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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工程獎章」候選人簡歷 

會員證號  ：長期會員 05191號

出生年月日：民國 52年 8月 9日

現任職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學 歷 ：1.國立交通大學土木系，民國 74年 6月畢業
2.國立交通大學土木所，民國 76年 6月畢業

考試證照 ：民國 78年高等考試結構工程科及格、結構技師

經 歷 ：

1.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110.07－迄今 副總經理   (督導土建事業群) 
(2) 106.01－110.06  資深協理   (第二結構部) 
(3) 99.06 －106.05  協理       (第二結構部) 
(4) 96.07 －99.05  技術經理   (第二結構部) 
(5) 96.05 －96.06  組長       (第二結構部) 

2.中華顧問工程司

(1) 94.02－96.04   組長       (第二結構部) 
(2) 90.03－94.01  計畫經理   (第二結構部) 
(3) 90.01－91.02  計畫工程師 (第二結構部) 
(4) 82.04－90.01  工程師     (第二結構部) 
(5) 79.01－82.03  工程師     (結構部) 

3.學、協、公會

(1)中國工程師學會：
 會員代表 (99年迄今)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 (本屆 110年-111年) 
 會員委員會委員 (106年-本屆) 

(2)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會員代表 (99年迄今) 
 混凝土工程委員會委員(101年-本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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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委員會委員 (109年-本屆) 
 編輯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01年-102年) 
 先進技術委員會委員(105年-106年) 

(3)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理事、常務理事 (101年-本屆) 
 結構工程美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會員委員會委員

(4)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
 理事(103年-本屆)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5)台灣混凝土學會
 理事、常務理事(100年-本屆) 
 司選委員會主任委員

(6)中華民國道路協會 理事 (105年-本屆) 

(7)中國民國結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監事、理事、常務理事

(8)台北巿結構技師公會 理事

(9)台北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監事、權益委員會主任委員

獎項與榮譽 ：(相關獲獎資料如附件一) 

1.中國工程師學會：

傑出工程師獎(101年) 
工程論文獎(106年) 
詹天佑論文獎(111年) 

2.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會士(107年) 

3.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結構工程論著獎(99、102、106、111年) 

4.中華民國道路協會：

道路協會獎狀(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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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工程獎章」候選人事蹟

黃炳勳副總經理自民國 79年進入中華顧問工程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服務，迄今已逾 32年，曾參與許多重大交通建設，其中不乏知名之高、快速公路及
省道工程。近年來積極負責各項公共建設規劃設計，成績斐然，且深獲各界肯定與矚

目。黃君多年來亦將自身累積之專業回饋國家社會，曾擔任交通部『公路鋼筋混凝土

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鐵路明挖覆蓋隧道設

計規範』複審委員，內政部『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預鑄編』、『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預鑄編』審查委員，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土
木工程名詞審譯會』委員、諮詢委員。協助中央大學講授橋梁專題課程，亦擔任交通

大學土木系課程諮詢委員，並多次受邀至各界業主及各大學土木系進行技術講座，其

本身亦擔任結構工程學會、地震工程學會、道路協會、台灣混凝土學會、結構技師全

聯會之理事及常務理事，將個人之土木工程專業技術，貢獻於產、官、學界。

一、參與重大工程建設

黃副總經理專攻橋梁工程，歷年來所參與各項重大工程建設極多，擇要分別

介紹如下，相關工程建設照片介紹詳如附件二：

1. 金門大橋 (計畫主持人) 
本工程西起烈嶼（小金門）后頭地區、東迄於金寧鄉慈湖地區，路線全長約

5.4公里，其中約 4.5公里位於海上，為台灣第一座大規模跨海大橋。主橋配置於
通航航道及深槽區，橋跨配置為 125+4@200+125=1,050公尺，以當地特產之高
粱穗心意象融入橋塔造型設計，並經由金門縣民票選決定。本橋梁為國內首座 5
塔連續脊背橋，造型獨特新穎，完工後除提供烈嶼與金門地區全天候的交通聯

繫，並肩負提升觀光的效益。本工程極為艱鉅，面對海象變化劇烈、強勁海流與

強大東北季風等嚴苛環境，在堅硬多變的花崗岩海床上打設基樁、海上物料運

補、高空節塊吊裝，設計及施工難度極高。本工程主橋將於 111年 7月合攏，10
月完工通車，已獲得 110年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之榮譽。

2. 大港橋 (計畫督導) 
大港橋位於高雄港區，連接駁二特區到與蓬萊商港區，提供自駁二特區到海

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及高雄港埠旅運中心之旅遊休閒軸線串連，兼顧人行遊憩

及景觀地標功能。橋梁為單塔斜張橋，橋跨配置為 12+55+42.5=109.5公尺，橋體
可水平旋轉，為全台首座水平旋轉橋，也是亞洲最長跨港旋轉橋，開啟後水域淨

寬達 40公尺以上，可供船舶通行。橋上設有迴轉樓梯、雙層觀景平台供遊客遊
憩及停駐空間，搭配首創 FRP頂棚(長 84公尺 x高 10.8公尺)，結合港區船渠景
觀特性，採波浪片狀遮蔽造型，兼顧橋梁整體視覺美觀，為遊客遮風擋雨營造舒

適空間，夜間以燈光投射於橋體及橋塔，型塑出高雄港區日夜繁華整體意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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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於 109年完工，榮獲 108年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及中國土木水利學會「110年
工程環境與美化獎競賽」之「工程美化與景觀類」特優獎之榮譽。

3. 台 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 (計畫主持人) 
台 9線南迴公路為花東與高屏地區之主要通行運輸幹線，受限於地形條件，

既有道路線形不佳、縱坡起伏大且路寬不足，易因災害受損而交通中斷，故將其

中台 9線安朔至草埔路段採截彎取直新建方式予以改建，改善運輸瓶頸。
工程起於台東縣達仁鄉，路線大體沿安朔溪及支流五福谷溪溪岸南行，蜿蜒

而上，穿梭於群山間，以高架橋型式一路爬升至草埔隧道北口，接著以分離雙孔

隧道繼續爬昇穿過山脈，最終隧道南口來到屏東縣草埔村。C1標安朔高架橋位
於陡峭山坡地及濱溪生態敏感區，分別採用場撐、支撐先進與懸臂工法施作，最

大跨徑 150公尺、橋墩最高 57.82公尺、井基最深 42.6公尺。C2標草埔隧道以
雙孔分離方式，全面採新奧工法設計施工，因應地質狀況，以水平鑽炸工法輔以

機械開挖施工。整體工程除了南、北線兩座主隧道，還包含一座深達 112公尺的
通風豎井、四座機房及兩座南洞口前鋼箱梁橋。

本路段以「安全、永續、人本、景觀、發展與新技術」為設計主軸，溪谷採

用中大跨徑橋梁布設，設計前設置 24hr紅外線監視器，確認生物通道，特別於
設計階段將施工便橋明訂於發包圖說中，要求施工廠商據以執行，減少對保育類

動物、敏感棲地及森林影響。本計畫並於施工階段及完工後，分別獲得 107年公
共工程金質獎特優、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等榮譽，且勇奪

110年亞澳道路協會(REAAA) MINO大賞首獎肯定。

4. 台 9線蘇花改-南澳和平段 (橋梁設計督導) 
台 9線蘇花公路因路廊地形險峻，屢因崩塌災損封阻，對路段產業運輸及沿

線聚落交通形成重大影響，因此對於路段災損及交通肇事率高路段進行改善。台

灣世曦負責設計監造蘇花改工程之南澳和平段，全長 20公里，除了觀音及谷風
兩座長隧道路段外，大部分為橋梁。跨越南澳北溪處採用主跨徑 160公尺雙塔式
脊背橋，以橋塔及鋼纜隱喻秀麗山勢，橋塔如雙手托天，表達對上天敬意及尊重

自然環境之寓意，整體結構造型配合橋塔與鋼索呈現力與美的結合。

路線於觀音及谷風兩座長隧道間跨越溪谷，地勢險峻施工困難，橋梁跨徑 60
公尺，規劃以鋼箱型梁推進工法施作，鋼梁構件於隧道內組裝並鋪設軌道推進，

不需於溪谷架設支撐，且可有效節省工期。為避免兩隧道間短暫出露之通風及照

明眩光影響，橋梁設有遮光百葉頂罩以增進行車安全，設計將觀音隧道、鼓音橋

及谷風隧道，三者串聯成為 12.6公里全台第二長之公路隧道，設計極具巧思。
蘇花改工程於 108年全線完工通車，大幅提升路廊整體運輸安全效益，健全

國土區域安全管理。榮獲多項公共工程金質獎、大地工程傑出工程獎等獎項肯

定，更勇奪 109年國際道路協會(IRF)全球道路成就獎(GRAA)設計類首獎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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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亞洲土木工程聯盟（ACECC）優良工程首獎，以工程全生命週期觀點規劃設
計與友善環境創新設計施工理念，提供東部居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5. 國 1五股楊梅段拓寬 (橋梁設計督導) 
國 1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係沿中山高二側採高架橋拓寬，全長 40公里。台

灣世曦負責五股至中壢(北段及中段)28公里路段之設計及監造，北段工程依環評
承諾路線須迴避地質敏感區，故北上線於泰山採「泰山跨越橋」跨越中山高後，

與南下線合為雙向上下交疊之「泰山林口雙層橋」，續於林口以「林口跨越橋」

跨越中山高回歸北上線側，以多項創新工法及優美之橋型，減輕對環境之衝擊影

響，並創造多項國內橋梁設計紀錄。中段工程之高架橋沿線跨越桃園交流道、機

場系統交流道、中壢服務區、內壢交流道及南崁溪、新街溪等須以較大跨徑橋梁

跨越。另在機場系統交流道處設置 4支匝道，銜接桃園機場。橋梁型式規劃需考
量現況地形、交通維持需求、跨越中山高或出入口匝道、河川排水需求、橫交道

路、施工性、景觀性等因素，採用支撐先進、場撐逐跨、懸臂工法及鋼橋等適宜

橋型配置，並採用基本設計發包方式，有效縮短建設時程。於機場系統交流道跨

越國 2部分考量營造國門意象，並顧及現有環境橋墩林立複雜，採用可融合環境
V型橋墩懸臂工法，形成視覺焦點。

本工程於 102年完工通車，曾獲公共工程金質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
良獎」及中國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多項獎項，並榮獲 104年國
際道路協會(IRF)全球道路成就獎(GRAA)設計類首獎及 105年亞洲土木工程聯
盟(ACECC)優良工程獎等國際大獎之肯定。

6.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 (計畫主持人) 
高雄港為台灣主要重工業中心，進出港區貨物運輸皆使用都會區道路系統，

影響環境品質並造成交通安全威脅，故本工程延伸中山高速公路，興建漁港路及

新生路高架橋，可有效提升高雄港營運績效、改善混合車流衝突。由於該路段交

通繁忙，橋梁設計特別採用預鑄橋墩、預鑄箱型梁，施工時可減少對車流之影響，

並可有效縮短施工時程。本工程之設計施工優良，於完工後獲得 103年公共工程
金質獎特優及 108年中國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之榮譽。

7. 台 9線新豐平橋 (計畫主持人) 
新豐平橋位於花蓮縣，跨越壽豐溪，銜接壽豐鄉及鳳林鎮。台 9線為花東旅

遊線必經之道，主橋的設計以附近田間常見之白鷺鷥作為主題語彙，融入整體橋

梁設計，以雌雄白鷺鷥交頸的情誼，傳達花蓮在地的濃濃的人情味與地方認同

感。橋梁跨徑配置 84+2@140+84公尺，為國內首座三塔連續脊背橋，橋面寬達
28.2公尺，亦為國內斷面最大之脊背橋。完工後榮獲 102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
程優良獎」、104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兩項殊榮。

8.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環灣景觀道路鵬灣大橋 (計畫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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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灣大橋位於屏東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內，區內結合陸地、灣域、海上不同之

休閒活動，環灣景觀道路為本區之骨幹，於出海口處配置鵬灣大橋，全長 579公
尺，設置引橋、斜張主橋及活動橋。斜張橋跨徑為 100+55公尺，橋塔配合風景
區整體意象，以風帆造型設計。另本區為遊艇、帆船等活動區，故設置活動橋供

帆船通過。本橋於 100年完工，除同時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中
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及公共工程金質獎三項榮譽之外，更吸

引眾多遊客前往觀景遊憩，深獲各界肯定。

9. 台中生活圈 4號線第 C709A標高架橋 (協同主持人) 
本工程位於台中市霧峰區，於銜接國道 3號霧峰交流道區域匝道橋梁採用預

鑄橋墩及預鑄箱形梁設計，「全預鑄工法」橋梁在國內為首次採用，不僅有施工

速度快之優點，同時可大幅降低人員在高空作業的風險，各混凝土節塊以工廠化

製造生產，品質控制更為良好，外觀更加平順美觀，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技術。本

工程之設計施工優良，於完工後獲得 99年公共工程金質獎設計優等之榮譽。

10. 西濱快速公路新豐溪橋 (計畫督導) 
新豐溪橋位於新竹縣紅毛港遊憩區，橋梁跨越新豐溪，南岸為極珍貴的紅樹

林保護區，為北台灣地區唯一水筆仔及海茄苳混生區域，林間生態豐富，魚、蟹

及水鳥活動頻繁。採國內首創之拱橋懸臂施工法，設計及施工難度極高。本橋橋

梁跨徑配置 100+180+100公尺，寬度 20公尺，完工後榮獲 97年中國工程師學會
「工程優良獎」、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兩項殊榮。本橋橋

型特殊優美，對當地之觀光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橋梁設計及施工對紅樹林既有

生態衝擊降至最低，充分展現工程與環境之共生共榮。

11. 國道 5號冬山河橋 (計畫督導) 
冬山河橋位於宜蘭縣，跨越以河川整治聞名的冬山河，兩岸親水公園綠草如

茵、風景優美。全長 375公尺的冬山河橋，跨徑配置 94+187+94公尺，採復古式
三跨連續加勁式拱橋設計，為保留橋下可供行船的開闊空間，主跨徑長達 187公
尺，創下國內加勁式拱橋跨徑最大的紀錄，特殊之設計獲得 95年中華民國結構
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橋梁拱結構配置復古造型拱圈，造型古典優雅，

墩柱以造型模版修飾以增加親和性，夜間更配置景觀照明，增添典雅人文的氣氛。

12. 台 4線崁津大橋 (計畫主辦) 
崁津大橋位於桃園市大溪區，為台 4線大溪外環道跨越大漢溪之橋梁，附近

環境優美，假日遊人如織。本工程主橋跨徑配置為 60+150+60=270公尺，全寬為
25公尺，主橋為國內首座三跨連續下路式繫索鋼拱橋。橋梁型式的規劃源於昔日
大溪八景之一的「飛橋臥波」，主橋拱圈及景觀設計靈感汲取自大溪老街之巴洛

克式建築，饒富古意。橋梁完工後榮獲 92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
並成為大溪區之新地標及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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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道 3號高屏溪橋(負責斜張橋橋塔設計) 
高屏溪斜張橋位於高雄、屏東兩縣、市交界處，橫跨高屏溪。本橋是國內首

座高速公路斜張橋，橋長 510公尺，橋寬 34.5公尺，塔高 183.5公尺，主跨跨徑
330公尺，它同時也是目前國內跨徑最大、橋塔最高，由預力混凝土箱型梁與鋼
梁組合而成的複合式斜張橋。完工後獲得 88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
程技術獎」之殊榮，氣勢宏偉的結構，成為南台灣的新地標、新景觀，新的精神

堡壘。

二、積極參與勘災與重建工程

除前述各項特殊橋梁工程及指標性重大工程外，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多

震且多颱，橋梁常因地震、洪水、環境腐蝕因素致災，黃副總經理多年來積極參與

國內外勘災與重建工程，包括 921大地震、莫拉克風災、日本 311大地震等災後勘
查，由其負責或督導之橋梁重建工程列舉如下，相關重建橋梁照片介紹詳如附件三：

1. 南方澳跨港大橋 (計畫督導) 
108年 10月 1日南方澳跨港大橋無預警倒塌，造成漁港航道受阻及民眾傷

亡，需儘速完成重建提供民眾通行，黃副總經理率團隊趕辦設計，使重建工程順

利發包。由於橋梁跨越南方澳漁港航道，設計時除考量安全、美觀、快速的基本

訴求之外，更將海洋腐蝕環境、未來養護容易等因素同時納入規劃，施工時則考

慮施工快速及不影響漁船進出，故主橋設計採用主跨徑 140公尺之懸臂工法，橋
墩造型則以南方澳「鯖魚的故鄉」為設計發想，擷取鯖魚尾鰭的造型轉化為設計

元素，以承繼舊橋的歷史榮耀為出發點，協助南方澳觀光發展。

整體橋梁重建以觀景平台之海浪元素，輔以人行步道之海洋生物圖騰嵌磚，

增加全線景觀活潑性，並利用日間自然光影與夜間照明的色彩變化來強化，襯托

出跨港大橋結構線條與鯖魚魚背、魚腹優美線條相互融合之概念，塑造-「魚悠
遊於大海」-的整體景觀意象，本重建工程將於 111年底完工通車。

2. 高屏大橋改建工程 (計畫主持人) 
89年 8月台 1線高屏大橋因颱風水位暴漲衝擊，P22橋墩因沖刷下陷導致橋

面塌陷，因高屏大橋為高雄及屏東間之交通要道，故隨即以鋼 I型梁進行緊急復
建設計，並於 90年 4月先行恢復通車。黃副總經理擔任重建橋梁計畫主持人，
為維持交通順暢，重建之永久橋梁布設於既有橋梁兩側，橋梁全長 1,850公尺。
考量河川沖刷影響及減少橋墩阻水，深槽區主橋以大跨徑懸臂工法設計，跨徑配

置 100+2@150+100=500公尺，於 97年完工通車。

3. 莫拉克風災後多座省道橋梁重建工程 (計畫督導)
民國 98年 8月 8日莫拉克颱風橫掃台灣，造成全台多座橋梁沖毀，人民生

活大受衝擊。黃炳勳副總經理率領設計團隊，負責包括后豐大橋、雙園大橋、甲

仙大橋、里港大橋、旗山橋、六龜大橋、五虎寮橋、新埤大橋等橋梁改建工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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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並協助施工團隊，如期如質於兩年內完成行政院交付完工通車任務。此一成

績，除獲得地方民眾感謝，各界業主行政院、交通部、公路總局肯定外，公司更

榮獲時任交通部毛治國部長頒發「殫精畢思 惟智所在」獎牌。

三、持續提昇優化設計品質

黃副總經理為提升設計效率及品質，歷年來參與多項研發計畫，發表論文與

工程界分享，擇其中兩項介紹如下：

1. 預力混凝土橋梁自動化設計繪圖全整式平台系統之開發與應用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為國內橋梁設計數量最多之橋型，設計時需進行結構分

析、繪製工程圖說、計算數量，過程相當複雜且繁瑣，為整合設計及繪圖作業，

與北科大宋裕祺教授團隊合作，研發自動化輔助設計及繪圖、數量計算之全整式

平台，可有效提昇分析正確性，縮減工程師之工作量並減少錯誤。

本平台建立圖形視覺化模組視窗系統，工程師可即時檢視輸入資料，亦可自

動檢核設計強度，反覆微調以達設計需求。輔助繪圖系統可接收結構分析軟體產

出之檔案自動轉繪為 AutoCAD圖檔，可減少重複工作、縮短製圖時間並降低人
為誤植風險。程式中更建置預力混凝土橋中最常採用之逐跨架設工法及懸臂工法

之特殊繪圖模組，可利用分析成果及簡易輸入，輕鬆產生複雜之預力鋼腱配置

圖，三維繪圖更可併入橋梁資訊模型進行結構衝突檢核及勘誤之用。

本研究發展之預力混凝土橋梁之自動化設計繪圖平台，技術具有創新性與完

整性，成功提昇設計水準及效率，研究成果豐碩且具效益及高度工程應用性。研

究成果榮獲 106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論著獎」及中國工程師學會
「工程論文獎」之殊榮。

2. 以資料庫回歸台灣混凝土潛變預測公式並應用於預力橋梁長期變位分析
台灣混凝土有著漿體量高、粒料較脆弱及彈性模數較低，導致收縮與潛變變

形增加之特性，以往設計引用國外規範之預測公式，無法合理模擬台灣之混凝土

變形。因近年來圓山橋、新生高架橋及民權大橋等預力混凝土橋梁發生超量變

形，影響行車舒適性及結構安全，故透過與台大廖文正教授研究團隊之合作，統

整台灣近 40年的試驗資料並建立「台灣混凝土收縮與潛變資料庫」，並建立長跨
預力混凝土橋梁模型，套用國內外預測模型並比較分析結果，以了解本土化與國

外收縮潛變預測公式對橋梁長期變形的差異。

經本研究論文實際案例分析成果發現，若直接套用國外規範進行設計將會錯

估使用年限與結構長期變位，依據本研究提出反映台灣混凝土特性之本土化收縮

潛變預測模型 B4-TW，則可準確模擬，故本研究未來可推廣納入橋梁設計規範，
並提出配比設計建議，以期降低未來長跨預力橋梁變形過大的問題。

本論文研究成果豐碩，榮獲 111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論著獎」
及中國工程師學會「詹天佑論文獎」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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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行公共工程碳盤查

由於地球暖化、極端氣候對環境之衝擊，全世界正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台灣也體認到工程業是製造業的火車頭，製造業的碳排放減量可以從材料源頭做

起；黃副總經理洞見潮流，在公司內部推動工程碳足跡盤查作業，率先取得溫室

氣體主任查證員資格，率領近百位工程師參訓，在因應時代潮流的趨勢下，為台

灣世曦公司開創新的專業技能。同時，近 10年來也實際帶領台灣世曦辦理台 9
線南迴公路工程、淡江大橋第二標工程、台 1線潮州高架橋工程、南迴鐵路潮枋
段土建工程及台中市水湳經貿園區工程等碳管理及碳足跡盤查查證計畫，不但為

台灣公共工程碳足跡盤查作業建立符合 ISO 14067產品碳足跡的標準程序並順利
取得第三方認證之查證聲明書外，亦建立大量之本土化工程材料碳排放係數資料

庫，以及建置多項橋梁工法的單位碳排放數據，為公共工程之低碳材料、減碳工

法及國家 2050年淨零碳排政策奠定基礎。

五、熱心參與學會事務

黃副總經理自 101年進入本學會混凝土委員會，長期參與我國國家混凝土工
程設計規範之編修工作，持續辦理設計規範、設計範例與教科書之編定與推廣工

作。期間參與學會於 105年承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範之
修正研擬』研究案，此研究案為營建署編修新版規範之依據，其後編訂歷經數年

犧牲假日之努力與辛勞，完成『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土木 401-110]』，此
新版規範係以美國混凝土學會出版之 ACI318-19規範為基礎，並參考國內外最新
研究成果，以及國內工程實務情況編定而得。

由於我國「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長期是以美國混凝土學會 ACI 318規範為
依據，『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土木 401-100]』主要參考 ACI318-05，此力
學行為作為章節編排之依據，而 ACI 318-14之後版本則以構材行為作為依據，
編訂邏輯及章節內容與前面版本有極大之不同。因此，學會與台灣混凝土學會

(TCI)、美國混凝土學會(ACI)台灣分會共同與美國混凝土學會(ACI)簽約，獲得其
授權，進行 ACI 318-14中文翻譯，黃君參與翻譯小組，各方專家共 31人參與，
於一年內完成本項翻譯、出版工作，包括繁體字、簡體字兩個版本，提供國內學

界、業界之土木工程師更直接、快速、確實地瞭解美國 ACI 318-14的內容，與
國際技術發展潮流接軌。

黃君積極參與學會承接之委託案，除前述『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範之修正研擬』

研究案外，亦參與學會與業界共同研議之「公共工程採建造費用百分比之設計費

率合理性分析」研究團隊，提供許多實務案例分析計算，強化研究報告內容。另

學會承接交通部委託之 111年度「『公路工程施工規範』暨『公路隧道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規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複審工作案，黃君亦擔任副召集人，持續為

學會會務發展奉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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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論著

率領團隊投入國家建設之餘，對於各項工程設計經驗分享及技術的提升，亦

積極參與。服務期間，共完成多篇專業論文，其中『集集地震十週年檢視台灣在

橋梁震害防治之作為』、『預力混凝土橋梁自動化設計繪圖全整式平台系統之開發

與應用』、『脊背橋主塔錨碇鋼箱採無銲接金屬接觸套疊（Metal Touch）方式之設
計與分析』、『以資料庫回歸台灣混凝土潛變預測公式並應用於預力橋梁長期變位

分析』四篇論文榮獲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99年、102年、106年、111年結構
工程論著獎，其中兩篇更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 106年工程論文獎、111年詹天佑
論文獎之殊榮。歷年論著整理如下：

1. 黃炳勳，蔣啟恆，陳明谷，「金門大橋耐久性設計與施工」，混凝土科技，
第十五卷，第四期，2021年10月。

2. 廖文正，高健鈞，黃禾程，黃炳勳，蔣啟恆，「以資料庫回歸台灣混凝土潛
變預測公式並應用於預力橋梁長期變位分析」，結構工程期刊，第三十六卷

第一期，2021年3月。
3. 湯允中，蔣啟恆，黃炳勳，江金璋，「台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C1標高架
橋」，中華民國第15屆結構工程及第5屆地震工程研討會，2020年9月2~4日。

4. 許肇安，陳明谷，劉珊，黃炳勳，「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棧橋工程設計
考量與特色」，中華民國第15屆結構工程及第5屆地震工程研討會，2020年9
月2~4日。

5. 王炤烈，林曜滄，黃炳勳，曾榮川，蔣啟恆，陳光輝，「五十年來台灣橋梁
建設之回顧與展望」，中華技術，第 123期，2019年 8月。

6. 黃炳勳，吳弘明，劉珊，蘇彥彰，「國內大跨徑預力梁橋面臨之問題與因應
對策探討」，土木水利工程會刊，第四十五卷，第五期，2018年10月。

7. 陳明谷，吳瑞安，陳新之，黃炳勳，「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3期新建工
程規劃與設計」，中華民國第 14 屆結構工程及第 4 屆地震工程研討會，
2018年11月6~8日。

8. 陳韋丞，陳國隆，羅財怡，卓忠陽，林裕家，戚樹人，陳炳宏，黃炳勳，「國
道橋梁應用隔減震支承系統耐震補強之案例分析與探討」，中華民國第 14 
屆結構工程及第 4 屆地震工程研討會，2018年11月6~8日。

9. 蔣啟恆、江金璋、陳保展、湯允中，黃炳勳，「台九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
C4建築標規劃設計簡介」，中華民國第 14 屆結構工程及第 4 屆地震工程
研討會，2018年11月6~8日。

10. 黃炳勳，陳新之，蔣啟恆，陳傳興，劉珊，陳明谷，「大地美脊工藝–脊背
橋」，中華技術，第115期，2017年7月。

11. 黃炳勳，蔣啟恆，劉珊，湯允中，許肇安，「隧道工程碳足跡盤查發展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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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臺9線南迴公路草埔隧道新建工程為例」，地工技術，第152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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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獲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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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師學會 101年度傑出工程師 106年度中華民國道路協會獎狀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07年度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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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99、102、106年度結構工程論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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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師學會 106年度工程論文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 111年度詹天佑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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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參與重大工程介紹

金門大橋

大港橋

台 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

台 9線蘇花改-南澳和平段

國 1五股楊梅段拓寬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

台 9線新豐平橋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環灣景觀道路鵬灣大橋

台中生活圈 4號線第 C709A標高架橋

西濱快速公路新豐溪橋

國道 5號冬山河橋

台 4線崁津大橋

國道 3號高屏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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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大橋

橋梁連結大、小金門，為台灣第一座大規模跨海大橋，造型獨特新穎

主橋橋跨配置為 125+4@200+125=1050m，為國內首座 5塔連續脊背橋

榮獲 110年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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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橋

單塔斜張橋，全長 109.5m(12m+55m+42.5m)，為全台首座水平旋轉橋

榮獲 108年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及中國土木水利學會「110年工程環境與美化
獎競賽」之「工程美化與景觀類」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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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埔段

工程連接台東縣及屏東縣，路線沿安朔溪及支流五福谷溪，蜿蜒穿梭於群山，

布設 4.8km中大跨徑橋梁及 4.7km隧道，以「安全、永續、人本、景觀、發展
與新技術」為設計主軸，減少對環境生態影響

榮獲 107年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
等榮譽，且勇奪 110年亞澳道路協會(REAAA) MINO大賞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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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9線蘇花改-南澳和平段

工程全長 20公里，除了觀音及谷風兩座長隧道路段外，大部分為橋梁，跨南澳
北溪處採用主跨徑 160m雙塔式脊背橋，兩隧道間以 60m跨徑之推進鋼橋設計，
克服深谷架設支撐之施工困難，設計友善環境並創新施工理念

榮獲多項公共工程金質獎、大地工程傑出工程獎等獎項肯定，更勇奪 109 年國
際道路協會(IRF)全球道路成就獎(GRAA)設計類首獎及111年亞洲土木工程聯盟
（ACECC）『優良工程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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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五股楊梅段拓寬

五股至中壢(北段及中段)28公里路段，沿中山高二側採高架橋拓寬，其中泰山林
口段為減輕環境衝擊，布設雙向上下交疊之雙層橋梁，創造國內設計紀錄。全

段橋梁橋型優美，規劃設計有效縮減建設時程，提供用路人便捷之交通動線。

榮獲多項公共工程金質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中國民國結構工程

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於 104 年更榮獲國際道路協會(IRF)全球道路成就獎
(GRAA)設計類首獎及 105年亞洲土木工程聯盟(ACECC)優良工程獎



- 25 -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

本工程延伸中山高速公路，興建漁港路及新生路高架橋，可有效提升高雄港營

運績效，避免港區貨物運輸影響環境品質並造成交通安全威脅，高架橋以預鑄

節塊逐跨工法、預鑄節塊懸臂工法設計施工，不架設支撐，避免影響交通。

榮獲 103年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
108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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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9線新豐平橋

跨徑配置 84+2@140+84=448m，為國內首座三塔連續脊背橋

榮獲 102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
104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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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環灣景觀道路鵬灣大橋

單塔不對稱斜張橋，全長 155m(100m+55m) ；雙向分離單葉舉升式活動橋

榮獲 100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及公共工程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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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生活圈 4號線第 C709A標高架橋

國內首次採用「全預鑄工法」橋梁設計，以「營建自動化」大量運用高性能的

營建機械，施工速度快、人力精簡，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技術

榮獲 99年公共工程金質獎設計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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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濱快速公路新豐溪橋

三跨連續預力混凝土加肋拱橋，橋梁全長 380m(100m+180m+100m)

榮獲 97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



- 30 - 

國道 5號冬山河橋

三跨連續加肋式預力混凝土拱橋，橋梁全長 375m(94m+187m+94m)

榮獲 95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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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4線崁津大橋

三孔連續繫索鋼拱橋，橋梁全長 270m(60m+150m+60m)

榮獲 92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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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3號高屏溪橋

不對稱單面吊纜之複合式斜張橋，橋長 510m(330m+180m)，塔高 183.5m

榮獲 88年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結構工程技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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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與重建工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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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跨港大橋

跨越南方澳漁港航道，主橋為大跨徑懸臂工法，主跨徑 140m

高屏大橋

橋長 1,850m，上部結構為大跨徑懸臂工法，主跨徑 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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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豐大橋

橋長 640m，上部結構為大跨徑鋼箱型梁，全寬 41m 

雙園大橋

跨越高屏溪，銜接高雄林園區及屏東新園鄉，橋長 2,178m，主跨徑 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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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仙大橋

跨越楠梓仙溪上拱式鋼拱橋，跨徑 152+92+60m，兼具交通及觀光功能

里港大橋

跨越荖濃溪，橋長 1,627m，寬度 26m，配置鋼箱型梁橋，主跨徑 9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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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橋

單索面脊背橋，主橋全長 200m(2@100m)，國內首座採鋼殼外包混凝土之橋塔

六龜大橋

五跨連續預力梁，全長 308m，主跨徑 77m，以懸臂工法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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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寮橋

台 18線進入阿里山風景區之重要橋梁，長 490m，主跨徑 145m

新埤大橋

跨越林邊溪，橋梁長度 400m，配置大跨距之預力箱型梁橋，主跨徑 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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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炳勳副總經理及其他受獎代表與交通部毛治國部長合影

交通部毛部長致贈「殫精畢思 惟智所在」獎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