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工程遭受地震後，各機關檢查公共工程設施應注意事

項

一、地震發生後，公共工程之結構、施工機具設備與相關安全設施亟

待檢查，如有安全顧慮，應立即採取對策。

二、下列項目應列入檢查範圍：

(一)使用中道路、橋樑、建築等公共設施是否受損及損壞程度。

(二)已完工，但尚未開放使用之公共工程是否受損及損壞程度。

(三)在建工程施工本體及施工機具、設備與相關安全措施。

(四)地震期間，正在施工中之混凝土工程。

三、有關地震震後未硬化混凝土工作項目之檢測原則及處理重點等，

說明如下：

 (一)新澆置混凝土構件可能因強烈地震而局部受損，造成鋼

筋握裹力減低，未能達到原設計強度之現象，應予重視

並嚴加檢測補強。地震前7日內澆置之混凝土應依據下列

因素選定構件詳細檢測：

  １、所在地之震度超過一定級數(如四級以上)。

  ２、所在地地質與土壤狀況可能擴大地震效應(如場域效應、

土壤液化等)。

  ３、為整體結構之重要承力部位(如房屋結構的樑柱接頭、

柱頭、柱底及橋樑結構的墩柱底部等)。

  ４、模板與支撐變形情形(是否鬆動、位移或擠壓變形)。

  ５、除上述原則外，強震前12小時澆置之混凝土構件尤應

列為嚴加檢測及處理之重點。

 (二)檢測混凝土構件是否因地震而減損其強度的方法，含目視、液

體注入試驗、反彈錘法、貫入針法、超音波探測法、X-Ray檢測、

鋼筋探測器檢驗、混凝土鑽心取樣、鋼筋拉力試驗、載重試驗或

其他先進技術等。至於採用何種檢測方法較為合適，則應視當

地環境、工程需要、構件使用材料及可能獲得的機具而定。檢測

時應著重整體安全性評估，除非必要，避免以單一構件之損害

來判定整體結構之安全性。經個案判定不用敲除之構件，日後

尤須加強維護工作。

 (三)有關地震後受損混凝土構件之處理，由於不同震度所造成之混

凝土受損及鋼筋局部握裹力之減少程度亦不同，故宜依個案實

際狀態，對無爭議部分立即處置；對有爭議或疑慮部分再進一

步檢測評估，以決定處理方案。另應由監造單位及設計單位進

行研判，必要時亦委由專業技師公會或學術機構等專業團體協



助檢測，依個案綜合評估，作為決定敲除或補強之依據。

四、如發生檢測、敲除或重建費用及工期調整等問題，基於地震雖屬

不可抗力之因素，惟檢討上述工項契約內涵時，應排除廠商人

為之疏失因素後，依契約檢討及依工務行政程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