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眼林農路改善二期工程

111年度優良農建工程-農路(林道)類

實地評審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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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簡報綱要

• 壹、工程緣起

• 貳、工程內容

• 參、規劃設計

• 肆、工程特色

• 伍、三級品管

• 陸、工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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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

工程緣起

• 工程位置

• 工程目的

• 災害課題



◆ 工程位置：嘉義縣梅山鄉龍眼村

二尖山步道 龍眼林農路

◆ 工程目的：農路改善、串連景點

工程緣起



◆分年分期：預計分三期改善，長度約2.2km

◆一期工程：14,969,000元(110.1.5已完工)

◆二期工程：10,493,000元(111.11.02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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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廟

★阿管處觀景平台

★龍興宮

★二尖山步道

工程緣起 ◆ 災害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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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工程內容

• 治理對策

• 工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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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對策

安全
防災

耐久

需求 減碳

•路基改善、安全排水

•提升道路耐久性

工程內容
治理課題(災害、安全、生態) 治理對策

1.既有路寬僅能單線通行，會車不
易，避車空間不足

於適當地點設置避車道，提供會車空間。

2.農路排水不良沖刷路側邊坡 完善排水系統，設置L溝、排水溝、集水
井安全排水。

3. 邊坡土砂流出路面泥濘溼滑 上邊坡設置混凝土減量之箱籠、角石疊砌
擋土牆，避免土砂流出影響用路人安全。

4.安全警示不足，恐發生對撞、墜
落意外

設置鋼鈑欄杆、反光導標、反光鏡等警示
設施，防止對撞、墜落意外發生。

5.路面年久失修發生龜裂、沉陷、
破損

既有AC刨除，避免AC鋪面愈鋪愈高，並
針對「路面沉陷」進行改善，改善積水情
形。考量下邊坡開挖回填材料及整體路床
進行整理，使路床材質一致後再鋪設AC。

6.生態環境維護之措施。 設施減量、限縮施工範圍。採通透性較佳
的護欄設計，避免生態阻隔，工區內「山
麻雀」為瀕絕鳥類，除了減少工區植被擾
動外，設置巢箱提供生態補償。

「龍眼林農路」為通往二尖山之唯一道路，打造農民及遊客「安全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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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C鋪面工程，A=2,125m²

◆2.標線 L=958.8m、反光標記 282個

◆3.避車道-壓花瀝青A=100m²

◆4.鋼鈑護欄計174.5m

◆5.上邊坡擋土牆暨矩形溝 L=34.8m

◆6.箱籠擋土牆暨L溝 L=210.1m 

◆7.下邊坡擋土牆 L=100.5m

◆8.矩形加蓋溝 L=51m

◆9.角石疊砌擋土牆暨L溝 L=127.5m

◆10.集水井計1座

◆11.警告告示牌2面

◆12.反光鏡 2面

◆13.客土袋 17,000袋

◆14.巢箱 10個

◆15.錫葉藤計410株

◆16.砌角石護坡 L=19.7m

◆17. 清碎石鋪面A=117m²

◆ 工程項目

工程配置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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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3

規劃設計

• 設計理念

• 工程設計

• 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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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考量

觀光
串聯

跨域
整合

創新
思維

管理
維護

•結合農村再生社區-

•龍眼社區發展協會

•提升遊客及用路人安全

•保留大喬木

•通透性謢欄、避免生態阻隔

•減少開挖、加強植生綠化

龍眼林
農路

改善工程

•梅山鄉公所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龍眼社區發展協會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太平雲梯、太平老街、二尖山步道

完善排
水系統

規劃設計 設計理念

•減少碳排，混凝土減量



單線通行會車不易，設置避車道提供會車空間，降低碰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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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避車道

因應「多霧氣候環境」及「夜間行駛需求」，利用彩色壓花瀝
青於適當地點設置避車道，以醒目顏色辨識避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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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箱籠擋土牆暨L溝

1.生態性較高之箱籠擋土牆取代RC擋土牆。

2.就地取材，節能減碳，利用損壞磚牆之營建
剩餘土，破碎後粒徑約20cm填裝石籠。

3.表層填裝客土袋，具綠化及美觀之效果，並
栽植「錫葉藤」攀附石籠網，未來成為紫色許
願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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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箱籠擋土牆暨L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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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角石疊砌擋土牆暨L溝

1.保留既有竹林生態，設計工法以低擾動及自然
生態為原則。

2.採用自然材質-角石疊砌擋土L溝，防止邊坡沖
刷，完善道路排水系統，並利用碎石鋪面提供
人行通道及行車緩衝空間，避免傳統RC構造物
及生硬欄杆影響竹林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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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角石疊砌擋土牆暨L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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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安全警示設施

1.針對「道路轉彎」「下邊坡陡峭」路段以及因
應當地「多霧氣候」，設置鋼鈑護欄、反光導標、
反射鏡、跳動路面及警告標誌等安全警示設施，
防止墜落、碰撞意外。

2.警示設施部份，除了設置護欄，也增設反光標
記，增加夜間行駛安全，其中「轉彎處的間距為
3m，直線段為5m」，提醒用路人前方需要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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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護欄之特性比較

護欄型式 鋼鈑護欄 紐澤西護欄 塊狀護欄

單價 單價：2,344元/m 單價：1,945元/m 單價：1,386元/m

施工便利性 施工速度:快 施工速度:慢 施工速度:中

再生利用 可回收利用 不可回收 不可回收

緩衝效果 有彈性具緩衝效果 無緩衝效果 無緩衝效果

生態性 通透性佳 通透性不佳 通透性佳

防護功能 標準高度防護佳 標準高度防護佳 低矮有縫隙防護差

節能減碳 混凝土量體少 混凝土量體高 混凝土量體中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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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

嘉義縣政府
梅山鄉公所

在地環保義工
及守望相助隊

交通部觀光局
阿里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龍眼社區
發展協會

災害監控

環境友善

水土保持局

➢龍眼社區發展協會簽署
認養契約不定時的環境
整理，設施檢查及維修
通報。

➢梅山鄉公所將本工區列
為景點路線之一，故未
來將定期維護管理。

➢「二尖山步道」為阿里
山國家風景管理處三大
遊憩區-西北廊道地區
主要熱門景點，沿途也
設置了觀景平台，提供
遊客遠眺使用。

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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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4

工程特色

• 節能減碳

• 防災安全

• 環境保育

• 創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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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類型 量體

鋼筋混凝土減碳量

土方、營建廢棄物
不外運減碳量

植生固碳量

節能減碳工程特色 ➢箱籠擋土牆、砌石擋土牆-運用自然材質，降低混凝
土量體，融入地景，減少環境衝擊。

➢利用土包袋填裝剩餘土方，並加強植生復育，達到設
施減量、節能減碳目標。

➢採用鋼鈑護欄減少混凝土量體，降低排碳量，可回收
利用，形成循環經濟。

➢總計約可降低混凝土量約 622m3、減少土方外運量
約 1,120m3，有效減碳量約142.7 T-CO2e。

➢本工程碳排量約140.5 T-CO2e，透過植生固碳，約
3.6年後可以達到零碳排。

依據「永續綠色工程資訊網」估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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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安全工程特色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
自主檢查表

龍眼林農路為通往二尖山唯一道路，假日遊客
眾多，路寬僅能提供車輛單線通行。

施工期間，廠商確實作好相關交維及夜間警示
設施，達成零職安及零交通意外目標。

工地安全衛生、工地災害預防



物種
名稱

主要分
佈

行為習性 生存壓力 工程影響 友善措施建設 友善人力

鳳頭蒼
鷹

平原至
中低海
拔山區

築巢於大樹樹冠的分枝。隱
藏於高樹枝上，伏擊獵物，
包括鼠類、鳥類、蜥蜴、蛙

類等。

棲地環境破壞或消失
(a)自然棲地留存 ; (c)
保留現地大樹

建議保留闊葉林，及
保留可棲息的大樹。

台灣猛禽研
究會

山麻雀
低至中
海拔山
區

以禾本科植物穎果及昆蟲為
食，需天然樹洞或人工洞穴

作為巢穴。

與人類活動區域相近，
受到棲地破壞、農藥
毒害、等問題面臨生
存威脅，族群極度稀

少瀕絶。

(a)自然棲地留存 ; (c)
保留現地大樹

工區或施工便道儘量
迴避或縮小對於高草
草生地植被的擾動及
破壞。保留具有樹洞
之樹木或人工構造

蔡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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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生態情報網查詢得知，本工程屬於二級檢核，
主要保護物種以鳥類為主。

◼限縮施工範圍及保留大樹，減少棲地干擾。

工程特色 生態檢核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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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生態友善措施

集水井-

入流處採階梯型式消能，
出流處以緩坡設計，提
供生物逃生。

「山麻雀」為工區瀕絕鳥類，除了減少開挖擾動外，另設置巢箱提
供生態補償。巢箱為嘉義縣野鳥學會多年研發成果，採塑膠管人工
巢箱，山區耐用不發霉不龜裂。前端特製踏板，利於山麻雀進出，
並可清除繁殖過的舊巢材。外表包覆厚硬質海綿保溫管，防止日夜
溫差凝聚水珠，白天日照不產生高溫。

填具生態檢核表，落實生態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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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
◼ 動物是最好的檢驗師，他們活不了的環境，人類能夠活多久？
◼ 水保局從一隻鳥、一條魚、一隻兔、一隻虎開始帶動棲地共享，共譜農村生態永續方程式。

◼鼓勵茶農在茶園周圍種植小米，讓山麻雀在繁殖期有充沛的食物來源得以繁衍，
而消費者在購買這些友善商品時，也為環境永續盡份心力。

棲地共享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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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晚上8時至翌日上午8

時及假日，禁止使用動力機
械、灌漿作業與模板組立等
施工噪音行為。

◼定時工地灑水，避免塵土飛
揚，降低空氣污染。

工程特色 環境維護環境保育

保留及保護大樹，保護樹皮避免施工機具誤傷。



遭遇困難 解決方法

1.工區農路狹小僅能單線通行，假日遊客
及登山客眾多，施工及機具材料進出不易。

假日不施作，主要於平日加派人力施工，機具材料進
場，及加強交維辦理。

2.工區為二尖山步道主要登山口及休憩據
點，如何避免遊客誤入施工區域?

針對出入口管制，並於工地設置圍籬、交通錐、連桿
及警告標語，區隔施工範圍，避免職安意外發生。

3.開挖之剩餘土方如何處理？ 利用箱籠及客土袋填裝剩餘土方，達到土方不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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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色 創新挑戰 困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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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色 創新挑戰

1.為了讓工程在施工的
過程中能夠順利施工，
在設計階段以完工模
型輔助說明，讓地方
民眾及施工單位更能
了解工程內容，以達
到工程共識，避免工
程糾紛。

2.協助營建生命週期管
理，提早發現施工問
題，降低施工錯誤樣
態。

BIM模型建置

科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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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5

三級品管

• 主辦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

• 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

• 承攬廠商之品質管制機制

• 履約管理

• 進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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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品管 主辦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

➢ 依廠商之技術、品質、功
能、安全衛生管理能力及
價格等項目，擇定最佳決
標對象。

➢ 採分段開標，由審查委員
會及工作小組，審查投標
廠商之資格及規格後，就
合於標準之優良廠商開價
格標，可避免廠商低價搶
標致影響工程品質及施工
安全。

評分及格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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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

監造計畫 品質計畫 施工計畫

計畫書審查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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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之品質督導機制三級品管

上級機關施工查核情形

主管機關品質督導情形

• 查核、督導所列缺失，本分局均列管

追蹤，並由監造單位查證施工廠商依

限改善完成後備查。

查核督導缺失追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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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

品管證號：第IE1090230號

證號：技執字第006408號

簽證技師：李國慶

品管證號：第FE1020226號
甲種職安業務主管

監造人員：林家弘

設計人員：李政祐

監造協辦人員：紀文宗

山林技術
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暨監造廠商
簽證技師
李國慶

監造人員
林家弘

監造協辦
紀文宗

設計人員
李政祐

監造組織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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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材料設備型錄、樣品
繪製施工大樣圖

業主及監造單位審核簽認

材料設備進場

工地自主檢驗

監造檢驗或送驗

退
回

N.G.

N.G.

退
回

N.G.

進場材料檢查

材料送驗

材料進查檢查情形
材料品質管理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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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項目
已抽驗
次數

符合
次數

未符合
次數

混凝土坍度 7 7 0

混凝土氯離子 7 7 0

圓柱試體抗壓 7 7 0

瀝青混凝土 1 1 0

鋼筋 1 1 0

模板 1 1 0

造型模板 1 1 0

植生土包袋 1 1 0

箱籠網材 1 1 0

∮3”PVC管 1 1 0

排水器 1 1 0

鋼鈑護欄 1 1 0

鋼軌樁 1 1 0

反光導標 1 1 0

反光標記 1 1 0

材料品質查驗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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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施工

工地自主檢驗

監造查驗

紀錄存檔

製作工作進行中之各項
缺失檢討及追蹤改善

改
善
或
重
作

N.G.

N.G.

施工品質查驗情形

AC鑽心取樣

施工抽查

施工品質管理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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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項目
已抽驗
次數

符合
次數

未符合
次數

放樣 5 5 0

開挖 15 15 0

模板 21 21 0

鋼筋 15 15 0

混凝土 20 20 0

回填 8 8 0

擋土牆 13 11 2

鋼鈑護欄 8 8 0

砌角石L溝 26 23 3

職業安全衛生 52 50 2

工地環境保護 52 52 0

工地環境維護 52 52 0

瀝青混凝土鋪面 2 2 0

壓花瀝青 2 2 0

碎石鋪面 1 1 0

箱籠工程 15 15 0

總計查驗
16項

查驗次數
307次

合格次數
300次

不合格
次數7 次

合格率達
97.7%

施工品質查驗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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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具不符合事
項通知暨改善
表，通知施工
廠商改善

施工廠商將不
合格事項改善
並提出矯正預
防措施

監造人員複查，
如複查合格，
留存紀錄、歸
檔備查

改善前

改善中

改善後

缺失改善追蹤紀錄

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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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廠商之品質管制機制

負責人

陳宗明

主任技師

林煥烜

工地負責人

浦順華

品管人員

陳威誠

職安人員

陳東祐

測量人員

鄭春光

品管組織

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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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檢查
16項

檢查次數
661次

合格次數
653次

不合格
次數8次

合格率達
98.8%

材料及施工自主檢查承攬廠商之品質管制機制三級品管

自主檢查項目
已抽驗
次數

符合
次數

未符合
次數

放樣 5 5 0

開挖 16 16 0

模板 26 26 0

鋼筋 18 18 0

混凝土 26 26 0

回填 10 10 0

擋土牆 18 15 3

鋼鈑護欄 8 8 0

砌角石L溝 34 33 1

職業安全衛生 159 156 3

工地環境保護 159 159 0

工地環境維護 159 159 0

瀝青混凝土鋪面 2 2 0

壓花瀝青 2 2 0

碎石鋪面 1 1 0

箱籠工程 18 17 1

項目
已抽驗
次數

符合
次數

未符合
次數

混凝土坍度 7 7 0

混凝土氯離子 7 7 0

圓柱試體抗壓 7 7 0

瀝青混凝土 1 1 0

鋼筋 1 1 0

模板 1 1 0

造型模板 1 1 0

植生土包袋 1 1 0

箱籠網材 1 1 0

∮3”PVC管 1 1 0

排水器 1 1 0

鋼鈑護欄 1 1 0

鋼軌樁 1 1 0

反光導標 1 1 0

反光標記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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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告示牌 出入口管制

安全零職安！
➢ 成立協議組織

➢ 安衛教育訓練

➢ 危害書面告知

➢ 職安督導檢查

職業安全教育訓練灑水車避免塵土飛揚

環境零污染！
➢ 施工機具安全

➢ 施工人員安全

➢ 工區環境整理

承攬廠商之品質管制機制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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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

工作站

➢ 要求監造人員與施工廠商傳輸

➢ 數位相片，於http://rcm.swcb.gov.tw

➢ 「進度實績管理子系統」及「委外監造日誌

回傳系統」

工程管考系統

履約管理三級品管 即時LINE群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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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管理

開工日期：110年09月19日

完工日期：111年11月02日

施工期限：305日曆天
(因天候及採茶作業因素辦理展延工期)

進度有效管控如期如質完工

施工進度管理

 每日填寫監造日報表

 每半月紀錄實際進度並與預
定進度做比對

 定期召開工程進度及品質管
控會議

施工進度控管

定期召開施工進度檢討會議
• 00

定期召開施工進度檢討會議

檢討施工廠商進度執行狀況

及未來預計施工調度狀況

工程進度檢討會 ➢進度落後-達5％以上但未達10%
時，由監造廠商邀集施工廠商工
地負責人每週召開一次施工檢討
會，檢討前兩週施工情形。

➢若進度落後歸責於施工廠商，且
達20%以上，限期一週內提出趕
工計畫書。

➢若進度落後非歸責於施工廠商，
且為主要徑之工項，請施工廠商
盡快提出工期展延，以降低預定
進度。

➢督促施工廠商增闢工作面、提升
施工能量。

進度落後因應對策

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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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管理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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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

實際

★ 預定進度 99.83%

實際進度 100.00%
(統計至111.11.02)

充分掌握施工進度

提前3天完工

★ 開 工 日：110年 09月 19 日
★ 竣 工 日：111年 11月 02 日

實際:100.00% 

預定:99.83% 

施工進度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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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6

工程效益

• 經營效益

• 完工美照

• 評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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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排水，解決農路排水不良問題。

設置避車道，提供會車空間，有效解決會車不易問題。

設置護欄、警示設施，增加農路安全性，防止墜落意外。

農路改善約2.2km、農作受益面積約30ha、受益戶數約30戶。

工程效益 有效改善農路、增加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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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效益

46

有效改善農路設施，提供茶農及遊客安全行車環境，並增進農作運輸效益，帶動
社區高山茶、精品咖啡等觀光效益。總計保全農民及觀光遊客約20,000人/月，地
方觀效益每年約1億2千萬元。

安全行車環境、帶動地方產業



梅山太平 漫步雲端

7：30 報到

8：00 出發

9：00 梅山下換接駁車

9：30-10：30 到達太平雲梯

10：30-12：00 雲之南道

12：00-13：30    太平老街(午餐)

13：30-14：20 龍興宮

14：20-16：30 龍眼林二尖山步道

16：30 集合回程

一日旅遊行程

雲之南道太平雲梯 太平老街 龍興宮

工程效益

二尖山步道

周邊景點串連、吸引觀光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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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效益 曲線平順優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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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效益 避車範圍醒目易辨識、箱籠與茶園地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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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效益 保留竹林完整林相、採用自然材質不違合



評審項目對照表
評分指標 評審項目 參考頁面

品質管理
(制度/施工)

1.主(代)辦機關之品質督導(保證)機制 P.29~31
2.專案管理廠商之品質督導(保證)機制 無專案管理廠商
3.監造單位之品質保證機制 P.32~37
4.承攬廠商之品質管制機制 P.38~40

進度管理 1.施工進度管控合理性 P.42~43
2.施工進度落後因應對策之有效性 P.42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1.規劃設計 P.10~17
2.履約管理 P.41
3.維護管理 P.18

節能減碳 1.周延性 P.20
2.有效性 P.20

防災與安全 1.工地安全衛生 P.21
2.工地災害預防 P.21

環境保育 1.環境維護 P.25
2.生態保育 P.22~24

創新科技 1.創新挑戰性 P.26
2.科技運用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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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與您一起打拼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