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
告
人.. 

溫
清
光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生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工
學
博
士

而
口

.
現
任
成
功
大
學
環
境
工
系
暨
研
究
所
教
授

評
論
人
.. 

李
三
畏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生

.
美
國
科
獲
拉
多
卅
立
大
學
自
然
資
源
與
森

林
學
院
碩
士

評
論
人
•. 

胡
弘
道

.
現
任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業
處
副
處
長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生

﹒
西
德
佛
來
堡
大
學
理
學
博
士

.
現
任
台
大
森
林
系
教
授



水世紀 300

r 、

。
溫
清
光

一

、
斗
別
士
一
日

台
灣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為

二
五
-
0
公
塵
，
合
計
每
年
降
雨
量
約
九

0
0

億
立
方
公
尺
，
為
世
界
平
均
降
雨

量
之
三
﹒
四
四
倍
，
但
因
台
灣
人
口
密
度
高
，
平
均
每
人
能
分
到
的
水
量
每
年
約
四
五

O
O
立
方
公
尺
，
只
有

世
界
平
均
值
之
六
分
之

一
。
加
上
地
面
坡
度
大
，
河
川
短
，
降
雨
集
中
在
夏
季
，

平
均
約
有
五
五
%
之
雨
水
流

入
大
海
不
能
被
利
用
，
故
實
際
上
可
被
我
們
利
用
的
水

量
，
少
之
又
少
。

因
此
保
護
水
資
源
，
變
成
今
後
最
重

要
的
課
題
。

保
護
水
資
源
，
不
論
對
水
量
之
極
養
及
水
質
的
保
護
，
最
好
的
方
法
是
維
持
集
水
區
之
原
始
狀
態
，
也
就

是
土
地
不
開
發
做
其
它
用
途
。

但
台
灣
面
積
狹
小
，
人
口
祠
密
，
許
多
保
護
區
之
土
地
已
被
開
發
，
而
原
始
林

地
也
被
開
發
成
農
業
用
地
、
社
區
、
風
景
區
等
，
如
此
將
使
水
源
之
涵

養
能
力
降
低
，
單
位
土
地
面
積
產
生
之

污
染
量
增
加
，
而
造
成
水
源
之
水
量
與
水
質
問
題
，
因
此
近
幾
年
來
水
源
保
護
區
之
土
地
利
用
與
水
源
保
護
，

彼
此
造
成
嚴
重
之
衝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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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都
有
承
受
外
來
衝
擊
的
能
力
，
當
這
衝
擊
力
的
大
小
不
影
響
環
境
本
身
的
變
化
時
，
稱
此
力
為
環
境

的
涵
容
能
力
或
環
境
容
量

。

如
果
保
護
區
內
土
地
開
發
對
水
源
所
造
成
之
衝
擊
力
，
不
大
於
環
境
的
容
量
時
，

應
當
可
使
保
護
區
內
之
土
地
和
水
資
源
達
到
永
續
利
用
的
境
界

。

環
境
容
量
的
定
義
很
籠
統
，
也
很
不
容
易
求

得
，
一
般
人
較
難
改
變
它
，
但
常
可
利
用
各
種
措
施
，
降
低
土
地
利
用
所
造
成
的
衝
擊
力

。

因
此
我
們
人
類
在

某
些
程
度
下
，
仍
然
可
以
藉
用
各
種
方
法
減
低
土
地
利
用
的
衝
擊
力
，
以
促
使
保
護
區
內
水
土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
。

本
文
的
主
要
目
的
就
是
探
討
如
何
降
低
土
地
利
用
所
造
成
衝
擊
力
的
方
法

。

二
、
水
源
保
護
區
開
發
所
引
起
的
環
境
問
題

保
護
區
之
土
地
可
分
為
都
市
土
地
和
非
都
市
土
地
兩
大
類
，
都
市
土
地
又
可
分
為
已
公
布
之
都
市
計
劃
區

和
新
訂
或
擴
大
都
市
計
劃
區
;
而
非
都
市
土
地
又
可
分
為

.. 

叫
森
林
區
、
叫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

ω
農
業
區
(
又

分
為
特
定
農
業
區
和

一
般
農
業
區
)
、
叫
鄉
村
區
(
供
農
村
人
口
集
居
之
地
區
)
、
叫
風
景
區
、
圳
工
業
區
和

們
其
他
使
用
區
七
種
。

本
島
水
源
保
護
區
大
部
分
座
落
在
河
川
集
水
區
的
中
上
游
，
大
多
屬
非
都
市
土
地
，
尤

其
是
森
林
區
最
多
，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次
之

o

農
業
區
、
鄉
村
區
及
風
景
區
所
占
之
面
積
雖
不
大
，
但
所
消
耗
的

水
量
及
產
生
的
沖
刷
污
染
，
對
水
量
及
水
質
的
衝
擊
很
大

。

所
以
保
護
區
土
地
的
開
發
利
用
，
將
會
引
起
下
面

幾
個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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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鬥
水
資
源
污
染
問
題

以
台
灣
之
地
質
及
氣
候
條
件
，
集
水
區
若
不
開
發
利
用
，
大
部
分
將
成
為
雜
木
林
地

。

林
地
不
但
是
涵
養

水
源
的
地
方
，
也
是
淨
化
受
污
染
水
質
的
場
所
。

但
如
果
被
開
闢
成
農
地
、
工
業
用
地
、
住
宅
用
地
或
休
憩
用

地
，
不
但
消
耗
水
量
，
也
會
污
染
水
質

。

表
一
是
統
計
各
種
土
地
使
用
所
產
生
之
單
位
污
染
量
，
包
括
點
源
和

非
點
源
污
染
量
之
和
，
是
不
經
過
任
何
處
理
或
削
減
污
染
措
施
的
污
染
量
。
由
該
表
可
看
出
若
以

林
地
、
草
地

為
基
準
，
農
地
每
年
每
公
頃
產
生
的
污
染
量
(
以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量
計
，
以
下
同
)
為
林
草
地
之
十
三
倍
;

社
區
或
住
宅
區
為

一
千
三
百
倍
左
右
;
工
業
區
則
近
五
千
倍
;
若
為
養
豬
場
更
高
達
十
五
萬
倍
左
右

。

若
廢
水

經
過
處
理
，
表
一
之
社
區
或
住
宅
及
工
業
區
產
生
的
污
染
量
平
均
可
減
少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左
右
;
養
豬
廢
水
約

可
減
少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左
右

。

廢
水
經
處
理
，
每
公
頃
每
年
排
出
之
污
染
量
，
如
表

一
括
號
內
之
數
據

。

以
目

前
處
理
技
術
而
言
，
應
可
達
到
更
高
的
去
除

率
，
因
此
，
所
排
出
之
污
染

量
，
將
比
表

一
括
號
內
之
數
據
更

低
。

雖
然
如
此
，
但
處
理
後
排
出
的
污
染

量
仍
相
當
可
觀
。
此
外
，
台
灣
水
源
保
護
區
大
部
分
座
落
在
山
區
，

許
多
觀
光
遊
憩
區
亦
選
在
山
區
，
而
遊
憩
活
動
也
會
產
生
污
染

。

表
二
是
各
種
遊
憩
活
動
項
目
產
生
之
氮
磷
污

染
量

。
氮
、
磷
這
兩
種
營
養
物
質
是
造
成
水
體
優
養
的
元
兇

o

土
地
過
度
利
用
對
水
體
水
質
會
造
成
很
大
的
影

響
，
例
如
眾
所
周
知
的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
許
多
林
地
河
床
和
河
階
台
地
被
開
闢
成
果
園
和
菜
園
，
流
出
的
肥

料
污
染
水
源
，
造
成
重
的
優
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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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水
量
涵
養
問
題

林
地
是
涵
養
水
量
地
方
，
樹
冠
可
使
降
雨
延
後
到
達
地
面
的
時
間
，
也
可
以
減
少
地
表
蒸
發
;
樹
根
和
枯

枝
落
葉
層
可
增
加
地
表
滲
透
量
，
增
加
土
壤
對
水
的
涵
養
，
降
低
地
表
逕
流
之
尖
峰
流
量

。

根
據
研
究
，

一
般

樹
冠
截
留
雨
量
在

一
O
%
到
三
O
%
'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較
大
者
截
留
量
較
少
，
反
之
則
截
留
量
較
大
。

根
據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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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研
究
所
夏
禹
九
先
生
之
統
計
在
蓮
花
池
實
驗
區
樹
冠
的
截
留
量
二
﹒
五
%

1
二
二

﹒
八
%
o

土
地
的
開
發
利
用
，
常
改
變
地
表
的
裸
附
或
植
被
，
因
而
影
響
地
面
流
量

一

、
逕
流
係
數
和
洪
水
量

O

F
R
Y

和
Z
2

宙
門
統
計
近
百
個
實
驗
林
區
，
所
得
之
結
論
為
造
林
使
河
川
流
量
減
少
。

而
砍
伐
森
林
會
增
加

河
川
流
量
，
但
儲
存
在
地
表
或
土
壤
的
水
量
減
少

。

日
本
小
林
及
丸
山
在
五
條
吉
野
地
區
於
山
林
改
造
農
地

後
五
年
測
定
雨
水
保
留
能
力
，
發
現
改
造
後
的
保
留
能
力
降
低
。

降
低
之
百
分
率
與
累
積
降
雨
量
有
關
，
當
累

積
降
雨
量
為

一
百
公
庫
時
，
保
留
能
力
減
少
約

三
六
%
。

雨
水
保
留
能
力
與
表
層
土
質
及
形
態
有
很
大
之
關

係
'
如
果
表
層
土
壤
為
粘
土
時
，
開
發
前
經
長
年
壓
實
，
透
水
性
低
，
故
逕
流

量
大

，
但
開
發
後
表
層
受
擾

動
，
逕
流
量
反
而
變
小
。

因
此
開
發
後
雨
水
保
留
能
力
反
而
增
加
;
杉
山
在
中
之
條
試
驗
場
研
究
林
草
地
、
旱

田
、
高
爾
夫
球
場
及
運
動
場
等
不
同
土
地
利
用
型
態
與
雨
水
保
留
量
的
關
係
'
結
果
發
現
林
草
地
與
旱
田
之
雨

水
保
留
量
最
大
，
高
爾
夫
球
場
次
之
，
而
運
動
場
最
小
。

土
地
使
用
改
變
了
表
土
之
透
水
性
，
因
此
，
對
洪
峰
流
量
及
到
達
時
間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陳
信
雄
在
南
投

縣
魚
池
鄉
日
月
潭
北
部
蓮
花
池
試
驗
集
水
區
(
面
積
三
至
九
公
頃
)
進
行
森
林
砍
伐
比
例
對
洪
峰
流
量
及
到

達
時
間
之
模
擬
，
模
擬
結
果
，
林
木
砍
伐
比
例
為
二
O
%
時
，
洪
峰
流
量
增
加
二
倍
，
洪
峰
到
達
時
間
提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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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四
倍
。

林
地
、
草
地
被
開
發
為
農
地
、
住
宅
、
工
業
區
域
、
高
爾
夫
球
場
，
不
但
減
少
水
量
的
涵
養
，
反
而
因
作

物
及
人
的
活
動
而
消
耗
水
量

。

例
如
每
公
頃
水
稻
，
每
日
需
水
量
在
十
五
到
二
十
公
分
問
(
合
計
每
公
頃
需

求
量
一
千
五
百
到

二
千
立
方
公
尺
)
;
社
區
(
以
每
公
頃
二
百
零
七
人
計
，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0
.
二
五
立
方

公
尺
計
)
需
水
量
每
日
每
公
頃
約
五

二
立
方
公
尺

;
綜
合
性
工
業
區
每
日
每
公
頃
平
均
需
水
量
約

一
百
立
方

公
尺
;
十
八
洞
的
高
爾
夫
球
場
每
日
約
需

一
千
五
百
到
二
千
立
方
公
尺
的
水
量
;
養
豬
場
每
公
頃
(
養

一
萬

頭
)
每
日
用
水
量
約
四
千
立
方
公
尺

。

ω
土
壤
沖
蝕
問
題

林
地
由
於
樹
冠
、
樹
枝
、
枯
枝
、
落
葉
交
叉
組
成
柵
欄
狀
，
可
降
低
雨
滴
的
衝
擊
減
少
沖
蝕
，
更
由
於
根

系
強
固
土
塊
，
可
防
止
崩
塌
或
沖
蝕

。

若
闢
為
農
業
用
地
、
地
表
植
被
被
清
除
，
加
上
定
期
翻
動
表
土
，
加
速

土
壤
之
沖
蝕
。

根
據
夏
禹
九
先
生
幾
個
實
驗
場
的
測
定
，
山
坡
地
果
園
土
壤
流
失
量
(
如
表

三
)
比
林
地
增

加
數
十
倍
至
百
倍
。

表
四
是
美
國
熱
帶
林
地
和
農
作
地
的
土
壤
沖
蝕
且

一里
，
林
地
經
擾
動
或
燃
燒
沖
蝕
量
大
增
。

開
闢
道
路
、
建
築
基
地
，
常
擾
動
表
土
，
去
除
植
被
和
破
壞
邊
坡
，
在
施
工
期
如
遇
大
雨
，
引
起
大
量
土
壤
沖

蝕
，
常
比
原
來
沖
蝕

量
大
數
十
倍
至
數
萬
倍

，
何
智
武
教
授
曾
研
究
山
坡
地
土
壤
沖
蝕
，
面
積
百
分
之

三
十

開
發
成
巷
路
時
，
泥
砂
生
產
量
增
加

八
﹒

一
倍
;
當
面
積
百
分
之
三
十
開
發
成
社
區
時
，
泥
砂
生
產
量
增
加
二

一
﹒

六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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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其
他
問
題

前
面
所
討
論
的
土
地
開
發
所
引
起
的
對
水
暈
、
水
質
及
土
壤
沖
蝕
的
影
響
，
是
較
容
易
計
量
的
問
題
，
此

外
尚
有
很
多
不
易
計
量
或
不
易
為
人
感
受
到
的
問
題
會
發
生
，
例
如
土
地
開
發
對
生
態
系
、
對
地
方
微
氣
候
以

及
景
觀
視
覺
等
的
影
響
皆
是

。

這
些
問
題
都
很
大

，
很
不
容
易
探
討
。

三
、
減
少
保
護
區
已
開
發
所
引
起
問
題
的
方
法

針
對
土
地
利
用
產
生
之
水
量
涵
養
、
水
質
污
染
及
土
壤
沖
蝕
問
題
分
別
討
論
，
減
少
這
些
問
題
的
方
法
:

309 水的故鄉原始林的保護與水土保持

心U
涵
養
水
源
的
方
法

1

植
林

土
地
開
發
後
，
在
建
物
旁
或
空
地
廣
植
林
木
，
不
但
可
綠
化
環
境
，
而
且
樹
冠
可
減
少
雨
水
接
觸
到
地

面
、
河
川
和
湖
泊
，

並
可
延
遲
洪
水
到
達
時
間
，
減
少
地
表
蒸
發
量

。

樹
枝
樹
根
可
降
低
地
表
逕
流
之
尖
峰
流

量
，
減
少
土
壤
沖
蝕
。

前
面
已
提
過
夏
禹
九
先
生
等
之
研
究
，
台
灣
地
區
樹
冠
可
截
流

一
一
﹒

五
%
到
二
二

﹒

八
%
之
降
水
量
和
減
少
數
十
倍
之
土
壤
流
失
量
。

2

透
水
性
舖
面

天
然
地
表
面
開
闢
成
社
區
、
風
景
區
、
建
築
物
、
路
、
街
、
停
車
場
或
人
行
道
等
時
，
常
使
用
柏
油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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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
石
板
、
磚
塊
等
不
透
水
面

，

降
雨
時
雨
水
不
易
滲
透
到
土
壤
而
容
易
變
成
逕
流
，
不
但
使
雨
水
容
易
流

失
，
而
且
常
使
洪
峰
加
大
，
到
達
時
間
縮
短
。

在
建
物
四
周
或
停
車
場
採
用
植
草
磚
，
不
但
可
增
加
綠
色
景

觀
，
而
且
可
涵
養
水
量
，
減
少
水
量
流
失
，
降
低
洪
峰
流
量
，

一
舉
數
得
。

近
年
來
已
發
展
出
透
水
性
柏
油
，

(
如
圖
一
)
其
透
水
性
好
，
可
舖
在
停
車
場
、
人
行
道
或
馬
路
上
，
其
逕
流
係
數
小
，
可
涵
養
水
量
，
減
少

逕
流
的
流
出
，
入
滲
土
壤
的
地
下
水
，
將
變
成
河
川
之
中
間
流
或
地
下
水
，
在
適
當
的
時
間
和
地
點
匯
流
回
河

川
中
。

對
水
量
的
涵
養
及
非
點
源
污
染
量
的
減
少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2
4
入
海
溝

入
滲
溝
是
在
公
路
旁
邊
、
社
區
適
當
地
點
，
挖
置
土
溝
，
內
置
碟
石
等
透
水
性
濾
料
，
外
加
過
濾
布
防
止

污
染
物
滲
入
地
下
水
如
圖

二
。
下
雨
時
雨
水
匯
集
至
入
滲
溝
，
經
由
濾
布
和
爐
石
慢
慢
之
滲
入
土
壤
內
，
以
涵

養
地
下
水
，
並
減
少
雨
水
和
污
染
物
流
出

。

4

調
節
池
或
前
留
槽

土
地
開
發
利
用
常
使
地
表
流
出
量
增
加
，
為
了
控
制
流
量
集
中
流
出
，
而
設
調
節
池
或
時
留
槽
(
如
圖

三
)
。
大
規
模
住
宅
或
遊
憩
區
場
所
，
應
設
置
調
節
池
，
公
園
、
廣
場
、
學
校
、
停
車
場
或
中
小
型
工
廠
、

下
水
道
設
施
、
抽
水
站
道
路
等
則
應
設
置
胖
留
槽
，
以
減
緩
雨
水
流
出
時
間
，
調
節
流
出
量

。

時
留
槽
又
可
和

入
滲
溝
並
用
，
增
加
入
滲
量
以
涵
養
水
源

。

此
外
，
並
可
去
除
水
中
之
污
染
物

。

E
-
M
水
之
循
環
使
用

水
若
能
循
環
使
用
將
可
達
到
永
續
利
用
的
境
界
，
但
使
用
過
程
中
，
水
量
將
有
所
損
失
，
污
染
物
有
時
會

介
入
水
中
，
囡
此
必
須
配
合
水
質
處
理

。

雖
然
如
此
，
若
儘
量
使
用
過
之
水
再
用
，
對
減
少
用
水
量
及
污
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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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目
前
台
灣
工
業
界
回
收
使
用
之
比
例
較
高
，
尤
其
冷
卻
用
水
。

農
業
回
歸
水
之
再
灌
溉
也
很

普
遍
。

但
對
社
區
污
水
、
雨
水
或
遊
憩
區
污
水
的
循
環
使
用
很
低
，
圖
四
是
開
發
社
區
污
水
再
利
用
及
雨
水
涵

養
的
示
意
圖

。

遊
憩
場
所
、
郊
區
之
學
校
，
亦
可
仿
此
觀
念
，
善
用
水
資
源
。

的
減
少
污
染
物
輸
出
的
方
法

水
體
之
水
質
若
受
污
染
，
將
減
少
或
失
去
利
用
的
價
值
，
因
此
除
了
涵
養
水
量
外
，
更
應
保
護
水
質
，
保

護
的
方
法
，
最
根
本
的
是
削
減
流
入
水
體
的
污
染
量
，
水
體
之
污
染
源
可
分
為
點
源
與
非
點
源
，
其
控
制
方
法

如
下
:1

點
源
污
染
控
制
的
方
法

點
源
污
染
主
要
來
自
生
活
污
水
、
工
業
廢
水
和
畜
牧
廢
水

。

控
制
生
活
污
水
的
方
法
是
建
立
污
水
下
水

道
，
將
污
水
處
理
後
再
放
流
;
而
控
制
工
業
廢
水
及
畜
牧
廢
水
污
染
的
方
法
是
實
施
減
廢
和
廢
水
處
理
，
後
二

者
之
污
染
控
制
是
由
業
者
自
行
處
理
，
廢
水
處
理
設
施
工
期
短
，
處
理
成
本
低
，
例
如
養
豬
廢
水
去
除一
公
斤

之
B
O
D
'

其
成
本
約

一
千
餘
元
，
工
業
廢
水
約
數
百
元
至
數
千
元
，
而
污
水
下
水
道
興
建
工
期
長
，
成
本

高
，
去
除

一
公
斤
生
活
污
水
中
之
B
O
D
'

至
少
需

一
萬
元
以
上
。

就
水
污
染
防
治
而
言
，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及
管
制
事
業
廢
水
(
包
括
畜
牧
廢
水
)
是
控
制
水
污
染
的
不
二
法
門

。

其
中
管
制
事
業
廢
水
是
成
本
最
低
、

收
效
最
快
的
方
法
。

叫
生
活
污
水
的
控
制

生
活
污
水
的
控
制
方
法
是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
將
污
水
匯
流
到
污
水
處
理
廠
，
加
以
處
理
後
放
流。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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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水
處
理
方
法
可
分
初
級
處
理
、
二
級
處
理
和
高
級
處
理

。

目
前
，
都
市
污
水
大
都
採
用
二
級
處
理

。

雖
然
建
設
污
水
下
水
道
是
解
決
生
活
排
水
污
染
的
根
本
，
但
興
建
下
水
道
，
需
要
鉅
額
之
經
費
，
即
使
在

都
市
地
區
，
要
完
成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也
需
相
當
長
之
時
間
，
在
講
求
時
效
上
常
緩
不
濟
急

。

因
此
推
行
都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的
同
時
，
在
下
水
道
未
規
劃
地
區
的
生
活
排
水
，
常
需
研
擬

一
些
對
策
，
以
降
低
生
活
污
水
的
污

染
，
例
如
將
生
活
排
水
與
水
肥
合
併
之
簡
易
處
理
，
以
代
替
原
來
之
化
糞
池
，
又
如
在
水
庫
上
游
人
口
分
散
的

集
水
區
，
集
三
、
五
住
家
污
水
或
遊
憩
場
所
，
做

一
小
型
污
水
處
理
設
備
。

防
工
業
廢
水
的
控
制

至
八
十
年
底
，
台
灣
地
區
列
管
之
水
污
染
工
廠
約
有
六
千
家
左
右
，
所
排
出
之
污
染
量
約

三
三
六
0
公
噸

/
日
，
是
台
灣
最
大
之
點
污
染
源

。

工
廠
主
管
單
位
為
工
業
局
，
因
此
工
業
局
應
積
極
配
合
環
保
機
關
之
管
制

計
畫
，
擬
定
計
畫
積
極
進
行
輔
導
改
善
，
其
輔
導
主
要
乃
先
選
擇
較
真
污
染
性
之
染
整
、
皮
革
、
造
紙
及
較
易

回
收
而
富
經
濟
效
益
如
油
脂
及

P
U

合
成
皮
廠
為
專
案
輔
導
改
善
之
對
象

。

此
外
，
亦
應
配
合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及
台
灣
省
環
保
處
優
先
列
管
工
廠
，
進
行
輔
導

。

工
業
類
別
很
多
，
所
產
生
之
廢
水
性
質
迴
異
，
因
此
，
有
各
種
不
同
之
處
理
方
法

。

各
種
工
廠
廢
水
都
要

合
乎
放
流
水
標
準
始
得
放
流
，
若
廢
水
都
合
乎
放
流
水
標
準
而
承
受
水
體
仍
無
法
達
到
用
途
分
類
之
水
質
標

準
'
則
應
另
訂
較
嚴
格
之
放
流
水
標
準
或
實
施
總
量
管
制
。

叫
畜
牧
廢
水
的
控
制

至
八
十

一
年
底
，
台
灣
之
養
豬
頭
數
已
超
過

一
千
萬
頭
，
產
生
污
染
量
已
超
過
生
活
污
水
，
尤
其
是
中
南

部
已
形
成
河
川
最
主
要
之
污
染
來
源
，
若
能
有
效
控
制
養
豬
廢
水
，
河
川
水
質
將
可
大
幅
提
升

。

減
少
養
豬
廢



水
污
染
的
方
法
，
應
可
從
下
列
幾
方
面
著
手

.. 

@
養
豬
政
策
的
調
整
根
據
調
查

，
國
內
飼
養
六
百
萬
頭
即
可
供
應
內
銷
之
用

。

養
豬
為

一
重
污
染
事

業
，
加
上
國
內
飼
料
大
多
仰
賴
進
口
，
若
豬
肉
外
銷
，
頗
不
經
濟
，
因
此
必
須
調
整
外
銷
政
策
，
以
抑

制
養
豬
頭
數
之
成
長
。

所
有
養
豬
戶
，
不
論
飼
養
規
模
大
小
，
必
須
做
好
污
染
防
治
，
其
排
水
應
符
合

環
保
要
求
，
否
則
不
得
飼
養

。

並
優
先
輔
導
水
源
水
量
保
護
區
與
都
市
計
劃
區
內
之
養
豬
戶
，
短
期
內

加
強
辦
理
污
染
防
治
，

長
期
輔
導
其
遷
移
、
停
養
或
轉
業

。

@
養
豬
廢
水
之
處
理
利
用
物
理
原
理
及
好
氧
厭
氣
性
生
物
處
理
，
去
除
廢
水
中
之
固
體
及
有
機

污
染

物
，
使
之
合
乎
放
流
水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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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平
台
式
豬
舍
，
改
為
條
形
或
半
條
形
豬
舍
，
將
糞
尿
分
離
後
，
固
體
部
分
經
臨

酵
後
做
為
堆
肥
或
採
用
生
物
墊
床

。

這
些
方
法
可
減
少
大
量
之
廢
水
及
污
染
物
排
出

。

2

非
點
源
污
染
之
控
制
方
法

非
點
源
污
染
主
要
來
自
林
地
、
社
區
、
遊
憩
區
、
廢
污
處
理
的
暴
雨
逕
流
，
以
及
農
業
區
之
回
歸
水
與
暴

雨
逕
流
。
一
般
有
下
面
幾
種
控
制
方
法
.. 

仙
林
區
污
染
輸
出
控
制
方
法

森
林
是
涵
養
水
量
地
區
，

其
單
位
污
染
輸
出
量
很
小
，
但
若
有
不
當
的
開
發
或
砍
伐

，

將
會
增
加
污
染
的

輸
出
。
一
般
有
下
面
幾
種
控
制
方
法
:

@
減
少
或
禁
止
伐
木
，
並
廣
植
林
木
，
以
增
加
森
林
面
積

。

@
在
水
體
兩
岸
的
演
岸
帶
(
溪
流
保
護
帶
)
植
生
，
以
降
低
泥
沙
與
化
學
物
質
進
入
溪
流

。
一
般
潰
岸

@
改
變
飼
養
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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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
保
護
帶
)
要
多
寬
，
始
能
達
到
防
止
沖
蝕
土
壤
流
入
溪
流
及
淨
化
污
染
物
的
效
果
，

國
內
有
許

多
專
家
學
者
研
究
之
成
果

.. 
丁
昭
義
及
陳
信
雄
兩
位
教
授
測
定
坡
度
三
十
五
度
，

三
十
四
年
生
柳
杉
人

工
林
地
，
緩
衝
帶
(
保
護
帶
)
至
少
需
三
十
公
尺

，

對
農
藥
四
氯
丹
至
少
十
公
尺

。

但
兩
位
教
授
建

議
緩
衝
帶
以
六
十
公
尺
為
宜

。

謝
長
富
先
生
等
在
德
基
水
庫
的
潰
岸
帶
測
試
，
水
庫
對
肥
料
的
過
濾
作

用
，
結
果
認
為
至
少
需
要
二
十
公
尺
寬
之
森
林
植
生
緩
衝
帶
。

夏
禹
九
於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到
八
十
年
測

定
，

柳
杉
人
工
林
、
低
矮
闊
葉
林
、
茶
叢
及
琉
球
松
半
人
工
林
對
施
肥
後
肥
料
的
吸
收
能
力
，
結
果
認

為
影
響
植
生
帶
，
吸
收
肥
料
能
力
的
因
子
，

除
了
植
生
被
覆
型
態
(
如
柳
杉
人
工
林
、
茶
園
、
灌
溉

林
等
)
外
，
尚
有
土
壤
物
理
性
、
化
學
性
和
化
育
程
度
等
因
子
有
關

。

綜
合
上
面
各
家
研
究
結
果

，

水
岸
保
護
帶
以
在
六
十
公
尺
以
上
為
宜
。

@
公
路
及
其
它
邊
坡
植
生
，
以
減
少
崩
塌

。

以
植
生
之
木
樁
以
九
穹
、
水
柳
、
烏
榕
、
榕
樹
及
竹
類
為

佳
;

木
本
植
物
則
以
台
灣
赤
楊
、
山
黃
麻
、
相
恩
樹
、
台
灣

二
葉
松
為
佳
;

草
類
以
百
喜
草
、
地
毯

草
、
肯
特
基
況
F

等
防
侵
蝕
力
強
。

ω
農
業
區
污

染
輸
出
控
制
方
法

@
由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輔
導
農
民
正
常
使
用
農
藥
及
肥
料
，

以
減
少
污
染
輸
出
。

@
灌
溉
水
量
適
當
分
配
，
以
減
少
回
歸
水
的
排
出
。

@
利
用
農
田
回
歸
水
，
做
二
次
灌
溉

o

@
坡
地
農
地
以
平
台
式
開
發
，
採
用
與
水
流
垂
直
方
向
之
條
狀
型
耕
，
以
減
少
水
土
流
失

。

@
在
坡
地
果
園
、
茶
園
及
菜
園
種
植
百
喜
草
、
肯
特
基
、
類
地
毯
、
克
育
草
，

兩
耳
草
等
減
少
之
土
壤
流



319 水的故鄉原始林的保護典水土保持

污
染
物
在
市
區
地
面
的
累
積
是
造
成
市
區
逕
流
污
染
的
主
因
，
清
掃
市
區
及
街

道
，
可
減
少
暴
雨
時
污
染
物
之
流
出

。

@
截
流
暴
雨
逕
流
水
加
以
處
理
截
流
雨
水
下
水
道
或
合
流
式
下
水
道
暴
雨
逕
流
水
加
以
處
理

。

處
理
方

法
以
經
過
攔
污
柵
、
沉
砂
池
或
沉
澱
池
，
以
去
除
漂
浮
物
及
懸
浮
固
體
物
，
若
能
將
暴
雨
初
期
的
逕
流

經
生
物
處
理
，
將
可
減
少
更
多
之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輸
出
。

若
有
足
夠
的
濕
地
或
蓄
水
池
，
可
將
雨
水
導

入
，
將
之
沉
澱
，
生
物
分
解
，
以
減
少
污
染
物
輸
出

。

圳
工
地
之
控
制

實
施
階
段
性
開
工
，

減
少
開
挖
面
，
以
達
到
控
制
土
壤
沖
蝕
之
目
的
，
將
使
建
造
時
對
土
壤
的
擾
動
達
到

最
小
。

當
在
建
造
時
，
有
許
多
污
染
減
輕
技
術
可
有
效
使
用
，
例
如
流
速
調
整
法
可
減
少
水
流
過
建
築
區
的
速

率
，
以
減
少
土
粒
被
舉
起
並
使
其
即
時
沉
澱

。

暴
雨
轉
向
法
則
藉
轉
向
而
使
流
過
量
減
少

。

暴
雨
渠
道
法
則
是

藉
導
引
水
流
流
向
而
減
少
水
流
過
建
築
區
。

在
土
況
恢
復
方
面
，
則
以
植
草
及
培
養
其
他
植
被
來
控
制
，
而
其

植
被
的
選
定
由
坡
度
來
決
定
，
例
如
平
地
使
用
木
纖
維
護
根
是
很
有
用
的
。

川W
礦
區
污
染
的
控
制

。
礦
渣
及
廢
土
再
整
平
及
植
生
，
以
防
沖
刷

。

@
使
地
表
水
流
或
地
下
水
轉
向

，

不
流
經
礦
區
，

以
減
少
礦
區
水
流
之
流
出
。

失
，
並
可
吸
收
部
分
流
失
之
肥
料
和
農
藥

，

淨
化
水
質
。

@
改
變
種
植
的
作
物
，
如
改
種
裸
落
地
較
多
之
作
物
為
裸
落
地
較
少
的
作
物
，
以
減
少
土
壞
之
流
失

。

叫
社
區
或
市
區
暴
雨

逕
流
輸
出

@
清
掃
市
區
及
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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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閉
廢
礦
坑
，
填
滿
陷
坑
並
植
生
。

例
遊
憩
區
污
染
輸
出
之
控
制

@
將
污
水
收
集
處
理
後
再
排
出
，
或
將
處
理
使
用
土
壤
散
布
法
，
以
消
納
污
染
物

。

@
於
遊
憩
場
所
設
置
截
流
溝
，
截
流
雨
水
加
以
處
理
或
引
入
沼
澤
地
、
蓄
水
池
處
理。

@
控
制
高
爾
夫
球
場
農
藥
及
肥
料
的
使
用
。

@
清
掃
遊
憩
場
所
，
適
當
處
理
廢
棄
物

。

的
改
變
土
地
使
用
的
型
式
，
將
污
染
輸
出
較
大
的
農
地
改
為
污
染
較
少
的
林
地
或
草
地
，
或
改
變
農
地

種
植
的
作
物
。

3

水
土
保
持
方
法
與
設
施

叫
邊
坡
穩
定

挖
填
邊
坡
易
使
坡
面
裸
露
，
常
因
豪
雨
地
震
，
造
成
沖
刷
或
崩
塌
，
若
地
質
不
良
或
有
地
下
水
時
，
崩
塌

更
形
惡
化
。

邊
坡
穗
定
綠
化
，
係
以
人
工
方
法
到
達
邊
坡
穩
定
與
綠
化
之
功
能

。

邊
坡
穩
定
綠
化
宜
因
地
制

宜
，
採
用
工
程
、
植
生
方
法
或
二
者
相
互
配
合
方
式
處
理
。
完
善
的
基
礎
工
程
、
適
當
的
植
生
方
法
及
妥
善
的

管
理
維
護
，
為
邊
坡
穩
定
之
三
項
重
要
工
作

。
一
般
依
現
場
之
需
要
在
坡
腳
以
工
程
方
法
，
如
擋
土
牆
、
格

籠
、
蛇
籠
等
基
礎
工
程
來
穩
定
坡
腳
，
再
實
施
坡
面
綠
化
，
其
方
法
依
現
場
需
要
可
分
為
植
草
苗
法
、
植
生
帶

法
、
噴
植
法
、
挖
穴
施
肥
舖
網
客
土
噴
植
法
、
打
樁
編
柵
法
、
預
鑄
框
客
土
植
生
法
、
自
由
型
框
客
土
植
生

法
、
邊
坡
綠
化
法
等
。

仙
竣
面
排
水



坡
面
排
水
即
利
用
植
生
、
工
程
或
其
他
方
法
將
逕
流
或
地
下
滲
透
水
有
效
地
引
導
、
分
流
或
排
除
至
下
游

安
全
地
區
，
使
其
破
壞
力
減
至
最
低
程
度
，
以
減
輕
或
避
免
災
害
之
發
生

。
一
般
應
用
之
排
水
溝
、
涵
管
、
跌

水的故鄉原始林的保護典水土保持

水
、
集
水
井
等
。

叫
防
砂
工
程

防
砂
工
程
係
以
防
止
坡
地
及
溪
流
之
沖
蝕
，
並
節
制
土
砂
由
高
處
往
低
處
移
動
，
以
減
少
災
害
為
目
的
之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

其
相
關
治
理
工
程
有
.. 

沉
砂
調
節
池
、
防
砂
壩
、
潛
壩
、
整
流
工
程
、
囝
床
工
程
、
堤
防
、

護
岸
、
丁
壩
等
。

於
地
勢
低
建
規
劃
人
工
湖
，
可
當
作
沉
砂
使
用

，
(
另
外
於
施
工
期
間
將
闢
臨
時
性
沉
砂

池
)
，
其
功
用
除
了
供
作
美
化
景
觀
之
用
外
，
尚
有
調
節
雨
水
逕
流
之
功
能

。

人
工
湖
之
設
計
最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
即
是
其
最
高
與
最
低
水
位
、
蓄
水
量
、
安
全
排
水
量
及
池
底
滲
率
等

。

川
開農
地
水
土
保
持

農
地
開
發
使
用
，
易
造
成
土
壤
流
失
，
尤
其
是
山
坡
地

。

由
於
台
灣
多
山
，

平
原
開
發
殆
盡

，

因
此
山
坡

地
利
用
甚
為
吃
重
。

農
用
坡
地
的
水
土
保
持
方
法
有
山
邊
溝
法
、
平
台
階
段
法
、
草
帶
法
、
石
牆
法
、
單
株
平

台
法
、
寬
壟
階
段
法
、
覆
蓋
作
物
法
、
敷
蓋
法
、
草
溝
法
、
洩
槽
、
跌
水
法
等
，
使
用
時
可
單
獨
或
數
種
方
法

並
用
。

四
、
結
語

321 

森
林
是
涵
養
水
源
的
地
方
，
它
的
開
發
將
減
少
水
源
的
涵
養
能
力
，
增
加
用
水
量
，
而
造
成
水
源
不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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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質
污
染
、
土
壤
沖
蝕
等
問
題
。

但
台
灣
土
地
面
積
狹
小
，
人
口
眾
多
，
許
多
保
護
區
內
土
地
已
被
開
發
利

用
，
造
成
土
地
利
用
與
水
資
源
保
護
間
的
衝
突
，
如
果
我
們
能
善
用
各
種
保
護
措
施
或
將
水
循
環
使
用
，
將
可

降
低
土
地
利
用
對
水
資
源
的
衝
擊

。

然
而
，
我
們
尚
未
利
用
這
些
措
施
，
以
致
近
年
來
土
地
利
用
與
水
資
源
發

生
嚴
重
衝
突
。

呼
籲
國
人
冷
靜
的
思
考
，
從
水
源
涵
養
、
土
地
沖
蝕
和
水
質
污
染
的
控
制
，
以
及
人
與
環
境
的

和
諧
，
尋
求
土
地
利
用
與
水
資
源
保
護
的
平
衡
點
，
不
要
再
出
現
貪
得
無
厭
的
土
地
開
發
，
和
無
理
性
的
環
境

保
護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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