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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年 XX月 XX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梁之混凝土澆置有

冷縫發生。

（5.01.01） 

 

 

 

 

 

 

 

 

 

 

 

（案例二） 

牆面混凝土澆置有

冷縫發生。

（5.01.01） 

 

（案例三） 

清水模外牆混凝土

澆置有冷縫產生，

且冷縫有開裂現

象。本項缺失請承

商提出改善計畫

（專任工程人員審

核簽認），經監造單

位審查通過（監造

建築師簽認）及主

辦機關核定後，據

以改善。 

(5.01.01) 

 

 

缺失原因分析：混凝澆置進度及順序不正確，待料

時間過長，造成先行澆置混凝土與後續澆置混凝土

時間間隔過久，產生之交接縫。 

矯正措施：應事前做好混凝土澆置計畫，依據澆置

計畫書分層或分區澆置，並注意澆置速率及順序，

避免預拌混凝土車調度不及造成待料時間過長，產

生冷縫。 

缺失改善步驟：1.以電動鑽孔機於冷縫處鑽孔，並

清洗孔內所有水泥雜屑。2.將注入管插入孔內約 30

㎜，並注入 EPOXY結構補強劑。3.表面上塗 EPOXY

漆二度，補強冷縫。4.冷縫補強完成之牆面，以同

比例水泥砂漿噴塗修飾。5.檢附改善前、中、後照

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於冷縫處打 V型槽，並清理

乾淨。2.以同強度之無收縮水泥砂漿填補。3.檢附改

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改善步驟：1.採用灌漿工法，於冷縫位置鑽孔，

並於鑽孔位置灌入環氧樹脂。2.待環氧樹脂乾燥凝

固後，將混凝土表面打毛。3.用清水將混凝土表面

清洗乾淨並濕潤。4.塗上樹脂砂漿並抹平。5.待混凝

土乾燥凝固後，使用細目砂紙打磨。6.檢附改善前、

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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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梁混凝土澆置有

冷縫發生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1. 於冷縫處鑽

孔，並清洗孔內

雜屑。 

2. 注入 EPOXY結構

補強劑。 

3. 表面上 EPOXY漆

二度，補強冷縫 

 

說明： 

(改善後) 

冷縫補強完成之

牆面，以同比例水

泥砂漿噴塗修

飾，冷縫改善完成 

 

101/10/03 

101/10/05 

10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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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牆面混凝土澆

置，搗實未符

規範，有冷縫

或蜂窩產生，

A.1樓、1樓至

2樓樓梯間，

部分牆面有冷

縫產生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於冷縫處

打 V型槽並清

洗乾淨 

 

說明： 

(改善後) 

以同強度無縮

收水泥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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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清水模外牆混

凝土澆置有冷

縫產生，且冷

縫有開裂現象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於冷縫位置鑽

孔 

 

說明： 

(改善中) 

於鑽孔位置灌

入環氧樹脂 

 

10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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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待環氧樹脂乾

燥凝固後，將

混凝土表面打

毛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用清水將混凝

土表面清洗乾

淨並濕潤 

 

說明： 

(改善中) 

塗上樹脂砂漿

並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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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混凝土乾燥凝

固後，使用細

目砂紙打磨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後) 

冷縫修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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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年 XX月 XX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部分牆壁及擴柱之

混凝土表面有蜂

窩。（5.01.01） 

缺失原因分析：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良，振搗時間不

足。 

矯正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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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改善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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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澈底打除鬆散處。2.打除處以水濕潤。3.依同強度之

混凝土砂漿嵌平打除處並修飾平整。4.灑水養護。

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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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部分牆壁及擴柱

之混凝土表面有

蜂窩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改
建
工
程 

(

案
例
一) 

 

說明： 

(改善中) 

1.將蜂窩處澈底

打除鬆散處。 

 

 

說明： 

(改善中) 

2.打除處以水濕

潤。 

 

 

102/06/26 

102/07/15 

10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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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後) 

3.依同強度之混

凝土砂漿嵌平打

除處並修飾平整。 

4.以濕治法養護 7

日。 

5. 102.7.15改善

完成 

（缺養護照片）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改
建
工
程 

  

  

 

10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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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結構體蜂窩部

分打除至堅實

面 

（缺原缺失照

片）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改
建
工
程 

(

案
例
二) 

 

說明： 

(改善中) 

以同強度無收

縮水泥砂漿填

補 

（缺以水濕潤

照片） 

 

說明： 

(改善中) 

改善完成 

（缺養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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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X年 XX月 XX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樓板面混凝土有龜

裂現象。        

（5.01.02） 

 

 

 

 

 

 

（案例二） 

樓板混凝土養護未

確實，產生收縮裂

縫。（5.01.02） 

 

 

 

 

 

（案例三） 

一樓頂板施工不

良，造成多處樓板

產生滲水情形。    

（5.01.02） 

 

缺失原因分析：澆置當日天氣溫度過高過熱，導致

混凝土表面部分乾燥收縮。 

矯正措施：1.控制澆置時混凝土溫度不得超過 32

℃。2.天氣溫度過高時，鋼筋及模板應先以水冷卻。

3.於每次混凝土澆置粉光後，以麻布袋濕治養護。 

缺失改善步驟：1.龜裂之混凝土表面以結構性用之

EPOXY材料用高壓注射方式將裂縫填滿。2.檢附改善

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未用麻布袋或帆布覆蓋，造成水份

蒸發快，且工人未定期灑水，致養護未確實。 

矯正措施：於每次混凝土澆置粉光後，以麻布袋確

實濕治養護，並定期灑水保持麻布袋濕潤。 

缺失改善步驟：1.經現場研判為表面裂面。2.裂縫處

打成 V 形槽並清理乾淨後，以樹脂砂漿填補。3.檢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1.振動棒振動時碰觸到鋼筋或模板

使得前面澆置完成之混凝土剛初凝，又因被振動而

產生細微裂縫。2.混凝土養護時間過慢，因陽光或

風大使得混凝土表面水份迅速蒸發，產生塑性裂

縫。3.混凝土養護逹七日即堆置材料。 

矯正措施：1.振動棒捣實時勿碰觸到鋼筋或模板。

2.混凝土澆置完成初凝後即進行養護，或使用噴霧

機噴霧減緩混凝土表面水蒸發速度。3.混凝土澆置

後七日內禁止堆置材料。 

缺失改善步驟：1.有漏水之處鑽孔。2.清除孔洞內灰

塵。3.按裝止水針頭。4.注射止漏劑。5.靜置一段時

間後拔除針頭。6.清除溢出之止漏劑。7.填補孔洞或

批土使表面平整。8.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

（如附件） 

 

xx.xx.xx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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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樓板面混凝土有

龜裂現象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龜裂之混凝土表

面以結構性用之

EPOXY材料用高

壓注射方式將裂

縫填滿 

 

說明： 

(改善後) 

經現場工程師確

認已改善完成 

 

101/06/28 

101/07/02 

10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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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屋頂樓板混凝土

養護未確實，產

生收縮裂縫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裂縫處打成 V形

槽 

 

說明： 

(改善後) 

以樹脂砂漿填補

完成 

 

100/1128 

100/11/28 

1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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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一樓頂板施工不

良，造成多處樓

板產生滲水情形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有漏水之處鑽孔 

 

說明： 

(改善中) 

按裝止水針頭 

 

100/11/28 

100/11/28 

1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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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注射止漏劑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靜置一段時間後

拔除針頭 

 

說明： 

(改善後) 

填補填平，改善

完成 

 

100/11/28 

100/11/28 

1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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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1年 XX月 XX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牆面粉刷有龜裂情

形。（5.01.02） 

缺失原因分析：粉刷後，水電廠商因預留口不正確

打鑿牆面，產生震動致牆面之 1:3 水泥砂漿打底粉

刷產生龜裂。 

矯正措施：與水電廠商協調施工界面，原則上於水

電承商確認開口尺寸完成後，再進行水泥砂漿粉刷

工程。 

缺失改善步驟：1.打除龜裂面，並重新進行粉刷。

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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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前) 

牆面粉刷龜裂 

說明： 

(改善中) 

將龜裂面全面打除後，重新水泥砂漿粉刷 

 

說明： 

(改善後) 

重新水泥砂漿打

底及粉光完成 

 
 

  

101/10/11 

101/10/11 1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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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年 XX月 XX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二樓牆面垂直度不

合規範。（5.01.03） 

 

 

 

 

 

（案例二） 

清水模混凝土完成

面垂直及水平度不

合規範。(5.01.03) 

 

 

 

 

 

 

 

 

 

 

（案例三） 

清水模外牆底部使

用夾板模，完成面

品質不佳。(5.01.03) 

 

 

缺失原因分析：模板組立未確實，混凝土澆置時模

板外移情形，造成混凝土完成面垂直度有偏差。 

矯正措施：要求模板組立工班確實依模板計畫書規

定或採四層模組立。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將凸出部分分之混凝打除。

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模板格柵間距未依模板計畫書規定

組立，格柵組立間距太大，模板勁度不足致混凝土

澆置時變形。 

矯正措施：要求模板組立工班確實依模板計畫書規

定尺寸及間距組立。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將凹陷處打毛處理。2.用清水

將混凝土表面清洗乾浄，並潤濕。3.用有色膠帶訂

出牆面之垂直及水平線，以預防塗抹時線條不一

致。4.塗上樹脂砂漿並整平。5.待混凝土乾燥凝固

後，用手持式切割機打磨，使其表面光滑。6.檢附

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註：清水模完成面之修補建議採用菊水工法） 

 

缺失原因分析：因模板與基礎接合處未完全密合，

故將夾板放入芬蘭板內側當作調整層並防止漏漿，

導致混凝土完成面不佳。 

矯正措施：牆面底部部分截切芬蘭板組立，不得使

用夾板。 

缺失改善步驟：1.採用樹脂砂漿塗抹並飾平。2.以細

目砂紙打磨使表面光滑。3.檢附改善前、中、後照

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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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二樓牆面垂直度

不合規範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凸出部分

分之混凝打除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3 - 20 

 

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清水模混凝土完

成面垂直及水平

度不合規範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清水模混凝土完

成面垂直及水平

度不合規範 

 

說明： 

(改善後) 

將凹陷處打毛處

理 

 

102/09/15 

102/09/15 

10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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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將凹陷處打毛處

理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用有色膠帶訂出

牆面之垂直水平

線，以預防塗抹

時線條不一致 

 

說明： 

(改善中) 

塗上樹酯砂漿並

整平 

 

102/09/15 

102/09/15 

10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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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後) 

混凝土表面水平

度不合規定改善

完成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後) 

混凝土表面垂直

度不合規定改善

完成 

  

 

102/09/15 

10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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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清水模外牆底部

使用夾板模，完

成面品質不佳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清除混凝土外表

之夾板 

 

說明： 

(改善中) 

將混凝土表面打

毛處理 

 

102/09/07 

102/09/07 

10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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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用清水將混凝土

表面沖洗並濕潤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塗上樹酯砂漿並

整平 

 

說明： 

(改善後) 

代混凝土砂漿乾

燥後以打磨機打

磨使其平整，改

善完成 

102/09/08 

102/09/08 

1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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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年 XX月 XX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部分混凝土表面殘

留些許雜物，如鐵

絲及鐵件未剪除、

夾板未清除等。  

（5.01.04） 

 

 

 

（案例二） 

各樓層升層處(施

工縫)未確實清

潔，施工縫有木屑

等雜物殘留。 

（5.01.04） 

缺失原因分析：拆模後，現場施工人員未確實將混

凝土表面殘留雜物清除完竣。 

矯正措施：加強宣導並督促協力廠商，於模板拆除

後全面檢視混凝土表面，如有殘留鐵絲及鐵件應剪

除；殘留夾板應清除。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檢查，將殘留於混凝土表面

之鐵絲、鐵件及夾板等雜物清除。2.檢附改善前、

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樓梯牆面模板清潔孔設置不足，造

成澆置前清洗未能確實，部分木屑等雜物仍殘留於

模板內。 

矯正措施：於樓梯牆面增設模板清潔孔，並列為自

主檢查項目之一。 

缺失改善步驟：1.以打除機將施工縫之木屑等雜物

修除。2.修除處用與原混凝土同一配比之水泥砂漿

嵌平。3.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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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部分混凝土表

面殘留些許雜

物，如鐵絲及

鐵件未剪除、

夾板未清除等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殘留於

混凝土表面之

鐵絲、夾板清

除乾淨 

 

說明： 

(改善後) 

於 102/5/31 日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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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牆、梁及柱等結

構混凝土表面

殘留鐵線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鐵線剪

除 

 

說明： 

(改善後) 

102年 6月 20

日改善完成 

 

102.06.19 

102.06.20 

1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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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各樓層升層處(施

工縫)未確實清

潔，施工縫有木屑

等雜物殘留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1.以打除機將施

工縫之木屑等雜

物修除 2.與原混

凝土同配比水泥

砂漿嵌平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102/06/19 

102/06/19 

1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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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年 XX月 XX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部分混凝土表面有

剝落情形。 

（5.01.99） 

缺失原因分析：1.模板表面附著混凝土渣未清除乾

浄，致使澆置新混凝土時沾黏在上面，拆模時就會

產生剝落情形。2.未使用脫模劑。 

矯正措施：1.教育模板工人拆模後應立即清除模板

表面混凝土渣。2.模板拆模後下次使用前應使用脫

模劑。3.牆單面模組立完成部分進行檢查，發現模

板表面有混凝土渣或未使用脫模劑之模板立即請模

板工人進行改善。 

缺失改善步驟：1.檢視工區混凝土表面，發現混凝

土表面有剝落部位，以鐵鎚輕敲或以鐵鏟清除混凝

土表面鬆部分。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

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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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部分混凝土表面

有剝落情形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混凝土表面有剝

落部位，以鐵鎚

輕敲或以鐵鏟清

除混凝土表面鬆

部分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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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X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部分梁底層主筋未

與箍筋確實綁紮，

箍筋下方會晃動。 

（5.02.01） 

缺失原因分析：因梁底層主筋與箍筋叉點不易綁

紮，故施工時易疏漏未綁紮。 

矯正措施：將梁底層主筋與箍筋綁紮列為鋼筋重點

缺失項目，於作業前告知鋼筋協力廠商領班及施工

人員，並施工中巡視檢查施工人員是否有確實按照

規定要求進行綁紮作業。 

（案例一）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將未綁紮確實之梁箍筋綁紮

固定。2.如有未能補綁紮部分，增設腰筋與梁箍筋

綁紮固定。3.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

件） 

（案例二） 

缺失改善步驟：1.未確實綁紮會晃動箍筋部分，派

員於腰筋與箍筋交點處增加綁紮點，以確實固定箍

筋。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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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三樓部分橫梁底

層主筋未與箍筋

確實綁紮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未綁紮確

實之梁筋綁紮固

定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102/03/08 

102/03/08 

102/03/08 



3 - 33 

 

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梁底層主筋未與

箍筋確實綁紮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於腰筋與箍

筋交點處增加綁

紮點，以確實固定

箍筋（綁紮點應在

腰筋處，非梁上層

筋處）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2012/10/09 

2012/10/09 

201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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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4樓之 Y2柱線上，

部分擴柱柱繫筋彎

鉤延伸長度不足

（長度未達 6db） 

(5.02.04) 

 

 

 

 

 

 

（案例二） 

部分柱的繫筋彎鉤

延長度不足，彎鉤

直線段契約圖說鋼

筋標準圖規定為

6db，部分繫筋直線

段長度不足，僅約

4~5公分。

(5.02.04) 

 

缺失原因分析：施工人員因施工空間較小不易施

工，自行縮短繫筋彎鉤長度，致繫筋彎鉤長度未符

合契約鋼筋標準圖說規定之 6db≧7.5㎝規定。 

矯正措施：對現場施工人員再教育，切勿圖一時方

便自行縮短繫筋彎鉤長度，並列為自主檢查項目之

一。 

缺失改善步驟：1.將彎鉤長度不足之繫筋拆下更

換，查鋼筋標準圖說規定 135度彎鉤長度為 6db＝

7.8公分，更換符合上述規定之繫筋。2.檢附改善

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繫筋製作時尺寸未精準，致部分繫

筋彎鉤延長度不足。 

矯正措施：1.鋼筋尺寸製作前，要求協力廠商製作

鋼筋作料單，並由現場工程師審查鋼筋尺寸是否正

確。2.鋼筋定尺料進場時，由現場工程師檢查鋼筋

尺寸是否與鋼筋作料單尺寸相符，不符合時應退料

處理。 

缺失改善步驟：1.將繫筋彎鉤直線段不足部分拆

除。2.重新綁上大於 6db＝6×1.3＝7.8㎝之繫筋。

3.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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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4樓之 Y2柱線上，

部分擴柱箍（繫）

筋彎鉤延伸長度

不足（長度未達

6db）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將彎鉤長度不足

之繫筋拆下更換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已達鋼

筋標準圖說要求

135度彎鉤長度需

求量 6db＝7.8公

分 

 

101/09/05 

101/09/15 

10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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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部分柱的繫筋彎

鉤延長度不足，

彎鉤直線段契約

圖說鋼筋標準圖

規定為 6db，部分

繫筋直線段長度

不足，僅約 4~5

公分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新
建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將繫筋直線段長

度不足部份拆

除。重新綁上大

於 6db(6*1.3= 

7.8cm)之繫筋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繫筋直線長度 8

公分，改善完成 

 

102/07/27 

102/07/27 

10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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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X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3F部分立柱主筋偏

移，造成鋼筋保護

層不足。（5.02.05） 

 

 

 

 

（案例二） 

雙排筋未個別綁

紮，僅單支工作筋

交叉固定，造成雙

排筋之有效間距不

符規定。（5.02.05） 

 

 

 

 

 

（案例三） 

矮牆筋未設寬止

筋，牆筋保護層過

大或有效間距不

足。（5.02.05） 

缺失原因分析：因柱模板四周之混凝土墊塊不足，

且施工人未注意部分柱筋有偏移，而未即時校正。 

矯正措施：於柱封模前，於柱箍筋四周使用 4 ㎝墊

塊固定保護層，使柱筋不會產生偏移情形。 

缺失改善步驟：1.經檢討評估，保護層不足處採加

大柱尺寸方式處理，因加大之尺寸僅約 2 ㎝，加大

尺寸後不影響原設計使用機能。2.檢附改善前、中、

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因牆預留筋綁紮固定方式未正確，

僅用單支工作筋交叉固定，導致部分牆預留筋間距

過大。 

矯正措施：1.要求鋼筋綁紮工人確實依放樣或樣板

間距確實綁紮，牆預留筋之綁紮應採雙排筋個別綁

紮固定，兩端設寬止筋，以確保間距及位置正確。 

缺失改善步驟：1.請專業植筋廠商補植一排鋼筋。

2.使用鑽孔機鑽孔。3.鑽孔後使用吹風機將孔內灰塵

吹出清潔。4.注射植筋膠藥劑並植筋。5.檢附改善

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鋼筋工班於矮牆筋綁紮時，僅設圓

墊間隔器，未設寬止筋。 

矯正措施：1.要求鋼筋工班綁紮牆筋時，牆筋垂直

及水平向每 100~120 ㎝設置一個間隔器；水平向每

垂直筋間距之 5 倍及垂直向每水平筋間距之 4 倍設

置一個寬止筋，以確保間距及位置正確。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增設寬止筋將雙排筋撐開，

使 2 ㎝直徑圓墊間隔器貼緊模板，固定牆筋保護層

為 2 ㎝。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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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3F部份立柱

主筋偏移，造

成鋼筋保護

層不足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加大柱尺寸

2㎝，以增加

鋼筋保護層

為 4㎝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柱

筋保護層為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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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雙排筋未個別綁

紮，僅單支工作

筋交叉固定，造

成雙排筋之有效

間距不符規定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請專業植筋廠商

補植一排鋼筋 

 

說明： 

(改善後) 

補植一排預留筋

完成 

 

100/11/25 

100/11/25 

10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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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矮牆筋未設寬止

筋，牆筋保護層

過大或有效間距

不足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增設寬止筋

將雙排筋撐開，

使 2 ㎝直徑圓墊

間隔器貼緊模

板，固定牆筋保

護層為 2 ㎝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2012/10/15 

2012/10/15 

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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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3樓部分牆體預留

筋間距過大。 

（5.02.06） 

缺失原因分析：因牆筋綁紮時未確實使用樣板或放

樣，導致部分牆筋綁紮間距過大。 

矯正措施：1.要求放樣人員於綁紮前確實放樣，鋼

筋綁紮工人確實依放樣或樣板間距確實綁紮。2.現

場工程師於放樣完成後核對與圖說是否相符，且督

促施工人員按其規定綁紮。 

缺失改善步驟：1.於間距過大處重新植筋。2.使用鑽

孔機鑽孔。3.鑽孔後使用吹風機將孔內灰塵吹出清

潔。4.注射植筋膠藥劑並植筋。5.檢附改善前、中、

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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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3 樓部分牆

體預留筋間

距過大，且多

處雙排筋未

分別綁紮，導

致鋼筋保護

層過大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使用鑽孔機

鑽孔 

 

 

說明： 

(改善中) 

鑽孔後使用

吹風機將孔

內灰塵吹出

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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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注射植筋膠

藥劑並植筋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改善結果

沒有很好，部

分牆筋位置

還是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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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開口處角隅補強筋

設置不符規定，欠

缺垂直及橫向補強

筋（主筋為雙排，

補強筋亦為雙

排）。（5.02.08） 

 

 

 

 

 

 

 

 

（案例二） 

門開口上方水平補

強筋，延伸長度

（Ld）不足。 

（5.02.08） 

 

缺失原因分析：鋼筋綁紮工人未熟知圖說開口補規

定，致鋼筋工班依以往經驗進行補強。 

矯正措施：1.對鋼筋綁紮工班說明說圖之非結構牆

開口補強配筋規定，水平、垂直向補強 2-D16鋼筋

置於牆兩側，牆主筋為單排時，亦為單排；牆主筋

為雙排時，亦為雙排。斜向補強 1支較主筋大 1號

之鋼筋，水平、垂直及斜向補強之兩端延伸長度均

為 Ld。2.將開口補強規定列為檢查項目之一，檢查

人員於施工中即進行尺寸檢查，如發現不合格情

形，立即要求改善。 

缺失改善步驟：1.依據圖說規定，加綁水平、垂直

向補強筋，2-D16鋼筋置於牆兩側雙排。2.檢附改善

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鋼筋綁紮工人未熟知補強筋延伸長

度規定，致部分門開口上方水平補強筋延伸長度

（Ld）不足。 

矯正措施：1.對鋼筋綁紮工班說明非結構牆開口補

強配筋之圖說規定，水平、垂直及斜向補強之兩端

延伸長度均為 Ld，牆主筋為單排時，亦為單排；牆

主筋為雙排時，亦為雙排。2.將開口補強規定列為

檢查項目之一，檢查人員於施工中即進行尺寸檢

查，如發現不合格情形，立即要求改善。 

缺失改善步驟：1.一樓軸線 3 門開口上方水平補強

筋已要求鋼筋協力廠商抽換長度不足之水平補強

筋。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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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開口處角隅補強

筋設置不符規

定，欠缺垂直及

橫向補強筋（主

筋為雙排，補強

筋亦為雙排）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新
建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依據圖說規定，

加綁水平、垂直

向補強筋，2-D16

鋼筋置於牆兩側

雙排 

 

說明： 

(改善後) 

綁好垂直、水平

補強筋(雙排)，

改善完成 

 

102/07/29 

102/07/29 

10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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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門開口上方水平

補強筋，延伸長

度（Ld）不足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新
建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請鋼筋協力廠商

抽換不足長度之

水平補強筋 

 

說明： 

(改善後) 

抽換完成 

 

102/06/03 

102/06/03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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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柱主筋表面有混凝

土殘渣，未（於澆

置時立即）清除。 

（5.02.11） 

缺失原因分析：混凝土澆築時未作適當保護或派清

潔工清理，致澆築時對鋼筋所產生之污染未能即時

清除。 

矯正措施：1.於澆築時對柱主筋以夾板做適當之防

護，避免漿體直接噴覆主筋。2.混凝土澆築時，增

派清潔工，如有污染情形，立即清洗。 

缺失改善步驟：1.柱表面之混凝土殘渣，立即派員

用鋼刷等工具清理。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

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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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柱主筋表面有混

凝土殘渣，未（於

澆置時立即）清

除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新
建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柱部分表面有混

凝土殘渣部分，

立即派員清理 

 

說明： 

(改善後) 

清理完成 

 
 

102/06/03 

102/06/03 

10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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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模板殘留砂漿未確

實整理，且未塗模

板油。（5.03.02） 

缺失原因分析：拆模後施工人員未把模板殘留之凝

固砂漿敲除。 

矯正措施：於拆模後，要求施工人員須把殘留於模

板之砂漿敲除乾淨，方可使用。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敲除模板表面殘留之凝固砂

漿。2.模板塗抺脫模劑（或於模板組立完成時再塗

抺脫模劑）。3.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

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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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模板殘留砂漿未

確實整理，且未塗

模板油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模板殘留砂漿未

確實整理，且未塗

模板油 

 

說明： 

(改善後) 

派員敲除模板表

面殘留之凝固砂

漿 

 

102/03/19 

102/03/19 

10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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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整理完成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後) 

模板塗抺脫模劑

完成（或於模板組

立完成時再塗抺

脫模劑） 

  

 

102/03/19 

10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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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一樓部分梁模板縫

太大，有漏漿現

象。（5.03.03） 

缺失原因分析：因部分模板品質不良，模板板材因

縮收造成模板板縫太大，導致有漏漿現象。 

矯正措施：於模板組立前，由工班領班及現場工程

師先檢視模板品質，並汰換品質不良之模板，避免

澆置完成面有漏漿現象。 

缺失改善步驟：1.逐次汰換老舊或縫隙過大模板，

並派員將漏漿凸出之混凝土面敲除。2.檢附改善

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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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一樓部分梁模板

縫太大，有漏漿

現象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新
建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漏漿凸出

之混凝土面敲除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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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樓梯底版斜向模板

支撐方式錯誤（上

支撐點未採用三角

楔木，下支撐點未

妥適固定）。 

（5.03.04） 

 

 

 

（案例二） 

三樓部分模板鋼管

支撐高度超過 3.5

公尺，未設置水平

繫條。（5.03.04） 

缺失原因分析：施工人員疏漏未將樓梯斜面部分鋼

管支撐加以固定。 

矯正措施：1.對模板協力廠商教育宣導，遇斜面支

撐時，皆需上下確實固定。2.現場工程師全面檢視

支撐組立情形，發現有不符合情形，立即要求改善。 

缺失改善步驟：1.鋼管支撐上支點以三角楔木固

定。2.鋼管支撐下支撐點，使用鋼釘增加其固定。

3.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模板工班便宜行事，部分高度超過

3.5 公尺模板支柱未確實設置水平繫條。 

矯正措施：對模板施工人員再教育，模板支柱高度

超過 3.5 公尺時，應於大於 2公尺處增設縱向、橫

向之水平繫條，並列為自主檢查項目之一。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於鋼管支柱高度大於 2公尺

處，以 C型槽鋼增設縱向、橫向之水平繫條。2.檢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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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樓梯底版斜

向模板支撐

方式錯誤（上

支撐點未採

用三角楔

木，下支撐點

未妥適固定）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鋼管支撐上

支撐點，使用

三角楔木加

以固定 

 

說明： 

(改善中) 

三角楔木加

以固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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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樓梯底版斜

向模板支撐

方式錯誤（上

支撐點未採

用三角楔

木，下支撐點

未妥適固定）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鋼管支撐下

支撐點，使用

鋼釘加以固

定 

 

說明： 

(改善中) 

鋼釘固定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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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三樓部分模板支

撐鋼管高度超過

3.5 公尺，未設置

水平繫條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於鋼管支柱

高度大於 2公尺

處，以 C型槽鋼增

設縱向、橫向之水

平繫條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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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X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梁板模板內殘留木

屑、垃圾及瓶罐，

未及時清理。 

（5.03.07） 

 

 

 

 

 

 

 

（案例二） 

2樓部分牆模及柱

模未留設清潔孔。 

（5.03.07） 

 

缺失原因分析：1.梁板模板組立所產生之木屑未立

即清理。2.工區內未設置垃圾筒，工人隨意丟棄垃

圾及瓶罐。 

矯正措施：1.要求模板協力廠商於梁板模板組立完

成後，立即以吸塵器清除木屑，於清理完成後才能

進行鋼筋綁紮。2.工區內設置垃圾筒，並要求所有

工人不得亂丟垃圾及瓶罐。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用夾具清除垃圾及瓶罐，並 

使用吸塵器清除木屑。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現場工程師經驗不足，未督促模板

協力廠商施作清潔孔。 

矯正措施：要求現場工程師督促模板協力廠商確實

施作清潔孔，並列為模板自主檢查項目之一。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將以封死之清潔口拆除，確

實預留。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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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梁板模板內殘留

木屑、垃圾及瓶

罐，未及時清理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用夾具清除

垃圾及瓶罐，並 

使用吸塵器清除

木屑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2012/10/10 

2012/10/10 

20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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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梁板模板內殘留

木屑、垃圾及瓶

罐，未及時清理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用夾具清除

垃圾及瓶罐，並 

使用吸塵器清除

木屑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2012/10/10 

2012/10/10 

20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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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2樓部分牆模

及柱模未留設

清潔孔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以封死

之清潔口拆

除，確實預留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3 - 62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模板鋼管支撐接合

處以 3號鋼筋做為

插銷，未使用制式

插銷（依 CNS5644 

可調鋼管支柱：接

管銷之直徑應在 12 

㎜以上且為專

用）。（4.03.99） 

 

 

 

 

（案例二） 

外牆模板之緊結螺

栓使用套管施工，

易造成滲漏水現

象。（4.03.99） 

 

缺失原因分析：因現場制式插銷不足，模板施工人

員以 3 號鋼筋當作插銷使用。 

矯正措施：1.施模板組立前先檢查制式插銷數量是

否足夠。2.對模板施工人員進行再教育訓練，如有

插銷不足情形應立即反應，不可使用 3號鋼筋做為

插銷使用。3.另發出異常矯正預防處理紀錄表，勞

安及模板支撐作業主管進行檢查，品管人員及工地

主任進行改正後之確認。 

缺失改善步驟：1.鋼管支撐之插銷以鋼筋代用部

分，將全面進行檢查及更換。2.檢附改善前、中、

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模板工為重覆使用繄結螺栓，使用

套管施工，以利繄結螺栓拔除回收再使用，惟未考

慮日後易產生滲漏水之情形發生。 

矯正措施：1.教育模板工人日後外牆不得再使用套

管施作。2.現場工程師日後注意外牆模板施作，不

得使用套管。 

缺失改善步驟：1.將孔內灰塵吹除。2.填入無收縮水

泥砂漿。3.外壁孔洞施作 30×30 公分防水層。4.檢附

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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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模板鋼管支撐接

合處以 3號鋼筋

做為插銷，未使

用制式插銷（依

CNS5644 可調鋼

管支柱：接管銷

之直徑應在 12 

㎜以上且為專

用）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新
建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更換制式插銷 

 

說明： 

(改善後) 

更換完成 

 

102/06/03 

102/06/03 

10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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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外牆模板之緊結

螺栓使用套管施

工，易造成滲漏

水現象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將孔內灰塵吹除 

 

說明： 

(改善中) 

填入無收縮水泥

砂漿 

 



3 - 65 

 

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外壁孔洞施作 30

×30 公分防水層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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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二樓部分頂版有滲

漏水現象。 

（5.07.01.07） 

缺失原因分析：可能發生原因：1.混凝土澆置時溫

度太高。2.混凝土澆置完成後於初期強度形成前，

即受外力壓迫導玫發生裂縫。 

矯正措施：1.於混凝土澆置時注意控制混凝土澆置

溫度，並檢測混凝土溫度。如混凝土溫度大方 32 度

時，要求混凝土協力廠商改善並退料。2.混凝土澆

置完成後待初期強度形成後，始可吊放鋼筋，且材

料不可集中堆置。 

缺失改善步驟：1.針對有漏水現象之樓版上方塗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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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

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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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二樓部分頂版有

滲漏水現象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樓板下方注射環

氧樹脂材料做止

漏 

 

說明： 

(改善後) 

注射止漏作業完

成 

 

101/05/21 

101/06/02 

10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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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二樓部分頂版有

滲漏水現象（漏水

之樓板上方）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樓版上方塗彈性

水泥材料施作防

水層 

 

說明： 

(改善後) 

該樓版施作防水

層完成 

 

 

101/06/02 

101/06/02 

10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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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管路接線盒未以塑

膠蓋保護，洗/抿石

子造成接線盒變形

及污染線材。 

（5.07.04.07） 

缺失原因分析：牆面洗/抿石子施作時未以塑膠蓋保

護管路接線盒。 

矯正措施：日後於牆面洗/抿石子施作時需以塑膠蓋

保護管路接線盒，以防止接線盒變形及污染線材。 

缺失改善步驟：1.派員將接線盒周圍突出之抿石子

鑿除並切齊。2.清理接線內部殘留水泥渣，若有變

形則予更換。3.清潔接線盒內部線材。4.檢附改善

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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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管路接線盒未以

塑膠蓋保護，洗/

抿石子造成接線

盒變形及污染線

材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接線盒周

圍突出抿石子鑿

除並切齊，並清

理接線盒內部殘

留水泥渣，清潔

接線盒內部線材 

 

說明： 

(改善後) 

現場已全數檢查

改善完成 

 

102/06/20 

102/06/20 

1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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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發電機排煙管穿牆

未施作斷熱處理

(廢氣絕熱包覆)。 

（5.07.04.99） 

缺失原因分析：本工程土建與機電施工界面未協調

溝通。 

矯正措施：加強土建與機電施工界面協調，施工界

面應由穿牆配管完成斷熱處理後，再交由泥作收尾。 

缺失改善步驟：1. 派員將排煙管原有填縫之水泥打

除。2.將排煙管外包覆一層防火岩棉。3.再以一層不

銹鋼鐵皮包覆防火岩棉。4.最後以水泥砂漿填縫補

平。5.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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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發電機排煙管穿

牆未施作斷熱處

理(廢氣絕熱包

覆)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橋
改
建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排煙管原

有填縫之水泥打

除 

 

說明： 

(改善中) 

排煙管外包覆一

層防火岩棉 

 

102/06/18 

102/06/18 

10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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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以不鏽鋼鐵皮包

覆防火岩棉 

工
程
名
稱
：
○
○
○
○
○
○
橋
改
建
工
程 

 

說明： 

(改善後) 

排煙管確實包

覆，並以水泥砂

漿填縫，改善完

成 

  

 

102/06/18 

10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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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X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地下室穿梁套管設

置位置不符合規

定，管距過近（兩

管中心間距應大於

3倍管徑）；穿孔（高

度）位置未在中間

1/3梁深處；穿梁位

置有誤（穿梁位置

應距梁柱接頭處 2

倍梁深以上）。 

（5.07.05.03） 

 

 

（案例二） 

B棟地下室配管穿

梁管套設置位置不

符合規定，穿孔位

置錯誤：距柱面小

於 2倍梁深；穿孔

位位置未在中間

1/3梁深處；管心到

管心相距未達3D以

上。 

（5.07.05.03） 

 

缺失原因分析：因水電施工人員未瞭解穿梁套管設

置規定，造成套管設置位置不符合規定。 

矯正措施：1.施工前對水電施工人員說明穿梁套管

設置規定，如穿梁位置應距梁柱接頭處 2倍梁深以

上；穿孔（高度）位置未在中間 1/3梁深處；兩管

中心間距應大於 3倍管徑。2.施作前由現場工程施

再次與施工人員確認穿梁套管位置，避免不符合情

形發生。 

缺失改善步驟：1.機電廠商委由結構技師評估，經

評估結果採用符合原設計抗壓強度之無收縮水泥砂

漿補回填滿原穿孔，恢復減損之混凝凝土斷面即

可。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因水電施工人員未瞭解穿梁套管設

置規定，造成套管設置位置不符合規定。 

矯正措施：1.施工前對水電施工人員說明穿梁套管

設置規定，如穿梁位置應距梁柱接頭處 2倍梁深以

上；穿孔（高度）位置未在中間 1/3梁深處；兩管

中心間距應大於 3倍管徑。2.施作前由現場工程施

再次與施工人員確認穿梁套管位置，避免不符合情

形發生。 

缺失改善步驟：1.請設計單位委請結構技師確認 B

棟地下室配管穿梁補強方式，補強方式如下：第 1

孔及第 2孔 PVC套管取出，以無收縮水泥砂漿填實

整個預留孔，並以鋼鈑包覆補強，鋼鈑以化學螺栓

及環氧樹脂與 RC結構體結合。2.檢附改善前、中、

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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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穿梁套管設置位

置不符合規定，

管距過近（兩管

中心間距應大於

3倍管徑）；穿孔

（高度）位置未

在中間 1/3梁深

處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大
樓
新
建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依結構技師建議

使用符合原設計

之無收縮水泥沙

漿補回填滿原穿

孔 

 

說明： 

(改善中) 

以無收縮水泥沙

漿補回填滿原穿

孔 

 

102/06/25 

102/06/25 



3 - 76 

 

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穿梁管套設置位

置不符合規定，

如：穿梁位置有

誤（穿梁位置應

距梁柱接頭處 2

倍梁深以上）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大
樓
新
建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依結構技師建議

使用符合原設計

之無收縮水泥沙

漿補回填滿原穿

孔 

 

說明： 

(改善後) 

以無收縮水泥沙

漿補回填滿原穿

孔 

 

102/06/25 

 
梁深（含樓板厚） 

2 倍梁深範圍內

不能穿梁 

柱 

10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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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B棟地下室配管

穿梁管套設置位

置不符合規定，

穿孔位置錯誤：

距柱面小於 2倍

梁深；穿孔位位

置未在中間 1/3

梁深處；管心到

管心相距未達 3D

以上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大
樓
新
建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第 1孔及第 2孔

PVC套管取出，以

無收縮水泥砂漿

填實整個預留孔 

 

說明： 

(改善中) 

鋼鈑包覆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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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後) 

補強完成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大
樓
新
建
工
程
（
案
例
二
） 

  

  

 

 

梁深（含樓板厚） 

2 倍梁深範圍內

不能穿梁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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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洗/抿石子牆面陽

角未收邊。 

（5.07.08.99） 

缺失原因分析：現場工程師經驗不足，未督促協力

廠商施作洗/抿石子牆面陽角收邊。 

矯正措施：日後督促現場工程師與協力廠商於施工

前協調釐清施工細節，加強施工品質要求。 

缺失改善步驟：1.使用壓條固定控制水泥砂漿平整

度。2.將洗/抿石子向內延伸 3公分施作。3.檢附改

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3 - 81 

 

 

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洗/抿石子牆面

陽角未收邊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使用壓條固定控

制水泥砂漿平整

度，將洗/抿石子

向內延伸 3公分

施作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牆面陽

角收邊 

 

102/06/21 

102/06/21 

10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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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案例一） 

施工架施作未符規

範，如 3樓局部施

工架與結構主體間

距大於 20公分，落

差超過 2公尺，未

施設安全防墜設施

（安全防墜網）。 

（5.14.01.01） 

 

 

 

（案例二） 

於高差 2公尺以上

之工作場所邊緣及

開口部分（如各樓

層樓梯轉台梁下開

口處），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等防墜

設施。 

（5.14.01.01） 

 

 

 

 

（案例三） 

電梯開口未設置符

合規定之護欄。 

（5.14.01.01） 

 

缺失原因分析：搭架協力廠商搭架時疏漏，部分間

距大於 20 公分處未確實安裝安全防墜網。 

矯正措施：1.於施工前督促搭架協力廠商，施工架

與結構主體間距大於 20公分處均應施作安全防墜

網。2.施工完成後由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全面檢查安

全防墜設施，如有不合格情形，立即要求改善。 

缺失改善步驟：1.全面檢視施工架，施工架與結構

主體間距大於 20公分未設安全防墜網處，立即加裝

安全防墜網。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

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因施工中樓梯開口處，未協調由那

一協力廠商負責防墜安全措施，致該處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等防墜設施。 

矯正措施：1.於施工前協調協力廠商，施工中樓梯

開口處之防墜安全措施由模板協力廠商負責。2.勞

工安全衛生人員將全面檢查開口部位，如有不合格

情形，立即要求改善。 

缺失改善步驟：1.全面檢視施工中樓梯開口部位，

未設置護欄處，立即派員於開口處施作護欄防墜措

施，施作規定為：上欄杆、中欄杆及腳趾板。2.檢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缺失原因分析：電梯開口處因施工關係必須經常開

關，施工人員拆除原有護欄後，未確實回復簡易護

欄，致護欄設置方式未符規定。 

矯正措施：增購活動式護欄，以利電梯開口處設置

符合規定之護欄防墜設施，避免施工人員為方便施

工破壞護欄。 

缺失改善步驟：1.電梯開口處派員設立高度 110公

分以上之活動式護欄。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乙份。（如附件） 

 

xx.xx.xx 

 

 

 

 

 

 

 

 

 

 

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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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施工架施作

未符規範，如

3樓局部施

工架與結構

主體間距大

於 20公分，

落差超過 2

公尺，未施設

安全防墜設

施（安全防墜

網）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一
） 

 

說明： 

(改善中) 

施工廠商派

員安裝安全

網 

 

說明： 

(改善後) 

安全網改善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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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於高差 2公

尺以上之工

作場所邊緣

及開口部分

（如各樓層

樓梯轉台梁

下開口處），

未設置符合

規定之護欄

等防墜設施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二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於開口

增設上欄

杆、下欄杆及

腳趾版 

 

 

說明： 

(改善後) 

開口防墜措

施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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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電梯開口未設置

符合規定之護欄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
案
例
三
） 

 

說明： 

(改善中) 

電梯開口處派員

設立高度 110公分

以上之活動式護

欄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102/06/19 

102/06/20 

1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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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施工架設置高度不

足，應高於樓層一

個單元或 1 公尺。 

（5.14.01.01） 

缺失原因分析：因施工架協力廠商未能配合進場施

工，致施工架設置高度不足。 

矯正措施：作業前告知施工架協力廠商各樓層施工

架預定搭設時間，於各樓層施工前請協力廠商配合

搭架，施工架設置高度原則為高於樓層一個單元。 

缺失改善步驟：1.由施工架協力廠商增設施工架，

並增設至高於樓層一個單元或 1 公尺。2.檢附改善

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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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施工架設置高度

不足，應高於樓層

一個單元或 1 公尺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由施工架協力廠

商增設施工架，並

增設至高於樓層

一個單元或 1 公尺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102/03/15 

102/03/15 

1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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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施工架未滿鋪，且部

分踏板料間隙大於 3

公分，施工架設置未

符規定。 

（5.14.01.02） 

缺失原因分析：施工架材料運至工地時，未檢視其

施工架踏板規格及數量。 

矯正措施：施工架材料運至工地時，由勞工安全衛

生人員檢查其規格是否符合規定，並確認踏板數量

是否足夠。門型支架、踏板及樓梯如有不符合情形，

將要求更換，不得組立。組立完成後，全面檢視是

否有滿鋪。 

缺失改善步驟：1.要求施工架協力廠商將間隙大於 3

公分之踏板更换，並滿鋪。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

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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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施工架未滿鋪，且部

分踏板料間隙大於 3

公分，施工架設置未

符規定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要求施工架協力

廠商將間隙大於 3

公分之踏板更换，並

滿鋪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102/05/26 

102/05/26 

102/05/26 



3 - 90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北側施工架未以鋼

筋與穩定構造物妥

實連接（鋼筋設置

間距：垂直方向 5.5

公尺、水平方向 7.5

公尺以內）。 

（5.14.02.01） 

缺失原因分析：於混凝土澆置前未預埋固定鋼筋。 

矯正措施：於每層混凝土澆置前預埋固定鋼筋，預

埋間距≦7.5 公尺，並列為自主檢查項目之一，避免

漏預埋。 

缺失改善步驟：1.植入#3 鋼筋。2.將#3 鋼筋彎折纏

繞於施工架上。2.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

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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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北側施工架未以

鋼筋與穩定構造

物妥實連接（鋼筋

設置間距：垂直方

向 5.5公尺、水平

方向 7.5公尺以

內）。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1.植入#3鋼筋。2.

將#3鋼筋彎折纏

繞於施工架上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102/06/19 

102/06/20 

10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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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2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

筋等易發生被刺及

擦傷災害者，未採

彎曲尖端、加蓋或

加裝護套等防護設

施。（5.14.06.01） 

缺失原因分析：地下室出入口處預留筋因疏漏，致

未設置護套等防護設施。 

矯正措施：1.每日進行巡察確認保護套是否有漏裝

部分，如有漏設立即派工人補設護套。2.後續工程

採ㄇ形預留筋設置，避免產生尖端。 

缺失改善步驟：1.派工將鋼筋保護套套上。2.檢附改

善前、中、後照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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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工作場所暴露之

鋼筋等易發生被

刺及擦傷災害

者，未採彎曲尖

端、加蓋或加裝

護套等防護設施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派工將鋼筋保護

套套上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102/06/28 

102/06/28 

10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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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參考實例） 

標案名稱：○○○○○○工程 

查核日期：101 年 XX 月 XX 日                         第 XX 頁共 XX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工地現場滅火器數

量設置不足，且未

注意有效期限。 

（5.14.99） 

缺失原因分析：安衛人員未清查工地應設置滅火器

數量，致工區準備之滅火器數量不足；滅火器未定

期檢查其是否在有效期限內，致過有效期限之滅火

器未更換。 

矯正措施：1.由安衛人員清查工地應設置滅火器

數，備足滅火器數量，並放置適當地點。2.每月檢

查滅火器設置數量及有效期限一次，如有不足或過

期，應予補足或更換。 

缺失改善步驟：1.依合約數量及需求補充滅火器至

15 支。2.滅火器過期部分，滅火器換藥後滅火器上

標示有效日期及檢查壓力表壓力是否充足。3.派員

將滅火器設置於各層樓。4.檢附改善前、中、後照

片乙份。（如附件）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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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前) 

依合約數量及需

求補充滅火器至

15 支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滅火器上標示有

效日期 

 

 

說明： 

(改善中) 

檢查壓力表壓力

是否充足 

 
 

2012/10/29 

2012/10/29 

201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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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照
片
表
（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 

 

說明： 

(改善中) 

派員將滅火器設

置於各層樓 

工
程
名
稱
：
○
○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後) 

改善完成 

  

 
 

2012/10/29 

201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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