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夭
﹒
‘

一

、
棲
息
地
多
污
染
，
珍
貴
魚
種
銳
減

淡
水
河
為
台
灣
主
要
河
川
之
一
，
昔
日
人
口
稀
少
工
業
還
不
甚
發
達
時
，
由
於
該
河
系
水

質
常
年
清
澈
，
曾
是
多
種
魚
類
的
理
想
棲
所
，
甚
至
成
為
鰻
魚
與
香
魚
等
名
貴
魚
類
溯
河
必
經

之
地
。

然
好
景
不
常
，
近
年
來
河
道
因
受
污
染
，
關
渡
以
上
感
潮
較
微
之
河
道
，
已
幾
成
一
注

死
水
，
幾
無
大
型
生
物
或
魚
類
存
在

。

感
潮
段
的
河
口
則
因
受
到
潮
汐
的
影
響
，
情
況
稍
佳

。

但
能
忍
受
這
般
棲
所
條
件
的
魚
種
數
已
不
如
往
昔
了

。

根
據
學
者
的
調
杏
了
整
個
淡
水
河
系
的
魚
類
約
有
五
十
六
種
之
譜

。

這
當
中
的
魚
種
又
以

新
店
溪
最
多
約
有
四
十
三
種
.
，
次
之
的
基
隆
河
和
大
漢
溪
則
約
有
三
十
三
種
;
淡
水
河
的
魚
種

最
少
約
有
十
九
種

。

如
依
照
耐
鹽
性
與
油
游
性
則
可
分
為
原
生
淡
水
魚
(
代
表
性
魚
為
鯉
魚
)

、
次
生
淡
水
魚
(
代
表
性
魚
為
香
魚
)
及
週
邊
淡
水
魚
三
類
(
代
表
魚
為
烏
魚
)

。

原
生
淡
水
魚
的
生
活
史
全
在
淡
水
之
中
，
又
稱
之
為
純
淡
水
魚
，
如
魚
類
中
的
鯉
科
、
“
耐
心

科
等
。

次
生
淡
水
魚
則
分
為
迴
游
性
魚
類
，
如
鰻
魚
、
蛙
魚
等
;
與
主
要
在
淡
水
中
生
活
，
亦

改
泓
河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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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
﹒
‘

一

、
棲
息
地
多
污
染
，
珍
貴
魚
種
銳
減

淡
水
河
為
台
灣
主
要
河
川
之
一
，
昔
日
人
口
稀
少
工
業
還
不
甚
發
達
時
，
由
於
該
河
系
水

質
常
年
清
澈
，
曾
是
多
種
魚
類
的
理
想
棲
所
，
甚
至
成
為
鰻
魚
與
香
魚
等
名
貴
魚
類
溯
河
必
經

之
地
。

然
好
景
不
常
，
近
年
來
河
道
因
受
污
染
，
關
渡
以
上
感
潮
較
微
之
河
道
，
已
幾
成
一
注

死
水
，
幾
無
大
型
生
物
或
魚
類
存
在

。

感
潮
段
的
河
口
則
因
受
到
潮
汐
的
影
響
，
情
況
稍
佳

。

但
能
忍
受
這
般
棲
所
條
件
的
魚
種
數
已
不
如
往
昔
了

。

根
據
學
者
的
調
杏
了
整
個
淡
水
河
系
的
魚
類
約
有
五
十
六
種
之
譜

。

這
當
中
的
魚
種
又
以

新
店
溪
最
多
約
有
四
十
三
種
.
，
次
之
的
基
隆
河
和
大
漢
溪
則
約
有
三
十
三
種
;
淡
水
河
的
魚
種

最
少
約
有
十
九
種

。

如
依
照
耐
鹽
性
與
油
游
性
則
可
分
為
原
生
淡
水
魚
(
代
表
性
魚
為
鯉
魚
)

、
次
生
淡
水
魚
(
代
表
性
魚
為
香
魚
)
及
週
邊
淡
水
魚
三
類
(
代
表
魚
為
烏
魚
)

。

原
生
淡
水
魚
的
生
活
史
全
在
淡
水
之
中
，
又
稱
之
為
純
淡
水
魚
，
如
魚
類
中
的
鯉
科
、
“
耐
心

科
等
。

次
生
淡
水
魚
則
分
為
迴
游
性
魚
類
，
如
鰻
魚
、
蛙
魚
等
;
與
主
要
在
淡
水
中
生
活
，
亦

改
泓
河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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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在
海
水
中
生
存
的
魚
類
，
如
吳
郭
魚
、
大
肚
魚

等
。

週
邊
性
淡
水
魚
則
生
活
於
河
口
及
沿
岸
水
域

，
如
大
鱗
絡
即
為
常
見
的
代
表
性
魚

。

目
前
淡
水

河
系
主
要
仍
以
原
生
淡
水
魚
種
類
居
多

。

另
須
詳
述
的
是
，
淡
水
河
口
因
擁
有
一
片
廣

闊
的
關
渡
紅
樹
林
沼
澤
區
，
照
理
說
應
具
有
高
度

基
礎
生
產
力
，
因
藉
著
食
物
鏈
綱
，
棲
息
於
該
水

域
的
魚
類
當
可
擁
有
預
期
的
生
產
力

。

已
往
淡
水

河
口
曾
蘊
育
著
控
為
豐
富
的
生
物
資
源
，
且
一
向

為
沿
海
主
要
魚
類
孵
卵
育
幼
的
場
所
，
其
中
有
不

少
屬
食
用
性
經
濟
魚
種
如
花
，
身
雞
魚
、
黑
鋼
、
大

鱗
絡
等
，
使
當
地
漁
民
享
有
盛
扭
一
時
的
漁
業
生

產
。

然
近
十
數
年
來
，
因
受
都
市
化
及
工
業
化
污

染
的
影
響
，
使
整
個
生
態
系
蒙
受
嚴
重
破
壞
，
繼

而
使
漁
業
生
產
連
帶
受
到
極
大
打
擊

。

政
府
有
鑒

於
此
，
即
著
手
規
畫
整
治
計
書
了
期
使
淡
水
河
能

恢
復
昔
日
舊
觀

。

評
估
此
一
整
治
效
益
，
則
可
根

.
大
鱗
惱
。



據
棲
息
該
域
魚
類
定
量
化
的
比
較
及
漁
業
生
產
力
的
變
動
情
形

。

大
致
說
來
，
淡
水
河
河
口
魚
類
約
有
三
十
二
種
，
其
中
屬
假

虎
科
之
塘
雄
、
雷
氏
鍛
虎
、
欖
色
叉
舌
鯊
、
彈
塗
魚
等
，
因
終
生

棲
息
於
淡
水
河
口
及
其
鄰
近
之
出
海
處
，
並
在
此
產
卵
育
幼
長
成

，
為
典
型
的
初
級
棲
息
者
(
有
5
月
『
門

g
H

已
。
早
已
。

他
們
的
幼

魚
在
浮
游
期
以
浮
游
動
物
為
食
，
長
大
則
主
底
棲
性
並
改
以
底
土

表
面
之
時
喃
蟲
及
中
小
型
甲
殼
類
為
食

。

其
中
之
彈
塗
魚
且
有
大
量
族
群
棲
息
於
紅
樹
林
區
，
由
於
可

藉
皮
膚
輔
助
呼
吸
，
雖
然
乾
潮
仍
能
安
然
活
躍
於
濕
地
上
，
反
應

敏
銳
，
一
有
驚
動
即
可
鑽
入
土
穴
以
避
敵
害

。

其
它
的
二
十
六
種
魚
類
，
均
可
大
致
歸
類
於
次
級
棲
息
者
(

2
8

口
舍
門
『
門
。
已
已
。
早
已
0

多
產
卵
於
外
海
深
水
處
，
幼
苗
則
經

由
潮
汐
的
攜
帶
上
河
口
.
，
上
溯
的
程
度
則
視
河
水
清
潔
度
而
異
，

近
年
來
一
般
很
難
超
越
關
渡
橋
下

。

次
級
棲
息
者
又
可
分
為
海

H耐
心
科
的
沙
加
海
叫
耐
心
、
織
科
的
喬

氏
織
、
花
，
身
雞
魚
科
的
花
，
身
雞
魚
、
印
魚
科
的
長
印
魚
、
逆
溝
繆
、
黑
星
銀
、
大
鱗
絡
及
烏
魚

、
金
梭
魚
科
的
金
梭
魚
等

。

﹒
彈
塗
魚

。

改
﹒
泓
河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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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鍋
。

。
花
，
身
雞
魚

。
烏
魚

每
年
初
冬
，
成
群
的
烏
魚
便
從

大
陸
沿
海
南
下
，
經
過
淡
水
附
近
海

面
，
游
向
台

灣
西
南
外
海
產
卵

。

烏

魚
身
體
呈
圓
柱
狀
，
嘴
略
小
，
鱗
片

上
有
條
紋
。

。
黑
鋼

通
常
在
淡
水
河
口
外
側
海
域
棲

息
，
漲
潮
時
會
跟
著
潮
水
游
入
河
口

覓
食
，
當
河
水
污
濁
泥
沙
多
時
，
黑

網
數
量
亦
多

。

黑
網
身
體
則
呈
灰
黑

色
，
有
不
甚
明
顯
橫
條

。

.
在
身
雞
魚
。

夏
日
時
較
常
棲
息
在
河
流
中
央
較
深
河
床
之
處
，
為
肉
食
性
魚
類
，
性
情
兇
猛
，
可
耐
污

染
。

花
身
雞
魚
，
身
體
倒
邊
有
三
條
黑
褐
色
橫
紋
，
一
直
延
伸
到
尾
緒

。



-
一

、
水
生
動
物
多
樣
，
招
潮
蟹
最
橫
行

竹
圍
紅
樹
林
哺
育
了
許
多
動
物
，
會
飛
的
有
鷺
鷥
鳥
、
星
天
牛
;
會
跑
的
當
推
野
鼠
;
會

跳
的
，
倒
是
有
彈
塗
魚
;
會
爬
的
，
或
者
說
是
橫
行
的
，
則
是
螃
蟹
;
會
鑽
的
則
有
沙
蠶

..•.•. 

事
實
上
，
淡
水
河
口
水
生
動
物
的
種
類
遠
遠
超
過
我
們
一
般
的
認
識
。

大
致
上
說
，
竹
圍
紅
樹
林
裡
有
四
十
多
種
螃
蟹
，
分
別
屬
於
四
個
科
.. 

沙
蟹
科
、
方
蟹
科

、
和
尚
蟹
科
、
梭
子
蟹
科

。
其
中
沙
蟹

和
方
蟹
兩
科
數
目
最
多
。

這
位
橫
行
的
老
兄
在
海
岸
沼
澤
濕
地
中
扮
演
著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尤
其
在
攝
食
過
程
中
，

透
過
移
動
、
挖
掘
，
增
加
了
與
泥
土
間
的
互
動
，
底
土
的
含
氧
量
、
底
土
與
水
層
間
的
物
質
流

通
量
也
大
為
提
高
，
進
而
加
速
海
岸
濕
地
中
物
質
的
交
換
。

。
和
尚
蟹

在
什
圍
紅
樹
林
的
沼
澤
中
以
及
沙
質
潮
間
帶
，
都
有
牠
們
美
麗
的
足
跡
。
每
當
在
地
表
活

動
時
，
常
成
群
結
隊
，
有
如
行
軍
的
部
隊
，
故
又
稱
為
「
兵
蟹
」
。
退
潮
後
，
大
批
出
穴
覓
食

，
場
面
甚
為
壯
觀
。

改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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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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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雌
呼 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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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
O 

圈
，
雄
性
弧
邊

招
潮
蟹
。

4『
雌
性
弧
邊

招
潮
蟹
。



。
弧
邊
招
潮
蟹
(
網
紋
招
潮
蟹
)

弧
邊
招
潮
蟹
的
棲
所
較
潮
濕
，
有
些
洞
口
突
出
地
面
好
像
煙
，
因
，
以
潮
問
帶
的
泥
中
有
機

物
為
食
。

垂
直
式
的
揮
舞
，
不
動
指
甚
至
可
達
眼
睛
之
上

。

。

(
白
扇
招
潮
蟹
)

清
白
招
潮
蟹

清
白
招
潮
蟹
與
弧
邊
招
潮
蟹
頗
為
相
似
，
動
作
敏
捷

。

於
退
潮
後
，
在
洞
口
附
近
進
食
，

使
用
牠
們
的
小
贅
(
雌
者
兩
個
、
雄
者
一
個
)
不
斷
將
碎
泥
送
入
口
中
，
再
將
砂
質
或
粗
的
顆

粒
吐
出
，
成
為
一
粒
粒
的
小
泥
土
圈
，
這
便
是
招
潮
蟹
特
有
的
食
性
篩
食

。

。

(
北
方
凹
指
招
潮
)

北
方
呼
喚
招
潮
蟹

棲
息
於
低
潮
線
上
方
的
潮
溪
岸
或
無
遮
蔽
的
泥
灘

。

灣
區
的
珊
瑚
礁
、
礁
石
間
的
沈
積
泥

灘
也
會
發
現
。

成
小
群
集
結
，
會
有
遠
離
洞
穴
到
其
他
地
方
覓
食
的
行
為

。

。
角
眼
沙
蟹

棲
息
於
潮
間
帶
上
半
部
至
高
潮
線
上
方
的
沙
灘
，
掘
穴
而
居

。

夜
間
較
活
躍
，
體
色
不
易

改
變

。

受
到
驚
擾
時
，
若
離
洞
甚
遠
，
會
街
向
海
洋
，
躲
入
潮
水
中

。

改
泓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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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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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白
招
潮
蟹
洞
口
周
圍
散
布
一
顆
顆
的
擬
糞

。

V

弧
邊
招
潮

蟹
煙
自
狀
的

洞
口
。

雄
性
2J2月藍E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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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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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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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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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齒
近
相
手
蟹

常
在
紅
樹
林
根
部
活
動
，
有
時
可
見
到
攀
爬
至
樹
幹
、
枝
條
上
，
甚
至
在
樹
幹
上
交
配

。

。
日
本
絨
贅
蟹

就
是
一
般
所
謂
的
毛
蟹

。

成
蟹
棲
息
於
淡
水
河
川
，
於
秋
冬
之
際
，
降
海
至
河
口
處
交
配

、
孵
卵
，
顯
現
了

「
生
殖
油
游

」
的
現
象
。

。
角
眼
拜
佛
蟹
(
角
眼
切
腹
蟹
)

當
牠
們
在
揮
舞
時
，
整
個
動
作
如
同
在
拜
佛
，
故
稱
為
「
拜
佛
蟹

」
;
但
當
雙
贅
急
遮
向

下
收
回
時
，
如
同
切
腹
一
般
，
故
又
被
稱
為

「
切
腹
蟹

」
。

改
肛
門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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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翅
黑

V
淡
水
河
岸
的
雁
鴨
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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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四
時
飛
鳥
停
駐
，

吸
引
觀
烏
人
潮

春
季
(
三
、
四
、
五
月
)
的
鳥
類

春
季
的
四
、
五
月
是
關
渡
水
鳥
過
境
的
最
高
潮
月
份
，
大
多
數
水
鳥
在
此
時
北
返
繁
撞
地

。
鷹
斑
鸝
和
紅
領
瓣
足
鸝
在
三
月
中
旬
祇
達
，
是
本
月
份
的
主
角
;
家
燕
在
三
月
中
開
始
過
境

，
小
型
的
過
境
候
鳥
如
鷗
類
及
鶯
類
也
在
本
月
數
量
大
增
。
四
月
份
往
往
可
記
錄
到
九
十
餘
種

鳥
類
，
鵲
科
及
搞
科
是
本
月
的
主
角
。
本
月
開
始
祇
達
的
有
翻
石
鵡
、
金
斑
偽
、
蒙
古
偽
、
尖

尾
鵡
、
黃
足
鸝
、
紅
胸
演
鸝
、
小
青
足
鸝
、
反
嘴
鸝
等
多
種
鵡
科
;
田
鸝
數
量
激
增
，
而
度
來
、

的
小
環
頸
偽
及
東
方
偽
則
因
北
返
而
數
量
大
減
﹒
，
在
本
區
待
最
久
的
黑
腹
演
鵲
則
在
四
月
下
旬

全
部
北
返
。
黃
稱
鴿
在
四
月
中
旬
開
始
過
境
，
家
燕
則
在
本
月
份
在
關
渡
數
量
最
多
的
過
境
鳥

。
紅
胸
演
鸝
在
四
月
下
旬
數
量
大
增
，
和
五
月
上
旬
大
量
湧
至
的
尖
尾
鸝
是
四

、
五
月
份
關
渡

的
兩
位
主
角

。

五
月
份
記
錄
到
六
十
餘
種
，
彎
，
嘴
潰
鸝
數
量
增
加
，
尖
尾
鸝
大
量
湧
至
，
寬
嘴

鸝
及
赤
足
鸝
也
出
現
了
。
大
葦
鶯
在
本
月
下
旬
北
返
，
而
白
翅
黑
燕
鷗
與
黑
腹
燕
鷗
本
月
則
相

當
普
遍
。

夏
季
(
六
、
七
、
八
月
)
的
鳥
類

夏
季
是
關
渡
鳥
類
最
少
的
季
節
。
六
月
份
只
可
記
錄
到
約
三
十
種
，
白
翅
黑
燕
鷗
在
上
，
旬

成
心
P
月
之
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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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
斑
鸝
o

紅
尾
伯
勞
。

\ 

成
肛
門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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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批
過
境
;
除
了
約
二
十
種
常
見
的
留
鳥
外
，
其
餘

久
、
、
候
鳥
幾
乎
蹤
跡
難
尋
，
只
有
屬
夏
候
鳥
的
黃
小
鷺

及
栗
小
鷺
活
動
較
頻
繁

。

七
月
份
記
錄
約
二
十
五
種

，
除
了
磯
鵡
以
外
，
幾
乎
沒
什
麼
候
鳥
，
偶
爾
可
見

青
足
鸝
、
鷹
斑
鸝
。
八
月
份
記
錄
將
近
四
十
種
，
雖

仍
為
盛
暑
，
但
鵡
、
偽
類
之

b
A、
候
鳥
已
開
始
抵
達
;

鷹
斑
鵡
數
量
極
多
，
為
水
鳥
南
下
揭
開
序
幕
。

金
斑
偽
、
田
鸝
、
黃
足
鵲
、
赤
足
鸝
、
紅
胸
潰

鸝
陸
續
抵
達
，
灰
鶴
鴿
、
黃
鶴
鴿
、
紅
尾
伯
勞
等
也

開
始
出
現
。

秋
季
(
九
、
十
、
十
一
月
)
的
鳥
類

秋
季
的
九
、
十
月
是
關
渡
水
鳥
南
下
過
境
的
高

潮
月
。
九
月
份
可
記
錄
到
五
十
餘
種
，
鵲
科
增
加
黑

腹
演
鵲
、
彎
嘴
演
鸝
、
小
青
足
鵡
、
反
嘴
鸝
，
而
偽

科
仍
只
有
金
斑
碼
及
小
環
頸
偽
。
大
葦
鶯
已
到
達
，

燕
偽
及
紅
領
瓣
足
鸝
於
下
旬
出
現
。
鵲
偽
科
幾
乎
全



伙
肛
門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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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白
鷺

。

4司
、澤
鷺
。

Â 
啥，

紅
聾
。



﹒
牛
背
鷺
o

冬
季
(
十
二
、

一

、
二
月
)
的
鳥
類

部
到
齊
，
但
數
量
遠
少
於
春
季
，
過
境
者

。

十
月
份

記
錄
到
約
六
十
種
鳥
，
鵡
偽
科
均
已
漸
離
去
，
而

雁
鴨
科
、
驚
鷹
科
及
鷺
科
、
喝
屬
則
陸
續
抵
達
，

且
大
多
數
為
之
、
候
鳥
。

雁
鴨
科
以
小
水
鴨
最
多
，

驚
鷹
科
可
見
澤
瓷
、
紅
竿
，
鷺
科
則
出
現
大
白
鷺

、
中
白
鷺
'
黑
臉
峙
開
始
在
草
叢
中
出
現

。

十
一

月
份
可
記
錄
到
五
十
多
種
鳥
，
屬
過
境
的
水
喝
已

全
部
離
境
，
只
剩
少
數
冬
候
鳥
如
小
環
頸
稿
、
東

方
偽
、
機
品
的
、
田
鵡
、
青
足
鵲
、
黑
腹
演
鵡
等
在

本
區
過
久
、
、。
小
白
鷺
與
牛
背
鷺
數
量
明
顯
減
少
，

但
斑
點
輯
、
白
稱
鴿
，
、
赤
喉
豬
、
重
…
臉
時
數
量
則

相
對
增
加

。

本
月
份
是
觀
賞
南
下
的
棕
鳥
科
及
將

科
最
好
的
時
候

。

冬
季
的
關
渡
，
雖
然
候
鳥
的
種
類
減
少
，
但
數
量
卻
不
少
，
黑
腹
渚
鵡
是
冬
天
的
主
角

。

十
二
月
份
可
記
錄
到
五
十
餘
種
鳥
，
可
見
到
上
千
的
黑
腹
演
鸝
在
空
中
翻
滾
飛
翔
，
赤
喉
鸚
、

改
朮
門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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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紅
冠
水
雞
。

黑
臉
時
、
斑
點
搞
到
處
可
見
，
白
頭
翁
、
麻
雀

滿
天
飛
。
小
水
鴨
在
沙
洲
上
活
動
，
短
翅
樹
鶯

出
現
了
。
一
月
份
記
錄
到
約
四
十
種
鳥
，
與
十

二
月
份
類
似
，
但
紅
嘴
鷗
與
斑
點
將
出
現
頻
率

較
高
，
關
渡
仍
是
黑
腹
演
鶴
的
天
下
。
二
月
份

記
錄
到
五
十
餘
種
鳥
，
春
天
要
到
了
，
關
渡
到

處
可
聽
見
錦
鴿
、
小
雲
雀
、
灰
頭
偽
鶯
、
褐
頭

鴿
鶯
的
鳴
唱
聲
。
冬
天
的
主
角
|
黑
腹
潰
鸝
，

數
量
開
始
減
少
.
，
鶴
鳴
類
開
始
有
零
星
過
境
者

，
如
赤
足
鸝
、
紅
胸
演
鸝
、
金
斑
鳴
。
紅
冠
水

雞
、
徘
秩
雞
出
現
頻
率
增
加
，
夏
候
鳥
的
家
燕

數
量
逐
漸
增
加
，
紅
嘴
鷗
則
停
留
在
對
面
社
子

前
的
沙
洲
上
。

。
青
足
鵡

青
足
鸝
是
關
渡
地
區
常
見
少
數
留
下
來
過
來
、
的
大
型
水
鳥
。
也
是
關
渡
十
分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鳥
種
。

假
如
長
期
連
青
足
鸝
都
無
法
發
現
時
，
足
以
證
明
這
個
水
烏
棲
身
區
已
經
破
壞
殆
盡

。

改
h
恥
門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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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足
鵝
群

久
、
、
末
寒
流
來
襲
潮
水
又
滿
潮
時
，
關
渡
河
堤
內
的
淺
灘
除

了
演
鵲
瀕
岸
憩
息
外
，
只
有

青
足
鸝
也
按
時
前
來

。

憩
息

時
的
水
鳥
多
半
是
單
腳
佇
足

，
遇
到
危
險
才
會
雙
腳
著
陸

準
備
離
去
。

。
水
鴨

小
水
鴨
在
關
渡
時
，
多

半
飄
泊
於
基
隆
河
河
心
的
藺

草
區
，
甚
少
飛
進
河
堤
內
，

因
為
十
月
時
堤
內
的
烏
網
到

處
林
立
，
連
河
堤
外
也
有
，

促
使
大
部
分
的
小
水
鴨
飛
到
市
區
的
中
興
橋
下

。

﹒
青
足
鶴
。

.
小
水
鴨
。



z

鷹
斑
鶴
。

。
鷹
斑
鸝

鷹
斑
鸝
是
臺
灣
相
當
普
遍
的
一
種
水
鳥

，
沼
澤
、
水
田
、
河
口
等
都
是
牠
們
棲
身
的

環
境
。
在
關
渡
沼
澤
區
，
牠
們
與
金
斑
偽
、

磯
鸝
、
小
環
頸
偽
、
清
鸝
構
成
秋
初
時
連
續

的
主
要
遷
徙
潮

。

鷹
斑
鸝
在
春
天
過
境
北
返
時
，
棲
息
的

位
置
與
南
下
迴
然
不
同
。
南
下
時
牠
們
棲
息

於
沼
澤
區
。
北
返
時
，
牠
們
藉
著
秩
苗
初
長

，
佇
足
於
水
稻
田
。
一
有
風
吹
草
動
，
我
們

經
常
可
見
，
鷹
斑
鸝
自
水
田
中
竄
出
，
鳴
、
空

飛
翔
。。

演
鵡

演
鵲
白
疋鴨

、
鵡
科
水
鳥
、
捏
，
群
聚
性
最
強
的
一
族
。
天
氣
越
冷
，
牠
們
生
活
地
更
緊
密
﹒

休
息
、
覓
食
、
飛
行
都
是
團
體
行
動

。

牠
們
是
關
渡
地
區
，
冬
天
時
數
量
最
多
的
一
群
族
，
高

達
千
餘
隻
。

成
﹒
泓
河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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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白
眉
鵝

空
曠
、
開
闊
的
菜
園
在
關
渡
地
區

並
不
多
見
。

這
是
白
眉
螞
喜
歡
常
來
的

地
方
。

牠
走
來
、
候
鳥
，
有
人
說
，
關
渡

只
有
一
隻
白
眉
鴉
，
每
年
冬
天
時
都
會

來
，
春
天
時
離
去

。

。
夜
鷺
的
幼
烏

關
渡
沼
澤
區
雖
然
生
態
環
境
豐
富

，
由
於
缺
乏
隱
蔽
良
好
的
樹
林
，
甚
少

有
築
巢
繁
殖
的
鳥
類

。

只
有
夜
鶯
與
袂

雞
科
例
外
。

但
是
要
發
現
夜
鶯
或
者
牠

的
幼
鳥
，
最
好
的
時
間
在
黃
昏
時
，
大

白
天
較
難
看
到

。

。
烏
秋

春
末
夏
初
是
烏
秋
最
少
出
現
的
時



1既
稻也
田見

的不

景到

象其
f也

平
士也
e鳥
類

也
難，秋個指走的，烏裡節
以這都郊標平情秋，

看個無野，地形停經其
至1J J也法 , 假.鳥 。 牛妻常 f也
農區生連如類，烏電可時

舍大存烏一的秋線見節

、

鳥
秋
。

。
大
白
鷺

大
白
鷺
通
常
於
冬
天
飛
進
河
堤
內
，
牠
們
只

佇
足
在
一
塊
最
大
的
淺
灘
憩
息
、
覓
食

。

牠
們
是

稀
有
、
按
時
前
來
的
冬
候
鳥
，
也
是
這
裡
體
型
最

大
的
鳥
類

。

成
﹒
泓
門
之
歌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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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泓
河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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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
鸝
是
體
型
最
小
的
水
鳥
之
一
，
大
約
手
掌
的
一
半

大
。
牠
是
典
型
的
春
秋
過
境
鳥
。
在
這
兩
季
的
遷
徙
潮
中

，
總
會
見
到
，
並
無
任
何
明
顯
特
殊
的
習
性
。

a

程
鶴
。

。
棕
背
伯
勞

棕
背
伯
勞
是
平
地
烏
最

漂
亮
的
一
種
，
除
了
春
末
夏

初
時
，
在
關
渡
地
區
偶
而
會

發
現
。
有
人
說
，
這
時
牠
們

飛
往
高
海
拔
的
山
區
築
巢
，

不
過
迄
今
牠
們
的
繁
蘊
情
形

仍
是
個
謎
。

A
棕
背
伯
勞
。



﹒
燕
梢
。

。
夏
羽
的
燕
偽

燕
鳴
抵
臨
關
渡
的
時
節
多
半
在
九
、
十
月
間
，
至
於
春
天
時
，

關
渡
並
不
是
牠
們
的
主
要
過
境
地
區
。
如
果
適
時
發
現
燕
俑
，
夾
雜

在
水
烏
群
中
，
羽
色
與
丸
之
羽
的
灰
褐
截
然
不
同
。
牠
是
不
是
迷
鳥
呢

?
關
渡
的
春
天
是
迷
烏
最
多
的
時
節
。

' 

。
久
、
、
羽
的
燕
偽

k
a
k
a
'

這
是
大
葦
鶯
的
鳴
叫
聲

。
在
關
渡
，
牠
是
鶯
科
候
鳥
型
裡
最
常
見
的
一
種
，
有
時
只
聞
其
聲
，
不
見
鳥
影
。
但
對
一
般

.
大
葦
鷺
o

改
h
p付
之
歌

73 

燕
偽
最
喜
歡
棲
息
於
廢
田
地
帶
。
牠
們
抵
臨
關

渡
時
，
正
是
秋
初
稻
做
收
割
時
，
廢
田
到
處
可
見
。

牠
們
多
半
群
集
於
此
區
，
後
來
再
移
棲
到
淺
灘
邊
的

平
野
，
完
成
遷
徙
的
準
備
。
關
渡
地
區
的
燕
搞
到
底

是
從
臺
灣
南
部
北
上
，
還
是
日
本
南
下
，
迄
今
仍
有

爭
論
。。

大
葦
鶯

k 
a 



即

有

v蟬

決
泓
河
之
歌

賞
鳥
人
而
言
，
聽
烏
音
判
別
鳥
種
，
有
時
比

看
還
重
要
，
尤
其
是
到
山
裡
去
時
。

。
紅
冠
水
雞

紅
冠
水
雞
是
臺
灣
最
普
遍
的
秩
雞
科
。

一
個
複
雜
的
沼
澤
區
域
，
通
常
都
有
牠
們
在

裡
頭
。
紅
冠
水
雞
也
是
關
渡
地
區
最
多
最
常

見
的
秩
雞
科
。
漲
潮
時
，
多
半
浮
游
於
河
面

。
退
潮
時
，
才
活
動
於
裸
露
的
河
床
。

。
小
瞞
的
間

小
瞞
的
闊
的
體
型
類
似
小
水
鴨
，
卻
不
是

丸
之
候
鳥
。
牠
們
的
特
性
是
善
於
潛
水
。
按
理

說
，
關
渡
地
區
應
該
也
適
合
牠
們
活
動
，
但

還
未
有
記
錄
。
牠
們
只
遠
在
上
游
的
內
湖
國

家
公
園
。
小
鴨
戲
在
內
湖
也
面
臨
環
境
破
壞

的
威
脅
，
而
且
友
友
可
危
。
在
北
部
，
一
個
天
然
適
當
的
湖
泊
，
通
常
都
有
小
鵰
版
或
其
他
雁

'

T
i
E
-
K
雄
壯
0

、
車
“
r
c
R

奇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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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自
腹
棋
雞

。
白
眉
鴨

鴨
科
的
活
動
。
一
個
連
小
鵰
鵑
都
無
法
生
存
的
水
域
，

自
然
無
法
叫
做
湖
，
它
只
能
稱
之
為
人
工
池
塘
。

。
白
腹
秩
雞

白
腹
秩
雞
與
紅
冠
水
雞
是
關
渡
秩
雞
科
最
多
的
兩

族
。
近
年
來
，
台
北
市
植
物
園
也
有
一
對
，
每
年
春
天

都
試
圖
築
巢
繁
娃
，
結
果
都
慘
遭
失
敗
，
迄
今
仍
然
只

有
原
先
的
一
對
。
牠
們
能
夠
生
活
在
人
群
煩
囂
的
市
區

是
奇
蹟
'
關
心
的
人
卻
十
分
的
少
。

、
刃
J
b

悶
，
台
均

f
r、
品
申
小h
片
MT

品
柄
偏
又
叫
翻
石
鸝
'
牠
們
抵
臨
淡
水
河
口
的
時
間

比
一
般
水
鳥
晚
，
大
約
在
冬
初
時
。
晚
來
的
水
鳥
多
過

來
、
不
過
境
的
。
拍
柄
碼
也
是
，
隔
年
春
末
才
離
開
。

白
眉
鴨
是
燕
鴨
科
進
入
關
渡
沼
澤
區
的
前
哨
部
隊
。
燕
鴨
科
通
常
比
一
般
水
烏
懼
人
，
由

改
﹒
泓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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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近
年
來
的
大
量
獵
捕
，
多
半
漂
泊
於
河
心

，
很
少
飛
進
河
堤
內

。

燕
鴨
科
進
入
關
渡
以

後
，
每
當
漲
潮
時
，
經
常
可
見
牠
們
列
陣
一

批
批
的
飛
過
，
蔚
為
奇
觀

。

4
自
眉
鴨
。

h
p藍
磯
鶴
。

。
藍
磯
鵝

藍
磯
鵑
抵
臨
北
部
海
岸
的
時
間
，
大
約
在
八

、
九
月
時
，
這
時
多
半
棲
息
在
岩
礁
海
岸

。

在
海

邊
，
經
常
可
以
聽
見
牠
們
奇
怪
的
叫
聲

。

入
冬
以

後
，
牠
們
向
內
陸
推
進
，
關
渡
也
可
以
發
現

。

藍



磯
稱
是
久
、
、
候
鳥
，
來
自
北
方
，
一
進
入
台
灣
後
，
都
是
各
自
活
動

。

所
以
有
人
叫
牠
「
孤
獨
的

旅
行
者
」
o

藍
磯
螞
跟
大
部
分
的
鳥
類
一
樣
，
公
鳥
色
彩
鮮
豔
'
母
烏
剛
好
相
反

。

。
牛
背
鷺

牛
背

鷺
曰

疋
Ä 
口

;弩
鄉
村
的

代
表
景

象

也
疋
4支
水
?可

下
游
生

環
境

的
指

標

河，紅林，牛樹殖鷺成年

就整樹已表背林於會千手
是條林不示鷺 。 竹棲的春
一淡消在紅不假圍息牛天
條水失 。 樹來如紅繁背，

改
﹒
泓
門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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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背
鷺
。



呵
呵
z
j

秋
末
大
部
分
水
鳥
過
境
後
，
留
下
來
的
兩
大
族
群
是
演
鸝
與
小

環
頸
稿
。
演
鵡
習
於
團
體
生
活
，
小
環
頸
偽
剛
好
相
反
。
只
要
是
平

坦
開
闊
的
沼
澤
區
都
有
牠
們
在
活
動
。
很
有
趣
的
是
，
這
兩
族
在
春

天
水
烏
遷
徙
潮
抵
臨
前
皆
已
離
去
。

改
b
p月
之
歌

78 
死
河
。。

小
環
頸
嗚

小
環
頸
鳴
。

。
岩
鷺

岩
鷺
只
出
現
在
淡

水
河
河
口
，
秋
冬
季
時

數
量
最
多
，
牠
們
多
半

愛
棲
息
於
岩
礁
地
帶
。

所
以
往
往
在
退
潮
時
抵

臨
，
滿
潮
時
離
去
。

4
岩
鷺
o



斑
文
鳥
是
關
渡
地
區
數
量
僅
次
麻
雀
的
平
地
鳥
類
，
像
斑

文
鳥
或
其
他
平
地
鳥
類
，
活
動
最
熱
絡
的
時
節
，
多
半
是
在
夏

季
以
後
，
而
不
是
繁
殖
期
的
春
天

。

因
為
，
關
渡
地
區
缺
乏
樹

林
，
不
通
宜
築
巢
，
大
部
分
平
地
鳥
類
都
飛
到
附
近
的
丘
陵
，

斑
文
鳥
也
不
例
外

。

。
斑
文
烏

﹒
斑
艾
鳥
。

• 

成
﹒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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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領
瓣
足
鸝

P 

紅
領
瓣
足
鵡
有
許
多

與
其
他
水
鳥
不
同
的
特
性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
母
烏

體
色
較
鮮
豔
'
公
鳥
缺
少
色
澤
，
與
其
他
鳥
類
剛
好
相
反

。

牠
們
是
春
初
北
返
遷
徙
潮
的
先
鋒
部
隊
，
三
月
已
出
現

。

' 

﹒
紅
領
辮
足
鸝
。

。
小
水
本

小
水
勢
是
關
渡
十
分
普
遍
的
冬
候
鳥
，
到
處
可
見
，
在

候
鳥
的
遷
徙
潮
裹
扮
演
十
分
重
要
的
角
色

。

水
烏
之
外
的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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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鳥
，
牠
的
數
量
也
最
多

。

通
常
來
、
候
鳥
初
臨
時
較
膽
小
、
陌
生
，
見
人
就
飛
走
，
要
過
一
段

適
應
時
期
，
才
顯
得
較
不
懼
人
，
小
水
鸚
正
是
如
此

。

。
黑
尾
鵡

﹒
黑
尾

五
月
時
北
返
的
遷
潮
裡
'
經
常
有
大
型
罕
見
的
水
烏
加
入
行
列
，
黑
尾
鵡
正
是
其
中
之
一

。

這
一
類
大
型
水
鳥
的
數
量
並
不
多
，
也
不
像
一
般

常
見
水
鳥
每
年
按
時
前
來
，
也
許
明
年
就
缺
席
了

。

。--回蝠，

一.

。
就
鵡

• 

闕，

點
鸝
是
最
大
型
的
鵡
科
水
鳥
，
也
是
台
灣
十
分

罕
見
的
鳥
種
，
以
牠
們
龐
大
的
體
型
飛
進
沼
澤
棲
息

，
實
在
不
相
稱
。
因
為
沼
澤
區
正
逐
年
縮
小
，
牠
們

佇
足
其
中
，
反
而
使
得
空
間
顯
得
狹
隘

。

不
過
他
們

又
能
去
那
裡
呢
?
這
是
唯
一
可
以
生
存
的
地
方

。

、
親

鵲
飛
進
關
渡
堤
內
，
只
有
兩
處
空
曠
的
淺
灘
，
適
合

牠
龐
大
的
體
型
棲
息

。

" 

• 

• 

恥「

這
是
關
渡
最
後
的
兩
處
淺
灘

。

大
部
分
的
水
鳥



一 e

F -

一-

。
鶴
鸝

• 

也
在
此
活
動
。
牠
們
原
本
是
相
連
的
，
因
為
廢
土
填

倒
，
才
分
隔
為
二
，
目
前
廢
土
填
倒
仍
繼
續
著
，
據

悉
是
違
建
，
卻
沒
有
人
阻
撓
。

0
.
7向
蹺
偽

高
蹺
偽
是
關
渡
最
漂
亮
的
水
鳥
，
有
著
黑
白
對

稱
的
羽
毛
，
與
細
長
的
紅
足
。
而
且
不
像
一
般
大
型

水
鳥
，
抵
達
時
期
不
穩
定

，
近
年
來
，
春
天
時
牠
們

都
按
時
飛
臨
。
有
時
會
滯

留
一
兩
星
期
，
補
充
體
力

才
離
去
。

鶴
鵡
也
是
難
得
一
件
的
大
型
水
鳥
，
偶
而
會
在
春
天
北
返
的
遷

徙
潮
裡
出
現
。
不
過
，
牠
喜
歡
單
獨
活
動
。
大
型
罕
見
水
鳥
多
半
有

此
傾
向
，
不
知
為
何
。

e :..:，.:巴
黯

鸝

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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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三
趾
鶴
。

4

白
鶴
鳴
。

」W
A
E吋
自
局
。

+
力
去
H
a
p

字， ;y
l舟，伽



。
三
趾
鵲

三
趾
鸝
是
按
時
抵
臨
沙
崙
河
口
的
常
客
，
通
常
牠
們
的
活
動

區
域
多
在
岩
礁
地
帶
。
牠
們
抵
臨
的
時
間
與
將
偽
相
仿
，
是
晚
來

的
冬
候
鳥
，
比
東
方
環
頸
鳴
、
金
斑
嗚
遲
來
一
個
多
月
。

。
黃
稱
鴿

黃
稱
鴿
、
白
偽
鴿
、
灰
鵲
鴿
是
台
灣
最
常
見
的
三
種
偽
鴿
科

。
黃
稱
鴿
在
關
渡
的
數
量
卻
最
多
也
比
其
他
兩
種
都
抵
臨
的
早
，

而
與
另
一
有
遠
親
關
係
的
小
水
鸚
幾
乎
同
時
來
到
。

。
白
鴿
鴿

白
稱
碼
在
關
渡
地
區
的
數
量
並
不
多
，
不
如
黃
鶴
鴿
。
來
的

時
節
晚
，
離
開
的
時
候
也
較
早
。
習
性
也
較
懼
人
。

。
大
村
鵡

大
約
鸝
是
唯
一
按
時
抵
臨
沙
崙
河
口
的
大
型
水
鳥
，
當
漲
潮

時
，
牠
們
不
像
大
部
分
水
鳥
飛
往
內
陸
退
到
沙
丘
憩
息
。
牠
們
整

決
心
P
門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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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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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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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南
下
避
冬
的
生
活
大
致
如
此

。

。
磯
鶴

磯
鵡
最
善
於
適
應
環
境
，
沒
有
任
何
水
鳥
像
牠
如
此

，
到
處
可
見
，
連
觀
音
山
都
有
記
錄
，
基
於
這
原
因
，
當

我
們
憂
心
到
這
條
河
的

水
鳥
來
年
或
許
絕
滅
時

，
磯
鵡
大
概
是
唯
一
能

倖
存
者
。

﹒
磯
融
。

。
雲
雀
鵡

雲
雀
鵡
是
春
秋
二

季
典
型
的
過
境
鳥

。

過

境
鳥
多
半
只
在
該
地
棲

息
一
段
時
候
，
又
繼
續
未
竟
的
旅
行
，
並
不
在
該
地
過
來
、

。

關
渡
地
區
的
小
型
水
鳥
，
除
潰
鵲
、
磯
鵡
、
小
環
頸
鳴
外
，

大
致
走
過
境
鳥

。

﹒
雲
雀
鶴
。



。
紅
嘴
黑
鴉

紅
嘴
黑
的
吶
是
低
海
拔
山
區
最
容
易
見
到
的

山
鳥
，
聲
音
非
常
時
噪
。
如
果
見
到
的
紅
嘴
黑

蜻
羽
色
已
經
變
質
，
可
能
是
因
為
在
盆
地
城
市

生
活
的
關
係
'
受
到
了
污
染
，
或
者
是
從
鳥
籠

跑
出
來
的
，
羽
色
、
眼
神
都
顯
得
呆
滯
。

。
小
青
足
鵡

小
青
足
鶴
的
體
型
只
有
青
足
鵡
的
一
半
。

然
而
兩
者
容
易
混
淆
，
多
半
要
聽
牠
們
鳴
聲
去

辨
別
，
另
外
觀
察
時
候
久
了
也
容
易
看
清
。
而
且
在
關
渡
地
區
，
青
足
鸝
群
聚
的
情
形
多
，
小

青
足
鸝
較
偏
向
單
獨
行
動
。

金
斑
禱
。

。
金
、
斑
偽

金
斑
偽
是
台
灣
常
見
的
水
鳥
，
又
叫
黑
胸
鳴
。
因
為
夏
羽
時
，
牠
們
的
胸
頸
往
往
換
成
黑

羽
。
牠
們
是
較
不
懼
人
的
大
型
水
鳥
結
果
落
進
烏
網
的
比
例
也
最
高
。
金
斑
碼
是
少
數
能
在
荒

廢
、
平
地
的
田
地
覓
食
的
水
鳥
，
這
時
牠
們
多
半
聚
集
一
起
也
經
常
往
來
於
空
中
。

成
h
p月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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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
足
為

赤
足
鵡
是
關
渡
春
天
的
過
境
鳥
，
夾
雜
在
遷
徙
潮

的
主
流
。

鳥
類
命
名
多
半
一
體
型
、
羽
色
或
其
他
特
徵

而
命
名
。

像
大
約
鸝
，
因
為
牠
們
有
一
張
長
嘴
如
村
，

赤
足
鵡
是
因
為
牠
們
有
一
張
鮮
紅
的
赤
足

。

。
尖
尾
鵡

冬
季
時
演
鵡

是
關
渡
最
大
的
水

烏
族
群

。

春
季
時

是
尖
尾
鶴
，
數
量

也
更
多
，
演
鶴
的

抵
臨
以
過
來
、
為
主

要
目
的
，

尖
尾
鵲
卻
是
為
了
過
境
，
這
時
節
尖
尾
鵡
多
半
忙

於
覓
食
補
充
體
力
，
準
備
北
返

。

尖
尾
鵡
在
四
月
開
始
時
出

現
，
到
五
月
聚
集
近
兩
千
隻
時
，
已
經
不
受
潮
汐
起
落
，
往

返
於
堤
內
外
，
只
是
不
停
地
覓
食

。

牠
們
是
北
返
遷
徙
最
主

﹒
赤
足
鶴
。

﹒
尖
尾
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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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鐵
嘴
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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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月

一一

要
族
群
。

。
蒙
古
鐵
嘴
偽

丸
之
末
時
，
堤
內
的
淺
灘
畔
，
除
了

青
足
鵡
、
清
鵲
群
憩
外
，
靠
平
野
的
泥

地
上
，
通
常
也
有
一
群
蒙
古
鐵
嘴
鴿
蹲

伏
著
。
到
了
春
天
時
，
蒙
古
鐵
嘴
偽
的

頭
頸
轉
為
肉
紅
色
，
與
尖
尾
鸝
取
代
了

清
鵡
與
小
環
頸
碼
的
位
置
，
數
量
也
增

多
，
成
為
春
天
的
兩
大
族
群
。

蒙
古
鐵
嘴
偽
夏
羽
與
之
、
羽
的
顏
色

差
異
甚
大
。
大
自
然
造
物
的
神
奇
奧
秘

在
這
種
小
型
水
鳥
的
身
上
便
展
現
了
十

足
的
魅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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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紅
樹
林
護
水
岸
，
竹
園
面
積
最
大

台
灣
水
筆
仔
林
以
淡
水
河
口
面
積
最
大
，
歷
史
最
久
，
早
已
成
為
水
筆
仔
造
林
之
採
種
中

，心

。

紅
樹
林
(
置
。
口
問
門
。
〈

0
)
分
布
於
全
球
南
北
緯
二
十
五
度
間
的
河
口
及
海
灣
地
區
，
分
布
於

台
灣
者
原
有
三
科
六
種

。

自
光
復
以
來
本
島
紅
樹
林
變
遷
甚
大
，
西
海
岸
之
紅
樹
造
林
，
成
功

者
較
少
，
失
敗
者
較
多
;
另
外
由
於
居
民
濫
伐
、
魚
坦
問
闢
、
海
埔
地
開
發
、
及
工
程
建
設
之

進
行
，
有
些
歷
史
悠
久
之
紅
樹
林
已
被
破
壞
，
有
些
樹
種
甚
至
絕
種

。

淡
水
河
河
口
之
水
筆
仔
林
，
已
有
五
十
年
以
上
的
歷
史
，
相
傳
在
日
據
時
代
，
由
吳
姓
、

黃
姓
兩
位
仕
紳
引
進
少
許
水
筆
仔
幼
苗
，
種
植
於
字
幕
林
附
近
的
河
岸
，
至
於
從
何
處
引
進
則

無
法
考
證
。

由
於
不
斷
地
天
然
更
新
及
附
近
居
民
斷
續
砍
伐
，
最
先
種
植
的
地
點
已
分
辨
不
出

。

四
、
五
十
年
來
紅
樹
林
不
斷
地
由
芋
摹
林
向
外
擴
展
，
目
前
已
主
帶
狀
拓
展
到
竹
圍
一
帶

，
亦
有
少
許
幼
苗
隨
漲
潮
向
上
游
漂
流
，
零
星
成
長
於
較
什
圍
以
上
之
河
岸

。

淡
水
河
口
紅
樹
林
分
布
在
兩
岸

。

由
關
渡
到
八
勢
里
之
間
，
淡
水
河
為
南
北
走
向
，
到
八

勢
里
一
帶
突
然
急
轉
，
略
成
為
東
西
走
向

。

特
別
一
提
的
是
八
勢
里
與
字
幕
林
之
間
的
大
轉
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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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
因
河
水
在
此
迴
盪
'
河
水
自
上
游
帶
來

的
泥
沙
沉
積
於
此
，
形
成
一
大
沙
洲
，
淤
泥

日
多
，
沙
洲
日
益
升
高
，
最
先
是
一
些
禾
本

科
植
物
侵
入
，
接
著
水
筆
仔
也
侵
占
進
來

。

二
十
餘
年
前
尚
是
一
片
荒
蕪
的
沙
洲
，
現
在

幾
乎
全
為
水
筆
仔
所
覆
蓋

。

右
岸
除
了
此
大

浮
洲
以
外
，
由
竹
園
到
淡
水
車
站
河
岸
的
紅

樹
林
呈
帶
狀
分
布

。

按
一
九
七
六
年
實
際
測

量
之
結
果
，
淡
水
河
北
岸
由
淡
水
火
車
站
到

竹
固
間
，
紅
樹
林
的
分
布
面
積
共
有
五
三
﹒

八
公
頃
，
當
中
三
三
﹒
七
公
頃
其
樹
冠
覆
蓋

在
百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另
二
二
﹒
一
公

頃
其
覆
蓋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下

。

淡
水
河
口
南
岸
挖
仔
尾
一
帶
，
由
於
地

形
特
殊
，
漲
潮
時
全
為
海
水
淹
沒
，
退
潮
時

﹒
位
於
今
淡
水
河
撞
運
樹
林
站
的
珍
貴
紅
樹
林

，
胎
生
水
筆
仔
落
地
後
，
即
成
為
新
株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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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露
出
，
游
泥
及
有
機
質
含
量
較
他
處
多
，
成
為
深
厚
的
紅
樹
林
沼
澤
地
，
人
入
其
中
足
蹈
一

尺
左
右
。

在
挖
仔
尾
一
帶
的
紅
樹
林
生
長
茂
密
，
林
相
甚
佳

。

河
口
南
岸
的
其
他
地
方
呈
零
星

分
布
，
一
直
到
關
渡
對
岸
為
止

。

按
實
際
測
量
之
結
果
，
挖
仔
尾
一
帶
紅
樹
林
的
分
布
面
積
為

十
一
﹒
五
公
頃
，
當
中
七
、
八
公
頃
其
樹
冠
覆
蓋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另
三
﹒
七
公
頃
其
覆

蓋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下

。

另
外
整
個
淡
水
河
口
紅
樹
林
的
總
分
布
面
積
共
有
六
五
﹒
三
公
頃
，
當
中
三
九
﹒
五
公
頃

其
樹
冠
覆
蓋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另
二
五
﹒
八
公
頃
其
覆
蓋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下

。

樹
冠
覆

蓋
係
表
示
樹
冠
垂
直
投
影
所
覆
蓋
林
地
的
百
分
比
，
樹
冠
覆
蓋
之
大
小
並
不
一
定
與
密
度
或
單

株
高
度
有
直
接
關
係

。

由
於
局
部
生
育
環
境
的
差
異
與
天
然
更
新
的
年
代
及
伐
採
程
度
的
不
同

，
使
得
淡
水
河
口
紅
樹
林
的
密
度
及
樹
高
差
異
甚
大

。

在
什
園
一
帶
，
高
度
少
有
兩
公
尺
以
上

者
，
分
散
度
較
大
，
幼
苗
較
多
，
平
均
每
株
樹
冠
覆
蓋
面
積
較
大
，
板
根
較
發
達
，
這
些
是
新

近
拓
展
紅
樹
林
的
一
般
特
徵

。

在
八
勢
里
一
帶
則
樹
冠
平
整
，
高
達
六
公
尺
，
林
木
生
長
茂
密

，
但
主
幹
細
直
徒
長
，
板
根
不
發
達
，
林
下
幼
苗
絕
少
，
只
有
林
緣
的
幼
苗
才
有
機
會
成
長
，

在
此
種
狀
況
下
，
每
單
株
之
平
均
覆
蓋
面
積
反
較
竹
園
一
帶
者
為
少

。

筆
者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曾

選
擇
六
個
不
同
區
域
進
行
調
杏
了
估
算
各
區
之
平
均
株
數
，
並
將
紅
樹
林
按
株
高
分
為
三
級

.. 

高
於
一
百
二
十
公
分
者
為
一
級
，
一
、
二
年
生
幼
苗
為
另
一
級
，
兩
級
之
間
者
再
歸
納
為
另
一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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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海
水
之
鹽
度
為
千
分
之
三
十
五
，
挖

仔
尾
位
於
海
口
，
離
出
海
口
只
有

0
.

五
公
里

，
故
含
鹽
不
因
海
潮
漲
落
而
有
大
差
異
;
關
渡

離
出
海
口
五
﹒
六
公
里
，
為
當
時
淡
水
河
河
口

紅
樹
林
帶
狀
分
布
之
限
界
，
但
漲
潮
時
海
水
仍

流
到
此
地
，
故
其
電
導
度
仍
高

。

淡
水
河
河
水

為
中
性
略
帶
鹼
性
，
對
紅
樹
林
之
分
布
可
能
沒

有
多
大
影
響

。

水
筆
仔
在
鹽
度
高
達
千
分
之
二
十
五
﹒
五

的
海
水
中
能
生
長
，
可
見
其
耐
鹽
性
之
一
斑
，

絕
少
植
物
能
生
長
於
如
此
高
鹽
分
的
生
育
環
境

。

水
筆
仔
細
胞
滲
透
壓
的
維
持
可
能
主
要
是
靠

細
胞
內
氣
化
鍋

(
Z
m
H
n
-
)
的
堆
積
，
當
氯
化

鍋

(
Z巴
-
)
堆
積
量
多
時
，
可
由
滲
透
壓
更

高
的
海
水
或
鹽
分
極
高
的
土
壤
中
吸
收
水
分

。

.
為
掌
握
各
工
程
是
否
會
對
淡
水
河
產
生
破
壞
，
須

定
期
採
樣
以
供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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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園
、
挖
仔
尾
兩
地
土
壤
有
所
差
異
，
竹
圍
土
壤
有
機
質
含
量
較
多
，
沙
質
較
少
;
而
挖

仔
尾
較
近
河
口
，
土
壤
含
沙
量
較
多
，
有
機
質
含
量
較
少

。

雖
然
兩
地
土
壤
有
所
差
異
，
但
紅

樹
林
同
樣
生
長
良
好
，
並
不
因
此
而
有
所
不
同

。

筆
者
曾
將
水
筆
仔
幼
苗
與
胎
生
幼
苗
試
種
於

一
般
土
壤
中
，
生
長
亦
十
分
良
好
，
可
見
水
筆
仔
對
土
壤
因
子
的
通
應
性
甚
大

。

淡
水
河
北
岸
的
水
筆
仔
林
，
因
大
多
呈
帶
狀
分
布
，
其
群
落
之
構
成
較
為
複
雜

。

在
其
林

下
及
林
緣
之
草
本
植
物
有
曲
地
蜈
蚣
、
鹼
草
、
連
明
子
、
清
艾
、
大
場
棋
菊
和
舖
地
，
泰
等

。

在

八
勢
里
為
最
接
近
台
北
的
紅
樹
林
，
故
其
重
要
性
愈
形
重
要

。

五

、
火
山
造
山
造
陸
，
拱
出
台
北
盆
地

淡
水
河
流
域
地
形
之
發
達
史
可
追
溯
至
地
盤
動
盪
時
期
，
經
過
下
更
新
世
之
劇
烈
造
山
運

動
，
及
大
屯
與
基
隆
兩
火
山
，
群
之
活
動
，
復
經
中
更
新
世
之
侵
蝕
，
上
更
新
世
以
至
近
期
之
造

陸
與
間
歇
曲
隆
運
動
，
故
山
地
占
全
流
域
之
大
部
分

。

其
次
則
為
丘
陵
地
與
台
地
。
關
係
淡
水

河
流
域
防
洪
問
題
最
密
切
者
為
西
北
之
大
屯
山
火
山
群
與
東
北
之
基
隆
火
山
群
，
因
二
者
皆
為

影
響
淡
水
河
系
出
台
北
盆
地
之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
尤
以
七
星
山
(
一
一
一
九
﹒
六
公
尺
)
、
大

屯
山

(
-
O
九
0
公
尺
)
雄
踮
淡
水
河
之
右
岸
，
而
觀
音
山

(
4八
一
一
﹒
五
公
尺
)
則
聳
立
於

左
岸
，
以
致
形
成
關
渡
之
隘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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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園
、
挖
仔
尾
兩
地
土
壤
有
所
差
異
，
竹
圍
土
壤
有
機
質
含
量
較
多
，
沙
質
較
少
;
而
挖

仔
尾
較
近
河
口
，
土
壤
含
沙
量
較
多
，
有
機
質
含
量
較
少

。

雖
然
兩
地
土
壤
有
所
差
異
，
但
紅

樹
林
同
樣
生
長
良
好
，
並
不
因
此
而
有
所
不
同

。

筆
者
曾
將
水
筆
仔
幼
苗
與
胎
生
幼
苗
試
種
於

一
般
土
壤
中
，
生
長
亦
十
分
良
好
，
可
見
水
筆
仔
對
土
壤
因
子
的
通
應
性
甚
大

。

淡
水
河
北
岸
的
水
筆
仔
林
，
因
大
多
呈
帶
狀
分
布
，
其
群
落
之
構
成
較
為
複
雜

。

在
其
林

下
及
林
緣
之
草
本
植
物
有
曲
地
蜈
蚣
、
鹼
草
、
連
明
子
、
清
艾
、
大
場
棋
菊
和
舖
地
，
泰
等

。

在

八
勢
里
為
最
接
近
台
北
的
紅
樹
林
，
故
其
重
要
性
愈
形
重
要

。

五

、
火
山
造
山
造
陸
，
拱
出
台
北
盆
地

淡
水
河
流
域
地
形
之
發
達
史
可
追
溯
至
地
盤
動
盪
時
期
，
經
過
下
更
新
世
之
劇
烈
造
山
運

動
，
及
大
屯
與
基
隆
兩
火
山
，
群
之
活
動
，
復
經
中
更
新
世
之
侵
蝕
，
上
更
新
世
以
至
近
期
之
造

陸
與
間
歇
曲
隆
運
動
，
故
山
地
占
全
流
域
之
大
部
分

。

其
次
則
為
丘
陵
地
與
台
地
。
關
係
淡
水

河
流
域
防
洪
問
題
最
密
切
者
為
西
北
之
大
屯
山
火
山
群
與
東
北
之
基
隆
火
山
群
，
因
二
者
皆
為

影
響
淡
水
河
系
出
台
北
盆
地
之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
尤
以
七
星
山
(
一
一
一
九
﹒
六
公
尺
)
、
大

屯
山

(
-
O
九
0
公
尺
)
雄
踮
淡
水
河
之
右
岸
，
而
觀
音
山

(
4八
一
一
﹒
五
公
尺
)
則
聳
立
於

左
岸
，
以
致
形
成
關
渡
之
隘
口

。



台
北
盆
地
位
於
淡
水
河
流
域
之
台
北
盆
地
由

大
屯
火
山
，
辭
，
林
台
地
與
中
央
山
脈
北
倒
邊
緣
之

丘
陵
包
圍
而
成
，
其
邊
界
分
明
，
略
主
三
角
形

。

可
以
樹
林
、
南
港
與
北
投
地
為
頂
點

。

東
南
邊
從

樹
林
或
南
港
之
間
，
長
約
二
十
公
里
，
東
北
邊
從

南
港
到
北
技
之
間
，
長
約
十
五
公
里
，
西
邊
從
北

投
到
樹
林
之
間
約
為
又
十
七
公
里
，
在
東
南
邊
的

中
段
，
新
店
溪
的
溪
谷
凹
入
東
南
，
其
長
寬
各
約

五
公
里
，
東
北
邊
的
中
段
，
則
有
一
小
山
九
月
突
出

西
南
，
長
約
四
公
里
，
其
頂
端
即
為
著
名
的
劍
潭

山
，
亦
即
圓
山
大
飯
店
之
所
在

。

盆
地
東
北
邊
，

主
沉
降
式
之
山
麓
線
，
且
有
若
干
孤
山
呈
現
，
在

士
林
附
近
有
炭
子
腳
斷
層
為
本
盆
地
邊
緣
主
要
斷

層
之
一
，
此
斷
層
可
分
為
南
北
二
部
，
北
部
概
為

火
成
的
安
山
岩
地
帶
，
很
少
水
成
岩
露
頭
，
南
部

﹒
社
子
島
為
台
北
市
潰
臨
水
域
，
亦
是
淡
水
河
最

接
近
和
最
寬
廣
的
地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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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為
水
成
岩
地
帶
，
全
無
火
成
岩

。

盆
地
東

北
側
之
大
座
火
山
，
辭
，
係
從
海
中
作
間
歇
性

噴
發
上
升
而
成
，
現
有
二
十
九
個
山
峰
高
出

-
O
O
O
公
尺
，
其
最
高
點
為
七
星
山
，
大

屯
山
群
面
臨
盆
地
一
倒
之
山
坡
，
平
均
坡
度

約
為
十
五
度
，
最
大
坡
度
達
三
十
二
度

。

地

之
周
邊
，
有
許
多
斷
層
線
，
如
東
南
倒
的
台

北
斷
層
、
瑞
芳
斷
層
，
四
分
子
斷
層
、
新
店

斷
層
與
大
坪
頂
斷
層
等
，
大
部
分
作
東
北
東

至
西
南
西
的
走
向

。

西
倒
的
山
子
腳
斷
層
與

新
莊
斷
層
，
大
致
作
南
北
走
向
.
，
大
屯
火
山

群
東
南
側
之
炭
腳
斷
層
，
則
作
東
北
至
西
南

走
向
。

這
些
斷
層
皆
與
台
北
盆
地
之
形
成
有

密
切
關
係
'
但
甚
為
有
趣
的
是
，
大
多
數
斷

層
線
的
走
向
皆
與
盆
地
周
邊
成
等
高
線

。

a 

﹒
基
隆
河
河
道
崩
落
時
的
情
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