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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參加第十一屆中國樁基工程學術會議行程自 102 年 10 月 14 日至 102 年 10 月 17 

日共 4 天。第一天(10 月 14 日)出發搭乘接駁車前往高雄小港機場，搭港龍空班機前往香

港機場，轉機再搭乘東南航空至中國江蘇無錫機場並搭計程車前往會議與住宿地點凱賓斯

基酒店。於第二天(10 月 15 日)首先與邀請系上參與此盛會的會議協辦單位浙江理工大學

的教授們會晤進行友好交流，轉達第一科大營建系對浙理大的姊妹夥伴們的重視。第三天

(10 月 16 日)早上大會正式開始，本人被安排在下午第一場議程中的第一位報告者，此安

排足以見出浙理大對第一科大重視。第四天(10 月 17)清晨五點即啟程前往機場，車程約一

個半小時，車資為 300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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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第11屆全國樁基工程學術會議對近年來樁基工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應用經驗、發展趨

勢及難點熱點問題和樁工機械設備研發、製造廠商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本人此次參加全國

樁基工程學術會議發表「以三維有效應力法分析群樁動態試驗研究」論文，聆聽國外學者最

新的研究，並得到他們對自己論文看法，作為日後修改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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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第11屆全國樁基工程學術會議由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土力學及岩石工程分會樁基基礎學會委員

會、中國工程建設標準化協會地基基礎專業委員會和江蘇省土木建築協會於2013年10月16至18日在江

蘇宜興召開，針對近年來樁基工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應用經驗、發展趨勢及難點熱點問題

和樁工機械設備研發、製造廠商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 

    本人本次於會議中發表之論文是有關植入式基樁的相關研究，茲摘錄重點如下： 

    隨著高鐵、城際快鐵、橋梁、高層建築水利等建設的快速發展，市場對於樁基的要求越

來越高。中國各區有大量的樁基需求，也因此整個樁基從設計、檢核、施工等等的運用上已

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在台灣為減少施工產生振動對於鄰近老舊構造物或工廠生產線的產

製造成影響，在高科技廠房、化工廠或鋼鐵廠內的新建工程中，若需要使用樁基，植入式基

樁是工程師最樂意的選擇。因為它兼具了施工低噪音、低振動、品管容易、工期短，經濟效

益高等優點。植入式基樁依樁蕊植入的方式，可分為預鑽孔式、中掘式及回轉壓入式等三種

類型。預鑽孔之植入式基樁的施工方式因施作容易及速度快，目前在台灣的植入式基樁以該

型式為主流。近日在高雄地區許多大型工程則開始使用以連續壁挖掘器所挖掘出的方形樁。

因其在施工上便利並且大基樁以垂直向承載力控制下的設計時，會是一個不錯的選擇。 

    一般而言，確認基樁施工品質最可靠之方式為樁載重試驗，樁載重試驗依其功能之不同

而分有前期載重試驗(Preliminary Pile Load Test)及基樁驗證載重試驗(Pile Prove Load 

Test)兩種，前者試樁之目的在於檢核設計參數與瞭解基樁工法於該工區之適用性，後者主要

之目的則在於驗證基樁施工品質，關於試樁數量之決定，前期載重試驗樁係以該區地層之變

異程度、上層結構物之重要性與工法適用性之掌握程度而定，並選定非工作樁為試驗樁；後

者則與基樁施工數量或橋墩結構之重要性而定，均選定工作樁來試驗。 

    前期載重試驗為求得基樁設計之相關地層與基樁間之力學行為資料，一般會在樁內裝設

若干種類之監測儀器，例如鋼筋計(Rebar)、樁底荷重計(Load Cell)、樁身伸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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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ometer)、傾度管(Inclinometer，配合側向載重試驗使用)等，由試驗結果可獲得樁

身、樁底與土壤間之互制行為參數(T-Z Curve)，並可依據該資料評估設計最佳化之可行性(例

如在符合設計需求情形下縮短樁長或樁徑等經濟設計)，為獲取完整地層與基樁間互制行為，

試驗中最大載重應盡可能使基樁變位達極限降伏破壞狀態。 

    驗證載重試驗樁之試驗荷重取決於基樁設計荷重與負摩擦力值大小而定，一般均要求至

少需達兩倍設計荷重或1.5倍設計荷重加1.2倍負摩擦力總合之較大值，如驗證載重試驗結果

確認工作樁沉陷變位行為不符設計要求時，承商除應無償負責該基樁之補強工作外，承包商

亦將被要求增加一組載重試驗，以進一步確認該組(Group)工作樁之施工品質。 

    前述基樁載重試驗之載重方式依其受力行為而有軸向、拉拔、側向載重等，荷重/反力加

載方式常見者有反力樁加反力樑以及呆重兩類，在捷運木柵線亦有以地錨為反力來源者。 

 
與會的學者就本人所發表的論文進行非常熱烈的討論，也讓本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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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最後要感謝國家提供補助，使本人能順利成行，到江蘇宜興發表論文，期盼能繼續得到

支持。台灣南部學術界所分配到的資源有限，期盼國家對南部的學者，能給予更多補助。 

 
 
 
 
 
 
 
 
 
 



 

附錄 

 

會議現場學者雲集 

 

本人被安排在第一位發表論文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