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
告
人.. 

張
石
角

.
民
間
二
十
四
年
生

4、
口

.
美
國
倫
敦
大
學
帝
國
竣
工
學
院
哲
學
碩
士

﹒
成
任
台
灣
大
學
地
理
學
系
教
授

評
論
人
•• 

黃
永
接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生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森
林
系

.
現
任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林
業
處
處
長

評
論
人
•• 

范
光
龍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生

.
美
國
北
卡
州
立
大
學
地
球
科
學
博
士

.
現
任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海
洋
研
究
所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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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日

@
張
石
角

一

、
前
川
士一口

台
灣
西
南
沿
海
地
盤
持
續
下
陷
中
，
政
府
年
年
編
列
預
算
維
修
海
堤
的
治
標
做
法
，
並
未
能
收
到
抑
制
之

效
果
。

如
此
雖
然
花
費
不
賀
，
但
不
做
海
堤
災
害
必
定
更
加
嚴
重
應
無
可
漿
。

地
盤
下
陷
的
根
本
原
因
沒
人
追
究
和
採
取
有
效
的
因
應
對
策
，
乃
事
態
依
然
未
獲
改
善
的
緣
故

。

這
個
問

題
論
者
已
眾
，
本
文
擬
從
地
盤
下
陷
和
環
境
效
應
與
地
下
水
抽
取
等
問
題
作

一
檢
討
，
以
供
參
考
。

二
、
地
盤
下
陷
的
環
境
效
應

村
地
盤
下
陷
現
象
的
辨
識

l

對
一
般
人
而
言
，
「
地
盤
下
陷
」
現
象
是
以
河
海
水
平
面
為
參
考
面
而
辨
知
地
面
的
升
降

。

因
此
，



河
、
湖
、
海
等
水
清
地
區
最
容
易
感
知
地
盤
下
陷
現
象
的
存
在
，
而
引
人
注
目

。

這
是
因
為
對
應
於
地
盤
下
陷

的
就
是
水
面
的
上
升
。

所
以
，
像
台
北
盆
地
五
股
沼
澤
地
積
水
不
退
，
以
及
淡
水
河
洪
水
面
不
斷
上
升
，
逼
使

堤
防
加
高
，
部
分
地
區
已
達
一

0
.

五
公
尺
以
上
，
都
可
視
為
台
北
盆
地
地
盤
下
陷
的
指
標

。

同
樣
地
，
台
灣
西
、
南
沿
海
地
區
海
水
入
侵
久
而
不
退
、
迴
異
於
往
昔
，
自
亦
應
是
地
盤
下
陷
的
結
果

。

2

非
水
潰
地
區
，
雖
有
地
盤
下
陷
情
事
也
不
易
被
察
覺
，
除
非
有
定
期
的
精
密
的
基
準
點
測
量
資
料
可
供

檢
核
。

此
種
地
區
因
無
明
顯
的
環
境
效
應
，
即
使
其
己
產
生
對
公
共
福
祉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損
害
，
也
因
受
害
人

朦
然
不
知
，
而
不
特
為
人
所
警
覺

。

叫
洪
水
位
上
升

陷悉的地平線一台，吟地干水資源問題

l

由
上
所
述
可
知
地
盤
下
陷
的
明
顯
現
象
是
河
、
海
水
面
相
對
於
陸
地
面
的
上
升
。

2

地
盤
下
陷
而
使
地
面
低
於
平
常
河
、
海
水
平
面
時
，
積
水
就
會
歷
久
不
退
，
形
同
陸
地
的
永
久
性
沉

淪
。

解
決
此
種
困
境
的
方
法
之

一
是
以
築
堤
和
不
斷
抽
水
的
方
法
以
維
持
該
土
地
的
繼
續
使
用
，
如
嘉
義
縣
網

寮
之
現
況
者
然

。

但
此
類
土
地
於
潰
堤
或
抽
水
能
力
失
效
時
，
將
一
再
淪
為
澤
圓
，
如
屏
東
鹽
豐
村
和
雲
林
口

湖
等
地
者
然
。

男
外

一
種
永
久
性
的
解
決
辦
法
，
是
以
填
土
方
式
局
部
或
全
區
加
高
地
面
至
水
面
之
上
。

如
此

卻
產
生
新
建
房
屋
基
礎
高
高
在
上
，
而
舊
房
舍
卻
半
埋
於
土
中
的
特
殊
景
觀

。

如
屏
東
縣
佳
冬
鄉
爐
子
村
、
以

及
台
北
縣
五
股
沼
澤
地
者
然

。

3

地
盤
下
陷
雖
未
至
河
、
海
水
平
面
下
，
仍
有
以
下
與
洪
患
相
關
之
環
境
效
應
.. 

ω
地
盤
之
沉
陷
量
有
局
部
性
之
差
異
而
影
響
區
域
排
水
之
順
暢
，
容
易
因
積
水
而
形
成
都
市
型
水
患
(
即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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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水
面
未
達
警
戒
線
以
上
而
市
區
內
卻
有
局
部
淹
水
現
象
)
。

ω
由
於
地
面
之
沉
陷
，
水
患
時
淹
水
面
積
和
淹
水
深
度
會
比
沉
陷
前
為
大
，
而
產
生
放
大
災
害
程
度
的
效

應
。

ω
土
壤
壓
密
與
地
下
構
造
物

l

地
盤
下
陷
乃
因
土
壤
壓
密
，
垂
直
方
向
之
體
積
縮
小
的
結
果
，
故
稱
為
「
壓
密
沉
陷
」
，
只
發
生
於
受

其
影
響
之
淺
層
土
壤
，
與
地
殼
整
體
之
升
降
無
關

。

2

土
粒
基
本
上
是
不
能
壓
縮
的
，
所
以
土
體
的
體
積
縮
小
乃
因
土
粒
間
的
空
隙
率
減
少
所
致

。

而
其
體
積

的
調
節
過
程
中
，
可
能
因
土
體
為
非
均
質
體
而
產
生
不
等
量
的
壓
密
現
象
，
使
置
放
於
該
土
體
中
的
構
造
物
，

如
管
線
和
建
物
基
礎
，
發
生
水
平
方
向
之
延
伸
和
扭
曲
現
象
致
生
破
壞
。

台
北
市
自
來
水
管
漏
水
率
偏
高
以
及
高
架
橋
敬
之
沉
陷
，
甚
至
出
現
裂
隙
，
很
多
情
況
是
與
基
礎
不
等
量

沉
陷
有
關
。

最
近
經
濟
部
水
利
司
提
出
警
告
，
謂
雲
林
、
彰
化
海
岸
地
區
地
層
下
陷
若
未
能
有
效
抑
止
，
則
有
危
害
新

生
地
上
工
廠
設
施
之
虞
'
即
基
於
此
項
考
慮

。

何
地
層
含
水
能
力
之
下
降

1

土
壤
既
經
壓
密
之
後
，
土
粒
間
可
供
儲
水
及
水
分
流
通
之
孔
隙
大
小
及

其
結
果
是
土
壤
透
水
度

(
H
r
g
g巨
石
)
和
合
水
量
的
降
低
，
形
同
永
久
性
地
降
低
地
下
水
資
源
之
涵
養
能減

少
，



力
。

2

土
壤
壓
密
導
致
地
表
水
入
滲
量
三
巴

-
5
月
2
)

的
降
低
，
因
而
提
高
了
地
表
逕
流
量
(
逕
流
量

H

降

雨
量
蒸
發
散
量
入
滲
量
)
，
所
以
有
提
高
了
洪
水
高
度
的
效
應

。

此
種
效
益
與
都
市
不
透
水
面
積
增
加
的

類
似
效
應
結
合
，
乃
都
市
型
水
患
的
原
因
之
一

。

因
此
如
何
增
加
都
市
地
下
水
入
滲
量
，
也
成
為
都
市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課
題
(
供
名
氏
，
一
九
九
二
)

。

同
海
岸
侵
蝕
強
度
增
加

陷落的地平線一台灣地了水資源問題

1

海
岸
水
深
略
與
該
處
之
波
浪
能
量
成
正
比

。

是
以
水
深
大
之
岩
岸
為
侵
蝕
海
岸
，
如
東
海
岸
，
而
淺
灘

則
為
堆
積
海
岸
，
如
西
海
岸

。

蓋
破
浪
帶

(
ω
E
N
O
E
)
愈
挾
，
則
單
位
長
度
之
海
岸
所
受
到
的
能
量
越
大

。

2

海
岸
地
區
地
盤
下
陷
後
，
既
有
之
新
生
地
護
堤
或
為
維
護
下
陷
地
區
所
建
之
海
堤
，
均
淪
入
較
深
之
海

中
，
也
等
於
使
構
造
物
暴
露
於
比
原
設
計
更
強
的
波
浪
作
用
下

。

這
是
每
遇
颱
風
暴
浪
襲
擊
時
，
海
堤
與
護
岸

有
大
量
潰
敗
的
原
因

。

(
圖

一
)

3

地
盤
下
陷
量
受
土
質
之
影
響
;
而
士
質
常
隨
處
而
互
異
，
因
此
地
盤
下
陷
常
呈
不
等
量
沉
陷
情
形
，
海

堤
結
構
受
其
影
響
而
龜
裂
，
自
會
減
弱
其
強
度
而
使
其
更
易
遭
受
波
浪
之
破
壞

。

悄
地
盤
下
陷
之
環
境
效
應

345 

l

以
上
之
分
析
可
知
地
盤
下
陷
之
環
境
效
應
有
四
，
即

.. 

叫
加
劇
水
患
ω
影
響
地
下
構
造
物
之
安
全
叫
降

低
地
下
涵
容
能
力
叫
增
強
海
岸
的
侵
蝕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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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上
之
環
境
效
應
，
除
第

二
項
於
沉
陷
量
達
該
土
體
之
可
壓
密
極
限
後
即
行
停
止
外
，
其
餘
都
屬
永
久

而
不
可
逆
的
作
用
，
其
結
果
是
:
低
建
區
居
民
世
代
都
處
於
水
患
威
脅
中
、
海
堤
使
海
岸
人

工
化
，
海
岸
生
態

為
之
改
觀
，
而
人
類

三
大
水
庫
之

一
的
「
地
下
水
庫

」
(
其
餘
兩
個
為
綠
色
水
庫
，
人
工
湖
)
從
此
萎
縮
。

3

以
上
環
境
安
全
、
生
態
破
壞
與
水
資
源
損
失
的
千
秋
萬
世
的
累
積
損
失
，
必
定
是
個
難
以
想
像
的
天
文

數
字
，
斷
非
缺
少
長
遠
規
劃
的
應
急
性
濫
抽
地
下
水
所
獲
得
的
利
益
可
以
比
擬
。

三

、
台
灣
地
盤
下
陷
的
情
形

陷悉的地平線一台灣地下水資源、問題

甘
地
盤
下
陷
情
形

347 

l

台
灣
地
盤
下
陷
情
形
，

經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多
年
分
區
檢
測
後
，
已
得
出
各
區
之
沈
陷
量

，
如
表

一
所

示
，

而
其
地
理
分
布
則
如
圖

二
。

2

根
據
以
上
資
料

，
台
灣
已
觀
測
到
的
地
盤
下
陷
區
集
中
於
鳥
溪
以
南
之
西
南
沿
海
、
蘭
陽
平
原
沿
海
和

台
北
盆
地
，
皆
位
於
海
清
水
胖
，
蓋

其
易
以
為
人
所
感
知
也
。

其
中
台
北
盆
地
於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以
後
管
制
抽

取
地
下
水
，
因
此
地
盤
下
陷
已
趨
緩
和
穩
定
，
年
下
陷
量
已
在

一
公
分
以
下
。

其
他
地
區
由
於
養
殖
需
求
，

超

抽
地
下
水
情
形
依
然
未
戳
，
是
以
下
陷
情
況
尚
未
能
有
所
改
善
。

3

根
據
表

一
，
台
灣
地
盤
下
陷
區
總
面
積
達

一
一
七
0
平
方
公
里
，
占
平
原
總
面
積

二

O
O
O
平
方
公

里
之

二

%
。

以
台
灣
極
其
有
限
的
平
原
區
而
言

，
此

一
影
響
程
度
不
可
謂
不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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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灣地區地層下陷概況

實測最大 下陷面積

地區 下陷量( 地 點 下陷範閻 (平方公 七十八年魚溫面積(公頃)

公尺) 里)

宜蘭
0.50 

宜蘭市 礁漠、壯圍、宜
210 1937 

沿海 凱旋路 蘭、五結、頭城

彰化 鹿港鎮
伸港、線西、鹿

0.77 港、福興、芳苑 189 3448 
沿海 顏厝海堤

、大城、二林

雲林
1.80 

口湖鄉 麥寮、台西、四
176 7624 

沿海 金湖村 湖、口湖、水林

嘉義
0.71 

東石鄉 東石、布袋、義
250 6894 

沿海 過溝庄 竹

屏東
2.50 

佳冬鄉 東港、林邊、佳
105 5253 

沿海 燄溫 冬、相寮

民國四十六年至六十九年因
台北

2.24 
台北市八德 台北市

240 
工商業抽取地下水，現已控

盆地 路光華商場 台北縣 制抽水量，地層下陷己緩和

O 

註 以上各地區地層下陷面積達1170平方公里，占平原總面積 11 ， 000平方公

里之11% 。

資料來源， 7頁 i共熙，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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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
據
檢
測
資
料
顯
示
，
地
盤
下
陷
地
區
即
使
停
止
超
抽
地
下
水
，
地
盤
仍
有
持
續
沉
陷
的
現
象

。

如
台

北
盆
地
早
於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後
即
嚴
格
管
制
抽
用
地
下
水
，
卻
至
今
仍
有

一
公
分
年
下
陷
量
。

此
因
當
土
壤
中

約
九
O
%
之
孔
隙
水
被
排
除
後
，
土
壤
壓
密
作
用
才
算
完
成

。

台
北
盆
地
開
發
甚
早
，
地
層
壓
密
程
度
應
己
至

尾
聲
，
而
西
南
沿
海
之
沖
積
作
用
事
實
上
尚
在
進
行
中
，
故
其
土
質
較
之
台
北
盆
地
者
遠
為
鬆
軟
，
而
開
發
行

為
卻
剛
開
始
，
因
此
今
日
所
測
者
，
應
為
其
初
期
沉
陷
量
，
日
後
尚
有
豐
富
之
沉
陷
之
餘
裕

。

叫
地
下
水
面
下
降
量
與
地
面
沉
陷
量

1

地
下
水
面
下
降
量
與
地
面
沉
陷
量
有

一
定
之
關
係
'
主
要
受
關
係
地
層
之
地
質
年
代
和
組
成
礦
物
之
性

質
的
控
制
。

2

地
質
年
代
久
遠
的
岩
層
業
經
壓
密
與
膠
結
等
固
結
作
用
，
抽
其
水
分
幾
不
引
起
其
體
積
的
變
化
，
故
無

地
面
下
陷
現
象

。

3

現
代
和
近
代
沖
積
層
多
未
固
結
，
尤
其
沙
泥
質
多
孔
隙
者
，
則
其
地
面
對
地
下
水
面
之
下
降
至
為
敏

感
。

美
國
加
州
第
四
紀
沉
積
層
曾
有
地
下
水
面
下
降

三
公
尺
，
地
面
下
降
。
﹒
三
公
尺
之
記
錄
。

4

水
利
局
曾
以
台
北
盆
地
和
蘭
陽
地
區
的
觀
測
值
加
以
分
析
，
發
現
地
面
下
陷
量
與
地
下
水
面
下
降
量
的

相
關
值
各
為
0
.
五

一
與
0
.
六
五
，
表
示
相
關
不
佳
，
認
為
下
陷
量
與
土
質
更
有
密
切
關
係

。

5

台
灣
地
下
水
面
等
高
線
業
經
調
查
，
從
其
C
E
-
-
H
O
S
-
-
N
C
S
之
等
深
線
分
布
模
樣
(
圖
一

一
)
，
可

知
地
下
水
面
下
降
最
大
區
在
西
南
海
岸
，
由
於
缺
少
精
細
地
形
圖
，
故
無
從
得
知
地
下
水
面
與
現
地
面
之
關

係
o

惟
據
表
一
，
本
區
下
陷
面
積
達
七
二

0
平
方
公
里
。

設
未
來
二
l

三
十
年
間
若
三
O
%
之
地
面
低
於
水
平



面
，
則
有
二
一
六
平
方
公
里
國
土
將
消
失
不
見

。

以
目
前
海
岸
線
退
縮
情
況
研
判
，

此
種
情
況
並
非
不
可
能

。

ω
抽
水
量
與
地
盤
下
陷
量

l

從
表
一
、
二
可
以
得
出
「
沉
陷
區
單
位
面
積
養
殖
區
抽
水
量
」
、
「
下
陷
區
每
平
方
公
里
魚
溫
面
積

(
Z

)
」
﹒

連
同
各
區
「
地
盤
下
陷
量

」
可
繪
製
成
三
者
之
關
係
曲
線
，

如
圖
三
所
示
。

2

從
固
三
可
知
地
盤
沉
陷
量
與
下
陷
區
每
平
方
公
里
魚
理
面
積
成
正
比

，

但
卻
與
單
位
面
積
魚
扭
地
下
水

抽
取
量
無
關

。

然
因
地
下
水
抽
取
量
應
與
魚
墟
面
積
相
關
，
其
間
之
所
以
有
矛
盾
現
象
，
推
測
應
與
地
下
水
抽

取
量
因
缺
乏
量
度
數
據
而
不
易
準
確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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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地
盤
下
陷
的
地
理
分
布
與
地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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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圖
二
顯
示
地
盤
下
陷
集
中
在
沙
泥
質
水
演
地
區
，
即
蘭
陽
海
岸
、
台
北
盆
地
、
和
西
南
沿
海
。

然
根
據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使
用
概
況

」
(
表
一
一)
，
彰
化
以
北
地
區
也
有
養
殖
用
水
之
抽
取
，
卻
沒
有
嚴
重
的
地
盤

下
陷
現
象
。

從
其
明
顯
的
地
理
界
線
觀
之
，
此
種
現
象
顯
與
各
該
區
之
地
下
地
質
有
關
，
主
要
為
碟
石
層
和
沙

泥
質
地
層
的
區
別
(
圖
一
一
)。

2

影
響
地
盤
下
陷
量
和
下
陷
速
率

，

除
地
下
水
抽
取
量
超
過
補
足
量
的
幅
度
是

一
項
重
要
因
素
外

，

未
固

結
的
近
代
沖
積
層
的
壓
密
下
陷
率
最
大
，
其
中
粘
土
層
受
壓
時
，
其
體
積
可
以
減
少
四
十
%

l

六
十
%
'
而
沙

碟
層
體
積
之
減
少
最
為
有
限
，
如
圖
四
所
示

。

3

台
灣
各
地
下
水
含
水
層
之
岩
質
柱
狀
圖
如
圖
五
所
示

。

顯
示
嘉
南
平
原
、
屏
東
平
原
、
蘭
陽
平
原
之
沉



, 
γ 

水世紀 352

下 0.6 下 60 3 :史

陷 陷 陷

區 學。 2.5 里
每 0.5

平 平
方 方 40

• 

* 1，.， 斗 2公 0.4 • 
公 \ • 

里 里 /Q .. • 

養 魚、 30 . , 
\、.....r' 斗1.5殖抽 0.3 ./ 

t且 /. 
\ 診后，面 、./司』 司、， • 

水 0.2 -1 1 
量

r于\
0.1 卜 10 企fr -l 0.5 

宜
蘭

彰

ft 
雪
林

嘉
義

屏
東

'一一--..下陷區每平方公里養殖抽水量( * 10 9 m 3 /km 2 ) 

卡. • .一. . .社下陷區每平方公里魚垣面積 (ha/km 2 ) 

p ﹒一一.Ll沈陷量( m ) 

圖三臺灣地區地盤下陷暈、養殖區
抽水量與魚溫面積闢係圖



353 陷落的地平線 台 ，可哥地7水資源、問題

表二 台灣地區地下水使用概況

單位 : 百萬立方公尺/年

項目
天然補 抽用量 使用率 各標的用水量比例

助量 ( % ) 
地區

(1) (2) (2)/ (1 ) 農牧 養 殖 工 業 公共給水 家 用

且.-'-苟 蘭 120 183 153 6 52 24 9 9 
斗口‘ 北 150 86 57 。 3 74 6 16 
桃 園 117 136 116 2 18 68 2 10 
新 竹 85 132 155 11 28 30 15 16 
苗 栗 95 121 127 38 10 30 8 14 
A口A 中 379 369 97 30 3 31 22 14 
彰 化 686 1,285 187 52 39 8 。
告= 林 454 986 217 76 20 3 。
嘉 義 246 562 228 58 33 5 4 。
4口A 南 120 351 293 49 3 41 2 。
可f司~ 雄 187 703 376 43 16 25 17 。
屏 東 1 , 1 11 2, 181 196 39 53 2 6 。
化 蓮 157 115 73 20 15 46 16 3 
4口一、 東 93 98 105 18 51 20 7 4 
þ. 計 4,000 7,308 183 45 33 13 7 2 口

資料來源， 7頁洪熙， 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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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面

4一地表
沈陷量

沈陷後地面

一-
Z一
一
一
，
'
二
一
一
.
一
-

一
泥
質
洗
積
物
一
孔
隙
度
高
之
砂
質
沈
積
物
一
孔
隙
度
低
之
砂
質
法
積
物
一

b抽敢地下水後
之沈積物

不同沈積物壓密下陷量比較圖

a.抽取地下水前

之沈積物

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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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物
以
沙
泥
質
為
主
，
而
台
中
以
北
、
東
部
地
區
則
以
沙
碟
為
主

。

根
據
上
述
沉
積
物
組
織
之
特
性
，
則
可
推

知
以
沙
泥
質
為
主
之
地
區
，
超
抽
地
下
水
結
果
所
引
起
的
環
境
效
應
將
遠
大
於
沙
碟
質
分
布
區

。

因
此
可
以
想

見
台
灣
西
南
沖
積
平
原
和
蘭
陽
平
原
乃
地
下
水
抽
取
之
敏
感
區
，
亦
即
其
超
量
抽
取
除
將
增
加
該
區
之
排
水
困

難
，
加
劇
區
域
性
水
患
之
外
，
A
B水
層
之
蓄
水
容
量
也
將
萎
縮
。
而
台
中
以

北
之
碟
石
分
布
區
超
抽
地
下
水
所

產
生
之
環
境
效
應
則
較
不
激
烈

。

四
、
台

的
地
下
水
資
源

仆
鬥
台
灣
水
資
源
與
三
庫

l
今
年
夏
季
颱
風
不
來
，
雨
水
不
豐
，
全
省
普
呈
旱
象

，
使
水
利
單
位
不
得
不
採
取
緊
急
措
施
，
不
但
暫

停
水
力
發
電
，
連
攸
關
糧
食
生
產
的
灌
溉
用
水
也
打
折
供
應
，
可
知
缺
水
嚴
重
情
形
之

一
斑
。

2

天
不
降
雨
乃
苦
旱
之
主
因
，
但
台
灣

「
三
庫
」
空
虛
卻
大
幅
削
弱
了
我
人
對
付
自
然
困
境
之
能
力

。

3

蓋
台
灣
降
雨
之
時
、
空
分
布
不
均
，
使
四
分
之
三
之
逕
流
無
法
調
控
使
用

，
乃
自
然
流
量
使
用
率
偏
低

的
主
因
。

改
善
此
種
天
然
不
良
情
況
之
人
為
辦
法
，
惟
有
妥
建
和
維
護

三
庫
一
途
。

4

所
謂
三
庫
乃
河
川
上
游
之
「
綠
色
水
庫

」
(
森
林
)
、
中
游
之
「
人
工
水
庫
」
以
及
下
游
沖
積
平
原
的

「
地
下
水
庫
」
。

惟
有
使
此
三
庫
豐
盈
，
並
且
施
行
整
合
性
之
調
節
使
用
，
方
能
從
根
本
上
解
決
台
灣
長
期
性

的
缺
水
問
題
。



的
台
灣
地
下
水
之
使
用
情
形

l

根
據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的
資
料
，
台
灣
地
區
各
標
的
需
水
總
量
為

一
九
五
億
立
方
公
尺
(
七
十
九
年
)

，

而
地
下
水
之
利
用
量
為
七
了
三
九
億
立
方
公
尺
(
八
十

一
年
)
，
約
占
三
六
﹒

六
%
可
見
其
在
台
灣
水
資
源
中

之
地
位
。

2

雖
然
迄
今
無
人
研
究
台
灣
各
區
地
下
水
安
全
出
水
量
為
多
少
，
但
早
期
估
計
認
為
年
可
使
用
量
約
為
二

陷落的地干線一台灣地下水資源、問題

五
億
立
方
公
尺
。

3

表
三
為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之
分
布
與
使
用
情
形
統
計
表

。

由
之
可
見
中
、
南
部
地
下
水
有
嚴
重
超

抽
的
情
況
，
其
抽
取
量
分
為
其
天
然
補
注
量
的

一
﹒

六
倍
和
二
﹒

三
倍
。

其
嚴
重
超
抽
的
結
果
，
已
經
造
成
地
下

水
位
面
明
顯
地
向
內
陸
退
縮
和
局
部
性
的
沉
陷
，
如
嘉
義
地
區
、
台
南
地
區
和
屏
東
地
區
(
參
看
圖
一
一
)
。

4

地
下
水
位
朝
內
陸
退
縮
結
果
，
引
起
海
水
入
侵
，
而
使
沿
海
地
區
的
地
下
水
嚴
重
鹽
化
，
而
土
壤
也
跟

著
鹽
化

(
F
E
E
C
O口
)
。

這
種
現
象
在
台
灣
已
不
是
新
聞
，
卻
是
國
家
珍
貴
自
然
資
源
的
永
久
性
毀
損

。

但

大
家
關
注
的
焦
點
是
地
下
水
鹽
化
影
響
石
化
工
業
、
和
生
活
用
水
，
而
解
決
之
道
是
另
找
水
源
支
應
，
而
不
是

如
何
亡
羊
補
牢
，
抑
止
學
貴
水
資
源
的
繼
續
沉
淪
、
喪
失
，
好
像
我
們
不
在
乎
這
種
資
源
的
消
失

。
這
種
對
自

然
資
源
重
要
性
的
無
知
或
不
負
責
任
的
因
應
態
度
，
將
使
水
資
源
問
題
難
獲
改
善

。

ω
台
灣
地
下
水
之
補
注
系
統

357 

l

台
灣
地
下
水
昨
存
於
沖
積
平
原
的
堆
積
層
中
，
此
等
堆
積
層
係
由

主
要
河
川
沖
積
而
成

，
因
此
，
堆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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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地區地下水資源估計

地 下 水 分 區 年雨水補 81年利
面 積 注量 ( 億 用量(

區域 備 註

( 平方公里 )
區面積(平占區域

立方公尺 億立方分
方公里) I % 

公尺)

台北盆地

台北盆地、桃 因超抽發

北部 7,347 
園中壢台地、

2,410 32.80 4.72 5.37 
生地層下

新竹臨海地區 陷 。 竹南

及蘭陽平原 平原已超

抽 。

苗栗臨海地區

中部 10 ,507 、台中地區及 3,340 31. 79 16.14 25.92 
濁水溪沖積扇

嘉南平原、屏
沿海有污

南部 10 ,004 3,650 36.59 16.64 37.97 染及地層
東平原

下陷

東部 8,144 
花蓮台東縱谷

930 11. 42 2.50 2.13 
平原

合計 36 ,002 九個分區 10 ,330 28.69 40.00 71.39 

資料來源供名氏，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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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之
構
造
屬
所
沖
積
之
河
川
的
自
然
系
統
的
一
部
分
，
其
地
下
水
之
補
注
與
流
動
，
亦
屬
該
河
川
之
領
域

。

2

所
以
，
台
灣
地
下
水
系
統
分
屬
淡
水
河
系
、
蘭
陽
溪
河
系
、
濁
水
溪
河
系
、
曾
文
溪
河
系
、
高
屏
溪
河

系
。

各
河
川
也
是
各
地
下
水
區
之
補
注
源
頭

。

各
地
下
水
補
注
系
統
之
地
理
分
布
如
圖

二
所
示
。

3

惟
淡
水
河
和
曾
文
溪
之
上
游
皆
已
分
別
建
了
水
庫
，
其
下
游
河
川
流
量
大
滅
，
地
下
水
之
補
足
顯
然
大

不
如
往
昔
，
因
此
目
前
仍
有
豐
富
地
下
水
者
只
有
濁
水
溪
、
高
屏
溪
和
蘭
陽
溪
等
三
個
地
下
水
系
統
。

4

分
析
圖
二
地
下
水
等
深
線
之
分
布
模
樣
，
可
知
地
下
水
之
盈
虛
與
補
注
源
有
密
切
關
係

。

例
如
嘉
、
南

地
區
天
然
補
足
量
明
顯
不
足

，
地
下
水
位
最
低
，
而
濁
水
溪
系
統
仍

然
有
較
高
之
水
位

。

雖
然
如
此
，
根
據
水

利
局
八
十
一
年
度
檢
湖
濁
水
溪
沖
積
平
原
的
資
料
，
卻
已
發
現
位
於
濁
水
溪
口
北
岸
的
彰
化
西
港
於
最
近
兩
年

間
，
竟
下
陷
五
七
公
分
。

該
區
之
地
區
為
沙
泥
質
，
若
以
美
國
加
州
地
表
下
陷
量
與
地
下
水
面
下
降
量
的
關
係

度
之
，
則
該
區
地
下
水
位
約
已
下
降
兩
公
尺
之
多

。

此
種
情
勢
之
持
續
發
展
對
當
地
之
物
理
和
社
經
環
境
之
影

響
值
得
注
意
。

五
、
台
灣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幾
個
問
題

心U
沿
海
地
層
下
陷
與
養
殖
魚
業

1

經
濟
部
水
利
司
鑑
於
台
灣
沿
海
養
殖
區
地
盤
下
陷
之
嚴
重
性
，
建
議
漁
政
單
位
規
劃
在

三
年
內
禁
止
國

內
淡
水
養
殖
業
，
否
則
將
危
及
海
岸
工
業
區
的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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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養
殖
界
因
其
年
抽
取
地
下
水
為
三
三
億
立
方
公
尺
(
七
十
九
年
度
)
，
只
占
總
量
七
三
億
立
方
公
尺
之

四
五
%
(
表
一
一)
，
因
此
認
為
將
地
層
下
陷
的
責
任
推
給
養
殖
業
實
有
失
公
允

。

3

然
而
，
由
於
沿
海
地
區
叫
位
於
水
潰

ω
堆
積
層
尚
未
固
結
ω
其
泥
沙
質
物
易
於
壓
密
州
且
又
位
居
補
注

系
統
之
末
端
，
天
然
補
注
量
低

，

等
四
項
原
因
，
使
該
地
對
抽
敢
地
下
水
之
反
應
特
別
敏
感
，
據
此
推
論
，
則

沿
海
養
殖
業
之
抽
取
地
下
水
，
應
是
該
區
地
盤
下
陷
之
主
因
似
無
可
疑

。

叫
地
下
水
補
注
區
之
消
失

1

河
川
堆
積
物
自
上
游
至
下
游
有
粒
徑
漸
滅
的
趨
勢

。

因
此
，
在
沖
積
平
原
三
角
洲
頂
部
之
沉
積
物
粒
徑

較
租
，

透
水
性
良
好
，
乃
為
其
地
下
水
系
之
主
要
補
注
區

。

2

為
維
護
此
等
重
要
地
區
之
補
注
能
力
以
及
水
質
，
先
進
國
家
皆
予
調
查
區
劃
其
保
護
區
域

，

並
訂
定
補

注
區
保
護
法
規
予
以
管
理

。

我
國
對
此
重
要
資
源
之
保
護
尚
未
採
取
行
動

，

並
任
污
染
性
活
動
在
此
等
補
注
區

內
進
行
，
宜
請
有
司
注
意
及
之

。

3

河
川
上
建
壩
後
，

只
有
豐
水
期
為
地
下
水
之
補
注
時
機

，

若
補
注
區
範
間
太
小
或
補
注
機
能
損
失
，
則

必
影
響
補
注
量
。

為
克
服
以
上
問
題
，

除
宜
依
地
層
補
注
能
力
適
當
擴
大
補
注
區
外
，
並
對
區
內
之
補
注
能
力

予
以
改
善
，

以
強
化
其
補
注
功
能

。

川
山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整
體
規
劃
、

開
發
與
管
理

l

地
下
水
為
重
要
之
水
資
源
，
而
抽
取
地
下
水
也
不

一
定
會
有
環
境
負
面
效
應
，
只
要
妥
選
區
位
和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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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水
量
一
于
則
應
有
益
而
無
害
。

2

例
如
，
由
於
各
地
之
補
注
量
不
同
，
是
以
並
非
全
沖
積
平
原
皆
處
於
超
抽
狀
態
。

因
此
避
開
演
水
地
層

敏
感
區
，
開
發
補
注
力
強
之
非
敏
感
區
，
並
由
水
利
單
位
作
水
資
源
之
統
籌
聯
合
運
用
，
量
入
為
出
，
當
可
達

到
水
資
源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的

。

3

對
於
海
水
入
侵
地
區
，
入
侵
範
圍
之
掌
握
、
監
測
以
及
有
效
措
施
的
採
敢
，
都
是
不
使
事
態
惡
化
的
當

務
之
急
。

同
近
岸
抽
沙
與
地
層
下
陷

l

近
岸
抽
沙
使
海
岸
地
形
變
陡
，
形
同
陸
上
深
基
體
開
挖
，
有
引
起
土
壤
失
水
而
肇
致
地
盤
下
陷
之
虞。

2

離
島
工
業
區
陸
續
開
工
後
，
將
需
數
億
立
方
公
尺
之
海
沙
供
造
陸
之
用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審
查
雖
有
要

求
採
沙
區
須
在
水
深
二
十
公
尺
以
上
地
區
，
但
業
主
為
節
減
成
本
，
有
於
近
岸
或
河
口
採
沙
之
議
，
而
有
關
單

位
則
束
手
無
策
。

3

抽
沙
區
如
不
能
有
效
規
範
﹒
則
即
使
管
制
抽
取
地
下
水
，
沿
海
地
區
地
層
下
陷
以
及
關
連
問
題
仍
難
杜

絕
。

因
此
，
政
府
應
採
取
各
種
必
要
措
施
，
全
方
位
地
防
止
地
盤
繼
續
下
陷
。

同
教
育
與
執
法

1

地
盤
下
陷
引
起
的
各
種
效
應
，
須
付
出
龐
大
之
社
會
成
本
，
已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事
實
，
而
政
府
之
所
以

一
籌
莫
展
，
原
因
在
於
問
題
已
由
單
純
的
違
法
行
為
，
因
政
府
任
其
坐
大
，
致
已
擴
大
成
為
社
、
經
和
政
治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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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以
致
騎
虎
而
難
下
。

然
而
，
若
任
其
如
此
惡
化
下
去
，
則
下
陷
地
占
平
原
區
比
率
恐
要
不
斷
擴
大

。

2

百
姓
不
守
法
，
政
府
不
執
法
，
是
台
灣
根
本
性
的
危
機

。

地
盤
下
陷
問
題
也
不
例
外
。

教
育
宣
導
、
彰

顯
法
律
權
威
，
以
及
重
建
政
府
威
信
，
使
民
眾
認
同
政
府
的
決
策
，
乃
匡
正
世
風
和
政
風
的
不
二
途
徑

。

3

然
而
，
政
府
對
國
土
資
源
缺
乏
規
劃
和
管
理
能
力
，

一
任
事
物
自
行
演
變
，
乃
至
失
控
，
也
是
事
實

。

如
何
提
昇
政
府
機
關
的
專
業
能
力
，
培
植
人
才
，
也
是
男

一
項
重
大
課
題
。

L
h川
、
拉
汁
叫
弘
啊

l

地
下
水
資
源
為
「
三
庫
」
之

一
，
其
對
國
計
民
生
之
重
要
性
不
可
忽
視

。

2

竭
池
而
漁
的
自
然
資
源
利
用
方
式
，
乃
地
盤
下
陷
及
其
相
關
效
應
的
根
源

。

目
前
朝
野
均
以
短
期
之
眼

前
利
益
為
重
，
政
府
對
此
間
無
意
採
取
矯
正
措
施
，
而
民
眾
與
企
業
家
也
缺
乏
環
境
和
自
然
資
源
保
護
的
觀
念

和
責
任
心
。

在
在
顯
示
台
灣
基
本
上
仍
處
於
落
後
的
文
化
型
態

。

2

出
賣
自
然
資
源
和
環
境
品
質
以
追
求
經
濟
成
長
，
乃
生
態
失
衡
和
天
災
頻
仍
的
原
因
，
整
體
和
長
期
而

言
，
並
非
得
計

。

3

悟
遵
「
永
續
發
展
」
原
則
的
自
然
資
源
開
發
，
才
是
厚
植
國
力
，
增
加
應
付
逆
境
能
力
的
做
法

。

水
資

源
經
營
亦
不
例
外
。

4

進
行
地
下
水
資
源
調
查
、
規
劃
、
開
發
，
研
擬
周
延
法
規
管
理
，
並
且
依
法
行
政
，
乃
改
善
現
狀
必
走

之
路
，
現
在
就
開
始
著
手
規
劃
進
行
，
方
不
致
悔
之
已
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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