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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050章   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  

膠結材料最低用量及最大水膠比 

混凝土28天 
抗壓強度（fc'） 

膠結材料最低      
用量（kg/m3） 

坍度範圍 
（cm） 

最大           
水膠比 

粗粒料尺寸 

（mm） 

140kgf/cm2 215 10.0~18.0 0.71 4.75～50 

175kgf/cm2 250 5.0~18.0 0.67 4.75～50 

210kgf/cm2 300 5.0~21.0 0.59 4.75～37.5 

245kgf/cm2 325 5.0~21.0 0.51 4.75～37.5 

245kgf/cm2(水中澆置) 375 10.0~21.0 0.54 4.75～25 

280kgf/cm2 360 5.0~21.0 0.45 4.75～25 

280kgf/cm2(水中澆置) 400 10.0~21.0 0.50 4.75～25 

315kgf/cm2 430 5.0~21.0 0.42 4.75～25 

350kgf/cm2 450 5.0~21.0 0.40 4.75～25 

註:1.本表僅供配比設計參考，實際材料用量仍應以配比設計結果為準。 



•應符合CNS 3036之F類規定 

•飛灰用量不得超過總膠結材料重量之25% 
飛灰 

•應符合CNS 12549之規定 

•爐碴粉用量不得超過總膠結材料重量之50% 
水淬高爐爐碴粉 

•應符合CNS 15648之規定 

•矽灰用量不得超過總膠結材料重量之10% 
矽灰 

•總量不得超過總膠結材料重量之50% 

•其中飛灰不得超過15% 

飛灰、水淬高爐爐

碴粉及矽灰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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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摻料 



應依CNS3090之交貨證明

單內容項目辦理 

•清楚標示混凝土中粗細粒料

及各摻料的用量（粗骨材、

細骨材、水、水泥、爐石、

飛灰及藥劑）等資訊 

•供買方比對檢核該批預拌混

凝土的配比狀況，是否與原

送審資料相符 

預拌混凝土之送貨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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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單一工程混凝土總量大於5000m3之拌和廠 

驗廠方式 

驗廠定義：在下訂單之前對工廠進行審核或評估，確認符合
需求才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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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廠驗廠 

外單位驗證 

•如優質混凝土(GRMC)

驗證  

自行查驗 

•依據CNS 3090辦理 

•驗廠標準：工程會之
混凝土拌和廠檢驗紀
錄表 



依工程會規定混凝土拌和
廠檢驗紀錄表辦理         
（6頁， 103.01.02 「預拌混
凝土廠實地廠驗作業」相關標
準作業流程）  

1.硬體設備 

2.原料管制 

3.品質管理制度 

4.製程管制 

5.材料檢驗與試驗設備之管制 

6.不合格品管制與矯正措施 

7.搬運、儲存、防護及交貨 

8.統計分析 

混凝土廠驗 
檢驗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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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度範圍：5~12.5 建築工程如何施工 

不要使用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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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配比表 出貨單 

坍度 15 18 

水膠比 0.45 0.5 

水泥用量 340 312 

飛灰用量 60 55 

配比表和出貨單 

內容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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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280 ㎏f/㎝2 

坍度、水膠比不致 

 

 

坍度、水膠比未符送審
配比規定 



送審：石安 

供料：大量建材 

關係企業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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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送審廠商和實際供料廠不同 



混凝土試驗 

氯離子檢驗 (CNS 3090) 

鋼筋混凝土：≦0.15 ㎏/m3  

預力混混土：≦0.15 ㎏/m3   

坍度試驗 

抽檢驗標準：配比之坍度±允許差㎝ 

坍度檢查標準應依規範及配比表定訂，如配比
坍度為18㎝，則檢查標準為18±4.0 ㎝ 

抗壓強度試驗 

圓柱試體：齡期28天 

鑽心 

溫度 

13 ℃~32 ℃ 

169 



每次測定時間：2分鐘+清理時間 

三次總測定時間約1分鐘，時間明顯不足 

 11:03 

 11:03 

 11:04 

氯離子含量測定時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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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1176 A3040（「加強基層工程人員品質管理訓練
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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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度試驗 

7㎝        
16㎝        

各層搗實25次 



抗壓強度試驗 

圓柱試體：齡期28天 

 

 

 

 

 

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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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3點規定 

如涉及契約約定之檢驗，應由廠商會同監造單位取樣、送驗，並由
廠商及監造單位依序判定檢驗結果，以作為估驗及驗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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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人員未會同前往送驗  

委託單位不應為混凝土廠，應為業主或監造單位  

混凝土試體
抗壓強度試
驗，監造人
員未會同前
往送驗 

委託單位不
應為混凝土
廠，應為業
主或監造單
位 



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判讀 

工程會施工綱要 

   第03310章V8.0 結構用
混凝土 

合格標準 

28天齡期抗壓強度 

A.任何連續 3 組強度試驗結果
之平均值不得小於規定強度fc' 

B.任何一組強度試驗之結果不得
低於fc'-35 kgf/cm² 

依契約規範為判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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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柱試體 



建築物最常出
現蜂窩位置 

柱腳 

樓梯底部 

斜屋頂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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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良有蜂窩 

施作良好情形 



 

176 

樓梯底部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良有蜂窩  



 

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良有露筋情形 

門與窗戶間之牆面最易發生 

177 施作良好情形 



依契約改善規定 

清(鑿)除 

水浸潤  

同強度材料嵌平 

（無收縮）水泥
砂漿 

混凝土 

修飾 

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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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窩未依相關規定改善 



修補材料配比不對或使
用水泥漿，產生龜裂 

應使用原混凝土同一比
例之水泥砂漿或混凝土 

混凝土表面 

修補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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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契約混凝土施工說明書之普通表面修飾規定予以改善，
改善步驟如后： 

 1.將蜂窩處澈底清除          2.以水浸潤三小時 

 3.用與原混凝土同一比例之水泥砂漿或混凝土嵌平 

 4.將修飾表面修飾平整      5.以濕治法養護七日 

混凝土蜂窩缺失改善步驟： 

缺失原因分析 矯正措施 
 混凝土配比不當，坍

度太小，施工性不佳 

 檢討改善出廠之混凝土坍度，經監造單位同意更
改混凝土配比坍度至xx㎝，提升工作性。 

 卸料不當或垂直距離
過高，造成粒料析離 

 卸料時儘量接近澆置面（≦1.5m），且使用擋板、
滑槽或塑膠軟管，避免粒料析離。 

 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良，
振搗時間不足。 

 教育並要求混凝土搗實人員，依下列步驟搗實：
1.分層澆置搗實，不得有遺漏或過度振實的地方。
2.振動棒應每隔大約45㎝插入一處，振動範圍須
重疊。3.振動棒應垂直插入，深度應略深入下一
層的混凝土中。4.振動時盡量勿觸及模板及鋼筋 180 



1.蜂窩改善前 

2.清(鑿)除 

3.水浸潤  

4.同強度材料
嵌平 

（無收縮）
水泥砂漿 

混凝土 

修飾 

養護 

 

混凝土蜂窩改善步驟 

102/06/26 

102/07/15 181 

102/07/15 

102/07/15 

1 

2 

3 

4 



 

梁、牆面有冷縫產生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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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及牆均有冷縫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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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縫 

發生原因 

25℃以下，混凝土澆置停頓120分鐘 

25℃以上，混凝土澆置停頓100分鐘 

有二個缺點 

會漏水 → 鋼筋腐蝕 → 影響結構安全(使用年限) 

混凝土剪力強度降低 

矯正措施：應事前做好混凝土澆置計畫 

注意澆置速率及順序，避免預拌混凝土車調度不及，產
生冷縫【內政部，工程查核常見缺失改善或預防手冊】 

 



柱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範，有冷縫產生，且
冷縫有開裂情形    →提改善方案，並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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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縫以注射環氧樹脂補強，
並使用環氧樹脂砂漿補平 



預防措施 

養護(養護劑) 

避免在烈日 

及強風下澆置 

 

裂縫＞ 0.3㎜ 

時應進行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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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養護不良，於完成面上形成許多裂縫  



1. 噴水養護 

2. 打平後即鋪設PP版 

3. 混凝土以(霧狀)噴水
頭噴水養護 

混凝土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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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88 

樓板龜裂，且產生滲水 
→造成日後水氣滲流途徑，產生白華或油漆剝落  



樓版澆築裂縫之補救：混凝土初凝前即澆置一個半
時內，以木製墁刀用力推抹使之密合即可，超逾初
凝時間則無效。【品管班教材，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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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板不規則龜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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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板施作整體粉光可避免龜裂發生 



1.塑性收縮裂縫 

2.塑性沉降裂縫 

3.自體收縮 

4.乾縮裂縫 

5.溫度裂縫 

6.沉陷裂縫 

7.保護層不足或過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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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板初期龜裂種類可分： 



由監造單位及承包商人員研判龜裂情形，依下列裂縫處
理原則辦理：【混凝土問題診斷與處理對策，P182】 

一、表面龜裂：可採下列修補方式： 

1.表面塗刷：輕微之表層龜裂，由監造單位擇定環氧樹脂、高
分子改質水泥塗裝材或水泥砂漿進行塗刷，以防止惡化。 

2.填縫：構造物中局部產生大裂縫者，以填縫處理，開裂處敲
（切）除成V槽並清理乾淨後，由監造單位擇定以樹脂砂漿、
無收縮水泥或水泥砂漿等材料填補（施工縫處因需再澆置混
凝土，可免材料填補）。 

二、結構性裂縫：由監造者會同設計等有關單位進行評估，
了解其成因與對構材的影響程度後，提出補強計畫如
灌注環氧樹脂、填縫、置換法或被覆等，經監造單位
及主辦工程機關審查核可後，據以補強）。 

 

192 

龜裂缺失改善步驟： 



一、二層
間升層模
板組立不
良 

造成樓梯
旁牆面平
整度不佳 

上部牆面
混凝土有
外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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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牆面混凝土有外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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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梁混凝土澆置高程管控不良，高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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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級高管控不良，高度不一 



建議柱澆置高度應高於樓板一些 

柱主筋殘留混凝土漿，影響握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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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混凝土澆置高度不足，易殘留雜物產生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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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柱牆澆置有偏移現象 
柱斷面超出基礎斷面，造成懸空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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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鐵絲未剪除，以敲平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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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表面殘留雜物(如鐵絲、鐵件、模板等) 



 

牆面殘留夾板未確實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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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 



 

201 

未設清潔孔 

模板內殘留木屑  



要求廠商先用吸塵器將雜物吸完後，再清洗 

未確實設置清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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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及模板升層處易殘留木屑 

易發生在柱、梁底、門框上緣及大面牆升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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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模板升層 



結構混凝土施
工規範 4.4.6 

節，營建雜誌社  

留存於露面混
凝土中之繫條
金屬物與混凝
土表面之距離
不得少於繫條
直徑或小尺寸
之2倍，亦不
得小於2.0 ㎝ 

模板螺桿貼近模板 

拆模時把柱混凝土保護層拉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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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模板未整理及塗模板油 

造成混凝土表面層有剝落現象 



敲除混凝土表面剝落層 

混凝土表面高壓清洗 

混凝土表面層有剝落缺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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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路排置過密，造成混凝土澆置未能滿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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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未設澆置孔，易產生孔洞 



開口部大於2 m：中央部澆置孔（以模（封）板蓋住） 

開口部小於2 m時：下端的模（封）板應設置直徑
15~20㎜ψ左右的間孔4個以上 

 

開口部大於2 M，未留澆置孔，產生孔洞 

不良實例 

209 

良好實例 



≧2 m或1.5 m時：中央部設澆置孔，避免澆灌死角（以
模（封）板蓋住） 

開口部小於2 m時：下端的模（封）板應設置直徑
15~20㎜ Ø左右的間孔4個以上 

台開設澆置孔或檢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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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部大於2 M留設澆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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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開口部未留設澆置孔 

產生孔洞之缺失改善 

模板重新組立 高壓清先 

混凝土面整修 

澆置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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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 



混凝土表面產生一層乳白色的乳膜，更嚴重者為
表面浮上一層無強度之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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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表面浮漿、泌水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4.7.8 節，營建雜誌社 

模板拆除後，如發現混凝土面有蜂窩或其他缺點
時，應立即報告監造者請求查看 

未經許可不得先行修補 

監造認為不宜修補者，得令其拆除重做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10.1.1 節 

混凝土拆模後，若有表面不平整、蜂窩、麻面、孔洞、
石窩及空鼓等表面缺陷時，承包商須採用經同意之方式，
儘快完成修補 

情況嚴重者須會同監造者、設計者協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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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混凝土缺失改善 



 

215 

裝修牆使用夾板模板施工，混凝土表面過於光滑，
表面須鑿毛，以增加黏結強度  



設計級高
16 ㎝ 

部分級高
太高，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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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高差異過大，且不平整，易造成跌倒  

             22㎝ 

             16㎝ 



由承攬廠商提送改
善方案，如灌注環
氧樹脂、塗防水塗
料，並由監造單位
審查同意後，據以
修補 

頂版有滲漏水情形 

217 



案例 

針對有漏水現象之樓板
上方塗彈性水泥材料施
作防水層 

下方則以注射環氧樹脂
材料做止漏 

滲漏水改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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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 
常見缺失 



普通模板 

使用時機：有裝修面 

清水模板（合板） 

使用時機：無裝修面 

鋼模 

模板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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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模板 

清水模板 



模板組立方式 

至少三層模（必要時提供模板計算書） 

模板未使用過度 

無破損、翹曲 

板間間隙<2㎜，不能漏漿 

模板未確實整理：無殘留雜物+塗模板油 

模板整理及塗模板油 

格柵及緊結器間距（依模板計算書內容） 
格柵間距（至少）≦45㎝ 

結器間距（至少）≦45㎝ 

組立未歪斜 

柱及牆底設清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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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施工重點 



開工前施工協調會議應要求模板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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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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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品質不佳未淘汰 

模板破損，應淘汰 模板表面附著之水泥砂漿 
未確實清除 



模板於安裝前，應將其表面附
著之泥土、木屑、渣滓、水泥
砂漿或其他雜物徹底清除乾淨 

脫模劑應係不污染混凝土面或
使其變色 

模板未確實整理，殘留砂漿且未塗模板油  

模板未確實整理，殘留砂漿   

且未塗模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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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老舊使用夾板補縫，易造成夾板嵌入混凝土內 

模板使用過度，品質不良破損、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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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頂版清水模老舊，接合角有補丁情形 

缺失 

改善 



模板板縫太大，造成混凝土漏漿情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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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漏漿嚴重，影
響混凝土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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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側模板過於老舊不緊密，易漏漿 



 

模板過於老舊不緊密，易漏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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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縫緊密，未漏漿 

但拉桿間距太大，變
形量易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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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板縫太大，造成混凝土漏漿情形嚴重 



 

231 

牆模、柱模未設清潔孔 



牆模未設清潔
孔，致升層間
殘留木屑 

牆模未設清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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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柱底留設可移動角材，清掃時將角材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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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模清潔孔設置情形 

清潔效果不
好時，必要
時留設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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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下側開設清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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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清掃孔處不應留設模板底板 

否則清掃污水不易流出 



一般：模
板支撐距
離應小於
90㎝ 

模板支撐間距過大 

模板支撐距離過大 

（大於90 ㎝） 

約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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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支撐整齊且間距小於90㎝ 



建議設垂直支撐     

＋三角木楔 

樓梯模板支撐之鋼管支撐組設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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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支撐高度≧3.5M 時，需增設水平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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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型窗戶之開口部，未預留灌漿之開口   



擴柱之豎向模僅二層模，模板強度不足 

緊結器（拉桿）間距太大 

一般約40~45公分 

模板僅採兩層模組立，勁度明顯不足 

第一層 

襯板 

第二層 

小格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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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模 

安全性較佳 

勁度強，混凝
土完成面撓度
變形較小 

建議於契約圖
說中規定：須
以四層模組立 

 

以三層模組立，應提模板計畫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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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參工
會品管班
教材     

第七章鋼
筋、模板、
混凝土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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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模板組立圖，四層模 



四層模組立情形 

1.襯板 

2.小格柵 

3.第一層貫材 

4.第二層貫材 

244 



 

四層模線形平直 

變形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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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材及緊結器等材料強度引用依據是否合理 
部分計算書會放大強度 

角材、襯板及緊結器等材料計算書規格是否與現
場一致 

計算錯誤 

0.66×40×40=1,056 >806   N.G 

緊結器間距未與大格柵間距對應 

緊結器間距@30 ×65㎝未與大格柵間距@ 45㎝對應，
緊結器間距其中一向應為@ 45㎝ 

鋼管支撐間距有一向未搭配貫材間距 

鋼管支撐間距@90 ㎝有一向未搭配貫材間距@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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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計畫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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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底木屑及垃圾未澈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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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底雜物未澈底清除乾淨 



應用高壓水槍清洗 

未留設清掃孔，結果還是殘留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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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V型開口向下，易導致無法滿漿產生孔洞 

   (模板固定隔件V型開口應向上) 



模板之緊結螺栓使用套管施工 

易造成滲漏水現象，尤其外牆部分 

套管孔無法確實填塞，易造成滲漏水 

外牆禁止使用螺栓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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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其他 
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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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外牆有滲漏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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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開孔尺寸誤差過大，無法確實填塞  

建議間隙小於3公分 

應小於3 ㎝ 

 固定片間距
不得大於
50cm 

 固定片長度
邊距以10～
20cm為原
則  



門框下凹 

開孔尺寸誤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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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式馬桶區施工未降板，與圖說不符 

且影響使用方便性 

256 



重量超過設計載重（250~300kg/m2） 

257 

裝修材料：沙、石子、水泥集中堆置於樓版 



試驗室內夯壓試驗 

回填土於夯實前應先進行試驗室內夯壓試驗，以求得土
壤之最大乾密度值及最佳含水量，並據以施工 

工地密度試驗 

於夯實完成後進行工地密度試驗，得工地密度試驗之最
大乾密度值，再求得壓實度 

壓實度（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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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填土壓實度試驗 



電氣系統(含電氣、弱電、消防電)： 
管材、線材(樣品板) 審查 

高低壓配電盤及分電箱審查 

水系統(含給排水、污水、消防)： 
管材、材料審查(如閥類、水垂、避震、人孔踏步) 

設備審查(含給排水、污水泵及衛浴)、廠測  

試水試壓紀錄 

接地系統： 
避雷及接地設備未審查 

各項接地系統無接地電阻測試記錄(含接地極、接地線
施工中相片) 

消防系統： 
管材、線材、閥類及消防設備審查 

259 

水電工程材料設備審查及抽試驗項目 



 

260 

消防、水電管設置於鋼筋外 

保護層不足，易造成日後龜裂 



給水系統試水試壓 

排水系統滿水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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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水試壓及滿水試驗 



其中★表加強扣點項目 

鋼筋 

★ 柱位偏移，且不當偏折 

★ 大部分鋼筋採用熱切，未使用冷切  

★ 大部分保護層不符規定，或梁柱保護層差異大 

★ 梁柱接頭箍筋未綁紮 

★ 柱筋搭接位置錯誤，或集中同一斷面 

★ 彎鉤角度不符，或延伸長度不足 

柱頂主筋未設180∘或90∘標準彎鉤，或機械式錨頭（T

頭）進行柱筋端部錨定 

鋼筋續接器裝設不良，或鏽蝕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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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缺失不評定為甲等或優等 



其中★表加強扣點項目 

混凝土 

★ 混凝土未養護，或完成面多處龜裂或結構性裂縫情形
嚴重 

★ 牆、柱及梁有多道明顯冷縫 

★ 牆、柱及梁有多處蜂窩情形嚴重  

★ 澆置完成後柱位不正，或偏移情形嚴 

★ 頂版有滲漏水情形 

其他 

★ 穿梁位置不正確，或未妥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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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缺失不評定為甲等或優等 



工程會，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工程會，品管班教材 

工程會，建築鋼結構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及查核作業手冊檔案
下載 

工程會，建築(含設施)工程施工計畫書綱要 

張京曜著， 詹氏，品質計畫暨監造計畫及施工實例  

謝俊誼著，詹氏，鋼筋模版混凝土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廖政治著，詹氏，施工缺失實例探討  

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 ， 科技圖書，混凝土問題診斷與處理對
策 

鋼筋混凝土房屋結構配筋準則第二版，科技圖書，中華民國
結構工程學會 

陳純森著，科技圖書，鋼筋混凝土工程實務 

264 

實用教材和書籍 



職業安全衛生 

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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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 

倒塌、崩塌 

感電 

其他 

穿刺 

刺傷 

物體飛落 

上工飲用酒精性飲料 

局限空間作業（有毒氣體） 

臨水域作業（落水） 

266 

主要的職安危害 



全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
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表
「 5.14 工地勞工安全衛生」
項目缺失被處以記點者，須將
查核結果副知當地所屬勞動檢
查構構，作為後續勞動檢查之
重點對象 

職安扣點，副知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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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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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或
立即危險，通知停工 

269 

職安缺失限期立即改善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
佩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
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
全上下設備 

 

 

 
 圖片資料來源：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圖例解說   

護欄、護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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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開口部分 

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  

開口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網或護蓋 



鋼管施工架（含單管施工架及框式施工架），須
符合CNS 4750規定 

應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依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 41條規定之事項辦理 

施工架上之載重限制應於明顯易見之處明確標示 

施工架基礎地面應平整，且夯實緊密，並襯以適
當材質之墊材 

施工架底部之立架應設可調型基腳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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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管施工架  檢查重點 1/2 

施工架應每週至少檢查1次，如實施組立及拆除時
要增加作業檢點 



施工架之垂直方向5.5公尺、水平方向7.5公尺內，
應設置壁連座、角鋼、鋼筋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內、外側應設交叉拉桿及下拉桿 

工作台應舖滿密接之踏板使無墜落之虞 

高度 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台與 構造物間之開
口寬度超過 20 公分時，拆除內側交叉拉桿及下
拉桿前，應先設置具有防墜強度之補助踏板或長
條型防墜網 

施工架高度 1.5公尺以上應設置安全之上下設備 

273 

鋼管施工架  檢查重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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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未符合CNS 4750規定 
施工架長度不足，以拉桿銜接，強度不足 



可調型基腳座板 

未設可調型基腳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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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基礎鋪設PC或鋼板 

設置可調型基腳座板 



施工架基礎地面不當 

施工架支柱基礎之週邊積水 

施工架設置於斜面，支撐系統不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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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底座懸空不牢靠 

施工架底部土壤流
失淘空 

施工架底座不牢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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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施工架之底部支撐，支承點不穩固 



280 

施工架之垂直方向5.5公尺、水平方向7.5公尺內  

應設置壁連座、角鋼、鋼筋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連接材料（鐵線） 
不當 



鋼筋纏
繞圈數
應3 圈
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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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未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連接之鋼筋未確實彎鉤住施工架 



 

施工架部分踏板未滿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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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安全網設置不確實 



欠缺中欄杆 

欠缺腳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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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欄設置未符規定 



工作臺應低於施工架
立柱頂點一公尺以上  

 

285 

施工架設置高度不足，應高於樓層1公尺或一個單元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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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施作良好情形 



是否穩固? 

高度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構築，應由專任工程人
員或指定專人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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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未使用插銷固定 

部分模板支撐之插銷用
鋼筋取代 

未使用制式插銷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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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鋼筋代替制式插銷，強度不足凹曲變形  

 

289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135條 

雇主以可調鋼管支柱為模板支撐之支柱時，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可調鋼管支柱不得連接使用。 

二、高度超過3.5公尺者，每隔二公尺內設置足夠強度之
縱向、橫向之水平繫條，並與牆、柱、橋墩等構造物
或穩固之牆模、柱模等妥實連結，以防止支柱移位。 

三、可調鋼管支撐於調整高度時，應以制式之金屬附屬配
件為之，不得以鋼筋等替代使用。 

四、上端支以樑或軌枕等貫材時，應置鋼製頂板或托架，
並將貫材固定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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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銜接處未使用制式扣件 



電線未妥善防護或
架高，且地面積水 

電線未妥善防護或架高 

292 

臨時用電未正確配接，
未經漏電斷路器 



臨時用電設備之開關箱，未設置外層保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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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踏板上置放有鋼筋和雜物等，有飛落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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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踏板上置放有鋼筋和雜物等 

有飛落之虞，且載重大於施工架標示載重2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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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端部使用加裝護套 

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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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圍籬施作防溢座 



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 

第33條  

砂石堆積場
所未確實覆
蓋 

砂、石等之堆積場所經常灑水或予以覆蓋 

以避免塵土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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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工區鋪設碎石環境良好，沒有塵土飛揚問題 



 

有酒精性飲料及啤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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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建築工地應全面自主實施上工前酒精測試 

高雄市政府加強建築工地公共安全實施方案 

•五、建築工地應全面自主實施上工前酒精測試，有

酒醉或酒醉之虞者，工地負責人不得讓工人進場施

工，落實自主安全管理，以杜絕工安意外發生。 



建築物公共工程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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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員建議 

建築工程：用透視圖 (或立面圖) 

土木工程：用平面位置圖 

高雄萬事通    1999 

高雄市○ ○學校 

配合工期修正 



工程告示牌常見缺失 

工程告示牌材質與合約規定不符 

工程告示牌，除建築工程外，其餘工程以不少於兩處為
原則 

不應填寫工程主辦機關名稱，應為高雄市政府○ ○局(處) 

不應填寫Title of the Agency，應寫機關之英文名稱 

工程告示牌工程主辦機關名稱無中英對照 

工程告示牌施工期間未修正，有展延工期未修正完工日期 

全民督工 QRcode：未採用行動版通報網址QRcode，APP不
再提供服務 

政風單位電話未填 

工程告示牌位置設置不當，未設置於明顯易見處  

303 



304 

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點 

汛期：依「河川管理辦法」 

•為每年5月1日至11月30日 

•  機關對汛期施工有致災風險之工程，應規定廠商提報之

施工計畫應納入相關防災內容  

•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 

•檢查填報頻率為汛期間每月至少一次 

•另中央氣象局對工地所在地區發布颱風警報或豪雨以

上特報時，亦應迅即檢查填報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自主檢查表（參考格式及範例）  

工程名稱 

承攬廠商 

檢查地點 檢查日期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實際檢查情形 檢查結果 

防汛災害風險辨識 

查詢防汛風險資訊之相關網站瞭解鄰近工區之淹水、坡
地災害潛勢圖及歷年風災復建工程資訊，並據以檢視施
工計畫、防汛應變計畫、防救災資源清冊、開口契約等
防救災文件之防救災措施是否妥適。 
(註：本檢查項目應於每年度進入汛期進行第1次防災減
災自主檢查時實施，爾後視工地實際需要辦理) 

防救災文件資料 
設計圖說、施工計畫、防汛應變計畫、防救災資源清冊、開口契
約、緊急連繫及通報電話等防救災相關文件資料應置於工地防救
災應變場所備用。 

防救災措施應變準備 
確保應變、搶險及搶修等組織及相關器材（人員、機、材料、通
訊設備及急救箱等）之立即到位及正常運作功能。 

工地臨時構造物 

施工圍籬、支撐架、鷹架、防護網、告示牌等臨
時構造物應加強牢固；如係設於人口密集地區經
評估無法確保設施安全時，應事先予以拆除，以
預防坍塌及墜落情事發生。 

工地排水設施 
工區及週遭之排水設施應予清理，保持暢通，並確保與
整體排水系統之連接功能正常。 

工地大型機械設備 
吊車、吊塔等大型揚昇機械設備應予繫接錨錠，束制穩固；必要
時予以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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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開挖及土石挖填方 
對基礎、工作井開挖、土石挖填方、山坡地水土保持設施
部分應進行檢查及監控，並加強相關安全保護措施。 

工地水文及邊坡變化 
加強觀測工區毗鄰地下水、河川、野溪之水位、流量、濁
度等水文情形，與山坡地之邊坡、土石、林木、構造物等
變化情形，適時採取停工及疏散措施。 

工地防汛缺口 
所有防汛缺口均應予確實封堵，砂包、擋水鋼板、封水牆
等臨時性防洪設施應予補強；對於潛在淹水並有需要保全
之工區，應妥為布設抽水機具及止水材料。 

工地垃圾、雜物及廢棄物 垃圾、雜物及廢棄物應予清理。 

工地施工器材 
施工材料、機具、設備及危險物品均應置於安全地點並妥
為固定；土石方應妥為堆置處理及覆蓋，以避免崩塌或下移。 

工地電力系統 
電力系統應予加強固定、防水及保護；施工現場臨時用電
除照明、排水及搶險用電外，其他電源如有安全之虞應予
切斷避免感電。 

工地房舍、辦公室及倉庫 
強化施工房舍、辦公室及倉庫之抗風、抗雨、防洪、雷擊、
倒塌等防災及安全措施。 

其他 
工區內外設置明顯之警示、警告標誌及管制進出、隔離民
眾等措施。 

缺失複查結果：               

備註： 
一、本表廠商於汛期間：每月至少應檢查填寫1次；另中央氣象局對工地所在地區發布颱風警報或豪雨以上特報時，應迅即檢查填寫。 

二、有關防汛風險資訊之相關網站，工程會「重點防汛工程執行情形查詢系統」（http://cmdweb.pcc.gov.tw/pccms/pwreport/hydro_system.pasin） 業

整合內政部「TGOS圖台」（http://tgos.nat.gov.tw）及「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http://recovery.pcc.gov.tw/TyphoonRecovery/）大
數據；另內政部「TGOS圖台」、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服務網」、國家災害科技防救中心（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等亦提供相關資料查詢。 

三、本表格式及範例係供參考，各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調整檢查表項目及內容。 

檢查人員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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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製作綱要 

監造計畫應於工程發包前提報甲方審核，並於開工前完
成核定程序，俾由主辦機關提供廠商配合辦理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整體品質計畫僅為概略之規劃，應依契約規定時間提出，
並經主辦機關或監造單位核備 

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出，並報工程主辦機關或監造單
位核備後施工 

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章節內容，應依「公共工程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內容予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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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架構 
監造計畫應參考「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編訂  

章別 
（共 8+1章） 

1百萬以上未達 1
千萬元之工程 

1千萬元以上未達
查核金額之工程 

查核金額
以上工程 

監造範圍 ● ● 

監造組織及權責分工 ● ● ● 

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 ● ● 

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 ● ●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 ● ● ●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驗程序及
標準  

△ △ △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 ● ● 

品質稽核  ●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 ● 

具運轉類設備（△）者，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  



章別 
（共 10+1章） 

查核金額以上
工程 

1千萬元以上未達
查核金額之工程 

1百萬以上未達     
1千萬元之工程 

計畫範圍 ● ● 

管理權責及分工 ● ● ● 

施工要領 ● 

品質管理標準 ● ●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 ● ● 

自主檢查表 ● ● ● 

不合格品之管制 ● 

矯正與預防措施 ● 

內部品質稽核 ●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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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架構 
應參考「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編訂 

具運轉類設備者，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  



主要分項工程及數量 

主要施工項目，即為監造或管理重點 

監造：應配合訂定相關之施工抽查標準與抽查驗紀錄表，據
以辦理定期及不定期抽驗 

承商：應配合訂定相關之管理標準及自主檢查表，據以辦理
管理與檢查 

材料設備管制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施工抽查標準/品質管理標準 

監造單位施工抽查（紀錄） 

承攬廠商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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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項工程及數量 

補強 

•擴柱工程（含打除） 

•翼牆工程 

•剪力牆工程 

•植筋工程 

•鋼板補強工程 

修復 

•門窗工程 

•防水工程 

•砌紅磚工程 

•水泥砂漿粉刷/泥作工程 

•磁磚工程 

•地磚工程 

•油漆工程 

•天花板工程 

•水電（配管）工程  



監造：施工抽查標準及施工抽查 

 

施工抽查標準 施工抽查紀錄 

訂定施工流程 

•場地整理 
•定位 
•鑽掘 
•鋼筋籠製作 
•吊放鋼筋籠 
•澆置混凝土 
•樁頭處理 
•完整性檢驗 
 

•全區樁心檢測 
•基樁套管直徑 
•基樁套管璧厚 
•套管位置偏差 
•鑽掘垂直精度 
•基樁長度 
•樁底淤泥沈澱量 
•主筋直徑 
•箍筋直徑 
•搭接長度 
•主筋與箍筋支數 
•主筋長度 
•箍筋間距 
•鋼筋籠護耳 
•坍度試驗 
•氯離子含量試驗 
•混凝土試體製作 
•基樁完整性 
•樁長 

管理項目 檢查項目 
抽查標準 

（定量定性） 

施 

工 

前 

樁心檢測 
水平位置偏差＜7.5cm，高
程如圖說規定 

基樁套管直徑 外徑≧150cm 

基樁套管璧厚 管厚≧16mm 

施 

工 

中 

套管位置偏差 ≦7.5公分 

鑽掘垂直精度 ＜1/200 

基樁長度 60m〜60.75m 

樁底淤泥沈澱量 ＜5㎝ 

主筋直徑 32㎜ 

箍筋直徑 19㎜ 

搭接長度 40D 

主筋與箍筋支數 依施工圖〈如附件〉 

主筋長度 每節10~16m 

箍筋間距 依施工圖〈如附件〉 

鋼筋籠護耳 每斷面6個、間距3公尺 

坍度試驗 16cm≦最大坍度≦18cm 

氯離子含量試驗 ≦0.3kg/m3  

1組/75m3 1組/75m3 

施工
後 

基樁完整性 基樁需完整 

樁長 60m〜60.75m 313 

抽查標準 



 

施工抽查標準表 

*為檢驗停留點 314 

為抽查表 
非自主檢查表 



 

施工抽查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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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紀錄 

表 7 . 3 全套管基樁工程施工抽查紀錄 

（參考例，抽查標準及檢驗停留點應依各案工程契約規定調整） 

編號： 

工程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檢查位置  檢查日期 ○年○月○日 

施工流程 ■施工前   □施工中檢查  □施工完成檢查 
檢查結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抽查標準 

（定量定性） 

實際抽查情形 

（敘述抽查值） 

抽查

結果 

施 

工 

前 

樁心檢測 
水平位置偏差＜7 . 5 c m，高程如

圖說規定。 
  

基樁套管直徑 外徑≧1 5 0 c m   

基樁套管璧厚 管厚≧1 6 m m   

施 

工 

中 

套管位置偏差 ≦7 . 5公分)   

鑽掘垂直精度 ＜1 / 2 0 0   

基樁長度 6 0 m〜6 0 . 7 5 m   

樁底淤泥沈澱量 ＜5 ㎝   

主筋直徑 3 2㎜   

箍筋直徑 1 9㎜   

搭接長度 4 0 D   

主筋與箍筋支數 依施工圖〈如附件〉   

主筋長度 每節1 0 ~ 1 6 m   

箍筋間距 依施工圖〈如附件〉   

鋼筋籠護耳 每斷面6 個、間距3 公尺   

坍度試驗 1 6 c m≦最大坍度≦1 8 c m   

氯離子含量試驗 ≦0 . 3 k g / m
3
    

混凝土試體製作 1 組/ 7 5 m
3
   

施工

後 

基樁完整性 基樁需完整   

樁長 6 0 m〜6 0 . 7 5 m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註： 

1 .抽查標準及實際檢查情形應具體明確（例：磚砌完成後須不透光）或量化尺寸（例：磚縫7 m m ~ 1 0 m m）。 

2 .抽查結果合格者註明「○」，不合格者註明「╳」，如無需檢查之項目則打「／」。 

3 .本表由監造工地現場人員實地檢查後覈實記載簽認。 

監造主管簽名：           監造現場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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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商：施工檢驗程序及標準 

 

施工要領 品質管理標準 

施工方法與步驟 

訂定各階段抽查標
準，如 
•施工前準備工作 
•工作場地之佈置 
•預力梁台之製作 
•模板製作 
•預力鋼鍵套管之安裝 
•灌鑄混凝土 
•預力鋼鍵之施拉預力 
•套管灌漿 

自主檢查 

施工各階段之自
主檢查 
•施工前準備工作 
•工作場地之佈置 
•預力梁台之製作 
•模板製作 
•預力鋼鍵套管之安裝 
•灌鑄混凝土 
•預力鋼鍵之施拉預力 
•套管灌漿 

列出分項工程之施
工步驟 
•施工前準備工作 
•工作場地之佈置 
•預力梁台之製作 
•模板製作 
•預力鋼鍵套管之安裝 
•灌鑄混凝土 
•預力鋼鍵之施拉預力 
•套管灌漿 

施工流程 檢查標準 

317 



品質管理標準表 
102.07.01 版  

 

全套管基樁工程品質管理標準表（參考例，抽查標準及檢驗停留點應依各案工程契約規定調整） 

施工流程 管理項目 管理標準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  
頻率 

不符合之   
處置方法 

管理  
記錄 

備註 

材
料 

鋼筋 外觀及物理性
質 CNS 560 SD420W 材料進場時 CNS 560 

A2006 

各尺度每批

各 1 次 或 每

25t 1次 

退貨 
檢驗紀錄表
及試驗報告 

 

混凝土 

坍度 配比坍度±4.0㎝ 澆置時 
CNS 1176 

A3040 

現場檢驗 

不得少於抗壓

強度試驗組數 退貨 
檢驗紀錄表

及試驗報告 
 

氯離子 耐久性：≦0.15 kg/m
3
 澆置時 

CNS 13465 

氯離子含量測

定器，現場查證 

不得少於抗壓

強度試驗組數 退貨 
檢驗紀錄表

及試驗報告 
 

245㎏ /㎝ 2混

凝土抗壓強度 

1. 任何連續三組強度之平

均值高於規定強度fc’ 

2. 無任何一組之強度低於

規定強度fc’之值超過35 
kg/㎝

2
（內政部，結構混

凝土施工規範） 

混凝土材齡達

28天時 
CNS1232 
A3045，委外試驗 

每支基樁應

檢驗混凝土

抗壓強度試

體3 組以上 

扣款或補樁 
檢驗紀錄表

及試驗報告 
 

計
畫
階
段 

施工機具審
核 主要施工機具 

1.搖管器：1組。2.鑽掘機：

1部。3.套管。4.抓斗 
與協力廠商簽
定契約前 文件審核 一次 

重新尋覓   
協力廠商 

審查紀錄表  

施工計畫書
提送 施工計畫書 

經監造單位審查核可，並經

業主核定 

＊施工前一

個月 
書面審查 一次 修正重新提送 

送審管制總
表 

 

水中混凝土
配比設計提
送 

245㎏ /㎝ 2混
凝土配比設計
及選用 

依據CNS 3090及CNS 12891之

規定提送有關混凝土組成材料

來源及拌和計畫書，混凝土之配

比坍度須在10〜20cm 

＊施工前二

週 
書面審查 一次 修正重新提送 

送審管制總
表 

 

＊ 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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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標準表 
 

 

施工流程 管理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時機 
檢查  
方法 

檢查  
頻率 

不符合之   
處置方法 

管理  

記錄 
備註 

施
工
前 

現場整地 整平及壓實 平整及不沉陷 不定期，定位前 目視 一次 
重新整平及滖

壓 
自主檢
查表 

 

基準點設
置 

基準點 
設於不能移動之永久性物

體上 
不定期，定位前 

經緯儀及水
準儀 

至少一次 重新放樣檢測 
基準點設置
檢測紀錄 

 

施
工
中 

鑽機樁位
定位 

套管直徑 外徑≧ [   ]㎝ ＊鑽掘前 捲尺 每一基樁 更換 自主檢查表  

套管管壁厚 管厚≧ 16㎜ ＊鑽掘前 捲尺 每一基樁 更換 自主檢查表  

套管深度（長
度） 

軟弱土壤：開挖面以下約１
倍樁徑 
緊密卵石層或堅硬土壤
層：開挖面齊平 

不定期，鑽掘前 捲尺 每一基樁 加長套管 自主檢查表  

定心檢測 套管壓入偏心≦2㎝ 
全部壓入偏心≦10㎝ ＊鑽掘前 捲尺 每一基樁 拔除重作 自主檢查表  

鑽掘 

沉澱池設置 體積需大於6m×3m×3m 不定期 捲尺 － 重新設置 自主檢查表  

取土 用取土筒或鯊魚頭取土 不定期 目視 － 更換 照片  

套管內水位 高出地下水位1m以上 不定期，鑽掘時 水尺 每一基樁 抽水回補 自主檢查表  

套管接合情形 鎖緊 不定期，鑽掘時 目視 每一基樁 重新鎖緊 自主檢查表  

超音波垂直度
誤差檢測 

≦1/200 
＊鋼筋籠吊放

前 
超音波檢測 

每一基樁至
少兩方位 

重新鑽掘 
檢測紀錄及
自主檢查表 

 

最後鑽掘深度
確認 

≧設計深度[   ]m ＊底泥循環後 水尺 
每一基樁至
少兩點 

重新鑽掘 自主檢查表  

＊ 為檢驗停留點 

為自主檢查表非抽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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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查表 

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品質管理標準表 

品質管理
標準表與
自主檢查
表之項目
及檢查標
準應一致 

320 

簽名 



施工要領 

• 列出分項工程
之施工流程 

品質管理標準 

• 依施工流程訂定
各階段管理項目
及檢查標準 

• 清楚標示停留點 

自主檢查 

•依管理標準辦
理自主檢查
（項目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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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項：要一致 



施工要領 

• 列出分項工程
之施工流程 

品質管理標準 

• 依施工流程訂定
各階段管理項目
及檢查標準 

•清楚標示停留點 

自主檢查 

•依管理標準辦
理自主檢查
（項目及標準） 

廠商+監造：五合一 

：要一致 

施工抽查標準 

•依施工流程訂定各階段管
理項目及抽查標準 

•訂定檢驗停留點 

施工抽查紀錄 

•依施工抽查標準之抽查項
目及標準辦理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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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質
計
畫 

監
造
計
畫 



110

年 

5  

月 

版 

 

施工日誌應用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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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4  

月 

30
日 

版 

監造報表應用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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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文件 

•主要分項工程：對應的「標準」及「抽查紀錄/自主檢查」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及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檢查標準應定量或定性；符合契約及施工規範規定 

•實際抽查/檢查值應確實填寫 

施工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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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準備重點 （1/3） 



品管文件 

施工 

•檢驗停留點或隱蔽部分：要有各檢查項目/標準檢查合格之

（量測）佐證照片（尤其已完成項目） 

•現場缺失要先行改善：如蜂窩；混凝土表面模板、報紙等

雜物 

•施工要有優點：如鋼筋綁紮整齊；混凝土完成面平整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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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準備重點（2/3） 



品管文件 

施工 

進度 

•核定之最新預定進度為基準 

•計算基準及進度應一致 

•落後時要有補救措施，如趕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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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準備重點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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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