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人：李明彥 工程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年度優良農建工程實地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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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位置工程位置

尖石鄉

集水區範圍

新竹縣尖石鄉
鎮西堡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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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西堡部落

趾部崩塌範圍
面積約:1.3公頃

N

竹60

民國93~94年
發生崩塌

本案位於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地區，為潛在大規
模崩塌列為高潛勢地區，地質條件差、地下水特
性複雜且豐沛，邊坡裸露多處滲水，現況已有蝕
溝發展，且趾部為攻擊岸易受泰崗溪影響刷深導
致坡腳失穩。

工程緣起工程緣起



2005年馬莎颱風後，崩塌面積擴大
約7公頃

2003年，無異狀 2004年艾利颱風後，坡面可見蝕
溝線形，崩塌面積約2.2公頃

2018年坡面持續有滲水情形，並有
黑灰色剪裂帶出露情形

歷史災害及崩塌範
圍演變圖

工程緣起工程緣起

N
緩

緩

緩

階狀地

攻擊岸，崩塌裸露

趾部坡面滲水，出水量大

 地形：

 水系：趾部泰崗溪支流，攻擊岸

 趾部坡面滲水，出水量大，蝕溝發育

(主崩崖、側崖)
(平坦地形)

 上緩，下陡
 古崩塌地
 階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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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緣起工程緣起



LiDAR地形+邊坡表徵現勘 主要，L1潛在大規模崩塌區 (新竹縣-尖石鄉-D097)

 再分，M1、S1~S3潛在滑動塊體

S1、S2趾部有災害歷史，再分，S1-1 及 S2-1 (趾部崩塌區)

潛在滑動塊體判釋

A

B

C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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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緣起工程緣起

新增鑽孔
19-1W
(55m)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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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向斜

投影鑽孔
17-4BW
(70m)

17-5BW
(50m)

投影鑽孔
17-2BW
(40m)

投影鑽孔
17-3BW
(50m)

18-1BW
(55m)

18-1W
(60m)

18-1P
(70m)

L1潛在崩塌

M1潛在崩塌

S2潛在滑動

竹60

S2-1潛在滑動

層理

推估土岩介面

泰崗溪支流

投影鑽孔
18-2W
(70m)

投影鑽孔
17-1BW
(70m)

投影鑽孔
17-6BW
(70m)

層理傾角=40°

層理傾角=30~40°

層理傾角=30~40°

層理傾角=10~15°

層理傾角=5~10°

層理傾角=5~10°

露頭位態=40°

A

B

C

B背斜

岩屑材料
(黃棕色土壤夾灰黑色岩塊)

圖例

土岩介面

硬頁岩偶夾變質薄層砂岩

變質砂岩與硬頁岩互層B

C 硬頁岩

A

基礎模式建立

精進調查

地質模式及崩塌機制
 坡體材料主要包含岩屑層、岩層
 岩屑層：厚度達約20~50m
 岩層：硬頁岩為主，岩體具破碎情形，坡趾剪裂帶出露

 受向斜、背斜通過影響，計畫區坡型包含
順向坡、逆向坡

岩屑材料
(黃棕色土壤夾灰黑色岩塊)

圖例

土岩介面

硬頁岩偶夾變質薄層砂岩

變質砂岩與硬頁岩互層B

C 硬頁岩

A

坡趾，順向坡
順向坡(未見光) 順向坡(未見光)逆向坡

40

50

37

45

坡趾，剪裂帶出露

趾部崩塌區

B背斜A向斜

層理
朝東南傾

層理
朝西北傾

層理
朝東南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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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西堡鎮西堡

崩塌機制
 岩屑層滑動

 破碎岩層滑動

層間或
土岩介面

剪裂帶

工程緣起工程緣起



溪流
攻擊岸

地質
條件差

地下水
豐沛

岩屑材料(鬆散軟弱)
岩體破碎(剪裂帶)

溪流持續掏刷趾部

地下水流徑集中，坡面大量滲水
 部分漫流，沖刷坡面
 部分再入滲，增加下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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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邊坡穩定因子

趾部崩塌區崩塌潛勢高
若崩塌可能會向上發展

多期地形變異比對分析結果
趾部崩塌後退約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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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產製之地形線(201706)

圖例：

DSM產製之地形線(200509)

施工便道

泰崗溪支流

坡面滲水

坡面地下水大量滲出

災害成因災害成因

AA'

1300

14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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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m)

18-1BW
(55m)

18-1P
(70m)

推估土岩介面

泰崗溪支流

距離(m)

針對主要不利邊坡穩定之因子，進行分析，掌握其可能之影響性
 地下水抬升
 攻擊岸掏刷

邊坡穩定分析

探討1：地下水位變化之影響

地下水抬升及趾部攻擊岸，對於鎮西堡趾部崩塌區之穩定性，皆有顯著之影響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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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西堡鎮西堡

探討2：趾部溪水掏刷後退之影響

災害成因災害成因



項次 課題／災害情形 原因分析 治理對策

1
坡面裸露且降雨易造
成崩坍

地質材料鬆散且岩體破
碎 保護裸露坡面並加速植生復育。

2
坡面大量滲水且坡面
已有蝕溝產生

地下水豐沛、地表漫流
造成

加強現有地表水截流及地下水導排處理，
降低地下水位，提高邊坡穩定。

3 邊坡趾部掏刷 位於溪流攻擊岸易受溪
水沖刷 趾部加固，控制溪流流心，保護溪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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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對策治理對策

防砂壩、固床工
護岸

已完工

已完工

持續監測
警戒發布

橫向集水管 (第2期)
縱橫向噴漿溝
導入自由樑型框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
加強排除不利穩定因子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加強排除不利穩定因子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橫向集水管 (第1期)
噴漿溝

抑制地下水抬升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抑制地下水抬升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降低外在營力作用
攻擊岸坡趾保護
降低外在營力作用
攻擊岸坡趾保護

第四階段第四階段 持續追蹤邊坡活動性及滾動
式調整警戒值
持續追蹤邊坡活動性及滾動
式調整警戒值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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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6年起進行監測調查，掌握潛在致
災因子整體考量，分年分期治理計畫
自106年起進行監測調查，掌握潛在致
災因子整體考量，分年分期治理計畫

治理對策治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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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本期
工程

109

110



工程內容

護岸

固床工
防砂壩

鎮西堡部落崩塌地處理工程
(108年6月完工)

降低外在營力作用
攻擊岸坡趾保護
降低外在營力作用
攻擊岸坡趾保護



橫向集水管
噴漿溝

抑制地下水抬升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抑制地下水抬升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鎮西堡潛在大規模崩塌地(D097)排水改善

(108年6月完工)

噴漿溝(二期)

護岸
固床工

鎮西堡部落崩塌地處理二期工程
(109年3月完工) 抑制地下水抬升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抑制地下水抬升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降低外在營力作用
攻擊岸坡趾保護
降低外在營力作用
攻擊岸坡趾保護



稻草蓆敷蓋

噴漿溝

固床工補強

自由樑型框

橫向集水管

稻草蓆敷蓋

加強排除不利穩定因子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
加強排除不利穩定因子
地表水截排、地下水導排鎮西堡部落崩塌地處理三期工程

(109年12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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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規 劃



工程內容

20

金額名稱 金額(元)

原契約金額 26,349,000

第一次變更 21,771,000
增加 263,269

減少 4,841,239

變更簡要說明

1. B區經勘查既有噴漿溝結構良好，於現場評估後，取消施作B
線上游噴漿溝及節制壩5座。

2.現場岩盤出水量過大，取消A0K+000~A0K+020縱向噴漿溝、
節制壩1座及106米截流噴漿溝施作。

3.地主反應後續有土地利用問題，取消縱向噴漿溝、截流噴漿
溝及種植楓香。

4.民眾反應排水溝及#2靜水池處為農民進出主要道路，阻礙民
眾採收作業，取消排水溝及#2靜水池。

5. E區坡面原設計45米縱向噴漿溝，依現地調整於防砂壩上游
坡面安全處放流，施作長度調整為129米；C區坡面施作過程
發現坡面滲水，為避免坡面滲水持續沖蝕，增加縱向噴漿溝
28.3米。

6.既有翼牆補強原設計高度為7米，經現場開挖後於護岸頂下5
米處遇岩盤，調整補強高度為5米。

項次 工項 數量
1 自由梁型框 14406m2

2 稻草蓆敷蓋灑草籽 1561m2

3 縱向噴漿溝 330.3m

4 截流噴漿溝 200m

5 Φ3HDPE管 33支

6 固床工補強 1處

7 翼牆補強 1處

工程經費： 21,771 仟元
開工日期：109年 5 月 4 日
竣工日期：109年12月22日

工程內容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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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配置圖工程配置圖

稻草蓆敷蓋

噴漿溝

固床工補強

自由樑型框

橫向集水管

稻草蓆敷蓋



規劃設計

水理計算水理計算

工程設計符合水理計算合理範圍，提升工程使用耐久性。

分流計算坡面水理，設計符合流量之溝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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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部崩塌區
地下水主要於岩屑層流動

AA
BB

CC

趾部崩塌區

AA

BB
CC

部分漫流

地下水補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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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 - 大範圍 (2017年)

 地質 ：向斜軸部朝趾部傾末
 地形 ：蝕溝、微水系，往趾部匯集
 現勘 ：趾部坡面滲水
 地電阻：可能含水層分布
 鑽探 ：上下工水位紀錄
 試驗 ：地下水檢層
 監測 ：地下水位井、監測

 補充調查 - 趾部崩塌區 (2018、2019年)

 分層水：岩屑層、岩層
 地下水流徑：A、B、C流徑

A、B往趾部崩塌區

 地下水流徑確認 ( 大範圍低電阻區 )

初步掌握

依地下水含水層斷面調查報告配置

地下水調查地下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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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樑 型 框 噴 植
稻 草 蓆 敷 蓋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類別 材料名稱

草本 百喜草

草本 五節芒

灌木 山胡枝子

灌木 山水柳

灌木 山芙蓉

灌木 山鹽菁

喬木 相思樹

草本 高狐草

植
生
種
子
表

自由樑型框加強坡面之穩定性，搭配噴植草籽

加速坡面植生復育，降低降雨沖蝕對坡面之影

響，並於平緩處採灑草籽敷蓋稻草蓆，以利植

生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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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橫 向 集 水 管

 依據規劃報告之地下水調查成果，並依調查之地下水流徑，配置橫向集水管導排地下水。

 橫向集水管採用HDPE網管，並於外層包覆不織布減少孔徑阻塞，增加設備使用耐久性，並規劃

集水管導排出之地下水妥善排放至安全處，避免二次入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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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噴 漿 溝 設 計 簡易靜水池

簡易靜水池

簡易靜水池

 考量現地地勢陡峭、材料機具運送不易且施工困難高，採用噴漿溝方式減少開挖量體，降低環境衝擊。

 規劃排水路分流，避免過度集中排放造成損壞，並設計靜水池及消能設施，有效改善地表水漫流及降低

地表水對坡面沖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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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友 善 措 施
施工 便 道

稻草蓆覆蓋

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 迴避：

沿用前期工程施工便道，迴避林相優良完

整區域。

• 縮小：

減少開挖範圍、設置臨時土方暫置區及施

工便道最小化。

• 減輕：

設置臨時沉沙池靜水池降低濁度

• 補償：

自由樑型框搭配噴灑草籽，以利加速植生

復育，恢復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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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鉛色水鶇

黃山雀玉班錦蛇大赤啄木

大冠鷲 藍腹鷴

屬第二級生態檢核。

生態資料庫內未顯示相關物種情報。

分局委辦生態團隊調查出大赤啄木、玉斑錦蛇、黃山雀、

大冠鷲、鉛色水鶇、藍腹鷴等生物。



工程特色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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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圓周開孔，提高排水效能，外層包覆不織布，
避免孔徑阻塞，增加使用耐久性

採用透水率高之HDPE管

鎮西堡部落崩塌地處理三期工程
╳:無出水
●:管出水

分區編號 埋管日期 打設長度
(m)

每日出水狀況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A1 8月13日 50 1/2● 1/2● 1/4● 1/6● 1/6● 1/6● 1/6● 1/6● 1/6●

A2 8月16日 50 1/6● 1/6● 1/6● 1/6● 1/6●

A3 8月14日 50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A4 8月17日 50 1/8● 1/8● 1/8● 1/8● 1/8●

A5 8月15日 50 1/2● 1/2● 1/2● 1/2● 1/2● 1/2● 1/2●

A6 8月18日 50 1/8● 1/8● 1/8● 1/8●

A7 8月15日 50 1/8● 1/8● 1/8● ● ● ╳

A8 8月18日 50 ● ● ● ╳

A9 8月19日 50 1/6● 1/6● 1/8●

A10 8月19日 50 1/6● 1/6● 1/8●

創 新 性創 新 性

紀錄橫向集水管出水情況以利掌握成效



挑 戰 性挑 戰 性

32

施工動線長且坡度陡，機具材料運送不易，邊坡
地質破碎，遭遇豪雨颱風等事件，邊坡土石易鬆
動，嚴重影響施工進度。

地勢陡峭 施工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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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部崩塌區
地下水主要於岩屑層流動

AA
BB

CC

趾部崩塌區

AA

BB
CC

部分漫流

地下水補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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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 - 大範圍 (2017年)

 地質 ：向斜軸部朝趾部傾末
 地形 ：蝕溝、微水系，往趾部匯集
 現勘 ：趾部坡面滲水
 地電阻：可能含水層分布
 鑽探 ：上下工水位紀錄
 試驗 ：地下水檢層
 監測 ：地下水位井、監測

 補充調查 - 趾部崩塌區 (2018、2019年)

 分層水：岩屑層、岩層
 地下水流徑：A、B、C流徑

A、B往趾部崩塌區

 地下水流徑確認 ( 大範圍低電阻區 )

初步掌握

依調查成果掌握地下水流徑
規劃配置橫向集水管

挑 戰 性挑 戰 性
依地下水含水層斷面調查報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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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復既有結構，達到設施永續、低碳之環境效益。

 裸露坡面植生恢復良好，減少坡面沖蝕。

 分流導排逕流水，將水穩定排放至安全處。

周 延 性周 延 性
整體考量 安全排水

第二期打設後常時地下水位，再下降，約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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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時地下水下降，抑制地下水上升
集水管打設後，地下水位下降集水管打設後，地下水位下降

第一期打設後常時地下水位，持續下降，約2m

趾部崩塌區，常時水位，降4m

利奇馬颱風
累積雨量285 mm
地下水最大昇幅約2~2.5 m

烟花颱風
累積雨量349 mm
地下水最大昇幅約2.8~3 m

更大降雨事件，地下水水位無顯著升幅抑制地下水位上升抑制地下水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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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1 2018/01/01 2018/07/01 2019/01/01 2019/07/01 2020/01/01 2020/07/01 2021/01/01 2021/07/01 2022/01/01
日期

米塔颱風
(累積雨量146.5mm)

尼莎颱風
(累積雨量294mm)

10月豪雨事件
(累積雨量275mm)

1月連續降雨
(累積雨量220mm)

瑪莉亞颱風
(累積雨量166mm)

0823豪雨事件
(累積雨量129mm)

3月連續降雨
(累積雨量219mm)

5月鋒面降雨
(累積雨量109mm)

6月鋒面降雨
(累積雨量250mm)

利奇馬颱風
(累積雨量284.5mm)

5月鋒面
(累積雨量164mm)

乾季 雨季 乾季 雨季

抑制抬升幅度顯著

緩慢下降 抑制抬升幅度
持續下降，常時水位新低

第一期橫向集水管
開始打設

第二期橫向集水管
開始打設

5月梅雨
(累積雨量107.5mm)

彩雲颱風
(累積雨量116mm)

乾季 雨季

常時水位持續下降
已降約4m

烟花颱風
(累積雨量349mm)

璨樹颱風
(累積雨量124.5mm)

圓規颱風
(累積雨量66mm)

盧碧颱風
(累積雨量98mm)

遭遇多起特殊降雨，
仍未超過前期水位2019，利奇馬颱風

累積雨量285mm
地下水抬升約2.5m

2021，烟花颱風
累積雨量349mm
地下水抬升約3m

趾部區域
常時水位持續下降

已達4m

工 程 效 益工 程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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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馬颱風
 最大日雨量185.5mm
 累積雨量284.5mm 
 有效累積雨量290mm

地下水洩降速率約1.25m/day

在更強降雨事件，有效累積雨量明顯增加情況下，洩降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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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1 2018/01/01 2018/07/01 2019/01/01 2019/07/01 2020/01/01 2020/07/01 2021/01/01 2021/07/01 2022/01/01
日期

米塔颱風
(累積雨量146.5mm)

尼莎颱風
(累積雨量294mm)

10月豪雨事件
(累積雨量275mm)

1月連續降雨
(累積雨量220mm)

瑪莉亞颱風
(累積雨量166mm)

0823豪雨事件
(累積雨量129mm)

3月連續降雨
(累積雨量219mm)

5月鋒面降雨
(累積雨量109mm)

6月鋒面降雨
(累積雨量250mm)

利奇馬颱風
(累積雨量284.5mm)

5月鋒面
(累積雨量164mm)

乾季 雨季 乾季 雨季

抑制抬升幅度顯著

緩慢下降 抑制抬升幅度
持續下降，常時水位新低

第一期橫向集水管
開始打設

第二期橫向集水管
開始打設

5月梅雨
(累積雨量107.5mm)

彩雲颱風
(累積雨量116mm)

乾季 雨季

常時水位持續下降
已降約4m

烟花颱風
(累積雨量349mm)

璨樹颱風
(累積雨量124.5mm)

圓規颱風
(累積雨量66mm)

盧碧颱風
(累積雨量98mm)

遭遇多起特殊降雨，
仍未超過前期水位

利奇馬颱風 烟花颱風

烟花颱風
 最大日雨量171mm
 累積雨量349mm
 有效累積雨量375mm

地下水洩降速率約1.6m/day

工 程 效 益工 程 效 益 地下水位洩降速率提升

橫向

集水管

孔口平均

位移速率

(cm/月)

降雨事件

累積

降雨量

(mm)

最大

日雨量

(mm)

單月孔口位移變化

(cm)

施工前 0.25 瑪莉亞颱風 166 92 0.70

施工後 0.05 利奇馬颱風 284.5 185.5 0.28

地下水位控制後，地中活動性趨緩

瑪莉亞颱風
最大日雨量92mm，累積雨量166mm
單月孔口位移約0.70cm
平均位移速率0.25cm/月

利奇馬颱風
最大日雨量185.5mm，累積雨量284.5mm
單月孔口位移約0.28cm
平均位移速率0.05cm/月

整治後，更大降雨事件下，

邊坡無顯著活動性，位移趨緩

 橫向集水管完成後，現場資料回饋分析參考
 傾斜管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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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效 益工 程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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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控制後，邊坡穩定性提升

整治後，常時水位下降，
邊坡安全係數提高，邊坡活動性趨緩

地下水位變化
(18-1BW(55m))

過去常時
(-18m)

現在常時
已下降2m

(-20m)

邊坡
安全係數
F.S.

1.06 1.18

 橫向集水管完成後，現場資料回饋分析參考
 集水管出水情形
 地下水位下降

高

邊坡穩定性提升工 程 效 益工 程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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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效

施工前 完工後

工 程 效 益工 程 效 益

• 坡面裸露且
降雨易造成
崩坍

課題一

• 坡面大量滲
滲水且坡面
蝕溝產生

課題二

• 邊坡趾部掏
刷

課題三

• 坡面裸露且
降雨易造成
崩坍

課題一

• 坡面大量滲
滲水且坡面
蝕溝產生

課題二

• 邊坡趾部掏
刷

課題三



工程品質管理三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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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品管三級品管

監造計畫書
監造組織人員
品質督導小組
品質稽查小組

品質稽查
落實監造計畫
確實督導掌握
施工現況

聯達工程技術
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品質
管

理作業要
點

工程品質
查核

水土保持局
臺北分局
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單 位 執 行 內 容 具 備 元 件

品質管理人員
施工品質計畫書

控制工程品質
施工進度管理
落實自主管理

東阜營造
有限公司



抽查單位 抽查日期

監造 109.05.11

監造 109.06.18

分局 109.07.03

監造 109.07.22

分局 109.07.29

監造 109.08.26

分局 109.09.07

監造 109.09.23

本局 109.10.15

技師公會 109.10.19

分局 109.11.12

分局 109.11.17

水保局督導 110.08.26

主辦、監造單位不定期督導

• 施工期間於現場不定期

督導，並詳實紀錄。

• 缺失改善經確認完成後，

確實填寫紀錄。

• 承攬廠商配合監造單位

督導並依規定執行內部

稽查，確保工程品質。

甲等 82分
水保局督導

42

督導查核督導查核

評審基準評分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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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品質管理  監造計畫、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均於開工前核定

監造計畫書簽核頁 施工計畫書簽核頁 品質計畫書簽核頁

45

項次 查驗項目 查驗
次數

符合
次數

不符合
次數

1 施工放樣工程抽查 2 2 0

2
開挖、上下設備及檔土支撐
工程抽查 2 2 0

3
固床工補強及翼牆補強
施工抽查 4 4 0

4 ∮3’’HDPE透水管施工抽查 4 4 0

5 自由樑型框施工抽查 13 13 0

6
噴漿溝及簡易淨水池
施工抽查 3 3 0

7 工地環境維護抽查 18 18 0

8 施工安全衛生查驗 18 18 0

合計 64 64 0

監造人員
抽查紀錄

施工品質抽查統計表

品質管理品質管理 契約規定
檢驗項目

應檢驗次數已檢驗次數 符合次數
未符合
次數

混凝土 1 1 1 0

坍度、氯離子 1 1 1 0

鋼筋 1 1 1 0

1:3水泥砂漿 8 8 8 0

菱形鐵絲網 1 1 1 0

植筋鑽孔(接著劑) 5 5 5 0

材料設備抽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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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中 停 留 點 詳 實 記 錄品質管理品質管理

47

工 程 友 善 措 施 詳 實 記 錄

施工期間每半個月定期抽查

品質管理品質管理



品質管理品質管理
契約規定
檢驗項目

應檢驗次數已檢驗次數 符合次數
未符合
次數

混凝土 1 1 1 0

坍度、氯離子 1 1 1 0

鋼筋 1 1 1 0

1:3水泥砂漿 8 8 8 0

菱形鐵絲網 1 1 1 0

植筋鑽孔(接著劑) 5 5 5 0

檢查項目 已檢查次數 符合次數 未符合次數

自由樑型框施工 72 72 0

噴漿溝及簡易靜水

池施工
1 1 0

∮3”HDPE透水管

施工
28 28 0

固床工補強及翼牆

補強
5 5 0

材料及施工檢驗執行情形

承 攬 廠 商 自 主 抽 查 紀 錄

施工自主檢查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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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進度管理進度管理

49

開工日期：109年05月04日

完工日期：109年12月22日

履約期限：215日曆天

不計入工期：35天

如期如質完工

原契約：240日曆天
變更契約：215日曆天

不
計
工
期

變
更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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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行動APP

 導入線上「行動工程智慧勘查」
及「視覺化管理平台」系統，
即時掌握防汛期間工程防災整
備情形，確保安全。

水土保持管考系統

 線上「管考系統」，
便於管控各階段執行
狀況、預算支用情形
等，完善工程施工進
度控管。

 搭配「遠端監造工程
管理」，施工、監造
報表填列，即時掌握
施工進度情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

 「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查
詢相關生態物種情報。

視覺化管理系統

履約管理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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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自由樑型框打錨釘後，鑽孔內填

水泥砂漿，提升工程使用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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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後經歷多次降雨事件，有效降低減少坡面

沖蝕，現況植生恢復良好。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53

施
工
概
況

橫向集水管出水狀況佳，於降雨事件持續發揮功效，有效抑制地下水上升及提升地下水洩降

速率，增加坡面穩定性，保全鎮西堡部落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地 下 水 導 排 成 效 佳
提 升 坡 面 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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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流

噴

漿

溝

&

縱

向

噴

漿

溝

簡易靜水池 簡易靜水池

橫向集水管出水處銜接噴漿溝，並設置簡易靜水

池及消能設施，將水排放至安全處，防止坡面沖

刷及造成二次入滲情形。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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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4 
開工

109/12/22 
竣工

颱風名稱 影響時間 累積雨量

彩雲 110-06-03
110-06-04 231mm

烟花 110-07-21
110-07-24

456mm

盧碧 110-08-04
110-08-05

139.5mm

燦樹 110-09-10
110-09-13

136.5mm

圓規 110-10-10
110-10-12

124mm

降雨量

完工後歷經多次颱風，工程無受

損，發揮整治功效。

施 工 中 完 工 後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鎮西堡站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完工後仍持續對集水管

地下水導排進行進行監

測，有效掌握地下水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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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57

地表水導排良好，減少地表漫流沖刷坡面之情形，且避

免地表水入滲，並安全排放至泰崗溪。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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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能 減 碳

• 洩槽改噴漿溝、減少0.4m³X560.3m=224.12m³
固床工重建改補強、減少156.2m³

• 共計減少224.12+156.2=380.32m³
• 每立方混凝土產生253 kg CO²

• 植生復育／碳補償：自由樑型框內噴草籽14,406m²
稻草蓆敷蓋1,561m²

• 植生面積 15,900m² 以上
• 固碳量 = 每平方公尺1.15 kg／年

固碳量每年可達 18.285噸以上
減碳量：96噸

380.32 m³ X 253 ／1000=9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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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實工地品質安全管制與施工自主檢查。
2. 落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3. 施工期間，整理河道穩定流路，並加強職安與防汛

應變工作，讓防災安全與河川環境兼顧。
4. 針對工程進度與品質邀請委員進行輔導及建議，讓

整體工程施做更加完備。

防 災 與 安 全防 災 與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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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裸露坡面沖蝕情形，提升坡面穩定性，現況植生復育

良好，增加生物棲息空間
植生復育良好

環 境 保 育環 境 保 育
圖片來源取自維基百科

 應用地球物理探測-地電阻探測
 進行整治前、後之可能含水範圍廣域比對

橫向集水管排水效果佳

打設橫向集水管後
有效縮減目標含水層範圍

L5(370m)

 常時水位
 18-1BW：地表下16m

民國107年
整治前
•地下水位高
•含水範圍大
•不利穩定

民國110年
整治後
•地下水位下降4m

•含水範圍縮減
•有助穩定

設置橫向集水管

 常時水位
 18-1BW：地表下20m

(常時水位下降4m)

集水管排水量量測
常時：約 31 L/min
降雨：約 79 L/min

地電阻探測成果搭配排水量量測
顯示排水成效佳

科 技 應 用科 技 應 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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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指標 評審標準 索引 重點說明(詳評選簡報或三級品管文件資料)

品質管理
(制度/施工)

10%

1.主(代)辦機關之
品質督導(保證
機制)

1.對專案管理、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之履約
管理能力。

2.監造計畫之審查紀錄、缺失改善追蹤落實
度。

P.38~
P.40

1.經農委會查核小組查核成績82分甲等肯定。
2.協調施工中界面處理，以利工進。。
3.施工計劃書、監造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皆於開工前核定。
4.主辦單位不定期稽查，確實控管工程品質

2.專案管理廠商之
品質督導(保證)
機制

1.對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之履約管理能力。
2.監造計畫之審查紀錄、缺失改善追蹤履約
能力等事項。

N/A 本案無專案管理廠商。

3.監造單位之品質
保證機制

1.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監造計畫、施工計
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材料設備抽驗及施
工抽查、品質稽核、文件紀錄管理系統等
監造計畫執行情形。

2.缺失改善追蹤等之執行情形。

P.40~
P.43

1.本工程於開工前依規定擬訂監造計畫，並依工程及人力調配適宜性設
置監造組織。

2.本案依監造計畫及施工規範辦理相關施工前計畫書審查、施工中各項
查驗、抽查及缺失紀錄，並詳實填報各項文件。

3.立即通報主辦機關施工中廠商反應之事項。
4.符合監造計畫檢驗停留點，並增加隨機抽查頻率，並要求承攬廠商皆
於契約時限內完成各項改善。

5.確實要求承攬廠商職業衛生安全、交管維持及其它施工應注意事項。

4.承攬廠商之品質
管制機制

1.承攬廠商之品管組織、品質計畫、施工要
領、品質管理標準、材料及施工檢驗、自
主檢查表、不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
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等品質計畫執行情形。

2.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等之執行情形等
事項。

P.44

1.開工前設置品管組織、訂定施工及品質計畫，並切實執行計畫內容。
2.確實減少並預防重大缺失，並逐實完整填報各項文件。
3.重視職安危害教育訓練、滾動式調整交管與職安措施、防汛期間整備
作業，已達減災避災人員安全。

4.施工期間力求對周遭環境影至最小。

進度管理
10%

1.施工進度管控合
理性

1.預定施工進度是否合理。
2.實際施工進度管理是否有效。 P.45 1.考量工項施工性及施工可行性合理訂定工期。

2.施工進度控管合宜，工程如期完工。

2.施工進度落後因
應對策之有效性

1.進度落後是否提採適當改善措施。
2.改善措施實際運作是否有效。 P.45 1.本工程確實要求承攬廠商做好進度管控，並無進度明顯落後之情事。

六.評審基準表評分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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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指標 評審標準 索引 重點說明(詳評選簡報或三級品管文件資料)

品質耐久性
與維護管理

30%

1.規劃設計

1.規劃設計對營運使用需求考量之周延性。
2.細部設計成果對施工、材料及維護管理措施之完
整性。

3.公眾使用空間針對使用者(性別、高齡、幼齡、行
動不便等)差異於安全性、友善性或便利性考量之
周延性。

P.3~
P.26

1.設計前已完善規劃調查報告:調查規劃、地形調查、災因分析。
2.評估水文水理分析方法及整體性檢討，規劃階段性施工減輕擾動。
3.本案充分考量減災、節能減碳、生態發展等綜合性需求，構造物設計因地制宜。
4.依據調查成果進行規劃設計考量，並依現地條件加以整體性評估後進行後續設計
。

5.依據地下水調查成果配置橫向集水管位置、方向、長度等，並妥善將導排之水路
排放至安全處。

6.改善裸露坡面沖蝕情形，設計自由梁型框搭配噴植草籽，加速坡面植生復育，友
善生態。

7.審慎規劃生態友善措施，以符合生態保育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大原則，降
低對環境生態之擾動，沿用前期施工便道減少開挖及環境衝擊。

2.履約管理
1.工程施工管理之嚴謹度。
2.工程材料檢驗之完整性。
3.工程管理電子化作業運用度。

P.46
1.主辦機關機動性現場督導。
2.材料於書面審核與現場查驗並行。
3.詳實填寫填報線上管考系統，使用LINE群組回報工程即時狀況。

3.維護管理

1.維護管理手冊之妥適性及周延性（專案評估公共
工程之延壽、更新、降級使用或變更用途之處理
方案及其時機）。

2.提供技術移轉維護操作手冊及實務訓練課程，以
利採購機關後續接管運用。

3.環境監測調查計畫或機關所訂之規定落實執行。

P.47~
P.53

1.保留部分施工便道，作為日後土砂清淤，並可作為提供部落居民取水便道
2.施工前針對棲地1公里範圍內做生態檢核，採迴避、縮小、減量、補償等方
式維續既有生態，減量破壞原始地貌，完工後陸域生態逐漸恢復。

3.完工後仍持續追蹤進行監測，有效掌握整體區域情形。

節能減碳
15%

1.周延性
1.工程設計、施工及維護各階段對節能減碳周延之
充分考量。

2.循環經濟，資源有效再利用之具體考量。

P.31~
P.35、
P.49~
P.53

1.崩塌坡面植生恢復良好，崩塌情形已受控制。
2.分流導排逕流水，增加設施使用年限。
3.地下水導排效益佳，常時地下水位已明顯降低，提升邊坡穩定性

2.有效性
1.工程設計、施工及維護各階段運作對節能減碳之
有效作為。

2.能源光電相關節能減碳產品之使用效益。

P.48、
P.54、
P.56

長年裸露且沖蝕嚴重之坡面經自由梁型框搭配噴植草籽，現場植生恢復良好
，增加固碳量。

六.評審基準表評分指標



評分指標 評審標準 索引 重點說明(詳評選簡報或三級品管文件資料)

防災與安全
10%

1.工地安全衛生
1.工地環境衛生整潔、安全措施（安全圍籬、
安全護欄、安全警示標誌、交通管制等項
目之落實度。

P.55
1.工區與周圍界面設置及大門，明確區分工區範圍。
2.出入車輛清潔，減少環境干擾。
3.專人交通管制，確實做好出入口維持。

2.工地災害預防 1.意外災害之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之周延性。 P.46、
P.55

1.工地安衛宣導。
2.醒目處設置防災逃生動線。
3.每日巡視防災設施完善。
4.承攬廠商切實防汛整備作業。

環境保育
15%

1.環境維護 1.噪音、光線、溫度、空氣維護管理之周延
性。 P.55

1.工區車輛出入及路面清潔。
2.沉砂設施控制濁度

2.生態保育

1.工程規劃階段考慮降低對生態系統之衝擊。
2.施工階段考慮對生態系統干擾。
3.維護階段衡量維護時機、強度、方法、材
料、範圍對動植物之影響及對生態之干擾。

P22~
P.25、
P.50、
P.54、
P.56

1.透過施工前生態調查納入規劃設計考量。
2.加速裸露坡面植生復育，提供生物棲息空間。
3.靜水池設置可提供在地生物取水。

創新科技
10%

1.創新挑戰性 1.工程於施工及材料運用新工法及新材料等
創新挑戰情形。

P.21、
P.28~
P.30

1.依據地下水調查成果配置橫向集水管位置、長度、方向，並每日紀錄各
管出水情形，以利提升導排成效並有效減少地下水位。

2.施工動線長，崩塌坡面陡峭，機具材料進出不易，邊坡較不穩定降
雨後常有崩塌情形發生，影響施工安全與進度。

2.科技運用

1.工程於施工及材料運用新工法及新材料等
科技運用情形。

2.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技
術協助營建生命週期之各項管理與工程作
業之新技術、新方法與新概念之運用情形。

P.57

1.施工前依地下水調查成果配置橫向集水管位置、長度、方向，以利提高
打設成功率。

2.施工後採用地電阻探測成果搭配集水管排水量量測，對地下水層範
圍進行監測資料前後比對，顯示橫向集水管排水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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