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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琳濱 

邱琳濱先生民國六十二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繼續留校

進入研究所深造，於六十四年取得土木工程結構組碩士學位。六十六年於

工兵學校預官役退伍後，即進入台灣省公共工程局（即省政府住宅暨都市發

展局之前身）參與建築、結構、社區規劃等實務設計工作，於極短時間內由

幫工程司、副工程司升任正工程司，並取得土木技師考試及格，同時兼任

建築工程測量規劃設計隊之副隊長及隊長職務。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由台灣省住宅暨都市發展局商調交通部國道新建工

程局擔任工務組副組長，八十一年十二月調任北二高中和新竹路段工程處

副處長，北二高中和新竹路段完工通車後，八十二年十月調升國工局工務

組組長。為突破工程施工困境，研擬各項救濟補貼專案，獲行政院專案頒

行，製訂承商能量評審辦法，擬訂二高後續建設計畫發包策略。八十三年

十月調升北二高中和汐止路段工程處處長，順利完成北二高二十四座隧道

之貫通工作，並結合土木、機電、交控、通訊等承商，採取重疊施工作

業，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整合各項資源，使北二高工程於八十六年八月全

線通車，較原合約期程提早七個半月。八十六年九月調升國工局主任秘

書，八十七年七月調升總工程司，期間領導整合提升國工局施工標準作業

程序，並通過 ISO9000 之認證，於政府體系中為率先取得全面性業務（含人

事、會計、政風、行政等）品質認證之最優良單位，獲行政院頒獎表揚。九

十年七月調升工務副局長，督導二高後續計畫及北宜高速公路計畫，協助

民航局代辦中正機場二期航站停車場工程、馬祖北竿機場跑道東移工程、

澎湖馬公機場航廈新建工程、馬祖南竿機場新建工程、花蓮機場航廈新建

工程等，負責工程施工之推動及繁雜工務行政之解決，協助各區工程處逐

年完成分段完工通車之任務，於九十二年底國道三號全線由「基隆一路通到

屏東九如」，並陸續完成各機場航站完工啟用，圓滿達成任務。九十三年八

月升任國工局局長，展開第三代高速公路建設工作，除持續趲趕北宜高速

公路以達成如期通車之目標，並推動國道三號南投支線（霧峯埔里段）、國

道五號蘇澳花蓮段、東西向快速道路五股八里段等規劃、設計及施工等作

業。 

邱先生是一位全方位之土木水利與建築結構工程師，具有極為豐富之

實務經驗，至今已從事這個工作長達二十七年，除了在工程規劃、設計、

施工、管理，領導國道工程團隊，引進工程新技術、新工法及新材料、創

新工程文化，均有傑出表現外，對國內許多專業學會或協會的貢獻也不遺

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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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奮鬥了十三年的雪山隧道終於在今年

九月十六日全線貫通了，當那一聲爆破聲從地

底傳來時，心裡真是百感交集。雪山隧道長

12.9公里，是北宜高速公路的關鍵工程，為東

南亞最長，世界排名第5之公路隧道，共配置東

行線及西行線主坑隧道各乙座，導坑隧道乙

座，長度均為 12.9公里，另外車行聯絡隧道 8

座，人行聯絡隧道28座，垂直通風豎井3對，深

度分為 500公尺、 250公尺及 450公尺，隧道機

房及中繼站各3座合計共有51座隧道組成之龐大

隧道群工程。十三年前地工技術創始元老歐晉

德博士毅然接受顧問們的建議引進TBM工法，

歷經短暫的蜜月新鮮感之後，板塊活動下極端

破碎的雪山山脈東段地層，沒有機會讓我們進

入磨合期。數不清的落磐，數十次的夾埋，讓

我 們 的 TBM 絕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都 是

DOWNTIME，哪來的學習曲線？挖了不知道多

少公里的迂迴隧道，還不得不很阿Q地以所謂頂

導坑前行，完全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率，西行線

主坑耗資十億元的TBM在一次重大抽坍事故中

被土石重擊淹沒折損了。不得已只好想盡辦法

自250公尺深之#2豎井等處增闢工作面，以最傳

統的螞蟻雄兵多方挺進，最多開挖工作面達14

處。奔騰的地下水毫無預警地湧出，破碎的地

層，抽坍事故不斷，工程進度遲滯不前。外界

的責難不斷湧入，工程師的專業與良心也幾幾

乎快被淹沒了，差點就要被迫放棄這個工程。  

雪山隧道穿過 3700公尺長堅硬的四稜砂

岩，石英含量約 82％，莫氏硬度為 6~7（鋼為

5.5），單壓強度為1200~3000kg/cm2，主坑及

導坑隧道歷經7~9年的艱苦挑戰才穿透。十三年

的奮戰，共經歷6處斷層帶，98處較大剪裂帶，  

 

 

 

 

 

 

 

 

36處地盤突發性大量湧水，最高湧水量達750公

升 /每秒， 26次的TBM受困與 45次鑽炸法的抽

坍，最大抽坍量 8000立方公尺，嚴重影響範圍

達120公尺長；還好我們最英勇的鄭文隆博士不

曲不饒，堅定地帶領著施工團隊努力開創任何

可能的機會，終於，一次次地突破崩坍、湧

水、夾埋，穿過了最堅硬的四稜砂岩。歷盡創

傷的TBMs拖著疲憊的身軀卻也分別創下許多開

挖新紀錄，導坑TBM最佳進度400公尺 /月，單

日最佳進度25公尺，導坑鑽炸法最佳進度123公

尺 /月，主坑TBM最佳進度360公尺 /月，單日最

佳進度18公尺，鑽炸法最佳進度112公尺 /月。  

十三年來國內外專家、地工界前輩持續地

關懷與鼓勵，讓我們深切地體會我們不是孤

單，伴隨我們堅忍地一步一步向黑邃潮濕的地

層挺進，不分天光還是暗瞑，沒有年節沒有假

日，大家一棒接一棒，絕不放棄。最後這一

炸，我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總算沒有讓雪

山隧道變成遺跡，非常感謝大家的協助。惟雪

山隧道全線貫通，代表地質因素之困難度及危

險性已能全盤的掌握，緊接著尚有洞台開挖、

管線廊道開挖、混凝土襯砌、舖面工程及隧道

機電、通風、照明、消防等工程與交通控制系

統工程之整合測試工作，均需要以重疊施工之

方式在有限的空間內，施工團隊同心協力，排

除萬難，通力合作，方能於一年餘之時間內達

成目標；最後尚需經過防災及緊急救援之演

練，才能開放通車。環島國道路網後續的南投

支線、東部國道等隧道群工程，仍然有許許多

多的地質、地工問題等待我們逐一去克服，期

望地工界的朋友繼續協助我們攜手努力讓國內

地工技術發展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