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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10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顧睿瑜股長  貢獻度：20％ 

參與提案人： 

李光軒副總工程司 貢獻度：15％       陳玫芬主任   貢獻度：10％ 

張賢德科長       貢獻度：9％        蘇子威主任   貢獻度：9％ 

卓耀宗工程員     貢獻度：17％       蔡秉均工程員 貢獻度：12％ 

黃奕璿約僱助理工程員  貢獻度：8％ 

提案範圍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事項。

(八)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 

提案名稱 預防勝於治療，全國首創城市靜脈健檢-管渠延壽計畫 

成效屬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精實管理手法、■小 e 化、■節省成本(時間、人

力、經費)、□發表期刊論文或專書、□取得專利、□其他：(如榮獲其

他獎項、增加收益……等，請於15字內簡要說明) 

 

 

 

 

 

 

 

 

 

 

提案緣起 

 

 

 

 

 

 

 

 

 

 

 

 

 

 

一、 臺北市的污水下水道建設： 

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管渠施工，依序為主幹管、次幹管、分管

網、支管及用戶排水設備。臺北市是全國最早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

的城市，自民國64年起開始建設第1條士林(C)主幹管，至今已完成

6條主幹管(4萬7,762公尺)、27條次幹管(7萬7,218公尺)，僅剩延

平北路(DE)次幹管待配合社子島發展期程施工，全臺北市主、次幹

管目前總共已完成12萬4,980公尺。(圖1) 

二、 老舊的主、次幹管： 

臺北市為全國最早建設污水下水道的城市，也是最早進入污水下水

道管渠老舊周期的城市，在接管率已達8成的臺北市，已從興建建

設轉型為著重於管渠的維護的城市。 

三、 污水下水道隱藏的危機： 

污水下水道長期埋設於地下，在通水後，因污水內含有各種物質、

油污以及所產生的氣體，造成管渠腐蝕、劣化，再加 

上道路的交通負載衝擊，導致漏水、不明水滲入、管體剝落、變

形、龜裂等情形產生，嚴重者可能造成路面沉陷、崩 

塌，以致民眾生命、財產遭受損失。(圖2) 

四、 危險的主、次幹管檢視工作： 

污水下水道主、次幹管均屬大管徑管渠(700mm 以上)，管渠內的水

量大，而且為24小時不斷輸送污水至污水處理廠。以往為進行主、

次幹管檢視工作，均是委託專業潛水人員穿戴作業服裝，手持燈光

及攝影機進入污水下水道內，以縱走或以搭乘小艇方式進行拍攝與

檢查下水道內狀況。主、次幹管均屬大管徑之污水管渠，不易進行

擋水及導水作業，若稍有不慎，將增加發生職災的風險。在全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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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年因污水下水道檢修發生職安事件層出不窮，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

程處為了避免類似的憾事再發生。(圖3、圖4、圖5、圖6) 

 

 

 

 

 

 

 

 

 

 

 

 

 

 

 

 

 

 

 

 

 

 

 

圖1：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圖 

圖2：道路下陷，車輛陷入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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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主、次幹管內檢視
作業 

圖4：主幹管內水流湍急 

圖5：污水下水道職安事件(104年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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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方法 

(一) 不再讓遺憾事件發生： 

大管徑管渠(700mm 以上)管內檢視以往係採人員縱走進行，其工

作困難且複雜，每當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作業更增加其危險性。舉

例來說，民國104年11月間，高雄市發生了2名潛水夫進入下水道

內進行作業，被湍急的水流沖走，造成了1人不幸罹難之憾事。 

(二) 尋找方法： 

參考國內外有關下水道檢視的文獻，污水下水道檢視可以分為

CCTV、聲納、雷射或掃描等技術。 

(三) 參加研討會與學者交流吸收經驗： 

107年12月12日營建署辦理「新世代下水道創新發展國際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學者進行座談。在該次座談會中不乏有國際學者提出

相關的專題演講。 

(四) 全國首次、全市首創率先推行：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於108年起進行全面性的污水下水道主、

次幹管檢視及延壽工作，為全國首次採取有計畫性的分期分階段

辦理全市的污水下水道延壽工作。全市首創要求全程採用儀器設

備進行檢視，利用儀器設備取代人力，減少發生意外的風險，並

藉由儀器檢查水面上、下找污水管渠異常處，立即辦理修繕。 

二、 實施過程 

(一) 首創之創新性： 

全市首創採用 CCTV搭配聲納儀器檢視的技術，在無法降低水位的

污水下水道主、次幹管內，水面上使用 CCTV進行攝影檢視，水面

下則採用聲納儀器探測，以聲波在水中的反射特性，通過電聲轉

換和資訊處理技術，呈現水面下之狀況，利用兩者的搭配，將污

水管內完整的狀況紀錄下來。(附件圖1、圖2)  

(二) 地點選擇之周延性： 

首期工作範圍選擇士林(C)主幹管、建國南北路次幹管及吉林路次

幹管等3條。士林主幹管為臺北市最早期之污水下水道主幹管且已

圖6：污水下水道大管徑管內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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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超過40年，而建國南北路次幹管與吉林路次幹管使用均已超

過30年，且吉林路次幹管周邊曾於107年間發生過道路路面坍陷事

件。(附件圖3) 

(三) 將傳統產業結合產官學之周延性： 

聲納探測之結果，送交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何嘉浚教授進行

覆核，藉由學術單位的檢核，以提高檢視成果之正確性。也是全

國首次結合產官學三方將污水下水道檢視工作，激發出傳統產業

創新的動力，讓臺北市再次領先全國。(附件圖4、圖5) 

(四) 利用小 e化之周延性： 

將檢視成果以及管渠設施屬性資料，全部輸入工務局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的 MIS 資料庫中，可提供隨時在 GIS 上查閱管渠檢視成果

及瀏覽相關紀錄，以利污水下水道管渠維護工作能夠更有效率的

掌握，並有利於規畫未來的維護方向。(附件圖6) 

(五) 落實職業安全之執行性：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參訪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於全國首創

在迪化污水處理廠區內設置「局限空間危害預防演練專區」，定期

安排教育訓練並提供同仁及施工廠商演練。以及首次引進人員出

入人孔之「生命感應監視系統」，以利於監視在污水人孔內人員工

作狀況，並配置監視設備、通訊設備、警報設備等，隨時掌握工

作人員的狀態，落實維護勞工職業安全。(附件圖7、圖8) 

(六) 媒體報導：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首創採用「CCTV 搭配聲納儀器檢視技

術」以及首創設置「局限空間危害預防演練專區」，先後經各媒體

報導，均獲廣得好評。(附件圖7、圖9) 

三、 實施投入成本 

首次臺北市污水下水道主、次幹管檢視，總經費為新臺幣4,560萬

元。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實際執行影響性 

(一) 內部效益： 

1. 確保污水下水道使用正常： 

由於污水下水道主、次幹管無法停止服務，採用儀器設備進

行污水管檢視作業，可瞭解污水管內現況，助於污水管維護

的能力。 

2. 延長污水下水道使用壽命： 

污水下水道已是屬於臺北市重要之地下管渠之一，在臺北市

高密度的建設之下，能在區域內增加主、次幹管的機率極

低，唯有延長污水下水道的使用壽命，降低損壞的風險。 

3. 降低預算編列： 

以污水下水道系統設施生命週期總支出觀點，考慮預算、經

費及風險，使既有的污水下水道延長使用年限，降低管渠發

生意外的機率，預期延長管渠的使用年限10年以上。 

4. 發現問題立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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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業過程中發現位於堤防下方的士林主幹管有砂石流入管

內，以及建國南北路次幹管有遭地質鑽探管穿破的現象，立

即進行污水管修繕，避免坍陷事件發生。(附件圖10、圖11、

圖12) 

5. 避免職安意外發生： 

污水下水道主、次幹管作業中是屬於高風險的局限空間，降

低人員進入污水下水道作業可能發生之意外。 

(二) 外部效益： 

1. 避免災害風險： 

污水下水道已成為重要的地下管渠之一，為防止對市民日常

生活及社會活動造成影響，避免事故或災害的發生，維護管

渠正常發揮功能。 

2. 避免社會成本發生： 

污水下水道不僅是建設經費龐大，若發生損換導致路面塌

陷，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風險更是無法估算，唯有計畫性的

檢視、強化維護才能降低風險。 

二、 實際執行成效： 

自本計畫開始執行後，截至109年12月31日已檢視污水下水 

道主、次幹管之總長度計7.94公里。士林主幹管、建國南北路次

幹管及吉林路次幹管均未再發生坍陷事件。 

相關附件 實際執行相片 

聯絡窗口 

姓名：顧睿瑜股長 

電話：02-25973183分機752 

Email：sso10191@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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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圖1：CCTV結合聲納與載具 

 

附件圖2：CCTV及聲納在主、次幹管內檢視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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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3：士林主幹管、建國南北路次幹管及吉林路次幹管位置 

 

士林(C)主幹管 
68至70年陸續通水 

吉林路次幹管 
74至75年陸續通水 

建國南北路次幹管 
於69至71年陸續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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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4：CCTV及聲納在主、次幹管內檢視影像 

 

附件圖5：聲納探測結果委託臺灣科技大學進行覆核 

 

附件圖6：小 e化輸入 MIS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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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7：媒體報導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局限空間危害預防演練專區」 

 

附件圖8：首次引進人員出入人孔之「生命感應監視系統」 

 
 

附件圖9：媒體報導 CCTV結合聲納進行污水下水道檢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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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10：幹管內有砂石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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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11：幹管遭地質鑽探管穿破 

 

附件圖12：幹管內部修繕 

 

附件圖13：工務局長現場視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