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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序言

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土木建設之興建，隨著經濟發

展相繼推出也陸續完成，同時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由

於面對未來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減少及醫療費用、年金

等社會福利支出增加，以及經濟成長減緩，將使政府財

政日漸困難，相對地公共工程預算勢必減少，再加上環

保意識抬頭、工程用地取得困難，預期將促使後續工程

建設逐漸由新建工程轉變為維護工程。世界各主要先進

國家亦經歷大量基礎建設階段，而今其公共工程維護管

理費用占公共工程投資費用之比例可高達 3 ~ 4成，更

足以引證國內工程設施維護管理時代的來臨。再者，台

灣自然環境條件上地質破碎、雨量豐沛、地震頻繁及加

上全球極端氣候等因素，使得國內工程設施維護管理作

業更形重要，並且早年建設完成的工程、設施部份已因

其構件、零件的老化、劣化現象，原有功能健全度與使

用安全性業已大幅降低，甚至已達危及公共安全的地步

（高雄氣爆事件即為一例），正視與積極進行工程設施

維護管理工作有其急迫性。

地工結構物之維護管理目的在於及早發現地工結

構物之異狀，進而研判異狀發生的原因，作為判斷地

工結構物是否須維修與補強之依據，並藉此進行修復

設計與施工。由於地工結構物與地層間之互制行為較

複雜且位於地表下，故其機能狀況除非已發生明顯異

狀，否則大部份難由目視判斷而發現，因此地工結構

物維護管理之特徵為資料取得相對困難、改善效果不

易以定量方式評估，此點有異於其他土木結構物。

地工結構物維護管理制度的建立有幾點觀念值得

參考：

● 可將工程設施視為資產，導入生命週期成本概念，

進行資產管理，客觀地預估中長期的資產狀態，考

的維護管理

慮於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維修補強手段，執行維

護管理工作，以最低的成本，得到最佳（或最適

宜）的結構物機能及延長工程壽命。

● 在地工結構物機能下降至影響安全之前，即採行事

先預防式的維護管理，其成效往往高於結構物發生

異狀而機能下降至安全界限下之事後維護管理，而

且成本較低。

● 新思維之維護管理流程應從規劃設計階段開始，審

慎周詳地考量營運後之維修問題及成本，視規劃、

設計、施工、營運後維護管理等階段為不可分割之

一貫作業，以達成提高（或維持）結構服務機能、

延長使用壽命及降低維護管理成本之目的。

本期地工結構物維護管理專輯之編寫，係將地工

結構物概分為車行隧道、維生洞道、邊坡保護工及結

構物基礎等四類，並邀集國內產官學界對該四領域經

驗豐富之專家學者，從工程實務面分享地工結構物維

護管理相關研究成果、實務應用及操作現況。在車行

隧道方面，將有兩篇文章分別探討隧道之積極維護管

理策略及營運期間結構行為演化；在維生洞道方面，

亦有兩篇文章分別說明地下電纜洞道巡查重點與維護

管理及輸水管線延壽問題；在邊坡方面，會有三篇文

章介紹邊坡分級與維護管理及滑動調查；在結構物基

礎方面，將有兩篇文章分享橋梁基礎換底工法經驗及

擋土牆之維護管理。最後，希望藉由本專輯介紹，能

讓工程界朋友較深入瞭解不同地工結構領域之維護管

理作為，若能參考前述幾個維護管理重要觀念，共同

思考如何精進管理、重視管理，將此等社會資產好好

保存，那將會是編寫本專輯的最大收獲。

地工結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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