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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倍思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報導  地工技術第 38 次研討會 

隧道維護管理四部曲(健檢、長照、延壽、維管) 

李佳翰
1 
、詹佩臻

2
  整理 

時 間：2021 年 12 月 17 日(五)  上午 9:00~12:00 

地 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講題及主講人： 

講         題 主講人 主持人 

致詞   蘇鼎鈞  
隧道維護管理發展現況、回顧暨展望  邱雅筑  

王泰典  
隧道健檢～隧道檢測技術與肇因診斷  李佳翰  
隧道長照～地下結構病兆與監測診斷例  周永川  
隧道延壽～隧道加固補強技術  李怡德  
隧道維管～隧道維護管理系統  蕭富元  

李佳翰  
新世代公路隧道維護與管理～以草埔森永隧道為例  羅國峯  
高速公路隧道之全生命週期維護管理～以國道隧道為例  吳承洋  
磚造隧道檢測與活化再利用～以舊三貂嶺隧道為例  王益翔  
綜合討論(全體講員) 

 

綜合討論 
與會者(富國技術工程公司 周家瓊經理)： 

隧道異狀編號是如何安排的，若是用里程

編號，還包含了裂縫、滲水等不同異狀，是否

有建議？另外管理手段及系統如何啟動？  

主講人(蕭富元博士)： 

異狀編號或編碼並無標準答案，至少包含

隧道名稱、北上線 /南下線、異狀編號等，可採

用系統給定編碼，連結至檢測資料庫。異狀編

碼的追蹤確實是重要的事情，但不容易人工記

錄與查詢，透過系統操作較佳。  

主講人(李佳翰博士)： 

高速公路局之維護管理，係將隧道內每環

襯砌視為1單元且具有自身ID (身分證 )，於同

一環襯砌內之異狀，將根據異狀屬性給予簡稱

(例如裂縫為C)；編碼順序則為：環片襯砌編碼

-異狀屬性 -流水號。若同一環襯砌有諸多異狀

紀錄，則須仰賴維管系統，辨別前後期調查是

否為同一條裂縫。故鼓勵各單位記錄異狀位

置，除了里程之外，襯砌單元應編碼；若有建

置系統，應將記錄上傳系統，如此一來後續管

養作為才能追蹤異狀的發展。  

主講人(吳承洋段長)： 

在實際管理作為方面，除了委請專業顧問

公司協助檢測外，雪山隧道內有安裝許多監測

儀器，並有訂立管理值，於每月巡檢時擷取監

測數據，研判是否達到管理值，若有，則啟動

緊急處理作為。專業顧問公司長期於隧道進行

檢監測，經驗豐富，剛剛提到的雪山隧道維護

管理系統，包含雪山隧道主線、連絡隧道、導

坑等非常複雜，我們期望系統再升級，並非只

是資料庫而已，希望能夠累積檢監測資料、專

家學者經驗、異狀成因，還能提醒主管機關監

測數值已經達到管理值，具有提示功能、診斷

功能，並能提供補強方案，降低第一線管理者

之壓力。仰賴專業顧問公司，協助尋找異狀成

因、支援軟體開發及人工智慧化的管理。  

主持人(王泰典教授)： 

根據提問者周經理的業務及專長，或許正

在建立高鐵公司針對橋梁裂縫採用數位放大鏡

紀錄，後續可追蹤變化，目前想瞭解隧道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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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作法。因為對某些工程結構物，如橋梁

墩柱等，有特定受力模態及位置，如此一來監

測可標定特定位置，且紀錄方式與隧道不一樣，

因為隧道較不易掌握受力模態，所以偏向影像

型紀錄。台北捷運公司於2003年首次對隧道裂

縫編碼並追蹤，但第二次要作業卻開始出現問

題，故原系統可能已經捨棄，因為不容易定位

追蹤。但高鐵採用數位放大鏡做法可以參考，

因為它可以標定特定位置之裂縫。  
主持人(蘇鼎鈞副總)： 

新北市政府如何發想將100年磚造隧道

活化發展為自行車道？未來是否還有其他隧

道活化？如何確保使用上無慮，未來新工處維

管系統如何因應？  
主講人(王益翔處長)： 

舊三貂嶺隧道與雪山隧道維管的強度不太

一樣，雪山隧道遇到一滴水就需要有相當敏感

度，而舊三貂嶺隧道若壁面整片都是水，大家還

是感覺很自然，所以我覺得管理的目標及目的

不太一樣。本案從2011年新工處尚未成立前，

就已經評估過本隧道要如何使用，當時甚至有

討論是否恢復到車行功能，這樣的評估是委請

顧問公司協助，而在2017年時任新北市政府高

宗正副市長帶領工程人員前往現場，並討論不

適合再恢復到車行使用，因為周遭自然環境、人

文條件、社區發展、平溪線活化及淡蘭古道開發

等原因，之前為管理局負責，後續改由新工處負

責，開發活化的方向為多方討論的結果，後續定

調為低度開發，因為隧道現況不如預期佳，採高

度開發後續也無法保證若干年間可以維持安全，

跟後續維運管養經費是否過高等問題，採自行車

道方式，若後續無法再修復使用，也不至於嚴重

影響用路人通行，與公路總局及國道目標不同，

各位試想，國道五號若有一天停止營運1小時，

對於台灣是多嚴重的事情，但是若舊三貂嶺隧道

中斷1週，我想我們應該還是能夠承受，所以這

代表兩者目標不一樣，使用強度也不一樣。 
維護的部分蘇總有提到重點，其實舊三

貂嶺隧道活化作業，我們有針對隧道內潛在

危害處做監測及評估，並送文化局審理，採用

背填低壓灌漿處理。現在最重要為營運過程

中，監測頻率及方式，將評估成果移轉至協助

管理單位，並提供適當費用積極辦理。未來若

發現其他待修復區域，將持續辦理修復作業，

但以不影響原設計初衷。  
新北市目前未規劃有其他舊隧道活化等開

發，以舊三貂嶺隧道而言，當地為低度開發區，

若民眾來訪踴躍，週邊如停車空間、自行車租

借、社區導覽，隧道內自行車動線等都需討論

規劃，因此完工於2021年底，但啟用將於2022
年7月試營運，時間拉長以利周邊配套考量周

全，故目前仍未思考到下一個隧道的活化。  

與會者(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順義)： 

隧道監測儀器的設置及資料蒐集時間？  
主講人(羅國峯科長)： 

首先說明，目標一定需滿足環評需求，但我

們希望能做的更多，除了一般常態性的自動化

監測外，一個月或一季至少會前往現場，因為部

分為手動監測儀器，而每一月或季彙整為報告

提供管養單位參考，監測儀器蒐集的頻率並非

一致，主因為管養單位並非著重於細微數值跳

動，而是趨勢變化。故管養單位關心的不是單一

缺失，因為單一缺失不一定會有即刻危險，我們

擔心的是一整個區域或區塊連續性的發生變

化，這才是主要監測目的，所以除了颱風、豪雨、

地震等特定情況進行巡檢，常態性監測回報頻

率約為一個月，常態儀器採用自動化回傳。 

主講人(周永川經理)： 

以台灣世曦的經驗，在安朔草埔隧道，監

測儀器盡量採用自動化監測及回傳管理單位，

若環境較為潮濕，則電子式監測儀器的狀況會

較差，儀器的使用維修保護及管養設定約3到5
年，若大壩則可能為10年，故建議複合式監測

系統，包括隧道到邊坡等，建議全面自動化。  
與會者(朝陽科大營建系  許耿蒼教授)： 

隧道管養的法規面是否能與水庫及橋梁有

定期檢測之法規要求？中興社蕭富元博士介紹

之隧道管理系統是否會應用到台灣各隧道？ 
主講人(李佳翰博士)： 

隧道管理單位常於隧道檢測作業執行過

程中詢問是否有法源依據，以水利隧道而言，

是依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之

檢查頻率；交通系統係依據交通部頒「公路養

護手冊」，再由下屬單位各自編列細節，包括

公路總局之「公路總局公路養護手冊」及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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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局之「高速公路養護手冊」，部頒養護手

冊精神在於定期的巡查或檢查，並未要求詳細

檢測或安全評估；而各機關自辦或委辦的檢

查，則會搭配些非破壞性檢測以利安全評估，

故隧道檢測之法源依據，的確需要由學術界協

助政府制訂合適的頻率與規範。  

主講人(蕭富元博士)： 

本單位協助公路總局發展之隧道維護管理

系統，初衷為蘇花改工程剛完工，公總希望蘇花

改隧道群及南迴安朔草埔隧道為對象，將其完

工之基本資料全部建檔，以提供後續維管單位

使用。但計畫執行中期，公總認為本開發適用性

廣，應擴展至全台灣的公路隧道，所以計畫方向

已配合調整為建立全台公路隧道資料庫，並期

望後續上線後可直接使用於全台公路隧道。 

主持人(王泰典教授)： 

目前臺鐵對於監測作業亦有規定，雖然未

到法令階級，惟已經陸續訂立手冊 /規則，目前

對於公路資產已經有要求負責人員定期檢測。 

主講人(羅國峯科長)： 

簡單回應公路總局之作法，因為公總屬於

一個尷尬的單位，管理的東西很多，但是條件都

不一樣。例如隧道，可能完全無襯砌、或地處偏

遠山區、或新建工程，因條件皆不相同，若講法

源，真的無明確法源規定隧道應該怎麼做，但每

個養護工程處，都有一定的辦事準則，例如在巡

檢時，會記錄特殊變化。而公總的巡檢人員多是

由公務人員自行完成，絕大部分都未外包，所以

僅能記錄，卻未能分析，也無法對應日後的解決

方案，這些都需仰賴顧問公司。故公總近期通車

的大型公路隧道或甲級隧道，陸續都將進入維

護管理系統，而隧道的檢測行為目前尚未全面

委託專業公司，的確缺乏法源依據。 

與會者(富國技術工程公司  周家瓊經理)： 

巡檢作為持續辦理但可能委由不同工程

顧問公司，資料量龐大，技術亦可能精進，對

於管理單位及後續維護廠商如何彙整合併？  

主持人(王泰典教授)： 

過去約十年間，的確有幾座營運中隧道崩

塌，因此近期維護、檢測及補強作業數量增加，

有關資料整合的確是複雜問題。相對日本或歐

盟系統，國內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論是檢

測、長照、延壽或補強，其中都還有很多技術問

題，此外，政府單位對於老舊隧道亦有排序問

題、交通維持問題等複雜問題，這些需要更多人

員的參與及開放態度的討論，例如新建隧道光

達掃描建檔、完工文書作業建檔等。 

 
與會者專注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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