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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基礎保護新工法 

提升橋梁抗沖刷能力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為提升橋梁基礎抗沖刷能力，研發鼎

型塊+地工織布之新橋基保護工法，111年4月獲得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發明專利，並提供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應用於111年

度橋梁維護作業，用以提升橋梁基礎抗沖刷能力，確保橋梁

與民眾通行安全。 

鐵公路跨河橋梁橋墩基礎常因河水沖刷，而有裸露致影

響橋梁安全之問題，過去橋梁管理單位多以剛性之鼎型塊疊

放在橋基周圍來提升抗沖刷能力，但在河水長期沖刷下，鼎

型塊底下粒料仍會被掏空，使得佈放的鼎型塊有傾斜及流失

等破壞之情形發生，以致失去原有橋基保護功效。有鑑於此，

運輸研究所研發鼎型塊+地工織布之新保護工法來減緩鼎型

塊底下粒料被沖刷之安全疑慮，並進行一系列水工模型及在

國道3號大甲溪橋現地試驗，結果顯示，剛性鼎型塊搭配柔性

地工織布之保護方案確能有效減緩橋基水流沖刷，提升鼎型

塊穩定性的效果。 

地工織布(Geotextile)係將聚丙烯纖維(PP)利用織造方

法所製成，具高強度、高透水性、耐腐蝕、抗紫外線、無汙

染性及材質柔韌便於施工…等特性之面狀材料，本工法係參

考港埠工程沉箱式碼頭設計，以地工織布避免背填粒料流失

之構想，於既有的鼎型塊下方增加一層地工織布，相較於原

有鼎型塊佈放之施工方式並無太大改變，經過實際鋪設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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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本工法具可施工性，且可減少鼎型塊流失或傾斜之現象，

日後所需維修面積亦可減少約90%左右，達延長保護橋基壽

命，以及減少維修頻率之效果。本工法設計構想亦具技術創

新性，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明專利(發明第 I759792號)。 

本工法透過推廣交流、協助預算編列及施工規劃，目前

已提供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應用於111年度橋梁維護作業，辦

理相關橋基保護，以提升橋梁抗沖刷能力，確保橋梁與民眾

通行安全。 

 

圖 1 鼎型塊+地工織布保護工法鋪設斷面示意圖 

 

圖 2 鼎型塊+地工織布保護工法鋪設施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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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試驗橋址(P24L)鋪設鼎型塊+地工織布保護工法前河道

狀況 

 

圖 4 經 110年颱洪沖刷後試驗橋址(P24L)與鄰近橋基沖刷

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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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本計畫試驗橋址由照片顯示，似乎未位於深漕區，爰此，沖刷狀

況可能較不如相鄰的橋墩基礎(深漕區)嚴重，所以本計畫的鼎型

塊結合地工織布橋基保護工法是否有較佳的抗沖刷性，尚無法驗

證。 

A1:本計畫(109 年)當初試驗橋址選擇時，以國道 3 號大甲溪橋深漕

區的橋址(P24L)為鋪設對象，也就是本計畫的試驗橋址在 109 年

以前是國道 3 號大甲溪橋的深漕區，如圖 1 所示。由 110 年的觀

測資料顯示，過去在汛期，試驗橋址區附近都遭受到洪水沖刷，

如圖 2 所示，汛期過後本試驗橋址並無發生任何鼎型塊傾倒流失

的破壞，相較鄰近橋址的鼎型塊有明顯的破壞，並造成深漕區朝

試驗橋址兩側發展，初步驗證本計畫研發之橋基保護工有較好的

抗沖刷能力。 

   另外，目前 P22L~P23L 及 P25L~P26L 皆為深槽區位置(如圖 3 所

示)，而 111年大甲段編列維護預算將於 P22L~P23L橋墩鋪設鼎型

塊地工織布保護工，P25L~P26L僅鋪設鼎型塊保護工，於兩處試驗

橋址背景條件相似下，後續將能進一步提供較佳的實驗及對照組

比較方式，來評估保護成效。    

 

圖 1 現地試驗橋址(P24L)鋪設地工織布前河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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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0年盧碧颱風試驗區現場水位監測影像(已漫淹整個試驗區) 

 

圖 3  111年度鼎型塊地工織布保護工法鋪設範圍規劃 

Q2:本計畫保護工法相較於其他保護工法之抗沖刷耐久性如何評估?

有量化的耐久性數據嗎? 

A2:保護工法之耐久性與橋址的環境及是否有致災性的洪水沖刷有關，

因每年河川環境及颱洪發生頻率均不同，爰此，要客觀量化評估

保護工法的抗沖刷耐久性有其困難。本計畫僅以試驗橋址保護工

法與附近橋基的不同保護工法進行比較，探討本計畫研發之保護

工法與不同保護工法於不同洪災事件後的損壞程度，以評估其抗

沖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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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本計畫橋基保護工法是否能確保橋基未來無橋基沖刷裸露之問題? 

A3:任何橋基保護工法均會破壞，因為滴水能穿石，所以能有較佳的

抗沖刷耐久性之保護工法，就是好的保護工法。本計畫研發的目

的就是研發如何強化既有鼎型塊保護工法之抗沖刷能力，經室內

水工模型試驗結果顯示，鼎型塊底下加鋪地工織布有較佳的抗沖

刷能力，也間接增加其抗沖刷的耐久性。 

Q4:本計畫採用的地工織布保護工法是否有國內外相關文獻或應用案

例? 

A4:地工織布在國內外土木工程之邊坡保護、基礎加勁、河岸及海岸

保護之應用案例非常多，是非常普遍且容易取得的材料，只是應

用在橋基保護工的應用案例較少，也因為如此，本計畫研發之橋

基保護工法才會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發明專利，亦為國內首

創。 

Q5:本計畫研發之橋基保護工法，其地工織布有無相關規格的限制? 

A5:市面上地工織布之規格非常多，為滿足抗河水沖刷的需求，地工

織布最好能有高強度及高透水性，另外，依據相關研究顯示，地

工織布曝曬超過 1 個月，強度可能折減 1 半，避免施工過程地工

織布在鋪設前，在工地曝曬太久導致強度折減，購置時宜採購具

抗紫外線特性的地工織布為宜。本計畫採購的地工織布規格詳如

下表 1所示。 

表 1 本計畫採購之高強度織布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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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本計畫當初為何選定國 3大甲溪橋? 

A6:本計畫當初選址，以距離不要離本所港研中心太遠的河域為主，

以利後續的研究現勘、保護工施工指導及保護成效觀測評估，但

最重要的還是高公局大甲工務段的信任與協助配合，才讓本所研

發之橋基保護工法有橋址可以做現地試驗。 

Q7:流失面積如何界定？ 

A7:本計畫利用 UAV 結合攝影測量技術建模之故，可藉由三維量化資

訊進行量測，流失面積之定義係以橋墩基礎周圍鼎型塊流失之面

積(流失範圍之長 x 寬)進行計算；同樣地，鼎型塊傾斜面積之定

義係以未流失，但鼎型塊有明顯變位之面積(傾斜範圍之長 x 寬)

進行量測，如圖 4所示。 

  

圖 4 鼎型塊流失及傾斜面積定義 

Q8:本計畫研發的橋基保護工法現階段是否可以擴大推廣應用? 

A8:以本所水工模型試驗結果及目前的現地試驗結果顯示，本計畫研

發之橋基保護工法能減少鼎型塊底下的河床粒料流失，進而提升

鼎型塊的穩定度，達到保護橋墩基礎的目的，但為求慎重起見，

仍有待後續超大豪雨驗證保護成效後，再進行擴大推廣應用。 

Q9:由鋪設斷面示意圖及鋪設施工示意圖顯示，織布似乎要鋪 2 層，

其用意為何? 

A9:本工法主要使用高強度織布來減少鼎型塊底下之粒料流失進而達

到鼎型塊的穩定，但織布鋪好後，在鼎型塊吊放及排列的過程，

會磨損高強度織布進而影響日後之耐久性，為避免鼎型塊損害高

強度織布，爰規劃於其上鋪設 1層防護層織布來保護高強度織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