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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契約 

勞力、資本密集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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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現場面臨的困境 

資源有限，專家無限 



品質管制缺失排行榜 
資料來源：工程會網站 

 

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 



施工品質缺失排行榜 
資料來源：工程會網站 

 

結構部分之施工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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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重點說明 

1.消除潛在可能發生問題之預防措施： 

(1)防範措施。 

(2)緊急應變措施（補救措施）。 



一、管理重點說明： 

2.應將防範措施納入施工要領內，日後 一

旦再發生不符合規範要求事項： 

       (1)調查品質變異原因 

    經腦力激盪擬訂改善對策所採取矯正措施 

(2)經效果確認後 

     應適時修改標準化作業流程，亦即修訂施工

要領，作為日後同類工程施工之依據， 以不斷

地提升施工技術與工程品質。 

 

 

 



一、管理重點說明： 

  3.統計分析： 

(1)一般用來評估各項數量化品質 

目標的達成狀況， 

(2)例：從事混凝土工程施工品管

水準績效評估，以供參考 



一、管理重點說明： 

4.品質成本： 

  (1)為達成工程品質目標所需花費之金額。 

  (2)將品質成本理念納入品質系統中， 以評

估整體品質經營績效。 



二、工程品質管理之運作模式 

1.預防機制-預防措施： 

  (1)防範措施。 

(2)緊急應變措施。 



二、工程品質管理之運作模式 
2.管制機制： 

(1)施工要領 

(2)進料檢驗與管制 

(3)施工檢驗與管制： 

a.檢驗流程 

b.品質管理標準 
         c.自主檢查表 
(4)檢驗設備保養與校正、 

(5)不合格管制、 

(6)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 
 



二、工程品質管理之運作模式 

3.改善機制： 

(1)矯正措施。 

(2)統計分析。  

(3)P-D-C-A 循環。 



二、工程品質管理之運作模式 

4.評估機制： 

(1)品質稽核。 

(2)顧客滿意度調查。 

(3)品質成本。 



改善之方式： 

應符合P.D.C.A 戴明循環，有效的應變品質
標準之變化。 

計畫（PLAN）  
執行（DO）   

查核（CHECK） 

改善（ACTION） 

三、PDCA品質管理循環 



三、PDCA品質管理循環-P1/2 

1.品管組織、品質系統。 

2.制訂施工要領書施工： 

a.作業及檢驗流程圖 

b.品質管理標準表 

c.自主檢查表 

3.檢備校正計畫。 



三、PDCA品質管理循環-P2/2 

4.內部品質稽核計畫。 

5.預防措施。 

6.文件及紀錄管理。 



三、PDCA品質管理循環-D 

1.檢驗設備校正紀錄。 

2.進料檢驗紀錄。 

3.自主檢查紀錄。 

4.內部品質稽核紀錄。 

5.不合格處理紀錄。 



三、PDCA品質管理循環-C 

1.檢驗設備是否失準。 

2.統計分析。 

3.品質變異原因分析。 

4.不合格原因調查。 

5.顧客滿意度調查。 



三、PDCA品質管理循環-A 

1.檢驗設備管制。 

2.品質稽核缺失改善追蹤及效果 

確認不合格管制。 

3.矯正措施。 

4.修訂施工要領書、品質管理標 

準、自主檢查表 



資料（含照片）來源： 

 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營建署 

    林瑞德、李立森、劉宇凡、謝立、岳吉剛 

    陳鴻益、趙修美 

四、建築工程結構常見缺失及施工要領 



圖說種類 

1.設計圖： 

設計單位為表達設計理念，附於招標文件中及

申請建築執照相關文件之相關圖面，也就是俗

稱之契約圖。 

2.施工大樣圖(施工製造圖-Shop Drawings) ： 

設計圖中所包括之設計細部詳圖，並非施工大

樣圖。施工大樣圖為廠商依據設計圖之規定，

配合現場實際狀況及其他配合條件所繪製之圖

樣。（以下舉例說明） 

工程界面管理 

四、建築工程結構常見缺失及施工要領 



2F(30PB2) 標 準 住 戶 插 座 尺 寸 圖30坪型施工製造圖 



2F(30PB2) 標 準 住 戶 插 座 尺 寸 圖

電視出線
口附近應
配置電源 

電話出線
口附近應
配置電源 



30P(A,B,E,G型)標準層廁所平面圖 

30P(A,B,E,G型)標準層廁所平面圖 浴廁施工製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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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種類： 
1.設計圖 
2.施工大樣圖(施工製造圖-Shop Drawings)  

3.工作圖（施工計畫圖）： 

 為廠商分項工程施工時，對臨時性工程施工順

序、機具材料搬運、放置場所之說明所須使用

之圖樣，其主要目的為使廠商本身對施工過程

工作安排及執行有一準據；例如：混凝土澆築

計畫中，澆築區劃分、混凝土輸送車位置、輸

送管位置及澆築順序之圖樣。  



 

 

 

 

 

 

 

 

 

 

 

 

 

 

 

 

 

 

 

 

 

 

 

 

 

 

 

 

 

 

 

 

 

 
46 

32 



 



圖說種類： 
1.設計圖 
2.施工大樣圖(施工製造圖-Shop Drawings) 
3.工作圖（施工計畫圖） 

4.圖說整合系統 

 機電整合界面圖-CSD（Combined Service 

Drawing） ：將機電設備部分，如水電、空調、消防、

舞台燈光音響等各主要設備位置與管路作協調配置。 

 結構、機電整合界面圖-SEM（Structural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係土建工程為配合機電系統安裝，

於結構安全考量下，將其所需之開口、基座、套管、預

埋件及管道間等，套合成圖彙整納入建築/結構圖中並

提供各分標廠商製作施工大樣圖（施工製造圖）。   



機電設備系統圖套繪 

  各系統管路(由上而下)順序為污排水管，電力幹 
  管，弱電幹管，線槽，消防管。 



 檢討管路最低點高程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不得低
於210公分，並做為各工種施工時依據;目前檢討最低點為
泡沫頭240公分。 

決定各系統間相互衝突幹管之高程及施作順序 



 依系統
管路特
性調整
施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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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最
低點高
程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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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管理 
ｅ世代管理工具-->利用3D圖面  強化介面整合 



在各分項施工計畫時確實繪製相關施工大樣圖，將

設計圖之矛盾處加以檢討，才能按所檢討之施工大

樣圖施工 

一般衝突其發生狀況可分為： 

（1）空間衝突：兩種以上的材料或設備組立在同一空間中。 

（2）施做衝突：同一空間施作位置、順序或時間相衝突。 

（3）權責不明：兩施工單位之施做項目或範圍劃分不清。 

          (以下案例說明) 

工程界面管理 



管道間坐樑無法施工 

原設計 調整後 

管道間位置變更修正 

廚 房廚 房

服 務 陽 台

空間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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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做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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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未加考量 



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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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線盒埋設： 

 各出線盒於粉刷前，應配合裝設保護盒，將所有出線盒清 
找出，並穿線避免管路有阻塞之情形，以事先排出，亦一 

  併調整出線盒之高度及間距一致。  



建築工程結構常見缺失
案例及施工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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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體及內外裝修之施工缺失： 
 
1.模板之品質老舊不良及骯髒影響影響混凝土完成面外觀及 
  品質。 
 

模板整理不良影響混凝土完成面品質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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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底部模板粉塵屑未清理乾淨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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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模板組模之粉塵用吹氣機吹趕情形 

粉塵吹到柱牆底部更不易
清潔，使用吸塵器吸取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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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梁底部用吸塵器清潔情形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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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接縫處清潔未落實有木屑雜物 

2.模板之整理未落實執行影響混凝土完成面外觀及品質。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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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板組模只採用三層模，容易造成爆模爆漿之情形，應規 
  定採用四層模組模：襯板、小格柵、縱向大格柵及橫向大 
  格柵四層。 
錯誤： 

模板未經應力計算逕採三層模之錯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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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四層模組立(襯板、小格柵、縱橫向大格柵)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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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牆需裝修卻使用夾板模（錯誤）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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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板組模未確實留設清潔口。 
(1)徹底清除柱、牆底之木屑等雜物。 
(2)樓板及粱底因模板施工產生之木屑應以吸塵器吸除。  
  

 

          

牆底部模板清潔口正確做法  

正確： 



柱底部模板清潔口正確做法  

牆底部模板清潔口正確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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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模板支撐不良未依規定做應力計算，容易導致崩塌之危險。 
  

梁側模上端固定不良導致爆模無法拆除版模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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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窗模版開口未預留檢視口（通氣口）導致窗台V型孔洞。  
 

窗開口模板未設置檢視口，混凝土澆置震動未落實造成台度鋼筋外露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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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V型擋片施工錯誤應以正V方向（即開口朝上）施工開口朝上， 
不會佔據混凝土空間，不會留下孔隙導致日後滲漏水 

錯誤： 

錯誤 



錯誤 

正確： 

正確 

模板V型擋片施工錯誤應以正V方向（即開口朝上）施工開口朝上，
不會佔據混凝土空間，不會留下孔隙導致日後滲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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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開口應設置混凝土灌漿檢視口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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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底部模板施做斜度以利防水及排水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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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分承包商為因應鋼筋、金屬製品漲價而衍生之施工缺失。 
 

模板螺栓桿件加塑膠管之不當工法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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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模板螺栓桿件加塑膠管之不當工法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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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螺栓桿件加塑膠管之不當工法 

8.模板螺栓桿件未事先規劃位置，導致由保護層穿越影響保 
  護層厚度，尤其梁、柱之邊緣尤甚，往往在穿越處發生龜 
  裂情形。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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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模板螺桿貼著梁底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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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模板螺桿貼著梁底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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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模板螺桿貼著梁底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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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螺桿位置設置錯誤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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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梁螺桿位置設置錯誤 



74 

錯誤： 

牆側螺桿位置設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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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牆側螺桿位置設置錯誤 



正確： 

模板螺栓桿件位置在梁鋼筋內側之正確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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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 

模板螺栓桿件位置在鋼筋內側或
模板外側之正確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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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鋼筋之綁紮多未依規定確實綁紮，且多以跳綁之方式綁紮 
  ，應規定除樓版可跳綁外，垂直之梁、柱及牆應每個節點 
  確實綁紮，以確保鋼筋間距不發生位移。 
10.牆端部配筋未依標準圖規定加大一號鋼筋配置。 
 

11.柱外箍筋彎鉤未依標準圖規定四角錯開配置；相鄰補助 
   筋之135度與90度彎鉤未依標準圖規定上下錯開配置。 
 

牆端部配筋轉角處應加大一號配筋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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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水平繫筋直接鉤在箍筋上未鉤於主筋 

12.柱補助筋（水平繫筋）未依圖說鉤在主筋卻鉤在箍筋上 
   ，影響保護層厚度不足及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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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鉤長度不足、未確實與主筋綁紮 

錯誤： 



81 

水平繫筋依圖說鉤於主筋之施工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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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鉤長度正確、確實與主筋綁紮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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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梁柱箍筋端部彎鉤未按圖說施做135度彎鉤，及未以整支 

   鋼筋加工之情形仍存在，影響結構體安全及工程品質。 

 

14.梁柱接頭處因靭性設計箍筋非常緊密，一般施做時多未 

   按圖確實施做，甚至推說不容易綁紮而未予確實施工， 

   有的則以兩個ㄇ字型互套，對結構體均無實質意義，如 

   遇強烈地震則將會因施工不當導致倒塌，日本名古屋大 

   地震及九二一大地震許多倒塌之房屋就是梁柱接頭處之 

   箍筋未確實綁紮，所導致之慘痛實例。 

  ●正確做法非常簡單，將梁上層之鋼筋先暫時抽離柱筋區內，俟梁柱 

   接頭處之箍筋套上後，再將梁上層筋穿進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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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柱接頭柱箍筋正確做法詳圖 

15.深梁〈大跨距或地梁〉其深度往往超過1.2米~3米，其梁 
   箍筋因梁太深不容易施做，一般最常以兩個ㄇ字型互套 
   取代，影響結構體安全。 
 ●正確做法亦相當簡單，先將梁筋整個架高跨在模板上或用起吊機吊起 
  ，俟箍筋全部綁紮完畢再行放至原位。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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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柱鋼筋之搭接未依技術規則規定應在中間二分之一處， 
   且搭接點未錯開多在同一位置，影響結構體強度，一般 
   監工或建築師多未注重要求，常因此導致施工錯誤。  

柱鋼筋搭接正確做法詳圖 

正確： 錯誤： 

   鋼筋續接器品質不良及不正確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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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鋼筋保護層之厚度不足，造成鋼筋外露現象影響混凝土 
   完成面外觀及品質，應適當配置隔件或棒狀支持物固定 
   鋼筋以確保鋼筋保護層之厚度控制。 
 ●依規定保護層厚度梁柱4公分、牆及版2公分、地下室外牆7.5公分。 

保護層控制及澆置不 
良鋼筋外露 

保護層控制及澆置不 
良鋼筋及管線外露 

錯誤： 

保護層未使用適當隔件 



87 

18.外露預留之墻筋多直接綑綁在一起，導致墻之配筋位移 
   鋼筋間距及保護層厚度控制不良。 
 ●應加一、二支水平筋固定，以確保鋼筋間距不偏離，雙層筋者則應各 
   排各別加設一支水平筋及寬止筋固定。 

錯誤： 

雙層筋未各排加設水平筋 墻預留筋未加設水平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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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預留鋼筋遺漏，搭接鋼筋直接放在地上（未植筋改善）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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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 

墻預留筋以水平工作筋固定，寬止筋確實綁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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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未考量管線穿梁位置之適當性，且未考量適當之結構補 
   強影響結構體之安全。 
●穿梁補強方式錯誤，穿梁孔補強筋為直筋，未做水平錨定。 

梁中開口詳圖 梁中開口補強錯誤施工 

錯誤：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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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開口位置不當無補強措施影響結構安全 

錯誤： 



92 

20.消防及機電設備管線未配置於鋼筋內層，導致保護層厚 
   度不足，並容易引起樓版、柱面或墻面發生龜裂現象。  

管線未配置於鋼筋內層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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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未配置於鋼筋內層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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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採用CD管配置於鋼筋內灌漿之衝力容易因擠壓使管子
變形造成導線穿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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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盒固定於雙層筋之間 樓版配管需置於雙層筋之間 

正確： 

錯誤： 

使用加深型管線盒卻因墊塊固定於工作筋導致配管彎至鋼筋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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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地下室複壁導水溝與FS版一體成型施工，日後因二次施 
   工導致滲入水。  
22.地下室未施做止水帶或止水帶施做及固定不良，地下室 
   外墻無施做防水材料，導致地下室內滲水問題，其多半 
   為設計上之疏忽，且一般建築師總以複式墻做為事後補 
   救措施，其並非治本之道。 
錯誤： 

地下室止水帶固定不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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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止水帶正確施工方式 

正確： 



地下室止水帶正確施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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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柱頭鋼筋之混凝土殘渣等污染物影響鋼筋握裹力及混凝 
   土品質。 

柱頭鋼筋混凝土殘渣污染情形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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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混凝土完成面最常看到冷縫、蜂巢及爆模漏漿之現象， 
   其多半為模板品質不良及沒有完善之整體澆築計畫導致 
   之結果。 

澆置搗實不良形成孔洞 澆置搗實不良粒料分離情形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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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續灌之工作縫處理不善容易造成冷縫現象。 
●依規定應先清理先灌硬化混凝土表面，再灌以3~5公分水灰比與混凝 
  土相同之砂漿一層，增強粘結作用，作為新澆混凝土之襯墊，當新澆 
  混凝土灌下後，骨材粒料下沉時不致發生冷縫現象。  

 
26.模板拆模後混凝土完成面殘留之鐵絲、鐵釘、模板螺栓 
   桿件等殘留物應立即剪除，除確保粉刷層之品質外，並 
   避免刮傷人員導致工安事件。 
 
 27.續灌之處理不當混凝土接合品質不良。 
●如樓梯、雨庇、女兒墻泛水收邊等，應先設置二─三公分之凹槽以確 
  保混凝土接合品質。  
 

28.樓梯梯級、斜屋頂之混凝土澆灌方式不正確導致蜂巢孔 
   洞品質不良現象。 
●其不正確的澆灌方式多半係由上而下直接澆灌，重力加速度之影響導 
  致混凝土澆灌不平均品質不良，正確的澆灌方式應由下而上以擠壓的 
  方式澆灌，方能使混凝土平均分佈確保澆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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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澆灌方式不正確導致蜂巢品質不良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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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 

樓梯澆灌方式正確品質優良案例 



灌漿前清潔不良、澆築搗實不良、保護層控制不良、 
管線未配在鋼筋內側…等不良情形 

錯誤： 



灌漿前清潔不良、澆築搗實不良、保護層控制不良、 
管線未配在鋼筋內側…等不良情形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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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灌漿時輸送管應加襯墊〈如輪胎〉，以免振動過大造成 
   模板或鋼筋鬆脫位移，以及鋼筋四周粒料分離影響握裹 
   力等缺失。 
30.蜂巢之修補多半草率品質不良，應確實依標準作業程序 
   處理。 
●先徹底鑿除並清潔後以無收縮水泥或EPOXY水泥修補。  
 
 
 

蜂巢修補品質不良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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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混凝土養護不良，塑性收縮導致裂縫。 
●混凝土配比為280kg/cm2以上，塑性收縮情形普遍嚴重，除裂縫應予 
  處置以免日後洗地板發生滲漏，灌漿時應考量灌漿時間避免天候炎熱 
  因素，並以整體粉光拉毛處理可改善塑性收縮裂縫之發生。   

混凝土養護不良滲漏情形 混凝土養護不良滲漏情形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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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kg/cm2混凝土澆置後整體粉光確保不滲漏實例 

32.梁、墻、柱角等粉刷一般多採PVC角條，應考量在容易受 
   碰撞處採用金屬製品，以確保粉刷層品質。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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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屋頂泛水收邊未依規定與女兒墻一體成型施工，會導致 
   防水材料無法發揮作用。 

錯誤： 

泛水與女兒墻未一體施工之破損實例 



防水收頭以金屬壓條封邊之失敗案例 



泛水未設置滴水線（鳥嘴） 



屋頂泛水施作未連貫之缺失 屋頂泛水施作正確案例 



女兒牆泛水未一體成形施作之謬誤替代工法 



錯 

泛水分兩次施工，易造成防水層破壞漏水 

泛水與女兒墻未一體施工之實例 



錯 

錯 

管道間未設泛水 

預留柱未設泛水 

錯 
屋頂給水管未在泛水上穿入管道間 



錯 

屋頂泛水應整體圍繞不得中斷(破口) 

錯誤： 

正確： 



屋頂管道間管路透氣管應於泛水上方伸出管道間外 

對 
屋頂給水管應在泛水上穿入管道間 （避免垂直面之防水層被破壞）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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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 

泛水與女兒墻應一體施工 



泛水與版一體施工女兒牆二次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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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施工不平整之不良情形 水溝蓋施工前尺寸未規劃突出邊緣之 
不良情形  

三、結語： 

1.施工過程之品質缺失，應擬具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確實 
  加以追蹤管制及改善。 
2.施工過程中亦應妥於檢討施工介面問題，避免因設計過程 
  未予整合導致施工錯誤之情事發生。 
 

錯誤： 



結語 
 建築工程施工目標： 

• 結構安全。 

• 不漏水。 

• 機電功能達標。 

• 裝修收頭漂亮。 

 在各項工程生命週期中運用PDCA管理模式，

把耳朵、眼睛、嘴巴、腦袋打開，多聽、

多看、多問、多思考，施工過程中經常檢

討施工介面問題，避免因設計過程未予整

合導致施工錯誤之情事發生。 

 試著努力，做個有工作樂情的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