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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計畫緣起 

行政院民國 98 年 12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0980073417 號函核定通過「愛臺 12 建設」總體

計畫，以「活力經濟、永續臺灣」的願景再創經濟新奇蹟，「桃園國際航空城」列為 12 項

優先建設，建設目標為：「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中心，規劃發展「桃園航空城」，透過機場與

周邊的配合，導入企業化經營精神，推展衍生商業、加工製造及會展活動等，促進機場與

周邊地區共榮發展，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榮」。 

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規劃暨基本設計工作範圍包含桃園市政府第 1 期及第 2

期發展區以及交通部海軍基地及周邊地區，所在行政區包含桃園市大園區以及桃園市蘆洲

區，位置詳見圖 1.1-1。 

 

 
圖 1.1-1 計畫區所在行政區位置圖 

1.2 執行經過 

本計畫地質調查工作目的，在於瞭解計畫區之地質材料及其大地工程特性、地下水位

等資訊，以提供規劃與基本設計工作參考。配合規劃設計工作時程，本計畫地質調查工作

自民國 109 年 1 月開始執行，至民國 109 年 8 月完成桃園市政府第 1 期發展區以及交通部

海軍基地及周邊地區相關調查作業後，彙整相關工作成果撰寫本地質調查成果工作報告。

桃園市政府第 2 期發展區相關地質調查工作，後續將配合其規劃設計時程另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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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範圍 

 

本計畫完成之地質調查工作項目主要包含現場鑽探及取樣、現地試驗及取樣，以及室

內試驗。現階段完成之工作項目及數量彙整如表 2-1 所示。 

本計畫地質調查工作於現場鑽探及取樣部分，現階段共計完成 97 孔地質鑽孔，單孔深

度均為 20 公尺，總鑽孔深度 1,940 公尺；由既有鑽探資料推測於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不會遭

遇岩盤者採用衝鑽法施作，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可能遭遇岩盤者則採用旋鑽法，旋鑽孔鑽取

之岩心裝於岩心箱(共 164 箱)拍照。現地試驗及取樣工作共計完成 860 次標準貫入試驗、22

支 3 吋薄管取樣，97 孔鑽孔於完鑽後均埋入內徑 2 英吋 PVC 管作為水位井，進行為期約兩

個月的地下水位觀測；另完成 11 組現地透水試驗、21 組土壤化學性質取樣及試驗、21 組

地下水質分析取樣及試驗、3 組試坑開挖調查，以及 2 組現地平鈑載重試驗。室內試驗工

作共計完成 187 組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1 組土壤直接剪力試驗、7 組土壤三軸壓縮試驗、

17 組土壤無圍壓縮試驗、11 組土壤單向度壓密試驗、7 組岩石一般物理性質試驗、7 組岩

石單軸抗壓強度試驗，以及 11 組加州載重比(CBR)改良式夯實試驗。 

  

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基地開發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辦理



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 市府第 1 期；交通部海軍基地及周邊地區 
規劃暨基本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地質調查成果工作報告 
 

2-2 

表 2-1 現階段地質調查工作完成數量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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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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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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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岩
石
單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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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強
度
試
驗

加
州
載
重
比
改
良
式
夯
實
試
驗

m 個 次 支 孔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BH-1 優先區A 旋鑽 20 5 10 1 1 1 1 1 8 1 1 1 1
BH-2 優先區B 旋鑽 20 5 8 1 1
BH-3 優先區C 衝鑽 20 8 1 1 1 1 5 1 1
BH-4 優先區D 衝鑽 20 7 1 1 1 2
BH-5 優先區D 衝鑽 20 9 1 2
BH-6 優先區D、X 衝鑽 20 8 1 4
BH-7 優先區L 衝鑽 20 8 1 3
BH-8 優先區F 旋鑽 20 5 8 2 1 1 6 1 1 1 1
BH-9 優先區F 旋鑽 20 5 9 1 1 1 3 1
BH-10 優先區L 衝鑽 20 8 1 1 1 2
BH-11 優先區M 衝鑽 20 8 1 1
BH-12 優先區M 衝鑽 20 8 1 1 1 1

BH-13
優先區M
橋C2北橋台

衝鑽 20 8 1 1

BH-14 優先區N 衝鑽 20 8 1 1 1 1 3 1
BH-15 優先區N 衝鑽 20 8 1 1
BH-16 優先區N 衝鑽 20 8 1 1 1 1 3 1

BH-17 優先區T
衝鑽+
旋鑽

20 4 8 1 1 1 2

BH-18
優先區W、RD
橋B6東橋台

衝鑽 20 8 1 2

BH-19 優先區W 衝鑽 20 8 1 2
BH-20 優先區X 衝鑽 20 7 1 1 3 1 1
BH-21 優先區D、X 衝鑽 20 8 1 2
BH-22 優先區Z 旋鑽 20 5 7 1 1 1 4 1 1
BH-23 優先區Z 旋鑽 20 5 8 1 1 2 1 1
BH-24 優先區RD 衝鑽 20 8 1 1 3 1 1

BH-25
優先區RD
橋E2西橋台

衝鑽 20 8 1 2

BH-26 優先區A 旋鑽 20 5 13 1 7
BH-27 優先區V 衝鑽 20 8 1 3
BH-28 優先區F 旋鑽 20 5 9 1 1 1 1 1 4 1
BH-29 優先區F 旋鑽 20 5 9 1 1
BH-30 優先區W 衝鑽 20 8 1 2
BH-31 汙水場 衝鑽 20 8 1

BH-32
橋B6西橋台
橋B5北橋台

衝鑽 20 8 1 1

BH-33 橋B5橋墩 衝鑽 20 8 1 1
BH-34 橋B4橋墩 旋鑽 20 5 13 1
BH-35 橋E3橋墩 旋鑽 20 5 13 1 1 1
BH-36 橋E3橋墩 旋鑽 20 5 14 1
BH-37 橋B3西橋台 旋鑽 20 5 8 1 1 2 2

BH-38
優先區RD
橋B3東橋台

旋鑽 20 5 2 1

BH-39
優先區RD
橋B1北橋台

旋鑽 20 5 7 1 1

BH-40
優先區D

橋C4西橋台
衝鑽 20 8 1 1

BH-41
優先區L

橋C5東橋台
衝鑽 20 8 1 1

BH-42 橋C5西橋台 衝鑽 20 8 1 1
BH-43 橋C8東橋台 旋鑽 20 5 14 1
BH-44 橋C8西橋台 衝鑽 20 8 1 1

BH-45
優先區V

橋C10西橋台
衝鑽 20 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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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現階段地質調查工作完成數量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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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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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個 次 支 孔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BH-48 橋D5東橋台 衝鑽 20 8 1 4
BH-49 橋D5西橋台 旋鑽 20 5 13 1 1 1 4
BH-50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1 1
BH-52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13 1 4
BH-53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13 1 4
BH-54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13 1 3
BH-55 優先區M 衝鑽 20 8 1
BH-56 優先區RD 衝鑽 20 8 1 1
BH-57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2
BH-58 共同管道 旋鑽 20 5 13 1 2
BH-59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1 2
BH-60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12 1 1 1
BH-61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3
BH-62 汙水幹管 旋鑽 20 5 13 1 1 1
BH-63 汙水幹管 旋鑽 20 5 14 1 1
BH-64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2
BH-65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14 1
BH-66 汙水幹管、優先區W 衝鑽 20 8 1 2
BH-67 共同管道 衝鑽 20 8 1
BH-68 共同管道 衝鑽 20 8 1
BH-69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BH-70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2
BH-71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2
BH-72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BH-73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BH-74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BH-75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BH-76 優先區V 旋鑽 20 5 8 1 1 1
BH-77 優先區V 衝鑽 20 8 1 1
BH-78 優先區V 衝鑽 20 8 1 2
BH-79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1 1 3 1
BH-80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2
BH-81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BH-82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2 1
BH-83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1 1 3 1 1 1
BH-84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1 1
BH-85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3 1 1 1

BH-87
優先區V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2 1

BH-88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2 1
BH-89 汙水分支管 衝鑽 20 8 1 1
BH-90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1 1 2 1 1 1
BH-91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1 1 3 1 1

BH-95
優先區V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5 1

BH-99 汙水幹管、汙水場 旋鑽 20 5 11 1 4

BH-100
優先區V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BH-109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11 1 1 1 1 5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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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現階段地質調查工作完成數量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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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個 次 支 孔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組
BH-110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8 1 2

BH-113
優先區V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2 1

BH-114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13 1 1 1 2
BH-115 汙水分支管 旋鑽 20 5 7 1
BH-116 汙水幹管 衝鑽 20 8 1 1 1 1
BH-117 廢埤 旋鑽 20 5 13 1 1
CBR-1 1
CBR-2 1
CBR-3 1
CBR-4 1
CBR-5 1
CBR-6 1
CBR-7 1
CBR-8 1
CBR-9 1
CBR-10 1
CBR-11 1
PL-1 1
PL-2 1
TA-1 1
TA-2 1
TA-3 1

1940 164 860 22 97 11 21 21 3 2 187 1 7 17 11 7 7 11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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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形與地質概況 

3.1 地形概況 

航空城計畫區位處桃園市大園區以及桃園市蘆竹區範圍內，西北鄰桃園國際機場，西

南以老街溪為界，東南臨台灣高鐵路線，東北則延伸至南崁溪與海湖溝之間地區，如圖 3.1-1

所示。計畫區所在屬於桃園台地，古石門溪(今大漢溪)流出石門峽谷後，向西、西北及北

方遷移沖積成石門沖積扇，後經抬升而成現今台地地貌。計畫區地勢平緩，由東南向西北

緩降，地面高程大致在 30 到 50 公尺之間。計畫區內主要水系包含流經計畫區西南部的老

街溪與新街溪，以及流經計畫區東北部的南崁溪，溪流流向均依順地勢由東南往西北流。

計畫區中心地帶為目前已暫停使用且平時未對外開放之海軍桃園基地，計畫區其他地區則

均有綿密之鄉市道路相互聯通。國道 2 號貫穿計畫區西南部地區，經由國道 2 號大園交流

道以及大竹交流道可通達計畫區西南部一帶；台灣高鐵桃園站亦位於計畫區南端附近。 

 

 
圖 3.1-1 計畫區地形圖 

 

由於桃園台地缺乏長年水量豐沛的溪流，因此先民挖掘埤塘蓄積雨水以滿足農作灌溉

需求。後來藉由桃園大圳以及石門大圳的串聯，使埤塘群共組成良好灌溉系統，星羅棋布

的埤塘群，也成為桃園台地的地形特色。 

 

3.2 地質概況 

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集水區地形及地質資料庫圖資顯示，航空城計畫範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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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鄰近地區並無已知之褶皺軸或斷層構造通過。地表出露之地層主要為中壢層，在老街

溪、新街溪、南崁溪等主要溪流兩側則堆積有現代沖積層，詳見圖 3.2-1。中壢層為更新世

中期地層，主要由厚約 30 公尺之未固結礫石層所構成，偶夾有薄層砂泥，上覆有厚 1~5m

之紅土或表土層，礫石層下伏有膠結不佳，屬更新世大南灣層之軟弱砂岩或泥岩；現代沖

積層則由未固結之礫石、砂及黏土所組成。計畫區範圍外之東北側低矮丘陵區地表出露大

南灣層，主要由細粒砂岩、粉砂岩、頁岩和泥岩的互層所組成，膠結不佳，夾有礫石凸鏡

體。大南灣層局部地區上覆有由礫石層與紅土層組成之林口層。 

套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目前已公告之活動斷層、山崩與地滑、地下水補注、地質

遺跡等四類地質敏感區結果顯示(參見圖 3.2-2)，計畫區範圍內均無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

僅在計畫區範圍外之東北側低矮丘陵區零星分布有小規模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因距離

甚遠，故不會對計畫區範圍內地區造成不利影響。 

另套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之桃園市液化潛勢圖資結果顯示(參見圖 3.2-3)，計

畫區範圍內大部份屬於液化潛勢未調查區，亦即屬於山區、臺地、海埔新生地、河岸兩側

及面積較小平地等經初判液化潛勢極低之地區；計畫區東北部南崁溪一帶之現代沖積層出

露地區，則屬於液化低潛勢區。 

 

 
圖 3.2-1 計畫區及周邊地區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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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計畫區及周邊地區地質敏感區分布圖 

 

 

 
圖 3.2-3 計畫區及周邊地區液化潛勢圖 

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基地開發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辦理



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基地開發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辦理



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 市府第 1 期；交通部海軍基地及周邊地區 
規劃暨基本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地質調查成果工作報告 
 

4-1 

第四章 鑽探及現地試驗 

4.1 鑽探 

4.1.1 既有鑽探資料蒐集 

利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工程地質探勘資料庫」蒐集得 89 孔位於本計畫區範圍及

周邊地區之其他計畫既有鑽探資料，孔位分布位置參見圖 4.1-1。既有鑽孔資料來源包含「桃

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建設計畫優先路段(G04～G32)先期

調查分析暨基本設計」、「中正國際機場至桃園都會區軌道系統建設計畫補充地質鑽探與試

驗」、「中正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110 線大園至蘆竹段外環道拓建工程委託

鑽探工作」、「高速鐵路路線結構工程細部設計台北--桃園段補充地質調查及鑽探」、「中正

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等大型公共工程地質調查成果。既有鑽孔孔位所在大致

遍佈計畫區，可作為瞭解計畫區地下地質概況以及本計畫鑽探孔位佈置規劃之參考資料。 

4.1.2 鑽探方法 

依據本計畫工作需求書相關內容，地質鑽探鑽獲岩層進行岩心取樣時，岩心直徑必須

大於或等於 50mm 並置於岩心箱拍照；鑽獲覆土、土層及卵礫石層則不須提取岩心。本地

質鑽探作業係混用衝鑽法及旋鑽法施作，由既有鑽探資料推測於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不會遭

遇岩盤者採用衝鑽法施作，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可能遭遇岩盤者則採用旋鑽法全孔取樣。由

區域地質文獻資料顯示，計畫區地表出露地層屬於中壢層以及現代沖積層，兩者均以未固

結礫石層為主要地質材料，為瞭解礫石層產狀以及礫石粒徑大小以提供大地工程設計工作

參考，故由既有鑽探資料推測於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不會遭遇岩盤者，仍選擇部分鑽孔採用

旋鑽法全程提取岩心以利觀察。 

4.1.3 鑽探成果 

本計畫地質鑽孔調查工作目的，在於瞭解計畫區之地下地質條件以及大地工程特性，

以提供規劃與基本設計工作參考。現階段共計完成 97 孔地質鑽孔，單孔深度均為 20 公尺，

總鑽孔深度 1,940 公尺。鑽孔位置之坐標與高程彙整於表 4.1-1，鑽孔位置平面圖如圖 4.1-1

所示，各孔鑽探結果整理於表 4.1-2，鑽孔柱狀圖詳見本報告附錄 A，鑽探施工照片詳見本

報告附錄 B。旋鑽孔鑽獲之岩心置放於岩心箱中拍攝彩色照片，共計 164 箱岩心照片詳見

本報告附錄 C。 

由鑽探成果顯示，本計畫區之地下地質材料分布狀況頗為單純，由上而下依序由表土

層(回填料、砂土、黏土)、礫石層(偶夾有薄層砂土或黏土)以及膠結不佳的岩層(泥質砂岩、

泥岩、砂岩)所構成。表 4.1-1 中列有各鑽孔最初鑽遇礫石層之孔深以及初遇岩層之孔深，

亦列有鑽孔內地下水位面深度量測值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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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孔位坐標高程一覽表(1/4) 

序號 孔號 E N 高程 孔深

地下 
水位 
深度 

初遇 
礫石 
深度 

初遇 
岩層 
深度 

1 BH-1 271116.634 2768238.800 70.647 20 6.45 4.6 13.5 

2 BH-2 271556.150 2769492.464 57.338 20 4.86 0.5 19.2 

3 BH-3 273185.250 2769456.049 61.323 20 8.35 4.3 － 

4 BH-4 272428.447 2770759.178 43.001 20 1.22 0.4 － 

5 BH-5 272848.075 2771071.454 42.057 20 2.46 1.4 － 

6 BH-6 272618.080 2771299.682 40.397 20 1.59 2.7 － 

7 BH-7 273163.255 2771337.111 40.062 20 1.83 4.4 － 

8 BH-8 277508.369 2775748.834 29.074 20 11.77 4.9 15.5 

9 BH-9 277880.480 2775391.739 33.316 20 1.64 3.8 14.6 

10 BH-10 273562.366 2771605.555 41.640 20 2.02 2.8 － 

11 BH-11 273873.588 2771068.946 45.707 20 1.66 0 － 

12 BH-12 274426.883 2771021.009 48.921 20 1.52 0 － 

13 BH-13 273403.545 2770723.987 45.611 20 2.95 0 － 

14 BH-14 275937.980 2772847.788 41.634 20 1.71 3.7 － 

15 BH-15 275407.036 2772087.839 45.262 20 0.92 2.1 － 

16 BH-16 275006.632 2772964.904 39.687 20 1.87 3.75 － 

17 BH-17 272340.845 2769620.708 61.601 20 5.34 0 6.3 

18 BH-18 271598.936 2771204.621 38.885 20 2.6 0 － 

19 BH-19 271430.672 2770941.219 39.855 20 1.17 0 － 

20 BH-20 271999.751 2771879.147 34.945 20 2.57 2.1 － 

21 BH-21 272796.201 2771496.938 37.934 20 1.69 0 － 

22 BH-22 276817.984 2776015.796 21.586 20 7.13 3.2 13.3 

23 BH-23 276330.181 2775981.146 16.693 20 3.78 0.35 10.05

24 BH-24 270955.627 2771736.055 37.354 20 4.85 4.2 － 

25 BH-25 272482.631 2770183.524 51.073 20 4.49 1.1 － 

26 BH-26 271261.748 2768032.601 73.549 20 3.82 3.85 12.85

27 BH-27 272985.705 2772188.726 34.021 20 1.31 2.6 － 

28 BH-28 277275.435 2775385.983 26.360 20 0.62 3.75 11.6 

29 BH-29 276843.421 2775103.582 23.049 20 0.56 0.35 13.5 

30 BH-30 271622.628 2771830.933 33.290 20 2.22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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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孔位坐標高程一覽表(2/4) 

序號 孔號 E N 高程 孔深

地下 
水位 
深度 

初遇 
礫石 
深度 

初遇 
岩層 
深度 

31 BH-31 271459.044 2772068.091 31.387 20 1.81 0.7 － 

32 BH-32 271530.620 2771123.504 39.805 20 2.48 0 － 

33 BH-33 271576.482 2771022.078 40.903 20 3.13 0.3 － 

34 BH-34 271440.184 2770600.846 45.042 20 2.82 0 － 

35 BH-35 271990.208 2770982.886 42.383 20 1.75 2 － 

36 BH-36 272133.206 2770942.632 42.309 20 2.05 0.35 － 

37 BH-37 271570.797 2769693.408 54.245 20 4.65 1.55 10.4 

38 BH-38 271670.989 2769731.729 52.244 20 8.51 0.7 4.1 

39 BH-39 271990.667 2769423.711 55.006 20 1.54 0.3 15 

40 BH-40 273104.601 2770751.774 44.452 20 3.02 1.7 － 

41 BH-41 273118.229 2771113.057 41.439 20 2.61 2.2 － 

42 BH-42 273047.057 2771097.690 41.573 20 2.84 1.4 － 

43 BH-43 272963.706 2771501.931 37.858 20 2.22 0 － 

44 BH-44 272932.309 2771434.375 38.813 20 2.82 0.4 － 

45 BH-45 272532.600 2771958.298 34.349 20 2.37 0 － 

46 BH-48 276152.989 2775270.816 20.791 20 2.68 0.9 11.3 

47 BH-49 276014.895 2775110.935 21.115 20 3.61 0 15.4 

48 BH-50 272179.014 2771346.168 37.920 20 1.88 0.4 － 

49 BH-52 271161.950 2768773.549 59.863 20 1.01 0 16.6 

50 BH-53 271514.482 2768713.915 67.939 20 6.52 4.8 － 

51 BH-54 271625.855 2768328.037 70.755 20 0.85 4.8 － 

52 BH-55 274110.548 2771147.506 47.038 20 1.77 0 － 

53 BH-56 270420.330 2771325.371 36.138 20 4.26 0.9 － 

54 BH-57 270770.190 2770543.693 45.181 20 5.31 2.1 － 

55 BH-58 271283.801 2769631.965 56.920 20 2.87 2.9 19.75

56 BH-59 270788.049 2771010.393 42.481 20 5.67 3.55 － 

57 BH-60 272338.110 2769033.361 59.812 20 0.58 1 15.8 

58 BH-61 272714.663 2768738.895 69.585 20 5.69 4 － 

59 BH-62 271559.581 2770288.533 45.656 20 0.98 0 18.15

60 BH-63 272565.045 2769625.712 57.476 20 8.2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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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孔位坐標高程一覽表(3/4) 

序號 孔號 E N 高程 孔深

地下 
水位 
深度 

初遇 
礫石 
深度 

初遇 
岩層 
深度 

61 BH-64 271143.725 2771254.417 42.289 20 5.79 4.5 － 

62 BH-65 271951.648 2770108.817 49.593 20 1.55 0 － 

63 BH-66 271626.361 2771559.474 35.884 20 2.51 0.6 － 

64 BH-67 271892.109 2770871.139 42.566 20 2.45 1.2 － 

65 BH-68 272007.339 2770559.943 46.261 20 2.77 0.4 － 

66 BH-69 272712.858 2769260.773 64.089 20 3.2 1.75 － 

67 BH-70 273091.178 2768861.200 70.383 20 5.57 2.1 － 

68 BH-71 271890.732 2771479.655 36.594 20 2.48 1.2 － 

69 BH-72 272718.964 2769883.459 55.461 20 6.26 0.6 － 

70 BH-73 272296.352 2771074.094 40.909 20 0.99 0 － 

71 BH-74 273045.893 2770261.546 48.399 20 1.61 0.6 － 

72 BH-75 273445.314 2769872.947 51.352 20 1.9 2.6 － 

73 BH-76 273711.267 2772345.741 38.246 20 2.22 1.8 － 

74 BH-77 273334.193 2771891.546 38.573 20 1.71 0 － 

75 BH-78 273496.542 2772600.272 36.213 20 3.11 1.8 － 

76 BH-79 273974.958 2772047.025 41.731 20 1.92 2.4 － 

77 BH-80 274343.985 2772437.124 41.422 20 2.8 3.2 － 

78 BH-81 274761.444 2771512.892 47.878 20 1.48 0 － 

79 BH-82 275075.270 2771116.833 53.603 20 2.83 2.85 － 

80 BH-83 274029.674 2772900.044 39.266 20 4.42 3.55 － 

81 BH-84 275496.257 2771640.333 49.376 20 2.02 1.9 － 

82 BH-85 274900.462 2773233.159 37.543 20 3.15 3.85 － 

83 BH-87 275121.335 2773470.665 36.516 20 1.41 3.2 － 

84 BH-88 275649.815 2772510.453 42.643 20 1.12 3.2 － 

85 BH-89 275864.080 2772056.453 46.374 20 1.57 1.5 － 

86 BH-90 275537.625 2774587.519 27.762 20 4.53 2.5 － 

87 BH-91 275550.281 2773719.365 34.349 20 1.66 2.85 － 

88 BH-95 274615.487 2772969.333 36.798 20 1.44 2.5 － 

89 BH-99 275871.802 2775145.130 21.387 20 2.95 3.75 14.35

90 BH-100 275635.421 2774343.941 28.787 20 2.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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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孔位坐標高程一覽表(4/4) 

序號 孔號 E N 高程 孔深

地下 
水位 
深度 

初遇 
礫石 
深度 

初遇 
岩層 
深度 

91 BH-109 277113.315 2775745.608 24.476 20 1.24 4.7 13.4 

92 BH-110 278130.778 2774852.475 35.183 20 2.13 1.6 11.08

93 BH-113 274243.952 2772806.016 38.990 20 2.91 2.4 － 

94 BH-114 271491.944 2769007.994 64.299 20 7.85 3.85 － 

95 BH-115 270997.330 2769992.456 57.212 20 12.35 0.75 9.8 

96 BH-116 270859.331 2772079.613 28.963 20 0.3 1.2 － 

97 BH-117 272872.371 2768965.558 65.299 20 1.85 0.6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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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結果一覽表(1/7) 

孔號 鑽探結果概述 

BH-1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1.05m 棕黃色砂質黏土，1.05～4.60m 棕紅色黏土偶

夾礫石，4.60～13.50m 棕黃色砂質礫石，13.50～16.50m 棕黃色砂岩，16.50
～17.90m 棕黃色泥岩夾砂岩，17.90～20.00m 棕黃色砂岩偶夾泥岩。地下水

位約在孔口下 6.45m。 

BH-2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50m 回填層，0.50～19.20m 棕黃色砂質礫石，19.20
～20.00m 灰色泥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4.86m。 

BH-3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4.30m 紅棕色黏土，4.30～20.0m 砂質礫石。。地下

水位約在孔口下 8.35m。 

BH-4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40m 紅棕色黏土，0.40～20.0m 砂質礫石。地下水

位約在孔口下 1.22m。 

BH-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40m 棕灰色黏土，1.40～12.40m 棕灰色砂質礫石，

12.40～16.0m 棕灰色礫質砂，16.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

孔口下 2.46m。 

BH-6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70m 棕灰色礫質砂，2.70～13.55m 棕灰色砂質礫

石，13.55～15.30m 棕灰色粉土質砂，15.30～18.20m 灰色黏土，18.2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59m。 

BH-7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4.40m 灰色礫質砂，4.40～12.20m 棕灰色砂質礫石，

12.20～12.60m 灰色黏土，12.6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

口下 1.83m。 

BH-8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90m 回填層，0.90～4.90m 棕黃色粉土質黏土，4.90
～15.50m 棕灰色砂質礫石，15.50～18.80m 灰色泥岩，18.80～20.00m 灰色

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1.77m。 

BH-9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30m 回填層，0.30～3.80m 棕黃色粉土質砂，3.80
～14.60m 棕黃色砂質礫石，礫石粒徑可達 17 公分以上，14.60～17.85m 灰色

砂岩偶夾薄層礫岩，17.85～20.00m 灰色泥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64m。

BH-1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80m 棕色礫質黏土，2.8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02m。 

BH-1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66m。 

BH-12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52m。 

BH-13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95m。 

BH-14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90m 紅棕色礫質黏土，0.90～3.70m 紅棕色黏土，

3.7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71m。 

BH-1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10m 棕色黏土，2.1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

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0.9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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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結果一覽表(2/7) 

孔號 鑽探結果概述 

BH-16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3.75m 紅棕色黏土，3.75～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

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87m。 

BH-17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6.30m 棕色砂質礫石，6.30～20.00m 棕黃至灰色，

新鮮至輕度風化泥質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5.34m。 

BH-18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60m。 

BH-19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17m。 

BH-2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90m 棕灰色礫質砂，0.90～2.10m 紅棕色黏土，2.10
～14.30m 棕灰色砂質礫石，14.30～16.20m 灰色黏土，16.20～20.00m 棕灰

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57m。 

BH-2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69m。 

BH-22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3.20m 棕黃色砂質粉土，3.20～10.70m 棕黃色砂質

礫石，10.70～12.00m 棕黃色粉土質砂，12.00～13.30m 灰色砂質礫石，13.30
～20.00m 灰色泥岩偶夾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7.13m。 

BH-23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35m 回填層，0.35～10.05m 棕黃色砂質礫石，礫

石目視粒徑可達 30 公分以上，10.05～20.00m 灰色泥質砂岩。地下水位約在

孔口下 3.78m。 

BH-24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40m 紅棕色礫質黏土，0.40～4.20m 紅棕色黏土，

4.2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4.85m。 

BH-2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10m 紅棕色礫質黏土，1.10～20.00m 棕灰色砂質

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4.49m。 

BH-26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3.85m 紅棕色黏土，3.85～12.85m 紅棕色至黃灰色

粉土質礫石，粒徑 2~20cm，12.85～20.00m 黃灰色泥質砂岩。地下水位約在

孔口下 3.82m。 

BH-27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60m 棕灰色礫質黏土，2.60～11.90m 棕灰色砂質

礫石，11.90～15.00m 灰色粉土質砂，15.0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

水位約在孔口下 1.31m。 

BH-28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60m 回填層，0.60～3.75m 棕黃至灰色粉土質砂，

3.75～11.60m 砂質礫石，礫石目視粒徑可達 15 公分以上，11.60～17.50m 棕
灰色砂岩，局部輕度風化，17.50～20.00m 棕灰色泥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

下 0.62m。 

BH-29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35m 回填土，0.35～13.50m 灰色砂質礫石，粒徑

3~20cm，13.50～16.0m 黃灰色細砂岩，16.0～20.0m 黃灰色泥質砂岩。地下

水位約在孔口下 0.56m。 

BH-3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70m 棕色礫質砂，0.70～13.10m 棕色砂質礫石，

13.10～14.60m 灰色細砂，14.60～20.0m 棕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

下 2.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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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結果一覽表(3/7) 

孔號 鑽探結果概述 

BH-3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70m 棕黃色礫質砂，0.70～12.80m 棕黃色砂質礫

石，12.80～15.10m 灰色礫質砂，15.10～20.00m 棕黃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

約在孔口下 1.81m。 

BH-32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48m。

BH-33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30m 棕色礫質黏土，0.30～2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3.13m。 

BH-34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礫徑 3~25cm。地下水位約

在孔口下 2.82m。 

BH-35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50m 灰色砂質粉土，0.50～2.0m 紅棕色粉土質黏

土，2.0～20.0m 黃棕色砂質礫石，礫徑 3~25cm。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75m。

BH-36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35m 灰色礫質黏土，0.35～20.0m 黃棕色砂質礫

石，礫徑 3~25cm。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05m。 

BH-37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1.55m 棕灰色砂質粉土，1.55～10.40m 黃灰色砂質

礫石，粒徑 3~15cm，10.40～12.93m 棕灰色砂岩，膠結不佳，12.93～13.45m 
灰色泥質砂岩，13.45～15.23m 棕灰色砂岩，膠結不佳，15.23～20.0m 灰色

泥質砂岩，膠結不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4.65m。 

BH-38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70m 回填層，0.70～4.10m 砂質礫石層，4.10～8.55m 
灰色輕度風化泥岩偶夾泥質砂岩，8.55～9.86m 棕黃色泥質砂岩，9.86～
12.00m 深灰色泥岩夾泥質砂岩，12.00～16.00m 棕黃色砂岩偶夾薄層泥岩，

16.00～20.00m 灰色泥質砂岩偶夾薄層泥岩，局部輕度風化。地下水位約在

孔口下 8.51m。 

BH-39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30m 回填層，0.30～15.00m 棕黃色砂質礫石，15.00
～20.00m 灰色泥質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54m。 

BH-4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30m 棕色礫質黏土，1.30～1.70m 棕色黏土，1.70
～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3.02m。 

BH-4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20m 棕色礫質黏土，2.20～10.6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10.60～11.60m 棕色砂，11.6～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

孔口下 2.61m。 

BH-42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40m 棕色礫質黏土，1.40～2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84m。 

BH-43 
垂直鑽孔 20m 深；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礫徑 3~30cm。地下水位約在

孔口下 2.22m。 

BH-44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40m 棕色礫質黏土，0.40～2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82m。 

BH-4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0.70m 棕灰色砂質礫石，10.70～15.70m 棕灰色礫

質砂，15.70～20.00m 棕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3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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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結果一覽表(4/7) 

孔號 鑽探結果概述 

BH-48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90m 棕色礫質黏土，0.90～11.30m 棕色砂質礫石，

11.30～20.0m 灰色泥質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68m。 

BH-49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15.4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偶夾薄砂層，礫徑 3~20cm，

15.40～20.0m 棕灰色細砂岩，膠結疏鬆。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3.61m。 

BH-5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40m 棕色礫質黏土，0.40～14.1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14.10～15.20m 棕色礫質砂，15.2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

約在孔口下 1.88m。 

BH-52 

垂直旋鑽孔 20m深；0～13.0m 棕灰色粉土質礫石，礫徑 3~20cm，13.0～13.60m 
灰黑色黏土，13.60～14.20m 黃灰色細砂，14.20～15.80m 棕灰色粉土質礫

石，15.80～16.60m 灰黑色礫質黏土，16.60～20.0m 黃灰色泥質砂岩。地下

水位約在孔口下 1.01m。 

BH-53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4.80m 紅棕色黏土，偶含礫石，4.80～20.0m 棕灰色

砂質礫石，礫徑 3~25cm。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6.52m。 

BH-54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3.50m 紅棕色黏土，3.50～4.80m 紅棕色粉土，4.80
～20.00m 黃灰色砂質礫石，礫徑 3 到 25cm。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0.85m。

BH-5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m。
1.77 

BH-56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90m 棕色礫質黏土，0.90～2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4.26m。 

BH-57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70m 棕色礫質黏土，0.70～2.10m 棕灰色黏土，2.10
～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5.31m。 

BH-58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35m 紅棕色黏土，0.35～2.90m 紅棕色至黃灰色粉

土，2.90～19.75m 黃灰色砂質礫石，礫徑 5 到 30cm，19.75~20.00m 黃灰色

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87m。 

BH-59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60m 棕色礫質黏土，0.60～3.55m 棕色黏土，3.55
～20.0m 棕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5.67m。 

BH-60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1.0m 回填層，1.0～15.80m 黃棕色砂質礫石，礫徑

5~25cm，15.80～20.0m 黃灰色泥質砂岩，膠結不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0.58m。 

BH-6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50m 棕色礫質黏土，0.50～4.0m 棕色黏土，4.0～
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5.69m。 

BH-62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18.15m 灰色粉土質礫石，礫徑 5~30cm，18.15～20.0m 
灰黑色泥質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0.98m。 

BH-63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40m 紅綜色黏土，0.40～20.0m 黃棕色砂質礫石，

礫徑 5~20cm。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8.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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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結果一覽表(5/7) 

孔號 鑽探結果概述 

BH-64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4.50m 紅棕色礫質黏土，4.50～20.00m 棕黃色砂質

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5.79m。 

BH-65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20.0m 紅棕色砂質礫石，礫徑 5~25cm。地下水位約

在孔口下 1.55m。 

BH-66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60m 棕色礫質黏土，0.60～10.4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10.40～13.70m 棕色粉土質砂，13.70～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

位約在孔口下 2.51m。 

BH-67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20m 棕黃色至紅棕色礫質黏土，1.20～10.20m 棕
黃色砂質礫石，10.20～10.50m 棕黃色細砂，10.50～20.00m 棕黃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45m。 

BH-68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40m 棕黃色礫質砂，0.4～10.90m 棕黃色砂質礫

石，10.90～11.30m 棕黃色砂，11.30～20.0m 棕黃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

在孔口下 2.77m。 

BH-69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75m 紅棕色礫質黏土，1.75～20.0m 棕黃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3.20m。 

BH-7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60m 棕色礫質黏土，0.60～2.10m 棕色黏土，2.10
～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5.57m。 

BH-7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20m 棕灰色礫質砂，1.20～13.80m 棕色砂質礫石，

13.80～16.20m 灰色黏土，16.20～20.0m 棕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

下 2.48m。 

BH-72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60m 棕色礫質黏土，0.60～20.0m 棕灰色粉土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6.26m。 

BH-73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2.40m 棕黃色砂質礫石，12.30～12.70m 棕黃色細

砂，12.70～20.00m 棕黃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0.99m。 

BH-74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60m 棕色礫質砂，0.60～20.0m 棕色砂質礫石，。

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81m。 

BH-7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60m 紅棕色礫質黏土，2.60～20.0m 棕黃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90m。 

BH-76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35m 回填層，0.35～1.80m 紅棕色粉土質粘土，

1.80~20.00 棕黃色砂質礫石，礫石目視粒徑可達 20 公分以上。地下水位約

在孔口下 2.22m。 

BH-77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71m。 

BH-78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80m 棕灰色礫質砂，1.8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3.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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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結果一覽表(6/7) 

孔號 鑽探結果概述 

BH-79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20m 棕色礫質黏土，1.20～2.40m 棕灰色黏土，2.40
～5.20m 棕灰色砂質礫石，5.20～7.70m 棕色砂，7.70～20.00m 棕灰色砂質

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92m。 

BH-8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3.20m 棕色礫質黏土，3.20～12.1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12.10～13.20m 棕色細砂，13.2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

在孔口下 2.80m。 

BH-8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2.90m 棕灰色砂質礫石，12.90～15.10m 棕灰色礫

質砂，15.10～20.00m 棕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48m。 

BH-82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85m 棕色礫質黏土，2.85～20.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83m。 

BH-83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45m 棕色礫質黏土，0.45～3.55m 棕色黏土，3.55
～2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4.42m。 

BH-84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80m 棕色礫質黏土，0.80～1.90m 棕色黏土，1.90
～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02m。 

BH-8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3.85m 棕色黏土，3.85～20.0m 棕色砂質礫石。地下

水位約在孔口下 3.15m。 

BH-87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3.20m 棕色礫質黏土，3.2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41m。 

BH-88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0.60m 棕色礫質黏土，0.60～3.20m 棕灰色黏土，3.20
～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12m。 

BH-89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50m 棕色礫質砂，1.50～20.0m 棕色砂質礫石。地

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57m。 

BH-9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50m 棕色礫質黏土，2.50～2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4.53m。 

BH-91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85m 棕色礫質黏土，2.85～2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66m。 

BH-95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50m 棕色砂質黏土，2.50～17.2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17.20～20.00m 灰色黏土。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44m。 

BH-99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1.90m 填方，1.90～3.75m 灰色粉土質砂，3.75～
14.35m 棕灰色砂質礫石，礫徑 3~25cm，14.35～20.0m 棕灰色砂岩，膠結疏

鬆。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95m。 

BH-100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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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本計畫 97 孔地質鑽探結果一覽表(7/7) 

孔號 鑽探結果概述 

BH-109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1.0m 回填層，1.0～4.70m 紅棕色黏土，4.70～13.40m 
灰色砂質礫石，礫徑 5~30cm，13.40～15.15m 棕灰色砂岩，膠結疏鬆，15.15
～20.0m 棕灰色泥質砂岩，膠結不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24m。 

BH-110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85m 灰色粉土，0.85～1.60m 灰黑色黏土，1.60～
11.08m 黃棕色砂質礫石，礫徑 3 到 30cm，6.0～6.20m 夾細砂，11.08～20.0m 
黃灰色泥質砂岩。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13m。 

BH-113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2.40m 棕色礫質黏土，2.40～20.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2.91m。 

BH-114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3.85m 紅棕色黏土，3.85～20.0m 棕灰色粉土質礫

石，礫徑 5~20cm。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7.85m。 

BH-115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75m 回填層，0.75～9.80m 紅棕至黃棕色粉土質礫

石，礫徑 5~20cm，9.80～16.0m 黃棕色泥質砂岩，膠結不佳，16.0～20.0m 黃
棕色砂岩，膠結疏鬆。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2.35m。 

BH-116 
垂直衝鑽孔 20m 深；0～1.20m 棕色礫質黏土，1.20～20.0m 棕灰色砂質礫

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0.30m。 

BH-117 
垂直旋鑽孔 20m 深；0～0.63m 紅棕色黏土，0.63～18.0m 黃棕色砂質礫石，

礫徑 5~25cm，18.0～20.0m 灰色砂質泥岩，膠結不佳。地下水位約在孔口下

1.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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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現地試驗 

現階段完成之現地試驗項目，包含水位井安裝及觀測、現地透水試驗、土壤化學性質

取樣及試驗、地下水質分析取樣及試驗、試坑開挖調查，以及現地平鈑載重試驗。茲將各

項現地試驗之成果概述於下。 

4.2.1 水位井安裝及觀測 

計畫區地下水位概況，除了可由既有鑽探資料蒐集結果提供參考之外(參見圖

4.2-1)，本計畫地質鑽孔於完鑽後均埋入內徑 2 英吋 PVC 管作為水位觀測井，PVC 管底

端上方 1.5m 管長進行開孔並外紮濾網使能充分透水。埋設完成後，地下水位量測頻率

約每週一次，連續量測 8 次，量測期約為兩個月。本計畫現階段完成鑽孔之地下水位觀

測紀錄詳見本報告附錄 D。由本計畫水位井觀測資料顯示，地下水位深度在孔口下 0.3

到 11.77 公尺之間，綜觀其他計畫既有鑽孔以及本計畫鑽孔地下水位量測結果(圖 4.2-1)，

計畫區地下水位大致以在地下 1 到 3 公尺之間為主。 

4.2.2 現地透水試驗 

現地透水試驗係於 BH-1、BH-2、BH-8、BH-9、BH-22、BH-23、BH-28、BH-35、

BH-39、BH-63 以及 BH-76 等旋鑽鑽孔施鑽過程中，於礫石段進行定水頭透水試驗，共

計完成 11 組，試驗成果列如表 4.2-1 所示，試驗過程數據詳見本報告附錄 E。 

 

表 4.2-1 現地定水頭透水試驗結果一覽表 

孔號 試驗深度 試驗段性質描述 滲透係數 K 

BH-1 7.0～8.0m 砂質礫石 3.52 E-02 cm/sec 

BH-2 7.0～8.0m 砂質礫石 5.91 E-03 cm/sec 

BH-8 7.0～8.0m 砂質礫石 8.13 E-03 cm/sec 

BH-9 7.0～8.0m 砂質礫石 1.88 E-02 cm/sec 

BH-22 7.0～8.0m 砂質礫石 8.43 E-02 cm/sec 

BH-23 11.0～12.0m 砂質礫石 8.14 E-02 cm/sec 

BH-28 9.0～10.0m 砂質礫石 1.70 E-01 cm/sec 

BH-35 3.0～4.0m 砂質礫石 4.16 E-03 cm/sec 

BH-39 4.0～5.0m 砂質礫石 1.15 E-01 cm/sec 

BH-63 3.0～4.0m 砂質礫石 1.15 E-04 cm/sec 

BH-76 4.0～5.0m 砂質礫石 1.95 E-02 c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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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土壤化學性質取樣及試驗 

土壤化學性質試驗係在 BH-1 等 21 孔鑽孔孔位旁鑽取地下淺層土樣，以每 0.5m 採

集 1 個樣品進行 XRF 篩測，並視篩測結果擇樣品進行重金屬分析。共計完成 21 組，試

驗成果顯示均未超過監測及管制標準，詳見表 4.2-2，詳細試驗報告參見本報告附錄 F。 

4.2.4 地下水質分析取樣及試驗 

地下水質分析取樣及試驗係在 BH-1 等 21 孔鑽孔孔內，以微洗井方式進行水樣採

取，分析其 PH 值、水溫、導電度、總溶解固體物、總硬度、氯鹽、氨鹽、硫酸鹽、氟

鹽、氨氣、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總有機碳、總酚、鐵、猛等含量。共計完成 21 組，

試驗成果彙整於表 4.2-3，詳細試驗報告參見本報告附錄 G。 

由試驗成果顯示，計畫區鐵及錳含量超過監測標準，與此區鄰近環保署區域水質測

站歷年測值相似，另依據水利署歷年地下水水質檢測分析結果顯示，全國十大地下水區

之地下水鐵與錳超標情形相當普遍，由於鐵與錳氧化物/氫氧化物屬地層沉積物中含量

較高之礦物成分，於還原環境中容易產生還原作用，而還原態的鐵與錳離子多以溶解狀

態出現於水體，造成地下水鐵與錳濃度偏高，其中桃園中壢台地之表層多為紅土台地礫

石層，除透水性差外，由於紅土富含鐵與錳氧化物，沉積物藉由長期之氧化還原反應，

使鐵與錳等金屬離子溶解並釋出於地下水中，研判屬區域背景水質特性所致。 

另檢出 BH-1、BH-14、BH-17、BH-59、BH-62 及 BH-114 地下水氨氮，以及 BH-1

地下水總有機碳超過監測標準情形，且明顯高於鄰近區域性監測井(后厝國小、大園國

中、南崁高中、大竹國小及海湖國小)歷年測値，顯示此處確有非地下水污染列管物質之

水樣入侵地下水體，惟氨氮及總有機碳僅有地下水監測標準，無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故建議地方環保機關針對鄰近生活污水、農業施肥及動物排泄物等可能之污染源，加強

巡查及管理作業，以避免污染情事發生。 

4.2.5 試坑開挖調查 

試坑開挖調查目的在於觀察瞭解礫石層之粒徑大小與產狀，並配合進行現地密度及

現地篩分析。共計完成 3 組，試驗成果詳見本報告附錄 P。開挖時遭遇最大礫石軸長為

30 公分，3 處試坑之現地濕密度分別為 2.17 t/m3、2.27 t/m3及 2.24 t/m3，現地乾密度分

別為 2.01 t/m3、2.07 t/m3及 2.07 t/m3。 

4.2.6 現地平鈑載重試驗 

試驗目的在於以剛性承壓鈑施加壓力，並量測試驗面之變位，以瞭解基礎材料之變

形特性。現階段針對礫石層完成 2 組試驗，測得礫石層之極限承載力為 5.26 kg/cm2，試

驗成果詳見本報告附錄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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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土壤化學性質檢測結果一覽表 

 
檢測項目 

採樣編號 
pH 鎳 銅 鋅 鉛 鎘 鉻 汞 砷 

1 BH-1 6.1 18..6 16.6 94.9 16.1 ND 52.5 0.094 14.4

2 BH-3 5.7 22.4 16 37.5 14.6 1.22 45.8 0.06 11.7

3 BH-4 5.5 19.1 22.8 54 17.2 1.03 38.9 0.103 9.94

4 BH-10 7 22.9 15.6 54.9 20 ND 43.1 ND 12.8

5 BH-12 7.2 20.6 18.1 52.9 28 1.19 42.5 ND 10.2

6 BH-14 6.7 17.4 11 30.4 10.5 0.95 39.4 0.1 4.11

7 BH-16 6 26.3 38.2 62.3 14.3 1.18 58.5 0.062 7.04

8 BH-17 6.2 12.9 ND 23.6 8.62 ND 17.2 ND 5.93

9 BH-28 5.6 13.5 14.3 31.8 20.2 ND 39.1 ND 10.7

10 BH-49 7.0 11.6 35.2 101 16.1 
ND 

(<1.00)
42.3 0.186 10.4

11 BH-50 5.7 13.3 22.1 48.7 16.2 
ND 

(<1.00)
27.6 0.129 5.04

12 BH-59 6.9 20.6 37.2 142 231 
ND 

(<1.00)
39.6 0.110 8.67

13 BH-62 6.8 36.3 162 240 48.7 1.70 55.2 0.127 9.57

14 BH-79 6.8 17.0 17.9 57.3 26.8 
ND 

(<1.00)
36.2 

ND 
(<0.042)

7.92

15 BH-83 5.8 19.6 24.0 62.0 19.1 
ND 

(<1.00)
35.5 0.122 9.82

16 BH-84 6.2 22.0 12.8 51.8 16.3 
ND 

(<1.00)
36.1 

ND 
(<0.042)

8.14

17 BH-90 6.8 23.8 16.4 45.9 26.8 1.22 61.7 0.071 13.9

18 BH-91 6.5 24.6 16.8 51.2 12.2 
ND 

(<1.00)
42.1 0.076 10.9

19 BH-109 7.6 28.8 106 116 22.5 
ND 

(<1.00)
42.3 0.186 10.4

20 BH-114 5.6 36.9 24.0 82.7 15.0 1.31 63.9 0.087 13.8

21 BH-116 7.3 21.1 14.7 53.9 18.9 1.11 46.3 0.090 13.8

監測標準(mg/kg) ─ 130 220 1000 1000 10 175 10 30 

管制標準(mg/kg) ─ 200 400 2000 2000 20 250 20 60 

註：“─＂表無規定；“ND＂表低於偵測極限；單位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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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地下水質分析檢測結果一覽表(1/2) 

檢測項目 
管制 
標準 

監測 
標準 

BH-1 BH-3 BH-4 BH-10 BH-12 BH-14 BH-16 BH-17 BH-28 BH-49

pH ─ ─ 6.5 6.3 6.4 6.3 8.0 5.9 6.7 6.0 9.5 6.6 

水溫 (℃) ─ ─ 21.0 15.7 18.1 21.9 19.3 21.7 21.7 22.3 22.8 28.8 

導電度 
(μmho/cm) 

─ ─ 826 500 712 346 201 390 490 326 1,090 583 

總溶解 
固體物 

─ 1250 1,060 418 495 240 336 296 426 234 697 370 

總硬度 ─ 750 200 132 136 92.3 116 139 67.9 73.7 195 180 

氯鹽 ─ 625 59.4 26.4 57.4 32.9 33.1 46.5 26.2 41.1 165 37.9 

硫酸鹽 ─ 625 144 138 143 49.4 67.9 86.7 55.3 49.5 111 88.7 

氟鹽 8.0 4.0 0.15 0.11 0.14 0.11 0.13 <0.10 0.13 <0.10 0.28 0.15 

氨氮 ─ 0.25 5.70 0.11 0.10 0.23 0.12 0.33 0.05 3.10 0.20 0.10 

硝酸鹽氮 100 50 0.04 0.04 0.28 0.06 0.06 0.11 0.08 0.34 0.16 0.54 

亞硝酸鹽氮 10 5 <0.01 ND <0.01 ND ND 0.01 ND ND 0.01 0.01 

總有機碳 ─ 10 274 1.9 2.3 6.7 5.0 1.3 0.7 2.4 ND 5.7 

總酚 ─ 0.14 0.0300 ND ND ND 0.0033 0.0075 0.0663 0.0055 0.0252 0.0054

鐵 ─ 1.5 1.97 0.990 1.01 0.662 1.08 0.664 2.97 1.37 2.92 2.44 

錳 ─ 0.25 1.51 1.17 2.65 0.031 0.096 0.553 0.458 0.332 0.136 0.300

註：“─＂表無規定；“ND＂表低於偵測極限；單位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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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地下水質分析檢測結果一覽表(2/2) 

檢測項目 
管制 
標準 

監測 
標準 

BH-50 BH-59 BH-62 BH-79 BH-83 BH-84
BH-
90

BH- 
91 

BH- 
109 

BH- 
114 

BH-
116

pH ─ ─ 6.0 6.2 6.2 6.2 6.7 7.8 7.4 7.0 8.9 7.8 6.0

水溫 (℃) ─ ─ 29.4 25.2 25.5 21.0 25.5 20.2 25.0 26.0 25.3 28.6 34.0

導電度 
(μmho/cm) 

─ ─ 1330 438 444 363 913 199 327 319 792 453 454

總溶解 
固體物 

─ 1250 767 332 394 258 481 210 296 216 454 322 264

總硬度 ─ 750 216 137 171 92.3 135 100 112 91.4 90.6 131 110

氯鹽 ─ 625 78.3 52.5 52.4 43.4 92.2 28.6 33.0 27.8 88.6 60.8 34.3

硫酸鹽 ─ 625 194 90.7 80.2 52.7 121 31.0 63.3 34.6 117 68.2 61.7

氟鹽 8.0 4.0 <0.10 <0.10 <0.10 <0.10 0.14 <0.10 0.15 0.15 0.41 0.36 0.11

氨氮 ─ 0.25 0.07 0.80 1.43 0.06 0.08 0.06 0.10 ND 0.12 0.88 0.11

硝酸鹽氮 100 50 0.10 0.59 0.04 0.10 0.24 0.06 ND ND 0.02 0.02 1.05

亞硝酸鹽氮 10 5 <0.01 0.01 0.01 <0.01 0.001 ND ND ND <0.01 0.01 0.11

總有機碳 ─ 10 2.4 1.6 5.0 3.9 4.6 6.3 5.0 4.1 4.4 29.3 4.0

總酚 ─ 0.14 0.0045 0.0059 0.0033 ND 0.0032 0.0028 ND 0.0053 0.0046 0.0050 ND

鐵 ─ 1.5 0.461 2.58 2.47 0.583 0.516 1.51 3.46 1.73 2.64 1.85 0.659

錳 ─ 0.25 0.556 0.297 0.261 0.114 0.432 0.292 0.122 0.206 0.072 0.164 0.063

註：“─＂表無規定；“ND＂表低於偵測極限；單位為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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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室內試驗 

現階段完成之室內試驗項目，包含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土壤直接剪力試驗、土壤

三軸壓縮試驗、土壤無圍壓縮試驗、土壤單向度壓密試驗、岩石一般物理性質試驗、岩石

單軸抗壓強度試驗，以及加州載重比及改良式夯實試驗。茲將各項室內試驗之成果概述於

下。 

5.1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係利用標準貫入試驗取得之銅圈土樣，以及薄管取得之土樣，

分析其粒徑分析、土壤分類、含水量、單位重、比重、孔隙比、塑性指數以及液性限度。

共計完成 164 組，試驗成果詳見表 5.1-1 以及本報告附錄 H。 

5.2 土壤直接剪力試驗 

土壤直接剪力試驗係利用薄管取得之土樣，分析其含水量、單位重、凝聚力及摩擦角。

現階段利用在 BH-22 鑽孔深度 2.35-2.55 公尺處以薄管採得之砂樣，完成 1 組土壤直接剪力

試驗，測得其有效凝聚力為 0.14 kgf/cm2，有效摩擦角為 37.2 度，如表 5.2-1 所示。相關試

驗成果圖表詳見本報告附錄 I。 

5.3 土壤三軸壓縮試驗 

土壤三軸壓縮試驗(CIU)係利用以薄管取得之土樣，分析其含水量、單位重、凝聚力及

摩擦角。共計完成 7 組，試驗成果詳見表 5.3-1 以及本報告附錄 J。 

5.4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係利用薄管取得之土樣分析其單位重、含水量以及無圍壓縮強度。

共計完成 17 組，試驗成果詳見表 5.4-1 以及本報告附錄 K。 

5.5 土壤單向度壓密試驗 

土壤單向度壓密試驗係利用薄管取得之土樣，進行土壤分類以及單向度壓密試驗求其

壓縮指數以及回彈指數。共計完成 11 組，試驗成果詳見表 5.5-1 以及本報告附錄 L。 

5.6 岩石一般物理性質試驗 

自旋鑽孔鑽獲之岩層岩心選取適當岩樣，分析其比重、含水量、單位重、孔隙率、吸

水率。共計完成 7 組，試驗成果詳見表 5.6-1 以及本報告附錄 M。 

5.7 岩石單軸抗壓強度試驗 

自旋鑽孔鑽獲之岩層岩心選取適當岩樣分析其單軸抗壓強度。共計完成 7 組，試驗成

果詳見表 5.7-1 以及本報告附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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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加州載重比及改良式夯實試驗 

此試驗目的在於求取最佳含水量等道路鋪面設計所需參數。共計完成 11 組，試驗成果

詳見表 5.8-1 以及本報告附錄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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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成果表(1/6)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M) 

N值 

含

水

量 

W 

(%)

比

重 

Gs 

液

性 

限

度 

LL 

(%)

塑

性 

指

數 

PI 

(%)

粒徑分析(%) 

分類 

符號 

孔

隙

比 

e 

單位重

γt 

(t/m3)

G
ravel 

S
and

 

S
ilt 

C
lay 

BH-1 S-1 1.05-1.50 5 36 2.65 64 38 0 5 30 65 CH 0.88 1.92 

BH-1 S-2 2.50-2.95 13 29 2.68 55 32 0 10 35 55 CH 0.67 2.08 

BH-1 S-3 4.05-4.50 11 33 2.67 59 34 0 8 34 58 CH 0.83 1.95 

BH-1 S-7 14.45-14.90 >50 21 2.67 -- NP 0 80 13 7 SM 0.62 2.00 

BH-1 S-8 16.05-16.50 >50 31 2.66 -- NP 0 72 22 6 SM 0.83 1.90 

BH-1 S-9 17.55-17.90 >50 28 2.65 31 12 0 15 67 18 CL 0.81 1.87 

BH-1 S-10 19.05-19.45 >50 27 2.63 -- NP 0 86 12 2 SM 0.65 2.03 

BH-3 S-1 2.45-2.90 9 29 2.69 52 29 0 11 34 55 CH 0.71 2.04 

BH-3 S-2 3.55-4.00 11 30 2.69 55 29 0 10 35 55 CH 0.82 1.92 

BH-3 S-3 6.55-6.76 >50 11 2.67 -- NP 27 49 14 10 SM 1.07 1.43 

BH-3 S-6 15.55-15.72 >50 10 2.67 -- NP 49 35 10 6 GM 0.32 2.23 

BH-4 S-1 1.55-1.73 >50 8 2.67 -- NP 52 35 8 5 GM 0.15 2.51 

BH-4 S-4 10.55-10.71 >50 7 2.66 -- NP 53 25 7 5 GP-GM 0.37 2.07 

BH-5 S-6 13.55-14.00 42 20 2.64 25 7 0 61 26 13 SC-SM 0.50 2.11 

BH-5 S-7 15.55-15.95 >50 10 2.65 -- NP 39 42 13 6 SM 0.25 2.34 

BH-6 S-1 1.55-1.89 >50 25 2.70 -- NP 6 79 9 6 SM 0.71 1.97 

BH-6 S-4 9.55-9.89 >50 25 2.72 -- NP 4 74 15 7 SM 0.67 2.01 

BH-6 S-5 12.55-13.00 31 20 2.64 22 4 0 70 19 11 SC-SM 0.50 2.12 

BH-6 S-6 15.55-16.00 19 21 2.62 31 15 0 5 62 33 CL 0.56 2.04 

BH-7 S-1 1.55-1.80 >50 13 2.60 -- -- 45 32 12 11 -- 0.44 2.04 

BH-7 S-2 2.55-2.76 >50 17 2.60 26 13 15 45 20 20 SC 0.47 2.07 

BH-7 S-5 11.55-11.87 >50 16 2.66 -- NP 28 57 9 6 SM 0.47 2.10 

BH-8 S-1 1.05-1.50 6 22 2.59 29 15 0 16 53 31 CL 0.54 2.06 

BH-8 S-2 2.55-3.00 5 40 2.67 58 39 0 9 39 52 CH 1.03 1.85 

BH-8 S-3 4.05-4.50 5 44 2.64 68 46 0 5 29 66 CH 1.14 1.78 

BH-8 S-4 5.55-6.00 38 27 2.63 -- NP 0 78 15 7 SM 0.74 1.92 

BH-9 S-1 1.05-1.50 7 22 2.64 35 19 0 33 38 29 CL 0.54 2.09 

BH-9 S-2 2.55-3.00 11 23 2.63 -- NP 0 74 16 10 SM 0.59 2.04 

BH-10 S-1 2.45-2.90 15 27 2.59 32 16 0 19 44 37 CL 0.74 1.89 

BH-10 S-3 5.55-5.74 >50 9 2.6 -- NP 72 17 5 6 GP-GM 0.24 2.29 

BH-11 S-6 15.55-15.74 >50 15 2.65 27 12 43 30 12 15 GC 0.40 2.18 

BH-12 S-3 6.55-6.74 >50 20 2.58 29 15 19 22 38 21 CL 0.56 1.99 

BH-13 S-4 9.55-9.74 >50 7 2.61 -- NP 64 23 5 8 GM 0.78 1.57 

BH-14 S-1 2.45-2.90 10 24 2.69 27 9 0 58 24 18 SC 0.66 2.02 

BH-14 S-2 3.55-3.87 >50 18 2.67 24 7 32 41 18 9 SC-SM 0.60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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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成果表(2/6)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M) 

N值 

含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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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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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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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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粒徑分析(%) 

分類 

符號 

孔

隙

比 

e 

單位重

γt 

(t/m3)

G
ravel 

S
and

 

S
ilt 

C
lay 

BH-15 S-1 1.55-2.00 10 27 2.68 39 17 0 30 39 31 CL 0.70 2.01 

BH-16 S-1 2.45-2.90 10 28 2.69 43 19 0 19 49 32 CL 0.70 2.03 

BH-16 S-3 6.55-6.76 >50 6 2.63 -- NP 66 23 6 5 GP-GM 0.07 2.60 

BH-17 S-1 1.55-1.74 >50 7 -- -- NP 71 21 8 GP-GM 0.22 2.30 

BH-17 S-3 5.55-6.00 46 21 2.64 22 3 0 66 23 11 SM 0.52 2.10 

BH-18 S-1 1.55-1.74 >50 11 2.64 -- NP 50 39 6 5 GW-GM 0.35 2.17 

BH-18 S-2 3.55-3.77 >50 6 -- -- NP 77 18 5 GP-GM 0.31 2.13 

BH-19 S-2 3.55-3.76 >50 7 -- -- NP 83 16 1 GP 0.69 1.67 

BH-19 S-6 14.55-14.75 >50 8 -- -- NP 76 23 1 GW 0.59 1.79 

BH-20 S-1 2.10-2.29 >50 17 2.63 -- -- 43 24 15 18 -- 0.37 2.24 

BH-20 S-5 14.55-15.00 18 23 2.63 35 18 0 9 63 28 CL 0.57 2.06 

BH-21 S-3 6.55-6.74 >50 12 2.63 -- -- 59 21 10 10 -- 0.36 2.17 

BH-21 S-6 15.55-15.72 >50 21 2.69 -- -- 33 28 20 19 -- 0.77 1.84 

BH-22 S-1 1.05-1.50 7 28 2.67 39 21 0 20 50 30 CL 0.77 1.93 

BH-22 S-2 2.55-3.00 9 26 2.66 38 20 0 22 48 30 CL 0.71 1.96 

BH-23 S-5 10.05-10.50 >50 20 2.64 -- NP 0 80 16 4 SM 0.71 1.85 

BH-23 S-6 13.05-13.40 >50 21 2.64 -- NP 0 79 17 4 SM 0.66 1.92 

BH-24 S-1 2.45-2.90 11 28 2.69 55 29 0 5 38 57 CH 0.73 2.00 

BH-24 S-2 3.55-4.00 11 28 2.69 52 25 0 4 35 61 CH 0.72 2.00 

BH-25 S-1 1.55-1.79 >50 16 2.64 22 7 5 36 38 21 CL-ML 0.37 2.23 

BH-25 S-3 6.55-6.74 >50 13 2.62 -- -- 57 24 9 10 -- 0.38 2.15 

BH-26 S-1 1.05-1.50 9 33 2.65 60 35 0 6 32 62 CH 1.09 1.69 

BH-26 S-2 2.55-3.00 10 28 2.67 51 29 0 9 40 51 CH 0.76 1.94 

BH-26 S-9 13.05-13.50 27 13 2.61 20 7 0 46 38 16 CL-ML 0.57 1.88 

BH-26 S-10 14.55-15.00 24 22 2.62 -- NP 0 73 22 5 SM 0.66 1.92 

BH-26 S-11 16.05-16.50 31 26 2.62 -- NP 0 65 30 5 SM 0.82 1.82 

BH-26 S-12 17.55-18.00 33 29 2.63 -- NP 0 62 31 7 SM 0.80 1.89 

BH-26 S-13 19.05-19.50 34 27 2.63 -- NP 0 69 26 5 SM 0.88 1.78 

BH-27 S-1 1.55-2.00 9 33 2.66 35 19 10 24 39 27 CL 0.98 1.79 

BH-27 S-5 12.55-13.00 14 21 2.70 25 11 0 59 32 9 SC 0.55 2.11 

BH-27 S-6 14.55-15.00 21 21 2.69 25 10 0 58 31 11 SC 0.58 2.06 

BH-28 S-1 1.05-1.50 16 21 2.64 25 6 0 64 22 14 SC-SM 0.58 2.03 

BH-28 S-2 2.55-3.00 18 22 2.65 28 7 0 70 15 15 SC-SM 0.59 2.03 

BH-28 S-8 16.05-16.50 41 26 2.65 -- NP 0 90 8 2 SP-SM 0.73 1.93 

BH-29 S-9 13.05-13.50 >50 26 2.66 -- NP 0 94 4 2 SP-SM 0.75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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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成果表(3/6)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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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30 S-2 3.55-3.76 >50 8 2.60 -- NP 58 37 3 2 GW-GM 0.37 2.05 

BH-30 S-6 15.55-15.76 >50 14 2.64 -- NP 57 22 10 11 GM 0.38 2.18 

BH-32 S-4 9.55-9.76 >50 8 2.6 -- NP 61 27 7 5 GP-GM 0.40 2.00 

BH-33 S-6 15.55-15.72 >50 5 2.66 -- NP 58 31 8 3 GW-GM 0.29 2.17 

BH-35 S-1 1.05-1.50 5 23 2.63 36 20 0 12 48 40 CL 0.63 1.99 

BH-37 S-1 1.05-1.50 11 23 2.65 43 25 0 14 46 40 CL 0.61 2.03 

BH-40 S-1 1.55-1.83 >50 20 2.64 31 14 15 15 38 32 CL 0.47 2.16 

BH-41 S-5 10.55-11.00 23 28 2.69 -- NP 0 73 20 7 SM 0.80 1.91 

BH-42 S-6 15.55-15.73 >50 8 2.60 -- NP 57 32 8 3 GP-GM 0.38 2.04 

BH-44 S-2 3.55-3.77 >50 9 2.62 -- NP 55 31 8 6 GM 0.35 2.12 

BH-45 S-5 12.55-13.00 20 20 2.65 31 16 0 36 35 29 CL 0.55 2.05 

BH-48 S-5 11.55-11.89 >50 20 2.63 -- NP 0 41 52 7 ML 0.60 1.97 

BH-48 S-6 14.55-15.00 >50 19 2.65 23 2 0 44 46 10 ML 0.56 2.02 

BH-48 S-7 17.55-17.92 >50 16 2.64 20 2 0 47 43 10 ML 0.54 1.99 

BH-48 S-8 20.05-20.40 >50 22 2.64 23 6 0 40 48 12 CL-ML 0.57 2.05 

BH-49 S-10 14.55-15.00 7 22 2.65 -- NP 16 67 14 3 SM 0.68 1.92 

BH-49 S-11 16.05-16.50 10 23 2.63 -- NP 2 77 17 4 SM 0.73 1.87 

BH-49 S-12 17.55-18.00 12 25 2.65 -- NP 0 88 10 2 SW-SM 0.76 1.89 

BH-49 S-13 19.05-19.50 20 25 2.65 -- NP 2 83 13 2 SM 0.73 1.92 

BH-50 S-6 15.55-15.72 >50 7 -- -- NP 81 15 4 GP 0.46 1.92 

BH-52 S-9 13.05-13.50 5 20 2.61 23 8 0 45 39 16 CL 0.49 2.10 

BH-52 S-11 16.05-16.50 3 25 2.58 -- NP 23 12 36 29 ML 0.63 1.98 

BH-52 S-12 17.55-18.00 20 28 2.58 -- NP 0 65 22 13 SM 0.75 1.89 

BH-52 S-13 19.05-19.50 22 25 2.63 -- NP 0 81 14 5 SM 0.77 1.86 

BH-53 S-1 1.05-1.50 20 24 2.62 40 21 9 26 41 24 CL 0.73 1.88 

BH-53 S-2 2.55-3.00 16 27 2.66 38 17 0 39 35 26 CL 0.74 1.94 

BH-53 S-3 4.05-4.50 17 28 2.67 40 19 0 32 36 32 CL 0.73 1.98 

BH-53 S-7 10.05-10.50 23 27 2.68 -- NP 0 73 21 6 SM 0.76 1.93 

BH-54 S-1 1.05-1.50 8 28 2.65 51 28 0 6 47 47 CH 0.76 1.93 

BH-54 S-2 2.55-3.00 10 26 2.69 51 28 0 6 46 48 CH 0.70 2.00 

BH-54 S-3 4.05-4.50 23 22 2.66 39 18 0 14 46 40 CL 0.64 1.98 

BH-56 S-3 6.55-6.74 >50 9 2.60 -- NP 48 42 6 4 GP-GM 0.40 2.02 

BH-57 S-1 1.55-2.00 11 23 2.68 47 27 0 12 46 42 CL 0.61 2.05 

BH-57 S-5 12.55-12.76 >50 20 2.65 -- -- 37 23 18 22 -- 0.57 2.03 

BH-58 S-1 1.05-1.50 6 24 2.61 40 20 0 12 48 40 CL 0.57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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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成果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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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58 S-2 2.55-2.90 >50 24 2.68 51 29 0 17 42 41 CH 0.68 1.98 

BH-59 S-1 1.55-2.00 10 29 2.66 58 36 0 6 38 56 CH 0.78 1.93 

BH-59 S-4 9.55-9.73 >50 7 2.58 -- NP 64 24 8 4 GW-GM 0.12 2.47 

BH-61 S-1 1.55-2.00 9 28 2.64 47 26 0 7 41 52 CL 0.73 1.95 

BH-61 S-2 3.55-4.00 9 25 2.68 38 17 0 18 53 29 CL 0.78 1.89 

BH-61 S-6 15.55-15.76 >50 14 2.61 31 14 34 27 28 11 GC 0.38 2.15 

BH-64 S-1 1.55-2.00 36 25 2.68 38 17 0 18 53 29 CL 0.78 1.81 

BH-64 S-2 3.55-4.00 39 31 2.66 54 32 0 6 39 55 CH 0.91 1.83 

BH-66 S-1 1.55-1.75 >50 20 2.65 -- NP 24 18 30 28 ML 0.64 1.94 

BH-66 S-5 12.55-13.00 25 19 2.62 23 5 0 65 24 11 SC-SM 0.52 2.06 

BH-69 S-1 1.55-1.75 >50 17 2.64 35 19 0 50 21 29 CL 0.55 2.00 

BH-70 S-1 1.55-2.00 10 25 2.63 46 25 0 13 38 49 CL 0.69 1.95 

BH-70 S-3 6.55-6.78 >50 7 2.63 -- NP 34 40 19 7 SM 0.34 2.10 

BH-71 S-3 6.55-6.73 >50 9 2.62 -- NP 58 28 7 7 GM 0.37 2.09 

BH-71 S-6 15.55-16.00 13 21 2.60 31 17 0 8 61 31 CL 0.61 1.95 

BH-72 S-2 3.55-3.77 >50 10 2.60 -- NP 55 34 6 5 GP-GM 0.37 2.09 

BH-74 S-3 6.55-6.74 >50 2 2.60 -- NP 81 15 3 1 GP 0.28 2.07 

BH-75 S-1 1.55-2.00 12 21 2.63 38 20 12 16 37 35 CL 0.68 1.90 

BH-76 S-1 1.05-1.50 6 27 2.67 34 16 0 26 41 33 CL 0.74 1.95 

BH-77 S-3 6.55-6.75 >50 15 2.66 -- NP 46 37 10 7 GM 0.43 2.14 

BH-78 S-1 1.55-2.00 48 18 2.69 28 12 27 44 13 16 SC 0.55 2.05 

BH-78 S-2 3.55-3.78 >50 24 2.68 32 14 8 54 16 22 SC 0.55 2.14 

BH-79 S-3 5.55-6.00 14 27 2.71 -- NP 0 74 18 8 SM 0.80 1.92 

BH-79 S-4 7.55-7.87 >50 23 2.69 -- NP 17 62 16 5 SM 0.68 1.97 

BH-80 S-1 1.55-2.00 8 27 2.70 37 18 0 30 36 34 CL 0.79 1.92 

BH-80 S-5 12.55-13.00 26 27 2.70 -- NP 0 83 12 5 SM 0.85 1.85 

BH-81 S-6 14.55-15.00 33 20 2.68 22 9 7 59 25 9 SC 0.53 2.11 

BH-82 S-1 2.40-2.85 16 23 2.67 35 16 9 34 33 24 CL 0.57 2.09 

BH-83 S-1 2.45-2.90 10 29 2.64 56 34 0 6 38 56 CH 0.73 1.97 

BH-83 S-4 9.55-9.74 >50 8 2.56 -- NP 62 26 9 3 GP-GM 0.38 2.00 

BH-84 S-1 1.55-1.90 8 26 2.68 38 18 0 30 37 33 CL 0.75 1.94 

BH-85 S-1 2.45-2.90 10 21 2.68 29 12 0 29 39 32 CL 0.55 2.10 

BH-85 S-2 3.55-3.85 >50 20 2.64 32 15 0 15 49 36 CL 0.53 2.07 

BH-87 S-1 2.45-2.90 11 25 2.68 37 16 0 27 42 31 CL 0.66 2.02 

BH-88 S-1 2.45-2.90 9 25 2.63 28 14 0 45 31 24 CL 0.6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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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成果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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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89 S-4 9.55-9.74 >50 7 2.55 -- NP 66 26 5 3 GP-GM 0.42 1.92 

BH-90 S-1 2.45-2.64 >50 7 2.63 -- NP 37 25 26 12 GM 0.25 2.25 

BH-91 S-1 2.45-2.90 18 21 2.65 30 13 4 45 29 22 CL 0.56 2.06 

BH-91 S-5 12.55-12.76 >50 8 2.62 -- NP 64 20 13 3 GM 0.29 2.20 

BH-95 S-1 2.35-2.80 22 21 2.66 33 16 0 23 47 30 CL 0.57 2.05 

BH-95 S-3 6.55-6.76 >50 14 2.65 -- -- 45 22 18 15 -- 0.35 2.24 

BH-95 S-7 17.55-18.00 >50 21 2.66 44 25 0 3 76 21 CL 0.54 2.09 

BH-95 S-8 20.05-20.50 >50 22 2.65 48 29 0 3 72 25 CL 0.54 2.10 

BH-99 S-1 1.05-1.50 2 12 2.60 -- -- 58 15 14 13 -- 0.50 1.94 

BH-99 S-2 2.55-3.00 9 25 2.62 -- NP 0 92 5 3 SP-SM 0.78 1.84 

BH-99 S-8 11.55-11.73 >50 24 2.63 30 15 0 32 39 29 CL 0.66 1.97 

BH-99 S-11 16.05-16.50 >50 27 2.65 -- NP 0 93 5 2 SP-SM 0.76 1.92 

BH-100 S-3 6.55-6.82 >50 10 2.64 -- -- 65 19 6 10 -- 0.06 2.73 

BH-109 S-1 1.05-1.50 8 29 2.65 44 25 0 12 60 28 CL 0.77 1.94 

BH-109 S-2 2.55-3.00 9 25 2.62 43 24 0 3 65 32 CL 0.73 1.90 

BH-109 S-3 4.05-4.50 10 33 2.63 45 24 0 3 69 28 CL 0.90 1.84 

BH-109 S-10 14.55-15.00 30 19 2.65 -- NP 0 85 12 3 SM 0.71 1.84 

BH-110 S-1 1.05-1.50 2 33 2.60 31 11 0 8 74 18 CL 0.80 1.92 

BH-110 S-8 11.55-12.00 >50 25 2.64 -- NP 0 91 8 1 SP-SM 0.75 1.89 

BH-113 S-4 9.55-9.87 >50 16 2.64 -- -- 52 29 9 10 -- 0.40 2.18 

BH-114 S-1 1.05-1.50 7 29 2.64 50 27 0 5 56 39 CH 0.84 1.86 

BH-114 S-2 2.55-3.00 7 30 2.67 59 33 0 5 48 47 CH 0.94 1.79 

BH-116 S-5 12.55-12.75 >50 14 2.56 -- -- 46 27 15 12 -- 0.38 2.12 

BH-117 S-13 18.53-18.80 >50 25 2.70 29 12 0 13 69 18 CL 0.69 2.00 

BH-1 T-1 1.80-2.50 -- 33 2.67 61 33 0 8 30 62 CH 0.89 1.88 

BH-3 T-1 1.55-2.45 -- 27 2.71 59 38 0 9 32 59 CH 0.77 1.94 

BH-8 T-1 1.80-2.55 -- 26 2.72 75 55 0 19 40 41 CH 0.71 2.00 

BH-8 T-2 3.30-4.05 -- 56 2.71 69 47 0 6 42 52 CH 1.53 1.67 

BH-9 T-1 1.80-2.55 -- 22 2.62 29 12 0 62 24 14 SC 0.57 2.03 

BH-14 T-1 1.55-2.45 -- 26 2.70 33 14 0 41 35 24 CL 0.72 1.98 

BH-16 T-1 1.55-2.45 -- 27 2.71 41 19 0 23 41 36 CL 0.77 1.94 

BH-20 T-1 1.55-2.10 -- 26 2.62 50 32 0 3 50 47 CH 0.68 1.96 

BH-22 T-1-1 1.80-2.30 -- 28 2.69 34 18 0 27 45 28 CL 0.76 1.96 

BH-22 T-1-2 2.30-2.55 -- 22 2.65 -- NP 0 67 24 9 SM 0.58 2.04 

BH-24 T-1 1.55-2.45 -- 31 2.72 54 29 0 3 34 63 CH 0.86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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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成果表(6/6)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M) 

N值 

含

水

量 

W 

(%) 

比

重 

Gs 

液

性 

限

度 

LL 

(%)

塑

性 

指

數 

PI 

(%)

粒徑分析(%) 

分類 

符號 

孔

隙

比 

e 

單位重

γt 

(t/m3)

G
ravel 

S
and

 

S
ilt 

C
lay 

BH-28 T-1 1.80-2.55 -- 29 2.66 54 36 0 21 45 34 CH 0.78 1.93 

BH-79 T-1 1.55-2.40 -- 34 2.59 49 28 0 14 68 18 CL 0.88 1.85 

BH-82 T-1 1.55-2.40 -- 28 2.71 40 17 0 28 49 23 CL 0.77 1.96 

BH-83 T-1 1.55-2.45 -- 26 2.69 44 23 0 23 41 36 CL 0.69 2.01 

BH-85 T-1 1.55-2.45 -- 23 2.70 50 30 0 15 44 41 CH 0.64 2.02 

BH-87 T-1 1.55-2.45 -- 23 2.69 40 23 0 27 43 30 CL 0.62 2.04 

BH-88 T-1 1.55-2.45 -- 30 2.66 38 24 0 14 37 49 CL 0.76 1.97 

BH-90 T-1 1.55-2.45 -- 27 2.65 57 42 0 7 41 42 CH 0.77 1.90 

BH-91 T-1 1.55-2.45 -- 26 2.68 39 19 0 32 48 20 CL 0.69 2.00 

BH-95 T-1 1.55-2.35 -- 25 2.70 46 26 0 27 43 30 CL 0.71 1.97 

BH-109 T-1 1.80-2.55 -- 24 2.66 41 23 0 14 64 22 CL 0.65 2.00 

BH-113 T-1 1.55-2.40 -- 24 2.72 41 21 0 26 40 34 CL 0.69 2.00 

 

表 5.2-1 土壤直接剪力試驗成果表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M) 

單位

重γt 

(t/m3) 

含水量

W 

(%) 

液性 

限度 

LL 

(%) 

塑性 

指數 

PI 

(%) 

有效 

凝聚力 

c＇ 

(kgf/cm2)

有效 

摩擦角 

ψ＇ 

(Degree) 

土壤 

分類 

BH-22 T-1-2 2.35-2.55 2.04 22 -- NP 0.14 37.2 SM 

 
 

表 5.3-1 土壤三軸壓縮試驗(CIU)成果表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M) 

單位重 

γt 

(t/m3) 

含水量

W 

(%) 

有效 

凝聚力 

c＇ 

(kgf/cm2)

有效 

摩擦角 

ψ＇ 

(Degree)

凝聚力 

c 

(kgf/cm2) 

摩擦角 

ψ 

(Degree) 

土壤 

分類 

BH-83 T-1 2.05-2.40 2.01 26 0.016 24.7 0.181 21.4 CL 

BH-85 T-1 1.65-1.85 2.02 23 0.276 27.2 0.568 17.2 CH 

BH-88 T-1 1.75-2.45 1.97 30 0.021 26.4 0.144 11.4 CL 

BH-90 T-1 1.75-2.00 1.90 29 0.013 26.9 0.054 17.0 CH 

BH-91 T-1 1.75-2.00 2.00 25 0.122 28.3 0.457 20.1 CL 

BH-109 T-1 2.15-2.40 2.00 26 0.049 30.0 0.106 16.8 CL 

BH-113 T-1 1.55-2.40 2.00 24 0.211 27.7 0.358 22.0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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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成果表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M) 

單位重 

γt 

(t/m3) 

含水量

W 

(%) 

S 

(%) 

qu 

(kgf/cm2)
εf 
(%) 

su 

(kgf/cm2) 

Type 

Of 

sample 

土壤 

分類 

BH-1 T-1 2.00-2.20 1.88 33 99 0.71 1.75 0.36 未擾動 CH 

BH-3 T-1 1.75-1.95 1.94 27 95 4.15 3.59 2.08 未擾動 CH 

BH-8 T-1 1.90-2.10 2.00 26 99 2.38 9.15 1.19 未擾動 CH 

BH-9 T-1 1.90-2.10 2.03 22 100 2.57 4.74 1.29 未擾動 SC 

BH-14 T-1 1.75-1.95 1.98 26 98 0.70 2.46 0.35 未擾動 CL 

BH-16 T-1 1.65-1.85 1.97 27 98 1.10 5.87 0.55 未擾動 CL 

BH-20 T-1 1.75-1.95 1.96 26 100 2.49 13.08 1.24 未擾動 CH 

BH-24 T-1 1.85-2.05 1.92 31 98 2.00 10.50 1.00 未擾動 CH 

BH-28 T-1 1.90-2.10 1.93 29 100 1.05 13.12 0.52 未擾動 CH 

BH-79 T-1 1.85-2.05 1.85 34 100 0.82 10.28 0.41 未擾動 CL 

BH-82 T-1 1.80-2.00 1.96 28 99 0.91 3.15 0.46 未擾動 CL 

BH-83 T-1 1.75-1.95 1.99 26 100 1.13 3.36 0.57 未擾動 CL 

BH-85 T-1 1.85-2.05 2.02 23 96 0.66 6.28 0.33 未擾動 CH 

BH-87 T-1 1.65-1.85 2.04 23 100 1.05 2.08 0.52 未擾動 CL 

BH-90 T-1 1.55-1.75 1.92 30 100 0.36 13.14 0.18 未擾動 CH 

BH-95 T-1 1.75-1.95 1.97 25 95 2.22 8.81 1.11 未擾動 CL 

BH-109 T-1 1.95-2.15 1.86 30 93 0.11 9.22 0.06 未擾動 CL 

 
 

表 5.5-1 土壤單向度壓密試驗成果表 

孔號 樣號 

深度 

Depth 

(M) 

Initial Condition Final Condition 壓縮

指數

Cc 

Preconsolidation 

Pressure 

(kgf/cm2) 

回彈 

指數 

Cs 

土壤

分類W 

% 

S 

% 
e 

W 

% 

S 

% 
e 

BH-1 T-1 1.90-2.00 30 98 0.821 31 100 0.729 0.16 1.70 0.013 CH

BH-3 T-1 1.65-1.75 26 97 0.725 28 100 0.659 0.11 1.60 0.013 CH

BH-8 T-1 3.45-3.55 56 99 1.537 53 100 1.243 0.53 1.50 0.056 CH

BH-20 T-1 1.65-1.75 25 98 0.666 26 100 0.594 0.14 1.40 0.020 CH

BH-22 T-1-1 1.90-2.05 28 99 0.757 26 100 0.613 0.22 1.30 0.025 CL 

BH-24 T-1 1.75-1.85 31 100 0.840 30 100 0.753 0.17 2.00 0.015 CH

BH-83 T-1 1.75-1.85 26 99 0.710 25 100 0.608 0.16 1.70 0.012 CL 

BH-85 T-1 1.55-1.65 24 97 0.665 23 100 0.565 0.13 1.30 0.014 CH

BH-90 T-1 2.00-2.15 24 96 0.665 23 100 0.558 0.17 1.20 0.021 CH

BH-91 T-1 1.65-1.75 27 100 0.723 26 100 0.627 0.15 1.60 0.017 CL 

BH-109 T-1 1.85-1.95 23 93 0.659 22 100 0.532 0.18 1.40 0.021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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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 岩石一般物理性質試驗成果表 

孔號 深度(公尺) 
乾單位重 

(t/m3) 
含水量

Wn(%) 
比重 

Gs 
孔隙比 

e 
岩性 

BH-1 18.40-18.65 1.54 26.3 2.64 0.72 砂岩 

BH-8 17.35-17.70 1.82 18.2 2.69 0.48 泥岩 

BH-23 18.70-19.00 1.68 20.9 2.66 0.58 泥質砂岩 

BH-37 11.30-11.55 1.66 21.3 2.68 0.62 砂岩 

BH-37 13.00-13.30 1.73 20.2 2.67 0.54 泥質砂岩 

BH-60 19.75-19.95 1.88 15.3 2.65 0.41 泥質砂岩 

BH-109 16.11-16.35 1.84 11.6 2.66 0.45 泥質砂岩 

 

表 5.7-1 岩石單軸抗壓強度試驗成果表 

孔號 深度(公尺) 
單位重 

(t/m3) 
含水量

(%) 
單壓強度 

(kgf/cm2) 
破壞模式 岩性 

BH-1 18.40-18.65 1.94 26.3 0.42 軸向劈裂 砂岩 

BH-8 17.35-17.70 2.15 18.2 16.88 軸向劈裂 泥岩 

BH-23 18.70-19.00 2.03 20.9 4.61 軸向劈裂 泥質砂岩 

BH-37 11.30-11.55 2.01 21.5 1.58 軸向劈裂 砂岩 

BH-37 13.00-13.30 2.08 20.4 3.07 軸向劈裂 泥質砂岩 

BH-60 19.75-19.95 2.17 14.9 19.71 軸向劈裂 泥質砂岩 

BH-109 16.11-16.35 2.05 11.8 27.96 軸向劈裂 泥質砂岩 

 

表 5.8-1 加州載重比及改良式夯實試驗成果表 

樣號 坐標 
最佳 

含水量 
% 

最大 
乾密度 
t/m3 

95%壓實度 

乾密度 

t/m3 
CBR 樣品描述 

CBR-1 
E 274122.629 
N 2771092.195 

14.4 1.860 1.767 16 低塑性土壤 

CBR-2 
E 275324.062 
N 2772128.681 

15.6 1.805 1.715 26 低塑性土壤 

CBR-3 
E 277253.238 
N 2775473.264 

13.4 1.826 1.735 22 低塑性土壤 

CBR-4 
E 270956.758 
N 2771736.817 

17.5 1.814 1.723 11 低塑性土壤 

CBR-5 
E 275091.886 
N 2771260.530 

15.4 1.843 1.751 14 低塑性土壤 

CBR-6 
E 271279.376 
N 2769631.486 

19.0 1.717 1.631 13 低塑性土壤 

CBR-7 
E 273065.111 
N 2769758.549 

13.9 1.848 1.756 31 低塑性土壤 

CBR-8 
E 274203.041 
N 2772860.235 

13.2 1.842 1.750 38 低塑性土壤 

CBR-9 
E 275869.017 
N 2772328.303 

13.3 1.818 1.727 37 低塑性土壤 

CBR-10 
E 271386.564 
N 2771037.349 

13.4 1.898 1.803 11 低塑性土壤 

CBR-11 
E 272476.433 
N 2771940.714 

9.5 1.950 1.853 52 低塑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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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地質分析 

6.1 地質條件 

由鑽探成果顯示，本計畫區之地下地質材料分布狀況頗為單純，由上而下依序由表土

層(回填料、砂土、黏土)、礫石層(偶夾有薄層砂土或黏土)以及膠結不佳的岩層(泥質砂岩、

泥岩、砂岩)所構成，簡化地層表詳見表 6.1-1。 

覆蓋在礫石層上方的表土層厚度一般在 5 公尺以內，亦即鑽孔在孔深 0 到 5 公尺之間

即會遭遇礫石層(參見圖 6.1-1)。計畫區除了在東北部以及西南部地區岩層深度較淺，大致

在孔深 10 到 15 公尺可鑽獲岩層之外，計畫區其他地區岩層深度大多位於地下 20 公尺之下

(參見圖 6.1-2)。因此，表土層以及礫石層將會是未來計畫區挖填工程以及基礎承載所遭遇

之主要地質材料。由旋鑽孔鑽獲岩心顯示，計畫區礫石層之礫徑主要在 5 到 20 公分之間，

礫石與礫石大多相互支撐，礫石間細粒料為黏土質或砂質。圖 6.1-3 為某公共工程之基地開

挖現況，可見地表覆有厚約 1.2 公尺之紅棕色粉砂質黏土，下伏礫石層，礫石礫徑一般在 5

到 20 公分之間，礫石與礫石相互接觸，與鑽孔岩心之觀察結果相符。 

利用鑽孔資料繪製之計畫區 AA’剖面地質示意圖如圖 6.1-4 所示，AA’剖面所在位置參

見圖 6.1.2。 

表 6.1-1 計畫區簡化地層表 

分層 地質材料性質 
分層厚度 

(公尺) 
標準貫入試驗 

N 值 

表土層 回填料、砂土、黏土 0～5 約 2～20 

礫石層 礫石偶夾有薄層砂土或黏土 4～30 ＞50 

岩層 
膠結不佳之 

泥質砂岩、泥岩、砂岩 
底部未出露 約 15～＞50 

 

6.2 地下水位狀況 

計畫區地下水位概況，除了可由既有鑽探資料蒐集結果提供參考之外(參見圖 4.2-1)，

本計畫地質鑽孔於完鑽後均埋入內徑 2 英吋 PVC 管作為水位觀測井，PVC 管底端上方 1.5m

管長進行開孔並外紮濾網使能充分透水。埋設完成後，地下水位量測頻率約每週一次，連

續量測 8 次，量測期約為兩個月。本計畫現階段完成鑽孔之地下水位觀測資料顯示，地下

水位深度在孔口下 0.3 到 11.77 公尺之間；綜觀其他計畫既有鑽孔以及本計畫鑽孔地下水位

量測結果(圖 4.2-1)，計畫區地下水位大致以在地下 1 到 3 公尺之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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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民國 109 年 1 月 30 日拍攝 

圖 6.1-3 計畫區一帶某大型公共工程基地開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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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廢棄物 

綜覽計畫區其他計畫既有鑽孔地質紀錄，以及本計畫現階段完成之 97 孔地質鑽孔資

料，皆未發現有具規模之廢棄物填埋情形。未來計畫區內工程施工期間若有發現非法棄置

填埋之廢棄物，可進一步透過試挖採樣及檢測分析判定廢棄物類別，接續依據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國有或公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理之參考作業程序」及「私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

清理作業程序」進行處理。詳細作業流程重點說明如下。 

(一) 試挖採樣及檢測分析作業流程 

1. 試挖佈點方式 

地下物試挖作業點位之選定，將依據場址現況判斷後進行規劃，現場

工程師得視現場實際狀況酌予調整之。 

2. 採樣深度 

規劃每處試挖坑以 1.5m(長)*1.5m(寬)*4m(深)為原則。土壤重金屬樣品依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XRF)，原則上每 0.5 公尺

篩測 1 組樣品，篩測結果選擇分析樣品；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TotalPetroleumHydrocarbons,TPH) 則 依 光 離 子 偵 測 器 (Photo Ionization 

Detector, PID)、火焰離子偵測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FID)，原則上每

0.5 公尺篩測 1 組樣品；戴奧辛採樣深度原則表裡土 30 公分送樣分析；廢棄

物/營建混合物之組成、分類比例開挖深度至地下 4 公尺內。 

此外，樣品外觀、氣味，輔助研判檢測樣品深度，或視場址實際調查

需要，以比色法或免疫學測試法輔助篩測，挑選篩測結果偏高點位進行全

量分析。 

3. 試挖方法 

預定採樣處若有水泥或瀝青鋪面覆蓋，則需先以挖土機破除鋪面後，

再進行土壤試挖作業；在深層有機物採樣方面，則將利用人工方式連接採

樣管及鑽入套件進行直接貫入(Direct Push)取樣，試挖作業施作流程如圖

6.3-1 所示。 

4. 檢測項目及分析方法 

土壤重金屬係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最新檢驗方法執行樣品檢

驗分析工作。土壤樣品前處理部分，係依據「土壤採樣方法」 (NIEA 

S102.63B)、「土壤檢測方法總則」(NIEA S103.61C)之規定進行，將樣品放置

於乾淨器皿中，目視以手剔除石礫、樹枝等雜物後，以自然風乾(約需 7 至 

10 天)進行乾燥。乾燥過程視需要將團粒剝散，以免土壤因脫水而緊密膠

結。乾燥完成後，以木鎚打碎，以 10 mesh (孔徑 2 mm)標準篩全部過篩，

再經過研磨，全部通過 20 mesh (孔徑 0.84 mm)標準篩倒入大塑膠袋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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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後，再裝入樣品瓶中送驗分析。 

廢棄物/營建混合物之組成、分類比例係依據「一般廢棄物(垃圾)採樣

方法」(NIEA R124.00C)之規定進行，採樣方法之樣品採集視採樣機具設備

狀況，以網格法或四分法取得初步樣品，在配合四分法進行縮分，取得最

終樣品。 

各項土壤酸鹼值、重金屬、有機物、試挖位置進行掩埋廢棄物/營建混

合物之組成、分類比例及土壤污染物檢測試驗等項目之檢驗分析方法皆依

照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檢驗方法進行，如表 6.3-1 所示。於地下物預定試挖位

置進行掩埋廢棄物/營建混和物之組成、分類比例及土壤污染物檢測試驗，

若發現異常情形時針對異常段附近廢棄物進行 TCLP 分析，以瞭解廢棄物有

害/無害特性，並採集廢棄物底部原生土，研判土壤是否受污染，土壤檢測

/管制標準如表 6.3-2 所示。在試挖過程如有發現廢棄物或有毒物質，應現場

確認污染範圍，並將試挖所產生之廢棄物妥善處理後，依據廢清法之規定

辦理。另外，若經檢測結果發現土壤檢測值達法規標準，應進一步釐清地

下水污染區域範圍並研提相關改善措施。 

(二) 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理作業程序 

1. 國有或公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理之參考作業程序 

(1) 棄置場址發現與登錄列管 

針對非法棄置場址辦理通報、錄案及查察工作，且於非法棄置場址執

行隔離措施及緊急應變處理。 

(2) 釐清清理責任 

追查非法棄置污染行為人，並釐清清理責任對象。 

(3) 棄置場址調查 

依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確認廢棄物種類，廢棄物有害特性與數量

判定，後續清理或再利用廢棄物方法選定。 

(4) 提報棄置場址清理計畫書 

依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 提送棄置場址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及完成

相關清理流向申報前置作業。 

(5) 非法棄置場址清理作業 

辦理清理作業相關流向監督工作，確實完成廢棄物妥善清理或再利用

工作。 

(6) 環境復原與解除列管 

確認清理作業完成解除列管，並加強場址環境維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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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理作業程序 

(1) 場址發現與登錄列管 

針對非法棄置場址辦理通報查察、錄案工作，及相關阻隔及隔離作業，

並研判是否啟動緊急應變必要措施。 

(2) 釐清清理責任 

追查非法棄置污染行為人，並釐清清理責任對象。 

(3) 棄置場址調查 

確認廢棄物種類、數量，判定廢棄物有害特性，依廢棄物清理法相關

規定選定後續清理或再利用方式。 

(4) 限期清除處理 

限期提報「棄置場址廢棄物清理計畫」。 

(5) 清理作業 

辦理清理作業相關流向監督工作，確實完成廢棄物妥善清理或再利用

工作。 

(6) 環境復原 

確定環境復原後解除列管，及解列場址後續管理措施。 

(7) 緊急應變必要措施 

若有重大污染之虞，應進行緊急應變必要措施。 

 

 

確認採樣地點

土壤樣品採集

樣品分裝保存

現場準備作業

樣品清點作業

回復作業
 

圖 6.3-1 試挖作業施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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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土壤/廢棄物檢測項目及方法一覽表 

土壤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 

編號 名稱 
砷 NIEA S310.64B 砷化氫原子吸收光譜 

汞 
NIEA M317.04B 或
NIEA M318.01C 

冷蒸氣原子吸收光譜法或 
熱分解汞齊原子吸收光譜法 

鉛、鎘、鉻、銅、鋅、鎳 NIEA S321.65B 王水消化法(搭配 AA) 

有機化合物 
戴奧辛 NIEA M801.13B 同位素標幟稀釋氣象層析/高解析質譜法 

總石油碳氫

化合物(TPH) 
NIEA S703.62B 氣相層析儀/火焰離子化偵測器法 

廢棄物/營建混合物之組

成、分類比例 
NIEA R215.01C 

一般廢棄物（垃圾）單位容積重測定方法一

外觀密度測定法 

TCLP NIEA R201 . 15C 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表 6.3-2 土壤監測/管制標準 

土壤檢測項目 監測標準 管制標準 

砷 30 毫克/公斤 60 毫克/公斤  
汞 10 毫克/公斤 20 毫克/公斤 
鉛 1,000 毫克/公斤 2,000 毫克/公斤 
鎘 10 毫克/公斤 20 毫克/公斤 
鉻 175 毫克/公斤 250 毫克/公斤 
銅 220 毫克/公斤 400 毫克/公斤 
鋅 1,000 毫克/公斤 2000 毫克/公斤 
鎳 130 毫克/公斤 200 毫克/公斤 

有機化合物 
戴奧辛 - 1,000 奈克-毒性當量/公斤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TPH) 

- 1,000 毫克/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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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地工程分析評估 

7.1 簡化地層參數 

依據鑽探及試驗之結果研判，本基地之地質材料由上而下依序可分成(Ⅰ)表土層(Ⅱ)

礫石層(Ⅲ)膠結不佳的岩層(泥質砂岩、泥岩、砂岩)，簡化地層剖面如圖 6.1-4 所示。茲將

各分層依序說明如下： 

(Ⅰ)表土層 

分佈於地表，厚度為 0~5.0 m 不等，主要為回填土、粉土及粘土。標準貫入試驗 N 值

在 2~20 之間。 

(Ⅱ)礫石層 

分佈於表土層以下，厚度約為 4.0~30 公尺，由卵礫石偶夾薄層砂土或黏土所組成。標

準貫入試驗 N 值大於 50。 

(Ⅲ)岩層 

分佈於礫石層之下，岩性包含砂岩、泥岩、泥質砂岩，膠結不良。標準貫入試驗 N 值

約 15 到大於 50。岩石單壓強度為 0.42~27.96 kgf/cm2。 

經整理上述各層次之物理及力學特性並參考相關資料，建議本基地之地層簡化參數如

表 7.1-1。 

另依據鑽孔內地下水位觀測資料顯示， 基地之地下水位約位在地表下 1~3 公尺之間。

考慮季節性之水位變化或暴雨之影響，建議臨時性結構之水位採用位於地表面下 1.0m，永

久性結構之水位採用位於地表面下 2.0m。 

表 7.1-1 地盤液化損害程度分級 

分層 地質材料性質 
分層厚度 

(公尺) 
SPT 
N 值 

地層參數 

γt qu(t/m2) ψ＇(∘) c’(t/m2) 

表土層 
回填料、砂

土、黏土 
0～5.0 

約2～20

(10) 
(1.9) (10.8) (28) (0.5) 

礫石層 
礫石偶夾有薄

層砂土或黏土 
4～30 ＞50 2.1* - 40* 1.0* 

岩層 
泥質砂岩、泥

岩、砂岩 
底部 
未出露 

約 15～
＞50 

- - - - 

註 

1.()表平均值 
2.*表參考「台灣地區卵礫石層之工程特性，吳文隆等，1995，國際卵礫石層地下工程研討

會」及「台灣地區中北部卵礫石層工程性質及施工探討，張吉佐等，1996，地工技術第 55
期」。 
3.本表為依據本計畫土壤試驗成果及一般工程常用之分析模式研判後所建議之參數，設計

者應視實際設計需求自行判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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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液化潛能分析 

7.2.1 概述 

土壤液化係指飽和疏鬆之砂土於地震作用下，剪力波使土壤顆粒產生反覆剪應變，

導致孔隙水壓逐漸累積增大，上升的孔隙水壓降低土壤的有效應力，更甚者使土壤喪失

承受荷重能力而呈液態化狀況，稱為液化現象。土壤發生液化時，可能造成災害包括結

構物上浮，結構物沉陷破裂、基礎承載力減低及側向壓力增加等。影響液化潛能因素甚

多，基本上可分為現地土層特性、環境因素及地震特性三方面來考量，茲簡述如下： 

(1)土層特性：單位重、形狀與大小、相對密度及動態剪力模數等。 

(2)環境因素：現地地質概況如土層形成方式及年代、地下水位等。 

(3)地震特性：包括地震規模、地震延時與地表加速度等。 

通常地下水位面在地表下 10 公尺以內的沖積層，且地表面下 20 公尺以內平均粒徑

D50 在 0.02mm 至 2mm 間之飽和砂土層，在地震發生時有液化之可能性，需作液化潛能

之評估。 

7.2.2 土壤液化評估方法 

液化潛能評估主要係計算土層受地震作用所導致之反覆剪應力比，與推估土層抵抗

液化強度，進而比較兩者並評估土層液化之可能性。一般能滿足分析之精確度且符合工

程實務之需求，是採用以 SPT-N 值為主要評估參數之簡易經驗法，常用之分析方法可參

考內政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建議之評估方法。其分析流程如圖 7.2-1 所示。 

液化潛能分析乃指液化可能發生機率之大小，亦為液化與否之依據。由液化分析之

安全係數大小，一般僅能獲悉液化深度，較難瞭解液化產生所造成之液化等級、現象及

對建築物可能造成之災害。為瞭解液化危險性高低，參考日本岩崎等人(1980)提出利用

危害性指數 PL來評估液化危害度。液化危害性指數 PL可由下式求算： 





n

i
iiiL HWFP

1  
上式中 

Lii FF 1      當 10  LiF  

ii ZW 5.010    當 1LiF  

iW 為權重函數，代表第 i 層土壤液化對整體地盤損害程度之影響， iZ 為土層所在之

深度，其範圍在地表下 20 m 內。 LiF 為第 i 層土壤之抗液化安全係數， iH 為第 i 層土壤

之土層厚度。 

Iwasaki et al.(1982)根據日本地震案例之研究，定義地盤液化之損害程度可分為三

級，如下所示： 

:50  LP 輕微液化 

:155  LP 中度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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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LP  :嚴重液化 

根據日本地震案例研究，可依液化潛能指數進行損害程度分級，地盤液化損害程度

之定義如表 7.2-1。 

表 7.2-1 地盤液化損害程度分級 

液化潛能指數PL 液化損害程度 地表狀況 對建築物危害程度 

0～5 輕微液化 
局部地點零星 
噴水與噴砂 

液化危害性小，一般無明顯危害 

5～15 中度液化 
可能有輕微至 

嚴重噴水與噴砂 
略具液化危害性，可能有不均勻沈

陷與開裂，不均勻沈陷可達200mm

>15 嚴重液化 
地表面變形嚴重，

噴水與噴砂嚴重 
液化危害性大，不均勻沈陷 

可能大於200mm 

 
圖 7.2-1 液化評估分析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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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土壤液化評估結果 

內政部「建築耐震設計規範與解說」第十一章規定，針對砂土層液化潛能判定需分

別檢核中小度地震(回歸期為 30 年)、設計地震(回歸期為 475 年)及最大考量地震(回歸期

為 2500 年)時發生液化之可能性。在中小度地震(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之地表水平加速

度 A = 0.4SDS×g)，工址不得有液化之可能。在設計地震(地表水平加速度 A = 0.4SDS×g 時)

與最大考量地震(地表水平加速度 A = 0.4SMS×g 時)時，容許發生土壤液化，但建築物應採

用適當之基礎型式，並檢核液化後之安定性。 

依據「建築耐震設計規範與解說」規定，一般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及

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如下： 
D
SaDS SFS   

M
SaMS SFS 

SDS：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MS：工址短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Fa為反應譜等加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數，隨地盤種類與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 SS（
D
SS  或 M

SS  ）而改變；本計畫區位於桃園市大園區，屬於一般工址， D
SS  及 M

SS  分

別 0.5、0.7；用以決定工址放大係數 Fa之地盤分類，係依地表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

力波速 Vs30決定之，此值可利用下列公式計算： 

VS30=








n

i

i

Vsidi
1

n

1

/

di
 VSi=80×Ni×1/3 

根據鑽探成果計算本計畫區之 Vs30 皆大於 220m/s，為第一類地盤(堅實地盤)，對

應之 Fa 分別為 1.1 與 1.0，故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計算如下： 

SDS=1.0×0.5=0.50 SMS=1.0×0.7=0.70 

本計畫區中小度地震、設計地震及最大考量地震之地表加速度計算如下： 

地震狀況 地表水平加速度(g) 

中小度地震 

A=
gDSS

2.4

4.0

 
0.4×0.50/4.2=0.048 g 

設計地震 

A=0.4SDS g 
0.4×0.50=0.20 g 

最大考量地震 

A=0.4SMS g 
0.4×0.70=0.28 g 

一般而言，土壤液化大多發生在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且地下水位在地表下 10 公尺以

內的飽和疏鬆沖積砂質土層，通常當此沖積土層通過＃200 號篩之細粒含量在 10～15％以

下者其液化傾向較高(Seed，1976)。根據鑽探取樣試驗結果，針對本計畫區進行液化潛能評

估分析，目前地表下淺層砂性土層可能產生液化之土層各孔於不同地表加速度下土壤抗液

化安全係數 FL值隨深度變化結果如圖 7.2-2 至圖 7.2-5 所示，液化潛能指數 PL值與液化危害

度詳表 7.2-2，評估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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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小地震 (b)設計地震 (c)最大考量地震 

圖 7.2-2 計畫區域土壤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隨深度變化結果圖(BH-1 至 BH-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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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小地震 (b)設計地震 (c)最大考量地震 

圖 7.2-3 計畫區域土壤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隨深度變化結果圖(BH-31 至 BH-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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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小地震 (b)設計地震 (c)最大考量地震 

圖 7.2-4 計畫區域土壤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隨深度變化結果圖(BH-61 至 BH-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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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小地震 (b)設計地震 (c)最大考量地震 

圖 7.2-5 計畫區域土壤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隨深度變化結果圖(BH-91 至 BH-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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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各鑽孔液化潛能指數(PL)評估結果(NJRA 法) 

孔號 

中小度地震 
(A=0.048g) 

設計地震 
(A=0.20g) 

最大考量地震 
(A=0.28g) 

PL 評估結果 PL 評估結果 PL 評估結果 
BH-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1.22 液化危險性低

BH-1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2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58 液化危險性低

BH-2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13 液化危險性低 2.17 液化危險性低

BH-2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32 液化危險性低

BH-2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2.21 液化危險性低 8.68 輕至中度液化

BH-3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7 液化危險性低

BH-3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3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3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20 液化危險性低

BH-3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3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3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3.32 液化危險性低 6.95 輕至中度液化

BH-3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基地開發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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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號 

中小度地震 
(A=0.048g) 

設計地震 
(A=0.20g) 

最大考量地震 
(A=0.28g) 

PL 評估結果 PL 評估結果 PL 評估結果 
BH-3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3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4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4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69 液化危險性低

BH-4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4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4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4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1 液化危險性低 2.09 液化危險性低

BH-4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4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3.34 液化危險性低 6.01 液化危險性低

BH-5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6.17 輕至中度液化 10.01 輕至中度液化

BH-5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5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6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13 液化危險性低 1.54 液化危險性低

BH-6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1.44 液化危險性低

BH-6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7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7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2 液化危險性低 1.46 液化危險性低

BH-7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7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1.46 液化危險性低

BH-7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1.46 液化危險性低

BH-7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1.46 液化危險性低

BH-7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7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7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7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4.84 液化危險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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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號 

中小度地震 
(A=0.048g) 

設計地震 
(A=0.20g) 

最大考量地震 
(A=0.28g) 

PL 評估結果 PL 評估結果 PL 評估結果 
BH-8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1.11 液化危險性低

BH-8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82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8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8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8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8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88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1.12 液化危險性低

BH-8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3.50 液化危險性低

BH-9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91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9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9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24 液化危險性低 4.54 液化危險性低

BH-10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09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86 液化危險性低

BH-110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82 液化危險性低

BH-113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14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37 液化危險性低

BH-115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BH-116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3 液化危險性低 1.14 液化危險性低

BH-117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0.00 液化危險性低

 

由前述之土壤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隨深度變化結果圖顯示，本計畫工址地表下 20 m

以內之土層，於中小度地震(A=0.048g)狀況下，各分析鑽孔土層之抗液化安全係數皆大於

1.0；於設計地震(A=0.2g)狀況下，各分析鑽孔地表下 20 m 內土層之抗液化安全係數多數仍

大於 1.0；於最大考量地震(A=0.28g)狀況下，各分析鑽孔地表下 20 m 內土層之抗液化安全

係數大多介於 0.6～1.0 間。 

另依 Iwasaki et al. (1982)液化潛能指數 PL(Liquefaction Potential Index)評估設計地震及最

大考量地震下之液化潛能指數結果，顯示在中小度地震、設計地震狀態下，液化潛能指數

PL值皆介於 0~5.0 間，屬無液化或輕微液化可能。最大考量地震狀況下，多數鑽孔之液化

潛能指數 PL值同樣在 0~5.0 間，屬無液化至輕微液化可能，僅極少部分鑽孔將出現液化潛

能指數 PL在 5.0~15.0 間，屬輕微至中度液化可能。故綜合前述，本計畫工址於設計地震狀

況下之抗液化安全係數多數皆大於 1.0，且 PL值大部分皆小於 5，屬無液化可能至輕微液化

之可能。若未來仍對本計畫區有土壤液化之相關顧慮，建議可針對本計畫區域內之工址考

量防治或減輕土壤液化之方案。常用液化潛能指數與處理方式原則(抗液化措施)歸納如表

7.2-3 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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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液化潛能指數危害度及抗液化處理原則 

土壤液化等級和建議的抗液化措施

液化 
等級 

液化潛 
能指數

(PL) 

噴水冒 
砂特點 

由液化引起的建
築物震害 

抗液化措施選擇原則 

重要建築 一般建築 次重要建築 

I 
(輕微) ＜5 

無噴水冒砂現象

或 在 局 部 低 窪

地、池邊有零星

噴水冒砂點 

液化危害性小，

一般不致引起明

顯的震害 

部份消除液化

沉陷，或對基

礎和上部結構

處理 

基礎和上部

結構處理，

亦可不採取

措施 

可不採取措施

II 
(中等) 5～15 

噴水冒砂的可能

性很大，多數屬

於中等程度的噴

水冒砂 

液 化 危 害 性 較

大，可造成不均

勻沉降或開裂 

全部消除液化

沉陷，或部份

消除液化沉陷

且對基礎和上

部結構處理 

基礎和上部

結構處理或

更高要求的

措施 

可不採取措施

III 
(嚴重) ＞15 

噴水冒砂嚴重，

地裂縫較多，地

表形態發生很大

變化 

液化危害性大，

一般可使建築物

產生 10～30cm 的

不均勻沉陷，高

重心建物可能嚴

重傾斜 

全部消除液化

沉陷 

全部消除液

化沉陷或部

份消除液化

沉陷且對基

礎和上部結

構處理 

基礎和上部結

構處理或其他

經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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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基礎承載力分析及基礎形式建議 

基礎種類可概分為淺基礎與深基礎兩類，淺基礎包括有獨立基腳、連續基腳及筏式基

礎，深基礎則包括樁基礎、井式基礎及沉箱基礎。基礎型式之選擇主要控制因素包括：結

構物用途、承載重量、土壤情況、基礎費用及工期等。一般輕型或中型結構物大多採用淺

基礎，重要結構或限制沉陷量之結構物則以筏式基礎或樁基礎。 

7.3.1 淺基礎承載力分析 

本計畫區內表土層為紅棕色黏土，厚度約在 0~5 m 不等，下方土層為卵礫石層，淺

基礎之承載土層依位置不同分為兩類，分為中等緊密至堅實之粉土質黏土及卵礫石層，

承載力可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以下列公式分析： 

 

rirdrsqiqdqsqfcicdcscu FFFBNFFFNDFFFcNq  12 5.0
 

qu ：極限支承力(tf/m2) 

c ：基礎版底面以下之土壤凝聚力(tf/m2) 

γ1 ：基礎版底下 B 深度範圍之土壤平均有效單位重 (tf/m3) 

γ2 ：基礎版底以上之土壤平均有效單位重 (tf/m3) 

Df ：基礎附近之最低地面至基礎版底面之深度 (m) 

B ：矩形基腳之短邊長度，如屬圓形基腳則指其直徑(m) 

Nc、Nq、Nr：支承力因數 

Fcs、Fqs、Frs：形狀影響因素 

Fcd、Fqd、Frd：埋置深度影響因素 

Fce、Fqi、Fri：載重傾斜影響因素 

f
netult

a D
SF

Q
Q 2

)(

.


   
Qu(net)：基礎淨極限承載力 

Qa ：基礎淨容許承載力 

F.S. ：安全係數(常時，F.S.=3.0；地震時，F.S.=2.0) 

 

各相關影響因素所用數據參照「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容許承載力需將上述

計算式得出之極限承載力除以安全係數得出，假設獨立基腳埋置深度約為從 2.0 m~3.0 m

時，分別分析尺寸 2.0 m×2.0 m~5.0 m×5.0 m 之獨立基腳承載力如表 7.3-1 所示。筏式基

礎分別分析埋設深度從 2.0 m、3.0 m、4.0 m 及 5.0 m 四種深度，分別分析尺寸 10 m×10 m

至 50 m×50 m 之筏式基礎承載力如表 7.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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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獨立基腳承載力分析結果表 

獨立基腳 

L/B=1 

B (m) 2 3 4 5 

分析條件 
平時 

(t/m2) 

地震 

(t/m2) 

平時 

(t/m2) 

地震 

(t/m2) 

平時 

(t/m2) 

地震 

(t/m2) 

平時 

(t/m2) 

地震 

(t/m2) 

Df (m) 
2.0 26.21 39.31 24.64 36.96 23.88 35.82 23.42 35.13 
2.5 26.99 40.48 25.08 37.62 24.12 36.19 23.55 35.33 
3.0 27.80 41.71 25.52 38.27 24.37 36.56 23.68 35.53 

表 7.3-2 筏式基礎承載力分析結果表 

筏式基礎 

L×B (m) 10×10 20×20 30×30 40×40 50×50 

分析條件 
平時 

(t/m2) 

地震 

(t/m2) 

平時

(t/m2)

地震

(t/m2)

平時

(t/m2)

地震

(t/m2)

平時

(t/m2)

地震 

(t/m2) 

平時 

(t/m2) 

地震

(t/m2)

Df (m) 

2.0 24.66 35.03 24.24 34.40 24.1 34.18 24.03 34.08 22.65 33.01
3.0 112.83 167.81 152.76 227.79 201.90 301.42 249.19 372.35 292.62 443.49
4.0 127.58 189.45 165.54 246.51 212.13 316.39 259.24 387.06 306.57 458.05
5.0 142.76 211.74 178.53 265.54 224.68 334.77 271.58 405.12 318.77 475.91

 

7.3.2 基礎沉陷及土壤垂直地盤反力係數 

本計畫內表土層下伏壓縮性極低之卵礫石層(下伏岩層)，依地層條件建議本計畫之

基礎埋至深度應達卵礫石層，並做為主要承載層，該地層之沉陷量僅為少量之瞬時沉

陷，且瞬間彈性沉陷部份將於基礎興建中完成，故承載層為礫石層之結構物基礎並無基

礎長期壓密沉陷之疑慮。 

本計畫於計畫範圍內執行兩處平鈑載重試驗，試驗結果參見表 7.3-3，概述如下： 

(1) PL1 試驗 

PL1 平鈑載重試驗期間無不正常現象發生，試驗之最大試驗載重 qu=5.26 kgf/cm2(保

守取最大試驗載重為極限承載力)，其所對應之總沉陷量 13.33 mm 未達 1 in，故以取

F.S.=2 計算之容許承載力 qa=2.63 kgf/cm2 ，對應沉陷量 =7.465 mm ， Kv=2.63 

kgf/cm2/0.7465 cm =3.52 kgf/cm3。 

(2) PL2 試驗 

PL2 平鈑載重試驗期間，試驗過程中無不正常現象發生，qu=5.26 kgf/cm2(保守取最

大試驗載重為極限承載力)，其所對應之總沉陷量 11.93 mm 未達 1 in，故以取 FS=2 計

算之容許承載力 qa=2.63 kgf/cm2，對應沉陷量=7.31 mm，Kv=2.63 kgf/cm2/0.731 cm =3.60 

kgf/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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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3 平鈑載重試驗結果一覽表 

項目 
位置 

極限承載力

qu(kgf/cm2)

容許承載力

qa(kgf/cm2) 

垂直地盤反力係數 

Kv(kgf/cm3) 
PL1 5.26 2.63 3.52 
PL2 5.26 2.63 3.60 

 

綜合上述，計畫區域內地質條件為礫石層，為結構物之良好承載層，故建議一般輕型

或中型結構物採用直接基礎方式，並將承載層落於礫石層，而重要結構或限制沉陷量之結

構物則以筏式基礎或樁基礎作為基礎形式，惟後續設計廠商與施工單位應謹慎考量結構物

特性及需求進行細部設計評估，選擇適當之結構物基礎形式。 

 

7.4 開挖擋土形式建議及側向土壓力分析 

7.4.1 斜坡明挖工法 

若計畫開挖底面低於水位面，首先須採取開挖區內全面降水以利於開挖。若於腹地

條件允許之情況下，可考慮採用斜坡明挖工法，該斜坡再施以坡面保護；採用此一開挖

工法將可節省一般垂直開挖之擋土壁體及支撐措施。明挖斜坡坡比包含回填及覆土層部

份，原則建議採用 1：1(V：H)，若配合土釘施作，前述坡面斜率將可再行調整；卵礫石

層則採用 2：1(V：H)~1.5：1(V：H)。惟若採用此開挖方式，為避免降雨時地表水直接

灌入開挖區，應於坡頂上設置臨時排水溝，防止周圍之地表水流入開挖區，並於坡面上

實施養護工作，如噴凝土護坡等，以防止雨水或地表水滲入坡面，造成坡面淺層土、石

剝離及坍落。若開挖形式採用斜坡明挖方式，為確保坡面之穩定，尚應依照下述之要點

進行開挖區之保護工作： 

（1）開挖前設置抽水井配合各開挖高程抽降水，開挖區內降水至開挖面下 1.0m。 

（2）抽降水時應加強水位觀測，抽水過程避免地層細顆粒流失。 

（3）坡頂、坡肩上設置臨時排水溝，防止周圍之地表水流入坡面。 

（4）坡面及坡肩上須實施養護工作，開挖面立刻掛網並留設洩水管後噴漿，以防止雨

水或地表水滲入坡面，造成坡面淺層土、石剝離及坍落。 

（5）局部地層分界處易滲水坡面，須打設排水管加強導水。 

施工上應行注意事項： 

（1）掌握開挖地盤之地質特性，據以調整修坡之角度。坡面每 3.5 m 高差應保留一處

平台。 

（2）開挖深度 1/2 以內之坡肩上不可承載原計劃以外之活載重。 

（3）坡面或坡肩的不良現象如以一定比例擴大，則可判定為危險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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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實際狀況，予以適當的處理，緊急處理方式概述如下： 

‧如龜裂者，即以水泥砂漿填充或灌漿，而防止水之滲透。 

‧重新整修開挖坡度，使坡度平緩。 

‧除去坡面或坡肩上活載重，將活載重轉置於開挖底面。 

採斜坡明挖工法開挖需注意完工後之開挖斜坡回填狀況，回填區域可能因鄰近完工

建物或結構體夯實不易導致不均勻沈陷，建議細設單位斟酌上述之情況加以評估，以確

保建築物與周邊設施長期之穩定及安全。 

 

7.4.2 開挖擋土工法及擋土結構側向壓力分佈 

基礎開挖需選擇適當的擋土設施及開挖方式，以防止鄰近結構物因開挖而引起之沉

陷。一般基礎開挖方式與擋土設施選擇需考慮下列因素： 

1.土層及地下水位分佈狀況 

2.建物的配置及開挖規模(如開挖深度與開挖面積) 

3.擋土結構之材料性質及其水密性 

4.擋土結構施工之可行性、安全性與經濟性 

5.擋土結構施工對基地周圍環境之影響 

6.開挖作業時擋土設施側移對周圍環境與建築物可能造成之沉陷破壞問題； 

若基地四周無可利用空間或開挖深度較深時，則應採用擋土壁配合內支撐或背拉系

統方式開挖，擋土壁可採用鋼軌樁、擋土排樁或 H 型鋼樁，搭配引孔方式施做。本計畫

區域若因用地限制，無法採用明挖方式施作時則應採用擋土壁配合水平內支撐工法，而

擋土壁則可採用 H 型鋼樁或鋼軌樁施作，擋土結構並應進行長度及應力檢核。 

一般擋土結構體所承受之側向壓力包括有土壓力、水壓力及地表超載重等，而於臨

時開挖階段及永久性狀況下所承受之壓力又有所不同，主要差異在於臨時性擋土結構於

基礎開挖後承受側向壓力下允許擋土結構物產生側向位移，永久性擋土結構因不允許產

生側向位移。臨時性擋土結構之側向土壓又可分成支撐設計用土壓與擋土結構設計用土

壓，支撐設計用土壓力可依據建技規則之側視土壓力計算，該壓力係由以往施工案例監

測之支撐應力資料反推所得，擋土結構設計用土壓力則依據 Rankine 土壓力理論計算。 

假設本基地基礎開挖深度 7 m，其臨時性及永久性擋土結構側向壓力分佈如圖 7.4-1

所示，其中地表超載重假設 1.5 t/m2超載，鄰房載重假設為 2.0 t/m2，臨時性擋土結構物

及永久性擋土結構物之水壓力係依現場量測資料分別採用位於地表面下 1 m 及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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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1 臨時性及永久性擋土結構側向壓力分布圖 

7.4.3 開挖安全監測系統 

一般而言，為確保開挖作業之安全性，必須設置完善之監測系統，其項目應包括： 

1.開挖區四周之地表沉陷 

2.鄰近結構物之沉陷及位移 

3.地下水位及水壓之變化 

4.擋土結構之受力及位移 

5.支撐系統之受力及位移 

6.開挖底面之隆起 

本工程為避免對鄰近結構物造成影響，建議應設置安全監測系統，於基礎開挖及構

築階段定期觀測以隨時掌握施工狀況，以備必要時得立即採取緊急補救措施。初步建議

本工程之監測 

系統應包括： 

(1)水位觀測井：用以量測開挖施工過程中地下水位之變化，其觀測頻率為每三天

觀測一次，並得視氣候狀況調整。 

(2)沉陷觀測點：用以量測施工過程中鄰近地表之沉陷變化情形，其觀測頻率為開

挖階段每三天觀測一次。 

(3)傾斜管：用以量測施工過程中擋土壁體之水平移動量、速率、方向、最大位移

位置等，以掌握擋土壁體之安全性。其觀測頻率為開挖階段之前後、施加預力

0

1.08
0.78

1.76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主動土壓力

0

2

6

0

1

2

3

4

5

6

7

0 5 10

水壓力

0.56

0.56
0.41

0.41

0

1

2

3

4

5

6

7

0 0.5 1

一般超載

0.75

0.75

0.54

0.54

0

1

2

3

4

5

6

7

0 0.5 1 1.5 2

鄰房荷重

0

1.431.23

2.76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靜止土壓力

0

1

5

0

1

2

3

4

5

6

7

0 2 4 6

水壓力

0.74

0.740.64

0.64

0

1

2

3

4

5

6

7

0 0.5 1

一般超載

0.99

0.990.85

0.85

0

1

2

3

4

5

6

7

0 0.5 1 1.5 2

鄰房荷重

備註：
1. 若基礎施工工期

大於6個月，則建

議臨時性擋土措

施應考慮地震力，

地震力參數須依

結構物耐震設計

規範內容辦理。

2. 臨時性擋土措施

之水壓力應視施

工期間地下水位

狀況再予調整。

單位：t/m2

(a)臨時性擋土措施側向壓力分佈

(b)永久性擋土措施側向壓力分佈

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基地開發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辦理



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 市府第 1 期；交通部海軍基地及周邊地區 
規劃暨基本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地質調查成果工作報告 
 

7-18 

前後及拆除支撐前後須各量測一次，平時每周觀測一次。 

(4)支撐應變計：用以量測地下開挖施工進行中，支撐系統（支撐鋼樑）因承受側

向土壓力而產生之應變量，換算成支撐鋼樑承受之應力，以控制施工之安全與

管理。其觀測頻率為基地開挖後每天量測一次。 

(5)建物傾斜計：用以量測地下開挖施工進行中，鄰近結構物因基地開挖、抽水等

因素所造成之傾斜程度。其觀測頻率為基地開挖前後量測一次，平時三天一次。 

7.5 填築後沉陷行為分析 

工程上之填築沉陷議題，係來自大範圍基地填築，台北捷運蘆洲機廠即為一典型工程

案例(蘆洲機廠大地工程設計與施工，王慶齡、邱奕遷，2010)，其廠區面積約 16 公頃，因

設計防洪需求需填高 1~3 m，在填高 3 m 的條件下，預估沉陷量約 58 cm，故台北捷運蘆

洲機廠之大地工程設計問題即包含填土所造成之壓密沉陷問題。本計畫範圍內因整地設計

需求，亦有大面積基地填築，填築高度不一，多數填築高度在 2 m 以下，惟少部分區域，

將有 10 m 填築高度，故本計畫認為黏土層因基地填築所引致之壓密沉陷亦需謹慎分析，本

計畫區域內填築區位圖請詳圖 7.5-1。 

工程上之黏土層壓密沉陷量分析原理係採 Terzaghi 單向度壓密分析理論進行分析，並

考量次壓密沉陷，其分析理論及公式如下： 

◎壓密沉陷 

採用 Terzaghi 單向度壓密理論估算如下︰ 

(1)正常壓密 

ρଵ ൌ 𝐻 ൈ 𝐶
ᇱ ൈ logሺ

𝜎  Δ𝜎

𝜎
ሻ  

Cୡ
ᇱ ൌ

𝐶

1  𝑒
 

 

(2)過壓密 

ρଶ ൌ 𝐻 ൈ 𝐶
ᇱ ൈ logሺ

𝜎  Δ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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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密沉陷ρc 

ρୡ ൌ 𝜌ଵ  𝜌ଶ ൌ 𝐻 ൈ ሼ𝐶
ᇱ ൈ log 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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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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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土層厚度 

C’
c：初始壓縮指數 

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基地開發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規辦理



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 市府第 1 期；交通部海軍基地及周邊地區 
規劃暨基本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地質調查成果工作報告 
 

7-19 

C’
r：再壓縮指數 

σvo：初始垂直有效應力 

Δσz：垂直有效應力增量 

σvm：垂直有效預應力 

eo ：土層孔隙率 

◎次壓密沉陷 

每一土層之次壓密沉陷（ρs）是以下列方程式求得︰ 











0

log
t

t
CH f

s 
  

ρ௦ ൌ 𝐻 ൈ 𝐶ఈ
ᇱ ൈ logሺ

𝑡

𝑡
ሻ  

Cα ：次壓密係數 

tf ：設計年限或任何指定時限時間 

t0 ：已知土層之主壓密完成時間(t100) 

次壓密是從主壓密沉陷結束開始至設計年限或任何指定時限內。 

◎壓密沉陷時間 

t ൌ
T୴ ൈ 𝐻ௗ

ଶ

C୴
 

Cv︰壓密係數；Tv︰時間因子；Hdr：排水路徑長度 

 

本計畫沉陷分析係假設填築土層於填築過程中已達規範要求之夯實度，故填築土層本

身之沉陷行為已經發生完畢，填築土層之土壤單位重假設γ=2.2 tf/m3，且假設上方填土層

厚度為分層填築，每次填築厚度為 0.5 m，下方黏土層則假設厚度均勻，因本計畫預計開發

期程暫定至民國 115 年，故長期沉陷量之定義為填築工程完工後至完工後五年內之沉陷

量，分析使用土壤試驗參數係採用本計畫補充鑽探之取樣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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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1 本計畫填築區位套疊計畫鑽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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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考量下列五種可能出現於計畫區域內之地層狀況，並依據這五種可能發生之

情況擬定分析方式說明如下： 

狀況一、填築層下方為均勻分布單一一般黏土層，如圖 7.5-2 (a) 

狀況二、填築層下方為均勻分布單一高壓縮性黏土層，如圖 7.5-2 (b) 

狀況三、填築層下方一側為礫石層，一側為一般黏土層，如圖 7.5-2 (c) 

狀況四、填築層下方一側為礫石層，一側為高壓縮性黏土層，如圖 7.5-2 (d) 

狀況五、填築層下方為同時存在一般黏土層及高壓縮性黏土層，如圖 7.5-2 (e) 

 

  

(a) 原土層為均勻分布一般黏土層 (b) 原土層為均勻分布高壓縮性黏土層 

(c)原土層一側為礫石層、一側一般黏土層 (d)原土層一側為礫石層、一側高壓縮性黏土層

(e)填築層下方同時存在黏土層及高壓縮性黏土層  

圖 7.5-2 計畫區域可能地層狀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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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本計畫內之單向度壓密試驗所得結果取平均，相關試驗參數請參考表 7.5-1，得平均

壓縮指數 Cc=0.21，標準差為 0.11，次壓縮指數 Cα=0.023，標準差為 0.012，本計畫比較鑽

孔編號 BH-8 所得之試驗結果 Cc=0.53、次壓縮指數 Cα=0.056 及 Cv=0.05 mm2/sec，發現其數

據皆大於平均值超過 2.5 個標準差，顯示該區域可能存在高壓縮性黏土層。 

表 7.5-1 計畫區域內黏土層壓密沉陷參數表 

孔號 黏土層厚(m) 分類 N 值 含水量 w(%) Cc Cα 
Cv 

(mm2/sec)
BH-1 1.05 CH 5 30 0.16 0.013 0.70 
BH-3 4.30 CH 9 26 0.11 0.013 0.50 
BH-8 4.00 CH 5 56 0.53 0.056 0.05 
BH-20 1.20 CH 50* 26 0.14 0.020 0.30 
BH-22 3.20 CL 7 28 0.22 0.025 0.30 
BH-24 3.80 CH 11 31 0.17 0.015 0.50 
BH-83 3.10 CL 10 26 0.16 0.012 0.20 
BH-85 3.85 CH 10 24 0.13 0.014 0.10 
BH-90 2.50 CL 50* 24 0.17 0.021 0.90 
BH-91 2.85 CL 18 27 0.15 0.017 0.30 
BH-109 3.70 CL 8 23 0.18 0.021 0.30 

平均值 0.21 0.023 0.42 

標準差 0.11 0.012 0.24 

平均值(扣除 BH-8) 0.16 0.017 0.41 

標準差(扣除 BH-8) 0.03 0.004 0.23 

註：*偶夾礫石 

 

本計畫認為地層狀況一之一般黏土層性質，可採本計畫執行之單向度壓密試驗結果

扣除鑽孔編號 BH-8 試驗結果，取其平均值做為代表，係為計畫範圍內黏土層之平均壓

縮性質；地層狀況二之高壓縮性黏土層性質，可採用鑽孔編號 BH-8 之試驗結果，因其

壓縮指數甚大，超出整體計畫平均值 2.5 倍之標準差；地層狀況三因礫石層不發生壓密

沉陷，可視為不動點，故其差異沉陷量來自一般黏土層之壓密沉陷量，其一般黏土層之

性質與狀況一相同；地層狀況四即為本計畫區域內現地可能發生之極端情形，因礫石層

視作不動點，故其差異沉陷量來自高壓縮性黏土層之壓密沉陷量，其高壓縮性黏土層性

質與狀況二相同；地層狀況五則可使用地層狀況一及地層狀況二之分析結果，相減而得

其兩種黏土層之差異沉陷量。上述地層狀況三、地層狀況四及地層狀況五之地層分布狀

態係為分析假設計畫區域內可能發生之最極端地層狀態，實際地層分布應為均勻且漸

變，如圖 7.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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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3 計畫區域常見地層狀況分布示意圖 

 

綜合上述，本計畫分析一般黏土層及高壓縮性黏土層之壓密沉陷，即可涵蓋區域內

所有可能發生之黏土層壓密沉陷狀況。 

 

一、一般黏土層之壓密沉陷分析 

使用剔除鑽孔編號 BH-8 之試驗結果進行平均，得平均壓縮指數 Cc=0.16，次

壓縮指數 Cα=0.017，Cv=0.41 mm2/sec 進行分析，黏土層厚度使用鑽獲黏土層厚度

最厚之鑽孔編號 BH-3，厚度 4.3 m。依據 Terzaghi 單向度壓密分析理論，分別分析

不同填築厚度從填築完工起至完工後 5 年內之總壓密沉陷量，分析結果如表 7.5-2

所示。 

表 7.5-2 一般黏土層壓密沉陷結果 

黏土層厚度 H=4.3 m、Cc=0.16、Cα=0.017、Cv=0.41 mm2/sec 

填築完成後時間 
(年) 

填築厚度(m) 
1.0 2.0 3.0 4.0 5.0 6.0 

總沉陷量(cm) 
0.5 0.45 0.71 0.97 1.19 1.46 1.80 
1 0.84 1.39 1.66 1.99 2.36 2.90 
2 1.12 1.86 2.05 2.46 2.76 3.70 
3 1.27 2.06 2.24 2.56 3.06 4.30 
4 1.37 2.20 2.36 2.66 3.16 4.70 
5 1.44 2.29 2.44 2.76 3.36 4.90 

 

依據前述假設分析結果，地表填築厚度分別為 1.0 m、2.0 m、3.0 m、4.0 m、5.0 

m 與 6.0 m 之情形下，自基地填築工程完成後起算至第 5 年，累積總沉陷量分別為

1.44 cm、2.29 cm、2.44 cm、2.76 cm、3.36 cm 與 4.90 cm。並分析其沉陷趨勢，將不

同填築厚度、填築完成時間及沉陷量關係繪圖如圖 7.5-4 所示，可得當填築完工後

約 3 至 5 年後將完成主要壓密沉陷。 

填築層

黏土層

礫石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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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4 一般壓縮指數分析結果總沉陷量變化圖 

二、高壓縮性黏土層之壓密沉陷分析 

另使用BH-8鑽孔之壓縮指數Cc=0.53、次壓縮指數Cα=0.056及Cv=0.05 mm2/sec

進行高壓縮性黏土之壓密沉陷分析。分析時亦假設填築層下方高壓縮性黏土層均

勻分布，土層厚度同為鑽孔編號 BH-3 所鑽獲之最大黏土層厚度 4.3 m。 

依據 Terzaghi 單向度壓密分析理論，分別分析不同填築厚度與從填築完成起至

完工後 5 年內高壓縮性黏土之總壓密沉陷量，其填築高度與高壓縮性黏土層完工

後壓密沉陷量分析結果如表 7.5-3 所示。 

表 7.5-3 最大壓縮指數分析之黏土層壓密沉陷結果 

黏土層厚度 H=4.3 m、Cc=0.53、Cα=0.056、Cv=0.05 mm2/sec 

填築完成後時間 
(年) 

填築厚度(m) 
1.0 2.0 3.0 4.0 5.0 6.0 

總沉陷量(cm) 
0.5 1.11 1.88 2.40 3.00 3.60 4.20 
1 2.23 3.58 4.50 5.40 6.30 7.20 
2 3.08 4.68 5.90 6.90 7.90 9.00 
3 3.46 5.18 6.40 7.40 8.40 10.0 
4 3.73 5.48 6.70 7.70 8.70 10.8 
5 3.91 5.68 6.90 8.00 9.00 11.4 

 

分析結果顯示，假設高壓縮性黏土層厚度為 4.3 m，地表填築厚度分別為 1.0 

m、2.0 m、3.0 m、4.0 m、5.0 m 與 6.0 m 之情形下，自基地填築工程完成後起算至

第 5 年，累積總沉陷量分別為 3.91 cm、5.68 cm、6.90 cm、8.00 cm、9.00 cm 與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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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一併分析其沉陷趨勢，將不同填築厚度、填築完成時間及沉陷量關係繪圖如

圖 7.5-5 所示，可得雖假設下方土層均為高壓縮性黏土層，於填築工程完工後約 3

至 5 年亦將完成壓密沉陷。 

 
圖 7.5-5 最大壓縮指數分析結果總沉陷量變化圖 

綜合前述分析結果，本計畫認為計畫區域內之地層狀況一及地層狀況三，是為一般

黏土層壓密沉陷分析結果，可依據填築層高度不同參考表 7.5-2，即可分別得到一般黏土

層均勻沉陷量與差異沉陷量；地層狀況二與地層狀況四之高壓縮性黏土層壓密沉陷分析

結果，可依據填築層高度不同參考表 7.5-3，即分別得到高壓縮性黏土層均勻沉陷量與差

異沉陷量。地層狀況五則可使用地層狀況一及地層狀況二之分析結果，分別如表 7.5-2

及表 7.5-3 相減而得其差異沉陷量，本計畫將狀況五之分析結果列於表 7.5-4。分析結果

顯示，假設地層狀況五一般黏土層與高壓縮性黏土層同時出現，兩者之差異沉陷量在填

築厚度 1 m、2m、3m、4m、5m 至 6 m 情形下，分別為 2.47 cm、3.39 cm、4.46 cm、5.24 

cm、5.64 cm 與 6.50 cm。 

表 7.5-4 狀況五之差異沉陷計算結果 

填築完成後時間 
(年) 

填築厚度(m) 
1.0 2.0 3.0 4.0 5.0 6.0 

差異沉陷量(cm) 
0.5 0.66 1.17 1.43 1.81 2.14 2.40 
1 1.39 2.19 2.84 3.41 3.94 4.30 
2 1.96 2.82 3.85 4.44 5.14 5.30 
3 2.19 3.12 4.16 4.84 5.34 5.70 
4 2.36 3.28 4.34 5.04 5.54 6.10 
5 2.47 3.39 4.46 5.24 5.64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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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結果，考慮本計畫範圍內可能發生之最極端地層狀況為狀況二之高壓

縮性黏土層壓密沉陷，惟其於地表填築最大厚度 6 m 下之壓密沉陷量亦僅有 11.4 cm，

與台北捷運蘆洲機廠乙案填築 3 m 預估之壓密沉陷量 58 cm 相去甚遠。 

另針對本計畫範圍內有 1-1-60 M 接續 1-3-50 M 兩條主要道路，長約 6.5 公里，因為

道路規劃需求與計畫用地取得期程差異，而須進行路堤填築，1-1-60 M 道路與 1-3-50 M

道路橫斷面圖如圖 7.5-6，，故該兩段主要道路亦可能發生與前述地層狀況三至地層狀況

五之類似情形，因此本計畫亦針對兩條主要道路進行填築沉陷分析。惟本計畫之地質鑽

孔部分位於道路沿線兩側，故分析時即使用本計畫地質調查之試驗結果，以符合現地地

質狀況，道路位置套疊本計畫鑽孔位置如圖 7.5-7。 

 

 
圖 7.5-6 1-1-60 M 道路及 1-3-50 M 道路橫斷面示意圖 

 

本條主要道路沿線填築厚度略有差異，本計畫整理道路里程及沿線鑽孔分布與土壤

試驗結果列於表 7.5-5，分析結果顯示，填築厚度從 0.93 m 至 5.04 m 略有變化，壓密沉

陷量亦從 0 cm 至 2.68 cm 不等，惟路堤結構屬柔性結構，對差異沉陷之耐受性較高，故

研判路堤填築所引致沉陷量對於路堤結構影響不大。 

綜整上述分析結果，並比對本計畫挖填區位圖，本計畫區域內絕大多數之填築厚度

在 2 m 以下，於層厚 4.3 m 之一般黏土層地層情況下，完工後 5 年之最大沉陷量僅 2.29 

cm，另比對本計畫填築厚度大於 6 m 以上區域，僅一處位於優先開發區 T 區周圍，對照

本計畫執行之地質調查工作成果，該區域之鄰近鑽孔為 BH-17、BH-39 及 BH-60，鑽孔

資料顯示表土層平均約在 0~1.8 m 左右 (BH-17 表層土壤厚為 0 m，BH-39 表層土壤厚為

0.3 m，BH-6 表層土壤厚為 1.0 m)，其下方依序為礫石層 (BH-17 礫石層厚為 6.3 m，BH-39

礫石層厚為 14.7 m，BH-60 礫石層厚為 14.8 m)及岩層，其一倍填築厚度範圍下方皆已達

礫石層，故使用一般黏土層性質進行壓密沉陷分析，可得在填高 10 米之情況下，該處

於工程完工後之長期沉陷量為 4.81 cm。另確認本計畫所鑽獲最大壓縮指數之孔號

BH-8，係位於計畫範圍內整地之挖除區域，非本計畫主要填築區域。故綜合前述，填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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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之壓密沉陷問題針對該兩區域應影響甚微。 

針對本計畫黏土層壓密沉陷分析結果，可發現雖本計畫區內規劃有填高超過 3 m 之

區域，但不論大面積基地填築與路堤填築之沉陷量分析結果，皆遠低於台北捷運蘆洲機

廠工程中填築厚度 3 m 卻引致 58 cm 之壓密沉陷量，究其原由係因地層條件不同之故。 

比較本工程與台北捷運蘆洲機廠工程之基地地質條件，台北捷運蘆洲機廠面積約 16

公頃，表土 20 公尺由軟弱粘土與鬆砂組成，工址地表 40 公尺以下，黏土層厚度至少達

55 公尺。本計畫範圍內雖因整地設計需求，需進行大面積基地填築，惟本計畫區之地質

條件，由上而下大致依序由表層紅棕色粉土質黏土，厚度僅約在 0 至 5 m 間、下方即為

礫石層(偶夾有薄層砂土或黏土)以及岩層(泥質砂岩、泥岩、砂岩)所組成，表層可壓縮層

厚度不大，相較台北捷運蘆洲機廠之地質條件，地層條件良好。故研判大面積填築沉陷

議題對計畫內公共工程之影響甚微。此分析結果可提供予統包商於整地工程細部設計階

段時做為整地及防洪高程之擬定參考。 

 

表 7.5-5 1-1-60 M 道路及 1-3-50 M 道路路堤填築黏土層壓密沉陷分析結果 

1-1-60 M 道路 
道路 
里程 

地層狀況

對應鑽孔 
土層厚 

(m) 
填築厚

(m) 
Cc Cα 

Cv 
(mm2/sec)

沉陷量 
(cm) 

備註 
(參數參考鑽孔)

0K+000 BH-34 - 0.930 - - - - - 

0K+500 BH-67 2.10 1.662 0.14 0.02 0.25 1.47 BH-20 

1K+160 BH-73 - 2.974 - - - - - 

1K+500 BH-6 - 1.732 - - - - - 

2K+000 BH-43 - 3.001 - - - - - 

2K+500 BH-77 - 3.001 - - - - - 

3K+000 BH-76 1.50 2.577 0.16 0.012 0.4 0.68 BH-83 

3K+700 BH-113 - 3.188 - - - - - 

4K+120 BH-95 - 5.040 - - - - - 

4K+500 BH-85 3.85 2.521 0.13 0.014 0.2 2.68 BH-85 

4K+800 BH-87 3.20 2.002 0.13 0.014 0.2 2.13 BH-85 

5K+400 BH-91 2.85 2.264 0.15 0.017 0.9 1.32 BH-91 

1-3-50 M 道路 

道路里程 
地層狀況

對應鑽孔 
土層厚 填築厚 Cc Cα 

Cv 
(mm2/sec)

沉陷量 
(cm) 

備註 
(參數參考鑽孔)

0K+500 BH-100 - 2.234 - - - - - 

1K+000 BH-90 2.50 2.000 0.18 0.021 0.1 2.06 BH-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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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7 1-1-60 M 道路及 1-3-50 M 道路里程對應計畫鑽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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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與建議 

(1) 本計畫地質調查工作自民國 109 年 1 月開始執行，至民國 109 年 8 月完成桃園市政

府第 1 期發展區以及交通部海軍基地及周邊地區相關調查作業。共計完成 97 孔地

質鑽孔，單孔深度均為 20 公尺，總鑽孔深度 1,940 公尺；由既有鑽探資料推測於

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不會遭遇岩盤者採用衝鑽法施作，地表下 20 公尺以內可能遭遇

岩盤者則採用旋鑽法，旋鑽孔鑽取之岩心裝於岩心箱(共 164 箱)拍照。現地試驗及

取樣工作共計完成 860 次標準貫入試驗、22 支 3 吋薄管取樣，97 孔鑽孔於完鑽後

均埋入內徑 2 英吋 PVC 管作為水位井，進行為期約兩個月的地下水位觀測；另完

成 11 組現地透水試驗、21 組土壤化學性質取樣及試驗、21 組地下水質分析取樣及

試驗、3 組試坑開挖調查，以及 2 組現地平鈑載重試驗。室內試驗工作共計完成 187

組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1 組土壤直接剪力試驗、7 組土壤三軸壓縮試驗、17 組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11 組土壤單向度壓密試驗、7 組岩石一般物理性質試驗、7 組

岩石單軸抗壓強度試驗，以及 11 組加州載重比(CBR)改良式夯實試驗。 

(2) 計畫範圍以及周邊鄰近地區並無已知之褶皺軸或斷層構造通過。地表出露之地層

主要為中壢層，在老街溪、新街溪、南崁溪等主要溪流兩側則堆積有現代沖積層。 

(3) 計畫區範圍內均無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之桃園市

液化潛勢圖資顯示，計畫區範圍內大部份屬於液化潛勢未調查區，亦即屬於山區、

臺地、海埔新生地、河岸兩側及面積較小平地等經初判液化潛勢極低之地區；計

畫區東北部南崁溪一帶之現代沖積層出露地區，則屬於液化低潛勢區。 

(4) 由鑽探成果顯示，本計畫區之地下地質材料分布狀況頗為單純，由上而下依序由

表土層(回填料、砂土、黏土)、礫石層(偶夾有薄層砂土或黏土)以及膠結不佳的岩

層(泥質砂岩、泥岩、砂岩)所構成。覆蓋在礫石層上方的表土層厚度一般在 5 公尺

以內，亦即鑽孔在孔深 0 到 5 公尺之間即會遭遇礫石層。計畫區除了在東北部以及

西南部地區岩層深度較淺，大致在孔深 10 到 15 公尺可鑽獲岩層之外，計畫區其他

地區岩層深度大多位於地下 20 公尺之下。因此，表土層以及礫石層將會是未來計

畫區挖填工程以及基礎承載所遭遇之主要地質材料。計畫區礫石層之礫徑主要在 5

到 20 公分之間，礫石與礫石大多相互支撐，礫石間細粒料為黏土質或砂質。 

(5) 本計畫現階段完成鑽孔之地下水位觀測資料顯示，地下水位深度在孔口下 0.3 到

11.77 公尺之間；綜觀其他計畫既有鑽孔以及本計畫鑽孔地下水位量測結果，計畫

區地下水位大致以在地下 1 到 3 公尺之間為主。 

(6) 根據本計畫之地質調查成果進行土壤液化分析，鑽孔之 PL 於中小度地震及設計地

震皆在 0~5 之間，屬於非土壤液化潛勢至低土壤液化潛勢，中小度地震及設計地

震發生時無土壤液化之虞，若未來仍對本計畫區有土壤液化之相關顧慮，建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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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細部設計階段考量防治或減輕土壤液化之工程方案。 

(7) 依據本計畫完成之地質調查鑽孔資料進行分析，計畫範圍內地層分布均勻且地質

條件良好，表土層厚度約 0 至 5 m，其下方為卵礫石層，N 值皆大於 50，為良好之

承載層，且計畫範圍內完成兩組平鈑載重試驗，PL1 平鈑載重試驗 qu=5.26 kg/cm2，

其所對應之總沉陷量 13.33 mm，未達 1 in，仍於彈性階段，故保守取最大試驗載重

為極限承載力，容許承載力 qa=2.63 kg/cm2， Kv =3.52 kg/cm3；PL2 平鈑載重試驗

期間， qu=5.26 kg/cm2，其所對應之總沉陷量 11.93 mm，未達 1 in，仍於彈性階段，

故保守取最大試驗載重為極限承載力，容許承載力 qa=2.63 kg/cm2， Kv=3.60 

kg/cm3。 

(8) 本計畫建議於開挖基地旁腹地空間足夠之情況下，開挖方式採用斜坡明挖工法，

配合採全面降水，降水時應加強觀測，抽水過程避免地層細顆粒流失。斜坡明挖

工法於回填及覆土層部份建議採用 1：1(V：H)，若配合坡面保護工施作，前述坡

面斜率可再行調整；卵礫石層則採用 2：1(V：H)~1.5：1(V：H)。若施工位置旁腹

地受限，則建議採用懸臂式鋼軌樁或型鋼樁於地表回填或覆土層進行擋土。因本

計畫區域表土層下伏卵礫石層及岩層，開挖過程中水位已將降至開挖面下，故開

挖過程應不致有上舉、隆起、砂湧等問題，為擋土壁體貫入深度，統包商須依據

現場實際施工狀況進行檢核。 

(9) 本計畫建議開挖期間應設置安全監測系統，以監測施工過程中地下水位之變化情

形、開挖區域內外地層之穩定性及鄰房、道路設施等，是否因開挖工程而有明顯

變化；若發生任何異常跡象，即可預先察覺、檢核，並適時採行適當防範補救措

施，以確保施工及鄰產之安全。 

(10) 本計畫填築沉陷分析結果，計畫範圍內雖因整地設計需求，需進行大面積基地填

築，惟本計畫區之地質條件，由上而下大致依序由表層紅棕色粉土質黏土，厚度

僅約在 0 至 5 m 間、下方即為礫石層(偶夾有薄層砂土或黏土)以及岩層(泥質砂岩、

泥岩、砂岩)所組成，表層可壓縮層厚度不大，地層條件良好。故研判大面積填築

之沉陷議題對計畫內公共工程之影響不大。此分析結果可提供予統包商於整地工

程細部設計階段時做為整地及防洪高程之擬定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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