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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設施維護管理準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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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簡 報 內 容

緒論

港灣設施維護管理念之探討

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防波堤維護管理

資料儲存方式與資料庫管理探討

鋼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混凝土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維護管理準則的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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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標緒論

第一章 緒論

研究目標

探討檢測、評估及維修作業

- 研擬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草案）

基隆港務局維護檢修作業規定 基隆港務局

高速公路橋樑管理檢測 2001、2002 交通部

港灣構造物安全檢測與評估之研究 1999 交通部

港灣構造物　維持‧補修 1999 運輸省港灣技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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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緒論

預防維護管理 - 監控

設施重要度高 - 對社會影響很大

維護對策困難或不經濟

事後維護管理 - 檢測維護

劣化顯現後仍可進行因應對策

港灣設施 – 防波堤、護岸、碼頭

無檢測維護管理

直接進行檢測非常困難

– 地下構造物、深水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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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流程緒論

相關文獻
資料蒐集與整理

港灣設施
維護管理理念探討

防波堤
損壞模式探討

碼頭
損壞模式探討

檢測項目、頻率
劣化度評估分級

維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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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流程 (續)緒論

建立定期檢測
評估表單

維
護
管
理
準
則

的
研
訂

資
料
儲
存
方
式

之
研
擬

期中簡報

舉
辦
座
談
會

修
正
期
中
報
告

之
建
議
內
容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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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計畫

檢測作業

評估與維護策略

第二章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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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架構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維
護
管
理
的
工
作
架
構

檢    測

平時巡查
定期檢測
特別檢測
詳細檢測

評    估

桿件劣化評估
構造物耐久性評估
構造物安全性評估
構造物功能性評估

維    護

維修養護
桿件劣化修補

結構補強
災害修復

安全設施維修

資 料 庫

基本資料檔
設計施工資料檔
維修養護資料檔
檢測評估資料檔
維修工法資料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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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流程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開始

資料調閱

初步檢測

急迫性

是否超過
容許範圍

是

否

無立即危害

α

有立即危害

定期檢測、特別檢測

工
務
權
責
單
位

維
護
管
理
的
工
作
流
程



10

工作流程

(續)

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是否掌握
劣化原因

維修、補強施工

成立工作小組

官員、學者、專家

遴選顧問公司

快速補強設計

否

是

詳 細 檢 測

否

是

擬定維修補強對策

是否掌握
劣化原因

資料儲存

維修、補強施工

α

無立即危害 有立即危害

年
度
維
修

緊
急
維
修

維
護
管
理
的
工
作
流
程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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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經費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維修重於重建

落實港灣維護管理工作(經費來源)

政府固定每年編列維修經費

維護管理基金 － 新建工程經費提撥適當比例

－ 工程發包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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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作業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檢測目的
掌握劣化現狀、劣化原因

評估與判定劣化度

預測將來劣化進行

決定維護對策方法

檢測作業之種類

平時巡查

定期檢測

特別檢測

詳細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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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作業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平時巡查

結束

重大事故

特別檢測

年度維修

緊急維修

資料儲存

是

是

否

否

異常現象
管理使用單位

否

是
判定是否維修
工務權責單位

判定是否維修
工務權責單位

是

否

碼頭 防波堤

平
時
巡
查
工
作
流
程
圖

•

港
灣
營
運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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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作業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定期檢測

功能性調查檢測頻率密 – 目視、經費低

安全性調查檢測頻率疏 – 複雜、經費高

訂定檢測項目、檢測方式、檢測時間

破壞模式 - 環境特性（氣象、海象、地象）

使用狀況、構造物年齡、歷史維修資料

有計畫的建檔整理，掌握構造物的劣化狀態

工務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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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作業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特別檢測

• 不定期檢測 – 颱風、地震 、船隻碰撞（重大災害）

• 簡易（低成本）、快速（有效率） – 目測、簡單儀器

• 評估有無造成二次災害之危險因素

• 工務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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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作業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詳細檢測

• 初步檢測（定期檢測、特別檢測）

– 無法正確掌握其劣化原因，提出合適的維修對策

• 港務局組織工作小組，必要時邀集學者、專家提供專業意見

• 委外由專業機構執行檢測工作

• 可藉由儀器進行非破壞性及局部破壞性檢測

• 構造物的安全評估 – 力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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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作業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檢測作業種類比較

種類 負責單位 檢測時機 檢測方式

平時巡查
管理使用單位

工務權責單位
日　　常 目視巡查

定期檢測 工務權責單位 固定時間
目測、簡單儀器
（初步檢測）

特別檢測 工務權責單位 重大災害
目測、簡單儀器
（初步檢測）

詳細檢測
工務權責單位

委外專業機構

定期及特別檢測

無法判定劣化原因

非破壞性檢測
（儀器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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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評估方法

A.B.C.D.評估方法及維修對策

住都局 混凝土、鋼橋 中華顧問 （1996）

台大 台大校舍建築物 陳清泉、蔡益超 （2001） （狀況指標）

D.E.R.評估方法及維修對策

交通部 高速公路橋樑目視檢測 （1996）

交通部 港灣構造物檢測 李賢華 （2000）



19

評估方法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A.B.C.D. 評估法精神

條列方式列出檢測項目

具體明確的瞭解應檢測項目的重點

由構件檢測評估等級(A～D級)，採取對應的維修對策

方法簡易 (不需專業人員即可進行)

D.E.R. & U. 評估法之特色

特別考慮劣化對構造物重要性的影響

減少填寫資料

方法較複雜 (檢測經驗，人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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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D.E.R. & U. 評估法

損壞程度 (Degree) 損壞範圍 (Extend)
影響性 (Relevancy) 急迫程度 (Urgency)

D.E.R & U. 評估法之評估準則

0 1 2 3 4

程　度（D） 無此項目 良好 尚可 差 嚴重損害

範　圍（E） 無法檢測 <      10%      <     30%      <      60%

影響性（R） 無法判定 微 小 中 大

急迫性（U） 無法判定 例行維護
3年內
維修

1年內
維修

緊急處理
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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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港灣構造物與橋梁結構維護管理作業比較

港灣構造物 公路橋梁結構

督導及管理機
關與檢測物位
置

․距離近，易掌 握構
造物損害異狀，以
利決定維護管理對
策。

․距離遠

檢測標地物 ․集中 ․分散

構造物種類
(損傷變形連
鎖過程)

․種類多、複雜 ․單純

使用對象 ․特定業者 ․一般民眾

災害損失及影
響範圍

․港口營運損失
․可由其他碼頭設施
替代

․易造成人員傷亡

․影響日常生活的
便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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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港灣構造物與橋梁結構維護管理作業比較(續)
港灣構造物 公路橋梁結構

檢測種類

․平時巡查
․定期檢測
․特別檢測
․詳細檢測

․經常檢測
․定期檢測
․臨時檢測

定期檢測項目 ․6至9項 ․共21項

檢測制度及人
員素質

․重點實施

․未進行全面檢測

․已實行多年

․檢測經驗較為豐
富

人員培訓計畫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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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本研究之建議評估方法

運輸系統具一致性的檢測評估方法（D.E.R.＆U.）

二階段檢測作業

– 簡易的初步檢測、精確的詳細檢測

簡易的 D.E.R. & U. 評估法

– 引入 A.B.C.D. 評等法的優點

– 逐條列出檢測項目，供檢測人員直接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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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D.E.R.

初步檢測

  D（劣化程度）
  E（劣化範圍）
  R（影響度）

劣化評估
(整體結構)

U（急迫性）

U＝1例行維護
U＝2重點檢測

U＝3年度維修
U＝4緊急維修

是否超過
容許範圍

維
修
排
序

否

是

個別桿件

不維修 要維修

年度維修(無立即危險)

緊急維修(有立即危險)

 資料儲存

( )

( )
i i i

i

i
i

D +E R
CI 100 100

4+4 R
= −

∑
∑

定期檢測、特別檢測

檢
測
及
評
估
流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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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理念的探討 維修策略

維護策略示意圖

維修

補強安全

重點檢測

維修

補強

撤除

構造物性能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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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第三章 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碼頭維護管理簡述

重力式碼頭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碼頭附屬設施維護管理

棧橋式碼頭維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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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碼頭維護管理簡述

碼頭維護管理簡述

主體結構維護管理

重力式碼頭 變形連鎖關係

板樁式碼頭 國內外相關維護作業規定

棧橋式碼頭 建立檢測項目、頻率及檢測評估表單

國內現有相關檢測評估作業規定

基隆港務局港埠設施維護檢修作業規定(87年7月)

高雄港區老舊碼頭安全調查及評估研究(86年6月)

港灣構造物安全檢測與評估之研究(89年9月)

日本現有相關維護管理作業

港湾構造物の維持‧補修(1999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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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變形連鎖關係及破壞機制

基隆港務局港埠設施維護檢修作業規定

高雄港區老舊碼頭安全調查及評估研究

港灣構造物安全檢測與評估之研究

港湾構造物の維持‧修補

建議檢測項目、頻率及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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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損傷的破壞機制

防舷材

繫船柱

AC 面層
碎石級配層
天然級配層

回填砂

高耐索

主鋼板樁 錨碇鋼板樁

H.W.L.

L.W.L.

岸肩下陷、傾斜、破裂…

板樁開裂、破損、傾斜…

基礎淘刷



30

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板樁結構

經年累積腐蝕

額外土壓力或水壓力

地震力破壞

船隻操船不當而碰撞

板樁腐蝕破壞

板樁產生開裂、破損、傾斜

板樁結構沿法線方向產生

位移及傾斜

岸肩

持續的背填料壓密下陷

過度荷重使板樁舖面破壞

地震力破壞

背填土砂液化

船隻操船不當而碰撞

岸肩破壞

岸肩下陷、伸縮縫破損

背填土砂及碼頭基礎
土壤液化

鋼板樁破損

波浪作用

船舶推進器

背填土沙漏砂或淘空

碼頭基礎淘刷

護坡塊石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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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的變形連鎖關係

地震 壓密沉陷 波浪
上載荷
重作業

船舶、漂流
物的作用力

材料的
劣化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損傷的檢測對象

錨碇板樁
的變形

(a)

錨碇系統
的鬆垮

(b)

背填土的
液化

(c) (d) (e) (f) (g) (i)

背填土的
吸出

背填土的
下陷

板樁的龜裂、
損傷

對船舶靠
岸的障礙

對荷重作業
的障礙

對車輛行
走的障礙

附屬設施
的損傷

構件強度
下降

構件的
破壞

(1)

(2) (3)

(4)

(5)
(6)

(7)

(i) (ii) (iii) (iv)

板樁的龜
裂、損傷

岸肩舖面
的破損

繫船柱
、車擋
的損傷

防舷材
的損傷

板樁
的腐蝕

岸肩的下陷
舖面的損傷

法線變位

功能的下降 安定性下降

基礎
淘刷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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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本研究建議定期檢測項目

檢測位置 檢測項目

• 板樁接縫開裂

• 陰極防蝕塊

• 板樁腐蝕

• 板樁傾斜

岸肩 • 岸肩鋪面龜裂、岸肩下陷

碼頭基礎 • 基礎淘刷

板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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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板樁式碼頭維護管理

項目：

日期：
上次維護

上次檢測時間

上次檢測單位

目前：原設計：水域深度法線面板標高

啟用日期建造日期

碼頭編號隸屬港口

基
本
資
料

檢測項目位置
頻
率

R D 劣化程度 E U 異常位置

□無

□有輕微開裂

□有明顯開裂
• 板樁接縫

開裂
□有嚴重開裂

□無

□陰極防蝕塊厚度損壞輕微

□陰極防蝕塊厚度損壞明顯
• 陰極防蝕塊

□陰極防蝕塊厚度損壞嚴重

4

3

1

2

3
4
1

2

3

4

□
一
年

□
一
年岸

壁
結
構

ＱD-101

Ｑ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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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沉箱式碼頭維護管理

檢測項目位置
頻
率R D 劣化程度 E U 異常位置

1 □無

1 □無

2 □鋪面產生輕微龜裂

3 □鋪面產生明顯龜裂，岸肩輕微下陷

4 □鋪面產生嚴重龜裂，岸肩明顯下陷

•岸肩鋪面

龜裂

•岸肩下陷

□
一
年

2 □小型的生鏽呈點狀膨脹

3

3 □板樁局部區域有生鏽呈點狀膨脹、
有局部小型穿孔現象

4 □有大範圍的生鏽與膨脹、鋼板樁表
面穿孔擴大且有漏砂現象

1 □無

2 □輕微沖刷

3 □明顯沖刷

4 □嚴重沖刷

岸
肩

• 板樁傾斜
□
兩
年

3

• 板樁腐蝕

• 板樁穿孔

□
兩
年

3
岸
壁
結
構

ＱD-103

ＱD-104

ＱD-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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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構造物的維護管理 沉箱式碼頭維護管理

檢測項目位置
頻
率 R D 劣化程度 E U 異常位置

1 □無

2 □輕微淘刷

檢測人員意見：

3 □明顯淘刷

4 □嚴重淘刷

性 能 指 標

檢測單位 檢測人員

碼
頭
基
礎

•基礎淘刷

□
五
年

4

檢測時間

ＱD-301

( )100 12.5CI D E R R= − + =∑ ∑

註：D：破壞程度。E：破壞範圍。R：破壞影響性。U：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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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防波堤維護管理

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沈箱式防波堤維護管理

拋石式斜坡堤維護管理

護岸及海堤維護管理

防波堤維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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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維護管理 沈箱式防波堤維護管理

沈箱式防波堤維護管理

變形連鎖關係及破壞機制

基隆港務局港埠設施維護檢修作業規定

港湾構造物の維持‧修補

建議檢測項目、頻率及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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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維護管理 沈箱式防波堤維護管理

沈箱式防波堤結構示意圖

胸牆

填充砂

護基方塊

消波塊

海床
海床

沉箱本體

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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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維護管理

沈箱式防波堤損傷變形連鎖圖

沈箱式防波堤維護管理

波浪

護基方
塊散落

(a) (b) (c) (d) (e) (f) (g)

沈箱底面
拋石散亂

堤基
下陷

堤基拋石散
亂與下陷

海底地
形變化

拋石及
護基方
塊下陷

(1) (2) (3)

(4) (5)

(6) (7)
沈箱填充
砂流失

堤頂
傾斜

堤頂高
程下降

堤基
減少

(8)

沈箱之
空洞化

(i) (ii) (iii) (iv) (v) (vi) (vii)

安全性下降損傷的檢測對象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沈箱
下陷

沈箱
傾斜

覆基石
之散亂

沈箱
滑動

上部構造胸牆
之裂痕、損傷

地盤
沖刷

本體結構
龜裂損傷

消波塊
散亂

浮力
增大

波力
增大

堤前波
高增大

消波功
能下降

沈箱重
量的減少

堤前水
深增加

法線
凹凸

消波設施斷
面之減少

堤基
不安定

底面反
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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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及防波堤檢測表防波堤維護管理

沈箱式防波堤定期檢測項目表

檢查位置 檢查對象 檢查項目

胸牆 剝離、龜裂、鋼筋外露

堤面 龜裂損傷、鋼筋外露

沈箱 龜裂損傷、鋼筋外露、變位

水下結構

海床 沖刷

消波塊 沈陷、位移

沈箱 龜裂損傷

護基方塊 位移、散落

消波塊 沈陷、位移

防波堤檢測單元以50~100公尺為原則。備　　註

上部及沉箱

本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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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維護管理

本
研
究
初
步
檢
測
評
估
分
級

隸屬港口 堤防編號(區段) 完工日期

堤防高程 堤防長度 堤防寬度

上次檢測
時間：
單位：

上次維護
日期：
項目：

檢測項目位置
頻
率

R D 劣化程度 E

1 □ 無異狀

2
□ 輕微損傷

□ 局部混凝土剝落

3
□ 明顯損傷

□ 混凝土剝落致鋼筋外露

□ 胸牆損傷致高度不足

胸牆
• 剝離
• 龜裂損傷
• 鋼筋外露

4 □ 胸牆斷落

1 □ 無異狀

2
□ 輕微損傷

□ 局部混凝土剝落

3
□ 明顯損傷

□ 混凝土剝落致鋼筋外露

□ 輕微不均勻沈陷

堤面
• 龜裂損傷
• 鋼筋外露
• 沈陷

4
□ 明顯不均勻沈陷

□ 堤面混凝土斷裂

□

半
年

3

□

半
年

2

水
上
部
分

U 位置

基
本
資
料

BA-101

BA-102

碼頭及防波堤檢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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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維護管理

本
研
究
初
步
檢
測
評
估
分
級(

續)

檢測項目位置
頻
率

R D 劣化程度 E

1 □ 無異狀

2

□ 堤體變位不明顯

□ 堤體輕微損傷

□ 壁體側牆混凝土剝落但鋼筋未外露

□ 輕微傾斜

3

□ 堤體變位明顯

□ 堤體明顯損傷

□ 壁體剝落致鋼筋外露

□ 明顯傾斜

沈箱
• 變位
• 傾斜
• 龜裂損傷
• 鋼筋外露

4
□ 堤體嚴重變位

□ 堤體混凝土斷裂

□ 嚴重傾斜

1 □ 無異狀

2 □ 堤體輕微損傷

3
□ 堤體明顯損傷

□ 壁體剝落致鋼筋外露

水
下
部
分

沈箱
• 龜裂損傷

4 □ 堤體混凝土斷裂

□

一
年

4

水
上
部
分

□

半
年

4

U 位置

BA-103

BA-201

碼頭及防波堤檢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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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維護管理

本
研
究
初
步
檢
測
評
估
分
級(

續)

檢測項目位置
頻
率

R D 劣化程度 E

1 □ 無異狀

2 □ 部分發生下陷位移

3 □ 小規模下陷位移
護基方塊
• 變位

4 □ 大範圍下陷位移

1 □ 無異狀

2 □ 部分消波塊移動或滾落

3 □ 消波塊散落沈陷達一層，堤體滑動安全率有
減低之虞

消波塊
• 滑落
• 沈陷

□

一
年

3

4 □ 消波斷面減少，堤體滑動安全率已減低

1 □ 無異狀

4 □ 嚴重沖刷

檢測時間 檢測單位 檢測人員

性 能 指 標

2 □ 輕微沖刷
基礎海床
• 沖刷

□

一
年

3
3 □ 大量沖刷

水
下
部
分

檢測人員意見：

□

半
年

3

U 位置

( )100 12.5CI D E R R= − + =∑ ∑

BA-203

BA-202

BA-201

碼頭及防波堤檢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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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料儲存方式與資料庫管理探討

資料儲存管理探討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資料庫規劃目標

資料庫功能規劃

資料庫架構規劃

資料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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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規劃目標資料儲存管理探討

資
料
庫
規
劃
的
目
標

1.加速檢測作業進行

自動產生檢測評估表格

2.掌握結構物現況

評估檢測結果

3.降低管理成本

提供合適的維護管理對策

4.達到管理作業健全化

資訊完整、查詢便利



46

資料庫功能規劃資料儲存管理探討

港灣設施維護管理資料庫系統六大模組

港灣設施

維護管理

資料庫系統

2.基本資料模組

3.檢測評估模組

4.維修記錄模組

5.統計分析模組

6.公共程式模組

1.港灣介紹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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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功能規劃資料儲存管理探討

港灣設施維護管理資料庫模組功能

1.港灣介紹模組

2.基本資料模組

3.檢測評估模組

地理位置與平面圖

港灣概述與照片

港灣建造經過

港灣自然環境

結構位置圖與照片

結構原始設計資料

改建、使用變更資料

檢測評估項目資料

結構檢測評估結果

建議維修資料

結構檢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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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功能架構資料儲存管理探討

港灣設施維護管理資料庫模組功能(續)

4.維修記錄模組

5.統計分析模組

6.公共程式模組

維修紀錄資料表

維修工作紀錄

結構維修後照片

各項資料統計分析

檢測重點分析資料

檢測頻率建議

維護方式建議

使用者名單管理

資料備份功能

更新各項公用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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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功能架構資料儲存管理探討

港灣設施維護管理資料庫

港灣基本資料

․港灣規劃資料
․碼頭設計資料
․防波堤設計資料

檢測評估資料

․檢測評估表
․檢測評估紀錄
․檢測照片
․毀損紀錄表
․檢測員意見
․建議維修項目

修復紀錄資料

․修復紀錄表
․維修工作紀錄
․維修後相片

統計分析資料

․基本資料統計
․檢測資料統計
․維修資料統計

港灣介紹

․地理位置與形勢
․建港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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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架構規劃資料儲存管理探討

維護管理資料—儲存格式規劃

A.1 地理位置與形勢 文字A 港灣介紹

E.1
E.2 
E.3 
E.4 
E.5
E.6 

檢測評估表

檢測評估紀錄

毀損紀錄表

檢測員意見

建議維修項目

檢測照片

文字

文字

文字

文字

文字

影像檔

資料類型主資料庫名稱 次資料名稱

：

E 檢測評估資
料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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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管理系統資料儲存管理探討

資料管理系統規劃

Microsoft Access 

地理資訊系統

儲存港灣資料、基本查詢

及展示統計資料

可蒐集、處理、更新、

查詢、統計及展示各種

數值化地理資料

目前規劃使用

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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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材料的維護管理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第六章 鋼構造物材料的維護管理

鋼構造物材料的維護管理流程

電氣防蝕維護管理

塗覆裝防蝕維護管理

鋼材維護管理

維修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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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流程鋼構造物材料的維護管理

資　料　調　閱

初　步　檢　測
防

蝕

檢

測

防蝕維修

有

無

否

有

良

無
有無異狀評估

防蝕健全度評估
耐久性

腐 蝕 調 查

D = 1
U = 1

D = 2
U = 1

D = 3
U = 3

重點檢測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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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流程鋼構造物材料的維護管理

鋼　材　腐　蝕　檢　測

鋼
材
檢
測

良

資　料　紀　錄

否

鋼材健全度評估
耐久性,安全性

防蝕維修
D = 3
U = 4

詳 細 檢 測

鋼 材 補 修 及 防 蝕 施 工

D = 4
U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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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混凝土材料的維護管理

第七章　混凝土構造物材料的維護管理

維護管理流程

檢測方式與劣化評估
　 劣化原因

　 劣化現象

　 檢測事項

　 劣化度判定

維修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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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材料的維護管理 檢測方式與劣化評估

劣化現象

裂縫（Cracking）

鋼筋鏽蝕（Reinforcing Steel Corrosion）

剝落（Scaling）

剝離（Pothole）

層隙（Delamination）

蜂窩（Honeycombs）

白華（Efflorescence）

保護層厚度不足（Deficiency of Protection）

磨損（Wear）

撞損（Collisi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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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材料的維護管理 檢測方式與劣化評估

檢測事項

混凝土的龜裂、白華

龜裂處溶出的的鏽水

被覆混凝土的剝離、剝落

鋼筋的外露、腐蝕、斷裂

混凝土的層隙現象（Del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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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材料的維護管理 檢測方式與劣化評估

劣化度分級

劣化度項目 1 2 3 4

鋼筋的腐蝕 無
混凝土表面可見到
點鏽

局部可見到鏽水 鬆動顯著

平板 無
局部可見到龜裂或
帶狀或線狀白華

龜裂多，含網狀或伴
隨鏽水的龜裂

可見到網狀龜裂等擴
散至整體

樑柱 無
可見到2、3個部位
有小龜裂(龜裂寬度
在1mm以下)

龜裂多，含與軸向相
連的龜裂(龜裂寬度在
1~3mm)

與軸向相連的龜裂擴
散至整體 (龜裂寬度
在3mm以上)

樑腰 無 局部可見到龜裂
可見到數個部位有龜
裂(龜裂寬度在2mm以
下)

可見到蜘蛛網狀或垂
直方向的龜裂 (龜裂
寬度在2mm以上)

保護層的
剝離、剝落

無 局部可見到鬆動 剝離、剝落多 剝離、剝落顯著

龜

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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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設施防災技術之研究 維護管理準則訂定

第八章 維護管理準則的訂定

國內相關維護管理準則簡介

基隆港維護檢修作業簡介

國內橋樑維護管理作業簡介

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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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準則訂定 國內相關準則簡介

基隆港維護檢修作業簡介

定期檢測

• 檢測時間

• 檢測項目

• 檢測方法

不定期檢測 （特別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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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準則訂定 國內相關準則簡介

國內橋樑維護管理作業簡介(高速公路局)

檢測制度

‧督導分組 - 副總工程司(負責督導)

‧作業分組 - 各區工程處副處長(負責執行)

檢測方式
‧經常檢測 - 日檢測、半年檢測

‧定期檢測 - 兩年應檢測一次

‧臨時檢測 - 天災或人為事故後。

- 最長檢測間隔不得超過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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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準則訂定 國內相關準則簡介

國內橋樑維護管理作業簡介(續)

管理資訊系統

‧檢測評估系統

‧系統資料庫

‧管理模組

維護作業

‧年度維修

‧緊急維修



63

維護管理準則訂定 維護管理準則（草案）

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草案）

維護管理經費

• 固定每年編列預算

• 維護管理基金

港灣構造物 – 檢測項目、檢測頻率

• 破壞模式 – 海象、氣象、地象

• 構造物年齡、使用狀況及歷史資料

• 原則性規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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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理準則訂定 維護管理準則（草案）

一、總則
主旨 適用範圍

二、任務編制
督導 執行

三、檢測作業
平時巡察 特別檢測

詳細檢測定期檢測

四、維修作業
年度維修 緊急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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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總則

為使港灣構造物的維護管理，導向制度化、格式化

及電腦化，以增進管理效率，確實掌握港灣構造物

現況，早期發現劣化構件，適時辦理維修作業，及

維持港灣構造物的功能及安全，特訂定本準則。

1.1 主旨：

1.2 適用範圍：

本維護管理準則適用於防波堤、護岸、碼頭及其附

屬設施等港灣構造物，至於其他港灣相關設施另依

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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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任務編制

2.1 督導：

港務局應指派專人督導檢測、評估及維修作業，並

每年定期召開工作檢討會報。

2.2 執行：

港務局應將管轄的港灣構造物劃分成若干個責任區

段，並指派權責單位負責辦理檢測及維修等相關事

宜。以約定興建或租貸方式由民間業者經營的港埠

設施，其維護管理應依租（借）約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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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檢測作業

3.1 檢測種類：

港灣構造物的檢測，分為平時巡查、定期檢測、

特別檢測及詳細檢測等四種。

3.2 平時巡察：

平時巡查主要目的是在維持港灣設施的正常營運

功能，其檢測方式以目視調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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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檢測作業

3.2.1 堤防類：

工務權責單位負責辦理防波堤及護岸的平時巡察工

作，其檢測項目得包括胸牆、堤面、沈箱及其他相

關項目。其檢測頻率為每三個月至少一次。

3.2.2 碼頭類：

碼頭的平時巡察由其管理使用單位負責辦理每日的

目視調查。其檢測項目包括岸肩、繫船柱、護舷材

、車擋及其他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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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檢測作業

3.3 定期檢測：

定期檢測工作是由港務局工務權責單位負責辦理，

檢測的方法以目視或簡單的工具為主。定期檢測應

依檢測結果填列「港灣構造物定期檢測評估報告表

」，其報告需依相關規定的方式儲存，以利後續的

維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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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檢測作業

3.3.1 堤防類：

防波堤及護岸之檢測項目得包括基礎拋石、護基方

塊、沈箱主體、消波塊、拋石護坡、胸牆、堤面、

海床及其他相關項目。其檢測頻率為每年至少檢測

一次。

3.3.2 碼頭類：

碼頭的檢測項目得包括岸壁、岸肩、護岸、基樁結

構、繫船柱、護舷設備、基礎及其他相關項目。其

檢測頻率在水上部分（如岸肩、防舷材等）為每年

至少檢測一次，而水下部分（如基樁、基礎等）為

一至五年檢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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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檢測作業

3.4 特別檢測：

於颱風、地震等災害後，或碼頭營運中發生重大事

故及施工不當等人為破壞後，當構造物的安全或營

運功能有虞慮時，工務權責單位須辦理特別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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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檢測作業

3.4.1 檢測方式：

檢測人員應於事故發生能安全到達現場後，立即完

成檢測評估作業。檢測方式以目視或簡單工具為主

，檢測結果應依相關規定的方式紀錄後儲存，以利

後續的維護管理。

3.4.2 檢測項目：

視事故造成構造物損傷狀況，進行相關的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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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檢測作業

3.5 詳細檢測：

根據定期檢測與特別檢測的檢測評估結果，當無法

判定構造物的劣化或損傷現象時，須辦理詳細檢測

。詳細檢測得由港務局自行辦理，或委外由專業機

構執行檢測工作。

3.5.1 檢測項目及方式：

詳細檢測是依構造物的損傷變形及構件劣化等有虞
慮的部分，決定相關的檢測項目及方式。依詳細檢
測結果，得進行構造物安全性評估，以利後續的維
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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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 維修作業

港灣構造物經檢測評估後，判定須要進行維修時，
為了避免劣化現象加速惡化，及維持構造物的安全
和營運功能，應即辦理維修，其維修方式可分為年

度維修及緊急維修。

4.1 維修方式：

4.2 年度維修：
構造物損傷、劣化狀況無立即性危險，可在年度預
算內檢討辦理，或編入下年度預算辦理維修。

4.3 緊急維修：
當構造物損傷，劣化狀況有立即性危險，此時考慮
時效性，應於最短時間內，辦理緊急維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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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