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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最新修正日期為103年
12月29日)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3

工程主管機關、工程會：

工程施工查核(第三層級)

工程主辦單位(監造單位)：
品質保證(第二層級)

承攬廠商：

品質管制(第一層級)

三層次品管架構圖

底圖引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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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制系統：

 為達成工程品質目標，應由承包商建立施工
品質管制系統。

 工程開工前，承包商應依工程之特性與合約
要求擬定施工計畫並提出品管計畫，設立品
管組織，訂定各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材料
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缺失改善紀
錄，以及建立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俾便施
工人員熟悉圖說規範與各項品管作業規定，
以落實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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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系統：

為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
範，監造單位應建立施工品質保證系統，
成立監造組織，訂定監造計畫，辦理施
工及材料設備之檢驗作業，並對檢驗結
果留存紀錄，檢討成效與缺失，達成提
昇工程品質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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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為確認工程品質管理工作執行之成效，主管
機關採行工程施工品質查核，以客觀超然的
方式，評定工程品質優劣等級。

 督導結果可供作為主辦工程單位考評之依據，
並可作為改進承包商品管作業及評選優良廠
商之參考，藉以督促監造單位落實品質保證
及承包商落實品質管理，達成提升工程品質
的目標。

查核小組之任務，為辦理查核工程品質及進度等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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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委員評分含三部分：
一、品質管理制度(20分) 
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
商(5分)

監造單位(5分)
承攬廠商 (10分)

二、施工品質 (60分)
混凝土、鋼筋(構)、模板、
土方、結構體、裝修、雜項
等（40分）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10分）
安全衛生（10分）

三、施工進度(20分)



8 底圖引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9 底圖引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10

1.預拌車運送時間或於工地等待時
間過長，造成混凝土品質劣化。

2.模板內雜物未清除及未於澆置前
全面灑水浸濕。

3.混凝土澆置過程中振動搗實不確
實造成蜂窩、冷縫、孔洞等現象。

4.澆置過程中，因為求較佳工作度
而不適當加水。

5.澆置後未墁平造成表面不平整或
積水現象。

6.澆置過程中，適度搖晃模版或綁
紮完成之鋼筋，將使硬固後之混
凝土內鋼筋保護層不足，造成結
構物剝離或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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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拌車運送時間或於工地等待時
間過長，造成混凝土品質劣化。

2.模板內雜物未清除及未於澆置前
全面灑水浸濕。

3.混凝土澆置過程中振動搗實不確
實造成蜂窩、冷縫、孔洞等現象。

4.澆置過程中，因為求較佳工作度
而不適當加水。

5.澆置後未墁平造成表面不平整或
積水現象。

6.澆置過程中，適度搖晃模版或綁
紮完成之鋼筋，將使硬固後之混
凝土內鋼筋保護層不足，造成結
構物剝離或不穩定。



12

1.預拌車運送時間或於工地等待時
間過長，造成混凝土品質劣化。

2.模板內雜物未清除及未於澆置前
全面灑水浸濕。

3.混凝土澆置過程中振動搗實不確
實造成蜂窩、冷縫、孔洞等現象。

4.澆置過程中，因為求較佳工作度
而不適當加水。

5.澆置後未墁平造成表面不平整或
積水現象。

6.澆置過程中，適度搖晃模版或綁
紮完成之鋼筋，將使硬固後之混
凝土內鋼筋保護層不足，造成結
構物剝離或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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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鋼筋卸放後沒有按照正確方法堆
置致產生鏽蝕現象。

2.沒有綁紮牢固，造成混凝土澆置
時變位。

3.鋼筋間距未依照設計圖施作。

4.保護層未依規定設置。

照片來源水土保持施工品質常見缺失及預防矯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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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板過度重複使用，產生破損。

2.模板受潮變形。

3.未即時清除拆模後模板表面污染
物。

4.拆模後未塗脫模劑。

5.未依規定使用3mm防水夾模。

照片來源水土保持施工品質常見缺失及預防矯正手冊

15 照片來源水土保持施工品質常見缺失及預防矯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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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塊石尺寸及品質不符合規定。

2.塊石堆砌方式不符合規定。

3.塊石長徑未垂直坡面。

4.相鄰堆砌之塊石大小差距太大。

5.未放樣設置斜率板。

照片來源水土保持施工品質常見缺失及預防矯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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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挖面太大，破壞原有穩定坡面。

2.回填土未確實滾壓，影響結構物
穩定。

3.回填料內含有機物、木材或其他
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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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擺設位置錯誤，或設置於太高、
太低位置，或反傾斜。

2.未設置濾砂層，或設置材料錯誤，
造成排水孔堵塞無排水功能。

3.材料使用薄管，混凝土澆置時易
破損、變形、位置位移。

4.混凝土澆置時未封蓋，導致混凝
土漿流入排水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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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四、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五、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六、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前項各款規定涉及相關試驗者，依照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等相關法令或契約
規定辦理；試驗結果為不合格時，原查核成績已評定為七十分以上者，應改
列為丙等，其成績以六十九分計。



22

評審標準
河防建造物受損現象探討
金質奬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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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項目及配分

品質管理（制度/施工） 10分

進度管理 10分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30分

節能減碳 20分

防災與安全 10分

環境保育 10分

創新科技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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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項目及配分

品質管理（制度/施工） 10分

進度管理 10分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30分

節能減碳 20分

防災與安全 10分

環境保育 10分

創新科技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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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項目及配分

品質管理（制度/施工） 10分

進度管理 10分

品質耐久性與維護管理 30分

節能減碳 20分

防災與安全 10分

環境保育 10分

創新科技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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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堤防破壞原因  護岸破壞原因

27

 洪水越過堤防頂部發生溢堤，溢流洪水急速沖刷易造成坡面
破壞，進而堤身土方流失，最終演變成潰堤。

Bunch’s Bend, East Carroll 
Pa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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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流攜帶大量土石、漂流木等撞擊堤外堤防坡面，致使坡面破
損，堤內土壤遭水流滲透、流失，演變成潰堤。

 堤防坡面若已存在裂痕而因長時間持續降雨，堤體內濕潤使土
壤剪力強度降低，引起堤防坡面塌陷破壞，最終演變成潰堤。

29

 持續高水位致使洪水持續滲透至堤身，堤身內土壤滲水飽和
變得異常濕潤，使土壤剪力強度降低，引起堤內坡面發生塌
陷破壞，演變成潰堤。

 堤內堤防堤腳處發生管湧(Piping) 現象，造成坡面發生塌陷
破壞，演變成潰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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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流渦流效應造成渠底局部區域刷深，引致堤外護坦工、基
腳工之下陷、流失，造成堤防堤趾週邊渠底土壤沖刷流失、
堤防基腳工遭受淘刷裸露，導致堤外堤防坡面崩損破壞，演
變成潰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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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路渠底因土砂供給不平衡或因構造物(如跌水工、固床
工)遭到災害，導致渠底局部區域急劇地下降；或因水流局
部有渦流偏向，導致渠底遭沖刷下降或刷深；或因護岸基腳
工之深度或護坦工之長度不足，在岸趾部份，受水流沖刷而
毀壞；此等現象下常引致護岸基礎(腳)露出而造成護岸傾倒
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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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岸上下游端與其它類型或天然邊坡相鄰接，常因坡面坡
度不一、護岸工粗糙度不同或上、下游兩側端部連結工或
端工處理不當而破損，在遭洪流沖刷下引致破損擴大而使
護岸坡面工遭到破壞。

33

 隨著洪流中的土石、漂流木或構造物體等集中對護岸衝
擊，當護坡強度不足，亦會引起坡面工破損剝離而遭到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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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岸背面的土砂經由坡面工的孔隙間、基礎的下側等弱點
持續向外部流失，導致背面土或基礎部位產生空洞而引致
護岸坡面工遭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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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水位上漲時，因外水位升高使得護岸背面的土壤充分
濕潤；若外水位急速降低或遭浸潤土壤之內水位其下降位
遠慢於外水位的下降，則水位差所產生的高殘留水壓會產
生異常孔隙水壓，而引致護岸坡面工遭遭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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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岸頂部或其戧台因遭到其它外力或洪流沖刷破損，或
因滲水回流或排水設拖欠當攜去護坡後土中細粒進而引
致護岸設施遭到淘空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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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壩頭底床刷深，壩頭下沉而使壩身斷裂分離，繼而壩頭流失。

 洪水位高於壩根護岸，灘岸部份流失或是壩根護岸流失或是壩
根護岸損壞，主流繞襲壩後。

 壩身過長，洪水漫越壩頂，壩下游護坦不足抵禦沖刷，致使壩
身中段下沉，終至中斷。

 鎮壓物重量不夠，而使壩身或
護坦翻滾流失。

 壩身撓性不夠，無法適應底床
刷深而隨之調整壩形局部下沉
，致使壩身斷裂分散。

 不耐滾石撞擊而破損，或是不
耐水流沖擊彎力矩而斷折。

丁壩壩頭
河床刷深
壩頭下沉

丁壩壩頭
下沉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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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床工下游基礎因水流淘刷後，造成傾斜或阻抗力不足，
而遭致流失。

 與排水路渠岸之銜接介面因水流的沖刷破壞，造成橫向沖
刷後，水流集中加速破壞。

 基礎承載力不足或因本身撓
度不夠，造成縱橫向不均勻
沉陷，加速淘刷後破壞。

 混凝土塊間隙填充料或混凝
土塊本身遭水流吸出造成混
凝土塊傾斜或上揚傾斜沉陷
，而後破壞。

固床工混凝土塊
間隙填充料遭水
流吸出造成混凝
土塊傾斜

固床工下游側保
護工基礎因跌水
或水躍沖刷後，
造成傾斜或阻抗
力不足，而遭致
流失。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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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應注意主深槽流路之變化，對於河道中局部土石淤積而
減少通洪能力之河段，應辦理河道整理工程，將流路導於河
中，以暢洩洪水。

41

 工程與上下游構造物銜接時，應妥善處理其與其他構造物之
界面，避免於上下游側發生

1. 平面有不連續面

2. 高程上有落差

3. 構造上有強弱差異等現象

而引起渦流、跌水現象造成局部淘刷。

渦流區

渦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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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degree key right next to bridge

43

Why not  tie  this  key  into the 
existing  bridge   protection?    Think 

smooth  tran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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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土壓力被動土壓力水壓力 水壓力趾部

自重W

Pw

Pw
Pp

Pa

上浮力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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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床工

47

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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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床工

49

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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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床工

51

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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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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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56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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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阻礙河道影響通洪

2

處理對策

3

1

大量崩積土石蓄積上游

321
超大雨量產生超滲逕流，
帶動上游土石大量下移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58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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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處理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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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砂壩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61

沉砂靜水池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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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翼彎折延伸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63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64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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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09月13日農委會查核

102年06月25日農委會查核
農委會查核情形農委會查核情形

查核分數：85分及86分(甲等)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66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67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68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69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70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71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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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馬

公

路

喜龍農路

中島區-低利用
土地(竹)

民宅

民宅

本生橋

喜龍橋

砌石護岸200m
砌石固床工15座
防汛階梯2處
固床工基礎補強
石材以基礎開挖及移除阻水巨石為主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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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隙砌石護岸
 護岸以長徑大於60cm之塊
石為主要材料，減少混凝
土用量。

 土石方挖填平衡，減少泥
砂下移，達到節能減碳、
生態與防洪並存之功效。

 護岸表面不勾縫不滿漿，
增加孔隙率及粗糙度，營
造生物棲息空間。

 基腳埋入1.5m，砌石基礎
向後傾斜，增加穩定性。

向後傾斜
砌石基礎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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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土地農業使用--設砌石護岸保護土地及民宅。

 中間島現況無農業生產且生態豐富--採開放性設計保
留對河道通透性，維持生物廊道暢通。

本生橋 喜龍橋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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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日本學者福留脩文砌石工法，
利用拱型應力傳遞至兩岸，採用重
力式結構穩定溪床。

主石

副石

從石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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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石軸向平行水流並向上游抬昇
，水流經固床工產生下壓力，使
結構穩定。高低石間鋸齒階跌落
產生跳躍式滾流分散能量，降低
下游基礎衝擊力。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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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做工程構造物達到高安全及品質要求並融入自然景觀。成果特色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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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床工隱身溪床中，不留痕跡。成果特色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79

打造溪河之美，並營造魚群生長棲息環境。成果特色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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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隙設計營造多樣性的生物棲地。成果特色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81

多利用塊石施作護岸及固床工，防災兼顧生態環境。成果特色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82

結合藍綠帶，使「青山常在、綠水常流」。成果特色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83

本工程以集水區整體規劃治理為理念，營
造安全永續的生態環境。

整治後穩定溪流，防止沖刷，保護道路橋
梁及兩岸土地房舍之安全，減少土砂下移
影響水庫營運。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84

工程構造物利用塊石施做，營造多孔隙的
棲地環境，提供生物生存繁衍空間。

導入工程環境友善措施，減輕工程對環境
造成之衝擊。

資料來源：魏新洵水土保持技師提供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