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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銓  技師     
勇霖工程顧問公司 簡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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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團隊 

茂程營造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勇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監造單位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主辦機關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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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工程緣起 

貳、工程內容 

參、規劃設計理念 

肆、工程品質三級管理 

伍、工程特色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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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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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基地區位 
行政區域：台南市玉井區 

交通位置：台20線29.5K→產業道路 

林班地：玉井事業區第90林班 

保全對象：國有林班地5公頃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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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 
因梅姬颱風豪雨影響，多處既有護岸倒塌，造成流心改變 

土石淤積造成河道流路不明，護岸倒塌於河道影響水流 



7 

治理課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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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機制 
納入生態友善機制，人與生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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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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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程項目 

固床工A式：3座 

固床工B式：8座 

RC護岸：共192m 

RC護岸基礎加深：75m 

土石籠：267m 

土包袋溝：22m 

動物通道：4座 

裸露坡面鋪草蓆(雙層)：2000m2 

苗木植栽(業主供苗)：200株。 

工程契約金額 490萬元 

開工日期 110年01月06日 

竣工日期 110年04月09日 

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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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配置 
固床工A、B式 

 RC護岸 

土包袋溝 

動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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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坡度 

固床工A式1號 固床工A式2號 RC護岸 土石籠 

固床工B式 

固床工A式3號 

封牆 凹岸基礎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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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劃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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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參數設定 

集水區面積 
(ha) 

205 

集流時間 
(min) 

27.71 

50年降雨強度 
(mm/hr) 

129.31 

逕流係數 0.80 

Q50清水流 
(cms) 

55.23 

Q50含砂流 
(cms) 

60.75 

水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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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洪斷面檢核 

固床工溢口 

設計溢口底寬 6.0m 

設計溢流水深 2.0m 

設計出水高 0.6m 

設計溢口高度 2.6m 

排洪需求量 
60.75cms 
(含砂流流量) 

設計通洪量 77.85cms，符合 

1:0.3 

7.2 m 

2
.
0
m
 Q50洪水位 

固床工溢口 

水理檢算 

檢核項目 計算值 設計值 檢核 

彎道超高檢算 0.37 m 1.0 m 符合 

縱向刷深檢算 0.2 m 0.3 m 符合 

凹岸掏刷深度 0.5 m  0.5 m  符合 

常水位 

6.0 m 

0
.
3
m
 

0
.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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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溪床，減緩流速，降低縱向沖刷，預留深槽，控制流心 

生態檢核，溢口無落差，縱向生態廊道暢通 

固床工A式 

6.0 m 

2
.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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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岸基礎加深增強抗沖刷能力，保護兩岸邊坡軟弱地質 

170cm 

RC護岸 

土石籠 

生態避難空間 
120cm 

90cm 

洩水管與排水器 

土石籠 

生態避難空間 

洩水管與排水器 

彎道基礎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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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式斷面控制流心，抑制水流亂竄 

河床底質軟爛，加設鋼軌樁穩固溪床 

溢口平溪床降低生態衝擊 

營造多層次空間有利魚類棲息 

固床工B式 固床工B式 

30cm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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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情報圖 
設計階段套繪重要生態敏感區域，避免破壞生態重要棲息地 

 

1.回填區請鋪設稻草蓆、灑播草籽、
栽植苗木，且提供草籽清單。 

5.水的濁度控制，施工期間區隔溪水與施作工區
以維持溪水濁度穩定。 

3.固床工A式、B式，固床工溢
洪口與溪床落差小於0.5公尺。 

2.左右岸分別設置2座
動物通道，共4座(坡度
1:1.5)，維持陸域動物
在溪流至兩岸的連結性。 

4.護岸上的魚巣(生物孔)設
置請低於河床低水位。 

生態情報圖、生態友善措施平面圖 圖層名稱 
是否涉
及 

保安林 ○ 

水庫集水區 ○ 

法定生 
態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 
野生動物保護區 ╳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 

自然保護區 ╳ 
國家(自然)公園 ╳ 
一級海岸保護區 ╳ 

其他重要 
生態敏感
區 

國家重要濕地 ╳ 
水庫蓄水範圍 ╳ 

重要野鳥棲地(IBA) ╳ 

臺灣淺山
生態情報 

物種(1公里內) 

路殺 
(1公里內) 

龜殼花、擬龜殼花、菊
池氏龜殼花、瑪家山龜
殼花 

6. 0K+065.67～0K+048右岸竹林保留不
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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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程品質三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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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查核督導情形 

主管機關品管執行情形 

落實品管制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工程督導小組 
110.2.25查核 

     督導成績為甲等83分 

主辦單位不定時辦理品質督導9次。 
 

監造單位技師定期督導6次，所列缺失，
均列管追蹤，並依限改善完成後備查。 

落實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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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百分比
1 土方工作，挖方 122,388 2.50%

2 土方工作，挖岩方(挖軟岩) 3,990 0.08%

3 土方工作，挖岩方(挖硬岩) 3,339 0.07%

4 土方工作，回填方 98,245 2.01%

5 土方工作，含挖方、回填、餘方處理 8,330 0.17%

6 結構用混凝土，預拌，210kgf/cm2，含澆置及搗實 1,698,621 34.67%

7 普通模板 560,599 11.44%

8 造型模板 291,384 5.95%

9 鋼筋，連工帶料 351,960 7.18%

10 鋼軌樁50kg購置與打設 61,200 1.25%

11 土石籠裝填與排設 450,162 9.19%

12 生態護坡，土包袋 74,222 1.51%

13 鋼筋，植筋 27,722 0.57%

14 PVC管(標稱80mm*厚5.1mm)與制式排水器 85,440 1.74%

15 生態護坡，稻草蓆敷蓋 68,000 1.39%

16 苗木植栽 10,400 0.21%

17 現地拌合1:9 11,265 0.23%

18 混凝土澆置全程錄影費 13,628 0.28%

19 施工便道打設與維護費 47,456 0.97%

20 臨時擋土措施 13,963 0.28%

21 零星工項 67,717 1.38%

22 內業與施工測量 36,787 0.75%

23 臨時水保與施工防災設施 20,065 0.41%

24 大型機具公路運費 15,049 16.39%

26 材料試驗與施工檢驗費 14,548 0.30%

27 施工品質管理費 66,133 1.35%

28 環保安衛費 61,280 1.25%

29 廠商利潤、管理費與保險費 382,774 7.81%

30 營業稅（一至五*5％） 233,333 4.76%

4,900,000 100.00%

10050 70

玉井區第90林班土砂防治工程＜施工進度表＞

工程編號：109嘉治林字第18號

1308030 40 6020 140 150110 120

工程名稱

工程項目                                 
 日曆天

總金額

9010

實際進度 

定期/不定期工程督導、施工介面整合協調、安全環境管理 

提前至4月初完成 

進度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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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核定情形 
類型 提送日期 審查日期 核定日期 

監造計畫 109.12.22 109.12.23 109.12.23 

施工計畫 109.12.28 109.12.30 110.1.5 

品質計畫 109.12.28 109.12.30 110.1.5 

皆於開工前 

審查與核定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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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契約規定 
試驗次數 

試驗 
次數 

合格 
次數 

不合格 
次數  

鋼筋 3 3 3 0 

植筋拉拔 1 1 1 0 

氯離子含量 4 4 4 0 

混凝土抗壓 4 4 4 0 

混凝土鑽心 1 1 1 0 

累計 13 13 13 0 

2016.09.29 

100％ 

全數 

合格 

混凝土鑽心試驗 植筋拉拔試驗 混凝土圓柱試體取樣 

材料取樣試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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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應抽查 
次數 

已抽查 
次數 

符合 
次數 

未符合 
次  數 

備註 

1 放樣工程 2 2 2 0 

2 開挖工程 6 6 6 0 

3 鋼筋工程 8 8 8 0 

4 模板工程 14 14 14 0 

5 混凝土工程 11 11 10 1 伸縮縫未填填

縫劑 

6 生態友善措施 2 2 2 0 

7 環境保護 12 12 11 1 垃圾未清除 

8 臨時防災設施 12 12 12 0 

9 安全警告設施 12 12 12 0 

總計 70 70 68 2   

●抽查8項工程，共計68次 

施工查驗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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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項目 
檢查 
次數 

合格 
次數 

不合格 
次數  

改善 
情形 

放樣工程 4 4 0   

開挖工程 8 8 0   

鋼筋工程 13 12 1 鋼筋無保護套 

模板工程 20 20 0 

混凝土工程 20 20 0 

施工後檢查 20 19 1 鐵線未剪 

生態友善措施 2 2 0 

一般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 50 49 1 安全警示不足 

施工作業安全衛生 20 19 1 防護措施不足 

環境保護抽查表 20 19 1 塵土飛楊 

累計 177 172 5 

自主檢查統計表 
●抽查10項工程，共計17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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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監造單

位審查 

 

紀錄於日報半月

報表內 

合格 

呈報主辦機關備查 

 

施工前準備 

* 
 

無法辨視部分
應予穿透鑽心
或拆除重做 

不合格 

文件製作 

設計 

施工 

資料 
建置 

機具設備 

攝影混凝土澆置
過程 

施工錄影作業 
混凝土澆置全程錄影 

節省穿透孔數 

降低結構安全疑慮 

控管澆置品質 

 



28 落實生態自主檢查 
皆於每月月初提送生態專業團隊審核 



29 交管與職安措施 



30 30 

伍、工程特色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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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型控制優良 
設計考量造型模板對縫計畫，施工完美呈現 

彎曲段施工不易，精準放樣，精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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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魚巢設計 
底部設置開口，增加生物棲息及洪水避難空間 

每間距10m兩岸各設置一處，有利魚類及兩棲動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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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岸沖刷段，基礎加深保護 

避免護岸淘刷，保護兩岸邊坡 

因應地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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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設計 
 2階複式溢流口，控制常時深槽流路 

導正流心、維持水路暢通、縱向廊道無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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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保存 
施工前收集表土30cm堆置保存，施工後回鋪表層加速復育 

完工後工區植生復育迅速，顯見表土保留達成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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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除料再利用 
打除既有傾倒護岸回收再利用，拋排固床工下游消減流速 

兼具消能及節能減碳之外，亦可增加孔隙，擴增魚蝦棲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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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疏與造林 
本期合計清疏河道淤積土石3,000m3 

栽植原生、適生苗木200株，建構緩衝林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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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林木迴避 
既有林木迴避及保護，限縮施工範圍 

減少開挖擾動，維護生態永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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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 減輕 

減輕 補償 

0+150～0K+165附近樹木保留不擾動。 

回填區請鋪設稻草蓆、灑播草籽 護岸上的魚巢(生物孔)設置請低於河床低水位 

維持陸域動物在溪流至兩岸的連結性。 

落實保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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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規劃設計、施工之生態友善對策研擬 
維持陸域動物在溪流至兩岸的連結性 
維持溪流縱向連結 
完工後加速植被恢復 

白腰鵲鴝 白頭翁 紅尾伯勞 食蟹蒙足跡 

紀錄多種哺乳動物 

─工程適當連結溪流與周邊森林 
水域棲地類型及魚種多樣 

-固床工低矮化並保留潭區 

生態調查 

生物勘查紀錄 
 哺乳類：台灣獼猴排遺、食蟹獴足跡、白鼻心、溝鼠 

 鳥類：紅尾伯勞、白腰鵲鴝、白頭翁、灰鶺鴒、珠頸斑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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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鶺鴒 珠頸斑鳩 白鼻心 

固床工低矮化 

動物通道，維持陸域動物在溪流至兩岸的
連結性。 

右岸竹林保留不擾動 
設稻草蓆、灑播草籽、栽植苗木，以加
速植被恢復 

烏臼 

魚巣(生物孔)設置 
低於河床低水位 

鋪設稻草蓆、種植苗木 

生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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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 

共112公噸減碳量（約0.3座大安森林公園年固碳量） 

減碳42.0公噸 

造林植生復育 

減碳46.9公噸 

回填現地土石
於土石籠袋 

以打除料拋填作為護坦 

將現地致災土石
用於土石籠材料 

土方平衡減少運輸量 

減碳7.5公噸 

混凝土 
減量 

植生 
綠帶 

鋼筋 
減量 

土方 
平衡 

資源再 
利用 節能 

減碳 

減
碳
量 

減碳15.1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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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困難 
工區位偏遠山區，河道流量大，既有產業道路狹隘進出困難 

妥當安排工進，機關承商監造通力合作，如期如質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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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效益 
保護兩岸林班地及當地居民重要交通設施 

保全林班地5公頃，30位農民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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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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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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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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21
、
P23 

1.監造單位組織完整，近五年工程查核成績甲等78%
以上且無丙等，並獲得4座金質獎；承攬廠商近五
年共6件工程查核皆甲等，並獲得1座金質獎，佐
證履約管理能力良好。 

2.監造計畫書業經審查，原則符合規定，並於開工前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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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25 

1.本案依監造計畫及施工規範辦理相關計畫書審查、
施工抽查、稽核，並落實文件管理。 

2.缺失改善亦紀錄於監造品管文件內，施工廠商皆於
契約時限內完成改善，且無發生重複性錯誤。 

3.材料設備抽驗13次、施工抽查70次，符合監造計
畫檢驗停留點，並增加隨機抽查頻率，各項抽查、
督導、查核缺失皆如期如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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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26 
  

1.承攬廠商品管組織完整，依契約撰寫品質計畫，嚴
密執行品質管制標準，有效提昇施工品質。 

2. 材料取樣13次、自主施工檢查90次，落實自主檢
查、矯正預防作為，缺失大幅減少，文件紀錄管理
系統完整落實。 

3. 職安衛檢查87次，重視職安危害教育訓練、交管
與職安措施、防汛整備執行、防減災作為。 

4、設計階段已考量工地多樣性生態棲地復育，並落
實自然生態檢核，對環境保護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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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
指標 

評審標準 索引 重點說明 

品質
耐久
性 與
維護
管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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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31
、
P34
、
P44 

1.本案設計2階複式溢流口，控制常時深槽流路，導正流心、維持
水路暢通、縱向廊道無阻斷 

2.設計考量造型模板對縫計畫，施工完美呈現；彎曲段施工不易
，精準放樣精細施工。 

3.保護兩岸林班地及當地居民重要交通設施；保全林班地5公頃，
30位農民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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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24 

1.主辦機關每月進行不預警現埸督導。 
2.本案施工期間辦理局督導皆獲得甲等肯定。 
3.通訊軟體APP橫向溝通無虞，汛期遇雨亦第一時間回傳，主辦
單位第一時間掌握現場狀況。 

4.電子化工程管理，整合品質管理文件、日報、督導紀錄、估驗
…，提昇品質及進度管控作業。 

5.施工及材料抽驗皆以TAF試驗室為主，確保品質抽驗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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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38
、
P41 

1.既有林木迴避及保護，限縮施工範圍；減少開挖擾動，維護生
態永續共存 

2.翼牆插入兩岸邊坡亦提升道路安全性，優化既有固床工機能。 
3.計畫區長期有生態、調查及監測團隊關注，並滾動式檢討治理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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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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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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22 

1.工程於非汛期，經監造單位與廠商於施工前討論，
工期實屬合理。 

2.汛期前4月中旬前完工，降低山區午後雷雨影響程度
，並避免人員、機具長時間停留於河道中，亦降低
工安風險如期如質並提前63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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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22 

1.本工程進度未出現落後狀況，除如期如質外，更提
早63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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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35、
P36 

1.打除既有傾倒護岸回收再利用，拋排固床工下游消
減流速，兼具消能及節能減碳之外，亦可增加孔隙
，擴增魚蝦棲息空間 

2.施工前收集表土30cm堆置保存，施工後回鋪表層
加速復育，完工後工區植生復育迅速，顯見表土保
留達成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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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42 

1.篩選現土石做為護岸建材，約7.5噸，根據「研訂公
共工程計畫相關審議基準及綠色減碳指標計算規則-
減碳規則篇」，內文提及原料、運輸、施工、廢棄
階段之碳排放量計算，共減少112噸碳排放量。 

2.本案無使用能源、光電相關產品。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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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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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26 

1.落實工地職安作業，每日填具環保自主檢查表共87份
，達成零災害、零事故的目標。 

2.每日收工前必加強工地環境衛生整潔、安全措施。  

2.工地災害
預防 

意外災害之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之
周延性。 

簡報
P29 

1.每日落實施工前危害告知SOP，降低意外災害發生。 
2.擬定施工緊急應變計畫，周延施工規畫，達成零災害
、零事故之目標。 

3. 每日填具安衛自主檢查表共87份，並執行勞安教育訓
練2次。  

環境
保育 

  
15% 

1.環境維護 
噪音、光線、溫度、空氣維護管理
之周延性。 

簡報
P37
、
P42 

1.利用土石裝填土石籠袋取代混凝土，降低工程混凝土
量，減少混凝土生產、運送過程之空污、噪音、碳排放
量。 

2.清疏土石不外運，妥善回填現地亦降低運送過程產生
之交通問題、碳排放量。 

3.回填坡面覆蓋稻草蓆及植栽，有助淨化空氣及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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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P32
、
P39
、
P40
、
P41 

1.設計階段已有依生態調查結果繪製生態敏感圖，限縮
開挖範圍避免擾動敏感區。 

2.施工中遵循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四大手段降低
環境生態干擾。 

3.依生態調查結果納入設計考量，粗糙化、緩坡化並使
縱、橫向動物通道暢行無阻，施工後亦採稻草蓆覆蓋
及苗木栽植方式加速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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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
指標 

評審標準 索引 重點說明 

創新
科技 

  
10% 

1.創新
挑戰
性 

工程於施工及材料運用新工法及新
材料等創新挑戰情形 

簡報 
P16
、
P17
、
P18 

1. 穩固溪床，減緩流速，降低縱向沖刷，預留深槽，
控制流心；生態檢核，溢口無落差，縱向生態廊道
暢通。 

2. 凹岸基礎加深增強抗沖刷能力，保護兩岸邊坡軟弱
地質。 

3. 複式斷面控制流心，抑制水流亂竄；河床底質軟爛
加設鋼軌樁穩固溪床；溢口平溪床降低生態衝擊，
營造多層次空間有利魚類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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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報
P27
、
P31
、 

1. 施工過程利用縮時攝影、通訊軟體掌握工區動態，
豪雨期間立即回傳工地照片以利主辦機關做緊急應
變措施。 

2. 施工過程不定期以UAV航拍評估周邊干擾情形，亦
掌握周邊植生、邊坡動態，以利滾動式檢討工序安
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