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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地概況 

基地面積(m
2
) 建物規模 開挖深度(m) 

4075.0 10F/B2 及 9F/B2 10.0 

二、地層概況 

層次 
層底深度 

GL. (m) 
土壤分類 

SPT-N 值 

(平均值) 

1 -2.0 回填層及表土層(SF) 5~50 

2 -6.8 高度風化泥質砂岩層(SS) 
41~51 

(46) 

3 -14.3 砂泥岩互層(SS/Mudstone) >50 

4 鑽探深度 灰色砂岩層(SS) >50 

註 1：第 2 層次僅在 BH-1 及 BH-2 出現。 

註 2：設計地表高程 GL.0 m 位於 EL.+24.77 m 處。 

三、地下水狀況 

建議本基地地層短期之地下水位為 GL.-10.0 m；長期地下水位位於

GL.-8.0 m。 

四、液化分析結果 

本基地表下方 20 公尺內並無具液化潛能之砂性土層存在，研判本

基地無液化之疑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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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礎分析結果 

基礎
型式 

結構荷重 
(t/m

2
) 

基礎底部上浮力 
(t/m

2
) 

基礎 
乘載力 
(t/m

2
) 

基礎 
總沉陷量 

(cm) 

垂直地盤
反力係數 

(t/m
3
) 

筏式
基礎 

27.0 
0.0(短期) 
2.0(長期) 

>100 <1 10000 

六、基礎開挖穩定分析結果 

擋土壁
型式 

開挖深度 
GL.-(m) 

擋土壁體深度(m) 
穩定性分析檢核 

內擠 隆起 上舉 砂湧 

排樁 10.0 12.5 OK -- -- -- 

註：「--」表示本基地地層應無發生「隆起、上舉、砂湧」之條件，無破壞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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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潘正華建築師事務所承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

食藥署)「食品藥物國家級試驗室暨教育訓練大樓基地」，於台北市南

港區新光段一小段 136、137、137-1、137-2、137-3、137-4、138、

138-1、139、140、141 地號上，預計新建教育訓練大樓地上 10 層，

地下 2 層；試驗大樓地上 9 層，地下 2 層之大樓。 

為確實掌握基地之地層特性，以做為結構設計與開挖施工之參

考，於民國 107 年 9 月委託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本公司)進行基地地基調查及基礎分析工作。 

該項委託工作之服務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1. 現場鑽探及取樣 

2. 試驗室試驗 

3. 基地土層分布 

4. 地下水位分析 

5. 液化潛能評估 

6. 開挖穩定性分析 

7. 基礎承載力分析 

8. 基礎開挖方式與擋土措施建議 

9. 開挖安全監測系統建議 

鑽探期間本公司派遣工程師於工地執行重點督導工作，以確實控制

鑽探及取樣品質，並兼作地層研判工作。本案第一期共施作 4 孔鑽探孔，

現場工作於民國 107 年 9 月下旬完成，採取之岩樣於鑽探結束後送至試

驗室進行試驗。本公司於試驗室工作完成後，即彙整試驗室與現場工作

結果，提出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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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場調查及試驗室試驗工作 

2.1 基地現場概況 

本基地位於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163 巷內，鄰近食品藥物管理署昆

陽大樓，距昆陽捷運站約 300 公尺。基地位於衛生園區南側山丘上，現

況大致平坦，基地目前尚存 3 棟舊建物，分別在西側為地上 2 層疾病管

制署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東北側為地上 2 層衛福部倉庫，東南側為地

上 1 層磚造胸腔病院倉庫，空曠區域為職員停車場所。 

基地位置如圖 2.1 所示，鑽孔配置如圖 2.2 所示，各孔之相對高程以

建築師提供之測量轉點 TP2 為參考基準點，其參考高程為 EL.+24.77 m 

(GL.±0 m)。各鑽孔座標及高程量測結果詳列如表 2.1 所示。 

2.2 現場調查 

現場調查工作包括鑽探、取樣、地下水位觀測井及水壓計之裝設與

觀測，以及地層研判等項，茲就各項工作分述如下。 

2.2.1 鑽探取樣 

本次調查工作於基地內佈設共計 4 個鑽孔。鑽探之方法視地層變化

與需要而分別採用旋轉及沖洗鑽探法進行，鑽孔時並視地層之需要使用

各種適當尺寸之套管保護孔壁使其不致崩坍。鑽探過程中土層每隔 1.5m

進行一次標準貫入試驗，該試驗係以劈管取樣器銜接於鑽桿底端放至孔

底，鑽桿頂部以 140 磅(63.5 kg)之重錘及 30 吋(76.2 cm)之落距錘擊，使

取樣器擊入土中，直至貫入土中 18 英吋(45 cm)或打擊數達到 50 為止。

過程中記錄每貫入 6 英吋(15 cm)時之打擊數，第一個 6 英吋係定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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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打擊數僅供參考，第二及第三個貫入 6 吋之打擊數相加即為貫入阻

抗之 N 值，即 SPT-N 值。當 N 值達 50 而未達貫入深度時，則記錄為 N

值大於 50，該深度在確認取樣器內為確岩樣後，即認定為岩層深度。 

標準貫入試驗完成後取出取樣器並打開，以描述土樣之組成、結構、

稠度以及顏色等狀況。試驗用銅圈則以塑膠蓋及膠帶密封以防止水分蒸

發，並於鑽探完成後送至試驗室施作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此外於各

土層中視基礎分析之需要，使用適當之取樣器取出不擾動土樣，並送至

土壤試驗室進行各種工程性質試驗。於調查深度內遭遇承載層時，先進

行一次標準貫入試驗，然後更改鑽頭為鑽岩鑽頭直至地表下 30 m，以進

行岩心取樣。鑽孔之鑽探深度、現場土壤試驗與取樣數量如表 2.2 所示，

鑽孔柱狀圖詳見附錄 A。 

2.2.2 水位觀測井及水壓計之裝設及觀測 

為瞭解本區地下水位狀況，本基地於鑽孔 BH-2 鑽孔內裝設水壓計 1

支，埋設深度為地表面下 26 m；另於鑽孔 BH-3 內裝設水位觀測井 1 支，

埋設深度為地表面下 26m。水位觀測於埋設日起持續觀測至水位穩定為

止。觀測井與水壓計之裝設孔位及深度彙整如表 2.2，水位觀測記錄則詳

見附錄 B。 

2.3 試驗室試驗 

本次試驗室工作計進行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土壤剪力強度試

驗、岩石單軸壓縮試驗。其各項試驗之方法及規範分述如下： 

2.3.1 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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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包括粒徑分析、單位重、自然含水量、比重

和塑性等，試驗係根據美國標準材料試驗方法 ASTM 進行，主要目的為

提供土壤分類之依據。土壤顆粒小於 5  10
-6 

m (5μm)者分類為黏土。黏

性土樣亦即粉土質或黏土質土壤另進行阿太堡限度(Atterberg Limits)試

驗，所有土樣係根據統一土壤分類標準(The Unified Soil Classification 

System)加以分類。 

2.3.2 土壤剪力強度試驗 

本次調查中取得之不擾動土樣，將進行無圍壓縮試驗(Unconfined 

Compression Test)及以推求土壤之剪力強度特性。無圍壓縮試驗(UC)係將

試體在未施加側向圍壓之狀態下，施加正向應力至試體破壞，以求得試

體之無圍壓縮強度。 

2.3.3 岩石強度試驗 

本次調查中取得之岩心，將進行岩石單軸壓縮試驗(Rock Uncofined 

Compression Test)，以推求岩石之強度特性。本次試驗工作進行之岩石單

軸壓縮試驗(RUC)依照美國材料標準試驗方法 ASTM D2664-86 所規定之

方式進行，在鑽探所得之岩心箱中選取適當長度之岩心，將岩心切割修

整過之後，使其直徑與長度之比為 1：2，再將此岩心試體置於試驗儀器

上施加垂直正向應力直至試體破壞，以求取岩心之單軸壓縮強度。 

上述各項試驗項目及數量統計彙整如表 2.3 所示，岩石單軸壓縮試驗

結果整理如表 2.4 所示。附錄 C~附錄 E 為各項室內試驗結果；附錄 F 為

現場施工照片；附錄 G 則為岩心取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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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地地層及地下水概況 

3.1 區域地質概況 

台北盆地位於西部麓山帶的西緣，以褶曲的第三系沉積岩為基盤，

上覆水平或成原始傾斜的第四系河湖相沉積岩。盆地基盤由東南向西北

傾斜，盆地沉積也隨之由東南向西北變厚，岩相變細，沉積相變深。盆

地略呈三角形，盆地北方為大屯火山山區，西側為林口台地，東南方為

第三紀沉積岩丘陵地，盆地內沉積物主要受東側基隆河、南側新店溪與

西南側大漢溪匯集之淡水河之影響，其下地層可分為全新世之松山層，

和更新世之景美層及新莊層。 

因山腳斷層及台北斷層作用，台北盆地因而滑落，致使海水入侵成

鹹水湖，松山湖沉積逐漸覆蓋於盆地景美層上，此時期沉積之土層即稱

之為台北松山層。松山層以半鹹水湖相沉積，以青灰色泥質層為主，中

上部夾有泥炭與貝類 (窗貝最常見)，及有孔蟲化石甚多，全部厚度自數

十公尺至近百公尺，平均約 50 m 左右之厚度，以松山一帶為中心。 

本區域地層出露之岩層，自古而新有大寮層、石底層、南港層、南

莊層、桂竹林層。其中石底層、南莊層屬濱海相或陸臺相之地層，而大

寮層、南港層、桂竹林層則屬海相地層。由於中新世海相地層與濱海相

地層之交替出現，可見在中新世沉積盆地中曾歷經三次海進、海退之沉

積循環。根據地質文獻及鄰近基地鑽探資料顯示，基地之岩層主要為台

北斷層北側之桂竹林層大埔段，主要岩層為淡灰色厚層泥質砂岩，間夾

薄層頁岩。砂岩中的泥質部份常含有大量的有孔蟲及貝類化石。大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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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夾有凸鏡狀的粗粒白砂岩。在南港橫科地區出露厚度約 300 公尺左右，

本段含多量之有孔蟲及貝類化石。 

本基地位於台北盆地東南緣，其區域地質如圖 3.1 所示。根據區域地

質圖及鑽孔資料顯示，基地之基盤為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之桂竹林層大

埔段。基地鑽獲之岩性計有黃棕色中至高度風化砂岩、深灰色砂質泥岩

或灰色泥質砂岩等。 

3.2 基地地質構造概況 

離本基地最近之斷層構造為台北斷層，距離約 900 m，屬一逆斷層，

沿基隆河谷南側截斷八堵向斜之東南翼，然後進入台北盆地。本斷層兩

側尚多小斷層與褶曲，故其兩側出露地層隨地而有不同。本斷層之南部，

如在三張犁至松山一帶，石底層逆覆於桂竹林層之上。至南港大坑，木

山層逆覆於桂竹林層之上。 

臺北斷層曾經被定義為第四紀斷層或稱為可能活動斷層（徐鐵良、

張憲卿，1979)，最新的研究報告（陳斗生，2000）顯示，信義計畫區內

臺北斷層上覆之崩積層與礫石層（可對比於景美層）中之碳質物經定年

後，年代約 45,000 年以上，表示 45,000 年以來臺北斷層並未活動；另外

也有學者從地震觀測研究結果顯示沿臺北斷層並無活動跡象；由大地應

力之研究結果也顯示大地應力已由壓力轉為鬆弛，故再活動之動力也在

消失中。由上述之研究，中央地調所於 2000 年出版之”台灣活動斷層概

論”（第二版）已將臺北斷層視為非活動斷層。 



食品藥物國家級試驗室暨教育訓練大樓基地–地質調查及基礎分析報告  

7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因植生過多，並無發現岩層露頭，根據中央地調所環境地質圖

顯示，基地內岩層走向約為東北-西南走向，向南傾 26 度，基地北側開挖

時須注意是否有順向坡之疑慮。 

3.3 基地地層概況 

根據現地鑽探及試驗室試驗結果，約可將鑽探深度範圍內之地層，

由上而下歸納成 4 個主要層次並且歸納各層次之性質及強度參數簡化

表，如表 3.1 所示。根據現場地層調查資料所繪製之地層剖面圖如圖 3.2

所示。 

綜合整理土層分佈情形及其工程特性，歸納各層次之性質，茲分述

各層次之相關性質如下： 

3.3.1 第 1 層次—回填層(SF) 

本層次其底部深度分佈於 GL.-0.5 m ~ GL.-4.1 m 之間，平均深度約

為 GL.-2.0 m。標準貫入試驗 N 值介於 2 至 50 之間，主要由混凝土塊、

卵礫石、碎磚、級配及黃棕色黏土或砂土所組成。 

3.3.2 第 2 層次—高度風化砂岩層(SS) 

本層次底部深度約為 GL.-4.1 m ~ GL.-9.5 m 之間，平均深度約為

GL.-6.8 m，平均厚度約 3.0 m。本層次僅出現在 BH-1 及 BH-2，主要由

棕灰色高度風化至完全風化泥質粉砂岩所組成，總單位重介於2.06至2.10 

t/m
3之間，平均為 2.08 t/m

3；自然含水量介於 22%至 24%，平均約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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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層次共取樣 1 組薄管進行無圍壓縮試驗，無圍壓縮強度約為 0.5 

kg/cm
2，屬於軟弱稠度之黏性土壤，試驗結果詳見附錄 D。 

3.3.3 第 3 層次—砂泥岩互層(SS/Mudstone) 

本層次底部深度約為 GL.-11.0 m ~ GL.-23.3 m 之間，平均深度約為

GL.-14.3 m，平均厚度約 10.6 m。本層次主要由深灰色砂質泥岩與灰色泥

質砂岩所組成。本層次共取樣 4 組岩樣進行岩石單軸壓縮試驗，由試驗

結果顯示，單軸壓縮強度介於 21.2 ~ 44.5 kg/cm
2 之間，平均約為 31.3  

kg/cm
2。岩石單壓試驗結果整理如表 2.4。 

3.3.4 第 4 層次—砂岩層(SS) 

本層次分布於第三層次底部，由於本次調查深度(GL.-30 m)並未貫穿

此層，故無法得知其實際厚度，其岩盤面大致由基地東北向西南漸深。

本層次主要由灰色砂岩層所組成。 

 

3.4 地下水位及水壓 

根據調查期間地下水位之觀察結果顯示，BH-2 裝設之水壓計受地表

棲留水影響，造成觀測值跳動，故此孔之數值不予以參考；BH-3 水位觀

測井測得之水位約介於 GL.-11.5 m ~ GL.-12.3 m 之間，平均約為 GL.-11.9 

m。故建議本基地考慮臨時性結構設計之短期淺層地下水位在 GL.-10.0 

m，永久性結構設計之長期之地下水位則為 GL.-8.0 m，水壓則採靜態分

佈。圖 3.3 為基地之地下水壓分佈情形。地下水位觀測記錄詳見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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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本基地因鄰近山麓變化較大，且近東新陂旁，地下水位可能

受到陂塘內水位、汛期、颱風及暴雨之影響，建議施工期間除參考本次

報告調查期間之量測資料外，亦應依現場量測之結果進行檢核與修正相

關施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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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壤液化潛能分析 

根據中央地調所依初級地質鑽探資料劃分之土壤液化潛勢區，本基

地屬低液化潛勢區，如圖 4.1 所示。另依據台北市政府土壤液化潛勢查詢

結果，本基地亦則屬低液化潛勢區，如圖 4.2。惟因目前所公開的土壤液

化潛勢圖，屬於中央建置的初級與中級圖資，為全國性、大範圍的評估

結果，解析度較低，僅適用於瞭解區域性土壤液化潛勢區的可能分布範

圍，故仍應依各基地之鑽探調查資料、建物規劃情況等，進行土壤液化

潛能分析。 

4.1 土壤液化潛能評估 

當地下水位以下之疏鬆砂土受到地震或其他型式之振動時，砂土可

能會暫時喪失其強度而如液體一般，此種現象即謂“液態化”。若土壤

發生液態化，則可能造成結構物之沉陷、傾斜甚至破壞。 

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建議之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方式-

日本道路協會簡易經驗法(1996)，判定砂土層符合下列所有三項條件時，

應進行土壤液態化潛能評估： 

(1) 地表面下 20.0 m 以內之飽和砂土層，且地下水位在 GL.-10.0 m 以

內時。 

(2) 細粒土壤含量 FC 在 35%以下之土層，或即使 FC 超過 35%，但塑

性指數 Ip 在 15 以下之土層。 

(3) 平均粒徑 D50在 10 mm以下，且 10%粒徑 D10在 1 mm以下之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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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之評估由抗液化安全係數 FL 決定之。FL 值小於 1.0 時，即判別

該土層可能液化。 

𝐹𝐿 = 𝑅/𝐿   (4-1) 

式中， 

    FL：抗液化安全係數； 

    R：土層之抗液化剪力強度比； 

    L：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力比。 

式 4-1 中，R 為土層之抗液化剪力強度比： 

𝑅 = 𝑐𝑤 × 𝑅𝐿  (4-2) 

𝑐𝑤 = {

第 I 型地震動：1.0                                                        

第 II 型地震動： {

1.0         ,   𝑅𝐿 ≤ 0.1
3.3𝑅𝐿 + 0.67  ,   0.1 < 𝑅𝐿 ≤ 0.4

2.0         ,   0.4 < 𝑅𝐿

 (4-3) 

𝑅𝐿 = {
0.0882√𝑁𝑎 1.7⁄                                                   , 𝑁𝑎 < 14

0.0882√𝑁𝑎 1.7⁄ + 1.6 × 10−6(𝑁𝑎 − 14)4.5 , 𝑁𝑎 ≥ 14
  (4-4) 

𝑁1 = 1.7 𝑁 (𝜎′
𝑣0 + 70)⁄   (4-5) 

   (1)砂質土：D50 < 2 mm 

𝑁𝑎 = 𝑐1𝑁1 + 𝑐2  (4-6) 

𝑐1 = {

1.0                         , 0% ≤ 𝐹𝐶 < 10%
(𝐹𝐶 + 40) 50⁄  , 10% ≤ 𝐹𝐶 < 60%

𝐹𝐶 20⁄ − 1                     , 60% ≤ 𝐹𝐶
  (4-7) 

𝑐2 = {
0             , 0% ≤ 𝐹𝐶 < 10% 
(𝐹𝐶 − 10) 18⁄  , 10% ≤ 𝐹𝐶

  (4-8) 

(2)礫質土：D50 >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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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𝑎 = [1 − 0.36 log(𝐷50 2⁄ )] 𝑁1⁄   (4-9) 

式中， 

    cw：地震動特性之修正係數； 

    RL：反覆三軸強度比； 

    Na：考慮土壤粒徑影響之修正 N 值； 

    N1：等值換算成效覆土壓力 1 kg/cm
2該應力下之 N 值； 

    c1、c2：細粒料含量對 N 值之修正係數； 

    σ’v0：土壤垂直有效覆土應力(kg/cm
2 
)； 

    FC：細粒料含量含有率(%)，為粒徑 74 m 以下土粒子之重量百分率； 

    D50：平均粒徑(mm)。 

式 4-1 中，L 為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力比： 

𝐿 =
𝐴

𝑔
×

𝜎𝑣0

𝜎′𝑣0
× 𝑟𝑑 (4-10) 

𝑟𝑑 = 1 − 0.015𝑧  (4-11) 

式中， 

    A：水平地震地表加速度； 

    g：重力加速度； 

    σv0：土壤垂直覆土應力(kg/cm
2 
)； 

    σ’v0：土壤垂直有效覆土應力(kg/cm
2
)； 

d：地震時尖峰剪應力比沿深度方向之折減係數； 

z：土層距地表之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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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說(2011)，本基地位於台北市

南港區，屬台北三區。查表 4.1 可得其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為 0.6、工址短週期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MS為 0.8。利用上述

不同考量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可求得地表水平加速度。於

中小度地震時，地表水平加速度 A 為 0.069g(台北盆地之地表水平加速度

A=0.4gSDS/3.5)；設計地震時其地表水平加速度 A 採 0.24g(A=0.4gSDS)，

於最大考量地震時之地表水平加速度 A 為 0.32g( A=0.4gSMS)。 

以上述之地表水平加速度配合現場地層資料，即可進行液化潛能評

估工作。液化潛能評估係採用日本道路協會簡易經驗法(1996)，此法乃是

以分析所得之抗液化安全係數 FL來判定土壤液化與否，FL< 1 表示該深度

土壤會發生液化，FL> 1 則否。 

4.2 土壤液化潛能損壞評估 

地震造成土壤液化之災損情況很多，其可分為自由地表面受損情形

與引致結構物受損情形兩類。自由地表受損情形之發生表徵包括噴水、

噴砂、地盤沉陷、地表裂縫、地盤側向變位、側潰、甚至為流動破壞。

結構物受損情形之發生表徵包括基礎承載力不足、建築物下沉、側移、

傾斜傾倒、底板隆起、地下結構物上浮、擋土結構物側移或破壞等。惟

結構物受損情形需視自由地表面受損情形及結構物配置而定，其影響之

因素甚多，無法一以論之。 

若針對自由地表面之損害評估，根據國際土壤力學與基礎工程學會

大地地震工程技術委員會(ISSMFE  TC4，1993)所編定之「地震地質災

害微分區手冊」之建議，其評估方式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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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相對厚度 

根據 Ishihara (1985) 之研究，地表是否產生液化破壞，取決於液化

土層厚度(H2)與其上非液化土層厚度(H1)之比值。當非液化土層厚度(H1)

大於其下之液化土層厚度(H2)，則地表將不會產生顯著之破壞現象。圖

4.3 即為不同震度下，H1與 H2 之比值與地表面液化破壞程度之關係圖。 

4.2.2 液化潛能指數 

另根據 Iwasaki(1982)定義之液化潛能指數 PL，地盤液化之嚴重程

度，其量化值可以下列公式計算： 

𝑃𝐿 = ∫ 𝐹(𝑧)𝑊(𝑧)𝑑𝑧
20

0

 (4-12) 

 𝐹(𝑧) = {
1 − 𝐹𝐿 , 𝑓𝑜𝑟 𝐹𝐿 ≤ 1

0          , 𝑓𝑜𝑟 𝐹𝐿 > 1
 (4-13) 

 𝑊(𝑧) = 10 − 0.5𝑧 (4-14) 

式中， 

    PL：液化潛能指數，介於 0~100 之間； 

    F(z)：抗液化安全係數，介於 0~1 之間； 

    W(z)：深度權重係數； 

    FL：抗液化安全係數； 

    z：評估土層距離地表面之深度(m)，考慮深度範圍 0~20 m。 

Iwasaki(1982)根據日本地震案例之研究，定義地盤液化之損害程度分

為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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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𝑃𝐿 < 5 低潛勢：液化損害風險低 

(二) 5 ≤ 𝑃𝐿 < 15 中潛勢：液化損害風險高 

(三) 15 ≤ 𝑃𝐿 高潛勢：液化損害風險極高 

 

根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建築物基地若具有高液化潛能

之土層，應評估其受地震作用之可能損害程度。於設計上可採建築物基

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之建議，依日本道路協會規範之土質參數折減係數

DE進行參數折減，如表 4.2 所示。 

4.3 土壤液化潛能評估結果 

本基地地表下方 20 公尺內主要為回填層、高度風化粉土質砂岩層、

砂泥岩互層及砂岩層，並無具液化潛能之砂性土層存在，研判本基地土

層液化潛能極低，因此基礎與地下結構設計時應可不考慮液化因素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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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礎分析 

5.1 結構荷重 

本工程基地計畫興建地上 10 層地下 2 層之教育訓練大樓，及地上 9

層地下 2 層之試驗大樓，開挖深度約為 10.0 m。假設各層靜載重為 1.5 

tf/m
2，各層活載重為 0.5 tf/m

2，筏式基礎之載重約為 3.0 tf/m
2，據此估計

教育訓練大樓作用於基礎底部土壤之結構最大總荷重約為 27.0 tf/m
2，試

驗大樓作用於基礎底部土壤之結構最大總荷重約為 25.0 tf/m
2。依鑽探調

查之地層分佈，推估開挖土體總重約為 21.3 t/m
2，小於結構總荷重，屬

於部份補償式基礎。 

5.2 基礎形式選擇與上浮力分析 

於選擇基礎型式時，需考慮之因素應包括下列各點： 

(1) 基礎之安全承載力 

(2) 基礎之總沉陷量與差異沉陷量 

(3) 基礎受地下水壓作用所產生上舉力之影響 

(4) 開挖方式之考慮 

根據目前的建築規劃資料，本案地下結構物之開挖深度約為 10.0 

m。若考慮臨時性結構設計，短期地下水位取 GL.-10.0 m，則基礎底版無

承受上浮力。若考慮永久性結構設計，長期地下水位於 GL.-8.0 m 時，則

其上浮力約為 2.0 tf/m
2。以上所評估之上浮力，均小於建物結構平均及最

大荷重，故研判本建物之結構荷重足以抵抗基礎底面之地下水上浮力。

但就僅有地下室之非主結構區而言，若其上部結構荷重不足，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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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浮問題，此重量不足之區域除了由結構勁度克服之外，亦可考慮水箱

回填、減壓工法或抗浮樁等措施加以輔助。 

就建築規模、土壤及地下水狀況綜合研判，初步建議可使用筏式基

礎做為本案之基礎形式，本文以下即就筏式基礎進行分析，以供設計單

位參考。 

5.3 筏式基礎 

假設建築物基礎採用筏式基礎，則其承載力及沉陷量之分析如下： 

5.3.1 筏式基礎承載力分析 

依理論進行分析，一般而言，基礎承載力與土壤強度、基礎型式、

基礎大小、基礎放置深度及地下水位等有密切關係，可採用建築物基礎

構造設計規範(2001)所建議之分析方法估算基礎承載力。 

𝑞𝑢 = c𝑁𝑐𝐹𝑐𝑠𝐹𝑐𝑑𝐹𝑐𝑖 + 𝛾2𝐷𝑓𝑁𝑞𝐹𝑞𝑠𝐹𝑞𝑑𝐹𝑞𝑖 + 0.5𝛾1𝐵𝑁𝛾𝐹𝛾𝑠𝐹𝛾𝑑𝐹𝛾𝑖   (5-1) 

式中，   

qu=極限支承力； 

c =基礎底版面以下之土壤凝聚力； 

1=基礎版以下 B 深度範圍內之土壤平均有效單位重； 

2=基礎版以上之土壤平均有效單位重； 

Df=基礎之覆土深度； 

B、L=基礎之長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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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Nq、N為支承力因數；Fcs、Fqs、Fs 為形狀影響因素；Fcd、

Fqd、Fd為埋置深度影響因素；Fci、Fqi、Fi則為載重傾斜影響因素。本基

地基礎座落於砂泥岩互層之第 3 層次，如依表 3.1 所建議之土壤參數進行

計算，基礎長約 112 m，寬約 40 m，設定地下水位於 GL.-8 m 之情形下，

取安全係數為 3，則基礎座落地層之容許承載力大於 100 t/m
2，大於結構

平均荷重，因此本基地若採用筏式基礎，無承載力不足之虞。 

5.3.2 基礎沉陷量分析 

基礎結構物在施工過程中，基礎底面之土壤會經過開挖時之解壓及

結構物建造時之再壓作用，其中結構物建造時之再壓作用會造成土壤之

沉陷。結構物建造時因荷重增加而發生之沉陷現象，可分為非排水性之

瞬時沉陷與排水性之壓密沉陷。非排水性之瞬時沉陷發生極為迅速，乃

起因於土壤本身之彈性變形；而排水性之壓密沉陷，則與土壤之壓密時

間、土壤透水性、土層分佈狀況及施工情形等有密切之關係。 

一般而言，砂性土層以瞬時沉陷為主，黏性土層則以壓密沉陷為主。

因此結構物建造時，因荷重增加所導致之沉陷將成為影響基礎型式選擇

之重要因素。 

砂性土層之彈性沈陷量可依Schmertmann及Hartman (1978)所建議之

半經驗式進行分析，其公式如下： 

𝑆𝑒 = 𝐶1𝐶2(𝑞 − 𝑞) ∑
𝐼𝑧

𝐸𝑠

𝑧2
0 ∆𝑧   (5-2) 

式中， 

 Se = 土壤彈性沈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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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土層厚度； 

 q  = 基礎荷重； 

 q = 基礎深度之覆土荷重； 

 Iz = 應變影響因素； 

 C1 = 基礎深度修正係數 =1-0.5[q / (q-q)]； 

 C2 = 土壤潛變修正係數 = 1+0.2log(年/0.1)； 

若基礎為方形或圓形基礎，則應變影響因素隨深度之數值為 

 Iz= 0.1  at  z = 0； 

 Iz= 0.5  at  z = z1 = 0.5B；B 為基礎寬度； 

Iz = 0.0  at  z = z2 = 2B；B 為基礎寬度； 

黏性土層之壓密沉陷量可依 Terzaghi 之單向度壓密理論及現地經驗

進行分析，其公式如下： 

(1) 於部分過壓密階段( Cv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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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純過壓密階段( Cv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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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中， 

cH 土壤壓密沉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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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H =計算壓密土層厚度； 

0e =土壤初始孔隙比； 

rC =土壤再壓指數； 

CC =土壤壓縮指數； 

0 =土壤初始有效應力； 

C =土壤預壓密應力； 

v =土壤有效應力； 

   q =結構加載之淨應力增量。 

經由式 5.3 及式 5.4，即可分析土壤之壓密沉陷量，惟其應綜合考量

評估土層，於開挖解壓及結構體構築完成各階段，其超額孔隙水壓與計

算深度有效應力變化之情形。另其結構加載之淨應力增量，亦需考量結

構體構築完成階段，基礎面下地下水位回復提供之水浮力影響。 

因結構荷重造成基礎下任意深度之垂直應力之變化 (∆𝑝 )則可依

Boussinesq’s 方程式求得： 

   





L

y

B

x
Iq

zyx

zdxdzq
p

0 0 0222

3

0

2
5

2

)(3


 (5-5) 

其中 I 值為影響因子，為 m、n 之函數，m=B/z、n=L/z (Das，1990)。

針對目前之建築規劃，本基地基礎面以下為第三層次之砂頁岩互層，研

判沉陷之現象主要以彈性沉陷為主，依理論及現地經驗進行分析，推估

筏式基礎底面之最大沉陷量小於 1 cm，且應無差異沉陷之問題產生，惟

此分析結果並未考慮基礎結構之勁度、擋土措施以及土壤間摩擦力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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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盤反力係數 

水平地盤反力係數，主要係作為擋土結構物及基樁設計之用，就擋

土結構之分析而言，水平地盤反力係數為側向壓力與擋土結構物變形量

之比值。惟土壤為非線性之材料，因此其值之求得，往往視擋土結構分

析之模式而定，一般則採用經驗之數值，如 Bowles(1982)著述中所述之

經驗式。初步分析時，對於砂性土壤之水平地盤反力係數，可取 100 N

至 150 N t/m
3
 (N為標準貫入試驗之錘擊數)，黏性土壤則可取 200 Su至 300 

Su t/m
3
(Su 為土壤之不排水剪力強度)，惟仍需配合實際之監測資料評估分

析結果之合理性。 

垂直地盤反力係數為基礎荷重與沉陷量之比值。茲根據現有規劃資

料及現地土壤性質研判，若基礎型式採用筏式基礎，建議採用 10000 t/m
3

為本基地之土壤垂直地盤反力係數(謝旭昇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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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礎開挖擋土及穩定性分析 

6.1 開挖穩定性分析 

地下室進行開挖時，由於土壤挖除，將造成開挖區周圍土壤不穩定，

因此必須借助擋土結構及其他支撐措施加以保護，俾使工程能於安全無

慮下進行。有關開挖之穩定性分析，如圖 6.1 所示，包含擋土壁向內擠進、

土壤上舉、開挖面隆起及砂湧等現象之檢核。而一般地下室開挖工程中，

對於上述各項檢核均要求符合足夠之安全係數，方能確保開挖過程之穩

定。本報告以該建築設計規劃進行檢核，並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

規範(2001)」所規定之方法進行各項開挖穩定分析。 

6.3.1 內擠分析 

擋土設施向內擠進係由於開挖面外側之壓力大於開挖面內側壓力，

使得擋土設施向內擠進而造成開挖底部土壤之破壞。建築物基礎構造設

計規範(2001)所規定之方法如圖 6.2 所示，其分析式如下： 

FS =
𝑃𝑝 × 𝐿𝑝 + 𝑀𝑠

𝑃𝐴 × 𝐿𝐴
≥ 1.5 (6-1) 

式中： 

PA= 最下階支撐以下之外側作用側壓力合力(t/m)； 

LA= PA作用點距下階支撐之距離(m)； 

Ms = 擋土結構之允許彎矩值(t-m/m)； 

Pp = 開挖底面以下之內側作用側壓力合力(t/m)； 

Lp = Pp作用點距下階支撐之距離(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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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地下室預計開挖面之深度為 GL.-10.0 m。依表 3.1 之簡化地層參

數進行分析，假設底部支撐位置於開挖面上 4.0 m，則當擋土設施採貫入

開挖面下 2.5 m(總長 12.5 m)，其抗內擠安全係數大於規範要求之 1.5。 

6.3.2 隆起分析 

當開挖底面下方土層係軟弱黏土時，須檢討其抵抗底面隆起之穩定

性。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所規定之方法進行分析，如圖

6.3 所示，其公式如下： 

FS =
𝑀𝑟

𝑀𝑑
=

𝑋′ ∫ 𝑆𝑢(𝑋′𝑑𝜃)
𝜋
2

0

𝑊 ×
𝑋′
2

≥ 1.2 (6-2) 

式中： 

Mr= 抵抗力矩(t-m/m)； 

Md= 傾覆力矩(t-m/m) ； 

su= 黏土之不排水剪力強度(t/m) ； 

X’= 半徑(m) ； 

W= 開挖底面以上，於擋土措施外之 X’半徑寬度內，土壤與地表上

方載重(q)之重量和(t/m)。 

本案地下室預計開挖面深度為 GL.-10.0 m，當取擋土設施採貫入開

挖面 2.5 m(總長 12.5 m)，擋土壁體均貫入於第 3 層次之砂泥岩互層，

下方並無黏土層存在，故應無隆起現象發生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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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上舉分析 

開挖底面下方之土層中，如具有黏性土壤之不透水層，且此不透水

層下方存在受壓水時，則該不透水層底部將承受上舉水壓力，此時須檢

核其抵抗上舉破壞之安全性，如圖 6.4 所示。抵抗上舉破壞之安全係數可

依下列公式計算(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 

FS =
∑ 𝛾𝑡𝑖 ∙ ℎ𝑖𝑖

𝑈𝑤
≥ 1.2 (6-3) 

式中： 

ti= 不透水層底面以上之各土層土壤總單位重( t/m
3
) 

hi= 不透水層底面以上之各土層厚度(m) 

Uw= 透水層頂部之水壓力(t/m
2
) 

本基地計劃開挖深度為 GL.-10.0 m，依表 3.1 之簡化地層參數，當取

擋土設施採貫入開挖面 2.5 m(總長 12.5 m)，擋土壁體均貫入於第 3 層次

之砂泥岩互層，故應無上舉之疑慮。 

6.3.4 砂湧分析 

開挖面下為透水性良好土壤時，於開挖區內抽水將導致開挖區內外

有水頭差而引致滲流現象，當上湧滲流水之壓力大於開挖面底部土壤之

有效土重時，滲流水壓力會將開挖面內土砂湧舉，造成破壞。 

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所規定之方法進行砂湧分析，如

圖 6.5 所示。其分析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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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
2𝛾𝑠𝑢𝑏(𝐷)

𝛾𝑤(∆𝐻𝑤)
≥ 1.5 (6-4) 

FS =
𝛾𝑠𝑢𝑏(∆𝐻𝑤 + 2𝐷)

𝛾𝑤∆𝐻𝑤
≥ 2.0 (6-5) 

式中： 

 sub= 砂質土壤之有效單位重(t/m
3
)； 

 D= 擋土措施之貫入深度(m)； 

 w= 地下水之單位重(t/m
3
)； 

 ∆Hw= 擋土設施內外兩側地下水之水頭差(m)。 

本案地下室預計開挖面深度為 GL.-10.0 m，當取擋土設施採貫入開

挖面 2.5 m(總長 12.5 m)，擋土壁體均貫入於第 3 層次之砂泥岩互層，下

方並無砂土層存在，故應無砂湧之疑慮，惟仍應注意岩盤地下水滲出情

形。 

綜合上述土壤穩定性分析之結果顯示，本案地下室預計開挖面深度

為 GL.-10.0 m。當取擋土設施為貫入地表面下 12.5 m，應可獲得足夠之

開挖穩定性。 

6.2 側向壓力分析 

擋土結構之設計需考慮兩種類型之側向壓力，即作用於臨時性擋土

結構之側向壓力，和作用於永久性擋土結構之側向壓力。其土壓力計算

係根據 Terzaghi 及 Peck(1967)所提出之方式計算。其計算式如下： 

P𝑎 = 𝛾𝑡𝐻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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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 為開挖深度， t為土壤單位重，K 值為土壤側向土壓力係數。

一般擋土設計用之土壓力如為臨時性結構，採用主動土壓力；如為永久

性結構則採用靜止土壓力，並以靜止土壓力係數(K0=1-sinφ)估算側向土

壓力。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2011)，本基地於中小度地震及設計

地震作用下之水平地表加速度(A)分別為 0.069g 及 0.24g，而地震力作用

下所造成之側向壓力增量可以下式進行估算(Seed and Whitman, 1970)： 

∆𝜎𝐸 =
3

8
𝛾𝑡𝐻𝐾ℎ (6-7) 

其中∆𝜎𝐸為地震力引致之側向壓力增量(tf/m
2
)，kh 為水平向地震係

數。綜合上述，各項側向壓力推估結果如圖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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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礎開挖與擋土措施建議 

綜合考量地層特性及基地概況，提出以下有關基礎開挖及擋土措施

之建議，供設計與施工單位參考。 

7.1 擋土措施之建議 

選擇開挖擋土結構所需考慮之因素，包括現地土層狀況、開挖深度、

鄰近建築物、公共設施及建築與結構需求等。本基地之建築規劃為地下 2

層，開挖深度為 GL.-10.0 m。根據前述之分析結果，建議取擋土設施貫

入開挖面下 2.5 m(總長 12.5 m)，以維護開挖之穩定性。 

另由地質調查結果可知，本基地於 GL.-0.7 m~GL.-4.5 m 起即為岩盤

直至鑽探深度(30 m)。是故考量施工性、經濟性及週遭環境影響等因素，

建議可採用擋土排樁做為其開挖擋土設施。 

7.2 基礎開挖之建議 

開挖工法之選擇應考慮施工費用、工期、安全性、工法可行性及對

四周環境之影響等因素。一般採用之基礎開挖方式可分為順打工法及逆

打工法，其方式約略如下︰ 

1. 順打工法︰係以臨時支撐系統(型鋼支撐)配合擋土結構往下開挖之工

法，開挖至底部後再往上回築地下結構體。 

2. 逆打工法：係於每階段挖土階段完成後先構築地下結構體之樑版作為

支撐構架，再行往下開挖之工法。 

上述逆打工法及順打工法之優缺點比較列示於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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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建議採用順打工法，以擋土排樁搭配支撐系統進行開挖，施作

時應注意下述事項： 

1. 支撐應施加適當之預力。 

2. 每階段之開挖應嚴加控制，不得超挖。 

3. 隨時依據監測系統所獲得之資料，檢討每階段開挖之步驟及施工方

法，必要時得調整。 

4. 支撐架設應特別注意精確度，以確保支撐效果，必要時得要求施做其

他補強措施。 

5. 中間柱拔除可能造成額外之基礎沉陷量，故基礎下方之中間柱最好以

切除之方式處理。若必須以拔除之方式處理中間柱，則拔除後所遺留

之孔洞應迅速回填補滿。 

7.3 鄰產保護之建議 

深開挖工程即是將地下部分土體挖除，破壞原有之平衡條件，故會

引起鄰近土體側向位移及地面沉陷，進而造成鄰產之損害，而造成沉陷

量大小之因素尚包括： 

1. 土層強度及透水特性 

2. 地下水位之高低 

3. 開挖區幾何形狀 

4. 擋土措施之水密性 

5. 開挖工法選擇 

6. 支撐系統勁度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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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地下室開挖監測系統建議 

雖由前述章節之分析結果，已大致建立本基地開挖施工之穩定處理

措施及建議，然基地局部地層之差異變化，並無法經由鑽探工作有限之

孔數而完全掌握，且其應用的分析理論尚屬經驗累積公式，同時，施工

過程中仍有許多無法預知之因素，皆可能對工程本身造成影響。因此為

確保本工程地下室開挖、鄰房、周圍道路及公共設施之安全，建議施工

期間於開挖工區內外裝設安全監測系統。施工期間應就取得之監測資

料，加以整理、研判、分析，以檢核本工程各開挖階段之安全性，並隨

時預測施工中各階段可能發生之狀況，必要時可事先進行補強措施，以

避免發生災害。本報告僅就現有的資料，提出監測項目之建議及其應用

的量測儀器，茲分述如下： 

(一) 傾斜儀 

傾斜儀可分為壁體內及壁體外兩種，壁體內之傾斜儀可量測出擋土

壁體之側向變形，壁體外傾斜儀則可量測擋土壁背後土壤之側向變形。

傾斜儀之安裝可即時分析擋土壁體之變位，防止其過度變形而造成災害。 

(二) 鋼筋計 

於擋土壁體中之主鋼筋位置處裝設鋼筋計，可以量測主筋之受力情

形，進而反算擋土壁所受之彎矩是否超出容許範圍，對擋土壁之結構安

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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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位觀測井與水壓計 

於開挖面下和四周埋設地下水位觀測井與水壓計，可瞭解因建物開

挖與抽水等施工作業，造成基地四周地下水位與地下水壓變化情形，隨

時了解擋土壁所承受水壓力，以及結構底版所承受的上舉水壓，並作為

工區抽水作業之監控依據。 

(四) 沉陷觀測點 

於基地四周既有道路、空地及建物裝設沉陷觀測點，可觀測附近地

面或建物受開挖影響而下陷情形，此觀測值可與傾斜儀(傾度觀測管)及建

物傾斜計所量得之數值互相參照，並綜合分析。 

(五) 支撐應變計 

裝設於支撐鋼樑上，以求得擋土支撐應力。由於此項應變計係曝露

於工區中，受環境影響甚大，故應考慮使用耐久性和穩定性良好之儀器。

一般在最上層支撐應加裝數個應變計以作溫度校正之用。 

(六) 支撐荷重計 

除支撐應變計外，亦可於支撐上裝設荷重計，達到觀測支撐軸力變

化之目的。 

(七) 建物傾斜計 

開挖過程中常導致鄰近區域地層之下陷，而使鄰近的建築物發生沉

陷及傾斜。對於傾斜量之觀測，建議就鄰近建物結構柱面裝設傾斜計，

以量測建築物垂直度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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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為常用之監測項目之彙整。觀測系統之目的在掌握施工安全，

故綜合利用觀測資料及現場的施工紀錄與查核資料，應為施工單位必須

掌握之重點。而擬定各種緊急狀況之處理方式，亦為重要。以上之安全

監測系統所費有限，但對地下室開挖工程而言，倘有開挖不穩定狀況可

立即察覺，因此對施工之安全提供了進一層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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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1. 依據現場鑽探調查與試驗結果顯示，基地地層於鑽探深度內，大致可

區分為 4 個主要層次，地層分佈狀況簡化如下表： 

層次 層底深度(m) 土壤分類 SPT-N 地層描述 

1 -2.0 回填層(SF) 5~50 
混凝土下回填磚塊、水泥

等雜物。 

2 -6.8 
高度風化泥質

砂岩層(SS) 

41~51 

(46) 

主要為高度風化至完全

風化泥質粉砂岩層。 

3 -14.3 
砂泥岩互層

(SS/Mudstone) 
>50 

灰色泥質粉砂岩及砂質

泥岩互層。 

4 (鑽探深度) 
灰色砂岩層

(SS) 
>50 灰色細砂岩。 

2. 依目前之觀測資料，本基地於基礎設計與分析時，建議基地之短期地

下水位在 GL.-10.0 m，長期水位則位於 GL.-8.0 m 處。 

3. 本基地之基礎底部至 GL.-20.0 m 並無具液化潛能之砂性土層存在，研

判無土壤液化之疑慮。 

4. 依據開挖土壤穩定性分析結果，取擋土設施貫入地表面下 12.5 m(即開

挖面下 2.5 m)時，可獲得足夠之穩定性。 

5. 依假設地下水壓之分佈狀況研判，其作用於基礎底版之最大上浮力約

為 2.0 t/m
2，本建物之結構荷重足以抵擋基礎底面之地下水上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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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礎型式若採用筏式基礎，本基地之土壤容許承載力大於 100 t/m
2，

大於結構之荷重，故無承載力不足之虞。 

7. 依據分析結果，在正常施工情況下，地下室開挖引致筏式基礎底部最

大沉陷量約小於 1 cm；垂直地盤反力係數則建議採用 10000 t/m
3 以進

行分析。 

8. 建議選擇排樁做為地下室開挖擋土措施，必要時可於樁體間之間隙進

行掛網噴漿，並配置洩水孔，將壁後之棲留水或地下水導出。 

9. 由於地層變化之未知性及土層與結構體互制之複雜性，任何理論或分

析方法對土層受工程進行影響後之行為，實難完全掌握。加上有限的

鑽孔與試驗，並無法有效了解土層局部差異性變化。因此有賴監測系

統之設置，以彌補上述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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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鑽探孔位座標及相對高程 

鑽孔編號 
縱座標

(N) 

橫坐標

(E) 

孔口高程

EL. (m) 

孔口高程

GL. (m) 

岩盤面高程

GL. (m) 

BH-1 2771295 310015 24.84 0.07 -4.1 

BH-2 2771259 310068 24.88 0.11 -4.5 

BH-3 2771271 310097 24.79 0.02 -0.8 

BH-4 2771267 310126 24.72 -0.05 -0.7 

備註：本案以建築師提供 TP2 之 EL.+24.77 m 定為 GL.  0 m。 

 

表 2.2 現地試驗項目及數量統計表 

孔號 

土層厚度(m) 
標準 

薄管 
觀測井(OW) 

水壓計(HP) 貫入試驗 

回填

層 
土層 

卵礫

石層 
岩盤 小計 

試驗

(次) 

取樣

(組) 
支數 支數 

深度

(m) 

BH-1 4.1 -- -- 25.9 30.0 3 3 1 -- -- 

BH-2 4.5 -- -- 25.5 30.0 6 5 -- 1(HP) 26 

BH-3 0.8 -- -- 29.2 30.0 1 0 -- 1(OW) 26 

BH-4 0.7 -- -- 29.3 30.0 1 0 -- -- -- 

總計 10.1 0 0 109.9 120.0 11 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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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室內試驗項目及數量統計表 

項 目 數 量 

土壤一般物理性試驗 8(組)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UC) 1(組) 

岩石單軸壓縮試驗(RUC) 4(組) 

 

表 2.4 岩石單壓強度試驗結果 

孔號 
深度 

(m) 

岩盤面深度 

(m) 

岩盤面下距離 

(m) 

qu 

(kg/cm
2
) 

岩性 

BH-3 10.0 0.8 9.2 21.2 泥質砂岩 

BH-4 3.8 0.7 3.1 30.1 泥質砂岩 

BH-4 6.0 0.7 5.3 44.5 泥質砂岩 

BH-4 8.7 0.7 8.0 29.3 泥質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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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土壤分層及簡化參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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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台北盆地各微分區之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與最

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MS以及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週期分界之轉角週

期 T0D與 T0 

 

表 4.2 日本道路協會規範之土質折減參數 DE 

抗液化安全係數 

FL 

地表面下深度 

ｚ 

土壤參數折減係數 

3.0R  3.0R  

3/1LF  

100  Z  0 1/6 

2010  Z  1/3 1/3 

3/23/1  LF  

100  Z  1/3 2/3 

2010  Z  2/3 2/3 

13/2  LF  

100  Z  2/3 1 

2010  Z  1 1 

                註：R 為依據該規範計算之土壤抗液化剪力強度。 

 

 

 

 

 

微分區 SDS SMS T0
D與 T0

M
(秒) 

台北一區 0.6 0.8 1.6 

台北二區 0.6 0.8 1.3 

台北三區 0.6 0.8 1.05 



食品藥物國家級試驗室暨教育訓練大樓基地–地質調查及基礎分析報告  

40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表 7.1 基礎開挖工法之優缺點比較 

開挖工法 優點 缺點 

逆打工法 

1. 利用地下結構體作為擋土構

架，故具有足夠之勁度，安

全性高。 

2. 地下、地上樓層可同時施

工，能縮短工期。 

3. 適合於開挖平面不規則，側

壓不平衡等作業條件下之工

程。 

4. 對鄰近住戶環境及施工人員

心理衝擊較小。 

 

1. 地下層之作業為樓版下之作業，故作業

條件較差。 

2. 因須支承上部結構重量，增加逆打鋼柱

及基樁作業。 

3. 形成柱、壁之逆行接縫，處理上較困難。 

4. 作業通風不良須預先配置通風設備。 

5. 逆打鋼柱吊放精度控制不易。 

6. 車道區之施工規劃須額外特別考慮。 

7. 地下樓層間距大時，需另考慮架設支

撐，施工時困難且費時。 

順打工法 

1. 受到地區條件、地盤條件及

開挖深度等之限制少。 

2. 支撐設施之架構狀態單純，

故易於掌握應力狀態及實施

監測管理。 

3. 地下層結構之施工品質易掌

握。 

1. 對鄰近住戶環境及施工人員心理衝擊

較大。 

2. 支撐結構之規劃配置不當易產生災變。 

3. 基地面積太大者，支撐數量龐大且支撐

效果可能不理想。 

4. 深層之支撐架設及開挖施工困難度較

高。 

5. 地下結構回築時因挑高過大，可能須架

回撐，增加施工困難度、工期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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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開挖工程常用監測項目及使用儀器 

監測項目 使用儀器 裝設位置及監測標的 

擋土壁側向位移 

地層側向位移 

傾斜儀 

(傾度觀測管) 

裝設於擋土壁內或地層中，量測擋土壁或

地層於施工中之側向位移。 

擋土壁鋼筋應力 鋼筋計 
裝設於擋土壁內鋼筋，量測擋土壁鋼筋應

力。 

地下水位 水位觀測井 裝設於地層中，量測地下水位深度。 

地下水壓 水壓計 裝設於地層中，量測地下水壓。 

地面沈陷量 

建物結構沉陷量 
沈陷觀測點 裝設於地面或建物結構上，量測其沈陷量。 

支撐應力 支撐應變計 

裝設於支撐，量測支撐之應力。 

(若使用支撐系統時裝設) 

支撐荷重 支撐荷重計 

裝設於支撐，量測支撐之軸力。 

(若使用支撐系統時裝設) 

結構物傾斜量 建物傾斜計 
設於傾斜板上之活動式或永久式裝置，用

以監測結構物之單軸或雙軸轉角或傾角。 

中間柱隆起量 
中間柱 

隆起標尺 

於開挖區中間柱(或逆打鋼柱)上貼上標

尺，量測隆起量或沉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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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基地位置圖 

 

 

 

 

 

 

基地位置

基地位置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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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鑽孔平面及剖面線配置圖 

 

圖 3.1 區域地質圖 

改繪自中央地調所

基地位置

N

台北斷層

900 m

(OW)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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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地下水壓分佈情形 

 

圖 4.1 液化潛勢圖(摘自中央地調所網站)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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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液化潛勢圖(摘自台北市政府網站) 

 

圖 4.3 土壤液化破壞之分界線(Ishihara，1985)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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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基礎開挖土壤不穩定型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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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擋土措施貫入深度分析示意圖 

(摘自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圖 6.3 開挖底部隆起分析示意圖 

(摘自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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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開挖底部上舉分析示意圖 

(摘自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圖 6.5 砂湧分析示意圖 

(摘自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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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臨時性擋土措施側壓力建議值 

 

(b)永久性擋土措施側壓力建議值 

圖 6.6 側向壓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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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鑽探孔柱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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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015

N 2771295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24.84m Date：

1 of 2

F.I.
S. P. T.

PROJECT：

Hole No.： BH-1 昆陽街

DescriptionLOG

Coordinate： Sheet No.：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Location：

10709/12~107/09/26Ground Level： +

G s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4

6

8

10

12

14

S-1-2 1 1 1 2 7 46 32 15 SC 1.98 19.0 2.70 29.4 8.2

S-2-2 1 3 3 6 50 40 7 3 GM 1.75 28.2 2.64 -- NP

T-1 40/50 CL 27.5

S-3-2 6 14 27 41 42 26 22 10 GM 2.07 22.0 2.64 -- NP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90 3

C 100 75 3

C 100 75 5

C 100 65 4

3.0 m

回填層：混凝土下回填磚塊、水泥、

黃棕色粉土等雜物。

4.1 m

岩層：灰棕色高度風化至完全風化泥

質粉砂岩。

7.0 m

岩層：灰色細砂質泥岩，岩質新鮮無

風化跡象。

12.0 m

岩層：灰色泥質粉砂岩偶夾甚薄層細

砂，岩質新鮮無風化跡象。

岩層：灰色細砂岩偶夾礫夾泥，岩質

新鮮無風化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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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015

N 2771295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G s

Hole No.：

Ground Level：PROJECT： 10709/12~107/09/26

2 of 2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S. P. T.
F.I. LOG Description

BH-1 Location： 昆陽街 Coordinate： Sheet No.：

+ 24.84m Date：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7

19

21

23

25

27

29

C 100 65 5

C 100 70 2

C 100 75 3

C 100 80 3

C 100 90 2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20.0 m

25.5 m

岩層：灰色細砂岩，岩心完整，無風

化跡象。22.15 m處夾厚度2.5公分、傾

角35度之白灰色硬層。

28.0 m

岩層：灰色中砂質細砂岩，岩心完整，

無風化跡象，膠結情況不佳。

30.0 m

岩層：灰色細砂岩，岩心完整，無風

化跡象。

End of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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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068

N 2771259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24.88m Date：

1 of 2

F.I.
S. P. T.

PROJECT：

Hole No.： BH-2 昆陽街

DescriptionLOG

Coordinate： Sheet No.：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Location：

10709/18~107/09/21Ground Level： +

G s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4

6

8

10

12

14

S-1-0 50/5cm >50

S-2-2 1 2 3 5 10 44 31 15 SC 2.06 19.5 2.70 29.4 10.6

S-3-2 2 5 7 12 2 44 36 18 CL 2.04 25.7 2.69 28.3 11.4

S-4-2 6 12 17 29 11 62 19 9 SM 2.10 21.7 2.65 NP

C 100 100 0

S-5-2 18 24 27 51 21 46 23 11 SM 2.06 24.3 2.64 NP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S-6-2 11 24 35 59 18 53 20 9 SM 2.10 22.7 2.64 NP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0 0

C 100 0 0

C 100 0 5

C 100 0 4

4.5 m

回填層：混凝土下回填磚塊、水泥、

卵礫石、黃棕色粉土等雜物。

9.4 m

岩層：灰棕色高度風化至完全風化泥

質粉砂岩。9.0~9.2 m偶夾黑色岩塊。

岩層：灰色細砂質泥岩，岩質新鮮無

風化跡象。其中10.4~14.9 m岩心較破

碎偶含細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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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068

N 2771259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LOG Description

BH-2 Location：昆陽街 Coordinate： Sheet No.：

+ 24.88m Date：Ground Level：PROJECT： 10709/18~107/09/21

2 of 2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S. P. T.
F.I. G s

Hole No.：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7

19

21

23

25

27

29

C 100 40 5

C 100 100 0

C 100 90 2

C 100 100 0

C 100 67 5

C 100 50 10

C 100 15 7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16.5 m

23.3 m

岩層：灰色泥質粉砂岩，岩質新鮮無

風化跡象。20.9 m處具厚度0.8公分、

傾角20度之節理。21.2~22.3 m岩心破

碎夾泥夾細砂。

30.0 m

岩層：灰色細砂岩，岩心完整，岩質

新鮮無風化跡象。

End of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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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097

N 2771271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G s

PROJECT：

Hole No.： BH-3 昆陽街

DescriptionLOG

Coordinate： Sheet No.：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Location：

10709/14~107/09/18Ground Level： + 24.79m Date：

1 of 2

F.I.
S. P. T.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4

6

8

10

12

14

S-1-0 15 50/8cm >50
C 100 100 0

C 100 65 3

C 100 90 1

C 100 61 15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90 1

C 100 22 15

C 100 80 8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85 2

C 100 95 1

C 100 95 1

C 100 90 2

0.8 m

回填層：混凝土下回填磚塊、卵礫石、棕褐色

粉土質黏土及砂質粉土等雜物。

7.3 m

岩層：灰色至深灰色砂岩，岩質新鮮

無風化跡象。1.0~1.3 m具厚度0.75公

分、傾角80度之鐵鏽染開口節理。

3.50~3.65 m處具粗糙節理夾泥，厚度2

公分、傾角70度。

11.0 m

岩層：灰色至深灰色泥岩，岩質新鮮

無風化痕跡。7.25~8.35 m岩心較破碎

夾細砂。8.5 m處具厚度0.1公分、傾角

20度之節理面。

岩層：深灰色砂岩，岩心完整，岩石

強度硬。11.86 m具厚度1.0公分、傾角

0度之節理；11.94 m具厚度1.0公分、

傾角20度之節理；15.75 m處具厚度1

公分、傾角20度之節理。其中

15.9~16.3 m及17.3~19.25 m岩心較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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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097

N 2771271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G s

Hole No.：

Ground Level：PROJECT： 10709/14~107/09/18

2 of 2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S. P. T.
F.I. LOG Description

BH-3 Location：昆陽街 Coordinate： Sheet No.：

+ 24.79m Date：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7

19

21

23

25

27

29

C 100 80 9

C 100 70 15

C 100 30 70

C 100 0 100

C 100 45 30

C 100 100 0

C 100 65 3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20.5 m

30.0 m

岩層：灰色轉棕灰色細砂岩，其中

21.0~21.3 m之岩心破碎夾泥；

26.0~30.0 m含凸鏡狀石英質砂，膠結

較差。

End of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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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126

N 2771267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G s

PROJECT：

Hole No.： BH-4 昆陽街

DescriptionLOG

Coordinate： Sheet No.：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Location：

10709/10~107/09/13Ground Level： + 24.72m Date：

1 of 2

F.I.
S. P. T.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4

6

8

10

12

14

S-1-0 50/5 cm >50
C 100 100 0

C 100 80 15

C 100 50 40

C 100 100 0

C 50 40 45

C 100 100 0

C 100 60 16

C 100 30 25

C 100 30 30

C 100 100 1

C 100 100 1

C 100 100 2

C 100 80 3

C 100 95 2

C 100 100 0

0.7 m
回填層：混凝土下回填磚塊、卵礫石、棕褐色粉土質

黏土及砂質粉土等雜物。

11.0 m

岩層：灰色泥質細砂岩，岩質新鮮無

風化跡象。2.4 m~2.8 m及6.8~8.75 m岩

心較破碎。

14.0 m

岩層：灰色細砂岩偶夾泥常夾棕灰色

泥塊。12.5 m~12.6 m具厚度0.5公分、

傾角50度之節理；13.2 m具厚度2公分、

傾角20度之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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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SUBSURFACE      EXPLORATION

E 310126

N 2771267

Depth Sample Core RQD Grain Size % Classi- r t w n w L I p

m No. S1 S2 S3 N 值 Rec. % % Gravel Sand Silt Clay fication tf/m
3 % % %

 

G s

Hole No.：

Ground Level：PROJECT： 10709/10~107/09/13

2 of 2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S. P. T.
F.I. LOG Description

BH-4 Location：昆陽街 Coordinate： Sheet No.：

+ 24.72m Date：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7

19

21

23

25

27

29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1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100 0

C 100 90 3

23.0 m

岩層：灰色轉棕灰色砂岩偶夾泥，岩

心完整，岩質新鮮無風化跡象。

29.7 m

岩層：棕灰色凸鏡狀石英砂質細砂岩，

膠結較差。其中28.4~29.7 m岩心偶夾

礫、泥、煤塊；29.22 m處具擦痕。

30.0 m岩層：棕灰色粉砂岩。

End of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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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地下水位觀測結果 

 

 

 

 

 

 

 

 

 

 

 

 



 

B-1 

地點：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Page： 1/1

水壓計或 鑽探孔 孔位高程 埋設深度 水位深度

觀測井編號 編號 EL.(m) GL.(m) GL.(m)

OW-1 BH-3 +24.79 -26.0 2018/9/18 2018/9/19 -11.6 晴
2018/9/20 -11.5 晴
2018/9/21 -11.6 晴
2018/9/23 -11.7 雨
2018/9/25 -11.8 晴
2018/9/27 -11.8 雨
2018/9/29 -12.0 晴
2018/10/1 -12.3 晴
結束觀測 -- --

HP-1 BH-2 +24.88 -26.00 2018/9/21 2018/9/23 -6.1 雨
2018/9/25 -6.1 晴
2018/9/29 -5.8 晴
2018/10/1 -8.0 晴
結束觀測 -- --

*地下水位高程乃根據現場之高程參考點而訂定。

*鑽孔高程參考點以基地中之TP2高程測量點EL.+24.77 m為參考基準點(GL.± 0 m)。

地      下      水     位   觀   測   記   錄

埋設日期 觀測日期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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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結果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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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結果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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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岩石單軸壓縮試驗結果 

 

 

 

 

 

 

 

 

 

 

 

 

 

 

 

 

 

 

 



 

E-1 

 



 

E-2 

 



 

E-3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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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現場施工照片 

 

 

 

 

 

 

 

 

 

 

 

 

 

 

 

 

 



 

F-1 

 

 

工作項目：

BH-1 施工前 BH-2 施工前

BH-1 施工中 BH-2 施工中

BH-1施工後 BH-2 施工後(埋設水壓計)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現場鑽探施作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F-2 

 

 

工作項目：

BH-4 施工前

BH-4 施工中

BH-4 施工後

計劃名稱：

BH-3 施工前

BH-3 施工中

BH-3施工後(埋設水位觀測井)

現場鑽探施作照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藥物試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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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卵礫石取樣照片 

 

 

 

 

 

 

 

 

 

 

 

 

 



 

G-1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1 取樣深度4.0 m~8.0 m BH - 1 取樣深度8.0 m~12.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2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1 取樣深度12.0 m~16.0 m BH - 1 取樣深度16.0 m~20.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3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1 取樣深度20.0 m~24.0 m BH - 1 取樣深度24.0 m~28.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4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1 取樣深度28.0 m~30.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5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2 取樣深度4.0 m~8.0 m BH - 2 取樣深度8.0 m~12.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6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2 取樣深度12.0 m~16.0 m BH - 2 取樣深度16.0 m~20.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7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2 取樣深度20.0 m~24.0 m BH - 2 取樣深度24.0 m~28.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8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BH - 2 取樣深度28.0 m~30.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9 

 

BH - 3 取樣深度0.0 m~4.0 m BH - 3 取樣深度4.0 m~8.0 m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10 

 

BH - 3 取樣深度8.0 m~12.0 m BH - 3 取樣深度12.0 m~16.0 m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11 

 

BH - 3 取樣深度16.0 m~20.0 m BH - 3 取樣深度20.0 m~24.0 m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12 

 

BH - 3 取樣深度24.0 m~28.0 m BH - 3 取樣深度28.0 m~30.0 m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13 

 
岩心箱照片

計劃名稱：

工作項目：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BH - 4 取樣深度0.0 m~4.0 m BH - 4 取樣深度4.0 m~8.0 m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14 

 

BH - 4 取樣深度8.0 m~12.0 m BH - 4 取樣深度12.0 m~16.0 m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15 

 

BH - 4 取樣深度16.0 m~20.0 m BH - 4 取樣深度20.0 m~24.0 m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G-16 

 

BH - 4 取樣深度24.0 m~28.0 m BH - 4 取樣深度28.0 m~30.0 m

計劃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試

驗大樓暨教育訓練大樓地質調查

工作項目： 岩心箱照片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技

Trinity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技術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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