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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地區水庫隨著經濟發展、農業活動頻繁及集水區地質條件不良崩塌

地多等影響，對水庫水質造成嚴重的負荷。因此，在水庫水質日益惡化下，判定水

庫水質的指標尤為重要，而台灣普遍使用的是卡爾森優養指標，卡爾森指標之參數

為透明度、葉綠素 a、總磷所組成。然而卡爾森指標在高濁度下，會使透明度及總磷

參數產生偏差，而使卡爾森指標產生高估的情形，而影響卡爾森指標的辨識度。本

研究選用翡翠水庫、石門水庫以及曾文水庫為研究區域，探討卡爾森優養指標辨識

度的問題。由分析結果可以證實，在高濁度時，卡爾森優養指標確實會受到干擾，

造成指標辨識力的下降，石門水庫高濁度現象較為顯著，卡爾森優養指標辨識力下

降的情形較為顯著。 

關鍵詞：卡爾森優養指標，優養化，水庫水質，濁度。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acts environment. Increased pollution worsens reservoir 

water quality. It is significant to apply eutrophication index to evaluate reservoir water 

quality. Carlson’s trophic state index (CTSI), calculated by chlorophyll (Chl), phosphorus 

(P), and Secchi depth (SD), is a popular eutrophication index. When water turbidity is 

high, it may highly raise the value of CTSI and influence the recognition of CTSI. This 

study selects Feitsui, Shihmen, and Tsengwen reservoirs for case area. The objective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 such as turbidity, on the recognition of 

CTSI.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CTSI is certainly influen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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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turbidity. When water turbidity is high, it decreases the recognition of CTSI. 

Because the water turbidity is higher in the Shihmen reservoir than in the other two 

reservoirs, this situation in the Shihmen reservoir is more noticeable. 

Keywords: Carlson’s trophic state index (CTSI), eutrophication, reservoir water quality, 

turb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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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雨量豐沛，但由於地形陡峭、河川短

促，造成雨量分佈不均，而興建水庫的方式蓄

水，是確保水源供應穩定的方法之一。由於人類

活動頻繁，且對於物質生活上的要求提升，相對

於民生用水量也不斷增加；但相對地，由於人

口、經濟快速成長及水庫集水區過度開發，暴雨

後將磷、氮沖流入水庫內，使水庫水體中之營養

源濃度過高，加速水庫形成優養化的現象，使得

藻類增加，進而影響淨水廠操作及維護功能(溫清

光等，1995；蔡福永，2007)，造成飲用水的處理

問題，甚至影響飲用水水源(Owen et al., 1995; 

Volk et al., 2000)。台灣在先天自然條件不佳的狀

況，在加上後天的人為開發因素，使得水資源管

理更顯重要。 
台灣現有四十餘座水庫，其中近七成水庫係

做為一般民眾飲用水水源，而行政院環保署自八

十二年起，每年即針對 20 餘座重要水庫進行水

域水質監測。由環保署資料顯示目前國內有 40%

以上的水庫全年有一半時間處於優養狀態，或正

處於加速優養化的狀態中，因此，急需以更積極

之措施對尚未優養化之水庫加強防範，並改善已

優養化水庫的水質(溫清光等，2005)。在水庫優

養化的防範方面，強化各水庫水質監測，並建立

健全的水質狀況判定方法，則成為水庫水質管理

相當重要的課題。 

有關水質優養化的評估，目前國內多數採用

卡爾森多變數指標法；台灣常使用的卡爾森優養

指標是由三個水質項目所計算而得，包括透明

度、葉綠素 a、總磷。然而，在許多文獻資料指

出，卡爾森優養指標的辨識力會受到周圍環境特

性變化的干擾，例如：在吳俊宗(2011)研究中，

提到在高濁度的水質條件下，卡爾森優養指標值

則無法真實呈現實際的水質狀況；在陳金花和歐

麗苓(2007)研究中，提到濁度長期偏高，透明度

不佳，優養程度判定需進一步檢討；及顏沛華等

(1999)研究中，亦提到採樣時逢暴雨後 1-3 日水

質最為混濁，故使得優養化指數升高，此為短暫

現象，因此在台灣優養的判定加上總磷及透明度

或許並不適合。由於台灣降雨時間空間分佈不

均，在降雨強度大的暴雨頻傳的水文環境條件

下，原水濁度高是很常見的，若用來判斷水庫水

質優養狀況的指標，受環境干擾而導致辨識力不

佳，將無法發揮指標的功能，因此，完整檢討傳

統卡爾森優養指標則倍顯重要。本研究將彙整近

年來翡翠水庫、石門水庫及曾文水庫監測數據進

行分析、比較，探討卡爾森優養指標是否會受到

環境因素的干擾，導致辨識力的下降；若有此情

況存在，未來在卡爾森優養指數的應用上，則須

更為謹慎，甚至有重新檢討此指標的必要性。 

二、研究方法 

2.1 研究範圍 
本研究選定台灣的三座水庫為研究區域，分

別為翡翠水庫、石門水庫及曾文水庫。翡翠水庫

是一個以供應自來水水源為單一目標的水庫，主

要其功能在於調節新店溪的水量，以穩定大台北

地區的源水供應量，由於供水範圍相當廣，除台

北市區外，尚包括新北市三重、新店、中和、永

和、淡水、三芝地區；水庫本身同時兼具發電的

功能，並可增加下游河道枯旱期的流量，以稀釋

河川污染物濃度，對改善大台北都會區的環境品

質具有深遠的影響；石門水庫主要標的為灌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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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座水庫基本資料 

水庫 計畫有效蓄水量 
(萬立方公尺) 

現在有效蓄水量

(萬立方公尺) 
集水區面積 
(平方公里) 

水質測站數量 
(座) 

卡爾森指標(CTSI)

平均值 
翡翠水庫 32700 33551 303 6 43.17 
石門水庫 23567 20969 763.4 6 49.74 
曾文水庫 59550 49059 481 6 47.8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防洪，目前其調節供應公共給水之功能愈形重

要；其公共給水除下游鳶山堰攔引送板新淨水場

外，另有於大壩上游取水經石門大圳送平鎮、龍

潭、石門淨水廠，及於後池堰取水經桃園大圳送

大湳淨水廠者，主要供應新北市、桃園縣及新竹

縣湖口鄉之公共用水；曾文水庫直接效益為發電

及防洪，其給水與灌溉效益則由所串聯之烏山頭

水庫提供。 

本研究將此三座水庫之基本資料彙整分析

如表 1所示，以集水區面積來看，石門水庫上游

集水區範圍最大，而翡翠水庫上游區集水區為台

北水源特定區的一部分，在水源特定區內有較嚴

格的土地管制，因此，翡翠水庫水質相較於其他

兩座水庫水質，平均而言有較佳的水質狀況，根

據近年來卡爾森指標的平均狀況來看，石門水庫

水質優養狀況較其他兩座水庫嚴重。 

本研究使用行政院環保署提供之水質測站

資料，水庫水質監測頻率每季一次，根據水庫水

質監測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單一水庫中，各水

質監測站的監測結果差異不大，且水質變化趨勢

相同；因此，本研究採用庫區內各水質測站的監

測資料平均值，以 1994年至 2012年之水質資料

作為原始資料，刪除掉資料不齊全之部分，進行

本研究相關分析與討論。 

 

2.2 水庫優養指標分析 

當大量的污染物質排入水庫中，在適當的水

溫、酸鹼度、日照及水位等環境因素下，將導致

水庫中藻類大量異常繁殖、死亡，消耗水中溶

氧，造成優養化；優養程度依所含營養物質多

寡，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三類。一般評判水庫

水質的優養指標，可分為單一參數指標法及多變 

表 2 卡爾森優養指標範圍 

等級 卡爾森優養指標(CTSI) 
貧養 <40 
普養 40-50 
優養 >50 

 

數指標法等，其中單一參數指標是採用各種營養

鹽濃度、物理參數及藻類或浮游動物，其判斷是

以該單項指標是否超過界限值為準，常被使用的

分別有總磷、葉綠素 a、透明度、氮、溶氧等；

多變數指標則包括有卡爾森TSI指標、修正型TSI

指標、Morihiro TSI指標(Aizaki, 1981)、LEI指標

及北卡 TSI指標等；國內許多研究曾針對卡爾森

TSI指標、Morihiro TSI指標及北卡 TSI指標之適

用性作過分析，發現Morihiro TSI指標及北卡 TSI

指標都不適用於國內水庫，而以卡爾森優養指標

相對而言，較適合用來評估台灣水庫水體水質優

養化的狀態(郭振泰和吳俊宗，1990&1991)。 

以單一參數為基礎的評價，指標雖然簡單明

瞭，但因水庫優養化成因複雜，在使用時常因環

境因子影響，往往難以反應水質全貌，又可能發

生不同參數評價同一水體結果互異的現象，故以

多變數評估水質較佳(古煥林，2005；黃富昌等，

2006)，所以發展出多參數的多變數評價指標，其

中又以卡爾森水庫優養指標(Carlson’s trophic 

state index, CTSI)為國內研究水庫優養化最常被

採用的判定指標，表 2為判斷水庫水質優養化程

度。卡爾森優養指標(CTSI)之計算公式如式(1)，

CTSI是以水中透明度(SD)、葉綠素 a(Chl-a)及總

磷(TP)三種水質分別帶入式(2)~(4)，分別求出三

水質項目之 TSI 值，再平均得到 CTSI 值，計算

出之 CTSI，依 CTSI值的大小水庫優養化程度分 



表 3 三座水庫之平均水質現況 

水庫 透明度(m)
葉綠素 a 

(μg/L) 
總磷 

(μg/L) 
平均濁度

(NTU) 
卡爾森指標

(CTSI)平均值
優養百分比

(%) 
普養百分比 

(%) 
貧養百分比

(%) 
翡翠水庫 3.07 2.62 19.77 2.59 43.17 3.1 78.5 18.4 
石門水庫 1.72 5.32 28.46 7.33 49.74 40.8 59.2 0 
曾文水庫 1.67 3.60 24.63 4.91 47.80 23.4 76.6 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1994年至 2012年之水質資料；原始水質監測資料來源為環保署 

 

 

為三等，卡爾森指標範圍對照表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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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Chl a) TSI(SD) TSI(TP)
CTSI

3

  
 .(1) 

TSI(SD)=60-14.41*Ln(SD) ........................(2) 

TSI(Chl-a)=9.81*Ln(Chl-a)+30.6 ...............(3) 

TSI(TP)=14.42*Ln(TP)+4.15 .....................(4) 

根據(吳俊宗，2011)研究計畫指出，濁度偏

高是造成優養指標數值偏差的主因，在濁度高於

6NTU 時，差異值隨總磷測值增高而上升，而使

葉綠素 a和總磷及透明度之相關性偏低加大。所

以在濁度低於 6NTU時，可適用一般卡爾森優養

指標模式，但高於 6NTU時，總磷及透明度二參

數即不能適用，應只用葉綠素 a 為優養評估參

數。由 Vollenweider (1969)、Dillon and Rigler 

(1974)、Carlson (1977)等優養指標的理論依據，

在一般狀況下，總磷和葉綠素 a在正常水體中會

有線性相關，相關係數數值高；然而，在國內由

於季節性降雨的影響而導致濁度偏高，導致總

磷、葉綠素 a及透明度間的相關性不高，相關係

數數值偏低。 

本研究根據文獻中所提出之現象，決定以

台灣三座主要水庫為研究對象，檢視卡爾森優

養指標(CTSI)是否會受到水中濁度上升因素的

干擾。因此，本研究選擇三項指標來判定優養

指標干擾的狀況，第一個判定指標為「皮爾森

相關係數」，分析卡爾森指標(CTSI)與三個水質

項目之 TSI 值間之相關性，當相關係數低於.5

之情況，則判定為 CTSI受干擾的現象存在，皮

爾森相關係數 r 計算如式(5)，式中 x 及 y 分別

為 CTSI及 TSI值。 

2 2

( )( )
r

( ) ( )

 


 

 

x x y y

x x y y
......................  (5) 

本研究所採用的第二及第三個判定指標，主

要是從水質項目差異度的角度，判定 CTSI 是否

受環境因素干擾而導致辨識力下降。由於 CTSI

值為三個水質項目取 TSI值後平均而得，因此，

TSI(SD)、TSI(chl-a)及 TSI(TP)之間的標準差若過

大，則代表 CTSI 受干擾的現象存在。此兩判定

指標分別為 TSI(SD)、TSI(chl-a)及 TSI(TP)之間

的標準差 STD(TSI)及最大值減去最小值所得的

指標MAX(TSI)-MIN(TSI)，STD(TSI)定義及計算

式如式(6)所示，式中 n=3，TSIi分別為 TSI(SD)、

TSI(chl-a)及 TSI(TP)。 

n

1

( )
STD(TSI)

1




 i
i

TSI TIS

n
................. (6) 

三、結果與討論 

3.1 三座水庫水質現況分析 
本研究首先根據 1994 到 2012 年水庫水質

監測資料，分析此翡翠、石門及曾文三座水庫

歷年來之水質狀況。由水質監測數據分析結果

(如表 3)可知，在三座水庫中，以翡翠水庫的透

明度 3.07 m為最高，曾文水庫的透明度 1.67 m

為最低；葉綠素 a 部分則是以石門水庫的 5.32 

μg/L為最高，翡翠水庫的 2.62 μg/L為最低；總

磷則是石門水庫的 28.46 μg/L 為最高，翡翠水

庫的 19.77 μg/L 為最低；平均濁度以石門水庫

的 7.33 NTU為最高，翡翠水庫的 2.59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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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TSI與 TSI之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 

水庫 r1 r2 r3 
平均濁度

(NTU) 

翡翠水庫 0.64 0.64 0.78 2.59 

石門水庫 0.77 0.42 0.71 7.33 

曾文水庫 0.51 0.69 0.88 4.91 

註：r1為 CTSI與 TSI(SD)之皮爾森相關係數，r2為 CTSI
與TSI(chl-a)之皮爾森相關係數，r3為CTSI與TSI(TP)
之皮爾森相關係數。 

 

三座水庫的卡爾森指標平均值都在 50 以下，但

是石門水庫的卡爾森指標平均值為 49.74 已經相

當接近優養之狀態，三座水庫之中以翡翠水庫的

指標平均值 43.17 為最低，石門水庫 49.71 為最

高。 

以優養時間比例來看，在 1994 年到 2012

年的資料中，翡翠水庫的優養百分比為 3.1%，

普養百分比為 78.5%，貧養百分比為 18.4%，石

門水庫的優養百分比為 40.8%，普養百分比為

59.2%，貧養百分比為 0%，曾文水庫的優養百

分比為 23.4%，普養百分比為 76.6%，貧養百分

比為 0%；由此可得知，石門水庫優養化情況較

嚴重，曾文水庫次之，翡翠水庫的優養化情況

較不嚴重。 

 

3.2 卡爾森優養指標受干擾之現象分析 

本研究主要研究重點在探討卡爾森優養指

標受高濁度水質狀況之干擾現象。表 4為三座水

庫之卡爾森指標 (CTSI)及三個水質參數 (透明

度、葉綠素 a、總磷)計算所得之 TSI值的皮爾森

相關性分析，即第一個判定指標之分析結果。由

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翡翠水庫的三項水質項目

之 TSI 對於卡爾森指標之相關係數均高於 0.5，

其中又以 TSI(TP)的相關係數 0.78為最高，曾文

水庫的三項水質項目之 TSI對於卡爾森指標之相

關係數也是均高於 0.5，其中也以 TSI(TP)的相關

係數為最高，而石門水庫的卡爾森指標對

TSI(chl-a)的相關係數為 0.42低於 0.5；因此，可

以判定石門水庫之卡爾森優養指標受到干擾之

程度較其他兩座水庫高。 

本研究除相關性分析外，亦採兩指標評估 

表 5 TSI差異度分析 

水庫 STD(TSI) MAX(TSI)-MIN(TSI) 平均濁度
(NTU)

翡翠水庫 5.02 9.53 2.59 
石門水庫 7.48 14.3 7.33 
曾文水庫 6.69 12.9 4.91 

 

TSI 差異度，當三個水質項目之 TSI 值差異度較

大時，表示干擾現象較顯著。表 5 為 TSI(SD)、

TSI(chl-a)及 TSI(TP)三項數值之 STD(TSI)與

MAX(TSI)-MIN(TSI)的分析結果，即第二及第三

個判定指標之分析結果。由差異度分析結果可

知，以翡翠水庫的 STD(TSI)為 5.02 為最小，石

門水庫的 STD(TSI)為 7.48 最大，曾文水庫的

STD(TSI)為 6.69 則次之；MAX(TSI)-MIN(TSI)

以翡翠水庫的 9.53 為最小，石門水庫的 14.3 為

最大，曾文水庫為 12.9則次之；整體而言，石門

水庫之三個 TSI值的差異度較大，因此，可以判

定石門水庫之卡爾森優養指標有受到干擾之情

形較其他兩座水庫顯著。 

由本研究所訂的三個判定卡爾森優養指標

受干擾現象的指標，包括：相關性分析及差異度

分析兩個面向，均可以歸納出石門水庫之卡爾森

優養指標確實有受干擾的狀況，且干擾的現象較

翡翠水庫及曾文水庫嚴重；當指標受干擾現象存

在時，指標的可信度則會降低，因此，本研究進

一步從石門水庫水質監測數據中，挑選出濁度較

高的極端事件，探討在高濁度事件下，卡爾森優

養指標受干擾之現象，如表 6所示。 

本研究選出的四筆水庫水質監測數據，其濁

度均高於 50NTU，相較於平均濁度而言，屬於極

高濁度事件。由此等數據中可以看出，總磷、透

明度及 CTSI 指標均判定水庫水質呈現優養化，

但葉綠素 a卻判定水庫水質呈現貧養狀態；從監

測數據該月的降雨記錄亦顯示，水體濁度上升為

暴雨事件所導致，大量的泥沙造成無機顆粒上

升，許多營養鹽(如總磷等有機污染物)附著在泥

沙上，導致總磷、透明度指標上升，但水庫水質

實際的優養狀態並不會受到泥沙增量有顯著的

變化，由葉綠素 a 指標的貧養判定結果則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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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石門水庫高濁度案例優養判定分析 

資料時間 濁度 
(NTU) 

葉綠素 a 
優養判定 

總磷 
優養判定

透明度 
優養判定

CTSI 
優養判定

STD(TSI) MAX(TSI)-MIN(TSI)

1993/12/16 55 貧養 優養 優養 優養 33.1 58.9 
2004/02/09 54 貧養 優養 優養 優養 23.8 45.0 
2004/08/31 160 貧養 優養 優養 優養 31.4 62.6 
2007/11/08 55 貧養 優養 優養 優養 19.4 38.6 

 

悉；因此，可以推論，在高濁度的狀況下，CTSI

指標的判定確實受到干擾，導致優養判定結果與

實際水質狀況不盡相同。 

由此等事件的差異度指標分析結果可知，四

筆高濁度事件的 STD(TSI)值及 MAX(TSI)- 

MIN(TSI)值，均遠大於石門水庫之平均值，此等

數值亦可證實，在極高濁度時，CTSI受干擾的程

度較平時高；根據上述現象可推論，由於外界環

境變化影響，如暴雨事件，水庫水體水質可能出

現無機懸浮固體短暫上升的現象，進而造成透明

度降低，而並未造成藻類大量繁殖的優養化現

象，此時卡爾森優養指標的優養判定可信度將下

降。 

台灣雖已廣泛應用卡爾森優養指數來判斷

水庫優養化程度，但本研究證實卡爾森指標在高

濁度的情況下，卡爾森優養指數可能受到干擾，

造成辨識度下降，也就是無法呈現出水質實際的

優養狀況，因此，若要合理評估水庫優養化程

度，則必須採用其他受濁度干擾較低的指標，例

如藻類相關指標等，對水庫水體水質進行較為客

觀的評估，以免因 CTSI 受干擾，而高估水庫優

養程度，造成人民飲用水的不安全感。 

四、結論與建議 

1. 由於國內外文獻在評估卡爾森優養指標的適

用性時，出現些許矛盾現象，因此，本研究以

評估卡爾森優養辨識力為主要目的，證實卡爾

森優養指標在水體水質濁度較高時，確實有辨

識力下降的情形發生。 

2. 水體中的濁度，可能會造成卡爾森優養指度計

算值偏高，造成對水庫水體優養化程度高估的

情形發生。 

3. 本研究採用 CTSI和 TSI間之相關性及 TSI間

之差異度進行分析，設計三個判定指標，用以

判斷卡爾森優養指標受干擾的狀況。當 CTSI

和TSI間之相關性較低或TSI間之差異度較大

時，則表示卡爾森指標受到環境因素干擾，導

致辨識力下降。 

4. 在本研究所討論的三座水庫中，石門水庫平均

濁度較其他兩座水庫高，由分析結果亦可發

現，石門水庫卡爾森優養指標受到濁度干擾的

現象較其他兩座水庫顯著。 

5. 本研究透過相關性分析及各指標與濁度的比

較確定出，濁度對於卡爾森優養指標之影響，

未來將持續探討何時會發生指標干擾現象及

其影響的程度，並針對各別水庫進行更完整之

分析，提出水庫優養化指標修正之建議，以供

社會大眾及研究單位參考使用。 

參考文獻 

 1. 行政院環保署，http://www.epa.gov.tw/。 
 2. 古煥林，2005，水庫水質優養化最適指標之

探討，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

論文。 

 3. 吳俊宗，2011，水庫水質優養化相關參數合

理性研究報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4. 郭振泰、吳俊宗，1990，台灣地區給水水源

優養化評估法之建立及其優養化程度調查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5. 郭振泰、吳俊宗，1991，台灣地區給水水源

優養化評估法之建立及其優養化程度調查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6. 陳金花、歐麗苓，2007，澄清湖底泥清除對

水庫水質影響之探討研究報告，台灣自來水

http://www.epa.gov.tw/


7 

股份有限公司。 

 7. 黃富昌、林嘉鴻、顏冠忠，2006，以多變量

統計分析探討石門水庫水質優養化，2006 年

台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8. 溫清光、高銘木、林財富、張穗蘋、李志賢、

吳佳正，2005，以生態工法去除水庫集水區

營養源研究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 溫清光、高銘木、郭文健、莊淑滿、張穗蘋、

黃家勤、楊磊、鄭幸雄，1995，鳳山水庫曝

氣工程效益評估，台灣省自來水公司。 

10. 蔡福永，2007，台灣水庫之優養化指標評析，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11. 顏沛華、蔡長泰、呂珍謀，1999，南化水庫

防淤清淤方案研究，成大水利海洋研究發展

基金會。 

12. Aizaki, M., 1981.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Carlson's trophic state index to Japanese lakes 

and its relationships to other parameters related 

to trophic state (in Japanese with English 

summary). Research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Japan, 23, 

13-31. 

13. Carlson, R. E.,1977. A trophic state index for 

lakes.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22(2), 

361-369. 

14. Dillon, P. J., and Rigler, F. H., 1974. The 

phosphorus-chlorophyll relationship in lakes.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19(5), 767-773. 

15. Owen, D. M., Amy, G. L., Chowdhury, Z. K., 

Paode, R., McCoy, G., and Viscosil, K., 1995. 

NOM: characterization and treatability: Natural 

organic matter. Journal-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87(1), 46-63. 

16.Volk, C., Bell, K., Ibrahim, E., Verges, D., Amy, 

G., and LeChevallier, M., 2000. Impact of 

enhanced and optimized coagulation on removal 

of organic matter and its biodegradable fraction 

in drinking water. Water Research, 34(12), 

3247-3257. 

17. Vollenweider, R. A., 1969.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elementary models concerning the 

budget of substances in lakes. Archiv fuer 

Hydrobiologie, 66(1), 1-36. 

 

 

收稿日期：民國 103年 3 月 13日 

修正日期：民國 103年 6 月 11日 

接受日期：民國 103年 6 月 29日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32003400300030006400700069002D0036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tru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tru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U.S. Web Coated \(SWOP\) v2)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fals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true
        /ConvertTextToOutlines true
        /GradientResolution 175
        /LineArtTextResolution 2400
        /PresetName (2400dpi)
        /PresetSelector /UseName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tru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595.275 841.89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