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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口

大
甲
溪
本
流
長
度
也
喜
宮
，
流
域
面
積

H
N吋
N
F
n
g
N
'源
自
中
央
脊
樑
山
脈
，
於
恩
源
椏
口
與
蘭
陽
溪
分
流
，

朝
西
南
向
下
流
，
以
有
勝
溪
匯
流
七
家
灣
溪
、
四
季
朗
溪
、
南
湖
溪
、
合
歡
溪
、
佳
陽
溪
等
溪
流
入
德
基
水

庫
，
為
大
甲
溪
之
上
海
，
中
游
由
南
北
注
入
志
樂
溪
、
匹
亞
桑
溪
、
馬
崙
溪
、
鞍
馬
溪
、
稍
來
溪
、
十
文
溪
、

裡
冷
漠
、
橫
流
溪
等
支
流
，
至
馬
安
寮
轉
北
，
過
東
勢
後
溪
幅
擴
大
，
溪
床
坡
度
趨
緩
，
流
向
轉
西
，
直
出

台
灣
海
峽
。
溪
流
坡
度
上
游
陡
、
至
德
基
水
庫
止
，
溪
床
平
均
坡
度
約

N
﹒
吋
淡
，
中
游
自
德
基
至
馬
安
寮
之
溪

床
坡
度
約
已
汶
'
自
馬
安
寮
以
下
，
平
均
溪
床
坡
度
約
。
﹒
∞
訣
。

由
於
大
甲
溪
上
游
溪
床
陡
急
，
再
加
上
各
支
流
集
水
區
之
平
均
坡
度
均
超
過

g
w
恥
，
在
年
平
均
雨
量
高

達
ω
C
C
O
S
S
以
上
，
雨
量
強
度
經
常
超
過

H
o
g
g
\
冒
及
雨
季
集
中
於
每
年
之

5
1
9

月
之
氣
候
條
件
下
，
大
甲

溪
上
游
集
水
區
乃
為
一
極
易
發
生
水
土
流
失
之
自
然
環
境
。

然
而
大
甲
溪
係
維
繫
大
台
中
地
區
二
百
餘
萬
人
口
生
活
及
經
濟
發
展
之
命
脈
。
近
年
來
在
人
口
成
長
輿

經
濟
發
展
之
壓
力
下
，
流
域
之
開
發
造
成
土
地
資
源
之
不
當
利
用
及
水
資
源
有
逐
漸
置
乏
之
虞
。
而
關
係
大

甲
溪
流
域
水
土
資
源
涵
養
最
重
要
之
上
游
集
水
區
，
其
土
地
開
發
利
用
所
衍
生
之
問
題
，
遂
成
為
流
域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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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之
關
鍵
所
在
。
故
本
文
擬
就
影
響
最
為
敏
感
之
德
基
水
庫
上
游
集
水
區
為
主
題
，
探
討
集
水
區
之
問
題

及
治
理
之
沿
革
與
現
況
，
從
而
尋
求
改
善
之
道
，
以
確
保
大
甲
溪
流
域
之
永
續
發
展
。

集

之
士

基

土
地
之
區
分

2雪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原
來
面
積
為

Z
H
o
e
-
S
O
N
公
頃
，
佔
全
流
域
之

2

次
強
，
土
地
所
屬
分
別
為
國
有
林

班
地
恥
。
ω
∞
∞
公
頃
、
山
胞
保
留
地

N
E
T
E
g

公
頃
及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之
褔
壽
山
農
場
與
武
陵
農
場

地
Z
h
N

﹒
∞
∞
立
公
頃
。
民
國
“
年
以
引
水
隧
道
將
志
樂
溪
併
入
後
，
固
有
林
班
地
增
為
目
但
也

-
3

公
頃
，
後
經

檢
訂
修
正
為
印

8
2
.
E

公
頃
，
全
部
編
定
為
保
安
林
。
男
退
輔
會
所
屬
福
壽
山
農
場
與
武
陵
農
場
土
地
，
及

山
胞
(
原
住
民
)
保
留
地
中
，
屬
於
宜
林
地
且
面
積
達
。

-
h
公
頃
以
上
者
，
計
有
農
場
地
臼

ω
﹒
口
自
公
頃
及
山

胞
(
原
住
民
)
保
留
地
習
。

-
E
S

公
頃
，
亦
依
法
定
程
序
公
告
編
入
為
保
安
林
，
故
本
集
水
區
內
保
安
林
總

面
積
達
可

m
N
Y
O
N
H
O

公
頃
，
佔
集
水
區
總
面
積
約

2

汶
。
男
水
庫
保
護
帶
內
土
地

H
H
N
公
頃
，
故
集
水
區
總

面
積
為
8

勻
。
﹒
口
。
斗
公
頃
，
本
集
水
區
由
於
歷
次
土
地
調
查
所
採
用
之
圖
面
之
比
例
尺
及
測
繪
精
度
均
有
差
異
，

故
實
際
面
積
略
有
出
入
，
因
此
將
民
國
咒
年
及
相
年
調
查
之
土
地
區
分
列
於
表

1

，
以
資
比
對
。



大甲溪的整治

由
表
1

知
，
本
集
水
區
土
地
分
國
有
林
班
地
、
退
輔
會
之
農
場
地
、
山
胞
保
留
地
及
水
庫
保
護
帶
用
地

等
四
種
，
其
管
理
機
構
分
屬
林
務
局
、
國
家
公
園
、
輔
導
會
、
民

及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
其
中
除
水
庫
保

護
帶
因
位
於
水
庫
周
圍
，
區
位
不
利
開
發
，
管
理
較
為
單
純
，
而
無
濫
墾
之
情
形
以
外
，
其
他
三
項
土
地
在

管
理
上
都
有
程
度
上
不
同
之
缺
陷
，
如
包
圍
、
包
青
、
超
限
利
用
、
轉
租
、
轉
賣
、
濫
墾
、
擴
墾
等
情
形
。

曲
厲
地
之
超
阪
利
用

集
水
區
內
土
地
除
依
山
坡
地
保
育
利
用
條
例
之
土
地
分
類
標
準
劃
定
為
宜
農
地
、
宜
林
地
以
外
，
尚
有

26 

林
班
地
，
而
林
地
部
份
開
發
作
為
農
用
土
地
者
，
均
屬
超
限
利
用
。

本
集
水
區
內
於
民
國

η

年
全
面
調
查
開
發
作
為
農
業
使
用
之
農
用
地
，
當
時
查
測
結
果
如
表

2

所
示
。

由
表
2

知
，
宜
林
地
及
濫
墾
地
作
為
農
用
地
之
違
規
超
限
土
地
達

H
N
S
﹒ω
N
S

公
頃
，
其
中
濫
墾
地
雖
於

民
國
叩
年
以
前
收
回
造
林
，
但
超
限
土
地
依
民
國
的
年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第
三
期
整
體
治
理
規
劃
報
告
所
載
，

仍
高
達
口
口

-
E
O
O

公
頃
之
多
，
此
等
超
限
利
用
之
土
地
有
其
歷
史
背
景
，
依
行
政
院
核
定
應
於
民
國
帽
的
年
底

收
回
造
林
，
當
時
所
持
之
立
論
依
據
係
以
果
樹
平
均
經
濟
栽
培
期
叩
年
估
算
，
比
照
「
台
灣
省
國
有
森
林
用

地
出
租
造
林
辦
法
」
'
以
墾
民
可
種
植
承
租
地
總
面
積
十
分
之
三
的
果
樹
，
以
訂
定
經
濟
栽
培
期
叩
年
的
十

分
之
三
從
寬
核
算
，
而
以
加
年
為
收
回
期

.• 

自
民
國
防
年
開
始
國
有
林
濫
墾
地
清
理
階
段
起
算
，
則
民
國
認

年
即
為
收
回
期
限
。
因
該
立
論
依
據
缺
乏
學
理
基
礎
，
無
法
被
果
農
接
受
，
且
林
地
承
租
者
均
屬
依
法
承
租
，



表 1 德基水庫集水區之土地區分

權屬 林班地或保護帶 農 場 地 保 留 地
(公頃) (公頃) (公頃)

區分 71 年 79 年 71 年 79 年 71 年 79 年
保 安 林 55819.3300 56399.4400 

(57623.0210) 

保 護 帶 82.3071 112.0000 29.6929 

且，..，苟 農 地 698.2000 698.2000 812.9280 1069.5834 

且伊』 林 地 94.4522 96.3029 1532.1207 1277 .3149 

未區分林地 503.2513 501.4006 

其 他 46.9039 46.9039 41.1017 41.1017 

4口』 計 1342.8874 1342.8874 2415.8433 2388.0000 

表 2 德基水庫集水區農用地查對區分成果

權屬
林 班 地 農 場 地 保 留 地 」口益 計

區分
(公頃) (公頃) (公頃) (公頃)

宜 農 地 357.1370 698.2800 1069.5834 2125.0004 

宜 林 地 307.3730 96.3029 788.8473 1192.5232 

濫 墾 地 53.6700 。 22.3353 76.0053 

i口~ 計 718.1800 794.5829 1880.7660 3393.4749 

表 3 德基水庫集水直不同時期土地利用調查裳 , 
代用別 農 作 物 公 頃

林 木 其 他 A口~ 計
面積

旱作 果樹 茶
果樹間

蔬菜 計
(公頃) (公頃) (公頃)

年期 作蔬菜

43 212.5 212.5 212.5 

57 94 1962 2056 2056 

66 235 3712 3948 3948 q 

71 3113.78 11.5 68.02 47.70 3241.00 1049.64 192.81 4483.45 I 

79 2931.8 7.9 341.1 3280.8 1008.0778 88.0056 4376.88341 

註:上表民圓的 -66 年資料取自農林航空測量所調查團面，並以五萬分之一地形

圖計算 '71 、 79 年則以一萬分之一像片基本圖為基圍計算，面積可能略有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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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加
上
補
價
金
無
法
令
果
農
滿
意

•• 

而
政
府
又
體
恤
民
情
、
避
免
抗
爭
，
不

以
強
制
手
段
處
理
，
故
至
今

仍
未
能
將
超
限
利
用
之
土
地
全
數
收
回
造
林
。

農
作
物
之
變
遷

本
集
水
區
農
用
地
所
栽
培
之
作
物
，
自
民
國
的
年
以
來
，
因
作
物
經
濟
價
值
之
改
變
，
而
送
有
更
替
，

如
表
3

所
示
。

由
表
3

知
，
早
期
係
以
早
作
及
果
樹
為
主
，
而
果
樹
擴
充
之
快
，
幾
以
十
年
為
單
位
成
級
數
增
加
，
至

民
國
的
年
幾
乎
為
果
樹
之
尖
峰
期
。
其
後
因
德
基
水
庫
完
成
，
為
防
止
水
庫
淤
砂
及
提
高
水
源
酒
養
功
效
，

乃
大
力
取
締
制
止
果
樹
之

充
，
及
在
政
府
開
放
溫
帶
水
果
進
口
之
政
策
下
，
果
農
之
收
益
降
低
，
遂
使
果

樹
之
擴
充
減
緩
，
乃
至
於
萎
縮
，
但
取
而
代
之
的
則
是
蔬
菜
之
急

充
。
近
年
來
，
蔬
菜
面
積
快
速
成
長
，

主
要
分
布
在
七
家
灣
溪
與
有
勝
溪
兩
岸
，
及
山
脊
較
平
坦
之
地
方
，
為
山
坡
地
農
業
經
營
型
態
之
重
大
改
變
。

而
茶
葉
之
種
植
面
積
雖
然
不
大
，
但
其
發
展
之
趨
勢
，
亦
值
得
重
視
。

活
坦
的
崎
句ι閉
闖
闖
闖

通
過
本
集
水
區
之
主
要
公
路
為
台

8

線
之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與
台

7

甲
線
之
宜
蘭
支
線
，
其
在
集
水
區
內

之
長
度
共
閻
公
且
，
為
主
要
之
交
通
幹
線
，
道
路
標
準
較
高
。
此
外
聯
絡
區
內
重
要
農
墾
區
之
產
業
道
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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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共
N
o
b

公
里
及
農
場
道
路

5

條
共
且
公
且
，
另
外
各
林
班
地
內
之
林
道
口
條
共
口
∞
公
里
，
合
計
區
內
道
路

系
統
總
長
度
達
立
?
印
公
且
，
此
均
為
公
路
局
、
水
土
保
持
局
及
林
務
局
依
道
路
規
定
標
準
所
開
設
，
且
經
常

予
以
維
護
，
以
保
障
交
通
之
順
暢
。

、

但
由
於
區
內
各
農
墾
地
分
布
零
散
，
致
私
人
開
設
道
路
為
數
不
少
，
尤
以
近
年
來
之
開
路
設
備
進
步
，

往
往
短
期
間
即
開

一
條
新
路
，
此
等
情
形
尤
應
重
視
。

基

水

集
水

理

過

之

大
甲
溪
流
域
水
資
源
豐
富
，
水
力
發
電
潛
力
大
，
日
據
時
代
即
著
手
規
劃
及
開
發
水
力
資
源
，
在
德
基

水
庫
未
興
建
前
，
即
有
青
山
、
谷

、
天
輪
等
電
廠
之
設
立
，
而
為
確
保
水
力
資
源
不
虞
匿
乏
，
自
民
國
%

年
起
即
開
始
從
事
上
游
集
水
區
之
各
項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而
德
基
水
庫
於
民
國
招
年
開
工
，
民
國
位
年
口
月

開
始
蓄
水
，

9

月
全
部
完
成
。
其
間
有
鑑
於
上
游
開
發
紛
繁
，
泥
沙
產
量
大
，
影
響
水
庫
淤
砂
嚴
重
，
乃
對

支
配
全
流
域
最
為
敏
感
之
上
游
集
水
區
問
題
深
入
檢
討
，
並
有
積
極
辦
理
集
水
區
綜
合
治
理
必
要
性
之
建
議
，

遂
於
民
國
位
年
依
據
經
濟
部
組
織
法
之
規
定
成
立
經
濟
部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統
籌
規
劃
、
治

理
集
水
區
之
各
項
管
理
工
作
。

民
圓
的
年
政
府
鑑
於
德
基
水
庫
興
建
不
易
，
且

係
中
部
地
區
經
濟
建
設
至
鉅
'
為
維
護
水
資
源
、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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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防
洪
、
灌
溉
等
綜
合
效
益
於
永
績
不
絕
，
乃
委
請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水
土
保
持
學
系
辦
理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水
土
保
持
整

劃
」
工
作
，
此
乃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系
統
性
、
整
體
性
、
計
畫
性
治
理
之
肇
始
。
該

報
告
於
民
國

ω
年
，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
交
由
省
府
自
“
年
度
起
開
始
執
行
第
一
期
治
理
工
作
，
迄
咒
年

度
完
成
。中

央
政
府
與
省
府
為
瞭
解
第
一
期
治
理
工
作
之
成
效
，
並
早
日
規
劃
第
二
期
整
體
治
理
工
作
，
特
成
立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水
土
保
持
第
二
期
整
體
規
劃
小
組
」
'
並
於
民
圖
加
年
口
月
委
請
中
華
水
土
保
持
學
會

主
持
第
二
期
之
整

規
劃
工
作
，
於
民
國
咒
年
提
出
規
劃
報
告
，
但
因
所
需
經
費
龐
大
，
經
多
方
協

方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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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年
度
開
始
執
行
第
二
期
治
理
工
作
，
至
別
年
度
止
完
成
。

而
鑑
於
集
水
區
治
理
為
一
長
期
且
持
續
之
工
作
，
為
免
治
理
中
輾

'
η

年
度
至
叫
他
年
度
之
間
係
依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陡
坡
農
用
地
(
超
限
利
用
地
)
加
強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及
維
護
要
點
」
之
規
定
辦
理
此
一
階
段

之
系
統
整
治
工
作
。

制
後
為
求
治
理
成
效
之
展
現
，
及
延
續
治
理
工
作
之
周
延
性
，
乃
於
民
國
叩
年
繼
續
委
託
中
華
水
土
保

持
學
會
評
估
三
年
系
統
整
治
及
第
二
期
治
理
工
作
成
效
，
並
廣
續
辦
理
第
三
期
整

治
理
規
劃
工
作
。
於
民

圓
的
年

5

月
完
成
規
劃
報
告
，
並
進
行
治
理
中
。

因
之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之
治
理
工
作
，
始
自
民
國
兒
年
即
展
開
系
統
性
之
治
理
，
而
主
要
治
理
工
作

內
容
從
早
期
以
農
地
水
土
保
持
、
森
林
經
營
、
防
砂
工
程
等
單
純
之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
進
而
延
伸
至
水
庫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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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德
基
水
庫
集
~
區
歷
年
治
理
經
費
統
計
表
(
元
}

農
地
水
土

水
文
觀
測
生
態
環
境

農
樂
肥
料

治
理
項
目
林
業
經
營

防
砂
工
程
保
護
帶

及
水
質
監
測

A口b‘ 
計

保
持

保
育

管
理

試
驗
研
究

56 -
60
年

92,171,507 
3,095,551 

9,859,599 
5,134,246 

110,260,903 

的
-
7
1
年

231,142,524 
41,495,518 

147,578,192 
58,031,760 

1,965,000 
480,212,994 

72 -
74
年

258,515,947 
258,515,947 

75 -
80
年

242,847,638 
114,177,456 

374,472,329 
90,320,136 

821,817,559 

合
計

556,161,669 
158,768,525 

790,426,067 
148,351,896 

7
，099

，2是
6

1,670,807,403 

81 -
85
年

284,819,000 
177,725,000 

423,300,000 
91,780,000 

30,000,000 
25,000,000 

39,200,000 
1,071,824,000 

(
概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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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理

效

本
集
水
區
自
民
國
弱
年
開
始
進
行
水
土
保
持
之
相

治
理
工
作
以
來
，
至
民
國
制
年
第
二
期
治
理
工
作

完
成
，
其
間
歷
時
自
年
，
主
要
之
工
作
項
目
包
括

1

林
業
經
營
，
2
農
地
水
土
保
持
，
丘
防
砂
工
程
，

4

水

庫
保
護
帶
等
四
大
項
目
。

由
於
集
水
區
內
林
班
地
佔

S
W
恥
之
面
積
，
且
關
係
到
水
庫
之
長
期
安
全
營
運
，
故
林
業
經
營
在
集
水
區

治
理
上
，
列
為
首
要
項
目
，
其
主
要
實
施
之
內
容
包
括
造
林
、
撫
育
、
火
災
防
範
、
林
道
維
護
及
加
強
林
地

巡
視
、
取
締
等
土
地
管
理
工
作
。

而
農
地
水
土
保
持
則
針
對
宜
農
林
之
各
項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與
維
護
、
濫
墾
地
之
收
回
造
林
，
以
確
保
農

地
之
永
續
生
產
，
及
減
少
水
土
之
流
失
。

防
砂
工
程
之
項
目
為
本
集
水
區
治
理
之
最
大
部
份
，
包
括
溪
流
整
治
、
崩
塌
地
處
理
及
道
路
水
土
保
持

等
項
，
主
要
在
防
止
土
、
砂
流
入
河
道
或
水
庫
，
並
保
護
居
住
、
農
地
、
道
路
等
安
全
設
施
。

水
庫
保
護
帶
則
以
水
庫
滿
水
位
以
上
之
緊
鄰
山
地
為
對
象
，
對
邊
坡
安
定
處
理
及
流
入
水
庫
之
溪
流
興

建
防
砂
坦
布
，
以
防
止
溪
床
淘
刷
、
崩
塌
擴
大
，
並
避
免
土
砂
直
接
流
入
水
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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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集
水
區
治
理
之
目
的
乃
在
防
止
土
壤
沖
蝕
、
崩
塌
，
以
避
免
水
庫
淤
砂
'
並
改
良
土
壤
條
件
，
增
加

地
面
森
林
植
生
之
覆
蓋
，
以
提
昇
水
源
涵
養
能
力
，
有
效
調
節
洪
枯
水
期
之
水
量
供
輸
。
因
之
，
本
集
水
區

之
水
土
保
持
治
理
之
具
體
成
效
，
概
括
可
從
年
間
流
量
之
變
化
及
土
壤
沖
蝕
深
度
，
崩
塌
面
積
與
水
庫
淤
砂

量
之
變
化
，
窺
其

二
了
茲
分
述
如
下

•. 

水
源
涵
養
之
功
效

集
水
區
流
量
之
變
化
主
要
受
降
雨
量
、
降
雨
強
度
與
降
雨
型
態
之
影
響
，
其
次
則
為
集
水
區
內
土
壤
及

植
生
分
布
，
而
雨
量
非
人
為
所
能
支
配
，
故
僅
能
從
土
壤
改
善
、
植
生
增
加
著
手
，
但
此
兩
者
之
改
善
工
作

非

一
朝

一
夕
可
成
，
乃
須
相
當
長
之
時
間
。
因
之
，
以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治
理
伍
年
來
，
對
流
量
之
改
變
程

度
可
能
不
大
，
但
若
以
近
年
之
水
文
觀
測
資
料
加
以
分
析
，
或
可
看
出
些
微
端
倪
。

茲
以
近
年
來
資
料
較
完
整
之
台
灣
水
文
年
報
，
自
民
國
自
年
至
民
國
布
年
之
數
據
整
理
如

與

2 

所
示
。由

圖
1

顯
示
大
甲
溪
流
域
之
年
逕
流
量
隨
年
雨
量
之
變
動
成
正
相

之
變
動
，
即
年
雨
量
多
，
則
年
逕

流
量
亦
大
。
其
中
除
民
圓
的
年
之
年
逕
流
量
僅
年
降
雨
量
之

2

次
以
外
，
其
餘
均
達

1
1
8

次
之
多
。
而

在
流
量
之
年
變
化
上
，
有

一
特
性
值
得
注
意
，
即
當
年
雨
量
較
少
所
反
應
在
流
量
之
表
現
，
卻
出
現
於
次
年
.
，

亦
即
如
民
圓
的
年
之
流
量
少
，
除
因
當
年
之
雨
量
僅

N
N
N吋
公
園
之
乾
早
年
以
外
，
前
一
年
之
民
圓
的
年
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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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不
足
宮
。
。
公
塵
，
而
民
國
叩
年
之
雨
量
高
達

h
N
N
O公
里
，
其
年
逕
流
量
雖
大
增
，
但
亦
僅
佔
年
雨
量
之
品

W趴•• 

反
而
在
民
國
咒
年
之
雨
量
降
為

2
2

公
園
，
年
逕
流
量
卻
達

2

次
左
右
。
此
等
延
遲
現
象
之
發
生
應
歸

於
水
庫
之

功
能
，
換
言
之
，
在
乾
旱
季
節
由
水
庫
放
出
水
量
，
而
在
雨
季
則
由
水
庫
時
蓄
多
餘
水
量
。

男
由
圖

2

顯
示
德
基
水
庫
上
游
之
小
集
水
區
年
閱
日
平
均
流
量
變
化
，
大
致
上
亦
與
年
雨
量
之
變
化
一

致
，
其
中
七
家
灣
站
，
南
湖
站
輿
四
季
朗
站

大
甲
溪
本
流
上
游
之
支
流
，
七
家
灣
溪
與
四
季
朗
溪
合
流

於
環
山
，
而
南
湖
溪
、
合
歡
溪
合
流
於
松
茂
注
入
本
流
，
因
之
各
水
文
站
水
量
之
大
小
係
因
集
水
面
積
之
不

同
所
致
。

35 

若
將
各
水
文
站
年
間
日
平
均
流
量
轉
換
為
單
位
面
積
之
流
量
(
即
為
比
流
量
)
，
列
於
表

5

。

由
表
5

顯
示
南
湖
站
在
民
國
鈞
、
的
年
之
比
流
量
均
較
其
他
各
站
為
小
，
但
自
民
國
訂
年
以
後
，
則
較

七
家
灣
站
為
大
，
顯
然
有
提
高
流
量
之
現
象
。
而
考
諸
歷
年
之
治
理
情
形
，
可
知
在
民
圓
的
年
時
，
南
湖
溪

小
集
水
區
內
有
崩
塌
地
口
處
之
多
，
主
要
發
生
於
溪
岸
與
山
腹
，
而
經
民
圓
的
年
起
第
一
期
治
理
計
畫
在
該

地
興
建
5

座
防
砂
琪
，
並
使
之
安
定
復
舊
後
，
同
時
該
集
水
區
之
農
用
地
未
再
擴
大
，
故
流
量
較
之
七
家
灣

溪
小
集
水
區
為
高
。
而
七
家
灣
溪
小
集
水
區
在
民
圓
的
、
“
年
之
比
流
量
高
於
南
湖
溪
，
反
自
民
國
仿
年
以

後
變
小
，
雖
在
同
時
亦
興
建
多
處
防
砂
填
及
農
地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
但
因
農
墾
地
之
改
變
或
擴
充
，
致
比
流

量
反
較
南
湖
溪
減
少
。
此
一
則
說
明
適
當
之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固
可
安
定
地
表
，
增
加
水
源
之
福
養
與
調
節
，

男
一
方
面
則
顯
示
農
用
地
之
擴
充
可
能
對
水
源
涵
養
之
功
能
較
差
，
促
使
蒸
發
散
增
加
，
而
降
低
水
量
之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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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CMS次 m' /day |表 5 各水文站單位面積之日平均流量 I 
民國

(年)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站名

南 湖 0.032 0.042 0.048 0.060 0.036 0.066 0.056 0.066 0.050 0.065 0.066 0.045 

七家灣 0.041 0.046 0.046 0.055 0.035 0.052 0.042 0.056 0.041 0.061 0.059 0.041 

四季朗 0.044 0.043 0.04日 0.061 0.038 0.060 0.053 0.072 0.044 0.066 0.067 0.045 

環山合流 0.035 0.045 0.048 0.054 0.033 0.061 0.057 0.069 0.047 0.066 0.068 0.057 

松 茂 0.042 0.049 0.052 0.061 0.037 0.067 0.061 0.077 0.050 0.071 0.075 0.057 

i 固 3 筒溯站與七家灣站小集水區歷年日平均比流量之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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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

同
樣
情
形
在
環
山
合
流
與
松
茂
兩
處
水
文
站
亦
有
相
同
之
禮
勢
，
蓋
環
山
合
流
係
合
併
七
家
灣
溪
與
四

季
朗
溪
，
其
比
流
量
亦
低
於
合
併
南
湖
溪
與
合
歡
溪
之
松
茂
站
，
乃
因
松
茂
上
游
之
南
湖
溪
有
較
大
比
流
量
，

使
流
至
松
茂
之
流
量
亦
較
多
之
故
。

而
集
水
區
治
理
之
其
體
成
效
之
一
，
即
在
調
節
枯
水
期
之
水
量
，
因
此
將
南
湖
站
與
七
家
灣
站
之
歷
年

最
大
日
比
流
量
與
最
小
日
比
流
量
整
理
如
圖

3

所
示
，
亦
可
看
出
南
湖
溪
小
集
水
區
在
經
治
理
後
，
自
民
國

η

年
至
民
國
布
年
，
其
最
小
日
比
流
量
均
高
於
七
家
灣
溪
小
集
水
區
。
由
於
水
文
資
料
有
限
，
或
許
尚
未
能

37 

充
分
顯
示
集
水
區
之
治
理
成
效
，
但
由
此
等
分
析
亦
可
大
略
顯
示
近
年
來
集
水
區
防
砂
工
程
治
理
之
成
效
。

土
砂
流
失
之
改
善

依
第
三
期
整
體
治
理
規
劃
時
，
對
歷
年
之
農
地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成
效
之
調
查
，
顯
示
宜
農
地
部
份
，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之
合
格
率
達

S
L

沒
.
，
果
園
草
覆
蓋
率
達
2

次
以
上
者
，
佔
全
部
宜
農
地
之

z
h
w
恥
，
成
效
良

好
。
而
超
限
利
用
部
份
之
果
園
覆
蓋
率
在
三
汶
以
上
者
，
亦
達
巴

-
H
N法
，
顯
然
絕
大
部
份
農
民
均
已
認
知
水

土
保
持
之
重
要
性
。

而
依
布
年
度
觀
測
果
園
覆
蓋
之
水
土
保
持
效
果
，
顯
示
清
耕
區
之
土
壤
流
失
量
為
覆
蓋
區
之
品
倍
以
上
，

而
逕
流
量
亦
達
加
倍
以
上
，
其
清
耕
區
在
二
年
內
土
壤
流
失
厚
度
平
均
達

5

公
分
，
充
分
顯
現
農
地
水
土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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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處
理
之
成
效
。

至
於
山
間
塌
地
之
存
在
對
德
基
水
庫
之

蓄
容
水
量
為
一
直
接
之
影
響
，
而
崩
塌
地

之
發
生
除
原
來
自
然
環
境
之
地
質
破
碎
、

地
形
陡
急
、
雨
量
集
中
有
以
致
之
以
外
，

道
路
之
開
闢
、
溪
岸
之
沖
刷
均
為
促
成
崩

塌
容
易
發
生
之
因
素
。
而
歷
年
來
對
崗
塌

地
之
治
理
採
用
防
砂
琪
、
邊
坡
工
程
及
植

生
復
舊
等
方
式
互
相
配
合
，
使
原
在
民
國

!表 6 德基水庫縣鷗崩|自
塌地調查統計表 |自

面積(公頃)

1028.0000 

951.9700 

1773.9100 

1105.9900 

1052.0200 

筆數(筆)

945 

576 

789 

785 

間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時
一
切
一
旦
旦
旦
河
一
向

白
山
年
廣
達
H
O
N∞
公
頃
之
山
間
塌
地
，
至
民
圓
明
的
年
已
減
至
S
P
E
E

公
頃
，

其
歷
年
整
治
成
果
如
表

6

，
充
分
顯
示
治
理
之
成
效
。

而
水
庫
集
水
區
土
砂
防
治
之
其
體
成
效
則
表
現
在
水
庫
淤
砂
量
之

減
少
。
從
德
基
水
庫
歷
年
之
淤
砂
量
調
查
(
如
表

7
)

，
顯
示
水
庫
之

淤
砂
量
最
嚴
重
時
，
年
淤
砂
量
達

5
0

萬
立
方
公
尺
，
當
時
在
民
國
前

年
左
右
正
是
溫
帶
果

時
期
。
而
從
第
一
期
整
治
工
作
開
始
後
，

年
淤
砂
量
即
逐
年
減
少
，
至
民
國
均
年
年
淤
砂
量
約

H
O
h萬
立
方
公
尺
，

483.5395 

表 7 德基水庫歷年淤砂量之調查結果

測量年月 年發 年平均淤砂量(m3) 累積淤砂暈 (m3 ) 水庫容量 (m3 )

62 年 9 月 262 ,207 ,000 

65 年 6 月 2.75 994 ,000 2,733 ,000 259 ,474 ,000 

67 年 12 月 2.55 1,309,886 6,351,900 255 ,855,100 

70 年 3 月 2.25 1,158,631 8,689 ,730 253,517,270 

71 年 6 月 1.25 1,149,749 10,060,300 252 ,146,700 

73 年 12 月 2.55 1,138,820 12,811,720 249 ,395,280 

76 年 11 月 3.55 1,127,368 16,065 ,000 246 ,142,000 

79 年 8 月 2.75 1,041 ,466 17,704 ,928 244 ,502,072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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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淤
砂
最
嚴
重
期
減
少
約

N
O
W恥
，
其
成
效
之
彰
顯
不
容
置
疑
。

治

望

現

基

水

由
上
節
所
述
，
可
知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歷
經
自
年
之
整
治
工
作
，
對
水
土
流
失
之
控
制
已
逐
漸
顯
現
效

果
，
然
而
由
於
土
地
利
用
之
變
遷
，
經
濟
發
展
與
社
會
脈
動
之
時
空
條
件
改
變
，
對
集
水
區
所
造
成
之
衝
擊

亦
有
不
同
。
同
時
，
集
水
區
之
治
理
工
作
更
有
其
持
續
進
行
之
必
要
性
。
因
之
，
如
何
掌
握
現
存
問
題
之

鍵
，
並
提
出
治
理
改
善
之
道
，
實
屬
必
要
。
故
提
出
如
下
管
見
，
以
供
參
考
。

超
眼
利
用
之
問
題

目
前
本
集
水
區
內
超
限
利
用
之
土
地
尚
有
一
千
餘
公
頃
，
其
面
積
雖
僅
佔
全
集
水
區
之

N
W趴
以
下
，
且
大

部
份
超
限
利
用
之
土
地
亦
主
動
作
好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
但
由
於
事
涉
法
令
之
規
定
，
且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效
果

亦
有
其
一
定
之
限
界
。
陡
坡
農
地
之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雖
可
防
止
地
表
土
壤
沖
蝕
，
但
在
涵
養
水
源
之
功
效
總

不
如
林
地
。
因
之
如
何
在
法
令
之
規
定
範
圍
內
，
既
要
考
慮
農
民
之
權
益
，
又
要
有
效
提
昇
土
地
之
水
土
保

育
功
能
，
則
將
是
政
府
所
需
面
臨
之
棘
手
問
題
。

面
對
當
前
政
府
急
欲
加
入
詞
吋

O

之
際
，
農
業
面
臨
重
大
轉
型
，
一
旦
加
入
詞
吋

O

以
後
，
許
多
農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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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進
口
乃
為
必
然
之
趨
勢
，
屆
時
溫
帶
水
果
之
進
口
勢
必
影
響
目
前
集
水
區
內
果
農
之
生
計
。
同
時
水
土
保

持
法
剛
剛
立
法
通
過
，
水
庫
集
水
區
之
劃
定
、
治
理
與
管
理
亦
有
明
文
規
定
。
因
之
，
若
能
配
合
水
土
保
持

法
所
訂
定
之
輔
導
方
案
，
提
高
造
林
獎
勵
經
費
，
以
誘
使
農
民
提
高
造
林
意
頤
，
並
曉
以
未
來
入
關
所
可
能

帶
來
之
衝
擊
，
或
許
對
此
一
千
餘
公
頃
之
超
限
利
用
土
地
能
有
解
決
之
可
能
。

蔬
菜
種
植
面
積
擴
大
之
問
題

民
國
咒
年
至
叩
年
蔬
菜
種
植
面
積
由

U
公
頃
增
加
至

ω
t
L

公
頃
，
成
長
幾
達

8

倍
之
多
，
此
等
由
果
樹

人
考
量
，
但
此
等
大
面
積
蔬
菜
種
植
絕
大
部
份
均
位

轉
變
為
蔬
菜
之
種
植
，
自
有
其
背
景
及
經
濟
收
益
之

於
溪
流
兩
岸
之
低
平
土
地
，
甚
有
越
墾
至
河
川
行
水
區
或
林
班
地
之
情
形
。
由
土
地
利
用
之
觀
點
，
宜
農
地

種
植
蔬
菜
，
並
未
違
反
法
令
規
定
，
但
因
當
地
土
質
不
良
、
滲
透
快
，
又
接
近
河
道
，
結
果
為
提
高
產
量
，

不
得
不
施
加
大
量
肥
料
與
農
藥
，
而
在
保
水
保
肥
效
率
低
之
石
質
土
上
，
大
量
肥
料
與
農
藥
則
直
接
流
入
河

川
，
甚
至
進
入
水
庫
。

依
第
三
期
規
劃
報
告
指
出
，
蔬
菜
區
每
公
頃
每
次
肥
料
使
用
量
為

ω
o
z
o
公
斤
，
若
一
年
栽
培
三
季
，
除

石
灰
以
外
，
其
餘
各
種
肥
料
重
覆
施
用
，
則
每
年
每
公
頃
使
用
量
可
達
∞

E
N
O

公
斤
。
若
以
肥
分
計
算
，
則
每

公
頃
每
年
施
肥
量
為
氮
素

H
u
g
-
h

公
斤
、
磷
肥
早
已
公
斤
、
餌
肥
∞

ω
吋
公
斤
，
遠
高
於
果
園
區
每
公
頃
每
年

之
氮
素

H
O
O∞
公
斤
、
磷
肥

ω
∞
恥
公
斤
、
餌
肥
∞
5

公
斤
。
其
肥
料
之
超
量
使
用
率
，
果
園
區
之
氮
、
磷
、
辦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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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
超
量

N
∞
汶
、
立
法
、
∞

o
w
?
'而
蔬
菜
區
分
別
為

C
ω

次
、

H
O
∞
淡
、

E

∞
汶
之
多
。
此
等
超
量
肥
料
在
土

質
吸
附
不
佳
、
逕
流
高
之
作
用
下
，
最
後
均
流
入
水
庫
，
造
成
水
庫
優
養
化
之
威
脅
。

至
於
農
藥
之
施
用
，
在
民
國

η
年
時
尚
可
在
大
甲
溪
水
中
檢
測
到
美
文
松
、
達
馬
松
等
農
藥
殘
餘
量
，

雖
至
民
國

η

年
已
檢
測
不
到
農
藥
殘
留
量
，
但
農
藥
之
威
脅
仍
不
可
輕
忽
。

而
隨
著
蔬
菜
面
積
之
擴
充
所
帶
來
農
藥
、
肥
料
之
污
染
水
質
問
題
，
當
為
未
來
集
水
區
治
理
之
一
重
大

挑
戰
。
但
在
合
法
土
地
利
用
經
營
下
，
此
等
非
點
源
之
一
污
染
，
未
來
應
導
入
點
源
污
染
之
管
理
模
式
，
方
能

克
服
或
減
輕
對
水
庫
水
質
之
威
脅
，
此
則
需
由
農
政
與
環
保
單
位
互
相
配
合
方
可
。

考
諸
目
前
蔬
菜
種
植
區
大
多
位
於
溪
岸
兩
側
之
低
平
土
地
，
在
土
地
利
用
上
有
其
方
便
之
處
，
可
改
為

設
施
栽
培
之
型
態
，
同
時
未
來
加
入
超
斗
。
後
，
可
進
口
其
他
低
廉
蔬
菜
以
取
代
現
有
之
高
冷
蔬
菜
，
而
當
地

則
應
將
蔬
菜
轉
型
為
高
經
濟
且
具
其
他
附
加
價
值
之
作
物
如
花
卉
'
並
轉
為
休
閒
農
業
之
經
營
方
式
，
則
在

良
好
之
溫
、
網
室
設
施
及
系
統
之
排
水
下
，
將
流
出
之
廢
水
導
入
廢
水
處
理
廠
，
經
過
處
理
後
再
行
排
放
，

使
非
點
源
污
染
轉
變
成
點
源
污
染
，
容
易
控
制
廢
水
之
污
染
水
源
。

而
此
等
之
重
大
變
革
，
必
須
政
府
大
力
支
持
與
補
助
才
易
推
動
，
同
時
適
當
之
示
範
輔
導
，
與
全
面
之

宣
導
教
育
，
亦
為
必
要
之
措
施
。

土
砂
生
產
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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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集
水
區
歷
年
來
在
土
砂
沖
蝕
防
治
工
作
上
，
已
具
立
竿
見
影
之
成
效
，
有
效
減
少
水
庫
淤
砂
量
。
但

由
於
自
然
環
境
之
不
利
條
件
，
自
然
崩
塌
乃
至
於
公
共
建
設
所
誘
發
之
大
規
模
土
砂
運
動
，
均
會
持
續
發
生
，

如
近
年
來
梨
山
之
大
地
滑
、
松
茂
之
地
滑
、
及
溪
谷
之
土
石
流
等
，
均
為
潛
在
之
土
砂
生
產
源
。
因
此
為
長

期
控
制
泥
沙
之
生
產
，
防
砂
工
程
、
植
生
工
程
等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工
作
有
必
要
持
續
進
行
，
以
保
水
庫
之
永

續
利
用
，
並
維
持
交
通
之
安
全
順
暢
及
區
內
生
活
與
生
產
環
境
之
安
全
。

防
砂
工
程
與
生
態
保
育
之
衝
突

大
甲
溪
上
游
之
七
家
灣
溪
因
國
寶
魚
|
|
櫻
花
鉤
吻
腔
之
逐
漸
減
少
，
引
起
生
態
保
育
界
之
關
懷
與
重

視
，
除
列
入
加
強
保
育
對
象
之
外
，
更
對
其
棲
息
復
育
之
環
境
，
深
入
檢
討
。
而
七
家
灣
溪
上
為
防
止
土
砂

下
移
興
建

8

座
防
砂
琪
，
遂
成
為
阻
截
魚
類
迴
游
、
近
親
交
配
論
調
之
指
責
對
象
之
一
，
甚
至
有
拆
除
防
砂

琪
之
議
。
事
實
上
，
除
櫻
花
鉤
吻
蛙
之
外
，
集
水
區
內
尚
有
許
多
稀
有
魚
類
亦
列
入
保
育
之
對
象
，
同
樣
面

臨
防
砂
琪
之
改
變
溪
流
地
形
，
影
響
魚
類
棲
息
環
境
之
問

.
，
而
防
砂
填
真
有
緩
和
溪
床
坡
度
，
減
緩
溪
床

沖
蝕
、
抑
止
土
砂
生
產
之
功
效
，
亦
是
不
爭
之
事
實
。
因
此
面
對
生
態
保
育
與
土
砂
防
治
之
衝
突
，
如
何
解

決
實
乃
不
易
。

生
態
學
者
建

興
建
防
砂
填
之
同
時
，
應
作
魚
梯
，
使
魚
群
得
以
循
魚
梯
上
溯
'
但
在
魚
頸
上
溯
習
性

各
有
不
同
之
情
形
下
，
魚
梯
之
高
度
究
竟
多
少
，
則
常
困
擾
工
程
設
計
人
員
，
因
之
魚
梯
之
興
建
則
尚
有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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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育
學
者
提
供
各
溪
流
魚
群
種
類
與
習
性
，
方
能
設
計
興
建
適
合
之
魚
梯
。
但
從
以
往
魚
梯
興
建
之
失
敗
案

例
加
以
檢
討
，
主
要
因
防
砂
填
均
建
於
土
石
生
產
嚴
重
地
區
，
則
經
常
在
洪
水
時
期
大
量
土
砂
越
流
而
將
魚

梯
掩
埋
甚
或
破
壞
，
致
其
失
去
功
能
。

因
之
，
未
來
防
砂
填
之
興
建
為
避
免
干
擾
魚
類
之
棲
息
，
較
為
可
行
之
道
乃
將
琪
址
移
往
更
上
游
，
選

擇
平
時
無
溪
水
之
溪
流
段
行
之
，
而
常
年
有
水
之
溪
流
段
則
儘
量
以
低
矮
而
短
間
距
之
固
床
工
為
之
，
或
可

減
少
對
魚
類
生
態
之
破
壞
。
惟
因
防
砂
工
程
移
往
更
上
游
所
增
加
開
路
之
破
壞
及
工
程
經
費
之
增
加
，
可
能

又
是
男
一
問
題
，
亦
當
深
加
考
慮
與
規
劃
。

43 

防
砂
工
程
與
環
境
線
美
化
之
配
合

自
“
年
度
至
別
年
度
本
集
水
區
新
建
、
整
修
或
加
強
之
防
砂
工
程
達

ω
∞
O
餘
件
處
，
若
加
上
前
期
執
行
之

部
份
，
可
能
高
達
怠
。
餘
件
處
以
上
，
且
其
經
費
佔
歷
年
治
理
總
經
費
之

h
w
恥
，
可
知
防
砂
工
程
佔
集
水
區
治

理
工
作
之
大
宗
，
為
最
重
要
之
部
份
。

然
近
年
來
由
於
環
境
保
育
之
意
識
抬
頭
，
環
境
綠
美
化
之
觀
念
逐
漸
深
植
人
心
，
太
多
之
工
程
硬
體
構

造
物
常
與
環
境
景
觀
不
能
協
調
，
而
有
、
灰
色
森
林
，
之
議

。

尤
其
本
集
水
區
內
在
梨
山
一
帶
之
國
有
林
班

地
由
地
方
政
府
劃
定
為
梨
山
風
景
特
定
區
，
以
發
展
觀
光
事
業
以
外
，
更
有

E
E
F
S

公
頃
之
林
班
地
劃
定

為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
及

N
m
S
T
S

公
頃
林
班
地
劃
定
為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
以
從
事
生
態
環
境
之
維
護
與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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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工
作
。
因
之
集
水
區
內
以
景
觀
或
生
態
保
育
為
目
標
之
範
圍
即
達

E
O
O
O
公
頃
左
右
，
佔
集
水
區

面
積
四

分
之
三
左
右
。
而
在
此
廣
大
區
域
進
行
防
砂
工
程
處
理
，
且
不
與
環
境
景
觀
維
護
有
所
抨
格
，
則
是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設
計
上
之
新
挑
戰
。

蓋
台
灣
砂
防
工
程
技
術
早
年
自
歐
、
美
、
日
引
進
後
，
經
四
十
餘
年
之
模
仿
、
學
習
、
發
展
，
已
有
相

當
之
基
礎
，
但
工
程
與
景
觀
之
配
合
，
則
較
缺
乏
藝
術
之
觀
念
，
僅
在
安
全
為
上
作
考
量
，
是
以
今
後
防
砂

工
程
之
設
計
應
力
求
造
型
之
改
變
與
突
破
，
在
安
全
設
計
考
量
之
同
時
，
應
以
自
然
之
素
材
，
加
以
綠
美
化
，

使
工
程
構
造
物
融
合
於
自
然
環
境
，
則
集
水
區
之
景
觀
、
生
態
品
質
方
得
以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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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i
n口水

庫
集
水
區
影
響
水
庫
之
水
量
涵
蓄
，
更
支
配
大
甲
溪
流
域
之
整
體
永
續
發
展
，
因
之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之
治
理
，
歷
年
來
政
府
于
向
極
為
重
視
，
且
投
入
相
當

經
費
予
以
整
治
，
話
年
來
其
整
治
之
成

果
無
論
在
水
資
源
涵
養
或
泥
沙
控
制
方
面
，
均
獲
具
體
之
成
效
。

然
而
集
水
區
之
環
境

著
生
活
水
準
之
提
升
與
社
會
環
境
之
脈
動
，
集
水
區
乃
需
扮
演
更
多
功
能
之
角

色
。
因
之
，
面
臨
集
水
區
自
然
氣
候
、
地
質
、
地
形
之
不
利
條
件
，
而
必
須
繼
續
加
強
水
土
保
持
治
理
之
同

時
，
建
立
環
境
生
態
保
育
之
理
念
，
乃
為
必
然
之
趨
勢
，
是
以
今
後
集
水
區
治
理
工
作
，
應
其
整
體
性
、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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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性
、
生
產
性
之
傳
統
觀
念
以
外
，
更
需
與
自
然
生
態
配
合
，
以
使
集
水
區
成
為
一
安
全
性
、
平
衡
性
之
生

態
有
機
體
，
則
大
甲
溪
流
域
之
生
態
平
衡
與
大
台
中
地
區
生
活
品
質
將
得
以
保
障
。

且已
本
文
中
所
有
引
用
之
數
據
及
部
份
文
字
，
均
摘
錄
自
中
華
水
土
保
持
學
會
接
受
台
灣
省
政
府
與
經
濟
部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託
辦
理
之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水
土
保
持
第
二
期
整
體
規
劃
報
告
」

4多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第
三
期
整
體
治
理
規
劃
報
告
」

•• 

及
經
濟
部
水
資
源
統
一
規
劃
委
員
會
所
提
供
之
歷
年

「
台
灣
水
文
年
報
」
'
特
此
聲
明
，
並
致
謝
恆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為
供
應
大
甲
溪
水
力
發
電
與
大
台
中
地
區
二
百
餘
萬
人
口
生
活
、
工
商
發
展
之
最
重

要
水
源
區
，
集
水
區
水
土
保
持
之
良
爾
關
係
到
全
流
域
之
永
續
發
展
與
利
用
。
有
鑑
於
此
，
自
民
國
切
年
各

有

單
位
即
已
著
手
進
行
各
項
治
理
工
作
，
經
臼
年
之
全
面
水
土
保
持
整
治
，
對
集
水
區
水
源
酒
養
功
能
之

提
升
、
混
沙
沖
蝕
之
控
制
及
水
庫
淤
砂
之
減
緩
均
已
獲
具
體
顯
著
之
成
效
，
尤
以
水
庫
年
淤
砂
量
較
之
早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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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少
N
O
W趴
左
右
，
足
見
集
水
區
治
理
工
作
之
必
要
及
其
成
果
之
豐
碩
。

以
往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之
治
理
工
作
，
主
要
係
以
森
林
經
營
、
農
地
水
土
保
持
、
防
砂
工
程
及
水
庫
保

護
帶
為
治
理
對
象
，
以
防
止
土
壤
沖
蝕
、
減
少
土
砂
生
產
、
增
加
土
壤
涵
養
水
分
為
目
標
。
但
隨
著
集
水
區

土
地
利
用
與
耕
作
型
態
之
改
變
，
常
耕
性
之
蔬
菜
種
植
取
代
果
樹
栽
培
，
引
致
水
質
污
染
之
嚴
重
，
及
工
程

構
造
物
之
激
增
，
導
致
溪
流
生
態
之
丕
變
，
使
集
水
區
之
問
題
除
原
有
之
土
砂
生
產
問
題
之
外
，
更
延
伸
至

生
態
環
境
之
干
擾
。
因
此
基
於
集
水
區
整
體
治
理
之
大
前
題
，
未
來
該
集
水
區
之
治
理
工
作
無
論
在
技
術
上
、

功
能
上
均
需
面
臨
新
挑
戰
，
必
須
有
突
破
性
之
改
進
，
方
足
以
竟
全
功
。
因
之
，
除
水
土
保
持
之
技
術
創
新

以
外
，
土
地
利
用
政
策
、
農
業
政
策
、
環
保
措
施
之
配
合
，
均
需
全
面
加
以
檢
討
，
以
落
實
水
土
保
持
法
之

宗
旨
輿
目
標
，

甲
溪
流
域
自
然
資
源
之
永
續
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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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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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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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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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民
國
環
境
教
育
學
會
祕
書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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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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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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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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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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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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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魚
類
資
源
」
、
「
救
救
河
川
」
、
「
河
川
生
態
保
育
」
等
書
及
「
大

甲
溪
魚
類
棲
地
改
善
計
畫
之

三
年
生
態
評
估
研
究
」
、
「
大
甲
溪
生
態
環
境
教
育
活
動
設
計
之
研
究
」
、
「
畫
灣
河
川
的
生
態

保
育
」
、
「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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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化
高
山
溪
流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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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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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生
態
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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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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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現著



大甲潰的Ili台

48 

→
三
口

大
甲
溪
位
於
臺
灣
本
島
中
部
.
，
流
域
發
源
於
中
央
山
脈
的
雪
山
與
南
湖
大
山
等
群
嶽
(
標
高

y
g
ω

公

尺
)
，
北
鄰
大
安
溪
，
由
東
往
西
橫
貫
臺
中
縣
境
內
十
一

鄉
鎮
，
於
大
甲
與
清
水
間
注
入
臺
灣
海
峽
。
大

甲
溪
主
流
全
長
立
。

-
N
H
公
里
，
為
本
省
第
四
大
長
河
.
，
流
域
面
積
約

Y
N
ω
T
Z

平
方
公
里
，
佔
全
臺
中
縣
總
面

積
O
N
次
，
為
全
省
第
八
大
流
域
。

大
甲
溪
為
長
流
河
，
經
年
有
水
。
全
流
域
平
均
高
度
為
可
可
公
尺
，
河
床
坡
度
陡
急
，
平
均
比
降
為

H
U

泣
。
大
甲
溪
水
量
大
，
加
諸
水
力
勢
能
優
越
的
地
形
，
其
單
位
河
長
水
力
蘊
藏
量
達
。

-
3

千
瓦
/
公
里
(
相

當
電
能

3
.
2

百
萬
度
/
公
里
)
，
冠
居
全
省
河
川
流
域
(
石
再
添
等
，
一
九
八
七
)
。
歷
年
來
，
政
府
已
在

大
甲
溪
流
域
興
建
完
成
德
基
、
青
山
、
谷
閥
、
天
輪
、
大
茅
埔
及
石
岡
等
六
座
水
庫
及
調
整
池

•• 

其
中
前
四

座
主
要
供
作
尖
峰
發
電
之
用
，
而
後
二
座
則
作
為
調
整
下
游
灌
溉
、
自
來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
此
外
，
中
游
附

近
新
天
輪
及
馬
鞍
水
力
發
電
廠
亦
在
積
極
興
建
中
。
依
攘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三
九
九
四
)

近
年
資
料
分
析
可

知
，
大
甲
溪
已
開
發
水
力

(
2
.
S
萬
仟
瓦
)
，
佔
全
省
河
系

(
5
。
-
E

萬
仟
瓦
)
達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 

而
開

發
中
水
力
(
估

8
.

。
萬
仟
瓦
)
，
更
高
達
全
省
(
估
己
心
萬
仟
瓦
)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
因
此
，
大
甲
溪
的
價

常
水
力
資
源
(
口
。

-
2

萬
仟
瓦
)
，
可
謂
相
當
豐
沛
，
對
於
中
部
區
域
的
經
濟
開
發
與
民
生
建
設
，
扮
演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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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重
要
的
角
色
。

回
顧
大
甲
溪
流
域
開
發
史
(
畫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一
九
八
九
)
，
大
甲
溪
流
域
各
河
段
的
集
水
區
，

在
近
四
十
多
年
的
高
度
人
為
開
發
與
活
動
之
下
，
逐
漸
呈
現
出
各
式
各
樣
的
河
川
環
境
問
題
。

著
大
甲
溪

的
河
川
保
護
問
題
，
除
了
中
央
政
府
的
重
視
外
，
當
地
的
地
方
自
治
與
民
眾
參
與
的

樓
，
亦
與
日
俱
增
。

例
如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
經
濟
部
成
立
「
大
甲
溪
流
域
開
發
計
畫
委
員
會
」
，
中
部
四
縣
市
民
間
即
組
成
了

「
大
甲
溪
流
域
開
發
促
進
委
員
會
」
。
大
甲
溪
流
域
的
利
用
，
涵
納
了
電
源
開
發
、
飲
水
及
灌
溉
用
水
提
供
、

防
洪
、
橫
貫
公
路

、
高
冷
果
蔬
栽
培
及
觀
光
事
業
推
展
等
多
元
化
水
資
源
利
用
方
向
。
隨
著
人
文
活
動
，

大
甲
溪
的
集
水
區
環
境
明
顯
變
遷
，
河
川
生
態
系
也
隨
之
產
生
不
自
然
演
替
。
自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後
，
「
東

勢
區
生
態
環
境
維
護
協
會
」
與
「
臺
中
縣
和
平
鄉
生
態
環
境
維
護
協
會
」
等
為
保
護
大
甲
溪
河
川
環
境
的
民

間
團
體
，
陸
續
在
大
甲
溪
沿
岸
成
立
。

河
川
集
水
區
蘊
藏
著
水
土
和
動
植
物
等
自
然
資
源
，
是
人
類
社
會
、
經
濟
與
文
化
活
動
的
地
方
。
因
此
，

針
對
集
水
區
環
境
問
題
分
析
並
加
以
治
理
，
即
成
為
大
甲
溪
流
域
長
久
回
本
的
重
要
工
作
。
游
教
授
從
事
集

水
區
水
土
保
持
理
論
研
究
與
實
務
工
作
多
年
，
在
「
大
甲
溪
集
水
區
治
理
現
況
與
問
題
分
析
」
論
文
中
，
游

教
授
就
其
專
業
領
域
，
先
說
明
流
域
最
敏
感
的
上
游
集
水
區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
土
地
利
用
、
治
理
經
過

及
其
成
效
•• 

而
後
在
以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治
理
示
例
，
回
應
大
甲
溪
流
域
河
川
保
護
問
題
及
治
理
展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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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理

大

區

大
甲
溪
是
一
條
河
川
流
域
，
在
臺
中
縣
境
內
上
下
游
間
的
地
衰
，
形
成
降
水
會
合
集
中
的
地
形
與
水
文

單
位
，
也
是
當
地
自
然
生
態
、
社
會
經
濟
與
政
治
文
化
的
綜
合
單
元
。
因
此
，
游
教
授
在
前
言
即
破
題
一
語

「
大
甲
溪
係
維
繫
大
畫
中
地
區
二
百
餘
萬
人
口
生
活
及
經
濟
發
展
之
命
脈
」
'
道
出
大
甲
溪
對
於
人
類
的
重

要
性
。
從
生
態
學
觀
點
，
我
們
可
將
大
甲
溪
視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河
川
生
態
系
。
接
此
，
大
甲
溪
的
河
川
生
態

多。

系
，
除
了
水
資
源
外
，
也
是
許
多
野
生
動
植
物
棲
息
及
生
育
的
重
要
場
所
。

一
條
河
川
滿
域
，
通
常
歸
額
為
一
個
主
要
集
水
區
.
，
但
可
依
經
營
管
理
需
要
，
進
一

分
為
數
個
詳

細
集
水
區
。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二
九
八
九
)
和
臺
灣
省
水
利
局
，
依
接
治
山
防
洪
和
水
利
建
設
的
需
要
，
在
臺

灣
地
區
河
川
流
域

中
，
將
大
甲
溪
流
域
上
至
下
游
分
為

••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
、
「
谷
關
調
整
池
集
水

區
」
、
「
天
輪
調
整
池
集
水
區
」
、
「
大
甲
溪
集
水
區
」
、
「
大
甲
沿
海
集
水
區
」
等
五
個
詳
細
集
水
區

(
汪
靜
明
，
一
九
九
二
)
。
因
此
，
游
文
所
用
「
大
甲
溪
集
水
區
」
一
詞
，
應
係
泛
指
大
甲
溪
的
整
個
河
川

流
域
主
要
集
水
區
，
而
非
詳
細
集
水
區
所
指
下
游
谷

天
輸
電
廠
以
下
至
外
埔
的
「
大
甲
溪
集
水
區
」
。
同

時
，
游
文
中
示
例
的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
'
即
是
大
甲
溪
河
川
流
域
中
德
基
水
庫
以
上
(
包
括
梨
山
、
環

山
和
武
陵
等
地
區
)
的
詳
細
集
水
區
。
另
外
，
游
文
論
述
中
，
提
及
七
家
灣
溪
小
集
水
區
和
南
湖
溪
小
集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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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這
是
指
大
甲
溪
河
川
流
域
集
水
區
(
主
要
集
水
區
)
上
海
的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
詳
細
集
水
區
)
，
以

溪
流
水
系
再
細
分
的
「
小
集
水
區
」
。
因
為
這
些
名
詞
常
有
混
用
的
情
形
，
筆
者
特
別
在
此
詳
加
說
明
，
以

提
供
讀
者
釐
清
概
念
之
參
考
。

大
甲
溪
的
河
川
保
護
問
題
，
其
實
就
是
集
水
區
環
境
治
理
的
課
題
。
早
期
，
政
府
對
於
大
甲
溪
的
資
源

經
營
管
理
政
策
多
著
重
於
水
資
源
的
開
發
利
用
，
而
忽
略
了
長
期
的
集
水
區
治
理
與
河
川
生
態
保
育
。
因
此
，

大
甲
溪
流
域
的
開
發
，
雖
然
給
予
中
部
地
區
的
居
民
生
活
和
經
濟
發
展
，
帶
來
了
實
質
效
益
。
但
是
伴
隨
而

來
的
是
，
大
甲
溪
流
域
在
開
發
後
所
導
致
的
環
境
品
質
惡
化
及
河
川
生
態
危
機
，
這
種
環
境
問
題
顯
現
在
上

當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
最
為
嚴
重
。

游
教
授
以
多
年
實
務
經
驗
，
掌
握
大
甲
溪
流
域
最
為
敏
感
的
「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
'
作
為
論
文
的
核

心
。
同
時
，
游
教
授
將
有
關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水
土
保
持
第
二
、
三
期
整
體
規
劃
與
治
理
報
告
，
以
及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的
臺
灣
水
文
年
報
等
重
要
資
料
彙
整
於
文
中
，
。
游
文
主
要
從
一
個
水
土
保
持
的
專
業
觀
點
來
看
大

甲
溪
的
集
水
區
治
理
，
且
以
時
間
座
標
，
將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治
理
的
發
展
過
程
做
歷
史
記
錄
及
定
量
分
析
，

對
於
大
甲
溪
的
集
水
區
問
題
之
評
析
，
提
供
重
要
參
考
價
值
與
貢
獻
。

游
文
以
實
例
闡
述

水
庫
集
水
區
的
治
理
經
驗
。
文
中
在
土
地
利
用
部
份
，
內
容
包
括

•• 

ω
土
地
區

分
、
ω
農
地
超
限
利
用
、

ω
農
作
物
變
遷
、
凶
道
路
開

等
四
個
層
面
，
主
旨
在
導
引
出
土
地
利
用
後
，
所

衍
生
的
集
水
區
問
題
。
在
治
理
過
程
部
份
，
游
文
指
出
大
甲
溪
上
游
集
水
區
的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早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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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庫
完
工
期
(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
前
六
年
。
同
年
透
過
「
經
濟
部
德
基

集
水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的
成
立
，

俾
便
統
籌
規
劃
和
治
理
大
甲
溪
上
游
集
水
區
的
工
作
。

從
游
文
表
四
所
列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歷
年
治
理
經
費
統
計
表
可
知
，
大
甲
溪
上
游
自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起
，

分
為
五
個
治
理
階
段
。
資
料

示
，
政
府
在
民
國
八
十
年
前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主
要
為
林
業
經
營
、
農
地
水

土
保
持
、
防
砂
工
程
及
保
護
帶
等
四
大
項
，
而

生
態
環
境
保
育
、
農
藥
肥
料
管
理
和
水
質
監
測
等
重
要

集
水
區
治
理
工
作
，
明
顯

如
。
這
長
達
二
十
多
年
生
態
保
育
空
窗
期
，
顯
然
造
成
大
甲
溪
上
游
河
川
的
生

態
衝
擊
。
例
如
，
德
基
水
庫
優
養
化
及
水
質
惡
化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
即
是
早
年
水
庫
集
水
區
治
理
失
衡
的
一

種
表
徵
。
從
穗
基
水
庫
治
理
的
第
五
階
段
(
民
國
八
十
一
至
八
十
五
年
)
經
費
預
算
中
，
可
見
大
甲
溪
上
游

集
水
區
治
理
，
從
早
年
水
土
保
持
層
面
，
到
近
年
逐
漸
擴
及
水
質
、
農
藥
監
測
、
綠
美
化
及
環
境
生
態
保
育

等
工
作
，
這
種
努
力
值
得
肯
定
。
因
此
，
目
前
在

水
庫
集
水
區
的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
當
有
助
於
緩
和
大

甲
溪
生
態
環
境
繼
續
惡
化
，
而
其
補
救
的
成
效
，
則
有
待
今
後
相
關
研
究
評
析
。

游
教
授
從
其
水
土
保
持
專
業
領
域
指
出

•• 

「
集
水
區
的
治
理
目
的
乃
在
防
止
土
壤
沖
蝕
、
崩
塌
，
以
避

免
水
庫
淤
砂
'
並
改
良
土
壤
條
件
，
增
加
地
面
森
林
植
生
之
覆
蓋
，
以
提
昇
水
源
福
養
能
力
，
有
效
調
節
洪

枯
水
期
之
水
量
供
輸
。
」
若
從
生
態
管
理

E
g
g
s

品
。
白
自
己
觀
點
來
看
集
水
區
治
理
，
則
在
於
維
護
生
態

系
的
多
樣
性
、
穩
定
性
、
整
合
性
及
其
資
源
的
循
環
。
如
此
在
集
水
區
環
境
保
育
下
，
大
甲
溪
自
然
的
森
林
、

溪
流
，
以
及
人
文
生
態
系
，
才
能
兼
顧
平
衡
。
蔣
公
曾
謂
「
生
活
的
目
的
，
在
增
進
人
類
全

之
生
活
.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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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的
是
，
這
項
政
府
對
於
河
川
資
源
的
保
護
工
作
，
亦
需
地
方
自
治
與
民
眾
的
配
合
參
與
，
這
正
是
我
們

的
當
務
之
急
。

盔
目口

大
甲
溪
的
活
水
，
在
流
長
的
地
表
脈
動
中
'
滋
潤
著
森
林
、
溪
流
和
野
生
物
。
她
的
流
動
在
集
水
區
上
，

成
就
出
許
多
自
然
景
觀
，
也
發
展
出
特
殊
的
人
文
生
態
。

步7

集
水
區
治
理
實
屬
千
頭
萬
緒
的
工
作
，
必
須
政
府

、
學
者
專
家
、
地
方
自
治
及
民
眾
的
參
與
，

彼
此
分
工
合
作
，
以
環
境
科
技
整
合
的
方
式
，
方
竟
其
功
。
大
甲
溪
流
域
集
水
區
的
治
理
，
若
是
能
在
經
濟

開
發
與
水
土
保
持
之
中
，
融
入
生
態
保
育
和
環
境
教
育
的
積
極
作
法
，
較
能
接
近
人
類
追
求
資
源
永
續
經
營

的
理
想
。目

前
全
球
稀
世
珍
貴
的
自
然
資
源
一
國
寶
魚
在
大
甲
溪
瀕
危
.
，
牠
的
復
育
，
必
須
經
由
宏
觀
的
大
甲
溪

集
水
區
治
理
與
生
態
保
育
計
畫
來
達
成
。
在
治
本
的
實
務
工
作
上
，
必
需
從
大
甲
溪
集
水
區
整
體
著
眼
，
儘

速
加
強

•• 

ω
集
水
區
林
地
保
護
與
水
土
保
持
﹒

'
ω
集
水
區
環
境
輿
生
態
敏
感
區
評
估
與
保
全
﹒

'
ω
其
水
區
土

地
利
用
規
劃
與
規
範

•• 

仙
集
水
區
水
源
水
質
與
水
量
保
護
﹒
，
叫
溪
流
生
態
保
護
及
魚
額
棲
地
改
善
﹒
﹒
川
間
集
水

區
環
境
資
料
庫
系
統
建
立

•• 

及
的
環
境
生
態
研
究
及
保
育
教
育
宣
導
。
簡
言
之
，
這
種
經
由
集
水
區
治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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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道
整
治
、
生
物
棲
地
改
善
、
水
質
水
量
維
護
、

環
境
教
育
的
整
合
工
作
，
正
是
今
後
我
們
生

理
大
甲
溪
集
水
區
環
境
的
全
方
位
任
務

。

文

l
大
畫
中
區
水
源
保
護
公
聽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
皂
白
﹒

大
墓
中
區
水
源
保
護
公
共
政
策
聽
證
會
會
證
討

論
記
要
暨
論
文
集
﹒
大
臺
中

區
水
源
保
護
公
共
政
策
聽
證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
已
吋
頁
。

2

石
再
添
等
八
人

-
E

電
﹒
畫
灣
地
區
十
五
條
河
川
理
論
水
力
蘊
藏
量
及
地
表
逕
流
係
數
研
究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地
理
學
系
，
地

理
研
究
叢
書
第
十
四
號
，
臺
北
市
﹒

N
Z

頁
。

3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
Z
S

﹒
臺
灣
地
區
河
川
流
域
圖
(
比
例
尺

H
u
g
o
-
)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臺
北
市
。

4

呂
光
洋
、
汪
靜
明
﹒
已
習
﹒
武
陵
農
場
河
域
之
原
產
種
魚
類
生
態
之
初
步
研
究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布
年
生
態
研
究
第

D
H口
號
﹒

們H
頁
。

5

汪
靜
明

-
5
2
.

臺
灣
河
川
的
生
態
保
育
﹒
科
學
月
刊

M
M
(
5
)
2
0
|

∞
勻
。

6
汪
靜
明

-
Z
S

﹒
大
甲
溪
生
態
環
境
教
育
活
動

設
計
之
研
究

﹒
行
政
院
國
科
會
專
題
研
究

Z
R

∞
T
O
S
H

-

ω
-

c
z
-

C
T
N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生
物
系
，
彰
化
市
﹒

E
D

頁
。

7
汪
靜
明

-
H
E
M
-

臺
灣
淡
水
魚
的
生
態
保
育
﹒
畫
灣
農
業
雙
月
刊
注

(
N
)一
斗
也
∞
間
。

o
a汪
靜
明
﹒
巴
巴
﹒
河
川
生
態
保
育
﹒
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
臺
中
市
﹒
品
也
頁
。

9
汪
靜
明

-
5
2
.

救
救
河
川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臺
北
市

﹒
后
∞
頁
。

的
汪
靜
明
﹒
皂
白

ω

﹒
畫
中
縣
魚
類
資
源
﹒
臺
中
縣
政
府
，
臺
中
市
﹒

H
B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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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扎
汪
靜
明

-
Z
S

﹒
大
甲
溪
魚
類
棲
地
改
善
計
畫
之
三
年
生
態
評
估
研
究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環
境
教
育
研
究
所
，
臺
北
市
﹒
但
也

頁

n

汪
靜
明

-
z
z

﹒
畫
灣
中
部
區
域
滾
境
教
育
資
源
特
性
及
其
推
動
策
略
﹒
第
6
|
的
頁
於
區
域
性
環
境
保
護
策
略
研
討
會
讀
文
集
，

東
海
大
學
環
境
科
學
研
究
所
﹒
臺
中
市
。

"
此
汪
靜
明
-
z
ε

﹒
乎
遁
的
國
實
|
臺
灣
櫻
花
鉤
吻
蛙
專
集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
解
說
教
育
發
書

1
.
H

∞
印
頁
。

M

汪
靜
明

-
E

宏
﹒
畫
灣
櫻
花
鉤
吻
蛙
資
源
價
值
與
教
育
﹒
環
境
教
育
季
刊

(
N
ω
)
U
H
o

l

N
D
。

的
林
曜
松
、
曹
先
紹
、
張
崑
雄
、
楊
平
世
﹒

g
g

﹒
櫻
花
鉤
吻
蛙
生
態
之
研
究
口
族
群
分
布
與
環
境
因
子
闖
關
係
之
研
究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η
年
生
態
研
究
第

D
H
N
號
﹒

Z
H

頁
。

路
林
曜
松
、
曹
先
紹
、
莊
鈴
川
、
戴
永
提
﹒
皂
白
﹒
櫻
花
鉤
吻
蛙
棲
息
地
之
調
查
研
究
5
|
以
七
家
灣
溪
上
濤
、
雪
山
溪
為
主
﹒
畫

灣
省
農
林
廳
林
帶
務
局
，
保
育
研
究
系
列
的
位
|
的
號
，
臺
北
市
﹒

M
W頁
。

"
扎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
5
2
.
臺
灣
地
區
之
水
資
海
﹒
經
濟
部
水
資
源
統
一
規
劃
委
員
會
，
臺
北
市
﹒

N
E

頁
。

的
臺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E
S

﹒
臺
中
縣
大
甲
溪
流
域
開
發
史
﹒
臺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臺
中
縣
豐
原
市

-
g
H

頁
。

m

臺
中
市
政
府
、
臺
中
縣
政
府
﹒
皂
白
﹒
大
甲
溪
水
源
保
護
與
管
理
新
聞
論
著
選
輯
﹒
臺
中
市
﹒

M
M
也
頁
。

m

臺
灣
省
山
地
農
牧
局
﹒

E
S

﹒
臺
灣
省
防
砂
囑
工
程
調
查
報
告
﹒
臺
灣
省
山
地
農
牧
局
(
臺
灣
省
水
土
保
持
局
)
續
印
﹒
勻
。
頁
。

刑
札
蕭
新
煌
等
四
十
人
﹒
皂
白
﹒
水
的
關
懷

l

河
川
環
境
與
水
源
保
護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時
報
文
化
，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叢
書

5

，
薑

北
市

-
h
o
#

頁
。

n

d有
2
個
﹒
們
﹒
玄
-
M
-
z
g

﹒
開
口
三
門

B
E
g
s
-
A
E
-
-
H
M

、
創
口

a
b
ω
F
g
S
E
E
D
-

是
自
。
目
。
呵
呵
古
g
m

開
立
2
-
2日
-
g
。
g
口
g

戶
口
m
H
E
m
B
ω

可
ω

Z
E

。
同
吋
巴
d
Z
P
M
U
F
U

﹒
口
-
m
s
z
m
w
H
E
Z
﹒
門
。
還
M
W
ω
S
Z
C
E

〈
倚
門

ω
Z
M
F〉
B
B
-
-
。
司

P
C
ω

〉
﹒
口
∞
叮
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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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的
意
義
，
在
創
造
宇
宙
繼
起
之
生
命
。
」
從
資
源
經
營
管
理
觀
點
，
這
正
詮
釋
了
集
水
區
的
治
理
，
應
掌

環
境
特
性
，
兼
顧
社
會
的
、
經
濟
的
及
生
憊
的
目
標
，
如
此
大
甲
溪
河
川
流
域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方
能
接
近

永
續
發
展

(
2
m
g
古
巴
】
叩
門
戶
。
〈
丘
。
可

g
g

己
的
理
想
。

筆
著
從
環
境
生
態
保
育
觀
點
進
一

納
認
為
，
集
水
區
治
理
的
宗
官
，
係
在
維
持
集
水
區
環
境
中
各

生
態
系
的
穩
定
平
衡
，
並
對
集
水
區
內
的
水
、
土
和
生
物
等
資
源
，
予
以
規
劃
保
護
與
合
理
利
用
，
以
達
到

政
府
與
民
眾
共
同
永
續
經
營
區
域
的
環
境
資
源
。
目
前
，
大
甲
溪
流
域
相

單
位
超
過
三
十
個
，
因
此

面
臨
造
成
集
水
區
經
營
管
理
的
困
難
。
民
國
八
十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
中
，
部
區
域
認
個
民
間
地
方
團
體
及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
於
臺
中
市
議
會
舉
辦
「
大
臺
中
區
水
源
保
護
公
共
政
策
聽
證
會
」
'
會
中
邀
集
政
府
相

事
業

沮
個
主
管
機

大
臺
中
地
區
兩
百
萬
人
生
活
水
源
的

、
學
者
專
家
與
熱
心
民
眾
近
三
百
人
，
共
同
探
討
攸

環
境
問

。
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臺
中
市
和
臺
中
縣
政
府
，
針
對
同
樣
問
題
，
接
續
在
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舉
辦
「
促
進
大
甲
溪
水
源
保
護
輿
管
理
研
討
會
」
'
並
出
版
了
「
大
甲
溪
水
源
保
護
與
管
理
新
聞
及
論
著

選
輯
」
(
畫
中
市
政
府
、
臺
中
縣
政
府
，
一
九
九
一
)
。
兩
者
均
反

管
理
方

出
集
水
區
的
治
理
應
以
整

式
著
眼
，
方
竟
其
功
。
因
此
，
整
合
大
甲
溪
流
域
集
水
區
管
理
單
位
，
並
釐
清
各
相
關
管
理
單
位
之
分
工
權

責
，
成
為
大
畫
中
地
區
對
於
河
川
保
護
、
地
方
自
治
與
民
眾
參
與
的
共
同
心
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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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大
甲
溪
除
了
真
有
秀
麗
的
景
觀
以
及
充
沛
的
水
力
資
源
外
，
並
蘊
藏
了
許
多
珍
貴
的
生
物
資
源
，
尤
其

以
魚
類
最
為
見
著
(
汪
靜
明
，
一
九
九
O
|
九
三
)

水
庫
集
水
區
治
理
失
衡
的
症
候
群
，
除
了
前
述

水
庫
本
身
問
題
外
，
亦
明
顯
反
應
在
大
甲
溪
河
川
指
標
生
物
上
。
游
文
中
論
述
到
櫻
花
鉤
吻
蛙
|
國
實
魚

(
。E
R
Z

口
n
v
g

自

S
E
E

門
B
B
S
5
)

生
態
保
育
問
題
，
充
分
掌
握
目
前
最
敏
感
的
大
甲
漠
治
理
課
題
。

大
甲
溪
上
游
防
砂
壩
的
興
建
，
如
游
教
授
所
昔
日
，
具
有
穩
定
當
地
溪
床
，
以
及
攔
截
部
份
砂
石
流
失
至

德
基
水
庫
的
功
能
。
游
文
在
「
防
砂
工
程
與
生
態
保
育
之
衝
突
」
小
節
中
'
亦
提
及
防
砂
壩
改
變
溪
流
地
形
，

並
影
響
到
魚
類
的
溯
游
。
近
年
來
圍
內
許
多
生
態
研
究
結
果
(
如
林

松
等
，

-
4九
八
八
、
一
九
九
三
﹒
出
口

光
洋
、
汪
靜
明
，
一
九
八
九
.
，
副
司

g
m
w

一
九
八
九
.
，
汪
靜
明
，
一
九
九
三
、
一
九
九
四
)
顯
示
，
防
砂
壩
的

設
置
，
除
了
改
變
溪
流
結
構
的
流
水
形
態
和
底
質
組
成
外
，
亦
明
顯
造
成
溪
流

阻
截
斷
和
棲
地
分
割
，
並

因
而
造
成
大
甲
溪
上
游
非
自
然
魚
區
現
象
，
對
於
國
實
魚
族
群
的
生
存
威
脅
極
大
。

筆
者
在
最
近
所
著
「
手
遣
的
國
寶
|
臺
灣
櫻
花
鉤
吻
鞋
，
專
集
」
〈
汪
靜
明
，
一
九
九
四
)
指
出

•. 

日
韓

時
代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二
九
三
八
)
，
日
本
政
府
即
因
臺
灣
高
地
產
桂
魚
之
珍
貴
特
殊
性
，
而
將
其
列
為
「
天

然
紀
念
物
」
'
並
設
定
多
重
措
施
予
以
嚴
加
保
護
。
其
中
，
有

水
區
治
理
的
具
體
措
施
中
，
即
有
七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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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溪
(
大
甲
溪
上
海
)
兩
岸
直
徑
三
百
公
尺
以
內
，
禁
止
砍
伐
林
木
及
變
更
地
形
等
行
為
的
保
存
要
件
。
值

得
檢
討
的
是
，
我
們
國
人
自
己
在
本
土
集
水
區
經
營
自
己
的
國
家
資
源
，
卻
反
而
膛
乎
日
人
之
後
，
倒
退
三

十
多
年
之
久
。
游
教
授
指
出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生
態
保
育
零
預
算
的
舊
事
長
達
二
十
多
年
，
今
日
很
明
顯
的

暴
露
在
本
文
及
國
人
的
眼
中
.
，
無
辜
的
是
，
也
殃
及
大
甲
溪
魚
。
有
朝
一
日
，
若
是
全
球
手
遺
在
畫
灣
大
甲

溪
上
游
的
國
實
魚
，
不
幸
誡
絕
﹒
'
這
將
是
我
們
的
國
恥
。

游
教
授
在
防
砂
工
程
減
少
魚
額
棲
息
干
擾
上
，
提
議
將
壩
址
移
往
更
上
海
，
選
擇
平
時
無
溪
水
的
河
段

來
興
建
。
畫
灣
高
山
溪
流
上
游
地
形
坡
度
陡
、
地
質
不
穩
定
、
自
然
土
壤
沖
蝕
和
水
流
侵
蝕
作
用
旺
盛
，
而

易
崩
塌
，
且
生
物
資
源
較
少
。
因
此
，
若
能
達
到
下
游
水
土
防
砂
的
功
用
，
又
不
衝
擊
到
當
地
生
物
資
源
的

生
存
，
游
教
授
的
建

，
極
具
有
參
考
價
值
。
然
而
，
在
施
工
季
節
選
擇
上
，
筆
者
建
議
尚
需
再
考
量
當
地

溪
流
生
憊
的
特
性
。

筆
者
在
「
手
遣
的
國
寶
|
臺
灣
櫻
花
鉤
吻
蛙
專
集
」
中
，
彙
整
分
析
「
畫
灣
省
防
砂
壩
工

L一

(
臺
灣
省
山
地
農
牧
局
，
一
九
八
二
)
指
出
，
這
些
攔
砂
壩
屬
於
混
凝
土
或
砌
石
造
重
力
型
壩
穎
，
施
工
期

均
長
達
四
個
月
以
上
，
對
於
臺
灣
蛙
魚
的
干
擾
與
破
壞
極
大
。
例
如
，
七
家
灣
溪
第
三
號
攔
砂
壩
的
施
工
期
，

係
在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
正
值
成
蛙
生
殖
季
。
此
外
，
七
家
灣
溪
第
四
號
攔

砂
壩
(
無
名
溪
武
陵
吊
橋
附
近
)
則
於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至
六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日
施
工
完
成
，

這
段
期
間
則
係
於
新
生
蛙
魚
的
孵
育
生
長
期
。
這
些

砂
壩
的
興
建
，
雖
有
助
於
短
暫
攔
截
部
份
砂
石
沖
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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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游
或
穩
定
河
床
，
然
而

壩
的
施
工
期
與
完
成
後
，
對
於
臺
灣
蛙
魚
的
衝
擊
和
危
害
，
則
是
長
遠
而
致

命
的
。
因
此
，
筆
者
從
生
態
保
育
的
觀
點
，
建

於
今
後
防
砂
工
程
的
興
建
，
應
避
免
在
河
川
生
態
敏
感

季
進
行
。
同
時
建

工
程
進
行
前
後
，
應
進
行
河
川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輿
環
境
監
測
，
尤
在
工
程
施
工
時
，

設
置
沉
砂
池
等
設
施
，
以
減
少
對
河
川
生
態
的
影
響
。

當
教
授
在
文
中
指
出
，
集
水
區
在
加
強
水
土
保
持
治
理
之
同
時
，
建
立
對
環
境
生
態
保
育
之
理
念
，
乃

為
必
然
之
趨
勢
，
是
以
今
後
集
水
區
治
理
工
作
，

性
、
長
期
性
、
生
產
性
之
傳
統
觀
念
以
外
，
更

其
整

需
輿
自
然
生
態
配
合
，
以
便
集
水
區
成
為
一
安
全
性
、
平
衡
性
之
生
態
有
機
體
。
筆
者
認
為
這
些
目
標
要
落

實
在
大
甲
溪
流
域
集
水
區
，
很
明
顯
地
必
須
藉
由
環
境
生
態
研
究
及
保
育
教
育
宣
導
。

大
甲
溪
上
游
環
境
資
源
特
殊
，
生
態
問
題
複
雜
。
國
實
魚
現
僅
殘
存
於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武
陵
地
區
溪
流

中
。
面
對
瀕
臨
絕
種
國
寶
魚
的
復
育
及
生
態
環
境
保
育
的
難
題
，
政
府
與
民
間
均
極
為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
自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成
立
以
來
，
即
在
大
甲
溪
上
游
，
設
立
武
陵
行
政
中
心
，
以
加
強
對
於
德
基

水
庫
集
水
區
上
游
資
源
的
生
態
保
育
和
合
理
利
用
。
雪
管
處
依
韓
國
家
公
園
法
，
將
計
畫
區
劃
分
為
生
態
保

護
區
、
特
別
景
觀
區
、
一
般
管
制
區
和
遊
憩
區
等
四
種
土
地
管
理
與
利
用
。
同
時
，
亦
積
極
投
入
相
關
的
資

源
保
育
研
究
及
環
境
教
育
工
作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
雪
霸
處
與
政
府
各
相
關
單
位
，
共
同
研
擬
國
寶
魚
保
育

措
施
，
並
由
各
相
關
單
位
分
別
辦
理
有
關
工
作
。
這
項
「
櫻
花
鉤
吻
鞋
，
保
育
計
畫
」
，
要
旨
在
於
國
寶
魚
資

源
的
復
育
，
而
實
質
上
，
則
務
實
地
展
開
了
大
甲
溪
流
域
上
游
集
水
區
整

環
境
的
生
態
保
育
工
作
。
值
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