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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開罰建築師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3

大坑故事之

南京西路

圖／台北市南京西路出現「天坑」。
取自臉書「中山大同陳怡君」。

北市工務局
新工處總工程司/處長

衛工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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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南京西路

翻拍自現場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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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南京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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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需要一個簡單原因並可以接受以下說法：「因為連續壁有破
洞導致基地外地下水夾帶砂土，經由破洞沖入基地內，使地層被掏空
造成地面沉陷、房屋傾斜或大坑」，不想知道這次為什麼會有破洞、
那些地層容易有大坑、如何防止災害…..快快 #按讚跳過

大坑

房屋傾斜

包泥破洞，
湧水湧砂

地面沉陷

地下連續壁

圖1
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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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公單元母單元

接頭

翼尾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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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大
坑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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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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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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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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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內
扶
壁

大肚

圖5 事故單元及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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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開挖支撐剖面示意圖

砂
層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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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圖7

《現場後續工程處置》
立即處置是下列兩項作為
1.全區連續大量注水至與
周邊基地外側地下水位同
高（約地下3m）。2.現
有路面下陷區域立即回填
混凝土至地表面。(媒體
說澆置56車，500多方)
媒體報導與群組討論很多，
因為是往工程正確方向進
行，就不多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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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崇德街案

《如何檢視研判有連續壁瑕疵之高風險開挖》

「人最重要，人對了、事才會對」 
組織文化的問題

努力方向
一、施工過程全程且詳實監督—僅依超音波、澆置記錄等施工紀錄，

事後極難還原施工過程全貌，除非重要檢查點及混凝土澆置過程中全程
在場。施工人員最清楚出甚麼事，但工地不當的組織文化會讓人刻意隱
瞞或忽略。

二、要求全面完整性檢測—壁體施工可事先埋設PVC管，於開挖前

檢測壁體混凝土是否有包泥、粒料分離等瑕疵，並搭配相關施工過程之
紀錄研判是否需進一步確認或補救。但業方(含監造、監督、監工等)僅
依書面報告即要求專業廠商處理/補強/解釋，想必更難獲致真正問題並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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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連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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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連續壁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18

大坑故事之

連續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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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連續壁

圖片摘自「建築工程地
下連續壁施工技術參考
規範與解說」, 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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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連續壁

圖片摘自「建築工程地
下連續壁施工技術參考
規範與解說」, 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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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連續壁

圖片摘自「建築工程地
下連續壁施工技術參考
規範與解說」, 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22

大坑故事之

連續壁

圖片摘自「建築工程地
下連續壁施工技術參考
規範與解說」, 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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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竹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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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竹北案

勘查概況

地下室6層，開挖25.8m、地下室採逆打施工
現場人員告知地層主要為富含土砂之卵礫石
層及砂岩，岩盤面於18M附近
擋土設施由地面以下至18M深採主樁橫板條，
主樁用H300/350/400型鋼，開挖後加H型鋼
間加橫板條擋土。18m以下，因入岩H型鋼也
難打入，則採小型挖土機開挖後，以封鐵板
防坍再施作結構外牆（有點像巴西工法）

現場工程人員說：去年B3/B4施工時即有大量
湧水，去年至今亦多次路面坍陷，經幾次停
工復工後，開挖至入岩B5，雖地改後出水量
變少，但無全面止水（土質像砂或極風化砂
岩，為固定加做高壓噴射止水防坍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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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竹北案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26

大坑故事之

竹北案

東北區地樑鋼筋綁紮完成現況
東北區地樑鋼筋綁紮完成現況

範圍A現況：東北區大底及地樑鋼筋綁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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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竹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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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竹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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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

竹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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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故事之

竹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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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quid.net
.tw/cgs/Web/Map.aspx

土壤液化之

地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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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化之

新北市



32

受損程
度

較常發生之建築型式 受損情形 處理對策

嚴重
採用獨立基腳或無基礎之老
舊建築或廠房

上部及下部結構均受損嚴
重，無法修復或修復代價
太高時。

●拆除

●後續新建築需考
慮抗液化處理措
施

中
等

●採用平版式筏基或連
梁基腳3層樓以上建築

●上部荷重較不平均之
建築

●高寬比較大之建築

●結構整體下陷，結構
局部輕微受損。

●結構傾斜，但無明顯
龜裂。

扶正及補強

輕微

●採用較深筏式基礎、樁基
礎或基礎剛性較佳之建築。

●上部荷重均勻之建築

基礎及上部結構均無或只
受輕微之損傷

僅需略為處理即可

土壤液化之

受損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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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化

中高液化潛勢區應特別注意

88年12月29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說』公告以前，

地下室開挖較淺且無適當抗土壤液化措施之建築物
88年12月29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說』公告以後，

四層樓以下非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六十四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自六十三年二月十五日修正發布全文後，
歷經多次修正施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五年六月七日。茲因一百零
五年二月六日高雄美濃地震，臺南市部分地區發生土壤液化現象，且造
成許多低矮樓層建築物受損，探究其原因，係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
造編第六十四條僅規定五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地基調查應進行
地下探勘及液化潛能分析，致未能充分瞭解低矮樓房基地地質狀況並對
可能之土壤液化現象加以預防，爰擬具該條文修正草案，增訂位於中度
或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之建築物均應辦理地下探勘等規定。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土壤液化之

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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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

舊地下構造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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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

舊地下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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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

舊地下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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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

舊構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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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

舊構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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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之

舊構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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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舊基礎之

處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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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舊基礎之

處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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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案例



43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都更舊基礎之

處理案例



44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都更舊基礎之

處理案例



45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都更舊基礎之

處理案例



46
建築與大地工程技師專業領域研討 

都更舊基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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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舊基礎之

處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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