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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梗，可能受到人工回填土之強弱，噴砂沿回

填介面流動。地下水位受環境因子影響敏感，可

能因地震力而異常升高。獨棟建物之災損明顯高

於鄰近連棟建築。

第四篇為鍾承哲等人所撰寫之「屏東平原地

層特性與土壤液化潛能評估」，本文以屏東平原八

行政區補充地質鑽探成果提出地層架構，蒐集自計

式水位觀測計結果，分別以多種方法進行土壤液化

分析探討分析結果與了解土壤液化潛勢分布。文中

提出屏東在地地層架構，可供後續計畫參考。

報導性文章為邱禎龍科長等人所撰寫「地礦

中心土壤液化潛勢調查成果」，本文詳細說明自

105年 0206美濃地震公布土壤液化潛勢圖以及

105年 4月修正災害防救法新增土壤液化潛勢分

布圖為震災潛勢資料之公開項目，地礦中心提出

相關計畫進行地質鑽探、三維地質資料庫及液化

潛勢更新，提供國土規劃與重大公共建設參考。

活動花絮為吳佳陵技師所撰寫之「第一屆盤

古盃啤酒節—屬於專業技師的啤酒節」，盤古開天

地、攜手並共進，令人難忘的啤酒嘉年華，本次

活動人數超過 400人，凝聚公會會員向心力，非

常精彩。

編者要對於本期提供文章、廣告、審稿、排

版、對稿的所有人員致最誠摯的感謝。

第二篇技術論文由徐明志技師、曾豊升技師

所撰寫「由既設構造物之土壤液化防治對策及工

法」，既設構造物之土壤液化防治措施時，受構造

物空間及環境限制，需綜合場地特性及環境條

件、施工可行性和經濟性等因素，評估選擇適當

且有效對策工法。既設構造物改善措施若無法達

到完全防止土壤液化理想目標，導入性能設計理

念，必要時採用減輕土壤液化程度之對策工法。

日本國土交通省「市街地液化對策推進指引」，相

關指引可供國內相關機構政策制定及推動參考。

工程技術乙篇，由黃富國教授等人撰寫

「SCPTu土壤液化危害度分析—以台南新化再液

化場址為例」，台南新化自 1946年起曾多次發生

土壤液化現象，2010年桃源地震及 2016年美濃

地震皆在同一區域發生液化噴砂，鄰近有高鐵通

過，更是受到重視，本文針對新化再液化場址，

進行深入之研究及探討。以震測水壓式圓錐貫入

試驗 (SCPTu)資料，採蒙地卡羅模擬考慮地震力

之不確定性搭配高斯模擬法考量土層特性參數之

空間結構與變異性，使分析結果更切合實際情

境。本研究成果可作為再液化場址之抗液化工程

設計及擬定降低液化損害措施決策之參考。

工程案例總計有四篇，第一篇為國震中心盧

志杰博士撰寫之「近期引致土壤液化地震摘要回

顧」，本文系統性的整理國內外地震土壤液化之災

損案例，為利於實務工程師瞭解及探究近期引致

土壤液化地震事件，蒐集、整理近年來比較著名

引致土壤液化地震事件，並從中擷取精要之內

容，以及各地震事件值得學習之經驗，提供實務

工程師參考。文未也提出相關土壤液化工程實務

見解包括醫院重要建築應積極進行抗液化設計、

液化地層上浮力考量、鼓勵支持年輕工程師參與

震災勘災等。

第二篇為鄭清江技師、陳智誠技師撰寫之

「921中部液化災區建築物勘查探討抗液化對策

與後續研議」，921地震時，許多技師先進參與勘

救災，貢獻卓著，本文由調查 921 地震液化災區

內建物之受損情形，分析建物樓高、基礎型式、

荷重偏心與液化時建物之損壞關係，提出台灣地

區抗液化對策及地盤改良工法最適性之建議，以

及有關法令、規範對於抗液化調查、設計之建

議。文中對於地質鑽探調查被長期忽視，液化評

估需求觀念缺乏，土層改良及基礎型式選擇因應

對策不正確認知等，期待能扭轉修正相關理念。

第三篇為葉家志地質技師等所撰寫之「歷史

土壤液化災害調查」，本文探討台南惠安街土壤液

化，從建物、環境、地質、地下水等調查資料，

歸納惠安街土壤液化沉陷原因。魚塭回填之土壤

強度較低，魚塭底部黏土層不易發生液化，故液

化沉陷發生在近地表處。土壤液化區接近舊魚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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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就是 921地震 25周年了，年輕的工程

師可能沒有經歷過 921地震的震撼，很難切身體

驗或感受。回顧 921地震造成大範圍土壤液化，

大規模土壤液化研究如火如荼展開，也獲得國內

外專業機構之肯定，本期很榮幸擔任期刊主編，

本期主題為土壤液化專輯，另收納一篇主題為大

口徑鑽掘樁試樁及力學行為探討，特別邀請國內

相關學有專精之產、官、學等各界共襄盛舉。

人物專訪國內土壤液化大師陳景文教授，陳

景文教授也是大地技師，於公會辦理臺南市等 10

縣市土壤液化專案顧問擔任主持人或顧問，扮演

關鍵角色以及品質保證，陳老師以生動有趣的口

吻回顧從選擇土木，進入大地工程，再到以土壤

液化作為研究主力的緣由，對於 921地震勘災以

及現場的觀察，談論近期土壤液化關心的核心問

題等，內容精彩發人省思。

技術論文有二篇，首先是由台灣海洋大學河

海工程系林三賢教授所撰文「榫入砂岩大口徑鑽掘

樁之行為探討」一文，該文以台北市區執行 14支

大口徑鑽掘樁試樁結果之綜合成果分析，再與既有

文獻相似試樁之結果比較。文內主要探討樁周摩擦

阻抗及樁底點承載與岩盤單壓強度、彈性模數、榫

入岩盤深度和達最大值所需的變形量等因素之影

響。其結果可供將來位於台北盆地或相似砂岩地盤

相關建設有關基樁入岩設計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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