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
寸
旁
邪
的
川
詐
叫災
害
防
治
篇

吼
-
訊
立
“
拍
卵

A口
中

IL、

河
岸
災
害

間

4, 主
"

此
吹
賀
伯
颱
風
在
淡
水
河
流
域
發
生
板
橋
水
災
、
台
灣
西
部
平
原
水
災
與
山
區
災
害

，

政
府
部
門
在

處
理
過
程
中
發
生
許
多
問
題
，
其
中
非
工
程
的
防
訊
與
救
災
體
系
可
歸
納
出
四
項
主
要
作
業
缺
失

.. 

ω
事
前
缺
乏
周
密
的
防
訊
相
關
人
員
工
作
分
配
與
管
區
任
務
劃
分
，
加
上
機
關
之
間
配
合
協
調
不
良
，
乃

致
發
生
作
業
疏
漏

。

ω
防
洪
工
程
執
行
期
間
的
防
撈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未
甄
完
善

;

防
救
災
物
力
資
源

，

如
柴
油
發
電
機
、
抽
水

機
組
、
救
生
船
筱
、
拖
吊
車
、
擒
修
工
程
材
料
與
機
具
、
無
線
通
訊
聯
絡
器
、
災
民
安
置
場
所
與
安
置

基
本
物
資
等

，

未
於
事
前
掌
握

，

臨
時
調
度
不
及

;

並
且
防
教
災
作
業
外
勤
人
員
無
線
電
通
訊
設
施
配

備
不
足
，

無
法
與
指
揮
中
心
隨
時
保
持
聯
繫

'

乃
致
延
誤
資
訊
傳
遞
，
減
緩
調
度
應
變
工
作

。

ω
洪
水
觀
測
與
預
警
報
資
料
無
法
直
接
或
透
過
媒
體
有
效
傳
遞
到
達
基
層
防
救
災
行
政
人
員
與
居
民
，
作

為
決
定
行
動
之
參
考
。

洪
水
預
報
資
料
比
降
雨
量
觀
測
或
預
報
其
有
更
直
接
的
應
用
，
例
如
洪
水
上
漲

速
度
可
供
抽
水
站
操
作
人
員
參
考

，

決
定
水
門
關
閉
時
間

;

洪
水
水
位
預
報
則
可
供
堤
外
停
車
場
車
輛

車
主
是
否
疏
散
作
參
考

。

由
肝
、
淡
水
河
河
系
面
積
廣
大
，
影
響
洪
水
的
變
數
多

，

居
民
通
常
無
法
直
覺

109 
望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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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
電
子
媒
體
上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布
降
雨
量
觀
測

(
或
豪
雨
預
報

)
和
區
域
淹
水
的

測
與
預
警
報
資
料
應
做
更
廣
泛
的
擴
散

。

ω
缺
乏
災
情
調
查
與
回
報
系
統
、
教
災
通
訊
網
路
、
以
及
按
災
害
程
度
分
級
調
度
救
災
人
力
與
物
力
資
源

的
行
政
程
序
與
辦
法

。

此
吹
南
技
、
嘉
義
山
區
災
害
因
交
通
中
斷
，
災
情
調
查
進
度
緩
慢
，
省
與
中
央

無
法
立
即
掌
握
災
情

。

加
上
高
級
救
災
資
源

(
如
直
升
機
、
軍
隊
支
援
、
空
投
物
資
等

)
的
徵
調
體
系

為
集
中
式
，
災
情
回
報
與
通
訊
網
路
對
於
災
情
研
判
與
集
中
資
源
作
適
當
調
度
均
極
為
重
要
;
此
外
，

一
般
救
災
資
源
應
建
立

一
套
調
度
行
政
程
序
與
辦
法
，
分
層
困
地
執
行
，
可
增
加
防
救
災
的
時
、
空
效

率
。

賀
伯
颱
風
後
勘
查
河
岸
水
災
與
河
川
工
程
結
構
物
的
受
災
情
形
，
發
現
以
下
四
項
與
河
川
管
理
有
關
的

缺
失
﹒
.

ω
老
舊
橋
驗
水
流
斷
面
不
足
，
垃
圾
堆
積
於
河
川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歐
菲
莉
颱
風
花
蓮
美
崙
溪
中
正
橋
窒
塞
造
成
淹
水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苗
栗
六
二
水
災
通

宵
鎮
前
番
社
橋
鑫
塞
造
成
淹
水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高
速
公
路
與
岡
山
淹
水
、
賀
伯
颱
風
八
掌
溪
沿
岸
淹

水
，
均
與
橋
孔
斷
面
不
足
加
上
雜
物
堵
塞
，
阻
礙
洪
水
宣
洩
有
關

。

垃
圾
堆
積
於
河
川
，
肝
、
賀
伯
颱
風

期
間
加
重
皈
橋
、
中
，
和
與
八
掌
溪
沿
岸
的
淹
水
情
形
。

ω
未
有
效
管
制
砂
石
超
採
'
河
床
下
降
危
及
河
川
結
構
物
﹒
.

河
床
下
降
造
成
橋
敬
基
礎
裸
露
，
治
本
的
辦
法
是
規
劃
與
管
理
砂
石
的
開
採
量
、
開
採
方
式
與
開
採
地

點
;
以
護
床
工
作
為
局
部
保
護
是
治
標
的
辦
法

。

前
文
提
到
在
濁
水
溪
中
吵
大
橋
、
八
掌
溪
心
上
橋
、

高
屏
溪
高
屏
大
橋
與
里
嶺
大
橋
、
著
濃
溪
里
港
大
橋
、
頭
前
溪
頭
前
大
橋
等
災
害
，
均
與
超
採
砂
石
有

關
。

河
床
下
降
的
現
象
，
由
於
治
本
計
畫
需
要
長
時
間
才
能
達
成
平
衡
，
因
此
在
短
期
內
仍
需
治
標
的 '

洪
水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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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護
辦
法
，
治
標
工
程
造
成
政
府
的
大
量
工
程
經
費
支
出

。

ω
橋
樑
護
床
工
等
治
標
工
程
結
構
物
專
業
設
計
與
整
體
考
慮
未
周
詳
﹒
.

橋
樑
管
理
單
位

(
如
高
公
局
與
公
路
局
等

)
採
取
的
局
部
保
護
措
施
，
是
在
橋
轍
基
樁
處
以
拋
石
、
擺

設
消
波
塊
或
蛇
籠
的
方
式
作
局
部
保
護
，
或
是
在
橋
樑
下
游
建
潛
堪
、
謹
床
工
的
方
式
保
護

。

洪
水
來

臨
時
因
為
受
保
護
的
橋
孔
斷
面
較
小
，
洪
水
不
易
通
過
，
乃
造
成
側
向
沖
刷
高
灘
地
與
堤
防
，
危
及
新

的
橋
敬
、
造
成
新
的
問
題

。

此

一
現
象
在
民
國
人
十

三
年
道
格
、
提
姆
颱
風
洪
水
期
間
的
中
，
吵
大
橋
災

情
中
可
見
到
;
賀
伯
颱
風
洪
水
後
在
高
速
公
路
中
吵
大
橋

(
改
善
工
程
尚
未
完
成

)
、
高
屏
溪
的
里
嶺

大
橋
、
高
屏
大
橋
與
曹
公
堪
等
，
亦
可
見
到
向

一
現
象
。

州
河
川
結
構
物
與
水
利
工
程
計
畫
推
動
時
缺
乏
防
災
整
體
概
念
，
工
程
進
度
未
能
有
效
掌
握
於
訊
期
之
前

完
成•• 

頭
前
漢
鐵
路
橋
與
高
速
公
路
中
吵
大
橋
等

二
項
護
床
工
程
，
均
未
能
於
訊
期
來
臨
前
完
成
，
使
局
部
未

合
攏
部
分
的
河
道
在
洪
水
期
間
或
局
部
嚴
重
刷
深
危
及
橋
轍
，
或
改
變
洪
水
流
向
造
成
其
他
河
岸
工
程

損
壞
。

此
外
，
河
川
整
治
理
應
整
體
規
劃
'
由
下
游
開
始
逐
漸
向
上
游
推
動
改
善
，
但
橋
樑
屬
於
交
通

單
位
管
理
，
河
川
由
水
利
局
管
理
，
整
治
方
法
與
進
度
往
往
受
限
於
各
單
位
預
算
編
列
進
度
與
額
度
不

同
，
不
符
整
治
順
序
，
局
部
完
成
的
系
統
無
法
達
到
整
治
的
預
期
效
果

。

L

誕
害
防
治
建

台
北
盆
地
因
為
堤
防
有
水
門
與
抽
水
站
的
設
計
，
同
時
淡
水
河
系
上
游
有
葫
翠
、
石
門
兩
大
水
庫
，

因
此
，
台
北
盆
地
在
颱
風
洪
水
期
間
的
防
訊
作
業
是
機
動
的
，
水
門
與
抽
水
站
若
發
生
管
理
作
業
問
題
，

或
是
水
庫
調
節
不
當
，
即
可
能
造
成
嚴
重
淹
水

。

要
避
免
淹
水
、
降
低
淹
水
損
失
，
台
北
盆
地
應
該
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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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水
預
報
能
力
、
水
庫
洩
洪
調
節
、
水
門
和
抽
水
站
的
維
護
管
理
與
操
作
應
變
、
防
況
預
警
系
統
與
電

子
媒
體
的
配
合
、
以
及
河
川
管
理
等
方
面

。

台
灣
省
河
川
堤
防
皆
無
須
人
為
操
作
，
要
避
免
水
災
或
降
低

水
災
損
失
，
應
於
平
時
即
加
強
河
川
管
理
、
加
速
推
動
區
域
排
水
系
統
改
善
計
畫
、
低
撞
地
區
聚
居
村
鎮

以
圍
堤
及
建
抽
水
站
的
方
式
局
部
解
決
淹
水
問
題
、
逐
步
管
制
地
下
水
抽
取
量
避
免
地
層
下
陷
問
題
繼
續

擴
大
等
工
作
。

其
體
建
議
事
項
詳
述
如
下
﹒
.

ω
成
立
淡
水
河
防
洪
聯
合
作
業
中
心
，
集
中
預
報
工
作
事
權
，
垂
直
整
合
氣
象
、
洪
水
之
觀
測
與
預
報
，

以
及
防
洪
作
業

(
如
車
輛
出
人
水
門
、
排
水
閉
門
關
閉
與
抽
水
站
操
作

)
之
指
揮
，
由
單
一
單
位
充
份

掌
握
與
分
析
資
訊
，
提
供
防
颱
指
揮
中
心
與
救
災
中
心
決
策
，
同
時
提
供
媒
體
最
新
洪
水
觀
測
、
預
報

與
預
警
資
料
，
透
過
媒
體
將
消
息
傳
達
到
所
有
居
民
與
基
層
防
訊
作
業
人
員

。

並
增
加
非
工
程
性
防
洪

系
統
投
資
，
如
水
文
監
測
儀
器
，
洪
水
預
報
、
警
報
系
統
，
防
災
人
員
教
育
訓
練
與
防
洪
系
統
檢
驗
制

度
等
。

ω
加
強
河
川
管
理
、
地
下
水
抽
取
總
量
管
制
與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的
執
行
決
心

。

河
川
管
理
主
要
包
括
管
制

砂
石
開
採
量
、
禁
倒
垃
圾
廢
土
、
改
建
水
流
斷
面
不
足
之
老
舊
橋
樑
等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歐
菲
莉
颱
風

花
蓮
美
崙
溪
中
正
橋
窒
塞
造
成
淹
水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苗
栗
六
二
水
災
通
霄
鎮
前
番
社
橋
窒
塞
造
成
淹

水
、
民
國

λ
十
三
年
高
速
公
路
與
岡
山
淹
水
、
賀
伯
颱
風
八
掌
溪
沿
岸
淹
水
，
均
與
橋
孔
斷
面
不
足
加

上
雜
物
堵
塞
，
阻
礙
洪
水
宣
洩
有
關

。

西
部
沿
海
的
地
層
下
陷
區
域
，
中
央
與
地
方
應
充
分
溝
通
，
尋

求
替
代
經
濟
方
案
，
建
立
水
權
制
度
、
加
強
宣
導
、
嚴
格
執
法
，
加
強
抽
水
量
管
制
、
取
締
非
法
水
井

，
使
地
層
下
陷
區
域
不
再
擴
大
。

ω
就
防
災
與
救
災
觀
點
，
檢
討
規
劃
各
水
利
相
關
主
管
單
位
與
各
級
政
府
在
防
洪
救
災
工
作
中
的
分
工
與

合
作
方
式
，
各
級
政
府
與
單
位
按
災
害
等
級
估
計
所
需
非
屬
常
備
的
救
災
人
力
與
物
力
，
事
前
掌
握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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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應
變
預
備
資
源
的
資
訊
，
於
災
害
發
生
時
相
互
支
援

。

川圳
合
理
提
高
水
利
工
程
用
地
補
償
標
準
'
並
徵
收
防
洪
受
益
費
，
補
償
土
地
劃
在
堤
線
內
、
外
價
值
差
異

地
主
的
損
失
，
以
符
合
公
平
原
則
，
使
防
洪
排
水
工
程
能
順
利
推
動

。

土
地
取
得
為
現
今
水
利
工
程
推

動
的
最
大
問
題
，
此
坎
賀
伯
颱
風
水
災
發
生
地
區
皆
與
工
程
用
地
未
取
得
或
延
誤
取
得
，
而
推
遲
堤
防

或
抽
水
站
之
興
建
有
關

。

叫
推
動
洪
水
平
原
土
地
分
區
、
土
地
利
用
管
制
與
水
災
保
險
等
，
增
加
居
民
對
區
域
潛
在
淹
水
危
險
性
的

瞭
解
;
並
依
照
水
利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開
徵
水
權
費
、
河
工
費
與
防
洪
受
益
費
，
開
闢
財
源
減
輕
政
府
負

擔
，
並
加
速
推
動
新
的
水
利
工
程

。

川W河
川
結
構
物
與
水
利
工
程
計
畫
推
動
時
應
增
加
防
災
整
體
概
念

。

民
國
人
十
三
年
八

二
一
水
災
，
造
成

岡
山
鎮
嚴
重
淹
水
，
淹
水
主
要
原
因
除
了
降
雨
量
大
和
以
上
提
到
的
橋
孔
斷
面
不
足
以
外
，
阿
公
店
溪

河
川
拓
寬
與
堤
防
擴
建
工
程
，
在
新
舊
前
洲
橋
下
游
土
地
因
為
地
主
抗
議
土
地
徵
收
費
太
低
，
無
法
取

得
土
地
，
乃
先
整
治
前
洲
橋
上
游
河
段
，
八

一
二
水
災
時
，
阿
公
店
溪
在
前
洲
橋
上
游
排
水
效
率
高
，

快
速
集
中
至
岡
山
鎮
的
前
洲
橋
前
，
遇
到
前
洲
橋
橋
孔
下
棄
置
廢
土
與
巨
型
漂
浮
鐵
箱
造
成
的
瓶
頸
，

以
及
前
洲
橋
下
游
河
川
排
水
效
率
低
的
限
制
，
便
在
前
洲
橋
上
游
的
岡
山
鎮
與
高
速
公
路
造
成
積
水

。

河
川
整
治
宜
由
下
游
開
始
逐
漸
向
上
游
推
動
改
善

。

此
外
，
前
面
提
到
的
頭
前
溪
大
橋
與
鐵
路
橋
河
川

保
護
工
程
，
亦
缺
乏
防
災
整
體
觀
念

。

的
橋
樑
護
床
工
等
治
標
工
程
結
構
物
應
加
強
專
業
設
計
與
整
體
考
慮
能
力

。

整
體
考
慮
的
橋
樑
護
床
工
程

除
拋
石
、
設
蛇
籠
、
建
潛
堪
外
，
應
再
增
加
上
游
護
岸
、
丁
壩
、
潛
堪
延
伸
進
人
高
灘
地
與
加
長
潛
堪

下
游
護
坦
保
護
等
設
計
;
但
最
重
要
的
，
是
必
須
容
許
足
夠
大
的
橫
斷
面
讓
洪
水
通
過
，
避
免
通
過
斷

面
太
小
，
在
局
部
區
域
嚴
重
刷
深
，
危
及
橋
敬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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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伯
颱
風
過
境
台
灣
帶
來
重
大
災
害
，
顯
示
了

三
項
事
實
，
吾
人
應
特
別
警
惕
.. 

ω
台
灣
是
一

個
容
易

發
生
重
大
天
然
災
害
的
地
芳

;
ω
台
灣
的
土
地
與
資
源
開
發
利
用
已
超
過
自
然
能
達
成
的
平
衡
狀
態
，
造
成

的
許
多
問
題
正
逐
漸
浮
現
與
擴
大

;
ω
政
府
與
人
民
對
於
以
上
兩
狀
況
仍
然
認
知
與
準
備
不
足

。

經
濟
學
家

舒
馬
克
說
.. 

「
聰
明
的
人
解
決
問
題
，
但
真
正
的
天
才
卻
避
開
問
題
，
因
為
預
防
要
比
治
療
來
得
容
易
及
便

宜
」
。

洪
水
災
害
防
範
與
地
層
下
陷
防
治
就
是
「
預
防
要
比
治
療
來
得
容
易
及
便
宜
」
最
好
的
例
子
，
因
為

洪
水

一
旦
成
災
便
損
失
慘
重
;
地
屑

一
旦
下
陷
便
無
法
再
恢
復
。

洪
水
災
害
的
防
治
，
九
分
靠
平
時
準
備
，

有
以
待
之
，

一
分
還
要
靠
災
害
來
臨
時
處
置
與
應
變

。

台
灣
地
區
的
防
洪
工
程
在
大
部
份
區
域
已
經
完
成
或

接
近
完
成
，
未
來
的
主
要
工
作
重
點
，
將
是
在
於
軟
體
技
術
的
開
發
，
包
括

.. 

ω
防
救
災
分
工

與
合
作
體
系

的
設
計
與
執
行
，
ω
降
雨
和
洪
水
遙
測
與
數
值
量
化
預
報
技
術
的
發
展
，
以
及

ω
洪
水
預
報
結
果
經
電
子
媒

體
廣
播
有
效
傳
達
等

三
方
面
。

河
川
災
害
因
為
近
年
來
河
川
砂
石
的
超
量
採
挖
，
造
成
河
床
下
降
，
此

一
問

題
正
逐
漸
浮
上
台
面
，
成
為
新
的
問
題
，
政
府
應
由
短
期
的
治
標
方
法
|
鞏
固
河
床
與
橋
敬
基
礎
;
以
及
長

期
的
治
本
方
法
|

規
劃
管
制
採
砂
石
量
，
使
河
床
趨
於
穩
定
等
兩
方
面
著
手

。

美
國
總
統
柯
林
頓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密
西
西
比
河
流
域
大
洪
水
過
後
說
.. 

「
一
切
我
們
能
做
的
都
做
了
」
'
吉
下
之
意
為
該
吹

水
災
完
全
是

超
越
工
程
設
計
與
人
力
控
制
範
圍
的
天
然
災
害

。

願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
發
生
大
型
天
然
災
害
時
，
我
們
政
府

的
領
導
人
也
可
發
此
豪
語

。

海
山
芹
災
害

根
據
四
|
二
節
所
討
論
本
改
災
害
之
成
因
，
其
改
善
之
對
策
首
要
在
於
地
層
下
陷
區
域
之
復
育
與
地
下

水
抽
取
之
管
制

。

慮
，
由
政
府
相
關
崗
位
針
對
地
層
下
陷
區
域
擬
定
合
宜
之
復
育
計
畫
，
輔
導
當
地
居
民
改
變

魚
扭
養
瘟
方
式
或
改
探
近
海
養
撞
，
並
嚴
格
管
制
地
下
水
之
超
限
抽
取
，
以
避
免
地
層
下
陷
之
加
速
惡
化

。



而
於
公
共
工
程
建
設
之
補
救
方
面
應
加
以
之
規
劃
考
量

。

由
於
地
層
下
陷
即
使
於
地
下
水
停
止
抽
取

後
，
仍
將
因
地
層
內
剩
餘
孔
隙
水
壓
之
排
除
而
持
續
下
陷
至
壓
密
完
成
為
止

。

故
在
工
程
設
計
上
，
應
納
人

考
慮
未
來
仍
可
能
發
生
之
下
陷
量
，
及
其
於
工
程
建
設
之
影
響

。

而
於
其
他
各
相
關
項
目
之
檢
討
與
建
議
分

別
討
論
如
下
。

L

全
面
測
量
沿
海
海
岸
地
形

河
堤
整
治
需
河
川
縱
橫
斷
面
資
料
做
為
流
量
、
水
位
計
算
及
設
計
河
寬
及
堤
防
之
依
據
，
同
樣
海
岸

保
護
及
災
害
防
治
亦
需
有
海
岸
地
形
水
深
資
料
做
為
研
究
、
規
劃
、
設
計
之
基
本
資
料
，
但
全
省
除
新
生

地
開
發
單
位
因
其
需
要
測
量
之
海
岸
地
形
資
料
外
幾
全
欠
缺

。

於
此
情
況
下
如
何
能
做
出
合
理
、
安
全
之

海
岸
防
災
工
程
規
劃
與
設
計

。

政
府
必
需
下
定
決
心
投
入
資
金
引
進
新
進
測
量
技
術
'
做
全
面
性
海
岸
測

量
，
建
立
此
最
基
本
資
料
庫

。

7 

L

加
強
海
象
觀
測
設
施

目
前
中
央
氣
象
局
有
四
站
測
披
站
，
長
期
觀
測
深
海
波
浪
，
但
淺
海
波
浪
則
無
人
觀
測
。

潮
位
站
集

中
於
中
西
部
海
岸
開
發
區
，
北
部
及
東
部
極
少

。

此
等
測
站
又
常
停
測
，
長
期
不
缺
測
完
整
之
資
料
甚
少

，
因
此
無
法
做
為
統
計
分
析
之
依
據
，
除
應
加
設
測
站
外
亦
應
加
強
現
有
測
站
設
備
。

有
完
整
之
波
浪
及

潮
位
資
料
，
才
能
做
合
理
而
安
全
之
海
岸
工
程
設
計
，
其
理
與
河
川
設
計
需
有
雨
量
、
水
位
及
流
量
資
料

相
同
，
不
待
贅
述

。

115 

L

全
面
轍
討
海
堤
安
全
、
提
高
設
計
轉
車
、
提
出
完
整
之
整
建
規
創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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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省
海
堤
大
部
份
於
民
六

0
年
代
興
建
，
一
則
因
財
政
措
掘
無
法
採
用
較
高
標
準
，
因
陋
就
簡
多

採
用
砌
卵
石
或
混
凝
土
層
堤
面
;

二
則
當
時
無
波
浪
資
料
僅
有
數
站
潮
位
站
更
無
海
深
資
料
，
且
海
岸
工

程
起
始
不
久
，
僅
依
推
算
及
經
驗
設
計
難
免
欠
周
，
在
推
估
溯
升
及
越
披
量
時
尚
無
不
規
則
波
機
率
觀
念

，
且
當
時
經
濟
尚
未
十
分
發
達
，
安
全
要
求
不
如
今
日
之
高
，
亦
無
地
層
下
陷
問
題

。

今
日
己
過
二
O
餘

年
社
會
經
濟
及
地
理
環
境
已
大
為
改
變
，
故
應
依
新
環
境
重
訂
設
計
標
準
'
採
用
更
安
全
高
品
質
之
海
堤

，
更
需
配
合
休
閒
景
觀
採
用
軟
性
工
法
，
才
不
致
於
防
潮
卻
引
起
海
岸
侵
蝕
破
壞
景
觀
。

全
省
海
堤
應
以

-
0
0
年
頻
率
之
暴
潮
及
波
浪
重
新
核
算
提
出
完
整
之
整
建
規
劃
方
案
矯
正
目
前
海
堤
修
建
完
全
為
民
代

左
右
之
無
政
策
作
風
。

a

仇
加
強
海
岸
防
民
研
究
，
建

過
去
海
岸
工
程
之
研
究
偏
重
於
開
發
建
設
面
，
有
關
防
災
方
面
之
研
究
未
予
十
分
重
視

。

相
較
於
地

震
及
洪
災
之
損
害
範
圍
及
頻
率
，
台
灣
海
岸
災
害
均
更
嚴
重
但
未
被
合
理
重
視

。

不
論
經
費
及
人
力
之
技

人
均
應
調
整
，
能
做
好
防
災
才
能
確
保
生
命
財
產
與
經
濟
建
設

。

海
岸
防
災
需
先
從
披
浪
及
暴
潮
預
測
著

手
，
由
於
西
海
岸
地
形
複
雜
，
建
立
準
確
之
預
測
模
式
較
難
，
相
關
單
位
應
鼓
勵
學
者
投
入
研
究
，
開
發

信
賴
度
高
之
即
時
預
測
模
式
並
建
立
作
業
程
序
，
才
能
及
早
提
出
警
報
防
範
予
未
然
，
減
輕
或
避
免
災
害

。

海
岸
災
害
近
幾
年
幾
乎
年
年
發
生
，
但
迄
無
防
災
組
織
與
應
變
措
施
，
有
待
加
強

。

L

掛
﹒
水
講
出
海
口
附
近
洞
堤
視
岡
海
岸
提
高
設

由
於
排
水
溝
波
浪
仍
能
侵
入
，
且
地
形
凹
人
更
易
產
生
波
浪
集
中
，
波
力
可
能
更
比
海
堤
大
，
其
堤
防

理
應
較
海
堤
堅
固
才
安
全
，
但
目
前
卻
被
視
同
河
堤
之
延
續
處
理
，
以
致
損
毀
處
處
，
成
為
育
點
，



改
善
。

同
時
海
堤
堤
線
凹
凸
處
波
浪
易
集
中
，
堤
防
強
度
必
需
加
強

。

'，仇

全
面
檢
討
撤
港
攝
頭
高
程
，
防
止
海
水
自

撤
港
灌
入

漁
港
碼
頭
為
方
便
漁
貨
裝
卸
通
常
不
採
用
高
高
程
之
設
計
，
過
去
無
地
層
下
陷
故
能
相
安
無
事

，

但
近

因
地
層
下
陷
而
使
碼
頭
高
程
降
低
，

一
遇
颱
風
暴
潮
即
溢
過
碼
頭
流
人
四
周
，
成
為
海
水
倒
灌
之
大
缺
口

，
嚴
重
者
高
潮
即
會
淹
水

。

如
何
求
得
兼
顧
漁
貨
裝
卸
方
便
又
可
防
止
海
水
倒
灌
之
高
程
應
請
其
主
管
單

位
檢
討
予
以
必
要
之
整
建

。

1

保
護
海
灘
、
砂
丘
禁
止
檀
自

利
用

海
灘
為
自
然
消
波
結
構
，
砂
丘
為
防
止
波
浪
及
潮
水
人
侵
之
自
然
防
禦
工
程
，
但
台
灣
砂
丘
已
普
遍
遭

受
破
壞
非
法
利
用
，
砂
灘
亦
未
經
許
可
擅
建
建
物
，
以
致
破
壞
海
岸
安
定
，
應
以
公
權
力
撤
除
，
並
予
施

工
者
及
地
方
政
府
首
長
嚴
重
處
罰
，
防
止
再
發
生

。

目
前
不
僅
茄
葦
鄉
有
此
未
經
許
可
之
建
物
，
沿
海
鄉

村
之
海
水
浴
場
亦
有
未
經
許
可
之
建
物
與
利
用

。

水
利
局
應
加
取
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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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海
岸
開
發
海

岸
保
護
與
防
災

此
吹
海
堤
損
毀
地
點
發
生
在
新
生
地
開
發
區
之
風
下
側
，
也
許
破
壞
原
因
非
全
因
凸
出
海
岸
線
之
開
發

區
所
引
起
波
浪
之
繞
射
所
導
致
之
波
浪
集
中
或
流
場
改
變
所
引
起
但
不
無
關
係
'
亦
有
因
開
發
工
程
施
工

引
起
之
海
水
溢
淹

。

此
後
海
岸
開
發
工
程
應
對
其
周
邊
海
岸
之
安
定
、
排
水
功
能
之
影
響
及
結
構
物
安
全

加
予
充
份
之
考
慮
採
取
必
要
之
減
緩
措
施

。

dr F

M 



• 

。
何
規
割
建
立
整
體
性
之
區
域
揖
水
設
施

中
南
部
潰
海
鄉
村
地
層
多
已
下
陷
至

O
B
地
帶
，
倘
有
大
潮
或
暴
潮
即
發
生
海
水
倒
灌
溢
淹
社
區

。

由

於
地
層
已
全
面
下
況
，
僅
加
高
排
水
溝
堤
防
或
靠
防
潮
間
，
即
使
能
防
止
海
水
人
侵
亦
無
法
排
除
內
水
淤

積
，
抽
水
亦
難
應
付
大
量
積
水
之
排
洩
'
低
撞
地
區
洪
氾
不
斷
民
不
聊
生
，
應
儘
速
研
擬
防
治
對
策

。

荷

蘭
沿
海
亦
多
O
S
地
帶
，
多
依
賴
抽
水
措
施
及
大
型
防
潮
間

(2
日
5
5
2

月

)及
綿
密
之
排
水
系
統
克
服
海

水
倒
灌
值
得
借
鏡
。

仿
此
於
社
區
四
周
興
建
堤
防
，
再
於
內
側
開
挖
溝
渠
蓄
聚
溢
人
海
水
，
配
予
大
型
抽

水
措
施
抽
水
人
海
也
許
是
方
法
之

一
。
應
集
思
廣
益
設
計
可
行
之
對
策

。

肌
公
共
工
程
設
施
應
妥
善
加
以
管
理
及
維
護

本
改
災
害
中
部
份
肇
因
於
堤
防
老
舊
疏
於
維
護
，
及
閉
門
未
加
以
妥
善
管
理
，
使
得
閉
門
未
能
及
時
關

閱
或
因
遭
到
破
壞
而
不
能
關
閉
，
因
而
導
致
淹
水

。

有
完
善
的
公
共
工
程
設
施
若
無
適
當
的
維
護
與
管
理

則
仍
不
能
發
揮
應
有
的
功
能

。

比
創
設
海
岸
且
都
潮
溢
淹
區
，
建
立
建
管
及
保
險
制
度

為
防
止
洪
水
及
暴
潮
災
害
，
國
外
都
有
建
立
建
築
物
後
退
線
，
並
劃
定
溢
淹
區
限
制
建
築
物
型
式
及
密

度
，
並
依
淹
水
頻
率
建
立
災
害
保
險
制
度
，
俾
減
少
人
民
損
失
，
值
得
效
仿
引
進

。

土
石
流
災
害

L

士
石
流
防
樂
觀
念
與
目
前
施
行
程
度
﹒
.

於
四
|
三
節
中
，
我
們
已
將
此
故
土
石
流
之
災
害
與
其
原
因
做
了
說
明
，
接
下
來
要
考
慮
任
何
補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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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道
前
，
先
要
對
土
石
流
之
防
災
救
災
的
芳
法
有

一
暸
解
。

當
然
根
本
的
辦
法
是
做
好
水
土
保
持
，
但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要
達
到
整
治
之
效
果
，
其
整
治
之
面
積
太
大
，
不
但
難
以
做
到
，
同
時
所
耗
之
經
費
將
非
常

可
觀
。

目
前
內
研
究
學
者
與
事
業
單
位
均
同
意
之
土
石
流
防
災
架
構

。

以
下
則
以
陳
有
蘭
漢
做
一
簡
介

。

若
要
防
治
土
石
流
災
害
，
首
先
得
沿
溪
做
一
溪
流
調
查
，
按
其
集
水
區
大
小
、
地
質
狀
況
、
坡
度
與

居
民
訪
談
之
結
果
，
畫
出
危
險
區
域

。

若
該
區
無
人
居
住
，
只
有
道
路
通
過
，
則
考
慮
對
道
路
、
橋
樑
及

涵
洞
重
新
規
劃
設
計
或
建
導
引
工
將
土
石
流
引
走

。

若
上
述
各
法
均
不
適
合
，
則
設
立
道
路
預
警
系
統
，

以
防
止
土
石
流
衝
下
來
危
及
路
上
之
車
輛
及
行
人

。

若
有
人
民
居
住
，
則
視
居
民
人
數
多
寡
，
人
數
少
的

考
慮
遷
村
，
人
數
多
的
則
考
慮
在
土
石
流
危
險
溪
流
上
游
築
壩
，
以
保
護
下
游

。

同
時
危
險
溪
流
下
方
沿

岸
也
要
劃
出
危
險
地
區
，
在
危
險
區
內
之
房
屋
要
加
強

。

最
後
在
上
游
設
預
警
系
統
，
使
下
游
之
生
命
不

受
威
脅
。

目
前
在
這
整
個
觀
念
中
己
經
開
始
執
行
的
是
土
石
流
危
險
溪
流
之
決
定
，
農
委
會
已
於
八
十
四
年
公

佈
了
全
省
土
石
流
危
驗
溪
流
之
分
佈
圖
，
其
中
台
東
縣
有

一
-
0
條
危
險
溪
流
居
首
，
而
花
蓮
縣
有
七
十

七
條
居
坎
，
其
故
便
是
南
投
縣
有
六
十
四
條

。

此
故
颱
風
圖
中
有
標
示
之
危
險
溪
流
均
有
土
石
流
發
生

。

但
這
些
危
險
溪
流
均
是
過
去
發
生
過
土
石
流
之
危
險
溪
流
，
此
吹
陳
有
蘭
溪
沿
岸
有
些
地
方
是
過
去
未
發

生
過
土
石
流
但
有
發
生
崩
塌
的
，
因
此
在
該
資
料
之
使
用
上

一
定
要
小
心
。

而
土
石
流
之
預
警
系
統
也
由
農
委
會
首
建
於
花
蓮
縣
銅
門
村
，
施
行
後
頗
有
成
效
，
故
計
畫
推
廣
到

其
他
地
方
。

而
防
治
方
法

一
般
以
築
攔
砂
壩
為
主
，
林
務
局
每
年
都
花
大
筆
經
費
在
整
治
上
，
也
建
了
許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壩
型
，
也
收
到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功
效
，
例
如
此
吹
之
豐
丘
，
就
因
前
改
所
築
攔
砂
壩
而
減

輕
了
下
游
之
土
石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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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石
就
防
治

ω
此
故
有

一
大
部
份
災
害
來
自
道
路
橋
樑
之
設
計
未
考
慮
土
石
流
，
故
位
於
土
石
危
險
溪
流
上
之
所
有
橋

樑
與
道
路
排
水
箱
涵
設
計
等
應
重
新
規
劃
改
進

。

例
如
將
箱
、
涵
尺
寸
加
大
讓
土
石
流
流
過
，
並
加

一
向

漠
之
坡
度
。

若
不
加
大
，
則
於
路
面
建

一
向
溪
側
之
斜
度
，
則
土
石
流
一
旦
溫
流
，
不
會
沿
路
流
人
鄉

村
中
，
而
是
流
下
溪
去
，
而
對
重
要
路
段
可
建
假
隧
道
，
將
土
石
流
引
導
越
過
道
路
。

同
時
為
防
止
土

石
流
向
下
衝
的
力
量
，
在
道
路
涵
洞
向
上
游
約

5
O
E
可
設

一
小
型
攔
砂
壩
或
梳
子
壩
，
將
巨
石
攔
阻

，
使
土
石
流
速
度
降
低
，
以
便
流
過
涵
洞
，
排
水
溝
渠
儘
量
避
免
轉
大
彎
，
同
時
嚴
格
禁
止
其
上
之
任

何
建
築
物
。

至
於
橋
樑
，
則
得
先
將
橋
高
拉
高
，
並
在
面
對
土
石
流
之
方
向
加
強
其
耐
撞
與
耐
磨
度
之
保
護
，
同
時

橋
之
側
牆
，

一
律
採
透
水
式
，
若
土
石
流
在
此
堆
積
，
它
不
會
將
橋
樑
頂
斷
，
而
是
產
生
溫
流
，
如
此

要
搶
救
方
便
很
多
。

同
時
在
土
石
流
危
險
溪
流
上
之
橋
樑
儘
量
採
取
大
跨
距
或
拱
橋
，
如
此
可
防
止
對

橋
顧
不
利
之
因
素
，
影
響
橋
之
安
全

。

同
時
亦
可
於
現
有
之
橋
樑
前
方
切
。
。
目
處
加
置
梳
子
壩
，
一
方

面
攔
阻
土
石
流
之
大
石
子
，

一
方
面
使
土
石
提
早
堆
積
，
要
注
意
不
能
太
接
近
橋
，
以
兔
堆
積
過
高
之

二
吹
土
石
流
影
響
橋
樑
。

當
然
亦
可
於
橋
前
芳
建

一
陡
坡
，
使
土
石
流
在
此
為
加
速
，
波
高
將
不
昇
反

降
，
如
此
橋
樑
即
無
危
險

。

ω
儘
速
完
成
土
石
流
危
險
溪
流
附
近
危
險
區
之
劃
分
，
並
加
強
宣
導
，
以
達
限
制
使
用
，
加
強
危
機
意
識

與
危
機
處
理
之
目
的

。

而
單
單
之
公
佈
危
險
溪
流
，
又
可
能
造
成
人
民
之
恐
慌
與
抱
怨

(
如
地
價
下
跌
、
限
制
開
發
等

)
必
需

配
合
實
地
之
變
化
，
不
斷
利
用
電
子
之
媒
介
來
宣
導

。

例
如
神
木
村
上
游
仍
有
厚
達
皂
白
之
堆
積
層
，

下
吹
暴
雨
時
非
常
可
能
又
有
大
量
土
石
流
發
生
，
此
時
立
刻
改
變
此
區
之
危
險
區
劃
分
，
將
神
木
村
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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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為
高
危
險
區

。

同
時
對
該
危
險
區
域
配
以
下
述
之
幾
項
措
施
之
其
中

一
項
，
而
危
險
溪
流
旁
危
險
區

之
劃
分
尤
其
要
配
合
各
項
說
明

。

例
如
危
險
區
之
決
定
方
法
、
其
準
確
度
及
政
府
之
所
有
配
合
措
施

。

ω
於
危
險
區
上
游
建
壩
並
加
置
預
警
系
統
同
時
設
置
定
期
之
觀
察
記
錄
，
以
便
下
游
居
民
之
生
命
財
產
損

失
減
到
最
小

o

建
壩
時
可
視
下
游
之
情
況
做
不
同
程
度
之
防
治

。

例
如
下
游
若
無
居
民
亦
無
道
路
，
則
唯

一
要
防
止
的
是
土
石
衝
到
對
岸
影
響
對
岸
之
道
路
，
則
防
治
之

法
只
是
要
讓
土
石
流
儘
快
停
下
來
，
因
此

一
個
寬
梳
子
壩
即
可
，
細
料
流
人
河
中
自
然
會
被
帶
走

。

而

下
游
若
有
道
路
與
居
民
，
則
可
視
允
許
開
發
程
度
來
防
治

。

防
治
目
的
在
於
土
石
流
發
生
後
能
將
地
形

改
變
為
堆
積
段
以
做
為
下
故

土
石
流
之
保
護
。

川
圳限
制
該
地
區
未
發
生
土
石
流
區
域
之
開
墾
'
並
對
已
被
破
壞
之
地
區
進
行
復
建
，
包
括
造
林
與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此
部
份
之
工
作
相
當
困
難
，
需
大

量
之
經
費
與
長
期
進
行
，
而
新
造
之
樹
林
又
不
如
原
始
林

，
故

一
切
應
以
不
再
擴
大
開
發
為
優
先

。

叫
國
科
會
應
將
災
區
選

一
塊
做
為
土
石
流
教
學
區
，
以
促
進

一
般
民
眾
對
土
石
流
之
瞭
解
，
並
推
動
土
石

流
研
究
之
進
行
，
同
時
大
力
推
動
上
述

ω
l
ω
之
相
關
研
究
。

川W
建
立
以
縣
級
為
單
位
之
土
石
流
防
災
中
心
，
將
全
縣
之
土
石
流
預
警
與
通
報
網
建

立
起
來
，
如
此
防
災

中
心
才
能
知
道
何
處
可
能
會
有
土
石
流
發
生
，
並
採
取
適
當
之
疏
散
與
搶
救
工
作

。

但
這
份
工
作
得
結

合
許
多
單
位
，
首
先
建

立
起
雨
量
預
報
網
，
再
來
對
該
縣
之
危
險
區
土
石
流
發
生
條
件
與
範
圍
重
新
調

杏
丁
再
來
則
為
疏
散
或
救
災
之
建
議
與
相
關
之
電
腦
輔
助
軟
體
之
建
立
，
完
成
之
後
土
石
流
災
害
才
能

得
到
及
時
之
預

警
與
擒
救
。

7 



'1 122 

山
地
社
經
結
構
及
相
關
政
策
應
予
以

當
調
整

底
改
革

未
能
充
分
照
顧
林
農
的
結
果
，
是
大
多
山
地
林
農
不
是
將
土
地
轉
租
出
去
，
就
是
違
法
超
限
利
用
;

林
農
不
願
意
長
期
造
林
，
而
以
多
種
作
物
將
土
地
反
覆
耕
墾
'
乃
是
受
到
經
濟
收
入
的
影
響
;
在
缺
乏
經

濟
誘
因
之
情
形
下
，
要
能
夠
連
到
森
林
保
育
的
長
期
目
標
只
是
空
談

。

因
此
，
除
了
從
主
管
機
關
的
角
度

進
行
思
考
外
，
向
要
擬
訂
農
林
亦
可
接
受
的
方
案
，
才
能
使
造
林
業
務
得
以
落
實

。

例
如
，
考
慮
訂
定
「

依
材
積
量
增
加
補
助
」
的
辦
法
，
而
且
必
須
衡
量
約
略
等
同
檳
榔
等
經
濟
作
物
之
收
益
，
以
及
依
材
積
量

增
加
補
助
的
比
例
至
少
應
該
達
到
別
%

(
依
六
年
農
地
造
林
金
額
為
準

)
之
情
形
下
，
才
能
具
備
種
的
越

久
、
領
的
越
多
的
誘
因
，
來
提
高
林
農
的
意
願
，
進
而
達
到
長
期
造
林
的
目
標

。

將

山
制
度

由
於
經
濟
壓
力
的
因
素
，
使
得
近
十
年
來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被
大
量
開
發
，
不
論
是
由
原
住
民
本
身
，

或
租
由
平
地
移
民
進
行
開
墾
'
這
些
開
發
行
為
都
使
得
原
已
為
社
會
弱
勢
階
層
的
原
住
民
既
是
土
地
的
加

害
者
亦
是
受
害
者

。

而
過
去
由
於
山
地
部
落
經
濟
嚴
重
崩
潰
，
許
多
青
壯
的
原
住
民
不
得
不
流
人
都
市
，

內
以
獲
取
較
好
的
經
濟
來
源

。

但
如
今
都
市
地
區
因
為
外
籍
勞
工
的
引
進
，
原
住
民
過
去
賴
以
為
生
的
體

力
勞
動
收
人
消
失
，
以
致
不
少
青
壯
人
口
又
回
流
山
地
部
落
，
導
致
這
些
人
叉
開
始
被
迫
大
規
模
開
墾
其

擁
有
的
保
留
地
，
這
不
僅
容
易
造
成
水
土
流
失
，
也
威
脅
自
身
部
落
安
全

。

事
實
上
原
住
民
因
生
活
經
驗
，
對
於
土
地
的
感
覺
與
情
懷
應
有
更
切
身
的
體
認
;
因
此
如
何
設
計
可

行
之
制
度
，
將
巡
山
工
作
與
山
區
公
共
工
程
的
維
護
交
由
原
住
民
負
責
，
以
結
合
森
林
保
育
工
作
與
原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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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經
濟
的
確
保
，
應
該
是
林
務
單
位
可
以
努
力
而
且
達
到
環
境
保
護
目
的
的
方
向

。

2

山
整
合

內
森
林
面
積
有
限
，
但
森
林
主
管
單
位
可
以
說
多
頭
馬
車
，
包
括
農
政
系
統
的
台
灣
省
林
務
局
與

台
灣
省
林
業
試
驗
所
、
退
輔
會
森
林
開
發
處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所
轄
的
國
家
公
園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實
驗

林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實
驗
林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等
單
位
都
有
大
面
積
的
林
區
，
各
單
位
的
森
林
管
理
步
調

往
往
不

一
致
，
有
的
以
稜
線
為
界
即
呈
現
不
同
之
管
理
方
法
，
有
的
管
理
區
域
重
疊
，
意
見
也
不
同
，
更

因
為
單
位
任
務
的
差
異
，
使
得
相
同
的
法
規
與
行
政
命
令
，
在
不
同
單
位
下
有
不
同
的
詮
釋

。

雖
然
是
相
當
龐
大
之
政
府
改
造
工
程
，
但
以
台
灣
島
的
面
積
只
是

S
O
C
O
T
EN
的
狀
況
，
林
務
單
位

實
有
整
合
之
必
要
;
而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也
於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三
日
舉
辦
「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自
然
保
育
職
權

重
劃
之
研
究
」
期
末
報
告
，
並
在
其
中
提
及
「
退
輔
會
森
林
開
發
處
」
有
其
併
人
農
委
會
之
必
要
，
原
因

是
自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以
來
，
國
內
最
大
林
務
單
位
之
省
林
務
局
已
改
制
為
公
務
單
位
，
以
公
務
預
算
從
事

森
林
保
育
經
營
，
但
「
森
林
開
發
處
」
至
今
仍
為
「
事
業
單
位
」
，
而
且
退
輔
會
「
森
林
開
發
處
」
因
其

名
稱
、
任
務
性
質
與
管
理
區
域
，
與
森
林
保
育
不
甚
相
符
，
且
實
際
上
，
例
如
其
目
前
所
轄
之
宜
蘭
棲
蘭

與
台
中
大
甲
兩
大
事
業
區
均
為
重
要
環
境
敏
感
區
上
游
，
又
為
天
然
林
的
狀
況
下
，
尚
繼
續
進
行
伐
木
以

及
「
殘
材
處
理
」
等
作
業
，
因
此
應
立
即
停
止
伐
木
作
業
，
以
符
合
森
林
保
育
的
政
策

。

加
之
不
久
之
前

曾
爆
發
盜
林
疑
案
，
顯
示
管
制
作
業
有
漏
洞
，
因
此
應
予
以
合
併
至
農
委
會

。

至
於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與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實
驗
林
之
森
林
管
理
部
份
，
因
部
份
地
區
發
展
森
林
遊
樂
事

業
，
或
經
營
租
地
造
林
方
式
者
，
似
有
違
反
當
初
學
術
研
究
之
國
有
林
班
土
地
撥
用
目
的
，
惟
兩
大
實
驗

林
乃
自
日
治
時
期
即
已
設
置
，
應
可
就
法
律
面
進
行
更
進

一
步
之
探
討
。

此
外
，
前
文
提
及
農
政
與
森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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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管
單
位
政
策

三
兀
化
之
問
題
，
似
可
就
土
地
所
有
權
與
行
政
管
理
分
開
處
理
，
使
實
驗
林
管
理
處
得
以

與
農
委
會
之
相
關
政
策
配
合
，
並
接
受
農
政
單
位
之
督
導
，
以
利
統
籌
相
關
政
策
與
預
算
編
列
，
進
而
整

合
全
之
林
業
管
理
機
構

。

深
林
務
員
工
口
述
歷
史
，
以
保
留
造
林
捕
，
並
改
善
工
作
悔
件
，
提
昇
員
工
士
氣

。

除
行
政
機
構
之
重
整
外
，
由
於
台
灣
山
區
陡
峭
'
隔
離
情
形
嚴
重
，
各
山
區
微
環
境
具
有
相
當
的
多

樣
性
，
因
此
未
來
進
行
森
林
復
育
時
，
第

一
線
林
業
從
業
人
員
之
經
驗
彌
足
珍
貴

。

事
實
上
部
份
自
日
治

時
期
以
來
從
事
伐
木
、
造
林
、
巡
山
之
林
務
局
基
層
員
工
仍
尚
在
人
間
，
林
務
局
卻
疏
於
遍
訪
基
層
經
驗

，
使
得
百
年
來
台
灣
山
林
經
驗
隨
時
有
斷
絕
，
甚
至
消
失
之
虞

。

賀
伯
颱
風

一
方
面
檢
視
未
重
視
既
有
經

驗
，
而
導
致
災
害
嚴
重
發
生
的
事
實
，
另

一
方
面
也
提
醒
我
們
，
要
能
成
功
復
育
森
林
與
水
土
，
必
須
借

重
基
層
林
務
人
員
之
經
驗
，
亦
即
林
務
局
應
立
即
進
行
全
面
性
之
有
關
造
林
與
生
態
環
境
口
述
歷
史
記
錄

，
以
留
下
山
林
工
作
的
經
驗
與
智
慧
結
晶

。

此
外
，
以
國
外
林
務
單
位
而

言
間
，
其
負
責
造
林
之
基
層
人
數
所
獲
得
之
待
過
甚
佳
，
而
台
灣
林
務
基

層
員
工
竟
連
最
基
本
山
區
防
護
所
需
之
個
人
裝
備
、
通
訊
裝
備
、
消
防
裝
備
均
付
之
闕
如
，
且
每
人
卻
平

均
要
巡
視
侶
。
。
公
頃
之
林
班
地
，
如
此
狀
況
如
何
能
提
振
士
氣
與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
此
類
問
題
不
解
決
，

將
永
遠
是
落
實
林
政
的
重
大
障
礙
，
即
使
有
了
再
好
的
政
策
亦
屬
枉
然

。

L

凍
結
山
區
之
閱
礦
行
為

除
農
墾
之
外
，
國
土
保
安
之
另

一
隱
憂
即
山
區
開
礦
的
問

。

此
吹
信
義
鄉
之
災
區
雖
無
因
礦
區
開

採
而
造
成
的
明
確
災
情
，
但
過
去
東
部
山
區
發
生
之
紅
葉
村
與
銅
門
村
的
土
石
流
災
變
，
就
為
上
游
礦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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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之
露
天
採
礦
所
造
成

。

在
颱
風
過
後
的
檢
討
中
，
由
於
過
去
礦
務
單
位
大
量
核
發
礦
權
，
導
致
台
灣
中
央

山
脈
每

一
座
山
畢
都
有
礦
權
設
定
的
重
大
環
境
潛
在
危
機
，
卻
從
未
被
提
起
，
實
是
令
人
搶
心
的
課
題

。

台
灣
陡
峭
的
地
理
條
件
本
來
就
不
宜
發
展
礦
業
，
尤
其
是
露
天
開
採
的
礦
業
，
極
為
容
易
造
成
表
層

植
被
與
土
壤
的
破
壞
相
當
難
以
復
原
，
這
種
開
發
方
式
比
起
種
植
檳
榔
更
為
危
險

。

過
去
林
務
局
與
礦
業

單
位
長
期
以
來
就
為
了
國
有
林
班
地
開
礦
的
問
題
，
常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
尤
其
礦
主
往
往
是
地
芳
財
團
、

民
意
代
表
，
因
此
林
務
單
位
為
固
守
森
林
保
育
原
則
而
受
甚
大
之
壓
力

。

在
提
及
改
善
林
業
政
策
之
同
時

，
實
不
應
忽
略
礦
業
問
題
;
為
達
成
國
土
保
安
與
水
土
保
持
，
台
灣
必
須
及
早
逐
步
推
動
山
地
礦
區
的
封

閉
，
並
且
凍
結
礦
權
的
核
發

。

之
擬
訂
，
以
及
謹
慎
興
建
土
木
工
程

目
前
對
於
山
區
的
開
發
、
建
設
或
是
保
育
，
乃
是
依
林
業
、
森
林
保
育
、
非
都
市
土
地
或
是
水
土
保

持
等
許
多
相
關
法
規
，
進
行
全
國
共
通
性
的
管
理
或
規
範

。

然
而
如
前
所
述
，
每
一
山
區
都
有
其
特
殊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條
件
，
以
及
其
備
固
有
的
社
經
結
構
與
需
求
，
因
此
，
針
對
每

一
山
區
應
基
於
國
土
保
安
、

永
續
發
展
之
原
則
、
該
山
區
之
自
然
與
人
文
條
件
，
交
由
專
業
人
員
進
行
長
期
與
可
行
的
發
展
規
劃
'
以

做
日
後
土
地
使
用
、
保
護
或
開
發
等
的
決
策
基
礎
，
以
杜
絕
目
前
無
其
體
規
範
之
發
展
，
所
導
致
之
災
害

危
機
與
過
大
社
會
成
本
的
付
出

。

其
坎
，
道
路
工
程
、
攔
砂
壩
工
程
也
是
影
響
山
區
國
土
保
安
的
重
要
因

素
。

由
於
治
山
防
洪
的
需
要
，
省
水
土
保
持
局
在
全
台
各
地
地
圖
上
看
的
到
的
溪
流
大
致
都
興
建
了
攔
砂

壩
，
這
種
攔
砂
壩
或
攔
河
堪
工
程
平
時
具
有
攔
集
砂
土
的
功
能
，
但
在
山
洪
爆
發
時
，
部
份
設
計
或
施
工

不
良
、
維
護
管
理
不
佳
的
壩
體
，
就
會
發
生
瞬
間
決
堤
，
成
為
不
定
時
土
石
殺
手
的
可
能
;
曾
經
有
學
者

即
比
喻
攔
砂
壩
為
「
零
存
整
付
」
、
「
土
石
流
扳
機
」
'
因
此
謹
慎
而
避
免
濫
建
防
砂
壩
，
以
及
平
時
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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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管
理
，
應
是
不
必
多
吉
的
必
要
措
施
，
只
是
至
今
似
乎
仍
未
被
嚴
重
的
提
出
討
論

。

而
前
文
提
及
道
路

工
程
之
開
闢
往
往
其
有
擴
大
效
應
，
應
謹
慎
為
之
，
並
且
以
台
灣
道
路
工
程
開
闢
之
經
驗
，
施
工
單
位
往

往
將
大
量
棄
土
直
接
棄
置
邊
坡
之
上
，
導
致
路
基
失
去
植
被
覆
蓋
，
土
石
容
易
被
侵
蝕
流
失
，
而
且
這
些

大
量
棄
土
，
即
有
可
能
成
為
土
石
流
的
材
料
供
應
站

。

因
此
應
徹
底
改
進
其
施
工
方
式
，
並
應
儘
量
避
免

興
建
容
易
造
成
山
崩
落
石
或
土
石
流
之
橫
貫
公
路
，
以
兔
將
來
導
致
更
大
災
禍

。

防
災
體
系
改
進
建
議

L

防
民
與
災
害
預
警
部
鬥

ω
災
前
預
警
資
訊
傳
避
過
程
必
須
充
實
與
改
善
，
尤
其
對
於
偏
遠
地
區
之
傳
遞
更
為
迫
切

。

而
且
預
警
資

訊
必
須
口
語
化
，
避
免
過
多
專
業
術
語
而
造
成
民
眾
暸
解
之
隔
閔

。

ω
災
害
意
識
的
培
養
必
須
從
平
時
做
起
，
在
國
民
教
育
中
貫
徹
，
並
特
別
落
實
至
其
有
潛
在
災
害
危
險
性

、
過
災
則
容
易
隔
絕
之
社
區
。

ω
任
何
開
發
、
建
設
必
須
納
入
安
全
防
災
考
量

。

尤
其
以
山
坡
地
、
海
岸
、
濕
地
、
河
床
等
自
然
災
害
敏

感
地
區
，
應
首
先
納
入
執
行
對
象
地
區

。

ω
巡
山
員
、
水
土
保
持
員
、
林
班
查
報
員
、
災
情
調
查
員
應
予
以
適
當
擴
蝙
、
提
高
待
遇
，
並
可
考
慮
與

當
地
社
區
人
力
相
結
合
，
惟
如
何
強
化
其
專
業
技
能
與
確
實
執
法
的
決
心
，
是

一
重
要
的
課
題

。

L

救
災
與
緊
急
品
部
門

ω
各
單
元
地
區
，
尤
其
是
易
被
隔
絕
之
村
落
應
設
置
備
用
通
訊
網
路
，
其
至
少
包
含
無
線
電
基
地
台
與
緊

急
發
電
設
施
、
燃
油
等
設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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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儘
速
修
改
電
信
法
，
以
利
設
置
上
項
災
情
蒐
集
與
救
難
使
用
之
民
間
無
線
電
台

。

ω
配
合
災
害
防
救
方
案
，
各
級
地
方
政
府

(
含
縣
市
、
鄉
鎮
、
村

)
應
迅
速
建
置
不
同
規
模
之
基
本
災
害

搶
救
器
材
與
搶
救
人
力

。

叫
動
員
軍
隊
參
與
救
災
應
落
實
制
度
化
，
並
規
劃
可
行
之
操
作
流
程
;
同
時
應
配
置
必
備
裝
備

。

叫
衛
生
署
地
方
緊
急
醫
療
網
應
檢
討
其
實
際
可
行
性
，
尤
其
如
何
擴
及
山
區
等
不
易
接
近
之
社
區
，
為
日

後
首
須
改
善
的
要
項

。

川
圳應
儘
速
檢
討
民
間
救
難
組
織
與
資
源
，
如
何
參
與
或
納
入
決
策
與
行
動
的
可
行
方
案
或
制
度

。

3
.挺
挽
救
濟
之
措
施
與
系
統

的
救
援
物
資
之
確
保
與
派
送
系
統
應
體
制
化

﹒
-

a

應
檢
討
因
應
不
同
災
害
與
地
區
所
需
之
救
援
物
資
的
內
容
，
並
予
以
規
定

。

b

研
擬
救
援
物
資
的
前
存
、
取
得

(
樂
捐
、
調
配
... 

)
以
及
派
送
方
式
等
，
尤
其
最
基
本
的
緊
急
用
糧

、
飲
水
、
取
暖
物
質
等
之
前
存
等
應
有
規
範

。

c

救
援
物
資
的
分
配
應
建
立
公
開
公
平
之
辦
法
與
規
定
。

d

民
間
救
援
物
資
的
發
放
應
建
立
報
備
制
之
通
報
系
統

。

ω
救
濟
金
發
放
標
準
應
明
確
並
切
合
需
求
﹒
-

a

救
濟
金
旨
在
救
急
，
政
府
救
濟
金
發
放
標
準
應
依
民
眾
之
受
災
程
度

一
視
同
仁
，
不
應
因
受
災
戶
之

財
力
、
種
族
等
條
件
而
有
補
償
上
之
差
異

。

b

政
府
救
濟
金
之
發
放
時
間
、
發
放
方
式
應
有
更
明
確
之
規
定

。

c
民
間
救
濟
金
之
發
放
應
納
入
統
考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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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各
類
救
濟
金
與
勸
募
應
由
政
府
或
其
公
信
力
之
公
益
團
體
統
籌
與
監
督

。

ω
應
研
擬
民
間
救
災
體
系
之
建
立
，
例
如
救
災
義
工
之
募
集
、
登
記
、
組
織
、
行
動
辦
法
，
或
上
述
救
濟

金
、
救
濟
物
質
之
各
類
規
定
。

叫
行
政
組
織
應
有
應
變
災
害
之
彈
性
與
能
力
，
研
擬
提
高
授
權
度
與
範
圍
之
規
定
，
並
劃
分
出
平
時
組
織

與
分
工
與
災
時
組
織
與
分
工

。

ω
針
對
賀
伯
災
區
成
立
不
同
類
型

(
都
市
、
海
岸
、
山
區
等

)
之
防
救
災
實
驗
區
，
試
擬
應
變
救
災
計
畫

，
並
以
下
改
颱
風
(
較
大
規
模

)
為
實
驗
期
，
實
際
操
作
並
調
整
、
改
進
，
以
形
成
更
完
善
之
防
救

災
計
畫
。

A
h復
建
工
作
規
劃

復
建
要
讓
受
災
之
居
民
之
生
活
、
產
業
、
公
共
服
務
等
各
種
機
能
儘
速
恢
復
，
也
為
了
下

一
吹
的
防

災
預
先
準
備
，
因
此
如
何
協
助
居
民
復
建
，
需
要
有
效
與
周
詳
並
可
落
實
的
對
策

。

雖
然
依
調
查
時
的
觀

察
，
災
區
居
民
尚
十
分
樂
天
，
並
無
多
大
抱
怨
，
但
政
府
就
復
建
能
力
的
問
題

(
中
央
與
地
方

)
、
復
建

的
經
費
、
時
程
之
檢
討
，
資
源
分
配
的
問
題
，
災
情
對
災
區
今
後
復
興
的
影
響
、
過
去
產
業
的
復
甦
可
能

性
(
如.. 

觀
光
、
農
產.•. 

)
，
損
失
、
失
業
等
問
題
可
能
帶
來
之
社
會
問
題
等
似
乎
應
有
更
周
詳
與
長
遠

考
量
。以

地
方
復
建
資
金
調
度
而
士

一間
，
除
了
政
府
以
救
濟
與
補
助
金
外
，
居
民
為
應
付
災
後
復
建
，
可
能
大

量
提
款
、
貸
款
，
但

一
定
期
間
內
又
無
能
力
再
儲
蓄
，
或
是
既
有
貸
款
無
力
償
還
等
，
都
可
能
造
成
地
芳

金
融
機
構
存
放
款
比
率
改
變
，
進
而
引
發
地
方
金
融
危
機
，
如
此
較
長
期
的
課
題
，
尚
未
見
有
妥
善
之
應

對
計
畫
。

以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對
於
賀
伯
颱
風
之
復
建
計
畫
來
看
，
公
共
工
程
重
建
部
份
可
說
面
面
俱
到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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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人
憂
心
的
是
.• 

復
建
計
畫
都
講
求
效
率
，
原
地
重
建
是
最
不
麻
煩
、
單
純
、
快
速
，
但
也
因
此
既
存
可

能
引
發
災
害
之
機
制
並
未
消
除
，
不
當
而
短
視
的
復
建
計
畫
甚
至
有
可
能
加
深
未
來
的
災
害
危
機

。

而
且

集
中
注
重
公
部
門
公
共
工
程
復
建
，
對
於
私
部
門
所
需
的
資
金
以
及
復
建
的
遊
戲
規
則
似
乎
放
任
發
展
，

因
此
整
體
的
重
建
成
效
將
大
打
折
扣

。

綜
合
而
±
一
口
，
復
建
工
程
並
非
投
有
，
但
如
何
更
全
面
性
的
探
討
私
部
門
的
生
活
、
產
業
等
，
公
部
門

的
公
共
服
務
、
行
政
機
能
等
之
條
件
與
需
求
，
並
能
擬
定
消
除
造
成
災
害
之
機
制
，
達
成
災
害
不
再
重
覆

發
生
，
朝
永
續
性
發
展
的
復
建
計
畫
及
其
執
行
策
略
，
實
應
更
細
繳
的
分
析
與
研
討
，
以
及
進
行
兼
顧
軟

(
社
會
經
濟

)
硬
(
實
質
環
境

)
體
、
公
與
私
之
整
體
性
規
劃

。

(
本
文
引
白
的
年
2

月
「
一
九
九
六
宵
伯
颱
風
災
害
期
末
報
告
」
/
國
抖
會
)

台
灣
大
學
農
工
象
教
授
許
銘
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