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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海水淡化廠補充調查及先期作業 

地質鑽探報告書 

第一章、前  言 

近年極端氣候致異常降雨和極端乾旱事件增加，臺南地區已 7年

因降雨偏 而實施民生、產業或灌溉用水等減供措施，以滿足多數民

眾用水需求。此外用水成長需求亦造成供水壓力。為避免水資源短缺

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海水淡化技術具備質優、供水穩定、不易受水文

天候限制等優勢，可有效提升整體供水韌性；且國內外技術發展純

熟，為現階段提昇南部區域整體供水穩定之必要性計畫。 

經濟部水利 南區水資源局為欲於臺南市將軍區廢棄鹽田之公

用地設置台南海水淡化廠區。特委託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本「臺南海水淡化廠補充調查及先期作業」。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欲瞭解基地之工程地質情形，以為工程設計及日後施工之依

據及參考，委託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辦理地質

鑽探調查分析工作。 

本工程由本公司辦理現場鑽探取樣工作，室內土壤試驗由中興工

程大地試驗室辦理。鑽探及試驗結果，由本公司專業技師負責研判及

分析，並對基礎型式及施工提出建議，茲於全部工作完成後彙整成本

報告。 

茲將本公司工作項目詳列如下： 

1.現場鑽探、取樣及地層研判工作。 

2.現場試驗工作。 

3.試驗室土壤試驗工作。 

4.土壤力學分析、基礎分析與建議工作。 

本工作於民國 112 年 07 月全部完成，提出本基地鑽探調查工作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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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本資料蒐集及說明 

2.1 基地位置 

本工程基地位於台南市將軍區廢棄鹽田之公用地，基地位置

如圖 2-1 所示。 

 

 

 

 

 

 

 

 

圖 2-1.基地位置圖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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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地衛星現況 

本案工址現況為廢棄鹽田之公用地，基地現況如圖2-2所示。 

 

 

 

 

 

 

 

 

 

 

 

 

 

 

 

 

 

圖 2-2.基地現況圖 

 

2.3 基地環境地質概況 

本基地區域工址非屬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地質

敏感區、活動斷層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之地質敏感區。詳圖 2-6 地質敏感區位置圖。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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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區域地質概況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提供之相關地質資訊查詢本

基地區域工址，如圖 2-3 所示，本工址出露地層主要屬全新世之

沖積層。工址週邊活動斷層位置如圖 2-5，斷層性質如下概述。 

六甲斷層位於工址東北方，距離約 26.6km，為呈北北東轉

南北走向的逆移斷層，由台南縣白河鄉頭崎內里的六重溪南岸向

南延伸至台南縣官田鄉社子村，長度約 21 公里，暫時分類為第

一類活動斷層。 

新化斷層位於工址東南方，距離約 27.2km，為呈東北東走

向的右移斷層，由台南縣新化鎮那拔里向西延伸至北勢里，長度

約 6公里，分類為第一類活動斷層。 

2.5 土壤液化區之說明 

本案區域位於台南市將軍區，地質為沖積平原，主要由礫

石、砂、泥層構成。經中央地質調查所查詢，屬土壤液化高潛勢

區，如圖 2-4 所示，惟實際仍應依本報告書第五章相關液化分析

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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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區域地質圖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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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液化潛勢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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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活動斷層位置圖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六甲斷層 

新化斷層 

基地位置 

約 26.6km 

約 27.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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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地質敏感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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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壤液化區之說明 

本案海淡廠區預定地位於台南市將軍區廢棄鹽田之公用

地，係屬於非 市土地。因廠址面積大於 2公頃故於未來辦理非

市土地變更時須提送出流管制計畫，依「出流管制規劃書」規

定，用地面積介於 10 至 20 公頃者，鑽探孔數至 需要 6孔，因

此本案規劃於海淡廠區預定地內進行 6 孔地質鑽探(鑽孔 BH-3～

BH-6)，而考量未來臺南海水淡化廠二期工程可能須進行北面配

水池工程，因此本計畫預先於配水池區安排 2 孔鑽孔(鑽孔 BH-1

～BH-2)，本次鑽探總孔數 8孔，深度均為 40m、總鑽探深度 320m。 

本次鑽探位置以海淡廠取排水管進出廠區位置、重要設施預

定位置為原則。現場鑽探位置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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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工作數量統計表 
孔  號  

工作項目 BH-1 BH-2 BH-3 BH-4 BH-5 BH-6 BH-7 BH-8 合 計 
一般土層鑽探 (M)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320.00 
卵礫石層鑽探 (M)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岩層鑽探 (M)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總鑽探深度  (M)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320.00 S P T (組)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08  
劈管取樣 (組)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08 
薄管取樣 (組) 1 1 1 1 1 1 1 1 8 
岩心箱 (箱)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80  

土壤一般物理試驗 (組)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08  
土壤直接剪力試驗 (組) 0 1 0 1 0 1 0 1 4  
土壤三軸 CIU 試驗 (組) 1 0 1 0 1 0 1 0 4  
岩石一般物理試驗 (組) 0 0 0 0 0 0 0 0 0  
岩石單軸壓縮試驗 (組) 0 0 0 0 0 0 0 0 0  
岩石直接剪力試驗 (組) 0 0 0 0 0 0 0 0 0  
移孔與給水作業 (孔) 1  1  1  1  1  1  1  1  8  



 

 -11-孔號 N座標 E座標 高程

BH-1 2566445.44 157394.8 -0.164

BH-2 2566312.25 157392.55 -0.230

BH-3 2566070.77 157293.22 -0.274

BH-4 2565995.8 157393.4 -0.341

BH-5 2565831.88 157321.75 -0.243

BH-6 2566192.89 157417.48 -0.337

BH-7 2566089.25 157475.28 -0.216

BH-8 2565891.3 157480.1 -0.150

座標系統為：TWD97

 

 

 

 

 

 

 

 

 

 

 

 

 

 

 

 

 

 

 

 

 

 

 

 

 

 

圖 2-7.基地鑽孔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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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現地鑽探取樣及室內試驗 

3.1 現場鑽探及取樣 

各鑽孔皆採用 KH-2L(NX-type)旋轉式油壓鑽機進行垂直鑽

探工作。一般土層及卵礫石層鑽探視地層及水位變化之需要分別

於地下水位以上使用旋轉乾鑽，地下水位以下以水沖法或衝擊法

進行鑽探，岩層則採用旋鑽。另視現場地層需要，使用適當尺寸

之套管保護孔壁，使其不致崩坍。現場鑽探與取樣之各項工作成

果詳附錄 A鑽孔地質柱狀圖，各項工作內容詳如後述： 

3.1.1 一般土層鑽探 

鑽探工作之進行均遵照 ASTM 標準程序進行。本工程採用

水沖法施鑽，並於鑽探時細心觀察迴水顏色、質地、水量之變

化，再配合劈管樣品研判地層層次變化之深度及各分層厚度。

鑽探過程中於地表面下每隔 1.5 公尺或土層變化處進行標準

貫入試驗（ASTM D1586 標準），並以分裂式劈管採取代表性

之土樣，於適當地層並以 3〞Ф薄管採取不擾動土樣。取得之

土壤樣品經標識密封後，送至試驗室進行各種試驗。 

3.1.2 岩層鑽探 

鑽至岩層後，以鋼索式雙套岩心管取樣管配合金屬鑽頭

鑽取岩心。所取得之岩心樣品於現場量測 RQD 值並作適當整

理後，依序排列放於岩心箱內拍照存檔，以供後續地層研判

之用。本次鑽探未發現岩層分布。 

3.1.3 劈管取樣 

鑽探過程中每 1.50 公尺或地層變化處進行標準貫入試

驗，同以縱向分裂式劈管取得擾動土樣，除作為土壤層次判

別外，將樣品送至試驗室進行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取得

土壤單位重、含水量、液塑性、比重、粒徑分布及孔隙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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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質，同時依據美國材料試驗學會標準之統一土壤分類

法進行分類，以瞭解土層之基本工程特性。 

3.1.4 薄管取樣 

薄管取樣依 ASTM D1587-83 之規定辦理，於土層中適當

之深度採用直徑 3"ψ 薄管以靜壓方式取得不擾動土樣，並

進行必要之土壤力學試驗，以求得土壤相關之強度參數。本

次共計取得 31 支 3"ψ薄管土樣。 

3.2 現地試驗 

鑽探過程進行劈管取樣之同時施作標準貫入試驗。藉由標準

貫入試驗可得知土層之貫入阻抗，以瞭解土層之堅實或緊密程

度，或作為設計參數評估及施工方法選擇之參考。 

標準貫入試驗及取樣之縱裂式劈管規格依據美國材料試驗

學會(ASTM D1586 標準）之標準辦理。標準貫入試驗之試驗方法

係將分裂式劈管取樣器置於鑽孔底部，並以落距 30 英吋(76.2

公分)之自由落距，將 140 磅(63.5 公斤)之落錘槌擊，使貫入土

層 18 英吋(45.72 公分)，每貫入 6 英吋記錄其鎚擊數，其中 6

至 18 英吋(15.24~45.72 公分)貫入過程之打擊數合即為標準貫

入 N值。 

3.3 地下水位觀測井或水壓計安裝與量測 

地下水位高低及地下水壓之大小對基礎設計、開挖分析及工

程施工等均相當重要。因此於各鑽孔完成 24 小時後，連續觀測 7

日。 

3.4 試驗室試驗 

現場鑽探取得之劈管土樣與薄管土樣，在現場密封裝箱後，

送至土壤試驗室進行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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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在瞭解土壤各項指數特性，便於將土壤加以分類，透過分

類可得知土層之基本工程性質。工程性質包括強度及變形性之探

討。茲將各項試驗內容說明如后： 

一、土壤物理性質試驗 

土壤物理性質試驗須包括含水量試驗、單位重試驗、阿太

堡限度試驗、比重試驗、顆粒粒徑分布試驗及相對密度試驗

等。本次試驗成果參見附錄 B。 

1.含水量試驗： 

含水量試驗之目的為求取土壤含水量。試驗過程參考 CNS 

5091、ASTM D2216 或 BS 1377 等標準進行試驗，係依土樣顆粒

大小選定土樣重量，並將土樣至於 105℃恆溫烘箱內 24 小時

後，比較前後土樣重量差異求得含水量。試驗成果應用於飽和

度、壓密指數及乾單位重之估算。 

2.單位重試驗： 

單位重試驗之目的為求取土壤濕單位重及乾單位重。試驗

過程參考 CNS 5091 或 ASTM D2216 等標準進行試驗，係直接量

取試驗土樣之重量及體積求之。試驗獲得之單位重係用以計算

覆土應力。 

3.阿太堡限度試驗： 

阿太堡試驗之目的為求取土壤液性限度與塑性限度。試驗

過程參考 CNS 5087、5088，ASTM D4318 或 BS 1377 等標準進

行試驗，係將土樣拌合至適當含水比，塗於液限試驗儀之杯盤

上，土樣高度為 1.3 公分，以規定尺寸之槽形工具於杯盤中劃

分土樣呈溝槽狀，續以每秒 2轉之速度搖轉液限試驗儀，至溝

槽兩邊土樣相接 1.3 公分為止，紀錄打擊次數，取相接部份土

樣求含水量而得液性限度。另將剩下土樣取出一小塊放在毛玻

璃上以手掌均勻搓轉成細圓柱狀，直至柱條直徑為 1/8〞時恰

有龜裂紋路出現，將此土樣求取含水量而得塑性限度。而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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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PI)即為液性限度與塑性限度之差值。試驗結果除作為土

壤分類指標外，亦可輔助判斷黏性土壤之工程特性。 

4.比重試驗： 

比重試驗之目的為求取土壤乾土顆粒之比重。試驗過程參

考 CNS 5090、ASTM D854 或 BS 1377 等標準進行試驗，測定比

重之土樣均為過#10 篩網之烘乾土樣，土樣重量 50 公克，試驗

時將土樣置入 250 毫升之比重瓶內，加水至瓶內半滿後，將比

重瓶放置在加熱器上煮沸 10 至 15 分鐘後，加入另煮之沸水至

瓶口。18 小時之後吸出 250 毫升刻劃以上之水，擦拭比重瓶後

秤重，並量測比重瓶內之溫度。試驗成果用於孔隙比及飽和度

之估算。 

5.顆粒分析試驗： 

顆粒分析試驗包括比重計分析與篩分析試驗，試驗目的為

求取土壤顆粒粒徑分布曲線。試驗過程參考 CNS 11766、ASTM 

D421-58、D422-63 或 BS 1377 等標準進行試驗，試驗時取烘乾

土樣 50 公克，置於矽酸鈉(SODIUM SILICATE)溶液中 24 小時

後再以電動攪拌機攪拌之，再將攪拌後之試液洗入 1000C.C.

沉降筒中並於不同歷時量取比重計之讀數，經 24 小時後倒入

#200 篩內，洗去小於#200 篩之土壤顆粒，剩餘土壤顆粒經烘

乾後置於篩網上進行篩分析試驗。試驗結果用於土壤分類判定

外，可作為濾層設計之依據。 

6.孔隙比測定： 

孔隙比測定係由單位重、含水量及比重等計算而得： 

    1W+1=e t 









ws
G 


 

式中   e= 孔隙比 

γt= 單位重，t/m
3
 

W= 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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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土粒之比重 

γw= 水之單位重，t/m
3
 

7.土壤分類： 

土壤分類係參照美國材料試驗學會標準(ASTM D2487)之統

一土壤分類法(U.S.C.S)進行分類。 

二、工程性質試驗 

1.土壤直接剪力試驗 

直接剪力試驗之目的在求取砂性土壤之剪力強度參數 c 值

及 Ø值。本項試驗試體直徑為 6公分，厚度為 2公分；每一組

試驗取三個試體分別施加不同之垂直壓力，加壓量視工程及現

地實際情況而定，而其剪動速率則由土壤之特性決定。試驗進

行時，分別記讀垂直變位、剪力變位、剪力強度，試驗至試體

破壞或剪應變到達 15~20%為止。試驗步驟依(ASTM.D3080-03)

之規定進行。試驗結果如附錄 B所示。 

表 3-1 土壤直接剪力試驗 
孔號 樣號 

深度 

(m) 

C 

（kg/cm
2
） 

Ø 

（
o
） 

Soil 

Type 

BH-2 T-1 5.00-5.80 0.04 29.9 SM 

BH-4 T-1 8.00~8.80 0.06 30.7 SM/ML 

BH-6 T-1 17.00-17.80 0.07 30.9 SM 

BH-8 T-1 32.00-32.80 0.06 31.2 SM 

 

2. 土壤三軸壓縮(CIU) 試驗 

本試驗係以 3"ψ薄管所取得之原狀土樣，修裁成一直徑約

7公分，高 15 公分之試體後（總共三個試體），將其上下置以

濾紙及飽和之透水石，外面再套以兩層不透水之橡皮薄膜，而

後置於加壓室內加以 2.00kg/cm2 反水壓使試體飽和，飽和期

間圍壓約保持高出反水壓 0.05kg/cm2，飽和階段完成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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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g/cm2、2.00kg/cm2、4.00kg/cm2 之有效圍壓對各個別試

體進行壓密，當個別壓密完成後，將反水壓閥關閉，在「不排

水」情形下施加軸差載重，載重的施加採應變控制，其應變速

率係由試體完成壓密作用所需之時間推估。 

軸差載重之大小，可由壓力環讀取，於此同時記錄軸差載

重，孔隙水壓力及軸向變形，當載重施加至試體達完成剪力破

壞後，亦需量取試體破壞面之角度及記錄破壤形式，試體完成

後並量測整個試體之含水量。每一試驗均求得數個 Mohr 圓，

並經由數個 Mohr 圓所組成之包絡線決定土壤之抗剪強度試驗

結果如附錄 B所示。 

表 3-2_土壤三軸壓縮(CIU)試驗 
孔號 樣號 深度 (M) c 

（kg/cm2） ψ 
（o） c' 

（kg/cm2） ψ' 
（o） Soil Type BH-1 T-1 14.00-14.80 0.51 25.2 0.34 31.9 SM BH-3 T-1 14.00-14.80 0.52 28.0 0.23 33.5 SM BH-5 T-1 29.00-29.80 0.54 27.3 0.23 35.0 SM BH-7 T-1 21.50-22.30 0.69 28.9 0.44 35.5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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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基地地質分析 

4.1 基地地層分佈狀況及工程性質 

根據現場鑽孔調查、現地試驗與實驗室試驗結果，整理繪製

地層剖面圖如圖 4-1 至圖 4-4 所示。經整理分析後，本基地地層

可分成 3 個主要次層。各地層之工程特性參數表列如表 4-1，地

層分佈與工程特性簡述如下：  

1. 黑色淤泥夾細砂 

由地表面起至地表面下約0.20~0.35公尺為黑色淤泥夾細

砂。 

2. 棕灰色細砂偶夾薄層粉土 

承上層至地表面下約3.80~4.50公尺為棕灰色細砂偶夾薄

層粉土。本土層標準貫入試驗 N值約為 3~12，屬疏鬆至中等緊

密之土層。含水量約為 16.2%~26.9%，土壤平均單位重約為1.89t/m3。依統一土壤分類法（USCS）分類為 SM。 

3. 灰色細砂偶夾薄層黏土 

承上層至最大鑽探深度地表面下40.00公尺為灰色細砂偶

夾薄層黏土。本土層標準貫入試驗 N 值約為 8~29(隨深度增

加)，屬中等緊密之土層。含水量約為 16.2%~26.3%，土壤平

均單位重約為 1.89t/m3。依統一土壤分類法（USCS）分類為 SM

偶為 ML。 

表 4-1 為設計用土層簡化剖面及建議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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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設計用土層簡化剖面及建議參數 
層

次 
土層分類 

平均深度 

(m) 
N值 

γt 

t/m
3 

C’ 

t/m
2
 

Ø’ 

° 

Su 

t/m
2
 

Kh 

t/m
3
 

Kv 

t/m
3
 

1 有機淤泥 1.20 - - - - - - - 

2 SM 3.80~4.50 
3~12 

(7) 
1.89 0.2 29 - 2100 1682 

3 SM或ML >40.00 
8~29 

(19) 
1.89 0.4 33 18.0 4800 1922 

*：為推估建議值，依下列經驗公式估算。 
1.粘性土壤之無圍壓縮應力 qu 與標準貫入試驗 N值之關係表 

SPT,N 值 強度描述 qu，(T/M
2
) 

0～2 極軟 <2.50 

2～4 軟 2.50～5.00 

4～8 中等 5.00～10.00 

8～15 硬 10.00～20.00 

15～30 堅硬 20.00～40.00 

＞30 極堅硬 ＞40.00 

標準貫入試驗N值與砂性土壤摩擦角Ø及承載力之關係 

SPT,N 值 緊密度描述 相對密度,Dr 摩擦角, Ø 

Peck 

摩擦角, Ø 

Meyerhof 

0～4 極疏鬆 <0.2 <28.5
 o
 <30.0

 o
 

4～10 疏鬆 0.2~0.4 28.5
 o
 ~30.0

 o
 30.0

 o
 ~35.0

 o
 

10～30 中等 0.4~0.6 30.0
 o
 ~36.0

 o
 35.0

 o
 ~40.0

 o
 

30～50 緊密 0.6~0.8 36.0
 o
 ~41.0

 o
 40.0

 o
 ~45.0

 o
 

>50 極緊密 0.8~1.0 >41.0
 o
 >45.0

 o
 

3.黏土之不排水剪力強度 s u= N/16 kg/cm
2
（Terzaghi,1966）。 

黏土之不排水剪力強度s u=0.05+0.07N kg/cm
2
（日本道路設計要領，1980） 

4.黏土之壓密係數 Cc=0.009*(LL-10)估算（Terzaghi & Peck,1967）。 

5.砂土及粉土層之 Ø’角以 Ø’=0.3N+27、N<20（Peck）。 

                      Ø’=1.3N+28、N>20（亞新、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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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地層剖面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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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地層剖面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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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地層剖面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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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地層剖面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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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下水位概況 

本案基地因位於海邊的廢棄鹽田，鑽孔孔位均在水面之下。

鑽探後量測各鑽孔處的水深約在 0.70～0.90 公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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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震及土壤液化分析 

地震時飽和土壤之液化為工程結構物受損之主要原因之一。飽和

土壤產生液化之基本機制為土壤內孔隙水壓因受地盤震動作用而上

升，引致土壤剪力強度減小，當孔隙水壓上升至與土壤之有效應力相

等時，即產生土壤液化現象，而造成嚴重之損壞，諸如基礎支承力的

喪失，崩瀉、建築物坍陷、地盤側向擴張及下陷等現象，依土壤變形

程度常分為液化(liquefaction)及反覆流動(cyclic mobility)兩種

情況，兩種情況均須按下列規定加以評估其安全性。 

目前我國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第十一章所採用之土

壤液化潛能評估法即為日本道路協會(1990)「道路橋示方書」第五部

耐震設計規範所列之方法之修正版，該法為Iwasaki et al(1978,1982)

及 Tatsuoka et al.(1980)根據大量高品質現地取樣試體，於室內進

行土壤液化試驗所得 20 振動周數抗液化強度 SR20 與現地之 SPT-N1

關係所發展出來之評估法，曾以日本 6 次地震，64 個液化案例與 23

個非液化案例驗證其可靠性。該法之特點在於以最大反覆剪應力比而

非以平均反覆剪應力比作為比較之基準，同時所用之設計地震參數僅

需地表最大加速度 PGA 值，而不需地震規模 M，這些 是與其他方法

不同之處。根據許多研究顯示(中興顧問社，1993)，此法將低估高 N

值土壤之抗液化強度，尤其是當 N>20 以後，為其不合理之處，使用

時應特別謹慎。 

阪神地震後，日本道路協會將該次地震液化經驗及相關研究結果

整合後，重新擬訂新的土壤液化判定方法(1996)，包括重新探討需要

進行液化評估之土壤種類，直下型近震及板塊型遠震之地震力，重訂

液化強度的計算方法與液化後土質參數之折減係數，並加入有關地盤

流動之分析設計方法。該法已稍微改善舊方法低估高 N值土壤抗液化

強度之缺點，在考慮細料對抗液化強度之影響方面亦改用細料含量

FC(%)為參數。而放棄原有以平均粒徑 D50 為參數之方法，並考慮繁

密砂土液化後仍具有相當阻抗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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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採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94 年 7 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及解說(111 年 10 月修訂)」建議之液化潛能分析流程進行本基地之

地震及土壤液化評估。有關液化分析說明如下： 
需進行土壤液化判定之砂質土層 (1)地下水位在地表下 10m 以內，且飽和砂層在地表下 20m 以內。 (2)細料含量 FC≦35% 或 FC＞35%且塑性指數 I p＜15%。 (3)平均粒徑 D50≦10mm 且有效粒徑 D10≦1mm。地表下 20.00M

以內之飽和砂土層，通過率為 50%之粒徑 D50在 0.02mm 至 2.00mm
間，地下水位在地表下 10.00M 以內時，須作液化潛能之評估。 

液化之評估由液化抵抗率 FL決定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 年10 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FL 值小於 1.00 時，即判定該土

層可能液化(JRA 法-1996)。 FL ＝ CRR/CSR 
其中 L 為地震產生時之尖峰剪應力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其值

以下式求之： FL ：抗液化安全係數；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力強度比 CSR ：地震引致土層之尖峰剪應力比 
發生土壤液化現象之地盤，其損害程度隨液化土層之深度、厚度

及液化程度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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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訂「地震地質災害微分區手冊」中所

建議之損害評估方法有二： 1.相對厚度 
根據 Ishihara(1985)之研究，地表是否產生土壤液化破壞

現象決定於液化土層厚度與其上非液化土層厚度之比值，當地

表非液化土層之厚度大於其下液化土層之厚度時，地表將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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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顯著之破壞現象。  
 

圖 5-1 JRA 液化評估法之計算流程  2.液化潛能指數 Iwasaki et al.(1982)提出以液化潛能指數 PL(Liquefacion Potential lndex)來評估土壤液化之嚴重程度。其定義如下所示  
式內 PL =液化潛能指數，介於 0~100 之間 Z  =地盤深度(m)，考慮之深度範圍為 0~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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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抗液化係數，介於 0~1 之間，以下式估計 F(z)=1-FL 
若 FL>1，則 F(z)=0 W(z)=深度權重係數，以下式計算 W(z)=10-0.5 z， Iwasaki et al.(1982)根據日本地震案例之研究，定義地盤

液化之損害程度可分為三級，如下所示 PL >15         嚴重液化 5< PL <15      中度液化 PL <5          輕微液化 
依以上分析，對於具高液化潛能之基地，應視基地之地層特性、

結構物型式及其重要性，進行適當之地層改良，或將土質參數折減，

進行耐震設計，以免地震時發生土壤液化引致之災害。茲將一般常用

之液化潛能指數與處理方式原則（抗液化措施）歸納如表 5-1 所示。 
依前面判定為可能液化之砂質土層，應依表 5-2 液化抵抗

率 FL 值折減其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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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液化潛能指數危害度及抗液化處理原則 
土壤液化等級和建議的抗液化措施 

液化 
等級 液化潛 

能指數(PL) 噴水冒 
砂特點 由液化引起的

建築物震害 抗液化措施選擇原則 
重要建築 一般建築 次重建築 I (輕微) ＜5 無噴水冒砂

現象或在局部

低窪地、池邊有

零星噴水冒砂

點 液化危害性

小，一般不致引

起明顯的震害 部份消除

液化沉陷，

或對基礎和

上部結構處

理 基礎和上

部 結 構 處

理，亦可不

採取措施 可不採取

措施 II (中等) 5～15 噴水冒砂的

可能性很大，多

數屬於中等程

度的噴水冒砂 液化危害性

較大，可造成不

均勻沉降或開

裂 全部消除

液化沉陷，

或部份消除

液化沉陷且

對基礎和上

部結構處理 基礎和上

部結構處理

或更高要求

的措施 可不採取

措施 III (嚴重) ＞15 噴水冒砂嚴

重，地裂縫較

多，地表形態發

生很大變化 液化危害性

大，一般可使建

築物產生10～30cm的不均勻

沉陷，高重心建

物可能嚴重傾

斜 全部消除

液化沉陷 全部消除

液化沉陷或

部份消除液

化沉陷且對

基礎和上部

結構處理 基礎和上

部結構處理

或其他經濟

的措施 
表 5-2 FL 之範圍與折減係數之關係         

本工址位處台南市將軍區，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0.7，短週期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MS=0.9。距離最近的活

動斷層為位於基地東北方的六甲斷層，距離約為 26.6km。放大係數

採 1.0。進行土壤液化潛能分析時，液化分析時採最大地震地表水平

加速度 Amax=0.4SMSg=0.4×0.9=0.36g、設計地震地表水平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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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s=0.4SDSg=0.4×0.7=0.28g ， 中 小 地 震 地 表 水 平 加 速 度

Amin=0.4SDSg/4.2=0.28/4.2=0.0667g。 

依分析結果，本基地地層於最大地震及設計地震來襲時，本基地

之砂土層具發生嚴重地層液化之潛能（PL>15.00）。中小地震時，則

不具發生地層液化之潛能。另由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結

果，本案基地位於高潛勢區。 

考量地形狀況、地質條件、對四周環境（如噪音、振動、污染與

地下水）的影響及施工便易性與經濟性。本工程為海淡場重要建築，

應採全部消除液化沉陷處理，建議採筏基礎，並視需要採其它抗液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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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礎形式之選擇 

選擇基礎形式常須考慮之因素為基礎承載之穩定性、基礎之沉

陷、建築物之功能要求、施工方法之可行性、基礎之工程費用和工期

等。根據本工程基地土壤之特性及考慮上列諸因素，本大樓之基礎可

採用下述二個較可行之基礎方案： 

1.浮式筏基礎 (COMPENSATED MAT FOUNDATION) 

此種基礎之設計原理，乃利用所挖除之土重及地下水之浮

力，來部份抵銷或完全抵銷結構物之重量使結構物實際傳至土

層之淨載重減 ，而增加基礎承載之安全性及減 基礎之沉陷

量。一般在軟弱土層或高壓縮性土層構築建築物時常採用此種

基礎。 

2.樁基礎 (PILE FOUNDATION) 

當淺基礎不足以承載結構物荷重或其沉陷量超過容許限度

時；則需採用深基礎。此種基礎形式係於地下室採用樁基礎，

將結構之載重經由基樁傳至良好的基礎承載層，藉以增加承載

力，並減 結構物之沉陷量。 

依據所提供之資料，本案預定新建海淡廠房、淡化水池及取水站

等工程。為瞭解基礎之可行性，需考慮兩項準則：(1) 必須有適當的

安全係數以抵抗基礎土壤發生剪力破壞；(2) 基礎總沉陷量及差異沉

陷量不得超過容許限度。以下將就浮式筏基礎之地基承載力及沉陷量

等問題詳加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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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基礎地基承載力分析 

地基承力之大小與土壤強度、基礎形式、大小、放置深度、

受力情形及地下水情形均有密切關係。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基礎構

造設計規範(2001)所建議淺基礎之極限支承力公式估算土層之

承載力如下： 

idsqiqdqsqfcicdcscu FFFBNFFFNDFFFcNq  12 5.0  

式中 qu = 土壤之極限承載力，t/m2 

c = 黏土層之單位凝聚力，t/m2 

 Ø = 砂層之內摩擦角，deg. 

γ1= 基礎面以下土壤有效單位重，t/m3 

γ2= 基礎面以上土壤有效單位重，t/m3 

B = 基礎寬度，m 

L = 基礎長度，m 

Df = 基礎埋置深度，m 

承載因素 NC、Nq、Nγ 

NC = (Nq-1)cotØ 

Nq = eπtanφtan2(45+Ø/2) 

Nγ = 1.5(Nq –1)tanØ 

形狀因素 FcS 、FqS 、FγS  

深度因素 Fcd 、Fqd 、Fγd  

傾斜因素 Fci 、Fqi 、Fγi  

上述承載力公式，採用安全係數為 3。  
本工程基礎基礎容許承載力參照下表。 

基礎深度 
承載力 

(t/m
2
) 

深度 

1.50m 

深度 

2.00m 

深度 

2.50m 

深度 

3.00m 

深度 

3.50m 

深度 

4.00m 

深度 

4.50m 

筏式基礎 

10x10 

(m) 

極限承載力 43.88 49.16 54.64 60.31 66.18 72.24 78.51 

長期 

容許承載力 
30.20 34.03 38.00 42.10 46.32 50.68 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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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礎沉陷量分析 

設計基礎時，除考慮地基承載的因素外，還須注意基礎的總

沉陷量或差異沉陷不超過一定的容許限度，以避免結構物因過度

沉陷或不均勻沉陷而導致毀壞。基礎若產生沉陷首先將影響建築

物之粉刷、裝飾或設備之正常使用，沉陷量若過大，則將導致構

造物產生龜裂或損壞。所謂容許沉陷量端視要求之標準而定，設

計者應視建築物型式審慎評估之。通常討論基礎沉陷時 考慮土

層的彈性變形及壓密現象所造成的總壓縮量，亦即考慮瞬時沉陷

及壓密沉陷之總沉陷量。瞬時沉陷於各種土層 可能發生，其發

生之延時極為短暫，可能於施工完成前，即已達到其全部沉陷

量；而壓密沉陷係僅發生於黏土層，其完成壓密之時間則與黏土

層厚度及土壤透水性有關，可能長達數年。 

決定結構物的容許沉陷量的因素很多，包括形式、大小、位

置及結構物的用途、沉陷速率等；一般以不均勻沉陷對結構物產

生的危害最大，不均勻沉陷亦可以角變形（ANGULAR DISTORTION）

來描述，圖 6-1 為 BJERRUM 所建議之結構物角變形容許限度。除

建築美觀或結構上有特殊需求者外，基礎沉陷所導致角變位及總

沉陷量之一般容許標準如下： 

1.容許角變量：建築物相鄰兩柱或相鄰兩支點間，因差異沉陷引

致之角變量，應不得使建築物發生有害之裂縫，或影響其使用

功能。角變量與建築物損壞程度之關係如表 6-1 所示，此表僅

係一般之原則，對於特定之建造物應視其狀況而定。 

2.容許沉陷量：建築物因基礎載重引致之總沉陷量，原則上不得

超過表 6-2 所示之值，惟須注意構造物之實際狀況，有時在較

小沉陷量即有可能產生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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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ax： 最大沉陷點

δPmx： 最大差異沉陷點
δPmx

不均勻沉陷

不 均 勻 沉 陷

LBO

δPmx

1 1

DPmaxA B
100

1
200

1
300 500

1
600

C
高剛性建築物之側傾成為可見之限度

1
900

斜撐構架物產生危害之限度

1
700

1
800400

1

柔性磚牆之安全限度，H/L<1/4

一般建築物產生結構毀壞之限度

LBO

L

建築物不允許劣縫發生之安全限度

B= ：角變量

角變量（ANGULAR  DISTORION），δ/L

隔間牆及磚牆產生相當可觀裂縫之限度

隔間牆初次出現劣縫之限度

 
 

圖 6-1.結構物之容許角變形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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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角變量與建築物損壞程度(Bjerrum，1963) 
角變量 建 築 物 損 壞 程 度  

1/600 斜撐之構架有受損之危險 

1/500 建築物不容許裂縫產生的安全限度(含安全係數) 

1/300 隔間牆開始發生裂縫(不含安全係數) 

1/250 剛性之高層建築物開始有明顯的傾斜 

1/150 隔間牆及磚牆產生相當多的裂縫 

1/150 可撓性磚牆之安全限度(含安全係數) 

 

 

表 6-2.容許沉陷量(公分) 
構造物種類 混凝土 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 連續基腳 單柱及聯合基腳 連續基腳 筏式基礎 

總沉陷量 4.0 10.0 20.0 30.0 

 

基礎之瞬時沉陷計算，可採用 JANBU 建議之公式： 

Si   =μ0 xμ1 x (QB/Es) x (1-μ2) 

式中 Si   = 基礎瞬間沉陷量，cm 

μ0μ1 = 影響因素，與基礎形狀，深度及土層厚度有關 

Q    = 基礎之接觸壓力，t/m2 

B    = 基礎寬度，cm 

Es   = 土層之平均靜態彈性係數，t/m2 

μ   = 土壤之包生比（POISSON'S RATIO） 

基礎壓密沉陷之估計，係根據 TERZAGHI 壓密理論按下列之

公式推算： 

Sc = Cc/(1 + eo) x H x log ((Po +Δ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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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c = 基礎之壓密沉陷量，cm 

Cc = 土壤之壓縮指數 

eo = 土壤之孔隙比 

H  = 壓縮土層厚度，cm 

Po = 土層之有效覆土重，t/m2 

ΔP = 土層增加之淨應力，t/m2 

本工程採用浮式筏基礎設計時。本工程基地最大沉陷量在容

許範圍內，本基地應無沉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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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樁基礎單樁垂直承載力分析 

基樁之抗承載力與樁身之表面摩擦力、樁尖承載力有關，建

議採用下列公式推估： 
        Qa＝(fs．As＋qb．Ab)/F.S 

式中 Qa＝樁之容許抗承載力，t       fs＝樁身之平均表面摩擦力，t/m2      As＝樁身之表面積，m2       qb＝樁尖承載力，t/m2       Ab＝樁身之斷面積，m2      F.S＝安全係數，本工程基地長期取 3.0、短期取 2.0。  1.樁表面之摩擦阻力     fs＝ca＋Kσ ’υ tanδ (tf/m2) 
式內 ca ＝αcu 為土壤與樁身之附著力(tf/m2) α ＝對 cu 之經驗折減值，與土壤強度、樁長、樁徑及

施工方法等有關，一般介於 0.25~1.0 之間 cu ＝沿樁身之平均土壤不排水抗剪強度(tf/m2)  K ＝側向土壓力係數，與土壤及基樁施工方法有關 σ ’υ＝有效覆土壓力 (tf/m2) δ ＝樁身與土壤間之摩擦角，與土壤、基樁材料及施工

方法等有關，一般約為土壤內摩擦角之 1/3~2/3 
土層如為黏性土壤，則上式之後項不計；如為砂質土壤，

則前項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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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樁端點之極限支承壓力     qb＝cNc*＋σ ’υNq*＋0.5γDN r* (tf/m2) 
式內 Nc*、Nq*、N r *＝為支承力因數，其值與土壤性質、基

樁施工方法及貫入承載層深度等有關(參見解說)  c ＝樁底部土壤之凝聚力 (tf/m2) σ ’υ＝樁端點之有效覆土壓力 (tf/m2) 
γ＝土壤之有效單位重 (tf/m2) D＝樁身之有效直徑，如係擴座基樁，其底部有效直徑

不得超過樁身直徑之兩倍(m) 3.砂質地層中，基樁之表面摩擦力及端點支承力，應根據土層之

相對密度、地下水位深度、樁徑及基樁施工方法，適當考量臨

界深度效應，或根據樁載重試驗結果考量之。 
表 6-3. 支承力因數 Nq* 

φ 26 28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Nq*  
打入式 

大位移基樁 10 15 21 24 29 35 42 50 62 77 86 120 145 Nq*  
鑽掘式基樁 5 8 10 12 14 17 21 25 30 38 43 60 72  

其中第三項很小，可予以忽略不計。因此，對於樁端支

承於飽和黏土層之樁端極限支承力得簡化為：      qb＝cuNc* 
國內支承於黏土層之基樁試樁資料仍十分有限，在工程



 

 -39-

實務上，對於支承於堅硬粘土層中之打入式基樁，其 Nc*值
可採用 9.0，而鑽掘式基樁之 Nc*值，原則上可採用 6.0，惟

應視施工品質做必要之調整。至於支承於砂性土層中之樁端

極限支承力則可依下式估算 qb＝σ ’υNq* 
式中 Nq*與土壤性質、基樁施工方法及貫入承載層之深

度等有關，可參考表 5.3 之建議值，惟對於小位移樁與底泥

處理較不易確實執行之鑽掘式基樁，設計者應考量施工情形

做適當之折減。 
6.4 基樁之抗上拔力分析 

基樁之抗上拔力與樁身之表面摩擦力、有效樁重有關，建議

採用下列公式推估：       Ra＝fs．As/F.S＋Wp 
式中  Ra＝樁之容許抗上拔力，t       fs＝樁身之平均表面摩擦力，t/m2       As＝樁身之表面積，m2       Wp＝樁之有效重，t      F.S＝安全係數，本工程基地長期取 6.0、短期取 3.0。 

樁表面之摩擦阻力依前節之公式計算。 
基樁承載力及抗上拔力分析結果詳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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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

層次 分類 深度 γt σv' N su α ψ δ K fs Qs= ΣQs= qb=σv'Nq qu= qa(短期) qa(長期) WP(自重) Ra(短期) Ra(長期)

1 SM 1.5 0.91 1.37 4 0 0 29 9.67 0.515 0.12 0 0 0 0 0 0 0.1 0 0

2 SM 3 0.87 2.67 5 0 0 29 9.67 0.515 0.23 0 0 0 0 0 0 0.1 0 0

3 SM 4.5 0.94 4.08 8 0 0 29 9.67 0.515 0.36 0 1 0 1 0 0 0.2 0 0

4 SM 6 0.9 5.43 10 0 0 33 11.00 0.500 0.53 0 1 76 4 2 1 0.3 1 0

5 SM 7.5 0.88 6.75 15 0 0 33 11.00 0.500 0.66 1 2 115 5 3 2 0.3 1 1

6 SM 9 0.89 8.09 13 0 0 33 11.00 0.500 0.79 1 3 137 7 3 2 0.4 1 1

7 SM 10.5 0.91 9.45 11 0 0 33 11.00 0.500 0.92 1 3 198 10 5 3 0.5 2 1

8 SM 15 0.9 13.50 21 0 0 33 11.00 0.500 1.31 4 7 284 16 8 5 0.7 3 2

9 SM 25 0.93 22.80 21 0 0 33 11.00 0.500 2.21 14 21 570 39 19 13 1.1 8 5

10 SM 40 0.82 35.10 25 0 0 33 11.00 0.500 3.41 32 53 878 81 40 27 1.8 19 11

 
基樁樁徑= 0.2 m Ab= 0.0314 m2 周長= 0.628 m

0.3 m

層次 分類 深度 γt σv' N su α ψ δ K fs Qs= ΣQs= qb=σv'Nq qu= qa(短期) qa(長期) WP(自重) Ra(短期) Ra(長期)

1 SM 1.5 0.91 1.37 4 0 0 29 9.67 0.515 0.12 0 0 0 0 0 0 0.1 0 0

2 SM 3 0.87 2.67 5 0 0 29 9.67 0.515 0.23 0 1 0 1 0 0 0.3 0 0

3 SM 4.5 0.94 4.08 8 0 0 29 9.67 0.515 0.36 1 1 0 1 1 0 0.4 1 1

4 SM 6 0.9 5.43 10 0 0 33 11.00 0.500 0.53 1 2 76 7 4 2 0.6 1 1

5 SM 7.5 0.88 6.75 15 0 0 33 11.00 0.500 0.66 1 3 115 11 5 4 0.7 2 1

6 SM 9 0.89 8.09 13 0 0 33 11.00 0.500 0.79 1 4 137 13 7 4 0.9 2 2

7 SM 10.5 0.91 9.45 11 0 0 33 11.00 0.500 0.92 1 5 198 19 10 6 1.0 3 2

8 SM 15 0.9 13.50 21 0 0 33 11.00 0.500 1.31 6 11 284 31 15 10 1.5 5 3

9 SM 25 0.93 22.80 21 0 0 33 11.00 0.500 2.21 21 32 570 72 36 24 2.5 13 8

10 SM 40 0.82 35.10 25 0 0 33 11.00 0.500 3.41 48 80 878 142 71 47 4.0 31 17

 
基樁樁徑= 0.3 m Ab= 0.07065 m2 周長= 0.942 m

0.4 m

層次 分類 深度 γt σv' N su α ψ δ K fs Qs= ΣQs= qb=σv'Nq qu= qa(短期) qa(長期) WP(自重) Ra(短期) Ra(長期)

1 SM 1.5 0.91 1.37 4 0 0 29 9.67 0.515 0.12 0 0 0 0 0 0 0.3 0 0

2 SM 3 0.87 2.67 5 0 0 29 9.67 0.515 0.23 0 1 0 1 0 0 0.5 1 1

3 SM 4.5 0.94 4.08 8 0 0 29 9.67 0.515 0.36 1 1 0 1 1 0 0.8 1 1

4 SM 6 0.9 5.43 10 0 0 33 11.00 0.500 0.53 1 2 76 12 6 4 1.1 2 1

5 SM 7.5 0.88 6.75 15 0 0 33 11.00 0.500 0.66 1 4 115 18 9 6 1.3 3 2

6 SM 9 0.89 8.09 13 0 0 33 11.00 0.500 0.79 1 5 137 22 11 7 1.6 3 2

7 SM 10.5 0.91 9.45 11 0 0 33 11.00 0.500 0.92 2 7 198 32 16 11 1.8 4 3

8 SM 15 0.9 13.50 21 0 0 33 11.00 0.500 1.31 7 14 284 50 25 17 2.6 7 5

9 SM 25 0.93 22.80 21 0 0 33 11.00 0.500 2.21 28 42 570 114 57 38 4.4 18 11

10 SM 40 0.82 35.10 25 0 0 33 11.00 0.500 3.41 64 106 878 216 108 72 7.0 42 25

 
基樁樁徑= 0.4 m Ab= 0.1256 m2 周長= 1.256 m

基樁樁徑=

基樁樁徑=

基樁樁徑=

表 6-4.基樁承載力及抗上拔力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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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地盤反力係數推估 

1.垂直地盤反力係數 

   垂直地盤反力係數為基礎荷重與沉陷量之比值，而影響基礎沉陷

量之因素則包括載重量、載重區域大小、筏基勁度及土壤勁度等。

垂直地盤反力係數 Kv可依下式來評估： 

Kv= Kvo(Bv/30) -3/4 

其中：Kvo為 30cm 直徑之圓形平鈑載重試驗求得之垂直地盤反力

係數，可利用 Kvo= 1/30αEo 來評估；Bv 為等值基礎直徑 Bv=√Av，Av

為垂直方向之基礎面積。 

對於 Kvo中之 Eo值與α值可依不同引用之試驗結果加以評估。 

表 7-1. Eo值與 α 值之關係 
試驗方法求得之 Eo值 

對應之α值 

常時 地震 

由 30cm 直徑之圓形平鈑載重試驗求得之 Eo值 1 2 

由孔內側向載重試驗(LLT)求得之 Eo值 4 8 

由一般三軸試驗結果求得之 Eo值 4 8 

由 N 值求得之 Eo值，取 Eo = 28 N 1 2 

此外垂直地盤反力係數也可依謝旭昇、程日晟 1996 之建議(地

工技術 53 期)如表 7-2 所示。 

表 7-2. N 值與垂直地盤反力係數關係表 
土壤種類 SPT-N 值 Kv值 

黏性土壤 

極軟 

軟弱 

中等堅實 

堅實 

極堅實 

堅硬 

砂質土壤 

極疏鬆 

疏鬆 

中等緊密 

緊密 

極緊密 

承載層 

 

0~2 

2~4 

4~8 

8~15 

15~30 

＞30 

 

0~4 

4~10 

10~30 

30~50 

＞50 

＞50 

 

＜500 

500~1000 

1000~2000 

2000~4000 

4000~8000 

8000 

 

＜800 

800~2000 

2000~6000 

6000~8000 

＞8000 

8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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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承載層包括礫石層、岩塊層及岩盤等。 

2.本表適用於有連續壁束制之狀況。 

Kv值基本上與 SPT-N 值約略有一正比例之關係( Kv=150Ｎ～300Ｎ) 

2.水平地盤反力係數 

水平地盤反力係數主要係作為擋土結構及基樁設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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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變形量之比值，惟土壤為非線性之材料，因此其值之推估

須視擋土結構之分析模式而定，一般可採趙基盛(1983)建議之

下列公式計算： 

1.Kh=(1.089‧N‧B(-3/4) +C1 +C2)‧Y(1/2) 

C1：PC 樁 0.44，場鑄樁 1.149 

C2：砂土層 0.217，沉泥層 0，黏土層-0.275 

2.日本土質學會公式 

Kh=5.6‧N‧B(-3/4)‧Y(1/2) 

3.福岡、宇 公式 

Kh=0.691‧N(0.406) 

4.赤井、高橋公式 

Kh=0.502‧N(0.37) 

5.吉中公式 

Kh=7/1.2‧N‧B(-3/4) 

6.日本道路學會公式(1969) 

Kh=11.964‧N‧B(-3/4) 

7.趙基盛、陳福勝公式(1983) 

Kh=Ko‧B(-1/4)‧Y(1/2) 

Ko： 

黏土層：1.13‧N(0.93) 

沉泥層：0.9‧N(0.83) 

砂土層：1.05‧N(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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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樁採樁徑，連續壁採 1.0M 

Y：變位採 1 公分 

水平地盤反力係數建議砂土層採福岡、宇 公式推估，黏土層採

Kh=300su公式推估。地盤反力係數建議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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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地下室開挖擋土結構及土壤之穩定性分析 

8.1 擋土設施之選擇 

擋土設施主要包括擋土壁體及擋土支撐，其型式之選擇應考

慮開挖安全穩定性、工期、工程費用及對基地周圍環境之影響

等。目前國內普遍採用之各種開挖擋土工法之優缺點比較如表

8-1。本工程開挖深度預計為 1.50 公尺，開挖擋土壁之選擇，主

要須考慮壁體之勁度、止水性、工程費用等，本工程考慮對鄰近

建築物之影響，擋土設施建議採用鋼板樁工法。 

本工程開挖時之支撐系統可考慮採用：1.全面開挖內支撐系

統、2.全面開挖背拉系統、3.島區式開挖配合周邊擋土支撐系統

等。茲說明比較如下： 

1.全面開挖內支撐系統 

全面支撐之優點在於結構體之灌置可以一次完成，減 施

工縫之接合處理，缺點則為基地如面積大，支撐材料需要甚

多，架設時間長，以致費用較，高且由於支撐材料受溫度影響

之伸縮及接頭鬆弛易導致擋土設施變形量增大，而使施工安全

性降低。 

2.全面開挖背拉系統 

對大面積基地開挖採用全面開挖背拉系統為一良好的方

式，但需考慮因地錨施工造成之地權問題或採用可移除式地

錨。 

3.島區式開挖配合周邊擋土支撐系統 

此種工法在開挖前先保留擋土壁及其內側之坡面，再將基

地內部開挖，開挖至預定深度後，構築中央部之基礎部份，並

利用此基礎部份之反力架設支撐，而後再開挖周圍部份之保留

土及構築外緣殘留部份構物，此種工法之優點可減 支撐材料

之用量，且因周圍斜撐部份空間小及支撐之障礙致作業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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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綜合以上之考慮，本基地地下室開挖建議採全面開挖內支撐

系統。 

表 8-1.開挖擋土工法比較 
擋土方法 施工方法 適用地層 優點 缺點 

兵樁  

（包括鋼軌 

、H 型鋼） 

打擊式；  

震動式；  

油壓貫入；  

預鑽孔 

堅實粘土層；  

開挖深度<8m 

施工簡單；  

便宜；  

可重覆使用；  

位置調整容易 

須要降水；  

垂直度差；  

背側沉陷量大；拔除

後常留下空洞 

鋼鈑樁 震動式；  

打擊式；  

油壓貫入 

軟弱土層；  

開挖深度<8m 

水密性良好；  

可重覆使用；  

品質控制容易 

施工易有噪音及震

動；  

變形量大；  

背側沉陷量大（施工

中及拔除後） 

預壘排樁 空幹螺旋鑽 軟弱土層；  

開挖深度<10m 

施工簡單；  

便宜；  

快捷 

水密性不良；  

垂直度差；  

不超過 15m 長度 

鑽掘排樁 衝擊式；  

鑽掘-無套管  

鑽掘-有套管 

各類土層；  

卵礫塊石地層較

不宜；  

開挖深度<15m 

剛性良好 水密性不良；  

垂直度差；  

昂貴；  

用地較多 

手掘式沉箱 人工挖掘 卵礫塊石地層； 

開挖深度<15m 

無噪音及震動；  

剛性良好；  

可多組人員同時

施工 

昂貴；  

安全性差；  

工作條件差；  

須要降水配合 

連續壁 抓斗式；  

反循環式 

各類土層；  

卵礫塊石地層較

不宜；  

開挖深度不限 

噪音量低；  

無震動；  

剛性良好；  

水密性較好；  

可用作永久墻 

昂貴；  

技術要求較高；  

用地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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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擋土結構貫入深度分析 

基礎開挖時應考慮擋土結構之貫入深度，以避免開挖面底部

土壤不穩定及擋土結構向內擠進等問題發生，確保開挖施工和鄰

近建築物之安全。造成開挖底部土壤不穩定的原因，主要包括砂

質土壤之砂湧現象及軟弱黏土層之開挖底部土壤隆起破壞；擋土

結構之向內擠進則係由於擋土結構承受之主動土壓力與被動土

壓力無法達成平衡所致。根據砂湧、隆起及擋土結構向內擠進之

檢討，然後決定擋土結構之貫入深度。茲分別就砂湧、隆起及擋

土結構向內擠進等問題討論如下： 

1.砂湧破壞 

開挖底部為非黏性土壤時，由於開挖面內抽水使內外部有

水位差而產生滲流現象，當上湧滲流水壓(Upward seepage 

force)大於開挖面內之有效覆土載重時，滲流水壓就會將開挖

面內之砂土一舉而起，造成砂湧破壞。一般開挖底部土壤砂湧

分析方法可依下示方法進行分析。 

 

2.開挖底部土壤隆起破壞 

隆起破壞可能於軟弱黏性土層發生，係由於開挖面外土壤

載重大於開挖底部土壤之承載力，致使土壤產生滑動，而導致

開挖底部土壤往上拱起之現象。一般開挖底部土壤隆起破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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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可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方法進行分析。 

 

3.擋土結構向內擠進 

擋土結構向內擠進係由於開挖面外之主動土壓超過開挖

面內之被動土壓，致使擋土結構設施向內擠進而造成開挖面土

壤及擋土結構之破壞，其主要決定於擋土結構物的剛度與貫入

開挖底面之長度及土壤性質。一般可依下示方法進行分析。 

 

依本工程基地周圍環境狀況，本工程開挖深度為 1.50 公尺

時，開挖面下為砂土層，應無開挖底部土壤砂湧破壞之顧慮。為

克服開挖底部土壤隆起破壞之問題，擋土結構須貫入至地表下

6.00 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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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開挖對鄰近結構物影響之評估 

本基地在開挖時需對鄰近建築物之影響加以評估，在開挖擋

土過程中可能導致之影響及原因大致可歸納如下： 

1.擋土壁變形量過大，造成開挖面附近之結構物發生斜及龜裂現

象。 

2.擋土壁內，外抽水不當引起地下水位洩降，造成地盤沉陷。 

3.擋土壁施工不良，造成地下水滲漏及土粒之流失，使擋土壁外

土壤被淘空而導致地盤下陷，尤以砂土層為甚。 

4.擋土壁四周堆積施工材料，導致擋土壁外側超載，使得擋土壁

之變形量過大。 

5.擋土壁貫入深度不足，產生隆起現象。 

因地下開挖階段可能造成附近周邊地表沉陷量分析，係涉及

擋土牆施工作業、開挖作業方法、橫(縱)向支撐設計及機具動線

布置等之全面考量的計畫，非本報告書可預期及無法於現階段進

行分析；故建議：宜就本報告書提供之地層工程特性，依結構分

析設計並考慮施工狀況、監測設施配置計畫等，訂立監測管理值

於施工圖說中，以避免對鄰近建物及自身施工的安全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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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上浮力分析 

地下室完成後地下水壓對基礎底面將產生上浮作用，採地下

水位在地表面處，基礎深度為 1.50 公尺，則基礎底部承受向上

之水浮力約為 1.50t/m2，此上浮力較非主體結構及地下室結構之

重量小。地下室施工期間，基地內無上浮力問題。 

由地質鑽探資料得知，開挖面下為砂土層，應無開挖底部土

壤上舉破壞之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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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側壓力分析 

擋土結構設計時其考慮之側向壓力可分為開挖時臨時擋土措施

所受之側壓力及地下室完成後，地下室外牆所受之側壓力。茲將本

工程中所可能採用之擋土結構系統所受之側向壓力情形詳細分析

如後： 

1.開挖時臨時擋土結構所受之土壤側壓力 

地下室開挖之臨時擋土措施，不論係採用剛性較高之連續壁、

擋土排樁，抑或採用柔性之鋼版樁、鋼軌橫板條，用於分析設計擋

土壁體之斷面、支撐系統之斷面，所考慮之土壓力狀態係依據

C.A.Coulomb (1776)之土壓力理論，凝聚力不予考慮來計算。 

2.地下室完成後，地下室外牆所受之土壤側壓力 

地下室牆體於平常時，不會發生任何水平位移，其所受土壓

力，乃係靜止狀態之土壓力，另於地震時土壤與牆體間會有相當數

量之相對位移，因之，牆體所受之土壓力，應以動態土壓力分析之。

另於地震時所致動態土壓力，一般皆採用ΔPAE＝3/8×γH ×Amax。 

因本基地基礎開挖深度約1.50公尺左右，因開挖深度極淺，故

無地下側向壓力過大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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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基礎設計及施工應注意事項建議 

9.1 擋土壁支撐設施計劃及施工上應行注意事項 

擋土壁支撐設施工法係目前最常用之工法。市區內之地下基

礎工程作業幾乎採用此種工法。是在開挖外周圍設置主樁橫板

條、鋼版樁、排樁、連續壁等擋土壁，並隨著開挖而架設橫擋、

支撐等支撐設施，以抵抗土壓之一種工法。 

一般在支撐系統中最常使用的是水平支撐形態。斜支撐則較

常用在島區開挖工法上，而拱式支撐及圓形支撐是使用在須確保

開挖用之大開口部等特殊情況。 

水平支撐工法（內支撐工法）所架設之橫擋、支撐等支撐材

料係呈水平狀，而構成平面之支撐設施面。 

此工法使用最為普遍，因其受到地區條件、地盤條件及開挖

深度等之限制較 ，故在施工上之實例亦較多。又因支撐設施之

構架狀態單純，故易於掌握應力狀態，且亦易於實施計測管理。

惟如係大構架者，則易因支撐之彈性變形，接頭接逢之鬆弛變形

等，而造成擋土構架之變形，及發生地盤沉陷之現象。故支撐構

材須與預載工法併行使用。又因此工法在平面上有支撐設施，而

使開挖作業等後續工程受到限制。 

9.1.1 計劃上應行注意事項 

1.計算用之土壓，應根據地質調查資料，核算各種不同之提

案而作決定。並宜儘可能參考鄰近施工實例之土壓記錄

等，予以決定土壓值。 

2.擋土結構之計算，應知擋土壁與支撐設施所受之應力，係

因開挖及支撐材料之架設，及因地下結構體工程之進行，

與拆除支撐設施等各階段而發生變化。故須因應進行地下

工程之各種情況，分別作強度計算。又擋土構架，每因作

用土壓之不明確及骨架構材之不盡理想等各種因素，而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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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慮其安全係數。 

3.選擇擋土壁及支撐設施時，對於安全性之確保，及其對基

地周圍之影響，須加以充分檢討，且對作業性、工期、經

濟性等亦須併同考慮。 

4.擋土壁除作抵抗土壓外，如須具有止水性者，亦須考慮到

水壓之問題，再者對於砂湧，隆起等現象，也應事前加以

檢討。 

5.擋土支撐設施，不僅要注意到強度上之安全性，且須儘可

能防止擋土壁之變形。擋土壁之變形，乃造成四周地盤鬆

弛及沉陷之原因，而多數情形，對地下埋設物或鄰近構築

物，亦將產生影響。 

9.1.2 施工上應行注意事項 

1.擋土構架之安全性，固應基於地質調查料及載重條件，而

假設土壓力後再加檢討，然因地盤本身既不均一，且假定

之土壓與實際之土壓，亦不一致，而使計算與實際常不相

符。故在施工中，須比較檢討計劃時之假設與實際之出入，

並務求早期發現異常，以便採取對策。 

2.擋土支撐設施架設，往往由於接口、接頭部在施工上之疏

忽，擋土構材之精度不良，材料之品質不良等管理控制之

缺陷，而易造成事故。故在施工或檢查時，對此應有充分

之認識。 

3.擋土樁在作業上應考慮下列幾點： 

(1)對地下埋設物危害之防止。 

(2)對基地四周環境危害之防止。 

(3)防止打樁機械之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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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止拔樁時危害到鄰近。 

(5)防止噪音與振動。 

4.支撐設施須在原定各段之開挖深度已完成開後，立即予以

架設，並儘可能防止擋土壁之變形又超挖深度應限在支撐

下 50cm 左右。 

5.擋土支撐設施上不可負荷超過原設計之容許載重，至於擋

土壁周圍之活載重，亦需作安全性之檢討。 

6.支撐設施撤除，須在回填、轉換或支撐之設置完成，經確

認安全無慮後始可拆除。 

7.為確保擋土構架之安全性，應將安全檢查、計測管理方法，

負責人員及對異常事態之處置方法，指示負責人等，事先

編入施工計劃內，施工期間對於計劃與實際之差異，更須

勤加查核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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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施工抽水之建議 

本基地之地下水約位於地表面處，地下室開挖時須將地下水

位抽降至開挖面，以便利開挖作業之進行。一般用於基礎開挖降

低地下水位之方法為深井法及點井法，可在開挖挖面內或開挖面

外抽水。各類土層之滲透係數及適用之降水方法如表 9-1 所示。 

表 9-1.各類土層之滲透係數及適用之降水方法 
含水層 滲透係數(cm/sec) 降水方法 

卵礫石層 > 1×10
-1
 

重力排水  

水中開挖(不降水) 

粗砂至中砂 1×10
-1
～1×10

-3
 

重力排水、深井、點井、  

真空抽水井 

細砂、粉土、粘土 1×10
-3
～1×10

-5
 深井、點井、真空抽水井 

粘土 <1×10
-5
 電滲法或不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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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地下室開挖應變計畫 

1.擋土壁側向變位太大或地面沉陷增加，工地四週路面開裂，鄰

房地面及牆壁產生破壞性裂縫。其處置方法： 

(1)如在挖土工作進行期間應暫停挖土，待處理措施完成後方

可繼續施工。基地內可以先行架設支撐之處，儘早先予架

設。 

(2)如該階段挖土工作已完成，而時間上允許先行架設支撐系

統時，務必爭取時效趕辦架設工作，同時應考慮將水平支

撐施加預壓提高至設計荷重的 50%以上。 

(3)或於地面裂縫處實施低壓填縫灌漿，以免裂縫繼續增大。 

2.基地內土壤隆起量過大，或擋土壁底部之位移量不斷增大趨

勢，可能造成水平支撐沿強軸方向挫曲。其處置方法： 

(1)立刻停止挖土，並在基地內及基地邊緣土台（Berm）採取

緊急回填措施。開挖底面以下再作地盤加強灌漿，灌漿後

取出改良後土樣至試驗室檢定土壤強度。當判定土壤穩定

安全係數高於法規規定後再恢復挖土。 

(2)如開挖至筏基的深度時，採用島式分區挖土，各分區挖土

後在最短期間內應澆築各該區筏基大底的混凝土工作。 

3.擋土壁局部出現漏洞，地下水不斷湧入基地內帶砂土時，造成

路面下陷。其處置方法： 

(1)立即以砂包或泥土將缺口堵住。 

(2)檢查公共設施如自來水管線或地下電纜等是否遭受損壞，

若已破壞則須緊急修復。 

(3)在下陷處於擋土壁缺口外緣實施低壓速凝止水灌漿，將水

路遮斷。 

(4)將堵住缺口的砂包及泥土移開，並作防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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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鄰房因本基地開挖造成的差異沉陷太大或是傾斜，鄰房結構有

安全顧慮。其處置方法： 

(1)注意挖土深度及支撐預壓的控制，並增加靠鄰房側保留土

台的寬度。 

(2)或在鄰房基礎實施低壓地盤改良灌漿，增加基礎土壤強

度，以緩和鄰房差異沉陷量及沉陷速率。並依據鄰房結構

資料再檢討其結構安全度。 

5.倘若支撐荷重超過容許荷重，其安全係數已降低，影響支撐系

統整體的安全。其處理方法： 

(1)減 水平支撐的有效無支承長度，以提高支撐容許荷重。 

(1)或加設水平支撐以分攤若干荷重。 

6.擋土壁撓度過大，致鋼筋應力超過容許應力，或發現明顯結構

裂縫，影響擋土壁的安全。其處理方法： 

(1)原設計單位宜就地下擋土壁的 RC 牆重新檢討，增加其主筋

配筋量或增設一 RC 內牆，以加強整體結構的勁度。 

(2)若是在基地開挖階段，內撐系統各支撐應加強預壓，以緩

和擋土壁撓度及降低鋼筋應力。 

(3)若在支撐拆除時應作妥善的控制，必要時應加設暫代斜

撐，以確保結構體的安全。 

P.S.後附表9-2應變計畫表及表9-3緊急狀況及建議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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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應變計畫表 
量測所得狀況 可能發生情況 應 變 措 施 

1.擋土壁側向變位太大。 

2.地面沉陷增加。 

3.周圍地層側向位移量太大。 

4.因地層及地下水影晌造成

之地盤沉陷。 

1.工地四週路面開裂。 

2.鄰近地面及牆壁產生破壞

性裂縫。 

1.暫停開挖。 

2.可先行架設支撐者，先予架設，並考

慮水 平支撐施加預壓提高至設計荷

重的50%以上。 

3.周遭基礎實施低壓地盤改良灌漿，增

加基礎強度。 

4.採用氣壓，深井排水等輔助工法，湧

水與隆起等現象。 

1.鄰房傾斜或差異沉陷太大。 1.鄰房結構有安全顧慮。 1.增加靠鄰房側保留土台的寬度。 

2.鄰房基礎實施低壓地盤改良灌漿。 

3.檢討鄰房結構安全。 

1.擋土壁底部之位移量不斷

增大趨勢 

1.基地底部土層有隆起破壞

現象。 

1.停止開挖。 

2.於基地內及基地邊緣土台緊急回填。 

3.必要時開挖底部以下再作地盤加強灌

漿。 

4.若至基礎版深度，則用島式分區開挖

並於最短期內進行各區基礎版混凝土

工作。 

1.擋土壁局部出現漏洞。 1.地下水不斷湧入基地內帶

入砂土，造成路面下陷。 

1.以砂包或泥土將缺口堵住。 

2.檢查公共設施是否受損壞，若己破壞

則須立即修護。 

3.於下陷處擋土壁缺口外緣實施低壓速

凝止水灌漿，將水路遮斷。  

1.支撐荷重超過容許荷重。 1.影晌支撐系統整體的安全 1.減 水平支撐的有效無支撐長度，提

高支撐容許荷重。 

2.用小斜撐支撐，以加強側向抵抗能力。 

3.加設水平支撐以分擔若干荷重。 

1.擋土壁撓度過大。 1.壁體應力超過容許應力發

現明顯結構裂縫影晌擋土

壁的安全時 

1.基地開挖階段：內撐系統各支撐應加

強預壓，以緩和擋土壁撓度及應力。 

2.支撐拆除時：必要時應加設暫代斜

撐，以確保結構體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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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緊急狀況及建議處理方式 
狀   況 處理不當狀況 建議處理方式 事先預防方式 

擋土壁出現

大量水及砂

湧 

1.壁外地層掏空 

2.公共設施及管線嚴重

受損 

1.以砂包或泥土堵住 

2.檢查公共設施及管線受擠情

形 

3.積極處理後續狀況 

1.注意擋土壁施工品質 

2.充分了解地層狀況及可能砂

湧處 

3.點井降低水位應有抽水計畫 

鄰房差異沉

陷太大及傾

斜或結構物

出現裂縫 

1.結構物持續破壞 

2.鄰房糾紛或索賠，甚至

停工 

3.公共設施管線受損 

4.公共危險 

1.挖土期間則暫停挖土，爭取時

效完成支撐，並提高預壓力 

2.考慮低壓填縫灌漿，或其它土

壤改良方式，再依鄰房結構質

料檢討安全性 

3.儘量增加鄰房側土台之寬度 

1.管制施工品質 

2.了解施工重點，監測公司預

先提醒處理 

3.施工前鑑定重要鄰房 

4.不超挖 

支撐超過容

許荷重或施

工不良而潛

藏危機 

1.支撐系統失敗造成公

共危機 

2.停工及賠償 

1.增加水平支撐數量，或減 有

效無支承長度 

2.尋出主要原因並處理之，如溫

度太高等 

3.掌握先機，改良施工不良處 

1.注意將構台支承樁與中間樁

分開 

2.動員加強檢查支撐系統施工

並注意盲點或弱點 

3.同步預壓 

4.監測公司配合管制預壓過程 

開挖面土壤

隆起量過

大；配合傾斜

儀底部土層

位移量持續

變大 

1.水平支撐挫曲 

2.擋土壁結構扭曲 

1.停止挖土，降低水位 

2.基地邊緣土台緊急回填 

3.考慮分區，以島式施工 

4.進行地質改良 

5.加速完成筏基大底 

1.管制抽水計畫 

2.不超挖且筏基工程進度適當 

3.監測公司確實觀測及反應 

4.壁體深度選擇適當 

連續側向位

移太大，工地

四週路面開

裂鄰房開裂 

1.鄰房結構物破壞 

2.壁體應力太大導致危

險及壁體結構之安全 

1.檢討造成之原因並預測未來

破壞狀況 

2.加強內支撐系統 

3.地質改良或增設內RC牆 

1.了解土層狀況及充分了解設

計考量 

2.同步預壓，減 弱點 

3.監測公司及早發現變形，或

鋼筋計逼近容許應力 

4.拆除斜撐時，加設暫代斜撐 

持續驟雨、震

動、重車等外

加荷重太大 

1.對整個安全系統產生

不利影晌，甚至失 敗 

1.避免持續外加荷重 1.施工規畫及協調完善 

2.構台勿用中間樁支承 

擋土壁外水

管破裂 

1.擋土壁變形過大 

2.支撐軸力過大 

1.增加觀測 

2.加臨時支撐 

3.修理水管 

4.基地外暫時抽水 

1.對較不良或大型水管事前保

強 

2.施工注意水管之情況，並作

事先管線調查 

備註：本表僅供初步參考，遇狀況仍應根據現場情況綜合研判後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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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監測系統建議 

任何完美周詳之設計，若沒有完善之施工配合，則無法保證

工程之安全，而一套完整妥善的施工監測系統，是保證工程安全

之必要條件之一。 

本工程為維護開挖施工之安全，及減 對鄰近結構物之影

響，於可能受開挖影響之範圍內，裝設開挖安全觀測系統，定期

觀測並隨時掌握施工狀況，必要時得立即採取適當之補救措施，

以確保本身之施工安全，以及鄰近結構物之安全。 

依據本工程開施工性質，基地土層特性以及鄰近結構物狀

況，建議本工程之監測系統包括下列項目： 

1.擋土結構變形及位移觀測：本項觀測係利用擋土壁內傾度管，

量測擋土壁傾斜變形撓曲程度及側向移動量，以判定擋土壁之

安全性及穩定性。 

2.基礎土層移動觀測：本項觀測係利用緊鄰於擋土壁外側之壁體

外傾度管，量測擋土壁外土壤擾動程度及基礎土層之側向移動

量，以判定擋土壁之安全性及基礎土層之穩定程度。 

3.支撐軸力變化觀測：利用支撐應變計觀測支撐系統荷重及應力

分佈情形為何，俾可控制支撐系統之穩定與安全。 

4.鄰近建築物傾斜觀測：於鄰近建築物柱予適當位置裝設結構物

傾斜計，觀測基地四週結構物因開挖、抽水與其它施工因素之

影響而產生之傾斜程度，以判斷建築物之安全性。 

5.地下水位觀測：係利用水位觀測井量測地下水位，以確實掌握

基地內外水位升降及變化情形，可藉以防止災變發生。 

6.周圍地表沉陷：利用沉陷觀測點以水準測量方式觀測基地四週

因開挖、抽水等作業所造成之沉陷影晌。 

本工程建議安裝監測系統項目、安裝時機及安裝位置如表

9-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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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監測系統項目、安裝時機及安裝位置 
儀器名稱              安裝時機 安裝位置 

壁體內傾度管 配合擋土結構施工 裝設於擋土壁中 

壁體外傾度管 基地開挖前完成 裝設於擋土壁外側土層中 

建物傾斜計 基地開挖前完成 裝設於基地四週之鄰房柱位上 

支撐應變計 配合各層支撐架設施工 裝設於各層支撐型 H 鋼腹鈑兩側 

水位觀測井 基地開挖前完成 裝設於擋土壁外側土層中 

沉陷觀測點 基地開挖前完成 裝設於基地四週之道路地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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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 

1.根據現場鑽探結果，本工程基地於最大鑽探深度內可歸納為 3個主

要層次：1. 黑色淤泥夾細砂、2. 棕灰色細砂偶夾薄層粉土、3. 灰

色細砂偶夾薄層黏土。 

2. 本案基地因位於海邊的廢棄鹽田，鑽孔孔位均在水面之下。鑽探

後量測各鑽孔處的水深約在 0.70～0.90 公尺之間。 

3. 本工址位處台南市將軍區，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0.7，短週期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MS=0.9。距離最近的活

動斷層為位於基地東北方的六甲斷層，距離約為 26.6km。放大係數

採 1.0。進行土壤液化潛能分析時，液化分析時採最大地震地表水

平加速度 Amax=0.4SMSg=0.4×0.9=0.36g、設計地震地表水平加速度

Ades=0.4SDSg=0.4×0.7=0.28g ， 中 小 地 震 地 表 水 平 加 速 度

Amin=0.4SDSg/4.2=0.28/4.2=0.0667g。依分析結果，本基地地層於最

大地震及設計地震來襲時，本基地之砂土層具發生嚴重地層液化之

潛能（PL>15.00）。中小地震時，則不具發生地層液化之潛能。另

由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結果，本案基地位於高潛勢

區。考量地形狀況、地質條件、對四周環境（如噪音、振動、污染

與地下水）的影響及施工便易性與經濟性。本工程為海淡場重要建

築，應採全部消除液化沉陷處理，建議採筏基礎，並視需要採其它

抗液化措施。 

4. 本工程基礎基礎容許承載力參照下表。 

基礎深度 
承載力 

(t/m
2
) 

深度 

1.50m 

深度 

2.00m 

深度 

2.50m 

深度 

3.00m 

深度 

3.50m 

深度 

4.00m 

深度 

4.50m 

筏式基礎 

10x10 

(m) 

極限承載力 43.88 49.16 54.64 60.31 66.18 72.24 78.51 

長期 

容許承載力 
30.20 34.03 38.00 42.10 46.32 50.68 55.18 

5. 本工程採用浮式筏基礎設計時。本工程基地最大沉陷量在容許範

圍內，本基地應無沉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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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本工程基地周圍環境狀況，本工程開挖深度為 1.50 公尺時，開

挖面下為砂土層，應無開挖底部土壤砂湧破壞之顧慮。為克服開挖

底部土壤隆起破壞之問題，擋土結構須貫入至地表下 6.00 公尺以

下。 

7. 地下室完成後地下水壓對基礎底面將產生上浮作用，採地下水位

在地表面處，基礎深度為 1.50 公尺，則基礎底部承受向上之水浮

力約為 1.50t/m2，此上浮力較非主體結構及地下室結構之重量小。

地下室施工期間，基地內無上浮力問題。 

8.由地質鑽探資料得知，開挖面下為砂土層，應無開挖底部土壤上舉

破壞之顧慮。 

9.本基地地下室開挖建議採用鋼鈑樁及全面開挖內支撐系統為擋土

支撐設施，或採用斜坡明挖工法，以確保地下室開挖施工之安全。 

10.由於地層變化之未知性及地層與結構體互制之複雜性，任何理論或

分析方法對地層受工程進行影響後之行為實難完全掌握，因此有賴監

測系統之設置以彌補上述之缺陷，監測系統之建議詳如第八章。 

 

 

 



 

        
附錄  A.  

地質鑽探柱狀圖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1

施工時間：112/06/03 　　完工日期：112/06/08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1 2 2 4 S-1-22.55 3.00 1 2 3 5 S-2-24.05 4.50 2 3 5 8 S-3-25.55 6.00 3 4 6 10 S-4-27.05 7.50 4 6 9 15 S-5-2
                                                                                                                                                                                                                                                               8.55 9.00 3 5 8 13 S-6-210.05 10.50 4 6 11 17 S-7-211.55 12.00 3 5 7 12 S-8-213.05 13.50 4 5 9 14 S-9-214.80 15.25 3 5 6 11 S-10-216.05 16.50 4 7 10 17 S-11-217.55 18.00 5 7 10 17 S-12-219.05 19.50 3 6 11 17 S-13-220.55 21.00 5 10 15 25 S-14-222.05 22.50 5 8 13 21 S-15-223.55 24.00 4 8 14 22 S-16-225.05 25.50 4 8 13 21 S-17-226.55 27.00 5 9 16 25 S-18-228.05 28.50 5 7 12 19 S-19-229.55 30.00 4 7 14 21 S-20-2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303.8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33.50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6.2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14.00 14.80 T-1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1

施工時間：112/06/03 　　完工日期：112/06/08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5 6 10 16 S-21-232.55 33.00 5 11 14 25 S-22-234.05 34.50 4 9 12 21 S-23-235.55 36.00 6 10 17 27 S-24-237.05 37.50 5 9 14 23 S-25-2
                                                                                                                                                                                                                                                               38.55 39.00 4 10 15 25 S-26-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鑽探結束
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2

施工時間：112/06/08 　　完工日期：112/06/13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1 1 2 3 S-1-22.55 3.00 1 2 2 4 S-2-24.05 4.50 2 4 5 9 S-3-25.80 6.25 3 3 5 8 S-4-27.05 7.50 3 5 6 11 S-5-2
                                                                                                                                                                                                                                                               8.55 9.00 4 6 9 15 S-6-210.05 10.50 3 5 6 11 S-7-211.55 12.00 4 5 8 13 S-8-213.05 13.50 3 5 7 12 S-9-214.55 15.00 4 5 9 14 S-10-216.05 16.50 4 6 9 15 S-11-217.55 18.00 3 5 6 11 S-12-219.05 19.50 4 7 10 17 S-13-220.55 21.00 4 6 8 14 S-14-222.05 22.50 4 7 11 18 S-15-223.55 24.00 3 7 10 17 S-16-225.05 25.50 4 7 11 18 S-17-226.55 27.00 5 8 13 21 S-18-228.05 28.50 4 5 7 10 S-19-229.55 30.00 4 6 11 17 S-20-2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354.0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33.65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6.0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5.00 5.80 T-1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2

施工時間：112/06/08 　　完工日期：112/06/13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5 10 16 26 S-21-232.55 33.00 6 9 12 21 S-22-234.05 34.50 5 8 11 19 S-23-235.55 36.00 4 6 10 16 S-24-237.05 37.50 5 10 14 24 S-25-2
                                                                                                                                                                                                                                                               38.55 39.00 4 9 15 24 S-26-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鑽探結束
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3

施工時間：112/06/14 　　完工日期：112/06/19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1 2 2 4 S-1-22.55 3.00 1 2 3 5 S-2-24.05 4.50 2 2 3 5 S-3-25.55 6.00 2 3 5 8 S-4-27.05 7.50 4 5 5 10 S-5-2
                                                                                                                                                                                                                                                               8.55 9.00 3 4 5 9 S-6-210.05 10.50 3 3 5 8 S-7-211.55 12.00 3 5 7 12 S-8-213.05 13.50 4 5 7 12 S-9-214.80 15.25 4 5 6 11 S-10-216.05 16.50 4 7 10 17 S-11-217.55 18.00 4 5 10 15 S-12-219.05 19.50 4 6 9 15 S-13-220.55 21.00 5 8 11 19 S-14-222.05 22.50 5 7 10 17 S-15-223.55 24.00 4 7 11 18 S-16-225.05 25.50 5 8 13 21 S-17-226.55 27.00 4 7 12 19 S-18-228.05 28.50 4 8 15 10 S-19-229.55 30.00 5 7 14 21 S-20-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354.2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33.85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5.8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14.00 14.80 T-1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3

施工時間：112/06/14 　　完工日期：112/06/19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5 9 14 23 S-21-232.55 33.00 5 7 10 17 S-22-234.05 34.50 4 6 9 15 S-23-235.55 36.00 5 9 14 23 S-24-237.05 37.50 5 8 12 20 S-25-2
                                                                                                                                                                                                                                                               38.55 39.00 5 10 14 24 S-26-2

鑽探結束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4

施工時間：112/06/20 　　完工日期：112/06/25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1 1 2 3 S-1-22.55 3.00 1 2 3 5 S-2-24.05 4.50 2 3 4 7 S-3-25.55 6.00 2 3 5 8 S-4-27.05 7.50 3 5 6 11 S-5-2
                                                                                                                                                                                                                                                               8.80 9.25 3 5 6 11 S-6-210.05 10.50 3 5 7 12 S-7-211.55 12.00 4 5 8 13 S-8-213.05 13.50 4 6 9 15 S-9-214.55 15.00 4 7 11 18 S-10-216.05 16.50 5 8 13 21 S-11-217.55 18.00 4 7 10 17 S-12-219.05 19.50 4 6 11 17 S-13-220.55 21.00 5 8 14 22 S-14-222.05 22.50 5 7 11 18 S-15-223.55 24.00 6 10 15 25 S-16-225.05 25.50 5 9 15 24 S-17-226.55 27.00 5 8 12 20 S-18-228.05 28.50 5 9 16 25 S-19-229.55 30.00 5 7 13 20 S-20-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304.3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34.00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5.7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8.00 8.80 T-1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1

施工時間：112/06/20 　　完工日期：112/06/25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5 7 9 16 S-21-232.55 33.00 4 7 11 18 S-22-234.05 34.50 5 8 14 22 S-23-235.55 36.00 6 5 6 9 S-24-237.05 37.50 5 10 15 25 S-25-2
                                                                                                                                                                                                                                                               38.55 39.00 6 9 13 22 S-26-2

鑽探結束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5

施工時間：112/05/14 　　完工日期：112/05/20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2 2 3 5 S-1-22.55 3.00 3 5 6 11 S-2-24.05 4.50 3 4 6 10 S-3-25.55 6.00 4 7 9 16 S-4-27.05 7.50 3 5 8 13 S-5-2
                                                                                                                                                                                                                                                               8.55 9.00 5 7 11 18 S-6-210.05 10.50 4 5 7 12 S-7-211.55 12.00 3 5 8 13 S-8-213.05 13.50 5 8 13 21 S-9-214.55 15.00 4 7 10 17 S-10-216.05 16.50 4 7 10 17 S-11-217.55 18.00 5 9 13 22 S-12-219.05 19.50 3 4 6 10 S-13-220.55 21.00 3 5 10 15 S-14-222.05 22.50 4 7 11 18 S-15-223.55 24.00 5 9 12 21 S-16-225.05 25.50 4 7 10 17 S-17-226.55 27.00 6 11 14 25 S-18-228.05 28.50 4 5 7 12 S-19-229.80 30.25 6 11 14 25 S-20-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304.5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34.20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5.5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29.00 29.80 T-1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5

施工時間：112/05/14 　　完工日期：112/05/20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3 8 11 19 S-21-232.55 33.00 5 6 9 15 S-22-234.05 34.50 4 9 13 22 S-23-235.55 36.00 6 10 17 27 S-24-237.05 37.50 5 10 11 21 S-25-2
                                                                                                                                                                                                                                                               38.55 39.00 7 13 16 29 S-26-2

鑽探結束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6

施工時間：112/05/28 　　完工日期：112/06/03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1 2 3 5 S-1-22.55 3.00 2 4 5 9 S-2-24.05 4.50 3 5 7 12 S-3-25.55 6.00 3 5 6 11 S-4-27.05 7.50 3 4 7 11 S-5-2
                                                                                                                                                                                                                                                               8.55 9.00 4 5 8 13 S-6-210.05 10.50 4 6 7 13 S-7-211.55 12.00 4 7 10 17 S-8-213.05 13.50 4 6 9 15 S-9-214.55 15.00 5 9 13 22 S-10-216.05 16.50 4 7 10 17 S-11-217.80 18.25 3 7 11 18 S-12-219.05 19.50 5 10 16 26 S-13-220.55 21.00 4 8 11 19 S-14-222.05 22.50 5 9 13 22 S-15-223.55 24.00 5 8 10 18 S-16-225.05 25.50 4 8 13 21 S-17-226.55 27.00 5 9 14 23 S-18-228.05 28.50 5 11 16 27 S-19-229.55 30.00 4 9 12 21 S-20-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354.2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33.85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5.8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17.00 17.80 T-1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6

施工時間：112/05/28 　　完工日期：112/06/03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3 6 11 17 S-21-232.55 33.00 5 7 10 17 S-22-234.05 34.50 6 10 15 25 S-23-235.55 36.00 4 8 13 21 S-24-237.05 37.50 5 9 14 23 S-25-2
                                                                                                                                                                                                                                                               38.55 39.00 4 9 13 22 S-26-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鑽探結束
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7

施工時間：112/05/25 　　完工日期：112/05/28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1 1 2 3 S-1-22.55 3.00 1 2 3 5 S-2-24.05 4.50 3 3 5 8 S-3-25.55 6.00 4 5 5 10 S-4-27.05 7.50 3 5 8 13 S-5-2
                                                                                                                                                                                                                                                               8.55 9.00 3 7 8 15 S-6-210.05 10.50 4 7 10 17 S-7-211.55 12.00 4 5 6 11 S-8-213.05 13.50 5 7 11 18 S-9-214.55 15.00 6 8 13 21 S-10-216.05 16.50 4 7 14 21 S-11-217.55 18.00 5 8 16 24 S-12-219.05 19.50 4 6 9 15 S-13-220.55 21.00 3 6 13 19 S-14-222.30 22.75 3 6 10 16 S-15-223.55 24.00 5 8 12 20 S-16-225.05 25.50 5 9 14 23 S-17-226.55 27.00 6 9 15 24 S-18-228.05 28.50 6 10 15 25 S-19-229.55 30.00 4 7 12 19 S-20-2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304.0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33.70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6.0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21.50 22.30 T-1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7

施工時間：112/05/25 　　完工日期：112/05/28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5 7 10 17 S-21-232.55 33.00 5 11 16 27 S-22-234.05 34.50 6 12 17 29 S-23-235.55 36.00 5 6 10 16 S-24-237.05 37.50 6 10 17 27 S-25-2
                                                                                                                                                                                                                                                               38.55 39.00 5 7 12 19 S-26-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鑽探結束
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8

施工時間：112/05/20 　　完工日期：112/05/25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1.05 1.50 1 1 2 3 S-1-22.55 3.00 2 4 5 9 S-2-24.05 4.50 3 3 5 8 S-3-25.55 6.00 3 5 7 12 S-4-27.05 7.50 3 7 10 17 S-5-2
                                                                                                                                                                                                                                                               8.55 9.00 4 7 10 17 S-6-210.05 10.50 3 6 9 15 S-7-211.55 12.00 4 8 10 18 S-8-213.05 13.50 5 10 14 24 S-9-214.55 15.00 4 9 12 21 S-10-216.05 16.50 5 8 11 19 S-11-217.55 18.00 5 11 16 27 S-12-219.05 19.50 4 10 15 25 S-13-220.55 21.00 6 11 15 26 S-14-222.05 22.50 3 8 14 22 S-15-223.55 24.00 6 7 10 17 S-16-225.05 25.50 6 11 15 26 S-17-226.55 27.00 4 8 13 21 S-18-228.05 28.50 3 6 10 16 S-19-229.55 30.00 5 7 8 15 S-20-2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1051520253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

0.204.30 砂 黑色淤泥夾細砂0.24.10 砂

土

棕

灰

色

棕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粉土

黑

35.70 砂

土
灰色細砂偶夾

薄層黏土

灰

色



工程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工程地點：台南市將軍區 鑽孔編號：BH-8

施工時間：112/05/20 　　完工日期：112/05/25 地下水位：滿水位

鑽探孔深：40.0m 　　施工方法：水沖法

鑽機型式：KH-2L 　　鑽孔孔徑： 3
1
/2

〃
傾　　角: 90°cm cm cm

自 至 15 30 45 10 20 30 40 50 6031.05 31.50 3 7 13 20 S-21-232.80 33.25 3 6 9 15 S-22-234.05 34.50 6 11 17 28 S-23-235.55 36.00 5 8 13 21 S-24-237.05 37.50 6 11 15 26 S-25-2
                                                                                                                                                                                                                                                               38.55 39.00 5 8 12 20 S-26-2

永佳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地質鑽探紀錄表

樣深 N值

岩

心

指

示%岩

心

鑽

取

率%標

尺m 土樣

編號

(m) 標準貫入試驗

土   壤   說   明現    場    觀    察    記    錄深

度m 柱

狀

圖

土

質

色

調

15cm 打 數 N
值

施

工

方

法

層

厚m 套

管

使

用

備

註

鑽探結束
403545505560

採

旋

轉

法

全

程

取

樣

。

全

程

使

用

套

管40.00
32.00 32.80 T-1



 

        
附錄  B.  

土壤試驗結果         











































































































 

        
附錄  C.  

液化淺能分析結果  



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1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4 1.91 23 NP 0.29 0.14 1.260 0.722 8.1 10.956 0.22 0.98 0.737 0 0.70 9.25 1.5 9.66 液化 0.05S-2 3 SM 5 1.87 24 NP 0.57 0.27 1.280 0.778 8.8 12.012 0.23 0.96 0.728 0.32 0.68 8.50 1.5 8.64 液化 0.05S-3 4.5 SM 8 1.94 22 NP 0.86 0.41 1.240 0.667 12.3 15.870 0.27 0.93 0.705 0.38 0.62 7.75 1.5 7.18 液化 0.05S-4 6 SM 10 1.90 20 NP 1.14 0.54 1.200 0.556 13.7 16.950 0.28 0.91 0.689 0.40 0.60 7.00 1.5 6.25 液化 0.05S-5 7.5 SM 15 1.88 22 NP 1.43 0.68 1.240 0.667 18.5 23.639 0.37 0.89 0.674 0.55 0.45 6.25 1.5 4.20 液化 0.2S-6 9 SM 13 1.89 22 NP 1.71 0.81 1.240 0.667 14.6 18.811 0.30 0.87 0.657 0.45 0.55 5.50 1.5 4.54 液化 0.05S-7 10.5 SM 17 1.91 23 NP 2.00 0.95 1.260 0.722 17.5 22.835 0.35 0.84 0.640 0.55 0.45 4.75 1.5 3.20 液化 0.5S-8 12 SM 12 1.98 22 NP 2.29 1.09 1.240 0.667 11.4 14.773 0.26 0.82 0.619 0.42 0.58 4.00 1.5 3.48 液化 0.1S-9 13.5 SM 14 1.89 22 NP 2.58 1.23 1.240 0.667 12.4 15.981 0.27 0.80 0.603 0.45 0.55 3.25 1.5 2.69 液化 0.1S-10 15 SM 11 1.90 23 NP 2.86 1.36 1.260 0.722 9.1 12.149 0.24 0.78 0.586 0.40 0.60 2.50 1.5 2.24 液化 0.1S-11 16.5 SM 19 1.91 27 NP 3.15 1.50 1.340 0.944 14.7 20.628 0.32 0.75 0.569 0.55 0.45 1.75 1.5 1.17 液化 0.5S-12 18 SM 17 1.95 22 NP 3.44 1.64 1.240 0.667 12.3 15.971 0.27 0.73 0.551 0.49 0.51 1.00 1.5 0.76 液化 0.1S-13 19.5 SM 17 1.90 22 NP 3.73 1.78 1.240 0.667 11.7 15.138 0.26 0.71 0.534 0.49 0.51 0.25 1.5 0.19 液化 0.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1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4 1.91 23 NP 0.29 0.14 1.260 0.722 8.1 10.956 0.22 0.98 0.573 0 0.61 9.25 1.5 8.45 液化 0.05S-2 3 SM 5 1.87 24 NP 0.57 0.27 1.280 0.778 8.8 12.012 0.23 0.96 0.566 0.41 0.59 8.50 1.5 7.47 液化 0.05S-3 4.5 SM 8 1.94 22 NP 0.86 0.41 1.240 0.667 12.3 15.870 0.27 0.93 0.548 0.49 0.51 7.75 1.5 5.91 液化 0.05S-4 6 SM 10 1.90 20 NP 1.14 0.54 1.200 0.556 13.7 16.950 0.28 0.91 0.536 0.52 0.48 7.00 1.5 5.04 液化 0.1S-5 7.5 SM 15 1.88 22 NP 1.43 0.68 1.240 0.667 18.5 23.639 0.37 0.89 0.524 0.71 0.29 6.25 1.5 2.72 液化 0.2S-6 9 SM 13 1.89 22 NP 1.71 0.81 1.240 0.667 14.6 18.811 0.30 0.87 0.511 0.58 0.42 5.50 1.5 3.48 液化 0.1S-7 10.5 SM 17 1.91 23 NP 2.00 0.95 1.260 0.722 17.5 22.835 0.35 0.84 0.498 0.71 0.29 4.75 1.5 2.08 液化 0.5S-8 12 SM 12 1.98 22 NP 2.29 1.09 1.240 0.667 11.4 14.773 0.26 0.82 0.482 0.54 0.46 4.00 1.5 2.76 液化 0.2S-9 13.5 SM 14 1.89 22 NP 2.58 1.23 1.240 0.667 12.4 15.981 0.27 0.80 0.469 0.58 0.42 3.25 1.5 2.06 液化 0.2S-10 15 SM 11 1.90 23 NP 2.86 1.36 1.260 0.722 9.1 12.149 0.24 0.78 0.456 0.52 0.48 2.50 1.5 1.81 液化 0.2S-11 16.5 SM 19 1.91 27 NP 3.15 1.50 1.340 0.944 14.7 20.628 0.32 0.75 0.443 0.71 0.29 1.75 1.5 0.76 液化 0.5S-12 18 SM 17 1.95 22 NP 3.44 1.64 1.240 0.667 12.3 15.971 0.27 0.73 0.429 0.63 0.37 1.00 1.5 0.55 液化 0.2S-13 19.5 SM 17 1.90 22 NP 3.73 1.78 1.240 0.667 11.7 15.138 0.26 0.71 0.416 0.63 0.37 0.25 1.5 0.14 液化 0.2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1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4 1.91 23 NP 0.29 0.14 1.260 0.722 8.1 10.956 0.22 0.98 0.136 2 0.00 9.25 1.5 0.00 -S-2 3 SM 5 1.87 24 NP 0.57 0.27 1.280 0.778 8.8 12.012 0.23 0.96 0.135 1.74 0.00 8.50 1.5 0.00 -S-3 4.5 SM 8 1.94 22 NP 0.86 0.41 1.240 0.667 12.3 15.870 0.27 0.93 0.131 2.06 0.00 7.75 1.5 0.00 -S-4 6 SM 10 1.90 20 NP 1.14 0.54 1.200 0.556 13.7 16.950 0.28 0.91 0.128 2.19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5 1.88 22 NP 1.43 0.68 1.240 0.667 18.5 23.639 0.37 0.89 0.125 2.98 0.00 6.25 1.5 0.00 -S-6 9 SM 13 1.89 22 NP 1.71 0.81 1.240 0.667 14.6 18.811 0.30 0.87 0.122 2.43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17 1.91 23 NP 2.00 0.95 1.260 0.722 17.5 22.835 0.35 0.84 0.118 2.97 0.00 4.75 1.5 0.00 -S-8 12 SM 12 1.98 22 NP 2.29 1.09 1.240 0.667 11.4 14.773 0.26 0.82 0.115 2.27 0.00 4.00 1.5 0.00 -S-9 13.5 SM 14 1.89 22 NP 2.58 1.23 1.240 0.667 12.4 15.981 0.27 0.80 0.112 2.42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11 1.90 23 NP 2.86 1.36 1.260 0.722 9.1 12.149 0.24 0.78 0.109 2.17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19 1.91 27 NP 3.15 1.50 1.340 0.944 14.7 20.628 0.32 0.75 0.105 2.99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17 1.95 22 NP 3.44 1.64 1.240 0.667 12.3 15.971 0.27 0.73 0.102 2.65 0.00 1.00 1.5 0.00 -S-13 19.5 SM 17 1.90 22 NP 3.73 1.78 1.240 0.667 11.7 15.138 0.26 0.71 0.099 2.66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PL= Σ PLi =

54.22
43.24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01



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2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3 21 NP 0.29 0.14 1.220 0.611 6.1 8.020 0.19 0.98 0.729 0 0.74 9.25 1.5 10.23 液化 0S-2 3 SM 4 1.85 21 NP 0.57 0.27 1.220 0.611 7.0 9.181 0.20 0.96 0.729 0.28 0.72 8.50 1.5 9.16 液化 0S-3 4.5 SM 9 1.90 20 NP 0.85 0.40 1.200 0.556 13.9 17.210 0.28 0.93 0.711 0.40 0.60 7.75 1.5 7.03 液化 0.05S-4 6 SM 8 1.93 21 NP 1.14 0.54 1.220 0.611 10.9 13.966 0.25 0.91 0.690 0.37 0.63 7.00 1.5 6.65 液化 0.05S-5 7.5 SM 11 1.85 20 NP 1.42 0.67 1.200 0.556 13.7 16.938 0.28 0.89 0.677 0.41 0.59 6.25 1.5 5.52 液化 0.05S-6 9 SM 15 1.92 22 NP 1.71 0.81 1.240 0.667 16.9 21.635 0.33 0.87 0.658 0.50 0.50 5.50 1.5 4.12 液化 0.2S-7 10.5 SM 11 1.96 21 NP 2.00 0.95 1.220 0.611 11.3 14.424 0.26 0.84 0.638 0.40 0.60 4.75 1.5 4.26 液化 0.1S-8 12 SM 13 1.88 20 NP 2.28 1.08 1.200 0.556 12.4 15.427 0.27 0.82 0.622 0.43 0.57 4.00 1.5 3.44 液化 0.1S-9 13.5 SM 12 1.85 20 NP 2.56 1.21 1.200 0.556 10.7 13.369 0.25 0.80 0.607 0.41 0.59 3.25 1.5 2.89 液化 0.1S-10 15 SM 14 1.89 21 NP 2.84 1.34 1.220 0.611 11.6 14.819 0.26 0.78 0.590 0.44 0.56 2.50 1.5 2.10 液化 0.1S-11 16.5 SM 15 1.93 24 NP 3.13 1.48 1.280 0.778 11.7 15.732 0.27 0.75 0.572 0.47 0.53 1.75 1.5 1.39 液化 0.1S-12 18 SM 11 1.90 20 NP 3.42 1.62 1.200 0.556 8.1 10.240 0.22 0.73 0.555 0.39 0.61 1.00 1.5 0.92 液化 0.1S-13 19.5 SM 17 1.88 19 NP 3.70 1.75 1.180 0.500 11.8 14.428 0.26 0.71 0.539 0.48 0.52 0.25 1.5 0.20 液化 0.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2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3 21 NP 0.29 0.14 1.220 0.611 6.1 8.020 0.19 0.98 0.567 0 0.66 9.25 1.5 9.19 液化 0S-2 3 SM 4 1.85 21 NP 0.57 0.27 1.220 0.611 7.0 9.181 0.20 0.96 0.567 0.36 0.64 8.50 1.5 8.14 液化 0S-3 4.5 SM 9 1.90 20 NP 0.85 0.40 1.200 0.556 13.9 17.210 0.28 0.93 0.553 0.51 0.49 7.75 1.5 5.72 液化 0.1S-4 6 SM 8 1.93 21 NP 1.14 0.54 1.220 0.611 10.9 13.966 0.25 0.91 0.537 0.47 0.53 7.00 1.5 5.55 液化 0.05S-5 7.5 SM 11 1.85 20 NP 1.42 0.67 1.200 0.556 13.7 16.938 0.28 0.89 0.527 0.53 0.47 6.25 1.5 4.42 液化 0.1S-6 9 SM 15 1.92 22 NP 1.71 0.81 1.240 0.667 16.9 21.635 0.33 0.87 0.512 0.64 0.36 5.50 1.5 2.94 液化 0.2S-7 10.5 SM 11 1.96 21 NP 2.00 0.95 1.220 0.611 11.3 14.424 0.26 0.84 0.496 0.52 0.48 4.75 1.5 3.44 液化 0.2S-8 12 SM 13 1.88 20 NP 2.28 1.08 1.200 0.556 12.4 15.427 0.27 0.82 0.484 0.55 0.45 4.00 1.5 2.71 液化 0.2S-9 13.5 SM 12 1.85 20 NP 2.56 1.21 1.200 0.556 10.7 13.369 0.25 0.80 0.472 0.52 0.48 3.25 1.5 2.32 液化 0.2S-10 15 SM 14 1.89 21 NP 2.84 1.34 1.220 0.611 11.6 14.819 0.26 0.78 0.459 0.57 0.43 2.50 1.5 1.62 液化 0.2S-11 16.5 SM 15 1.93 24 NP 3.13 1.48 1.280 0.778 11.7 15.732 0.27 0.75 0.445 0.60 0.40 1.75 1.5 1.04 液化 0.2S-12 18 SM 11 1.90 20 NP 3.42 1.62 1.200 0.556 8.1 10.240 0.22 0.73 0.432 0.50 0.50 1.00 1.5 0.75 液化 0.2S-13 19.5 SM 17 1.88 19 NP 3.70 1.75 1.180 0.500 11.8 14.428 0.26 0.71 0.419 0.61 0.39 0.25 1.5 0.15 液化 0.2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2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3 21 NP 0.29 0.14 1.220 0.611 6.1 8.020 0.19 0.98 0.135 1 0.00 9.25 1.5 0.00 -S-2 3 SM 4 1.85 21 NP 0.57 0.27 1.220 0.611 7.0 9.181 0.20 0.96 0.135 1.52 0.00 8.50 1.5 0.00 -S-3 4.5 SM 9 1.90 20 NP 0.85 0.40 1.200 0.556 13.9 17.210 0.28 0.93 0.132 2.13 0.00 7.75 1.5 0.00 -S-4 6 SM 8 1.93 21 NP 1.14 0.54 1.220 0.611 10.9 13.966 0.25 0.91 0.128 1.98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1 1.85 20 NP 1.42 0.67 1.200 0.556 13.7 16.938 0.28 0.89 0.125 2.22 0.00 6.25 1.5 0.00 -S-6 9 SM 15 1.92 22 NP 1.71 0.81 1.240 0.667 16.9 21.635 0.33 0.87 0.122 2.70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11 1.96 21 NP 2.00 0.95 1.220 0.611 11.3 14.424 0.26 0.84 0.118 2.17 0.00 4.75 1.5 0.00 -S-8 12 SM 13 1.88 20 NP 2.28 1.08 1.200 0.556 12.4 15.427 0.27 0.82 0.115 2.31 0.00 4.00 1.5 0.00 -S-9 13.5 SM 12 1.85 20 NP 2.56 1.21 1.200 0.556 10.7 13.369 0.25 0.80 0.112 2.20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14 1.89 21 NP 2.84 1.34 1.220 0.611 11.6 14.819 0.26 0.78 0.109 2.38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15 1.93 24 NP 3.13 1.48 1.280 0.778 11.7 15.732 0.27 0.75 0.106 2.53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11 1.90 20 NP 3.42 1.62 1.200 0.556 8.1 10.240 0.22 0.73 0.103 2.10 0.00 1.00 1.5 0.00 -S-13 19.5 SM 17 1.88 19 NP 3.70 1.75 1.180 0.500 11.8 14.428 0.26 0.71 0.100 2.58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PL= Σ PLi =

57.90
47.98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02



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3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4 1.75 24 NP 0.26 0.11 1.280 0.778 8.4 11.484 0.23 0.98 0.819 0 0.72 9.25 1.5 9.99 液化 0.05S-2 3 SM 5 1.83 21 NP 0.54 0.24 1.220 0.611 9.1 11.669 0.23 0.96 0.777 0.30 0.70 8.50 1.5 8.96 液化 0.05S-3 4.5 SM 5 1.74 28 NP 0.80 0.35 1.360 1.000 8.1 12.015 0.23 0.93 0.768 0.31 0.69 7.75 1.5 8.08 液化 0.05S-4 6 SM 8 1.82 26 NP 1.07 0.47 1.320 0.889 11.6 16.210 0.27 0.91 0.744 0.37 0.63 7.00 1.5 6.66 液化 0.05S-5 7.5 SM 10 1.77 22 NP 1.34 0.59 1.240 0.667 13.2 17.046 0.28 0.89 0.728 0.38 0.62 6.25 1.5 5.77 液化 0.05S-6 9 SM 9 1.83 22 NP 1.61 0.71 1.240 0.667 10.8 14.103 0.25 0.87 0.705 0.36 0.64 5.50 1.5 5.28 液化 0.05S-7 10.5 SM 8 1.97 32 NP 1.91 0.86 1.440 1.222 8.7 13.798 0.25 0.84 0.675 0.37 0.63 4.75 1.5 4.47 液化 0.1S-8 12 SM 12 1.86 27 NP 2.19 0.99 1.340 0.944 12.1 17.160 0.28 0.82 0.655 0.43 0.57 4.00 1.5 3.43 液化 0.1S-9 13.5 SM 12 1.84 22 NP 2.46 1.11 1.240 0.667 11.3 14.627 0.26 0.80 0.636 0.41 0.59 3.25 1.5 2.89 液化 0.1S-10 15 SM 11 1.78 23 NP 2.73 1.23 1.260 0.722 9.7 12.940 0.24 0.78 0.620 0.39 0.61 2.50 1.5 2.28 液化 0.1S-11 16.5 SM 17 1.90 25 NP 3.01 1.36 1.300 0.833 14.0 19.035 0.30 0.75 0.599 0.50 0.50 1.75 1.5 1.32 液化 0.1S-12 18 SM 15 1.79 20 NP 3.28 1.48 1.200 0.556 11.7 14.575 0.26 0.73 0.582 0.44 0.56 1.00 1.5 0.83 液化 0.1S-13 19.5 SM 15 1.87 27 NP 3.56 1.61 1.340 0.944 11.0 15.716 0.27 0.71 0.563 0.48 0.52 0.25 1.5 0.20 液化 0.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3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4 1.75 24 NP 0.26 0.11 1.280 0.778 8.4 11.484 0.23 0.98 0.637 0 0.64 9.25 1.5 8.88 液化 0.05S-2 3 SM 5 1.83 21 NP 0.54 0.24 1.220 0.611 9.1 11.669 0.23 0.96 0.605 0.38 0.62 8.50 1.5 7.88 液化 0.05S-3 4.5 SM 5 1.74 28 NP 0.80 0.35 1.360 1.000 8.1 12.015 0.23 0.93 0.597 0.39 0.61 7.75 1.5 7.06 液化 0.05S-4 6 SM 8 1.82 26 NP 1.07 0.47 1.320 0.889 11.6 16.210 0.27 0.91 0.579 0.47 0.53 7.00 1.5 5.56 液化 0.05S-5 7.5 SM 10 1.77 22 NP 1.34 0.59 1.240 0.667 13.2 17.046 0.28 0.89 0.566 0.49 0.51 6.25 1.5 4.74 液化 0.05S-6 9 SM 9 1.83 22 NP 1.61 0.71 1.240 0.667 10.8 14.103 0.25 0.87 0.548 0.46 0.54 5.50 1.5 4.43 液化 0.05S-7 10.5 SM 8 1.97 32 NP 1.91 0.86 1.440 1.222 8.7 13.798 0.25 0.84 0.525 0.48 0.52 4.75 1.5 3.71 液化 0.1S-8 12 SM 12 1.86 27 NP 2.19 0.99 1.340 0.944 12.1 17.160 0.28 0.82 0.509 0.55 0.45 4.00 1.5 2.69 液化 0.2S-9 13.5 SM 12 1.84 22 NP 2.46 1.11 1.240 0.667 11.3 14.627 0.26 0.80 0.494 0.52 0.48 3.25 1.5 2.32 液化 0.2S-10 15 SM 11 1.78 23 NP 2.73 1.23 1.260 0.722 9.7 12.940 0.24 0.78 0.482 0.50 0.50 2.50 1.5 1.86 液化 0.2S-11 16.5 SM 17 1.90 25 NP 3.01 1.36 1.300 0.833 14.0 19.035 0.30 0.75 0.466 0.64 0.36 1.75 1.5 0.95 液化 0.2S-12 18 SM 15 1.79 20 NP 3.28 1.48 1.200 0.556 11.7 14.575 0.26 0.73 0.453 0.57 0.43 1.00 1.5 0.64 液化 0.2S-13 19.5 SM 15 1.87 27 NP 3.56 1.61 1.340 0.944 11.0 15.716 0.27 0.71 0.438 0.61 0.39 0.25 1.5 0.15 液化 0.2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3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4 1.75 24 NP 0.26 0.11 1.280 0.778 8.4 11.484 0.23 0.98 0.152 2 0.00 9.25 1.5 0.00 -S-2 3 SM 5 1.83 21 NP 0.54 0.24 1.220 0.611 9.1 11.669 0.23 0.96 0.144 1.60 0.00 8.50 1.5 0.00 -S-3 4.5 SM 5 1.74 28 NP 0.80 0.35 1.360 1.000 8.1 12.015 0.23 0.93 0.142 1.65 0.00 7.75 1.5 0.00 -S-4 6 SM 8 1.82 26 NP 1.07 0.47 1.320 0.889 11.6 16.210 0.27 0.91 0.138 1.98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0 1.77 22 NP 1.34 0.59 1.240 0.667 13.2 17.046 0.28 0.89 0.135 2.07 0.00 6.25 1.5 0.00 -S-6 9 SM 9 1.83 22 NP 1.61 0.71 1.240 0.667 10.8 14.103 0.25 0.87 0.131 1.95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8 1.97 32 NP 1.91 0.86 1.440 1.222 8.7 13.798 0.25 0.84 0.125 2.01 0.00 4.75 1.5 0.00 -S-8 12 SM 12 1.86 27 NP 2.19 0.99 1.340 0.944 12.1 17.160 0.28 0.82 0.121 2.31 0.00 4.00 1.5 0.00 -S-9 13.5 SM 12 1.84 22 NP 2.46 1.11 1.240 0.667 11.3 14.627 0.26 0.80 0.118 2.20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11 1.78 23 NP 2.73 1.23 1.260 0.722 9.7 12.940 0.24 0.78 0.115 2.12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17 1.90 25 NP 3.01 1.36 1.300 0.833 14.0 19.035 0.30 0.75 0.111 2.68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15 1.79 20 NP 3.28 1.48 1.200 0.556 11.7 14.575 0.26 0.73 0.108 2.40 0.00 1.00 1.5 0.00 -S-13 19.5 SM 15 1.87 27 NP 3.56 1.61 1.340 0.944 11.0 15.716 0.27 0.71 0.104 2.57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PL= Σ PLi =

60.16
50.88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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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4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4 23 NP 0.29 0.14 1.260 0.722 6.1 8.358 0.20 0.98 0.725 0 0.73 9.25 1.5 10.13 液化 0S-2 3 SM 5 1.82 27 NP 0.56 0.26 1.340 0.944 8.8 12.750 0.24 0.96 0.733 0.33 0.67 8.50 1.5 8.55 液化 0.05S-3 4.5 SM 7 1.77 21 NP 0.83 0.38 1.220 0.611 11.0 14.054 0.25 0.93 0.733 0.35 0.65 7.75 1.5 7.60 液化 0.05S-4 6 SM 8 1.82 23 NP 1.10 0.50 1.260 0.722 11.3 14.963 0.26 0.91 0.718 0.36 0.64 7.00 1.5 6.67 液化 0.05S-5 7.5 SM 11 1.89 25 NP 1.39 0.64 1.300 0.833 14.0 19.027 0.30 0.89 0.696 0.43 0.57 6.25 1.5 5.37 液化 0.05S-6 9 SM 11 1.82 23 NP 1.66 0.76 1.260 0.722 12.8 16.870 0.28 0.87 0.681 0.41 0.59 5.50 1.5 4.88 液化 0.05S-7 10.5 SM 12 1.89 27 NP 1.94 0.89 1.340 0.944 12.8 18.103 0.29 0.84 0.660 0.44 0.56 4.75 1.5 4.01 液化 0.1S-8 12 SM 13 1.86 36 NP 2.22 1.02 1.520 1.444 12.8 20.956 0.32 0.82 0.642 0.50 0.50 4.00 1.5 3.01 液化 0.2S-9 13.5 SM 15 1.86 25 NP 2.50 1.15 1.300 0.833 13.8 18.753 0.29 0.80 0.624 0.47 0.53 3.25 1.5 2.57 液化 0.1S-10 15 SM 18 1.81 27 NP 2.77 1.27 1.340 0.944 15.5 21.741 0.33 0.78 0.608 0.54 0.46 2.50 1.5 1.71 液化 0.5S-11 16.5 SM 21 1.78 25 NP 3.04 1.39 1.300 0.833 17.1 23.048 0.36 0.75 0.593 0.60 0.40 1.75 1.5 1.04 液化 0.5S-12 18 SM 17 1.88 33 NP 3.32 1.52 1.460 1.278 13.0 20.270 0.31 0.73 0.574 0.54 0.46 1.00 1.5 0.69 液化 0.5S-13 19.5 SM 17 1.81 25 NP 3.59 1.64 1.300 0.833 12.3 16.867 0.28 0.71 0.557 0.50 0.50 0.25 1.5 0.19 液化 0.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4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4 23 NP 0.29 0.14 1.260 0.722 6.1 8.358 0.20 0.98 0.564 0 0.65 9.25 1.5 9.06 液化 0S-2 3 SM 5 1.82 27 NP 0.56 0.26 1.340 0.944 8.8 12.750 0.24 0.96 0.570 0.42 0.58 8.50 1.5 7.35 液化 0.05S-3 4.5 SM 7 1.77 21 NP 0.83 0.38 1.220 0.611 11.0 14.054 0.25 0.93 0.570 0.44 0.56 7.75 1.5 6.46 液化 0.05S-4 6 SM 8 1.82 23 NP 1.10 0.50 1.260 0.722 11.3 14.963 0.26 0.91 0.559 0.47 0.53 7.00 1.5 5.58 液化 0.05S-5 7.5 SM 11 1.89 25 NP 1.39 0.64 1.300 0.833 14.0 19.027 0.30 0.89 0.541 0.55 0.45 6.25 1.5 4.23 液化 0.1S-6 9 SM 11 1.82 23 NP 1.66 0.76 1.260 0.722 12.8 16.870 0.28 0.87 0.529 0.53 0.47 5.50 1.5 3.92 液化 0.1S-7 10.5 SM 12 1.89 27 NP 1.94 0.89 1.340 0.944 12.8 18.103 0.29 0.84 0.513 0.56 0.44 4.75 1.5 3.12 液化 0.2S-8 12 SM 13 1.86 36 NP 2.22 1.02 1.520 1.444 12.8 20.956 0.32 0.82 0.499 0.64 0.36 4.00 1.5 2.16 液化 0.5S-9 13.5 SM 15 1.86 25 NP 2.50 1.15 1.300 0.833 13.8 18.753 0.29 0.80 0.485 0.61 0.39 3.25 1.5 1.92 液化 0.2S-10 15 SM 18 1.81 27 NP 2.77 1.27 1.340 0.944 15.5 21.741 0.33 0.78 0.473 0.70 0.30 2.50 1.5 1.12 液化 0.5S-11 16.5 SM 21 1.78 25 NP 3.04 1.39 1.300 0.833 17.1 23.048 0.36 0.75 0.461 0.77 0.23 1.75 1.5 0.59 液化 1S-12 18 SM 17 1.88 33 NP 3.32 1.52 1.460 1.278 13.0 20.270 0.31 0.73 0.446 0.70 0.30 1.00 1.5 0.46 液化 0.5S-13 19.5 SM 17 1.81 25 NP 3.59 1.64 1.300 0.833 12.3 16.867 0.28 0.71 0.433 0.64 0.36 0.25 1.5 0.13 液化 0.2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4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4 23 NP 0.29 0.14 1.260 0.722 6.1 8.358 0.20 0.98 0.134 1 0.00 9.25 1.5 0.00 -S-2 3 SM 5 1.82 27 NP 0.56 0.26 1.340 0.944 8.8 12.750 0.24 0.96 0.136 1.78 0.00 8.50 1.5 0.00 -S-3 4.5 SM 7 1.77 21 NP 0.83 0.38 1.220 0.611 11.0 14.054 0.25 0.93 0.136 1.87 0.00 7.75 1.5 0.00 -S-4 6 SM 8 1.82 23 NP 1.10 0.50 1.260 0.722 11.3 14.963 0.26 0.91 0.133 1.97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1 1.89 25 NP 1.39 0.64 1.300 0.833 14.0 19.027 0.30 0.89 0.129 2.31 0.00 6.25 1.5 0.00 -S-6 9 SM 11 1.82 23 NP 1.66 0.76 1.260 0.722 12.8 16.870 0.28 0.87 0.126 2.21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12 1.89 27 NP 1.94 0.89 1.340 0.944 12.8 18.103 0.29 0.84 0.122 2.36 0.00 4.75 1.5 0.00 -S-8 12 SM 13 1.86 36 NP 2.22 1.02 1.520 1.444 12.8 20.956 0.32 0.82 0.119 2.69 0.00 4.00 1.5 0.00 -S-9 13.5 SM 15 1.86 25 NP 2.50 1.15 1.300 0.833 13.8 18.753 0.29 0.80 0.116 2.55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18 1.81 27 NP 2.77 1.27 1.340 0.944 15.5 21.741 0.33 0.78 0.113 2.94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21 1.78 25 NP 3.04 1.39 1.300 0.833 17.1 23.048 0.36 0.75 0.110 3.25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17 1.88 33 NP 3.32 1.52 1.460 1.278 13.0 20.270 0.31 0.73 0.106 2.93 0.00 1.00 1.5 0.00 -S-13 19.5 SM 17 1.81 25 NP 3.59 1.64 1.300 0.833 12.3 16.867 0.28 0.71 0.103 2.70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PL= Σ PLi =

56.43
46.09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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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5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5 1.99 46 NP 0.30 0.15 1.720 2.000 10.0 19.241 0.30 0.98 0.709 0 0.58 9.25 1.5 8.01 液化 0.05S-2 3 SM 11 1.96 45 NP 0.59 0.29 1.700 1.944 18.8 33.974 1.53 0.96 0.696 2.20 0.00 8.50 1.5 0.00 - 1S-3 4.5 ML 10 1.92 67 NP 0.88 0.43 2.350 3.167 15.0 38.511 3.28 0.93 0.687 4.77 0.00 7.75 1.5 0.00 - 1S-4 6 SM 16 1.97 45 NP 1.18 0.58 1.700 1.944 21.3 38.176 3.11 0.91 0.669 4.64 0.00 7.00 1.5 0.00 - 1S-5 7.5 SM 13 1.93 48 NP 1.47 0.72 1.760 2.111 15.6 29.581 0.74 0.89 0.654 1.13 0.00 6.25 1.5 0.00 - 1S-6 9 SM 18 1.99 45 NP 1.76 0.86 1.700 1.944 19.6 35.188 1.89 0.87 0.635 2.97 0.00 5.50 1.5 0.00 - 1S-7 10.5 SM 12 1.96 48 NP 2.06 1.01 1.760 2.111 11.9 23.121 0.36 0.84 0.619 0.58 0.42 4.75 1.5 3.00 液化 0.5S-8 12 SM 13 1.94 50 NP 2.35 1.15 1.800 2.222 11.9 23.730 0.37 0.82 0.603 0.62 0.38 4.00 1.5 2.28 液化 0.5S-9 13.5 ML 21 1.95 53 NP 2.64 1.29 1.860 2.389 17.9 35.721 2.06 0.80 0.587 3.52 0.00 3.25 1.5 0.00 - 1S-10 15 SM 17 1.99 39 NP 2.94 1.44 1.580 1.611 13.5 22.946 0.35 0.78 0.570 0.62 0.38 2.50 1.5 1.41 液化 0.5S-11 16.5 SM 17 1.92 35 NP 3.23 1.58 1.500 1.389 12.7 20.412 0.31 0.75 0.554 0.56 0.44 1.75 1.5 1.14 液化 0.5S-12 18 SM 22 1.96 50 NP 3.52 1.72 1.800 2.222 15.4 30.010 0.79 0.73 0.537 1.47 0.00 1.00 1.5 0.00 - 1S-13 19.5 SM 10 1.91 45 NP 3.81 1.86 1.700 1.944 6.6 13.239 0.25 0.71 0.522 0.47 0.53 0.25 1.5 0.20 液化 0.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5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5 1.99 46 NP 0.30 0.15 1.720 2.000 10.0 19.241 0.30 0.98 0.551 1 0.46 9.25 1.5 6.33 液化 0.1S-2 3 SM 11 1.96 45 NP 0.59 0.29 1.700 1.944 18.8 33.974 1.53 0.96 0.542 2.83 0.00 8.50 1.5 0.00 - 1S-3 4.5 ML 10 1.92 67 NP 0.88 0.43 2.350 3.167 15.0 38.511 3.28 0.93 0.534 6.14 0.00 7.75 1.5 0.00 - 1S-4 6 SM 16 1.97 45 NP 1.18 0.58 1.700 1.944 21.3 38.176 3.11 0.91 0.520 5.97 0.00 7.00 1.5 0.00 - 1S-5 7.5 SM 13 1.93 48 NP 1.47 0.72 1.760 2.111 15.6 29.581 0.74 0.89 0.509 1.45 0.00 6.25 1.5 0.00 - 1S-6 9 SM 18 1.99 45 NP 1.76 0.86 1.700 1.944 19.6 35.188 1.89 0.87 0.494 3.82 0.00 5.50 1.5 0.00 - 1S-7 10.5 SM 12 1.96 48 NP 2.06 1.01 1.760 2.111 11.9 23.121 0.36 0.84 0.481 0.75 0.25 4.75 1.5 1.82 液化 0.5S-8 12 SM 13 1.94 50 NP 2.35 1.15 1.800 2.222 11.9 23.730 0.37 0.82 0.469 0.80 0.20 4.00 1.5 1.21 液化 1S-9 13.5 ML 21 1.95 53 NP 2.64 1.29 1.860 2.389 17.9 35.721 2.06 0.80 0.457 4.52 0.00 3.25 1.5 0.00 - 1S-10 15 SM 17 1.99 39 NP 2.94 1.44 1.580 1.611 13.5 22.946 0.35 0.78 0.443 0.80 0.20 2.50 1.5 0.75 液化 1S-11 16.5 SM 17 1.92 35 NP 3.23 1.58 1.500 1.389 12.7 20.412 0.31 0.75 0.431 0.73 0.27 1.75 1.5 0.72 液化 0.5S-12 18 SM 22 1.96 50 NP 3.52 1.72 1.800 2.222 15.4 30.010 0.79 0.73 0.418 1.89 0.00 1.00 1.5 0.00 - 1S-13 19.5 SM 10 1.91 45 NP 3.81 1.86 1.700 1.944 6.6 13.239 0.25 0.71 0.406 0.61 0.39 0.25 1.5 0.15 液化 0.2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中度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5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5 1.99 46 NP 0.30 0.15 1.720 2.000 10.0 19.241 0.30 0.98 0.131 2 0.00 9.25 1.5 0.00 -S-2 3 SM 11 1.96 45 NP 0.59 0.29 1.700 1.944 18.8 33.974 1.53 0.96 0.129 11.88 0.00 8.50 1.5 0.00 -S-3 4.5 ML 10 1.92 67 NP 0.88 0.43 2.350 3.167 15.0 38.511 3.28 0.93 0.127 25.78 0.00 7.75 1.5 0.00 -S-4 6 SM 16 1.97 45 NP 1.18 0.58 1.700 1.944 21.3 38.176 3.11 0.91 0.124 25.08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3 1.93 48 NP 1.47 0.72 1.760 2.111 15.6 29.581 0.74 0.89 0.121 6.11 0.00 6.25 1.5 0.00 -S-6 9 SM 18 1.99 45 NP 1.76 0.86 1.700 1.944 19.6 35.188 1.89 0.87 0.118 16.02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12 1.96 48 NP 2.06 1.01 1.760 2.111 11.9 23.121 0.36 0.84 0.115 3.13 0.00 4.75 1.5 0.00 -S-8 12 SM 13 1.94 50 NP 2.35 1.15 1.800 2.222 11.9 23.730 0.37 0.82 0.112 3.35 0.00 4.00 1.5 0.00 -S-9 13.5 ML 21 1.95 53 NP 2.64 1.29 1.860 2.389 17.9 35.721 2.06 0.80 0.109 18.99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17 1.99 39 NP 2.94 1.44 1.580 1.611 13.5 22.946 0.35 0.78 0.105 3.36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17 1.92 35 NP 3.23 1.58 1.500 1.389 12.7 20.412 0.31 0.75 0.103 3.05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22 1.96 50 NP 3.52 1.72 1.800 2.222 15.4 30.010 0.79 0.73 0.100 7.95 0.00 1.00 1.5 0.00 -S-13 19.5 SM 10 1.91 45 NP 3.81 1.86 1.700 1.944 6.6 13.239 0.25 0.71 0.097 2.55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PL= Σ PLi =

16.04
10.98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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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6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5 1.87 42 NP 0.28 0.13 1.640 1.778 10.2 18.567 0.29 0.98 0.757 0 0.61 9.25 1.5 8.51 液化 0.05S-2 3 SM 9 1.92 39 NP 0.57 0.27 1.580 1.611 15.8 26.583 0.49 0.96 0.729 0.67 0.33 8.50 1.5 4.16 液化 0.2S-3 4.5 SM 12 1.88 44 NP 0.85 0.40 1.680 1.889 18.5 33.048 1.31 0.93 0.713 1.83 0.00 7.75 1.5 0.00 - 1S-4 6 SM 11 1.88 49 NP 1.13 0.53 1.780 2.167 15.2 29.202 0.70 0.91 0.698 1.00 0.00 7.00 1.5 0.00 - 1S-5 7.5 SM 11 1.86 41 NP 1.41 0.66 1.620 1.722 13.8 23.998 0.38 0.89 0.683 0.56 0.44 6.25 1.5 4.13 液化 0.2S-6 9 SM 13 1.89 48 NP 1.69 0.79 1.760 2.111 14.8 28.145 0.60 0.87 0.664 0.90 0.10 5.50 1.5 0.80 液化 0.5S-7 10.5 SM 13 1.89 43 NP 1.98 0.93 1.660 1.833 13.6 24.372 0.39 0.84 0.647 0.61 0.39 4.75 1.5 2.79 液化 0.5S-8 12 SM 17 1.92 49 NP 2.27 1.07 1.780 2.167 16.4 31.306 0.98 0.82 0.628 1.55 0.00 4.00 1.5 0.00 - 1S-9 13.5 ML 15 1.90 54 NP 2.55 1.20 1.880 2.444 13.4 27.674 0.56 0.80 0.610 0.92 0.08 3.25 1.5 0.38 液化 1S-10 15 SM 22 1.89 44 NP 2.83 1.33 1.680 1.889 18.4 32.788 1.25 0.78 0.593 2.11 0.00 2.50 1.5 0.00 - 1S-11 16.5 SM 17 1.90 43 NP 3.12 1.47 1.660 1.833 13.3 23.960 0.38 0.75 0.575 0.66 0.34 1.75 1.5 0.89 液化 0.5S-12 18 SM 18 1.85 43 NP 3.40 1.60 1.660 1.833 13.3 23.955 0.38 0.73 0.559 0.68 0.32 1.00 1.5 0.48 液化 0.5S-13 19.5 SM 26 1.89 42 NP 3.68 1.73 1.640 1.778 18.2 31.616 1.03 0.71 0.542 1.90 0.00 0.25 1.5 0.00 - 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6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5 1.87 42 NP 0.28 0.13 1.640 1.778 10.2 18.567 0.29 0.98 0.589 0 0.50 9.25 1.5 6.97 液化 0.05S-2 3 SM 9 1.92 39 NP 0.57 0.27 1.580 1.611 15.8 26.583 0.49 0.96 0.567 0.87 0.13 8.50 1.5 1.70 液化 0.5S-3 4.5 SM 12 1.88 44 NP 0.85 0.40 1.680 1.889 18.5 33.048 1.31 0.93 0.555 2.36 0.00 7.75 1.5 0.00 - 1S-4 6 SM 11 1.88 49 NP 1.13 0.53 1.780 2.167 15.2 29.202 0.70 0.91 0.543 1.29 0.00 7.00 1.5 0.00 - 1S-5 7.5 SM 11 1.86 41 NP 1.41 0.66 1.620 1.722 13.8 23.998 0.38 0.89 0.531 0.72 0.28 6.25 1.5 2.63 液化 0.2S-6 9 SM 13 1.89 48 NP 1.69 0.79 1.760 2.111 14.8 28.145 0.60 0.87 0.517 1.16 0.00 5.50 1.5 0.00 - 1S-7 10.5 SM 13 1.89 43 NP 1.98 0.93 1.660 1.833 13.6 24.372 0.39 0.84 0.503 0.78 0.22 4.75 1.5 1.55 液化 1S-8 12 SM 17 1.92 49 NP 2.27 1.07 1.780 2.167 16.4 31.306 0.98 0.82 0.488 2.00 0.00 4.00 1.5 0.00 - 1S-9 13.5 ML 15 1.90 54 NP 2.55 1.20 1.880 2.444 13.4 27.674 0.56 0.80 0.474 1.19 0.00 3.25 1.5 0.00 - 1S-10 15 SM 22 1.89 44 NP 2.83 1.33 1.680 1.889 18.4 32.788 1.25 0.78 0.461 2.71 0.00 2.50 1.5 0.00 - 1S-11 16.5 SM 17 1.90 43 NP 3.12 1.47 1.660 1.833 13.3 23.960 0.38 0.75 0.447 0.85 0.15 1.75 1.5 0.39 液化 1S-12 18 SM 18 1.85 43 NP 3.40 1.60 1.660 1.833 13.3 23.955 0.38 0.73 0.435 0.88 0.12 1.00 1.5 0.19 液化 1S-13 19.5 SM 26 1.89 42 NP 3.68 1.73 1.640 1.778 18.2 31.616 1.03 0.71 0.421 2.44 0.00 0.25 1.5 0.00 - 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中度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6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5 1.87 42 NP 0.28 0.13 1.640 1.778 10.2 18.567 0.29 0.98 0.140 2 0.00 9.25 1.5 0.00 -S-2 3 SM 9 1.92 39 NP 0.57 0.27 1.580 1.611 15.8 26.583 0.49 0.96 0.135 3.64 0.00 8.50 1.5 0.00 -S-3 4.5 SM 12 1.88 44 NP 0.85 0.40 1.680 1.889 18.5 33.048 1.31 0.93 0.132 9.90 0.00 7.75 1.5 0.00 -S-4 6 SM 11 1.88 49 NP 1.13 0.53 1.780 2.167 15.2 29.202 0.70 0.91 0.129 5.41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1 1.86 41 NP 1.41 0.66 1.620 1.722 13.8 23.998 0.38 0.89 0.126 3.02 0.00 6.25 1.5 0.00 -S-6 9 SM 13 1.89 48 NP 1.69 0.79 1.760 2.111 14.8 28.145 0.60 0.87 0.123 4.88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13 1.89 43 NP 1.98 0.93 1.660 1.833 13.6 24.372 0.39 0.84 0.120 3.29 0.00 4.75 1.5 0.00 -S-8 12 SM 17 1.92 49 NP 2.27 1.07 1.780 2.167 16.4 31.306 0.98 0.82 0.116 8.39 0.00 4.00 1.5 0.00 -S-9 13.5 ML 15 1.90 54 NP 2.55 1.20 1.880 2.444 13.4 27.674 0.56 0.80 0.113 4.98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22 1.89 44 NP 2.83 1.33 1.680 1.889 18.4 32.788 1.25 0.78 0.110 11.40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17 1.90 43 NP 3.12 1.47 1.660 1.833 13.3 23.960 0.38 0.75 0.107 3.57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18 1.85 43 NP 3.40 1.60 1.660 1.833 13.3 23.955 0.38 0.73 0.104 3.68 0.00 1.00 1.5 0.00 -S-13 19.5 SM 26 1.89 42 NP 3.68 1.73 1.640 1.778 18.2 31.616 1.03 0.71 0.100 10.23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PL= Σ PLi =

22.13
13.43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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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7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87 44 NP 0.28 0.13 1.680 1.889 6.1 12.197 0.24 0.98 0.754 0 0.69 9.25 1.5 9.53 液化 0.05S-2 3 SM 5 1.94 46 NP 0.57 0.27 1.720 2.000 8.7 17.044 0.28 0.96 0.723 0.39 0.61 8.50 1.5 7.82 液化 0.05S-3 4.5 ML 8 1.93 55 NP 0.86 0.41 1.900 2.500 12.2 25.752 0.45 0.93 0.703 0.64 0.36 7.75 1.5 4.22 液化 0.2S-4 6 SM 10 1.84 46 NP 1.14 0.54 1.720 2.000 13.7 25.636 0.44 0.91 0.694 0.64 0.36 7.00 1.5 3.80 液化 0.2S-5 7.5 SM 13 1.94 38 NP 1.43 0.68 1.560 1.556 16.0 26.576 0.49 0.89 0.673 0.73 0.27 6.25 1.5 2.54 液化 0.2S-6 9 SM 15 1.90 47 NP 1.71 0.81 1.740 2.056 16.9 31.382 0.99 0.87 0.656 1.51 0.00 5.50 1.5 0.00 - 1S-7 10.5 SM 17 1.91 42 NP 2.00 0.95 1.640 1.778 17.5 30.507 0.86 0.84 0.639 1.34 0.00 4.75 1.5 0.00 - 1S-8 12 ML 11 1.86 51 NP 2.28 1.08 1.820 2.278 10.5 21.408 0.33 0.82 0.623 0.52 0.48 4.00 1.5 2.86 液化 0.5S-9 13.5 SM 18 1.84 37 NP 2.56 1.21 1.540 1.500 16.1 26.236 0.47 0.80 0.609 0.78 0.22 3.25 1.5 1.10 液化 1S-10 15 SM 21 1.88 49 NP 2.84 1.34 1.780 2.167 17.5 33.354 1.38 0.78 0.592 2.33 0.00 2.50 1.5 0.00 - 1S-11 16.5 SM 21 1.93 44 NP 3.13 1.48 1.680 1.889 16.4 29.442 0.72 0.75 0.574 1.26 0.00 1.75 1.5 0.00 - 1S-12 18 SM 24 1.93 42 NP 3.42 1.62 1.640 1.778 17.6 30.660 0.88 0.73 0.555 1.58 0.00 1.00 1.5 0.00 - 1S-13 19.5 ML 15 1.88 51 NP 3.70 1.75 1.820 2.278 10.4 21.230 0.32 0.71 0.539 0.60 0.40 0.25 1.5 0.15 液化 0.5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7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87 44 NP 0.28 0.13 1.680 1.889 6.1 12.197 0.24 0.98 0.587 0 0.60 9.25 1.5 8.29 液化 0.05S-2 3 SM 5 1.94 46 NP 0.57 0.27 1.720 2.000 8.7 17.044 0.28 0.96 0.563 0.50 0.50 8.50 1.5 6.41 液化 0.05S-3 4.5 ML 8 1.93 55 NP 0.86 0.41 1.900 2.500 12.2 25.752 0.45 0.93 0.547 0.82 0.18 7.75 1.5 2.10 液化 0.5S-4 6 SM 10 1.84 46 NP 1.14 0.54 1.720 2.000 13.7 25.636 0.44 0.91 0.539 0.82 0.18 7.00 1.5 1.89 液化 0.5S-5 7.5 SM 13 1.94 38 NP 1.43 0.68 1.560 1.556 16.0 26.576 0.49 0.89 0.523 0.94 0.06 6.25 1.5 0.59 液化 0.5S-6 9 SM 15 1.90 47 NP 1.71 0.81 1.740 2.056 16.9 31.382 0.99 0.87 0.510 1.94 0.00 5.50 1.5 0.00 - 1S-7 10.5 SM 17 1.91 42 NP 2.00 0.95 1.640 1.778 17.5 30.507 0.86 0.84 0.497 1.72 0.00 4.75 1.5 0.00 - 1S-8 12 ML 11 1.86 51 NP 2.28 1.08 1.820 2.278 10.5 21.408 0.33 0.82 0.485 0.67 0.33 4.00 1.5 1.97 液化 0.5S-9 13.5 SM 18 1.84 37 NP 2.56 1.21 1.540 1.500 16.1 26.236 0.47 0.80 0.473 1.00 0.00 3.25 1.5 0.02 液化 1S-10 15 SM 21 1.88 49 NP 2.84 1.34 1.780 2.167 17.5 33.354 1.38 0.78 0.460 2.99 0.00 2.50 1.5 0.00 - 1S-11 16.5 SM 21 1.93 44 NP 3.13 1.48 1.680 1.889 16.4 29.442 0.72 0.75 0.446 1.62 0.00 1.75 1.5 0.00 - 1S-12 18 SM 24 1.93 42 NP 3.42 1.62 1.640 1.778 17.6 30.660 0.88 0.73 0.432 2.03 0.00 1.00 1.5 0.00 - 1S-13 19.5 ML 15 1.88 51 NP 3.70 1.75 1.820 2.278 10.4 21.230 0.32 0.71 0.419 0.77 0.23 0.25 1.5 0.09 液化 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7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87 44 NP 0.28 0.13 1.680 1.889 6.1 12.197 0.24 0.98 0.140 2 0.00 9.25 1.5 0.00 -S-2 3 SM 5 1.94 46 NP 0.57 0.27 1.720 2.000 8.7 17.044 0.28 0.96 0.134 2.09 0.00 8.50 1.5 0.00 -S-3 4.5 ML 8 1.93 55 NP 0.86 0.41 1.900 2.500 12.2 25.752 0.45 0.93 0.130 3.44 0.00 7.75 1.5 0.00 -S-4 6 SM 10 1.84 46 NP 1.14 0.54 1.720 2.000 13.7 25.636 0.44 0.91 0.128 3.45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3 1.94 38 NP 1.43 0.68 1.560 1.556 16.0 26.576 0.49 0.89 0.125 3.94 0.00 6.25 1.5 0.00 -S-6 9 SM 15 1.90 47 NP 1.71 0.81 1.740 2.056 16.9 31.382 0.99 0.87 0.122 8.13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17 1.91 42 NP 2.00 0.95 1.640 1.778 17.5 30.507 0.86 0.84 0.118 7.24 0.00 4.75 1.5 0.00 -S-8 12 ML 11 1.86 51 NP 2.28 1.08 1.820 2.278 10.5 21.408 0.33 0.82 0.115 2.82 0.00 4.00 1.5 0.00 -S-9 13.5 SM 18 1.84 37 NP 2.56 1.21 1.540 1.500 16.1 26.236 0.47 0.80 0.113 4.19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21 1.88 49 NP 2.84 1.34 1.780 2.167 17.5 33.354 1.38 0.78 0.110 12.57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21 1.93 44 NP 3.13 1.48 1.680 1.889 16.4 29.442 0.72 0.75 0.106 6.82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24 1.93 42 NP 3.42 1.62 1.640 1.778 17.6 30.660 0.88 0.73 0.103 8.53 0.00 1.00 1.5 0.00 -S-13 19.5 ML 15 1.88 51 NP 3.70 1.75 1.820 2.278 10.4 21.230 0.32 0.71 0.100 3.24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PL= Σ PLi =

32.02
21.34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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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8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4 45 NP 0.29 0.14 1.700 1.944 6.1 12.256 0.24 0.98 0.727 0 0.67 9.25 1.5 9.35 液化 0.05S-2 3 SM 9 1.89 42 NP 0.57 0.27 1.640 1.778 15.7 27.540 0.55 0.96 0.720 0.77 0.23 8.50 1.5 2.96 液化 0.5S-3 4.5 SM 8 1.99 48 NP 0.87 0.42 1.760 2.111 12.1 23.426 0.37 0.93 0.693 0.53 0.47 7.75 1.5 5.48 液化 0.2S-4 6 SM 12 1.98 38 NP 1.17 0.57 1.560 1.556 16.1 26.617 0.49 0.91 0.673 0.73 0.27 7.00 1.5 2.80 液化 0.2S-5 7.5 SM 17 1.97 43 NP 1.47 0.72 1.660 1.833 20.4 35.724 2.07 0.89 0.654 3.16 0.00 6.25 1.5 0.00 - 1S-6 9 SM 17 1.89 46 NP 1.75 0.85 1.720 2.000 18.7 34.095 1.56 0.87 0.642 2.44 0.00 5.50 1.5 0.00 - 1S-7 10.5 SM 15 1.95 46 NP 2.04 0.99 1.720 2.000 15.1 27.927 0.58 0.84 0.624 0.93 0.07 4.75 1.5 0.48 液化 1S-8 12 SM 18 1.85 42 NP 2.32 1.12 1.640 1.778 16.8 29.366 0.72 0.82 0.612 1.17 0.00 4.00 1.5 0.00 - 1S-9 13.5 SM 24 1.93 42 NP 2.61 1.26 1.640 1.778 20.8 35.950 2.15 0.80 0.595 3.61 0.00 3.25 1.5 0.00 - 1S-10 15 SM 21 1.89 33 NP 2.89 1.39 1.460 1.278 17.1 26.201 0.47 0.78 0.580 0.81 0.19 2.50 1.5 0.71 液化 1S-11 16.5 SM 19 1.79 35 NP 3.16 1.51 1.500 1.389 14.6 23.315 0.36 0.75 0.567 0.64 0.36 1.75 1.5 0.94 液化 0.5S-12 18 SM 27 1.89 48 NP 3.44 1.64 1.760 2.111 19.6 36.579 2.39 0.73 0.551 4.33 0.00 1.00 1.5 0.00 - 1S-13 19.5 SM 25 1.93 36 NP 3.73 1.78 1.520 1.444 17.1 27.466 0.55 0.71 0.533 1.03 0.00 0.25 1.5 0.00 - 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嚴重液化

設計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8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4 45 NP 0.29 0.14 1.700 1.944 6.1 12.256 0.24 0.98 0.565 0 0.58 9.25 1.5 8.06 液化 0.05S-2 3 SM 9 1.89 42 NP 0.57 0.27 1.640 1.778 15.7 27.540 0.55 0.96 0.560 0.99 0.01 8.50 1.5 0.17 液化 0.5S-3 4.5 SM 8 1.99 48 NP 0.87 0.42 1.760 2.111 12.1 23.426 0.37 0.93 0.539 0.68 0.32 7.75 1.5 3.73 液化 0.2S-4 6 SM 12 1.98 38 NP 1.17 0.57 1.560 1.556 16.1 26.617 0.49 0.91 0.523 0.94 0.06 7.00 1.5 0.60 液化 0.5S-5 7.5 SM 17 1.97 43 NP 1.47 0.72 1.660 1.833 20.4 35.724 2.07 0.89 0.509 4.06 0.00 6.25 1.5 0.00 - 1S-6 9 SM 17 1.89 46 NP 1.75 0.85 1.720 2.000 18.7 34.095 1.56 0.87 0.499 3.14 0.00 5.50 1.5 0.00 - 1S-7 10.5 SM 15 1.95 46 NP 2.04 0.99 1.720 2.000 15.1 27.927 0.58 0.84 0.486 1.20 0.00 4.75 1.5 0.00 - 1S-8 12 SM 18 1.85 42 NP 2.32 1.12 1.640 1.778 16.8 29.366 0.72 0.82 0.476 1.51 0.00 4.00 1.5 0.00 - 1S-9 13.5 SM 24 1.93 42 NP 2.61 1.26 1.640 1.778 20.8 35.950 2.15 0.80 0.463 4.64 0.00 3.25 1.5 0.00 - 1S-10 15 SM 21 1.89 33 NP 2.89 1.39 1.460 1.278 17.1 26.201 0.47 0.78 0.451 1.04 0.00 2.50 1.5 0.00 - 1S-11 16.5 SM 19 1.79 35 NP 3.16 1.51 1.500 1.389 14.6 23.315 0.36 0.75 0.441 0.82 0.18 1.75 1.5 0.46 液化 1S-12 18 SM 27 1.89 48 NP 3.44 1.64 1.760 2.111 19.6 36.579 2.39 0.73 0.428 5.57 0.00 1.00 1.5 0.00 - 1S-13 19.5 SM 25 1.93 36 NP 3.73 1.78 1.520 1.444 17.1 27.466 0.55 0.71 0.415 1.32 0.00 0.25 1.5 0.00 - 1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中度液化

中小地震考量0.0 m
孔

號

深     

 度    (m) 土

壤

分

類

N
值

單

位

重

FC PI 覆

土

壓

力

有

效

土

壓

力

以有效覆

土壓力1kgf/cm2
等

值換算求

得之N值 土壤粒度影

響之修正N
值

土壤發生液化

時之反覆三軸

剪力強度比

尖峰剪應

力比沿深

度方向之

折減係數

地震引

起的剪

應比

液化抵

抗率
液化評估

折減

係數BH-8 t/m3 % σ。 σ。' C1 C2 N1 Na R γd L FL F(z) W(z) dz PLi DES-1 1.5 SM 3 1.94 45 NP 0.29 0.14 1.700 1.944 6.1 12.256 0.24 0.98 0.135 2 0.00 9.25 1.5 0.00 -S-2 3 SM 9 1.89 42 NP 0.57 0.27 1.640 1.778 15.7 27.540 0.55 0.96 0.133 4.15 0.00 8.50 1.5 0.00 -S-3 4.5 SM 8 1.99 48 NP 0.87 0.42 1.760 2.111 12.1 23.426 0.37 0.93 0.128 2.85 0.00 7.75 1.5 0.00 -S-4 6 SM 12 1.98 38 NP 1.17 0.57 1.560 1.556 16.1 26.617 0.49 0.91 0.125 3.96 0.00 7.00 1.5 0.00 -S-5 7.5 SM 17 1.97 43 NP 1.47 0.72 1.660 1.833 20.4 35.724 2.07 0.89 0.121 17.04 0.00 6.25 1.5 0.00 -S-6 9 SM 17 1.89 46 NP 1.75 0.85 1.720 2.000 18.7 34.095 1.56 0.87 0.119 13.17 0.00 5.50 1.5 0.00 -S-7 10.5 SM 15 1.95 46 NP 2.04 0.99 1.720 2.000 15.1 27.927 0.58 0.84 0.116 5.03 0.00 4.75 1.5 0.00 -S-8 12 SM 18 1.85 42 NP 2.32 1.12 1.640 1.778 16.8 29.366 0.72 0.82 0.113 6.32 0.00 4.00 1.5 0.00 -S-9 13.5 SM 24 1.93 42 NP 2.61 1.26 1.640 1.778 20.8 35.950 2.15 0.80 0.110 19.47 0.00 3.25 1.5 0.00 -S-10 15 SM 21 1.89 33 NP 2.89 1.39 1.460 1.278 17.1 26.201 0.47 0.78 0.107 4.38 0.00 2.50 1.5 0.00 -S-11 16.5 SM 19 1.79 35 NP 3.16 1.51 1.500 1.389 14.6 23.315 0.36 0.75 0.105 3.46 0.00 1.75 1.5 0.00 -S-12 18 SM 27 1.89 48 NP 3.44 1.64 1.760 2.111 19.6 36.579 2.39 0.73 0.102 23.39 0.00 1.00 1.5 0.00 -S-13 19.5 SM 25 1.93 36 NP 3.73 1.78 1.520 1.444 17.1 27.466 0.55 0.71 0.099 5.54 0.00 0.25 1.5 0.00 -
覆土及有效土壓力單位為kg/cm2

無液化PL= Σ PLi =

22.74
13.02
0.00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地下水位: 0.3600 g
地下水位: 0.2800 g
地下水位: 0.0667 g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水平加速度A=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與細粒土壤含有

率相關之N值修
正係數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PL= Σ PLi =
液化潛能指數                  

    PLi = W(z) F(z)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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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彩色現場施工及岩心箱照片    



 BH-1 BH-1 BH-1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BH-1 BH-1 BH-1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1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1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1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孔號： BH-2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孔號： BH-2 深度：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2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2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2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孔號： BH-3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孔號： BH-3 深度：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3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3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3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孔號： BH-4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孔號： BH-4 深度：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4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4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4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孔號： BH-5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孔號： BH-5 深度：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5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5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5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孔號： BH-6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孔號： BH-6 深度：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6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6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6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孔號： BH-7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孔號： BH-7 深度：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7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7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7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孔號： BH-8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前 

 
孔號： BH-8 深度： 40.0M 工作目： 施工中 

 
孔號： BH-8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施工後 



 
孔號： BH-8 深度： 40.0M 工作項目： 水深 

 
孔號： BH-8 深度： 40.0M 工作目： 深度驗收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1 
1/10 

0~4m 

 

BH-1 
2/10 

4~8m 

 

BH-1 
3/10 

8~12m 

 

BH-1 
4/10 

12~16m 

 

BH-1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1 
6/10 

20~24m 

 

BH-1 
7/10 

24~28m 

 

BH-1 
8/10 

28~32m 

 

BH-1 
9/10 

32~36m 

 

BH-1 
10/10 

36~4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2 
1/10 

0~4m 

 

BH-2 
2/10 

4~8m 

 

BH-2 
3/10 

8~12m 

 

BH-2 
4/10 

12~16m 

 

BH-2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2 
6/10 

20~24m 

 

BH-2 
7/10 

24~28m 

 

BH-2 
8/10 

28~32m 

 

BH-2 
9/10 

32~36m 

 

BH-2 
10/10 

36~4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3 
1/10 

0~4m 

 

BH-3 
2/10 

4~8m 

 

BH-3 
3/10 

8~12m 

 

BH-3 
4/10 

12~16m 

 

BH-3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3 
6/10 

20~24m 

 

BH-3 
7/10 

24~28m 

 

BH-3 
8/10 

28~32m 

 

BH-3 
9/10 

32~36m 

 

BH-3 
10/10 

36~4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4 
1/10 

0~4m 

 

BH-4 
2/10 

4~8m 

 

BH-4 
3/10 

8~12m 

 

BH-4 
4/10 

12~16m 

 

BH-4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4 
6/10 

20~24m 

 

BH-4 
7/10 

24~28m 

 

BH-4 
8/10 

28~32m 

 

BH-4 
9/10 

32~36m 

 

BH-4 
10/10 

36~4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5 
1/10 

0~4m 

 

BH-5 
2/10 

4~8m 

 

BH-5 
3/10 

8~12m 

 

BH-5 
4/10 

12~16m 

 

BH-5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5 
6/10 

20~24m 

 

BH-5 
7/10 

24~28m 

 

BH-5 
8/10 

28~32m 

 

BH-5 
9/10 

32~36m 

 

BH-5 
10/10 

36~4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6 
1/10 

0~4m 

 

BH-6 
2/10 

4~8m 

 

BH-6 
3/10 

8~12m 

 

BH-6 
4/10 

12~16m 

 

BH-6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6 
6/10 

20~24m 

 

BH-6 
7/10 

24~28m 

 

BH-6 
8/10 

28~32m 

 

BH-6 
9/10 

32~36m 

 

BH-6 
10/10 

36~4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7 
1/10 

0~4m 

 

BH-7 
2/10 

4~8m 

 

BH-7 
3/10 

8~12m 

 

BH-7 
4/10 

12~16m 

 

BH-7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7 
6/10 

20~24m 

 

BH-7 
7/10 

24~28m 

 

BH-7 
8/10 

28~32m 

 

BH-7 
9/10 

32~36m 

 

BH-7 
10/10 

36~4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8 
1/10 

0~4m 

 

BH-8 
2/10 

4~8m 

 

BH-8 
3/10 

8~12m 

 

BH-8 
4/10 

12~16m 

 

BH-8 
5/10 

16~20m 

 

 

  



 

工程名稱 台南海水淡化廠先期作業地質鑽探 

孔號 箱號 岩       心      樣       品 

BH-8 
6/10 

20~24m 

 

BH-8 
7/10 

24~28m 

 

BH-8 
8/10 

28~32m 

 

BH-8 
9/10 

32~36m 

 

BH-8 
10/10 

36~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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