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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保全捨身護行

中橫便道受阻

本次 0403強震致使中橫便道阻斷多處，公路保全

憑著多年山區戒護車隊、搶通經驗，及公路局多年來每

年大型防災演練，熟悉災害當下之 SOP，即迅速帶民車

脫困或前往隧道避難，成功帶領民眾完成避難大作戰。

強震當下落石如雨，戒護車隊之保全車輛被石頭重

擊全毀，又彈出打中中巴，此時保全在車中已負傷。即

便如此，肩負責任感且見中巴被砸，使命感驅使，保全

仍奮不顧身帶領民眾就近進入明隧道避難，而未受傷之

保全，則帶領接近德基出口者，迅速戒護出中橫便道。

工務段在地震後即刻啟動災情盤點及受困人車清

查，於震後 1小時內隨即掌握中橫便道 24公里內有 13

處阻斷災點及 2處主要避難位置，也同步調度人手及

機械。在餘震連連下，分別從德基端及谷關端各有一

台重型機械進入搶通。11時許，工務段勘災人員完成

集結，攜帶食糧進入中橫便道，除了掌握現場受災狀

況，也奉命務必要將 2處受困的民眾及保全人員平安

帶出。

當工務段勘災人員進入中橫便道後，多處路段零

星落石，人員除一邊徒手清除落石，同時還要持續關注

邊坡上方有無落石，驚險萬分。在抵達因壩新路口時，

重型機具早已在此清坍，然而坍方十分嚴重，且巨石林

立，已完全無法通行且非短時間可搶通，立即協調台電

借用維修隧道前往青山。

出青山後，即為中橫便道後半段之陡峭裸坡較多且

地質破碎路段，滿地落石。徒步越危坡、涉險路，旦有

風吹草動，皆膽戰心驚前後觀察及相互呼叫，確認彼此

安全。如此險境走了 4公里多，於 16時終與受困民眾

會合，先發放水糧並安撫已啟動搶通。

受困民眾皆係要前往梨山（即谷關往德基方向），

欲脫困希望能向德基方向。雖然往德基端及谷關端脫困

所需步行距離相當，約莫 4 ~ 5公里，可往德基端，有 3 

~ 4處高落石風險路段，而往谷關端需跨越長落石堆，

實有兩難。研判餘震頻繁，往德基遭落石風險高，故由

谷關方向後撤脫困。然而，歷經高張力的一天，隊伍成

員腿部抽筋，此時天色已晚，所幸當地救難隊早已在光

明橋等待；經過簡單處置，與工務段共同搭配護送。幾

經謹慎戒護通行，一直到夜間 8點多，才將受困民眾在

頭燈照射引領下，安然帶出中橫便道。

公路局中區養護分局

戒護通行保全車輛遭落石嚴重擊毀 落石堆中幾乎寸步難行

DOI: 10.6653/MoCICHE.202405_51(2B).0009

搶災作業分秒必爭，團隊不分晝夜，全力投入。

餘震不斷落石連連監看清坍以利儘速搶通

花蓮地震
第一線工程人員報導

中橫便道受阻  公路保全捨身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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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夜晚才完成全員安然脫困的重責大任

公路局常年辦理各分局兵推考核，且各工務段每年

需辦理大型封路、封橋演練，加之局及分局皆進行多場

防災教育訓練，多方面長期深化防災作為。本次 4月 3
日花蓮 7.2強震下，嚴重斷橋、邊坡崩塌阻斷滿佈，維

夜幕中於落石堆中步行戒護帶領民眾避難脫困

生通行為救災之首。公路局應變調度有序，迅速於 4月
6日晚間 6點即搶通重災區蘇花改、中橫公路等，讓維
生運輸、救援物資等，皆速達其所。深化防災作為，對

處於板塊交界地震頻繁的台灣，可謂重中之重。

設施安全無虞

挺過強震

確保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人員全面動員

1130403牡丹水庫大壩上游坡面結構檢查

2024年 4月 3日 7時 58分花蓮外海發生芮氏規模

7.2地震（下稱 0403花蓮地震），為繼 1999年 921地震

（芮氏規模 7.3）以來最大的地震，全台各地除明顯感

受地震搖晃外更有災情持續傳出，時至今日已過去 2週

時間，仍餘震不斷。

堤防及水庫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及維持國內經濟社會

命脈的保證，確保其設施安全及正常營運責任重大，水利

署不敢輕忽，設有各式各樣的監測儀器，全時監控。地震

是水利設施安全的頭號威脅，因此於大地震發生時，不拘

白天或半夜，水利署管理單位會立即啟動現場巡查，初步

確認水利設施安全狀況後回報巡查結果；本次 0403花蓮地

震發生後，水利人員全面動員，針對達地震震度 5弱級以

上之 846件堤防（含排水設施、一般性海堤及水門等），以

及達地震震度 4級以上之 56座水庫，赴現地進行檢查，所

幸各項水利設施、水工機械與工控系統均無損壞，且經巡

檢水庫蓄水範圍邊坡未發現崩塌情形，供水營運功能正常。

1130403員山子分洪道檢查1130403二仁溪水門檢查1130403牡丹水庫閘閥室設備檢查

花蓮地震
第一線工程人員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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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賴建信署長於地震後立即召開應變會議，指

示先確認人員及辦公廳舍安全後，儘速就水利設施、防

汛重點區域及過去發生震災區域等，以空拍機或人力進

行全面巡查，同時確認發電機及油料充足、備援電力系

統及廣播警報系統等均可功能正常，並滾動掌握翡翠水

庫及台水公司各區處供水狀況，以確保供水穩定。

地震後盤點全國各處供水狀況，於新北、台中、南

投、台南、宜蘭及花蓮曾有出現停水或降壓情形，經緊

急進行管線修復，已恢復正常供水；東部深層海水取、

供水也維持正常，此外，經石門、大甲溪及曾文電廠滿

載發電，與台電公司共同調度合作，整體電力供應無

虞，順利挺過危急時刻。

在餘震頻繁發生的這個時刻，將既有水利設施維持

功能正常並發揮水庫穩定供水價值，持續支撐台灣科技

發展及公共用水，一直以來水利設施的安全，政府都是

以最嚴格標準在把關，俾讓國人可以安心和安全。

緊急應變 復原

桃園機場

及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震後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即召開應變會議，由機場公司范總經理孝倫主持。

地震發生及機場震後狀況說明

113年 4月 3日上午 7時 58分花蓮縣府南南東方

25公里處發生芮氏規模 7.2地震，全台有感，各地最

大震度達 6級，桃園地區測得震度亦達 5級。

地震造成航廈內發生數處天花板、牆面及灑水頭

受損情形，當下正值上班尖峰時間，另適逢清明連假

前夕，亦為旅客出入境之尖峰時段，致造成 3名旅客

受傷，經機場公司派員關心後均可進行後續行程。

地震發生之緊急應變

地震發生後，機場公司隨即於上午 8時整成立緊急

應變中心並即召開應變會議，同步派員巡檢，確認航廈

及機場設施受損狀況。後於同日上午 11點、下午 3點及

下午 5點，陸續召開第 2、3及 4之應變會議，追蹤受損

設施之修復情形。

地震發生後，本公司維護處亦隨即開設戰情中心，

由維護處處長擔任現場指揮官，同仁及各維護廠商立即於

所轄責任分配區域進行巡檢，傳送巡檢結果於維護 line群

組，由戰情中心專人彙整受損狀況並追蹤後續辦理情形。 

請各維護廠商就受損設施以最短時間予以拆除或隔

離，避免造成二度危害，維持機場營運安全，並請建築

結構專業廠商作航廈安全之初步評估，確保安全後，隨

即啟動復原 (舊 )作業。

本公司航務處、工程處及消防大隊同仁及各維護、

工程廠商立即主動出發巡檢，跑滑道及燈光經兩次關閉

巡視後確認正常；另交通道、水門、界圍、土方及各工

程標案等，每 2小時巡查回報現況，皆無異狀。

地震發生當日，請各駐站維護商增援緊急應變人力

共約 420人，維護處亦排定留守人力 20人，徹夜巡檢、

監督修繕復原情形，並於 113年 4月 3日至 7日排定科

長級以上同仁輪值擔任戰情中心指揮官，以作震後復原

期間緊急應變之調度、協調與指揮，確保航廈營運安全。

震後復原作業

震後立即請符合資格之橋梁檢查員針對機場範圍內

橋梁作震後特別巡檢，巡檢結果無異常情形，書面巡檢

報表已於 113年 4月 23日送達。

震後動員所有維護廠商進行航廈設施設備復原作

花蓮地震
第一線工程人員報導

桃園機場緊急應變及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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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針對旅客活動之公共區域先行修繕（原則夜間施

工），要求兼顧施工品質及安全，並依據戰情中心彙整之

資料分批逐日完成。

第二航廈二樓夾層受損
天花板拆除

第二航廈 1樓入境大廳挑高區天
花掉落後先予以防護（掛墜網）

桃園機場每年皆辦理地震緊急應變演練（近期為

112年 12月 14日）。演練由機場各災害應變單位以桌
上型兵棋推演方式進行，並由外部防災專家於演練後

立即給予綜合檢討與建議。此項作業於本次地震中充

份發揮功效。

受損嚴重、範圍較大或高空作業等施工難度高區

域，另以緊急採購方式邀請專業廠商進場協助修繕，以

期最短時間完成復原作業。

桃園機場於 113年 4月 7日即完成震後復原作業。

113年 4月 3日上午 7 點 58 分左右於台灣東部海

域，約距花蓮縣政府南南東方 25.0公里、深度 15.5公

里處，發生規模 7.2有感地震，全台明顯搖晃，是僅次

於 921地震後最大強震，其中尤以花蓮最為嚴重。

依據經歷 921地震的印象，當時交通多處受阻，

台灣中、北部陷入停電危機，全台限電維持約 2~3週

後才得解除，但這次 0403地震，對外交通和生活即刻

恢復正常，水、電供應系統大致無損，人民生活幾乎

不受影響，再再讓世人驚嘆是台灣的奇蹟！

對於電力系統而言，此次地震除了震央不同之

外，靠著台電公司近年強化的儲能系統、電力網強韌

化等等，都是讓電力在強震過後能夠在短時間內恢復

的原因之一。電網的韌性，要靠經驗的不斷傳承與積

累。台電公司於 921地震事故後，面對 8千多座先天

具有潛在危機的山區鐵塔，除已損壞之鐵塔須立即處

理外，對於隱藏的危險鐵塔，該如何排出優先順序並

實施適當的改善，是當時最大的課題。有鑑於此，掌

管全台特高壓輸電線路的供電處配合相關政策擬訂短

中長期改善策略，過程概述如下：

短期策略 88 ~ 99年：本期除修復損壞塔基外，著

重於將有安全疑慮之山區塔基挑選出來，訂定「輸電鐵

塔基礎環境因素評分要點」、「輸電線路鐵塔定期監測要

點」，針對山區 345kV塔基，就地質、邊坡、崖高、水

文、植栽等環境因子採分項評分方式，另實測鐵塔邊

距、對角距、四腳高程，再依評分級距與實測和原設計

量差異率進行量化安全評估，各區分為 A、B、C、D

四個等級分類，其中 A、B級表示安全無虞，C、D級

則各應辦理補強或改建，再綜合環境因素安全評估及鐵

塔定期監測 C、D級塔基共 868座列為「重點塔基」列

管，進行遷移、改建、補強或邊坡保護等改善措施，全

花蓮地震

輸電電網鐵塔基礎
淺談

強韌進化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供電處

從 至集集地震

花蓮地震
第一線工程人員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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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新秀姑巒溪橋 0918地震緊急搶修一週年回顧 

數已於民國 99年底前完成，成為初期強固穩定送電之

重點工作。

中期策略 99 ~ 110年：本期則配合國家訂定之政策

或公告之相關地理環境危害因子，除全數山區塔基外並

納入所有平地塔基進行輸電塔基總分類管控，整合「輸

電鐵塔基礎環境因素評分要點」及「輸電線路鐵塔定期

監測要點」四個分級，以類似風險圖像方式，將塔基分

類為綠、黃、橙、紅四級，依其風險進行普通巡視、加

強巡視、補強、改建等對應之管控策略，強韌輸電線路

送電工作。

長期策略 110年 ~ 迄今：本期除配合政府公告之相

關地理環境因子做滾動檢討改善外，另著重於老舊設備

之汰換更新及塔基即時監測，為因應極端氣候如颱風、

豪雨等天災，以緊急啟動因應對策，對於環境有疑慮

之高風險塔基，布設地表傾斜計、雨量計並透過通訊

模組，24小時即時監控塔基安全，迄 113年已設置 83

座，並持續增加中，另對於通訊不佳的塔基位置，亦已

委託綜合研究所辦理低軌衛星傳輸訊號之模組開發研

究，期望進一步對於人跡不易到達的鐵塔有即時警示訊

息，有狀況能提前啟動緊急應變措施，更堅韌輸電線路

送電保證。

前述各階段計畫係針對既有電網架構做強韌改

善，另為配合綠能併入送電，於 106年起針對超高壓

第一路共 186座鐵塔全數改建，以提升送電容量，並

預計於 118年全數改建完成。

輸電線路就像人體的主動脈一樣，它有一定的送電

容量，不管電廠發電能力多強或外部儲能的設備再多，同

一時間每一迴線能輸送的電力就是這麼多，而且整條線路

任何時間、任一個點若有斷線狀況，則該輸電線路送電能

力將全部喪失，尤其是在輸電鐵塔被視為鄰避設施的現況

中，輸電線路不是被迫改以地下化設置就是必須往偏僻或

環境惡劣的地方遷移，甚或必須將好多迴線架設於同一座

鐵塔上，所以每座鐵塔基礎的強韌性就更形重要。

花蓮地震
第一線工程人員報導

穩固
強震 ,台鐵再遇

安全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陳宗宏副總經理

今年 4月 3日花蓮外海發生規模 7.2強震，其規模是
僅次於 1999年的 921大地震後，再次衝擊東部地區人民
生活與鐵路運輸。就在 2022年 9月 18日午後，池上地
區發生規模 6.8強震，造成臺鐵新秀姑巒溪橋主梁錯位，
迫使花蓮至臺東線鐵路停駛，在臺鐵公司（原交通部臺

鐵局）同仁的共同努力，於震後 102天就完成搶修，比
預定目標提前 22天，紓解了 112年元旦與農曆春節的運
輸壓力；本次花蓮外海再次發生強震，臺鐵新秀姑巒溪

橋在監測儀器的監控下，整體結構狀態安全穩定，證明

臺鐵公司優異的搶修能力與功能效益。

台鐵再遇強震，安全穩固─臺鐵新秀姑巒溪橋 0918地震緊急搶修一週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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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序 S15 S14 S13 S12 S11 S10 S9
頂升開始 10/15 10/19 10/26 10/27 10/29 10/01 11/10
頂升完成 10/16 10/19 10/26 10/27 10/29 11/01 11/10
橫移開始 10/23 10/26 10/30 10/30 11/01 11/02 11/13
橫移完成 10/24 10/26 10/30 10/30 11/01 11/02 11/13
落座 10/25 10/28 10/30 10/31 11/02 11/02 11/13

歷時 (天) 11 10 5 5 5 2 4
跨序 S8 S7 S6 S5 S4 S3 S2 S1
頂升開始 11/08 11/07 11/07 11/11 11/15 11/15 11/17 11/18
頂升完成 11/08 11/07 11/07 11/11 11/15 11/15 11/17 11/18
橫移開始 11/12 11/10 11/09 11/14 11/16 11/17 11/18 11/19
橫移完成 11/12 11/10 11/09 11/14 11/16 11/17 11/18 11/19
落座 11/12 11/11 11/09 11/14 11/16 11/17 11/18 11/19

歷時 (天) 5 5 3 4 2 3 2 2

新秀姑巒溪橋緊急搶修頂升、橫移油壓千斤頂佈設

新秀姑巒溪橋緊急搶修「頂升、橫移工法」各橋跨主梁執行時序表

新秀姑巒溪橋緊急搶修「頂升、橫移工法」流程圖

2022年 918地震造成臺鐵新秀姑巒溪橋
主梁錯位損壞

工法創新應用、展現搶修效益

臺鐵新秀姑巒溪橋全長 580公尺，共計 15跨，第 1

跨至第 13跨主梁 4支 I型預力梁，每跨自重約 600 ~ 650

噸，第 14跨主梁 5支，自重約 1,200噸，第 15跨主梁 7

支，自重約 1,500噸。2022年新秀姑巒溪橋遭逢 918地

震，將全橋 15跨主梁由支承座震落至帽梁，並將所有

混凝土止震塊衝擊破碎。臺鐵公司考量若以傳統吊裝工

法回復主梁定位，修復時間恐超過 6個月以上，經翻閱

各式橋梁工法案例，提出「頂昇橫移復位工法」施工構

想，經負責設計、監造的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檢

核後，確認方案可行，便開啟後續緊急搶修工作。

「橋梁頂升橫移工法」的原理是應用油壓千斤頂將

橋梁頂昇後橫移，至回復至原設計位置後落座；作業方

式是在每一根主梁下方安裝 1具推力 150t以上之油壓

千斤頂，同時頂昇至 30 ~ 35公分預定高度後，安裝橫

移鋼梁與滑動裝置並清除帽梁上碎石、雜物及修復支承

混凝土座與更換橡膠支承墊，待一切就續後，由主梁外

側之油壓千斤頂（出力 300t及 400t）進行推移。

臺鐵新秀姑巒溪橋緊急搶修，由自重最大的第 15跨

開始，逐跨向北施作，自 111年 10月 3日至 111年 11月

19日全數主梁復位落座完成，共計使用 48日曆天，證

施工便道搶修復原

明本工法具有「操作原理簡單成熟」、「機具整備簡單快

速」、「施工過程安全穩定」、「施工期程精省迅速」等特

點，為一種「工法整合、創新應用」的橋梁工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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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震大雨襲擾、團結共克難關

臺鐵新秀姑巒溪橋搶修期間，在第一次橫移時，發

生化學螺栓剪斷，導致橫移失敗，團隊經檢討後，以增加

塗油不鏽鋼板降低摩擦係數並連結故定橫移鋼梁，分散作

用力等方式，證明能有效推移主梁，此後各跨皆能如期順

利復位。另外，還經歷 10月 10日鋒面、10月 16日尼莎

颱風及 10月 31日奈格颱風的 3場大雨，導致溪水水位上

漲，沖毀施工便道與部分重型支撐鋼架，搶修團隊緊急增

加人力、機具動員數量改變河道與復原便道，終能按規畫

期程繼續搶修，不致延宕或暫緩。作業推進順序作業。

臺鐵 0918地震災後緊急搶修工程列車試運轉時間標

搶修提前通車、持續監控與安全提升

經過搶修團隊 92天的全力搶修，111年 12月 28日

臺鐵新秀姑巒溪橋正是恢復通車營運，解決了 112年元

旦與農曆春節連續假期面對的運輸壓力，並在橋梁安裝

電子監測儀器，實時觀察橋梁監測數據迄今。

在今年 4月 3日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7.2的大地震中，

依據橋梁監測設備數值顯示，新秀姑巒溪橋結構狀況無

異常現象，顯見 0918地震搶修快速、扎實、有效。此

刻，臺鐵公司正在執行新秀姑巒溪橋的耐震評估，了解

搶修後橋梁耐震，確保橋梁結構與鐵路運輸安全無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