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
簡報人:集水區治理科 張蘇能科長

112年 11月1日

紅石林道12K-16K改善工程

112年度優良農建工程實地評審



主辦機關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

施工廠商

聯駿營造有限公司

設計監造

造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團隊

野聲環境生態有限公司

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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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工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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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緣起-工區基本資料
地點:臺東縣海端鄉

事業區:關山事業區第46林班

工程緣起:

• 因歷年豪雨侵襲，邊坡土石流失及路
面下陷、龜裂及路基掏空。

• 迴頭彎迴轉半徑不足，影響林道車輛
通行安全。

• 林道疏伐經濟利用。

• 部落文化教育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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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緣起-現況災害

15K+300

下邊坡土石流失
及路面下陷變形

15K+550

邊坡裸露

13K+600

截、排水功能不
足及下邊坡路基
掏空

邊坡沖刷
土石流失

轉彎處
路寬不足車轍

11K+800、12K+000、
12K+400

15K+550

邊坡沖刷

邊坡沖刷、路面
龜裂及路基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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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緣起-環境課題
保全對象
工區周邊植生組成以次生林及造林地

為主。

調查記錄野生動物:包括保育類黃喉貂、

食蟹獴、台灣野山羊等。鳥類包含黃

嘴角鴞、領角鴞、鵂鶹等。

生態友善措施
[減輕] 減少混凝土使用量。

[縮小] 縮小開挖面積，限縮施工範圍。

[補償] 設施緩坡化、低矮化及表面粗糙

化以利動物逃生。

[迴避] 限制土方暫置區域。 7



工程緣起-課題歸納

工程背景

工程起點

工程終點

上邊坡崩塌

既有工寮

上邊坡崩塌

路面龜裂及
下邊坡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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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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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內容

• A工區-RC路面120M、護坡疏伐木(含草
溝)84M、鋼軌擋土牆68M及截水溝改善
18M

• B工區-橫向排水改善乙處

• C工區-既有路面改善18 M

• D工區-既有路面加寬53M 、護欄58M及
截水溝改善10M

• E工區-橫向排水改善乙處

• F工區-既有路面加寬16M

• G工區-既有路面加寬25M、路面改善22 
M及截水溝5M

• H工區-既有路面加寬165M

• I工區-路面改善35M 、橫向排水改善乙處

H工區
11K+800
12K+000

G工區
12K+400

F工區
13K+400

E工區
13K+600

D工區
14K+200

C工區
14K+700

B工區
15K+100

A工區
15K+220
15K+570

 A工區-RC路面120M、護坡疏伐木
(含草溝)84M、鋼軌擋土牆68M及
截水溝改善18M

 B工區-橫向排水改善乙處

 C工區-既有路面改善18 M

 D工區-既有路面加寬53M 、護欄
58M及截水溝改善10M

 E工區-橫向排水改善乙處

 F工區-既有路面加寬16M

 G工區-既有路面加寬25M、路面改
善22 M及截水溝5M

 H工區-既有路面加寬165M

 I工區-路面改善35M 、橫向排水改
善乙處

I工區
10K+300
10K+835

契約金額： 645.8萬元

結算金額： 720.3萬元

110/07/01開工(契約期限：120工作天)

111/12/20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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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規劃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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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疏伐木-擋土牆
1.減少碳足跡
2.永續經營

森林永續經營

優化森林育樂場域-提供多元、
健康、安全之友善遊憩環境

循環經濟-疏伐木循環經濟

森林保育-加強林道邊坡穩定
及水土保持

自然教育-倡導生態教育及空

間活化運用

部落文化傳承教育場所

鋼軌擋土牆

永續經營-疏伐木利用

自然及部落文化傳
承教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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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道路改善-下邊坡
以鋼軌樁(L=4.5M)+RC牆面(T=60cm)，

設置垂直式之土牆以加強道路之安全
性。

優點:降低路基開挖斷面、工程量體及
減少生態環境之破壞。

鋼軌樁擋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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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道路改善-路面

以設計RC路面(T=20cm)並與鋼軌樁擋

土牆連結增加結構穩定性。

優點:RC路面得以增強路面穩定性及耐

久性，並且可降低道路維護頻率。

RC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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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道路改善-排水

既有道路排水不足，造成逕流水集

中，以致道路下邊坡掏刷，故以增

加截水溝以分散逕流集中問題，並

於出口處設置石籠護坦以減緩水流

衝擊造成再次掏刷。

集水井牆面坡度採1:1乾砌石，避

免動物誤入而無法逃生之情事。另

截水溝之水墊採50cm之石籠，亦增

加動物橫向之逃生通道。

1:1集水井

水墊(H=50cm)

15



規劃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道路改善-上邊坡

運用國產疏伐木(柳杉)結合H型鋼營造

牆面之藝景，除發揮擋土護坡之功效，

其在結構物亦能融入周邊自然環境中，

以求力與美共存之。

牆面排列「BAUL」原住民梧桐樹語意，

為本區的地名，用以傳承部落意象。

疏伐達到「存優汰劣」的效果，同時

疏伐木的釋出，可以增加經營過程中

之木材收穫經濟收益。(循環經濟)

疏伐木護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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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17

道路外側設置護欄並設有反光導標加強夜間行車安全



規劃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林道改善-給予林業經營,疏伐作業,巡視人員及用路人一條安全的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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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生態友善
 減少混凝土用量，運用天然資材，設計盡量採用天然資材維持天然孔隙。

 減少截水溝與地面垂直落差，以利動物離開工程構造物。

 施工期間應縮小開挖面積，並限制土方暫置區域，不可影響周邊生態棲地。

 施工區間的臨路大樹須予以迴避或並保全限縮施作範圍。

 每日廚餘確實帶離現場，避免野生動物習慣取食及人熊衝突問題。

食蟹獴 山羌 藍腹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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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生態友善措施(設計)

 橫向截水溝與下邊坡銜接處降低高低
落差

 運用現地材料

 既有集水井改善，以乾砌塊石營造1:1
坡道供動物逃生

運用現地路面打除之混凝
土塊作為消能設施

1*1*0.5m石籠降低高低落差

20

以乾砌塊石營造1:1坡道供動物逃生



規劃設計理念-生態友善措施(設計)

 邊坡排水設置草溝

 疏伐木護坡，自然材質護坡設計
採用國產材疏伐木

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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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生態友善措施(施工)

大型機具施作過程迴避並保全大樹-柳杉，未傷及
樹體

材料皆堆置於既有施工範圍內，未影響道路周邊既
有植被

施作過程迴避並保全大樹，且工程施作限縮必要施作範圍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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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生態友善措施(施工)

擋土牆作業皆限縮於施工範圍內，縮小開挖範圍，
減輕對周邊森林影響

林道整理路面範圍應限縮於既有林道上，減輕對
兩側植被之影響。

 施作過程迴避並保全大樹，且工程施作限縮必要施作範圍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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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工區現場紀錄
紅外線自動相機記錄到：台灣水鹿(III) 、山羌、台灣野豬、台灣獼猴、長吻松鼠等動

物於工區周邊出沒。此外，每周現地勘查於工區周邊的既有集水井有紀錄到莫氏樹蛙

及無霸勾蜓(II)等。

台灣水鹿(第三級保育類) 無霸勾蜓(第二級保育類)

山羌台灣獼猴 台灣野豬

莫氏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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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程特色
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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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色及效益-創新性

下邊坡利用鋼軌樁，施作垂直式擋土牆，能有效降低整體開發範圍，以
減少對於環境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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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色及效益-周延性
國產材運用-降低工程排碳量，促進循環經濟
完成面-曲線彎曲平順

27

類別 碳排係數(CO2e) 排碳係數/M 總排碳量

疏伐木
護坡

鋼軌樁
32.4/M

疏伐木(原)
27.3/M3

32.4+9.28=
41.68 CO2e/m

3.38
(tCO2e)

傳統重力式
擋土牆

混凝土
324.34/M3

模板
0.29/M2

581.86+0.78=
582.64 CO2e/m

47.19
(tCO2e)

碳排係數資料來源 1.國家林產技術平臺 2.農村及水保署碳排系統

減碳量達43.8 tCO2e



工程特色及效益-周延性
動物橫向廊道-緩坡化、粗造化(集水井) 、低矮化(水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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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色及效益-周延性

29

 設計至施工期間，落實生態檢核作業，並與生態團隊及NGO充分溝通並及時調整。

 運用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生態友善策略，減少對環境生態之衝擊。

每月繳交自主及抽查表
確實執行生態友善措施



工程特色及效益-周延性

•居民參與、深化永續環境教育

自然教育

•傳統山林智識傳承及教育

部落文化傳承教育

優化森林育樂場域-提供多元、健康、安全之友善遊憩環境

透過遵循生態永續、部落文化慣習，達成「里山地景」，並尋求在地族人管理土

地、使用自然資源、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傳統山林智識在其中創新轉化，落實環境、

文化、經濟的平衡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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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色及效益-挑戰性

疏伐木與H型鋼之結合，以鋼材與木料結合展現部落文化傳承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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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色及效益-挑戰性

32

混凝土運輸困難-林道狹小且彎曲，預

拌廠至工地澆置完成控制在90分鐘內

A 工區-約15.7Km

預拌廠



伍 工程品質
三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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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三級管理-工程品管
主辦機關品質督導機制

監造計畫於111年4月18日核定

品質與施工計畫於111年5月6日核定

開工前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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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三級管理-

現地督導 現地督導

(111年08月15日) (111年08月15日)

工程督導(甲等)

臺東分署-工程督導

35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工程品質三級管理-

各項文件審查 現地督導

(111年09月13日) (111年09月13日)

36

工程督導(甲等)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工程督導



工程品質三級管理-監造組織

監造技師
梁剛瑋

監造工程師
黃鈺婷

(協助現場查驗
及設計等內業)

現場監造工程師
黃泓翔

(執行監造及品質查驗作業)

行政人員
林慧禎

(協助現場文書
行政等內業)

職業安全衛生
查驗人員
黃泓翔

(工地勞安執行)

監造技師
蕭中誠

造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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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三級管理-材料送審/施工品質
監造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及施工品質抽查驗統計表

施工品質抽查抽驗統計表

材料設備送審 總計9項
均送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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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三級管理-技師督導
(111年7月14,29日、 8月04,26日、 9月02,16日、 10月14,18日、 11月14,17日、 12月

13,16日) 計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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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三級管理-材料設備抽查驗

混凝土坍度及氯離子含量試驗 圓柱試體製作

鋼筋材料取樣 鋼筋尺寸查驗 40



工程品質三級管理-施工中抽查檢驗

高程測量放樣檢測 鋼軌樁打設尺寸查驗

擋土牆鋼筋組立尺寸查驗 擋土牆模板組立尺寸查驗 41



工程品質三級管理-施工中抽查檢驗

鋼軌樁擋土牆模板組立查驗 鋼軌樁擋土牆模板組立查驗

鋼軌樁擋土牆完成面查驗 鋼軌樁擋土牆完成面查驗 42



工程品質三級管理-職業安全衛生

平時
職業安全衛生

每日檢查
職安/施工/環境

定期職安講習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臺東分署 防汛檢查災害預防

汛期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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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三級管理-職業安全衛生

44

防汛準備-自主檢查

每日危害告知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道路交維設施 道路交維設施



陸 其他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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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項-進度管理

施工期間工區常午後下雨起霧影響施工作業，且地處偏遠材料運輸及施工人員進出耗
時，經廠商增加人力及機具並配合預鑄工法(排水溝)，工程進度如期如質完工。 46

110/07/01開工(契約期限：120工作天)

111/12/20竣工



評分指標 評審項目 評審基準 詳簡報

品質管理

（制度/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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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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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無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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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P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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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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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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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無落後之情形

品質耐久性

與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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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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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4、P37-42



評分指標 評審項目 評審基準 詳簡報

品質耐久性

與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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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0

本分署每年編列維護
管理費用

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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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18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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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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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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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育

1.環境維護 噪音、光線、溫度、空氣維護管理之周延性。

P7

P19-24

P292.生態保育

工程規劃階段考慮降低對生態系統之衝擊。

施工階段考慮對生態系統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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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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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6

P31-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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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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