
外
，
農
地
、
林
地
、
都
市
地
區
等
，
經
暴
雨
沖
刷
造
成
之

非
點
源
污
染
，
亦
對
河
川
造
成
衝
擊

。

故
土
地
利
用
之
合
理
規
劃
'
運
用
事
前
預
防
方
式
，
為
達
到
保
護
河
川

之
最
有
效
方
法
。

以
高
屏
溪
、
東
港
溪
為
例
，
其
流
域
內
土
地
利
用
與
河
川
利
用
問
並
無
合
理
規
劃
'
其
為
大
高
雄
地
區
自

來
水
水
源
，
但
流
域
內
之
土
地
利
用
，
因
包
括
屏
東
縣
之
精
華
地
帶
，
以
發
展
農
業
為
主
，
致
使

二
河
川
無
法

達
到
提
供
作
為
公
共
給
水
之
水
質
目
標
，
即
引
起
發
展
與
保
護
閑
之
衝
突

。

又
如
部
分
水
庫
提
供
作
為
公
共
給

水
、
發
電
、
灌
溉
、
觀
光
等
，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

但
發
展
觀
光
須
興
建
飯
店
、
修
築
道
路
、
設
置
遊
樂
設
施
，

並
帶
來
人
潮
，
對
水
體
造
成
污
染
，
與
提
供
作
為
公
共
給
水
，
須
大
力
保
護
之
目
標
衝
突
。
而
大
台
北
水
源
地



依
都
市
計
畫
法
劃
設
特
定
區
，
對
土
地
使
用
加
以
嚴
格
限
制
，
其
保
護
功
能
在
國
內
即
屬
最
佳
者
。

區
域
土
地
之
使
用
可
分
為
都
市
土
地
及
非
都
市
土
地
，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又
可
區
分
為
農
業
區
、
鄉
村

區
、
工
業
區
、
風
景
區
、
森
林
區
、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
國
家
公
園
區
、
其
它
使
用
區
等
，
區
域
土
地
利
用
及
發

展
若
能
與
水
質
目
標
配
合
，
即
能
保
護
河
川
及
維
護
水
資
源
之
永
續
利
用
，
尤
其
是
自
來
水
水
源
之
保
護
更
為

迫
切
。環

境
保
護
署
草
擬
之
「
自
來
水
水
源
水
庫
集
水
區
保
護
管
理
辦
法

(
草
案

)
」
中
即
以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方

式
來
保
護
水
源
，
規
定
區
內
以
劃
定
為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
森
林
區

(
區
域
計
畫

)
或
保
護
區
、
特
定
區

(
都
市

計
畫
)
為
原
則
，
以
確
實
達
到
保
護
自
來
水
水
源
之
目
的

。

三
、
璟
保
署
推
動
河
川
流
域
污
染
整
治
之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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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衡
河
川
水
文
特
性
、
政
府
組
織
分
工
及
污
染
因
素
，
環
保
署
擬
定
現
階
段
整
治
策
略
計
有
以
下
十
項
;

分
述
如
次
﹒
.

八門
地
方
政
府
為
執
行
主
體
，
進
擇
優
先
河
川
推
動
整
治

優
先
河
川
之
選
定
，
有
其
地
域
性
故
以
地
方
政
府
為
執
行
主
體
，
目
前
係
以
台
灣
省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處
刻

正
推
行
之
「
台
灣
省
重
要
河
川
污
染
防
治
計
畫
」
所
選
定
之
五
十
四
條
河
川
，
加
人
北
、
高
兩
市
河
川
共
五
十

八
條
，
依
其
用
途
、
污
染
嚴
重
程
度
及
對
都
會
區
生
活
影
響
等
因
素
再
區
分
為
最
優
先
規
劃
污
染
整
治
河
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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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
此
十
條
河
川
亦
即
圓
建
六
年
計
畫
之
重
點
整
治
河
川
，
另
選
擇
吹
優
先
規
劃
整
治
河
川
三
十
二
條
。

由
選

定
之
優
先
整
治
污
染
河
川
占
五
十
條
主
次
要
河
川
嚴
重
污
染
河
段
百
分
率
觀
之
，
國
建
十
條
河
川
古
百
分
之
八

十
六
，
二
十
六
條
最
優
先
及
優
先
河
川
占
百
分
之
一
百
，
因
此
，
只
要
掌
握
優
先
整
治
，
改
善
污
染
現
況
，
即

已
掌
握
河
川
水
污
染
整
治
工
作
之
重
點
。

ω
中
央
提
供
規
劃
及
工
程
經
費
補
助

河
川
水
質
保
護
資
源
需
求
，
概
分
為
下
水
道
工
程
規
劃
建
設
、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
事
業
廢
水
管
制
、

河
川
垃
圾
清
除
、
河
川
美
化
等
，
就
五
十
八
條
列
為
優
先
整
治
之
河
川
推
估
，
計
需
經
費

一
、

一
二
四
億
元
，

其
中
與
下
水
道
工
程
相
關
經
費
約
八
O
五
億
元
。

然
由
「
污
水
下
水
道
發
展
方
案
」
執
行
情
形
觀
之
，
省
市
政

府
自
籌
款
顯
然
不
足
符
合
實
際
需
求
，
因
此
，
未
來
在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經
費
上
，
期
望
調
整
中
央
對
省
補
助
經

費
至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
並
準
備
由
收
取
之
「
水
污
染
防
治
費
」
及
「
下
水
道
使
用
費
」
支
應
所
需
經
費
，
至

於
未
編
配
合
款
之
縣
，
酌
滅
其
它
工
程
補
助
等
措
施
加
速
辦
理
。

已
進
行
流
域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在
台
灣
地
區

三
一
九
條
河
川
中
，
目
前
已
完
成
三
十

一
條
河
川
流
域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
其
中
中
央
完
成
十

三
條
，
省
完
成
十
五
條
，
縣

(
市

)
完
成
三
條
;
預
計
至
八
十
五
年
底
前
完
成
四
十
四
條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
並
就
完
成
規
劃
之
河
川
配
合
時
空
變
異
進
行
檢
討
修
正
;
而
未
在
整
治
規
劃
計
畫
內
之
河
川
，
大
抵
依
事

業
廢
水
管
制
或
河
川
保
育
即
可
使
水
質
不
惡
化
，
故
暫
不
進
行
整
體
整
治
計
畫
範
園。



叫
川
成
立
流
域
污
恭
整
治
組
織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涉
及
機
關
繁
多
，
協
調
不
易
，
因
此
成
立

一
個
有
效
率
之
組
織
專
責
統
合
各
機
關
之
行
政

資
源
及
民
間
力
量
，
殊
為
必
要
，
依
目
前
水
污
染
權
責
分
工
，
跨
省
市
之
河
川
應
由
中
央
成
立
推
動
組
織
，
跨

縣
市
河
川
由
省
成

立
推
動
組
織
、
縣

(
市
)
境
內
河
川
自
行
成

立
推
動
組
織
，
目
前
已
核
定
之
河
川
整
治
計
畫

有
四
條
，
淡
水
河
、
後
勁
溪
已
由
中
央
成
立
推
動
組
織
定
期
集
會
，
協
調
督
導
各
項
整
治
事
宜
，
二
仁
溪
、
急

水
溪
二
河
川
，
省
、
縣
至
今
尚
未
成

立
推
動
組
織
，
應
儘
速
辦
理

。

削W
椎
動
事
業
污
染
改
善
及
執
行
主
動
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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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環
保
署
列
管
水
污
染
事
業
計

-
0
、
九
五
八
廠
家
，
改
善
數
為
六
、
五
五
八
廠
家
，
改
善
率
為
百
分

之
六
十
，
依
管
制
成
果
顯
示
，
稽
查
管
制
己
見
績
效
，
公
營
事
業
已
率
先
進
行
改
善
，
而
民
營
事
業
改
善
近
六

成
，
由
最
近
政
府
命
令
嚴
重
違
規
停
工
改
善
之
措
施
，
已
促
成
守
法
共
識
，
並
紛
紛
表
示
要
改
善
但
要
給
時

間
，
而
業
者
對
稽
查
、
檢
驗
、
標
準
制
定
作
業
亦
表
參
與
意
願
;
未
來
政
府
稽
查
重
點
是
放
在
古
百
分
之
八
十

污
染
量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少
數
大
廠
上
。

即
以
有
限
環
保
人
力
管
制
重
點
工
廠
。

並
且
推
動
「
主
動
守
法
、
據
實

申
報
」
計
畫
，
目
前
已
全
面
通
知
二
萬
四
千
餘
家
事
業
，
督
促
廠
商
誠
實
申
報
污
染
情
形
並
落
實
改
善
，
策
略

上
是
提
供
主
動
守
法
程
序
給
認
真
改
善
者
必
要
時
間
，
對
於
未
誠
實
申
報
者
予
以
列
為
重
點
優
先
稽
查
對
象
;

另
從
河
川
流
域
考
量
篩
選
污
染
源
予
以
排
序
，
藉
由
環
保
署
新
近
成
立
之
九
十
人
督
察
大
隊
，
督
導
協
助
地
方

稽
查
;
並
適
時
舉
辦
說
明
會
、
示
範
觀
摩
會
協
助
業
者
從
事
改
善

。

綜
上
，
當
事
業
水
污
染
逐
步
改
善
後
，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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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河
川
污
染
比
重
將
以
家
庭
污
水
占
大
宗
，
因
此
進
行
污
水
下
水
道
規
劃
及
建
設
，
允
為
必
要
加
速
辦
理
。

制
進
行
污
水
下
水
這
規
劃
及
建
設

台
灣
地
區
污
水
下
水
道
已
完
成
二
十
三
個
系
統
，
其
中
進
行
建
設
中
有
十
四
處
，
另
進
行
規
劃
中
有
十

處
，
目
前
執
行
情
形
，
接
管
率
三
%
'
污
水
截
流
率
八
%
'
合
計

二

%
'
檢
討
下
水
道
規
劃
建
設
與
優
先
整

治
河
川
配
合
情
形
觀
之
，
已
有
相
當
之
配
合
，
然
因
土
地
取
得
，
工
程
需
時
間
等
問
題
，
至
今
水
質
改
善
有
具

體
績
效
者
，
僅
仁
愛
河
、
一
後
勁
溪
及
冬
山
河
等
採
截
流
設
施
之
系
統
;
在
最
優
先
整
治
之
十
條
河
川
中
仍
有
五

條
(
前
鎮
河
含
鳳
山
溪
、
一
後
勁
溪
含
典
寶
溪
、
二
仁
溪
、
朴
子
溪
及
高
屏
溪

)
需
積
極
配
合
下
水
道
系
統
建

設
，
其
中
前
鎮
河
系
統
之
台
灣
省
部
分
，
{
且
增
加
與
高
雄
市
相
同
之
截
流
設
計
。

在
都
市
內
及
附
近
中
小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水
，
亦
應
規
劃
納
人
都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處
理

。

未
來
需
加
強
措
施
為
.. 

提
高
中
央
建
設
補
助
費

(
至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
，
收
取
水
污
染
防
治
費
，
減
輕

地
方
財
政
困
難
;
健
全
地
方
污
水
下
水
道
組
織
，
成
立
中
央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團

(
財
團
法
人

)
協
助
地
方
;
運

用
水
污
法
之
規
定
督
導
地
方
加
速
建
設
。

在
公
共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以
外
之
地
區
應
行
措
施
為
，
嚴
格
要
求
新
社
區
興
建
專
用
下
水
道
，
方
發
予
使

用
執
照
，
修
改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
新
建
築
物
規
定
使
用
「
合
併
式
建
築
物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 

建
立
舊
化
糞
池

定
期
清
理
制
度
﹒
'
補
助
地
方
建
化
糞
池
清
出
物
處
理
設
施
;
補
助
偏
遠
地
區
建
築
物
或
社
區
更
換
合
併
式
建
築

物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等
。



他
遷
移
封
閉
河
岸
垃
圾
場
及
清
除
水
面
垃
圾

目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處
正
積
極
推
動
「
台
灣
省
垃
圾
處
理
第

二
期
計
畫
」
對
沿
岸
垃
圾
場
逐
予
改

善
，
另
水
利
單
位
亦
補
助
辦
理
沿
岸
垃
圾
場
之
封
閉
與
遷
移
工
作
;
以
淡
水
河
為
例
目
前
有

三
重
、
板
橋
、
新

莊
、
土
城
、
中
和
等
五
處
垃
圾
場
遷
移
業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辦
理

。

至
於
河
面
垃
圾
，
環
保
署
亦
補
助
地
方
購
買

垃
圾
船
清
理
;
未
來
各
環
保
單
位
應
再
加
強
取
締
垃
圾
任
意
棄
置
河
川
之
行
為

。

川W
河
岸
遊
憩
場
所
規
劃
及
景
觀
綠
美
化

135 河川保護與開發之街突問越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除
可
由
消
除
視
覺
感
官
污
染
面
著
手
外
，
基
於
河
川
生
態
應
提
供
遊
憩
功
能
，
因
此
亦
可

由
規
劃
建
設
景
觀
綠
美
化
工
作
創
造
民
眾
親
水
空
間
，
來
獲
致
整
體
整
治
績
效

。

目
前
政
府
各
有
關
機
關
係
本

於
河
川
歸
屬
，
各
自
進
行
小
規
模
之
河
岸
綠
美
化
工
作
，
台
北
市
河
潰
公
園
、
高
雄
市
仁
愛
河
、
宣
蘭
縣
冬
山

河
等
綠
美
化
均
有
成
效
，
未
來
環
保
署
將
推
動
淡
水
河
示
範
河
段
之
綠
美
化
工
作
，
並
預
定
於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底
前
再
自
最
優
先
整
治
河
川
之
上
游
起
推
動

三
十
七
﹒
五
公
里
長
河
段
綠
美
化
工
作

。

ω
增
修
訂
法
令
增
進
主
動
守
法
誘
因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係
於
民
國
八
十
年
五
月
六
日
修
正
公
布
，
配
合
水
污
法
修
正
公
布
，
計
需
修
正
十
六
項
相

關
于
法
，
目
前
已
完
成

二
項
(
放
流
水
標
準
及
專
責
人
員
設
置
辦
法

)
，
餘
積
極
修
正
中
o

未
來
相
關
子
法
中

須
明
定
事
業
應
裝
置
合
格
之
處
理
設
備
及
申
報
合
格
設
備
之
測
試
條
件
，
對
未
完
成
改
善
而
申
報
不
實
者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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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報
日
起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藉
以
增
進
業
者
主
動
守
法
。

俏
鼓
勵
氏
眾
參
與
、
流
域
污
染
整
治

目
前
民
聞
自
發
性
之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活
動
有•. 

如
本
次
河
川
保
護
專
案
活
動
係
由
時
報
自
發
性
推
動
，
另

如
大
甲
溪
、
景
美
溪
等
均
有
相
關
民
間
團
體
參
與
且
頗
有
成
效
，
未
來
政
府
應
主
動
參
與
民
間
自
發
性
河
川
整

治
活
動
;
加
強
水
污
染
防
治
民
營
化
有
關
辦
法
訂
定
及
公
開
表
揚
對
河
川
整
治
有
功
之
個
人
與
團
體
。

四
、
事
業
廢
水
管
制
策
略

台
灣
地
區
水
污
染
來
源
主
要
為
事
業
廢
水
、
畜
牧
廢
水
及
市
鎮
家
庭
污
水
，
所
產
生
之
廢(
污
)
水
量
推

估
約
為
每
日
七
六
0
萬
立
方
公
尺
，
所
產
生
的
總
污
染
量
為
每
日
二
、
七
五
九
噸
(
以
生
化
需
氧
量
估
算
)
，

其
中
事
業
廢
水
之
排
放
量
為

一
、
五
二
六
噸
，
占
總
量
之
五
五
﹒

三
%
'
為
最
主
要
的
污
染
源

。

環
保
署
自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起
對
各
主
要
事
業
污
染
源
分
批
進
行
專
案
列
管
，
其
成
效
如
后
.. 

第
一
批
專
案
列
管
重
要
公
、
民
營
事
業
共

一
四
四
家
，
改
善
完
妥

二

五
家
，
改
善
比
率
八
O
%

o

第
二
批
專
案
列
管
石
化
業
、
造
紙
業
、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理
廠
共三
六
四
家
，
改
善
完
妥

三
-
0
家
，
改
善

比
率
八
五
%
。

第
三
批
專
案
列
管
紡
織
業
、
染
整
業
、
屠
宰
業
、
肉
品
市
場
、
食
品
業
、
化
工
業
、
製
革
業
共一、
O
O

六
家
，
改
善
完
妥
九

一
0
家
，
改
善
比
率
九
0
.

五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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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批
專
案
列
管
電
鍍
業
、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業
共
三
、
三
二

0
家
，
改
善
完
妥

-
7
二
五
七
家
，
改
善
比

率
六
八
%
o

養
豬
事
業
廢
水
共
列
管
四
、
六

二
一
家
，
改
善
完
妥

一
一、
二
九
七
家
，
改
善
比
率
四
九
﹒
七
%

。

醫
院
廢
水
共
列
管

一
、

二
三
二
家
，
改
善
完
妥
五
四
二
家
，
改
善
比
率
四
四
%

o

學
校
實
驗
室
共
列
管
一
七
六
處
，
改
善
完
妥

一
一
二
處
，
改
善
比
例
六
三
、
六
%
o

觀
光
飯
店
共
列
管
九
五
家
，
改
善
完
妥
十
五
家
，
改
善
比
例

一
五
﹒
八
%
。

合
計
共
列
管

-
0
、
九
五
八
家
，
改
善
完
妥
六
、
五
五
八
家
，
改
善
比
例
六

O
%

。

另
對
重
大
污
染
源
動
機
稽
查
工
作
分
第
一
二
一
、
三
階
段
共
稽
查
三
、
九
八
五
廠
次
，
不
合
格
共
二
七
三

廠
次
，
目
前
第
四
階
段
重
大
污
染
源
機
動
稽
查
正
積
極
進
行
中

。

綜
合
以
上
各
階
段
稽
查
結
果
，
可
發
現
目
前

事
業
廢
水
管
制
所
存
在
之
問
題
如
下
﹒

-

L

台
灣
地
區
工
廠
密
度
高
，
河
川
流
量
小
，
然
工
廠
中
設
置
有
完
善
處
理
設
施
者
比
率
仍
低
，
甚
而
有
部

分
工
廠
處
理
設
施
備
而
不
用
。

2

事
業
為
逃
避
管
制
，
仍
有
以
水
稀
釋
或
財
存
於
夜
間
排
放
者

。

們
已
違
章
工
廠
多
且
常
散
布
於
住
宅
區
或
農
村
中
'
稽
查
管
制
不
易

。

4

以
往
僅
規
定
水
區
內
事
業
應
設
置
放
流
口
，
無
法
對
各
事
業
廢
水
之
排
放
許
可
全
盤
管
制

o

i

依
現
行
放
流
水
標
準
管
制
，
仍
無
法
確
保
水
體
水
質

。

G
事
業
於
設
立
或
變
更
前
，
未
先
審
核
水
污
染
防
治
計
畫

。

針
對
以
上
問
題
及
配
合
國
建
六
年
計
畫
，
環
保
署
擬
定
五
年
中
程
施
政
目
標
，
預
計
至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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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河
川
嚴
重
污
染
長
度
由
民
國
八
十
年
之
二
九
七
公
里
降
至二
二
四
公
里

(
0
.
七
%
年
遞
減
率

)
，
事
業
廢

水
污
染
量
預
計
由
民
國
八
十
年
之
每
日

一
、
五
二
六
噸
削
減
至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之
每
日

三
七
0
噸
(
以
生
化
需

氧
量
計

)
，
削
減
率
七
六
%
'
並
依
以
下
之
加
強
作
法
俾
助
確
實
達
成
所
訂
目
標.. 

L

建
立
完
整
之
流
域
基
本
污
染
源
管
制
資
料
建
檔
及
更
新
。

2
.
推
動
「
主
動
守
法
、
據
實
申
報
」
計
畫
，
全
面
通
知二
萬
家
工
廠
誠
實
申
報
及
改
善
，
給
認
真
改
善
者

必
要
之
時
間
，
然
後
即
進
入
主
動
稽
查
階
段
，
由
本
署
成
立
之
九
十
人
督
察
大
隊
督
導
並
協
助
地
方
，
對
各
行

業
依
流
域
別
及
專
案
列
管
方
式
進
行
強
力
稽
查
。

依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規
定
，
通
知
排
放
廢
水
不
符
標
準
之
事
業

或
單
位
限
期
改
善
，
屆
期
仍
未
完
成
者
採
密
集
稽
查
及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停
工
或
停
業
，
報
請
歇
業
等
嚴
格
管

制
措
施
，
以
達
污
染
之
有
效
控
制
。

3
.請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加
強
各
事
業
排
放
廢
水
之
輔
導
及
改
善
工
作。

4

建
立
排
放
許
可
及
申
報
制
度
，
要
求
各
事
業
於
民
國
八
十二
年
五
月
九
日
前
應
完
成
許
可
證
之
申
請
並

取
得
，
以
充
分
掌
握
事
業
廢
水
處
理
操
作
、
管
理
及
排
放
狀
況
並
加
以
管
制。

5
.實
施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放
流
水
標
準
可
將
事
業
廢
水
污
染
量
由
目
前
之
五
五
%
削
減
至
一

一
%
，
實
施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放
流
水
標
準
則
可
削
減
污
染
量
至
六
﹒
七
%。

成
建
立
事
前
審
查
制
度
，
要
求
所
有
新
設
及
變
更
之
事
業
於
設
立
或
變
更
前
先
檢
其
水
污
染
防
治
措
施
計

畫
，
說
明
對
所
增
加
之
污
染
如
何
進
行
防
治
工
作
，
將
以
往
環
保
單
位
消
極
的
事
後
管
制
工
作
，
改
為
積
極
的

事
前
防
範
工
作
。

事
業
廢
水
管
制
之
成
效
攸
關
台
灣
兩
千
萬
人
之
生
活
及
環
境
品
質
，
期
各
事
業
能
與
政
府
全
力
配
合
做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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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項
工
作
，
為
後
世
留
存

一
充
裕
並
可
永
續
利
用
之
水
資
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