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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成果報告彙整交通部 8 項、內政部 1 項、公共工程委員會 2 項、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 1 項、臺北市政府 1 項與經濟部 10 項，共計 23 項計畫調適成果。

各部會及相關機關 107 年度調適計畫之執行成果分述如下。 

一、 交通部 

    交通部負責維生基礎領域計畫共計 8 項，其中公路總局辦理 3 項；高速公

路局辦理 1 項；鐵道局辦理 1 項；臺鐵局辦理 1 項；高鐵公司辦理 2項，各機

關(構)之相關計畫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 公路總局 

    公路總局辦理 3 項行動計畫，包括「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段地貌變異分

析及安全與可行性評估、探討服務工作（第 2 期）」、「『台 20 線桃源勤和至復興

路段及台 29 線那瑪夏至五里埔路段水文地質穩定性評估』長期穩定性評估補充

滾動調查」及「省道改善計畫-公路防避災改善」，說明如下。 

第一章 前期工作辦理情形 
中橫便道定位為急救、救難之便道，惟為瞭解在地質脆弱環境下之便道安

全性及災害風險，公路總局遂於 101 年 3 月推動「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段地

貌變異分析及安全性評估、探討服務工作」，擬藉由地貌變異分析瞭解計畫區域

之地貌變化演進、探討災害機制原因、研判便道沿線之災害潛勢，進而評估研

擬改線方案包括路線、橋梁、隧道之可行性及安全性。 

台 20 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及台 29 線那瑪夏至五里埔路段因 98 年莫拉克

風災及 101 年 610 水災而損毀，行政院莫拉克重建會 101 年 9 月 10 日「610 水

災對台 20、21 線(現為台 29 線)莫拉克災區衝擊後續重建事宜研商會議」結論略

以：「由於現場環境尚未穩定，短、中期及長期永久性路廊規劃請公路總局就整

體水利、水保及地質面繼續評估。」，爰公路總局自民國 102 年 12 月 2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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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台 20 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及台 29 線那瑪夏至五里埔路段」水文地質

穩定性評估工作(含穩定廊帶安全性評估)，至 105 年 5 月 30 日成果報告由公路

總局陳報交通部備查(交路字第 1055006601 號函)。依前述水文地質穩定性評估

結果，計畫範圍之水文、地質尚未穩定，如立即辦理長期復建工程，致災風險

仍高，爰後續持續滾動調查水文、地質變化情況，俟該區域達到相對穩定之狀

態，再行研議辦理後續長期復建可行性評估等相關作業。 

省道公路受強降雨產生之地表逕流沖刷與入滲，常導致地下水位上升，造

成邊坡滑動崩塌，破壞擋土及排水設施，沖刷路基造成交通中斷，危及用路人

行車安全。在山區公路安全等級維持現況之情況下，未來在颱風暴雨來襲時期，

相應帶來的是宣布預警性封閉之時數增加、道路阻斷造成民眾不便甚或人身財

產之損失。爰此公路總局於 107 年推動「因應氣候變遷公路設施調適改善計畫」，

針對轄管易坍塌邊坡進行維護處理，以預防性養護之概念，運用科技為方法主

動發現潛在脆弱點，並於平時以防災工程降低脆弱度，災時以防災管理降低暴

露度方式推動改善，該計畫 107 年度部分已納入「省道改善計畫(102-107 年)」

內辦理。另後續年度部分則納入「省道改善計畫(108-113 年)」內持續推動，計

畫名稱並修正為「公路防避災改善」。 

 

第二章 整體進度及執行情形 
台 8 線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段地貌變異分析及安全與可行性評估、探討

服務工作（第 2 期）目前本計畫藉由資料蒐集分析、福衛二號影像處理與判釋

分析、安全與可行性評估、全線踏勘及檢視、上線搶通可行性評估等項目辦理

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路段變異分析及評估工作，本工作於 106 年開始執行，

預定 109 年完成各項評估工作。 

台 20 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及台 29 線那瑪夏至五里埔路段水文地質穩定

性評估目前滾動調查第 1 期成果報告已於 107 年 11 月 26 日核定，第 2 期成果

報告則於 108年 9月 19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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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 107 年度辦理 28 項防避災工程，11 項防災管理，18 項智慧化技

術應用，經費為 5.55億元，108年度經滾動檢討後預定辦理 25項防避災工程，

27項防災管理，20項智慧化技術應用，108年度經費為 4.25億元。 

 

 

第三章 重要執行成果及效益 
中橫便道目前定位為急救、救難之便道，為瞭解在地質脆弱環境下之便道

安全性及災害風險，擬藉由地貌變異分析瞭解計畫區域之地貌變化演進、探討

災害機制原因、研判便道沿線之災害潛勢，進而評估研擬改線方案包括橋梁、

隧道之可行性及安全性，以供梨山居民一條安全通行的道路。 

滾動調查、評估台 20 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及台 29 線那瑪夏至五里埔路

段水文地質穩定性，俟該區域達到相對穩定之狀態，再行研議辦理後續長期復

建可行性評估等相關作業。 

公路總局 107年度辦理完成 9項防避災工程，5項智慧化技術應用，防災管

理各項仍持續辦理監測中，113 年度計畫完成後之預期績效指標為「18 處邊坡

等級調整」、「8處監控路段等級調整或調整監控範圍」及「計畫完成後，預估每

年可節省 3.51億元災害復建經費」。 

 

第四章 未來規劃及需求 

「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段地貌變異分析及安全性評估、探討服務工作」

研究成果顯示，目前已邁入回復期。然而近年來氣候變遷導致極端降雨頻仍發

生，即便目前初步看來 921 大地震後邊坡上堆積的不穩定料源多半已藉由歷年

來之降雨帶入大甲溪河床中，惟仍難以排除未來極端事件造成大量新增崩塌的

可能性。本計畫將持續追蹤監測本計畫區之崩塌變遷趨勢並進行滾動式檢討。

建議未來可於可行性研究及規劃設計等階段，配合較大比例尺之測量及相關資

料，進行較全面且具體之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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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20 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及台 29 線那瑪夏至五里埔路段水文地質穩定

性評估，現正辦理第 3 期滾動調查、評估，預計於 109 年 3 月提送最終成果報

告。 

公路防避災改善(原「因應氣候變遷公路設施調適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內

容包含 3 個區塊，分為防避災工程、防災管理及智慧化技術應用，各項作業自

107 年度起陸續推動，108 年度經滾動檢討後預定辦理 25 項防避災工程，27 項

防災管理，20 項智慧化技術應用，108 年度經費為 4.25 億元，108-113 年計畫

經費共計 21.37 億元，相關工作項目後續並依省道改善計畫滾動檢討機制滾動

檢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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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速公路局 

     高速公路局辦理 1 項行動計畫，為「中沙大橋防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

說明如下。 

第一章 前期工作辦理情形 
國道 1 號中沙大橋橋址所在之濁水溪河床在民國 78 年北部河川禁採砂石後，

受河川大量採取砂石之影響，以及河道長年受沖刷之故而逐年下降；現況除了

於橋墩基礎設置保護工外，另於下游處設置潛堰固床工，以避免河床持續下降

而加深橋基裸露，而危及橋梁安全。然每逢汛期洪水沖刷過後，仍須持續投入

龐大經費，以辦理橋基保護工及潛堰之維修工作。因此於民國 97 年 11 月 17 日，

著手辦理國道 1 號中沙大橋耐洪能力提升或改建可行性研究工作，以工程全生

命週期成本考量，進行橋基改建或加固補強之可行性評估，以確保橋梁安全與

既有交通維持順暢，達到經濟效益與避免傷亡之目標。 

 

第二章 整體進度及執行情形 
國道 1 號中沙大橋防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目前尚在工程規劃階段，為確保

橋梁下部結構改建後，能抵抗極端氣候之颱洪，橋墩基礎設置高程必須審慎評

估，因此於 108 年 9 月 4 日召開專家學者會議，邀集專家學者就中沙大橋沖刷

分析、回淤趨勢、河道現況與變遷進行討論，並就目前沖刷分析結果與改建範

圍提出相關意見。同時，考量未來橋梁上部結構因老劣化須進行改建之可能性，

評估全橋改建所需工程經費與工期，藉以評估比較「橋梁下部結構改善方案」

與「全橋改建方案」，使工程經濟效益達到最佳化。 

 

第三章 重要執行成果及效益 
國道 1 號中沙大橋橋墩 P11~P50 耐洪與耐震能力改善後，無須因每逢汛期

洪水沖刷過後，仍須投入龐大經費辦理保護工及潛堰維修工作。該工程規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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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後拆降底工法施工，施工期間仍可維持交通運作，可避免對國道 1 號交通

造成衝擊，增加社會成本。 

第四章 未來規劃及需求 
國道 1號中沙大橋橋墩，未來可對尚未進行改善橋墩 P1~P10及 P51~P66進

行改建，以提升耐洪與耐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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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鐵道局 

    鐵道局辦理 1 項行動計畫，為「萬里溪鐵路橋梁延長工程」，說明如下。 

第一章 前期工作辦理情形 
「萬里溪鐵路橋梁延長工程」之期程為 107 年至 108 年，爰無前期工作辦

理情形。 

 

第二章 整體進度及執行情形 
「萬里溪鐵路橋梁延長工程」為鐵道局代辦臺鐵局「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

年計畫-花東瓶頸路段鋪設雙軌工程」之部分工程項目，主要辦理橋梁安全檢測

及補強、河川水理分析及橋梁延長，107 年係施作西正線(山側)之鐵路橋梁延長

工程。 

 

第三章 重要執行成果及效益 
鐵路橋梁延長及增加萬里溪堤防復舊範圍後，可因應極端氣候變化，改善

現況河道束縮情形，避免南岸堤防沖刷，提高橋址通洪斷面，提升橋梁耐洪能

力，確保鐵路行車安全。 

 

第四章 未來規劃及需求 
俟西正線(山側)之鐵路橋梁延長工程完成後，配合臺鐵局自辦號誌系統工程

進度辦理撥軌切換，持續施作東正線(海側)之鐵路橋梁延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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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鐵局 

    臺鐵局辦理 1 項行動計畫，為「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邊坡全生命

週期維護管理（委託制度訂定技術服務）」，說明如下。 

第一章 前期工作辦理情形 
本計畫前期已完成鐵路邊坡養護手冊（草案）、「鐵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

管理系統」規劃以及預警系統及防災應變決策機制規劃。 

 

第二章 整體進度及執行情形 
    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委託制度訂定技

術服務）整體執行進度及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整體進度 

(1) 107 年前 

A. 完成鐵路邊坡養護手冊（草案） 

B. 完成「鐵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規劃 

C. 完成預警系統及防災應變決策機制規劃 

(2) 108 年 

A. 執行邊坡全生命周期設計及統包案有關制度面協助諮詢及

部分審查 

B. 執行相關規章修訂 

C. 規劃教育訓練課程 

(3) 109 年 

A. 完成邊坡全生命周期設計及統包案有關制度面協助諮詢及

部分審查（惟統包案發包較晚，可能影響此項「制度面協助

諮詢及部分審查」之作業時間） 

B. 完成相關規章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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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完成教育訓練（惟統包案發包較晚，可能影響此項「教育訓

練」之作業時間） 

二、執行情形 

    本計畫於107年以前，執行之工項包括：(1) 完成鐵路邊坡養護手冊（草案），

(2) 完成「鐵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規劃，(3) 完成預警系統及防災

應變決策機制規劃。目前相關工項皆已完成，各報告目前皆為待審查或待核定

中。 

 

第三章 重要執行成果及效益 
    本計畫目前重要成果包括完成鐵路邊坡養護手冊（草案）、「鐵路邊坡全生

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規劃預警系統及防災應變決策機制規劃，各項成果及效

益說明如下。 

一、鐵路邊坡養護手冊（草案） 

    手冊內容首先說明鐵路邊坡之定義、適用範圍與名詞定義，邊坡編碼方式、

邊坡等級，及邊坡維護管理作業流程等內容，如圖所示。其次依據邊坡維護管

理作業流程分項說明邊坡巡查、邊坡監測、地錨檢測等之作業類別、方式、頻

率與項目，邊坡安全評估、邊坡分級、邊坡維護、補強與整治之作業方式與內

容，最後說明邊坡維護管理執行之人員培訓與管理、邊坡管理會議，及鐵路邊

坡維護管理系統之填報與應用。 

手冊內容參考現行臺鐵局內部既有規定，及其他相關單位之執行方式進行編訂，

期能提供現場工程師進行鐵路邊坡維護管理之參考，並降低邊坡災害潛勢與風

險。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因另案（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邊坡全生命週

期維護管理（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同時依據本計畫內容執行鐵路邊坡之

巡查、監測、檢測、評估、分級等作業，因此，相關結果顯示手冊內容經驗證

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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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列管邊坡數量統計

8.邊坡巡查

8b*.定期巡查8a.經常巡查 8c*.特別巡查

*是否需緊急處置
(初步分級是否為Ai等級)

緊急處置

YES

9*.邊坡監測（視需要）

NO

1a.新增列管邊坡
（養護單位或廠商提報）
（養護單位核定）

NO

2.列管邊坡普查

6.邊坡分級

3*.邊坡監測資料分析
（如有）

4*.地錨檢測（視需要）

5*.安全評估（視需要）

B級邊坡A級邊坡 D級邊坡C級邊坡

*邊坡是否
解除列管

邊坡解除列管

YES

NO
7 b * .邊坡補
強或整治

緊 急 處 置
（視需要）

YES

*邊坡是否可補
強與整治

NO

*調整邊坡等
級

7d.特別處置

YES

*邊坡是否可設置
落石防治措施

7c*.邊坡設置落石防
治措施

YES

維持A或B級邊坡

7 a * .邊坡維
護

NO

邊坡處置完成

 

鐵路邊坡維護管理作業流程圖 
 
二、「鐵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規劃 

    報告內容首先說明系統目的、平台規劃原則、資料編碼原則，及生命週期

維護管理之定義、特性與流程等內容，其次說明系統架構、規格，資料庫內容，

資訊安全，系統效能調校等系統架構與內容，系統與圖台等系統功能，系統連

結監測之通報類型、方式、標準等多元通報機制，及資料介接之標準格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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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擷取架構、資料解析等資料標準與介接。本計畫規劃之系統功能及系統架構

詳下圖所示。 

 

 
 鐵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功能示意圖 

 

 
 鐵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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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警系統及防災應變決策機制 

    報告內容首先說明劇烈天氣監測系統 QPESUMS、防救災 GIS、其他超連結

系統等臺鐵既有系統，接著規劃監測預警系統，內容包括監測資料分析、監測

管理值訂定、監測預警儀表板，及監測預警通報發送，再其次則說明監測預警、

告警之應變作業內容，最後則說明邊坡損害原因、模式、緊急應變程序、緊急

搶修策略與治理措施、緊急搶修工法、邊坡修復、補強或整治工法，及防災應

變決策支援系統等防災應變決策機制。 

 

 
 鐵路邊坡防災應變流程圖 

 
 

 
 災害潛勢之圖層套疊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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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預警系統燈號畫面示意圖 

 

 
災害發生時之主系統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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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告警系統運作示意圖 

 

 
即時氣象資訊套疊畫面示意圖 

 
第四章 未來規劃及需求 
    本計畫之規劃內容已執行完畢，未來將以協助系統統包案之諮詢及審查為

主，並於 109 年底視工務段執行邊坡巡查、監測、檢測…等維護管理作業之歷

程、遭遇之困難與需求，進行鐵路邊坡養護手冊之滾動式檢討與修訂，期能使

鐵路邊坡養護手冊更具實用性，及協助統包案開發建置符合臺鐵局之需求之鐵

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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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建議應依據鐵路邊坡之現況及最近發展之科技，持續滾動式檢討、修

訂鐵路邊坡養護手冊，及定期更新鐵路邊坡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系統之功能，

以精進臺鐵局之防災應變決策支援系統，降至鐵路邊坡之潛勢與危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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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鐵公司 

    高鐵公司辦理 2 項行動計畫，包括「高鐵河川橋沖刷風險評估及防護設計」

及「強化隧道洞口邊坡之防護工程」，說明如下。 

第一章 前期工作辦理情形 
 為預先識別並適時消除河川橋沖刷風險，針對高鐵河川橋沖刷保護工、橋

址周邊河床、上下游河道之變化，每年辦理沖刷風險評估及相關防護工作，確

保高鐵設施及營運安全。 

另因高鐵隧道洞口邊坡之坡度甚為陡峭且多以植生自然保護，往往易受暴雨

影響，過去曾有因發生邊坡坍滑觸動災害告警系統因而造成中斷營運之案例，

考量未來極端暴雨發生頻率增加，將加強新竹、苗栗路段高鐵隧道洞口邊坡之

巡檢與防護工程。 

 

第二章 整體進度及執行情形 
    「高鐵河川橋沖刷風險評估及防護設計」針對高鐵河川橋周邊河床（含上

下游河道及沖刷防護工）之變化，除維修部門之例行檢查與維護外，另由技術

部門每年辦理沖刷風險評估及必要之沖刷防護設計，以利維修部門辦理年度防

護工作。透過此機制可預先識別並適時降低沖刷風險，確保高鐵設施及營運安

全。目前執行高鐵河川橋沖刷風險評估以及高鐵河川橋沖刷防護設計。 

    「強化隧道洞口邊坡之防護工程」係因高鐵隧道洞口邊坡之坡度甚為陡峭

且多以植生自然保護，往往易受暴雨影響，過去曾有因發生邊坡坍滑觸動災害

告警系統因而造成中斷營運之案例，高鐵已為強化邊坡安全管理持續性投入努

力之工作，考量未來極端暴雨發生頻率增加，已強化隧道洞口邊坡之防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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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要執行成果及效益 
    「高鐵河川橋沖刷風險評估及防護設計」完成 107 及 108 年度沖刷風險評

估，並提出完成筏子溪橋、八掌溪橋、北港溪橋之沖刷防護建議與設計文件，

以利維修單位辦理年度維護工作。 

    「強化隧道洞口邊坡之防護工程」完成加強新竹、苗栗路段高鐵隧道洞口

邊坡巡檢與防護工程預防性維護工程，由每年監測、專業邊坡巡檢、以及進行

相關改善工程，使近年來邊坡坍滑案件每年僅發生 1~2 件，且並未對高鐵營運

造成影響，惟為持續提昇高鐵邊坡安全，高鐵公司仍規劃 109~111 年將針對部

分洞口邊坡辦理預防性維護工程。 

 

第四章 未來規劃及需求 
針對加強新竹、苗栗路段高鐵隧道洞口邊坡巡檢與防護工程預防性維護工

程方面，高鐵公司除持續辦理辦理邊監測及邊坡專業巡檢外，亦會評估高鐵沿

線高陡邊坡在極端氣候下之安全性，並依據評估結果辦理預防性維護工程，以

降低邊坡坍滑之風險，確保高鐵設施及營運安全。 

在高鐵河川橋方面，本公司已逐步建立評估及維修之循環機制，並透過每

年汛期前後之地區性「維護河川及保護橋梁安全聯繫小組會議」及全國性「維

護河川與保護橋梁安全共同聯繫會報」與河川管理單位保持橫向聯繫。未來高

鐵公司將持續執行並精進此機制，以預先識別並適時降低沖刷風險，確保高鐵

設施及營運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