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工技術 No.163/2020.3  1 

 

 

黃建霖 

 

 

主題：環境地工之新發展 

首先，非常感謝總編輯歐章煜老師的

推薦與鼓勵，本人極其榮幸的能擔任地工

技術「環境地工之新發展」專刊編輯的服

務工作。同時，也感謝編輯委員與各篇作

者們的支持，從最初的邀稿、審查、編排，

到最終的出版能夠順利的達成任務。  

有關「環境地工」，其所涵蓋的領域與

面向甚廣，包含天、地、山、水、林等大自

然環境，再加上人為發展的必需，尊重環

境、永續發展的里山精神，應為現今與未來

新興技術與管理經營的中心思想。再者，近

年來在「前瞻基礎建設 -水與環境」、水利

署與水土保持局所推動的中長程計畫內，亦

有許多與流域管理及水土資源保育的相關

議題，其執行策略亦朝向與人類發展與自然

環境能共存、共榮的目標邁進。  

有鑑於此，本專刊旨在彙集近年來國

內針對環境污染整治、土砂風險管理、低

碳永續工程設計等面向的實際案例、研究

與管理制度等新技術與發展，期能使永續

環境地工能激發出更多新的想法與可能。

承蒙地工技術編輯委員會的支持與重視，

各篇論文作者及審稿委員的投入，使本專

刊得以順利完成。  

 

本專刊的第一篇文章，是由瑞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陳慎德副總經理等人撰寫之

「雙環塞灌漿技術於高度異質性污染場址

之精確整治應用」，其以地工灌注技術將

整治藥劑穩定傳輸到特定深度地層，並結

合「跨孔式地電阻影像法」以地物時間序

列監測方式評析整治期間藥劑傳輸之變化

與整體空間 -時間改善成效。經由實場證實

灌注之整治藥劑能符合預期傳輸分布方

向，能與污染目標區有效接觸混合而於短

時間內大幅降低各項污染物濃度。  

第二篇是由環興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林威州及呂毅平兩位先生共同發表的「結

合圍封阻絕及現地整治工法應用案例介

紹」，主要藉由作者實際參與加油站污染

整治的執行經驗，敘明整治序列組合的規

劃設計要點，並透過鋼板樁圍封阻絕油品

污染團工法，利用水力控制長期維持裸露

開挖坑面，再搭配現地化學氧化整治技

術，使加油站整治場址得以解除列管的工

程實例。  

第三篇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花蓮分局與禾騰技術有限公司共同發表

的「氣候變遷下土砂風險管理動態調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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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制定之案例探討」，該研究係利用二維

輸砂動床模式，擬定災害風險管理評估因

子，結合氣 候變遷 下 AR5情 境之降雨變

化，提出包括河段淘刷以及異常土砂淤積

下的災害風險評估調適策略，供相關單位

擬定治理對策之參考。  

第四篇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與禾騰技術有限公司所共同發表的「水庫

集水區非點源污染削減措施之推動與應

用」，其為降低農業行為對水庫水質產生

的不良影響，於農耕地上搭配既有排水

路，設置低衝擊開發設施，將初期暴雨逕

流匯集至設施內，降低農業非點源污染的

影響。其後，也透過推廣活動的辦理，傳

遞環境友善概念，達成公私協力、促進水

庫水質優化之目標。  

第五篇是由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的賴宣婷博士等人撰寫

的「應用地工技術於地下水含氯污染場址

整治案例研究與成效分析」，其為應用馬

歇爾管配合雙環塞灌漿工法，同時搭配地

電阻法，推估試劑於不同深度散布情形。

藉由地電阻分析與檢測結果可知，灌注影

響半徑至少 8公尺，且地下水中主要污染

物已明顯降解，顯示施作試劑可有效與污

染物進行接觸並產生反應。  

第六篇是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何嘉浚副教授等人所撰寫的「呈層複合

土壤水質淨化系統介紹」，該研究針對

「 呈 層 複 合 土壤 水 質淨 化 系 統 」 (MSL)

進行本土化材料的適用性探討，發現該

系 統 能 有 效 淨 化 生 活 污 水 ， 對 於 氨 氮

(NH 3 - N)的 去 除 率 可 達 到 99.89%、 化 學

需氧量 (COD)可達到 93.65%、總磷 (TP)

為 96.38%、磷酸鹽 (PO 4 3 - )為 98.27%、懸

浮固體 (SS)則可達到 75.49%，且系統使

用壽命平均可達 20年以上，故非常適合

推廣於處理農村或水庫集水區上游之分

散式聚落的生活污水。  

第七篇為臺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

展研究中心與禾騰技術有限公司共同發表

的「落實非點源污染削減設施於水庫集水

區農地處理之法規研析」，其透過農業非

點源污染的相關法規與案例研析、不同面

向利益關係人的質性訪談、實際案例的踏

勘等，提出非點源污染控制的低衝擊開發

(LID)設施納入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法

規、推動及維護面等三大面向的機制建

議，以供後續相關機制建立之參考。  

第八篇是由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與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共同發表的「永

續 (綠 )道路工程減碳之趨勢及探討」，將

永續因子融入傳統道路工程設計中並評估

不同工程設計方案的碳足跡。其透過近年

來發展的道路橋梁工程碳足跡評估工具

(RBCF)計算三種道路的工程案例，並以各

案之碳足跡建立基線，未來可協助工程師

在道路工程規劃與設計階段時評估不同設

計方案之碳足跡，以達成低碳道路設計之

目標。  

第九篇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與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發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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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溪后豐東橋基樁施工及防汛措施之實務

探討」，主要以后豐東橋的施工實務經驗

分享，包括工期嚴重不足、面臨汛期中施

作下部結構及大甲溪堅硬卵礫石層的挑

戰。相關技術與經驗，可作為爾後卵礫石

河川區域汛期施工之參考。  

整體而言，本專輯涵蓋了地下水污染

場址的整治技術、氣候變遷下的土砂風險

管理、生活與農業廢水污染削減的低衝擊

開發設施、永續低碳道路設計以及橋梁基

樁施工案例等，將目前環境大地領域各面

向的新興技術與發展進行一系列的分享與

探討。更難得的是，專輯內容兼具工程實

務經驗、模式模擬分析、法規制度探討以

及公私協力等跨領域的激盪與對話，提供

給地工技術的讀者們參考，也期盼使環境

大地的永續管理思維能激發出更多創新的

想法與發展，以面對與克服未來的挑戰。  

 

 

 

 

 

 

 

 

 

 

 

 

 

 

 

 

 

 
 

 

小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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