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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之主題為「地工構造物維護與補強」，

副主題為「近接施工」 

 

隨著台灣邁入已開發國家，國內重大建設逐

步完成，甚至開始進入成熟期，地工構造物的維

護補強已成為亟待發展與規範的地工技術課題之

一。從早期的十大建設，到包括二高等快速路

網，生活圈道路系統，以及包括翡翠水庫，台北

捷運，高雄捷運等重大工程，國內重大建設已屆

二十至三十年壽命，工程界面臨的挑戰，已逐漸

從大規模的新建工程，轉變至這些進入維護需求

劇增的既有設施的維護補強工程與必須穿越或接

近既有設施的近接施工。 

維護補強的需求可能，除了最常見的設施老

舊與劣化不敷原有功能需求以外，還包括天然災

害的損傷，既有規範的升級或修定，以及功能要

求規格的改變。而相對於新建工程，維護補強與

近接施工的挑戰，則在於每個個案都是獨立事

件，設計與施工都必須考量現有構造物的環境、

使用狀況、甚至交通維持等因素，無法像傳統新

建工程，工程設計具有較高的重複性，與工程施

做的環境便利性較高。尤其是地工構造物，即使

在新建階段，比較起結構工程，材料工程等，就

已考量較多之不確定因素，而地工構造物的維護

補強與近接施工，更必須同時考量土壤或岩石與

既有地工構造物互制效應，以求取最佳化的補強

效果與維護效能。舉例來說，結構工程之維護補

強，均是對可目視的梁柱進行勁度提升或材料強

度的補強，而地工構造物，對於既有構造物，由

於大多埋置於土中或岩石中，結構物本身的補強

就有許多限制與困難，另外還必須考量地工構造

物周圍的土壤或岩體的協調性。如何在補強結構

物與土壤之間取得平衡，甚至求取最佳效能，這

才是地工構造物維護補強的最大挑戰！ 

本期專輯共蒐集六篇地工構造物維護補強相

關論文，三篇近接施工論文，以及一篇概述公共

建設之維護管理程序與等級的技術短文，另外，

研討會專欄也針對都市更新研討會成果做一紀

錄。本期文章安排，希望以說明公共建設之維護

管理程序與等級開始，介紹基本的維護管理概

念，再逐一介紹不同地工構造物之維護補強理論

與設計實例，希望能替「地工構造物維護補強」

這門課題在國內開個頭。各篇文章之撰稿人皆為

國內相關領域經驗豐富之專家，由郭晉榮先生等

人所撰寫的「震後建物扶正補強規劃與施工案例

介紹」為九二一震災復建工程的實例介紹，詳細

說明了建物扶正的設計與施工要領。何泰源先生

所撰寫的「潛盾隧道之生命週期維護管理探討」

則是涵蓋了潛盾隧道的維護管理與修補策略，內

容完整詳盡。而由周功台先生等人所撰寫的橋梁

基礎修復補強設計與施工案例介紹與日本前田公

司所提供之橋墩補強工法介紹，則對國內目前受

損較嚴重的橋梁基礎與下部結構補強做了精采的

連接。而山坡地的維護補強則由江政恩先生等人

以大甲溪邊坡整治為題纂文介紹。除了上述常見

地工構造物的維護補強之外，劉弘祥先生等人，

也特別對地下供水管線的檢修補強設計與施工撰

文討論，為本期地工構造物維護補強主題，從大

型構造物到維生管線，劃下完美句點。 

而在次主題「近接施工」方面，特別情商耆

老胡邵敏博士為國內近接施工實務與設計重點，

提綱挈領，為未來相關研究發展，擘劃未來路圖

(Road Map) ；而實際施工案例則邀請了國內

北、高兩大捷運施工團隊，由趙際禮先生與高宗

正先生領銜，介紹包括潛盾機穿越地下連續壁，

橋台截樁，與捷運工程穿越建物下方等精彩案

例。希望替來年近接施工主題之專輯，預做宣

傳。 

本期專輯籌備之時，地工技術發展基金會的

老家長陳斗生博士不幸逝世，原本擬邀請陳博士

就深開挖工程災害後之施工安全管控與補強撰

文，不料哲人已先駕鶴仙去，誠為本期遺珠之

憾！感念斗生博士對地工技術雜誌之貢獻與付

出，除由俞清瀚先生撰文紀念外，也謹以本期文

章的付梓，獻給敬愛的陳博士，告慰其在天之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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