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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徑集水井工法簡介及施工案例分享
-以南市道175線25K+410崩塌地為例

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110年11月

高 振 誠 0916-178909
gzcsafe100@gmail.com

臺南市政府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執行暨技術講習會

大口徑集水井

9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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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

簡報內容

緣起

災害及整治歷史

調查工作執行要點

大口徑集水井施工與成效追蹤

結語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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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山

緣起

海濱里地區

隔頂地區

九份地區

174線

174線

南
勢
坑
溪
上
游

175
線

烏
山
嶺
山
脊

≒40度

≒20度

地滑，一直滑動中
每次颱風後都會嚴重下陷
多次整治，不易成功
搶通壓力只能緊急AC路面再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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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養時期

民國74年起

每逢颱風豪雨
道路持續下陷
開裂

較大規模整治
-改線
-排樁
-面版+預力地錨
-坡面集水管
-大口徑集水井1座

民國85-87年 民國93-94年 民國94-95年

委託鑽探調查
及監測

民國98-99年

較大規模整治
-排樁
-面版+預力地錨
-坡面集水管
-噴凝土陡槽溝

民國100-102年

大致穩定

資料來源：
張家騰、倪勝火(2003)。台南174縣道地滑整治對策與施工探討。
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9)。 106年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第二工務大隊委託市道174線50K+500地滑調查及邊坡監測等評估服務工作 期末報告。

颱風豪雨持續
下陷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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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接管後

民國103年起

邊坡持續滑動
-基礎土石掏空
-排樁樁身露出
-地錨鋼腱斷裂

第一期補強
-預力地錨
-排樁壓梁
-橫向集水管
-盲溝

民國107年 民國106-108年 民國108年

地滑調查
及邊坡監
測等評估
服務

第二期補強
-預力地錨
-擋土牆封牆
-橫向集水管

民國108-110年

地滑邊坡
自動化監
測及預警
系統

民國110年

地下排水
- 大 口 徑 集 水
井2座

資料來源：
張家騰、倪勝火(2003)。台南174縣道地滑整治對策與施工探討。
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9)。 106年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第二工務大隊委託市道174線50K+500地滑調查及邊坡監測等評估服務工作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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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及改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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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歷史-地滑災害嚴重

調查期間（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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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滑災害頻傳 調查期間（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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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
調查技術導入



12

調查工作-區域地質  六重溪層(Lc)--泥岩，斷層通過地層破碎
 地調所公告臺南L0005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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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崩塌地
 兩側各有一山溝，趾部南勢坑溪

175

175

地形與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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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照片判釋

民國66年 民國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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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照片判釋

民國77年 民國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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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N2

M1

單位：(m)

推估滑動塊體

確定滑動塊體

地表地質調查

 侵蝕溝

 坡面滲水

 裂縫

 崩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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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滑動塊體

M1滑動塊體

推估滑動塊體

確定滑動塊體

N2滑動塊體

滑動範圍圈繪  滑動塊體 N1、N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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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調查 (94-96年)

20.5m
15m

5.5m

滑動深度及範圍，已有掌握
N1最活潑塊體,深度約20m,面積約5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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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特性 (94-96年)

道路下邊坡地下水甚為豐沛，地表多處滲水及水池

(地下水分布特別難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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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原因？

地質條件
舊崩塌地？
斷層影響？

地下水特性

溪岸侵蝕

N1

N2

M1

單位：(m)

推估滑動塊體

確定滑動塊體

泥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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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排水、
坡趾壓重、

盲溝、
大口徑集水井

排樁+地錨

道路緊急補強：路基安全

邊坡穩定 : 排水為主

整體整治規劃

針對N1滑動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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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樁+地錨

道路緊急補強：路基安全

整體整治規劃-分期整治

針對N1滑動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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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後
調查及監測成果
(市府接管)

L1 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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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邊坡現勘 (上邊坡)

174

1.5m~2.0m

烏山頭斷層附近陡峭地形

淺層崩塌，道路損毀

南側蝕溝下切，形成崩塌

民房後方陷落崖，高差1.5m

2

3

4

5
6

北側蝕溝現況良好

3

4

5

6

1
1

坡頂砂岩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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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積層：深度5~15m
 岩屑、岩塊，黃棕色土壤填充
 破碎風化泥岩層：深度5~25m
 黃棕色破碎泥岩及泥質砂岩
 泥岩層
 灰色粉砂質泥岩與砂質泥岩
 破碎膠結性差、遇水易軟化

崩積層及風化泥岩

崩
積
層

風化
泥岩層

泥
岩
層

175線

地質鑽探-著重在上邊坡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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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10m 深度15m

深度
20m

無明顯滑動

上邊坡各孔(N2塊體)無明顯滑動
下邊坡N1各孔滑動深度10~20m，N1-1塊體滑動潛移

175線

滑動面調查-106.2.15~107.12.15量測

抗滑樁+地錨
(樁內傾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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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斷層帶通過，地下水更為複雜 ]
道路上邊坡地下水位上升快速,20~30m

道路下邊坡地下水位甚高,坡面多滲水,水池

上邊坡地下水往下邊坡流動顯著

地下水調查
水位及水壓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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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年
緊急搶災及整治工程
(乾季略有滑動，汛期加速)

前期預留補強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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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樁及面版上地錨 - 預力長期監測

48t

20t

62t
47t

 L17-2原48頓持續呈階梯狀下降，至107.07下降至0頓

 L17-1原62頓，107.04~06呈階梯狀下降至約47頓

(106.12.14~107.12.15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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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220180822

107.08.23-24滯留鋒面災害
 2日累積雨量達792mm，路面新增多處裂縫

2018082920180829

2018091620180916

2018102220181022

20180905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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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排樁上3排繫梁地錨+坡面集水管+截水盲溝(107.12完工)

 第二期--路基面版上3排繫梁地錨+坡面集水管(108.6完工)

道路穩定 : 地錨補強,淺層排水

緊急補強工程-穩定路基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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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評估 道路上邊坡地下水上升快速,約20~30m

乾季穩定，雨季地下水上升則滑動

僅靠地錨+排樁,無法穩定路基

擋土排樁

面版傾斜

上邊坡水位

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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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排水改善
 坡面集水管,排水盲溝,大口徑集水井
 趾部壓重

邊坡穩定 : 排水為主,擋土為輔

2座大口徑集水井
(上邊坡)

整體治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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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排水設計理念-三層排水

 地表排水改善
 坡面集水管
 大口徑集水井

 趾部壓重



57

109-110年
大口徑集水井施工



58

施工流程-重視開挖及防災



59

大口徑集水井工程-職安設施量化且足夠



63

施工職安要求

氣體偵測器功能測試

使用合格搭乘設備

氧氣筒設備檢查 急救單架檢查

井邊放置救生圈等設備 護欄放置紅燈及標語



64

施工職安要求

施工中確認井內垂直度及
安全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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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要求-集、排水管打設角度及長度

井內集水管打設，會同監造查驗角度及長度

排水HDPE管採用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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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層集水管打設後，由監
造工程師逐支查驗，丈量
打設深度及角度。

 查驗過程中全程錄影，並
建檔保存。

施工要求-集、排水管打設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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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巧思-坡趾壓重，餘土再利用

剩餘土石方坡趾堆置

G2(50m)

G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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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徑集水井
成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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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下降

水位井BO-1及BI-1，自集水井施工後，比較

近2018至2021年常時地下水位，有明顯下降

 BO-1，110年5月水位相較109年5月，常時地

下水位下降約10m

 BI-1，110年5月水位相較109年5月，常時地

下水位下降約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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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崩塌地變數多，必須進行詳細之調查後，再整治
，否則失敗機率甚高。

崩塌地整治工程必須整體規劃，分期整治，經費
及時間必須配合。

沒有一個工法是萬能的，必須適切運用與搭配。

整治過程宜配合自動化監測系統長期監測，一方
面提供預警防災功能，一方面追蹤整治成效，並
做必要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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