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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橋梁研討會(International Bridge Conference, IBC)」係一年一度於美

國舉行之國際橋梁工程實務交流會議，由美國西賓州工程學會 (ESWP)與美國

道路暨運輸界協會(ARTBA)共同主辦，慣例於每年 6 月份的第 2 個星期假匹茲

堡市勞倫斯會議中心舉行，會議為期 3 天，規模約為 1,200~1,500 人與會參加，

透過參與此研討會，可蒐集、吸收、交流美國及國際間最新橋梁工程實務之相

關資訊及技術。  

與我國進行長期技術交流且關係友好密切的「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大會

籌備委員 Mr. Myint Lwin，推薦臺灣爭取擔任 2015 年「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

主題國家(Featured Country)，我國於 2012 年 4 月 16 日接獲由時任會議主席

Mr. Matthew P. McTish 署名之大會邀請函，其中並以「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之正式名稱稱謂我國以表重視，我方由時任交通部長之行政院毛院長治國代表

接受邀請。此次會議是我國少數得以國家正式英文全名出席參加的重要國際研

討會，所代表意義深遠。  

本次出國行程之安排，主要為參加「2015 IBC 國際橋梁研討會」及「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我國以「SAFE Taiwan – Symbiosis with the 

Environment」(安全臺灣－與環境共生) 作為展覽主題，主題下研擬：「永續臺

灣」、「防災臺灣」、「發現臺灣」等 3 項子題，本局在「永續臺灣」子題下以「國

道 1 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及「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參與研討會主

題國展示及主題講座分享，均獲得與會各界代表極大迴響熱烈討論，以及一致

的讚揚推崇，成功達到展現我國橋梁工程邁向永續經營的目標與精緻化成果，

整合國內產官學界的工程研發技術走向國際的預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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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5 年國際橋梁研討會(IBC)」  

及「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 

出國報告  

 
一、前言與目的 

鑒於國內公路橋梁平均橋齡多已超過 20 年以上，自 2005 年開始由本局、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及交通部公路總局等 3 個單位，共同籌組第 1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以建立臺、美兩國工程技術的正式交流平

台，每年輪流在臺、美兩地舉行研討會議，迄 2013 年止已辦理九屆，雙方關

係密切深厚。  

「國際橋梁研討會(International Bridge Conference, IBC)」係一年一度於美

國 舉 行 之 國 際 橋 梁 工 程 實 務 交 流 會 議 ， 由 美 國 西 賓 州 工 程 學 會 (Engineers’ 

Society of Western Pennsylvania, ESWP)與美國道路暨運輸界協會 (American 

Road and Transportation Builders Association, ARTBA)共同主辦，該研討會自

1984 年舉辦第 1 屆研討會議後，慣例於每年 6 月份的第 2 個星期假匹茲堡市

勞倫斯會議中心(The David L. Lawrence Convention Center, Pittsburg)舉行，會

議為期 3 天，規模約為 1,200~1,500 人與會參加，議程包含：專題講座(Keynote 

Sessions)、 主 題 國 專題講座(Featured Country Session)、 技 術 講 座 (Technical 

Sessions)、專題研討(Workshops)及橋梁產業展覽(Exhibition)等，發表論文議題

含括：橋梁設計、施工、維護、創新觀念、檢測技術與儀器、評估、修復、基

礎問題及永續經營等，透過參與此研討會，可蒐集、吸收、交流美國及國際間

最新橋梁工程實務之相關資訊及技術。  

「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大會主辦單位自 2007 年起將展覽區之中央攤位

設定為主題國展覽區，邀請於國際間在橋梁工程領域發展具有卓越成就與貢獻

的國家，組團共襄盛舉參加此一橋梁工程界之年度盛會，2007 年首屆邀請的

主題國家為中國，2011 年邀請的主題國家為南韓。  

與我國進行長期技術交流且關係友好密切的「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大

會籌備委員 Mr. Myint Lwin (同時也是「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美方主

任委員，時任美國聯邦公路總署 FHWA 橋梁司司長)，特別推崇我國 30 年來

在公路橋梁技術之創新研發成果，因此推薦臺灣爭取擔任 2015 年「國際橋梁

研討會 , IBC」主題國家(Featured Country)，經大會討論同意後，我國於 2012

年 4 月 16 日接獲由時任會議主席 Mr. Matthew P. McTish 署名之大會邀請函，

其中並以「Taiwan, Republic of China」之正式名稱稱謂我國以表重視，我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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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交通部長之行政院毛院長治國代表接受邀請，擔任 2015 年「國際橋梁研

討會 , IBC」主題國家(Featured Country)。此次會議是我國少數得以國家正式英

文全名出席參加的重要國際研討會，所代表意義深遠。  

另原訂於 2014 年由美方在美國舉辦的「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

會」，考量臺、美雙方主要參與人員均一同參加 2015 「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

而且會議舉行時間及地點也都可以和「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緊密結合，因

此在 103 年 8 月 26 日由時任交通部次長之交通部陳部長建宇主持的「臺灣參

與 2015 國際橋梁研討會」第 2 次籌備會議中決議，與美方就兩研討會合併考

量規劃。  

藉由參加 2015「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以及「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

工程研討會」兩具重量級之國際研討會，期望能達到以下目的：  

 提升我國橋梁工程技術，與美方創造更多元的合作關係。  

 收集、吸收、交流世界各國最新橋梁工程相關資訊與技術。  

 展現我國橋梁工程邁向永續經營的目標與精緻化成果  

 整合國內產官學界的工程研發技術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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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2.1 行程概要 

本次出國參展時間為自 104 年 6 月 5 日出國至 6 月 15 日返國，全程共計

11 日，以參加「國際橋梁研討會(IBC, International Bridge Conference)」及「第

10 屆臺 美 公 路及 橋 梁工 程 研 討會 」 為 主， 內 容 包含 辦理 IBC 主 題 國展 示

(Featured Country Exhibition)、專題講座(Keynote Sessions)、主題國專題講座

(Featured Country Session)、參加橋梁產業展覽(Bridge Industry Exhibition)、參

與臺美研討會專題研討、建設參訪等，行程地點包含加利佛尼亞州舊金山市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賓西凡尼亞州匹茲堡市(Pittsburgh, Pennsylvania)、

紐澤西州澤西市(Jersey City, New Jersey)及紐約州紐約市(New York City, New 

York) (如圖 2.1-1)。此行相關行程概要如表 2.1-1。  

本次出國參展行程之指導單位係為交通部，由范常務次長植谷代表領隊，

主辦單位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共同主辦單位包含本局、公路總局、

運輸研究所、部屬其他工程單位、內政部營建署、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及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等，共計 10 個單位協辦單位為包含

國內主要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工程廠商等共 9 家，秘書單位為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總計產官學界共 22 個單位、55 人參加與會。(如圖 2.1-2) 

 

圖 2.1-1 出國參展行程示意圖  

舊金山 

紐約

匹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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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出國參展行程概要  

日期 起迄地點 行程摘要 

6/5 五 臺北市(桃園機場)→美

國加州舊金山市 

 去 程 ， 前 往 美 國 加 州 舊 金 山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6/6 六 加州舊金山市  參觀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Oakland 

Bay Bridge)及拜訪管理單位加州交通廳

(Caltrans) 

 參 觀 舊 金 山 金 門 大 橋 (Golden Gate 

Bridge) 

6/7 日 加州舊金山市→賓州匹

茲堡市 

 去 程 ， 前 往 賓 州 匹 茲 堡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IBC 會場展覽前置作業 

6/8~

6/12 

一 

~五 

賓州匹茲堡市  參加「2015 IBC 國際橋梁研討會」 

 參加第「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

會」 

6/13 六 賓州匹茲堡市→紐澤西

州澤西市 

 回程，前往紐澤西州澤西市(Jersey City, 

New Jersey) 

 建設參觀 

6/14 日 紐澤西州澤西市→紐約

州紐約市 

 回程，前往紐約市(New York City, New 

York) 

 建設參觀 

6/15 一 紐約州紐約市→臺北市  回程，返回臺北 

圖 2.1-2 出國參展團隊－產官學界成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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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出國參展團隊－產官學界成員-(2) 

圖 2.1-2 出國參展團隊－產官學界成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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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程經過與內容 

本次出國參展時程共計 11 日，扣除來回班機航程，停留美國時間為 8 日，

行程內容安排頗為豐富，包含參加「國際橋梁研討會(IBC, International Bridge 

Conference)」、「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橋梁工程與城市建設參

觀等，而且行程地點跨越美國大陸東西兩岸，除搭乘國際航班外，尚須轉乘美

國國內航線及高速公路巴士，主要行程內容記要如后：  

2.2.1 「2015 IBC 國際橋梁研討會」 

本次「2015 IBC 國際橋梁研討會」係於 104/6/8~6/10 在美國賓西凡尼亞州

匹茲堡市(Pittsburgh, Pennsylvania)舉行，共計有 100 多個單位報名參加與會。

大會會場設在位於阿勒格尼河 (Allegheny River)河畔的勞倫斯 會議中心 -The 

David L. Lawrence Conventional Center (如圖 2.2.1-1)，會議中心二樓展場的中

央區為主題國家(Featured Country)展示場，四處角隅分布置為獨立主題講座會

場，其餘空間規劃為展覽攤位，提供下一年度主題國家宣傳預展，以及提供橋

梁產業廠商展示相關產品(如圖 2.2.1-2)，另在會議中心 3 樓並設有多間中小型

獨立會議室，提供做為技術講座(Technical Sessions)及主題研討會(Workshops)

發表交流場地(如圖 2.2.1-3)。  

圖 2.2.1-1 研討會場址－勞倫斯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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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2 研討會場址－2 樓展場規劃  

 

圖 2.2.1-3 研討會場址－3 樓會議室規劃  

技術講座及 

主題研討會 

發表場地 



 

- 8 - 

一、參展主題、議題及交流  

我國受邀擔任本屆 IBC 研討會之主題國家(Featured Country)，係以

「SAFE Taiwan – Symbiosis with the Environment」(安全臺灣－與環境共

生) 作為展覽主題，主題下研擬：「永續臺灣」、「防災臺灣」、「發現臺灣」

等 3 項子題，再依此規劃展場布置(如圖 2.2.1.1-1~圖 2.2.1.1-3)。  

圖 2.2.1.1-1 2015 IBC 主題國參展主題  

圖 2.2.1.1-2 主題國展示－展場平面及俯視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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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3 主題國展示－展場布置  

在 2015 IBC 開幕式的主題講座  (Keynote Session)中，我參展團團長

交 通 部 范 常 務 次 長 植 谷 應 邀 發 表 以 「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Based on a Bridge’s Lifecycle－全生命週期之橋梁規劃、建造與

養護」為題之專題演講，介紹我國橋梁工程運作現況(如圖 2.2.1.1-4)。在

IBC 研討會之主題國專題講座（Featured Country Session）中，本局陳局

長彥伯以「 Introduction of Featured Country－主題國介紹」作為開場演說，

先向參加講座來賓簡要介紹我國，接著再由我參展團各單位分別進行專

題演講，本局於「永續臺灣」子題下之「造型橋梁」議題中，以「國道 1

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及「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參與研討會

主題國展示及主題講座分享(表 2.2.1.1-1、表 2.2.1.1-2)，均獲得與會各界

代表極大迴響熱烈討論，以及一致的讚揚推崇(如圖 2.2.1.1-5~圖 2.2.1.1-7)。  

 Keynote Session 

專題演講‐范常務次長植谷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based on a bridge’s 
lifecycle 

全生命週期之橋梁規劃、建造
 與養護

圖 2.2.1.1-4 主題講座－團長范常務次長植谷專題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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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1 2015 IBC 研討會我國參展議題  

項次  參 展 議 題  

1 
永續臺灣  

Sustainable 
Management 

1.1 生態保育(國道、蘇花改、高鐵官田水雉) 
1.2 文化遺址保存(蘇花改、台中鐵路高架) 
1.3 碳管理(蘇花改、台中鐵路高架) 
1.4 工程紀錄 3D 錄影、橋梁攝影展  
1.5 造型橋梁(白米橋、五楊拓寬、高港高架、台中鐵

路高架) 
1.6 施工及營運管理(蘇花改隧道工程) 

2 

防災臺灣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2.1 地震災害模擬、耐震補強、近斷層設計  
2.2 沖刷監測與模擬、補強(換底工法)、資料庫  
2.3 防災預警  

3 
觀光臺灣  
Discover 
Taiwan 

3.1 世界保育重地  
3.2 多元文化匯集之處  
3.3 美食王國  
3.4 臺灣產業聚落風雲  
3.5 觀光局宣傳影片  

 

國工局參展議題與內容 

─  Viduct  Engineering  of  the Widening  Project  of  Freeway  No.1  in 

Taiwan 

圖 2.2.1.1-5 主題國展示－本局參展展示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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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6 主題國展示－本局現場展示及解說  

表 2.2.1.1-2 主題國專題講座－講座講題-(1) 

FEATURED COUNTRY SESSION：TAIWAN R.O.C. 
Title－講題  Speaker－演講者  

Introduction of Featured Country CHEN Yen-Po 陳彥伯  
Director General／Taiwan 
Area National Expressway 
Engineering Bureau, MOTC 

Section I 

Introductions JU Hsu 朱旭  
CEO／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 Inc. 

Quality and Aesthetic Design in Taichung 
Railway Viaduct 

 

Seismic and Flood-Resistance Capacity 
Promotion and Service Life Elongation Method 
for Existing Bridge by Employing Substructure 
Replacement Technique 

LIN Cheng-Wei 林正偉  
Senior Engineer／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 Inc., 
Taiwan 

Introduction of the Taiwan Area National 
Freeway Bridge Seismic Retrofit Program 

PENG Kang-Yu 彭康瑜  
Chief-Engineer／T.Y.Lin 
International Taiwan Inc. 

Viaduct Engineering of the National Freeway 
No.1 Widening Works in Taiwan 

CHIANG Chi-Heng 蔣啟恆  
Manager／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 Inc.,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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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2 主題國專題講座－講座講題-(2) 

FEATURED COUNTRY SESSION：TAIWAN R.O.C. 
Title－講題  Speaker－演講者  

Section II 

Introductions SHIAH Ming-Shen 夏明勝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Proactive Hazard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ning System Applied to Highway 

Management in Taiwan 

CHEN Wen-Shin 陳文信  

Engineer／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Bridge Early Forecasting System Development 

for Multiple Hazards 

CHANG Kuo-Chun 張國鎮  

Director／National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Taiwan 

Innovation 3-Dimensional Bridge Modeling for 

Bridge Management in Taiwan 

LIAO Hsien-Ke 廖先楷  

Ph.D. Candidate／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圖 2.2.1.1-7 主題國專題講座－本局講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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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IBC 匹茲堡河川橋梁巡禮-Boat Tour 

今年 IBC 研討會會場所在的匹茲堡市，位於由阿勒格尼河(Allegheny River)

及莫農加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兩河匯流成俄亥俄河(Ohio River)之匯流處，

是賓州第二大城，境內有 446 座橋梁，因此有「橋梁城市」(The City of Bridges)

美名。 

今年大會於研討會期間有安排一場「匹茲堡河川橋梁巡禮」，自會展中心旁

的阿勒格尼河碼頭開始，溯河朝向上游到 Senator Robert D. Fleming 大橋(第 62

街大橋)，折返順流朝向下游，到俄亥俄河的 McKees Rocks 大橋，再折返溯游

向上莫農加希拉河至 Birmingham 大橋為止，而後返回會展中心碼頭(如圖

2.2.1.2-1)，全程長約 45 公里，途經約 20 座各具特色的大小橋梁(如圖 2.2.1.2-2、

附錄 I)。 

匹茲堡市水運便利發達，早年為美國鋼鐵業重鎮，鋼料料源取得容易、成

本較為低廉，因此境內橋梁普遍以使用鋼料設計為主，但是也因鋼結構橋梁數

量眾多，在近年衍生出橋梁維護工作繁重的問題(如圖 2.2.1.2-3)。 

橋梁巡禮途中，正好遇到 Birmingham 大橋正在進行維護工作，施工廠商設

置懸掛式工作架作為施工動線及空間，並將鋼梁梁身及鋼拱施工作業區整段包

覆，除了能防止噴砂除鏽及油漆噴塗作業期間的塵沙與噴漆外洩，避免汙染環

境外，也能做為施工期間物品墜落防護之用，兼具環保及工安功能，可作為國

內橋梁維護施工之參考(如圖 2.2.1.2-3~圖 2.2.1.2-4)。  

圖 2.2.1.2-1 匹茲堡河川橋梁巡禮路線圖   

62nd Street 大橋  

Birmingham 大橋 

McKees Rock 大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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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2-2 勞倫斯會議中心碼頭及匹茲堡河川橋梁一景  

圖 2.2.1.2-3 匹茲堡鋼橋鏽蝕及維護作業一景  

 

圖 2.2.1.2-4 匹茲堡鋼橋維護作業  

－噴砂廢砂回收漏斗(左圖)、橋下懸掛式工作平台(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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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IBC 會場商展 

本屆大會參與商展之單位及廠商，包含：我國(2015 主題國)、美國聯邦公

路及運輸官員協會 AASHTO、西賓州工程師學會 EAWP (Engineers’ Society of 

Western Pennsylvania，大會秘書單位)、維吉妮亞州交通運輸廳 VDOT (2016 主

題單位)、各學術及同業團體、各橋梁設計、繪圖、測量、施工、檢測、維護及

管理等軟硬體材料與設備廠商，共計有近 130 家與會展示(廠商名錄如附錄 II)，

除了有上千名以上土木工程產業相關同仁互相交流觀摩以外，更有來自全美各

地的土木工程學科學生藉由參加研討會及展場，從中學習吸收知識。 

現場展示產品中，有關橋梁檢測維護作業車展示部分吸引相當多與會者的

目光，其中所展示的多關節長臂式橋梁工作車(如圖 2.2.1.3-1)具有以下功能，如

能考量引進國內，對國內橋梁檢測與維護工作將有極大幫助。 

 能伸展至雙向箱梁之交接內側(如國 6)，適用於高橋墩、長跨距、寬橋面之

橋梁檢測及小型維護工作。 

 將工作臂伸直亦可用來檢視高橋墩。 

另 外 ， 美 國 複 合 材 料 製 造 商 協 會 ACMA (American Composite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展示會員廠商生產的非金屬複合材料防蝕加強筋

(Composites Material Rebar)，包含：玻璃纖維加強筋 (GFRP Rebar)、玄武岩纖

維加強筋 (Basalt Rebar、Rock Rebar)等產品(如圖 2.2.1.3-2)，此類產品具有的材

料特性為：高抗拉強度、重量輕、強度/重量比值高、抗腐蝕，雖然所展示型錄

中說明已有相當多的應用實例，但就其材料性質與應用，應尚待進一步探討。 

圖 2.2.1.3-1 多關節長臂式橋梁工作車 圖 2.2.1.3-2 玄武岩纖維加強筋 

及其應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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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 

原訂於 2014 年由美方在美國舉辦的「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

考量臺、美雙方主要參與人員均會一同參加「2015 IBC 國際橋梁研討會」，而

且會議舉行時間及地點也都可以和「國際橋梁研討會 , IBC」緊密結合，因此

在 103 年 8 月 26 日由時任交通部次長之交通部陳部長建宇主持的「臺灣參與

2015 國際橋梁研討會」第 2 次籌備會議中決議，與美方就兩研討會合併考量

規劃，因此，「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緊接著在「2015 IBC 國

際橋梁研討會」後，於 104/6/11~6/12 在相同會場－匹茲堡市勞倫斯會議中心

舉辦。  

我參展團中有部分未辦理與公路工程相關業務之參展單位，因未參與本研

討會議，因此於「2015 IBC 國際橋梁研討會」會議結束後即先行返國，由其

他辦理與公路工程相關業務單位參加研討會議。臺美雙方並就所關心的「公路

橋梁複合災害」、「橋梁長期性能」、「橋梁安全檢測技術」等 3 項主題分別提出

相關議題。研討會開始並由美方主辦代表 FHWA 顏文輝博士及我方團長交通

部范常務次長植谷分別致詞，感謝雙方長久以來所維持的良好技術交流友誼，

並預祝大會順利成功。(如圖 2.2.2-1) 

圖 2.2.2-1 臺美研討會－雙方致詞  

本局所提出的交流議題，係在「橋梁長期性能」主題下以「國道 1 號五股

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與「台 74 線臺中生活圈 4 號線工程」之橋梁監測成果、

以及「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工程」預鑄節塊吊裝快速橋梁構建工法進行成果研

討交流  (如表 2.2.2-1~表 2.2.2-2、圖 2.2.2-2~圖 2.2.2-3)。本屆「臺美公路及橋

梁工程研討會」並做成以下結論：  

 建議建立臺美雙方橋梁長期性能維護資料庫的交換協議與平台  

 建議建立臺美雙方橋梁檢測資料庫交換及檢測技術交流的協議與平台  

 歡迎臺灣加入美方 ABC 快速橋梁構建工法領域，並歡迎參加 104/12 在邁

阿密舉行的 ABC 工法研討年會。  

我方對前述結論則回應，因事涉相關領域較廣，且分屬多個不同單位權管，

將於回國研議後儘速回復美方，以利後續技術交流進行。  

FHWA Dr.顏文輝 MOTC Dr.范植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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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1 臺美研討會－我方議題  

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我方議題 
Title－講題  Speaker－演講者  

Multi-Hazard Mitigation of Highway Bridges 

公路橋梁複合災害  

Introduction of Seismic Retrofit 

Manual of Highway Bridges in Taiwan

Prof. SUNG Yu-Chi 宋裕棋  

Chief of Bridge Engineering Division, 

NCREE 

Development of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for Bridge 

Multi-Hazards 

Dr. LIN Yung-Bin 林詠彬  

Research Fellow, NCREE 

Long-Term Bridge Performance 

橋梁長期性能  

Field Tests and Long-Term Monitoring 

of Bridge Performance -The Cases of 

Wu-Yang Viaduct and No. 74 

Provincial Highway Bridges in Taiwan

Dr. CHEN Chun-Chung 陳俊仲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CRE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recast 

Segmental Bridge in Taiwan 

Mr. CHIANG Chi-Heng 蔣啟恆  

Project Manager, 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aiwan 

Training Courses on Inspection Technology for Bridge Safety 

橋梁安全檢測技術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Mr. LIAO  Hsien-Ke 廖先楷  

Ph.D. Candidat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Introduction to Taiwan Distance-Based 

MLFF ETC Implementation 

Mr. CHIEN Cheng-Chuan 簡正詮  

Project Manager, Far Eastern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Co, Ltd. 

圖 2.2.2-2 臺美研討會－我方議題發表  

NCREE Dr.陳俊仲 TANEEB Dr.陳彥伯



 

- 18 - 

表 2.2.2-2 臺美研討會－美方議題  

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美方議題 
Title－講題  Speaker－演講者  

Multi-Hazard Mitigation of Highway Bridges 
公路橋梁複合災害  
Bridge Design for Multi-hazard George Le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University at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Resilient Bridge Design to Extreme 
Loads 

Shalva Marjanishvili & Francois 
Fayad 
Hinman Consulting Engineers, Inc.  

The Best Practice of ABC Connection 
Detail for Extreme Loads 

Harry Capers 
ARORA and Associates, P.C. 

Design of Highway Bridges for 
Extreme Events 

Myint Lwin 
The U.S. Chairman of the Sino-U.S. 
Highway Technology Exchange & 
Collaboration Center 

Long-Term Bridge Performance 
橋梁長期性能  
FHWA Long Term Bridge Performance 
Program Updates 

Hamid Ghasemi 
Team Leader -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FHWA 

Advances in Bridge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Software  

Jeremy Shaffer 
Senior Director of Transportation 
Asset Management, Bentley Systems  

Training Courses on Inspection Technology for Bridge Safety 
橋梁安全檢測技術  
State of the Practice in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Concrete Bridge De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da Azari 
Program Manager,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FHWA 

Some Geotechni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Southwestern Pennsylvania Coal 
Fields 

Tom Leech 
Adjunct Professo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圖 2.2.2-3 臺美研討會－美方議題發表  

FHWA   

Dr. Hamid Ghasemi

SUNY at Buffalo

Pf.  Georg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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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舊金山市「奧克蘭海灣大橋(Oakland Bay Bridge)」及「金門大

橋(Golden Gate Bridge)」 

本次出國行程為配合美國國內班機轉機時間，首先到達美國西岸的舊金山

市，於舊金山市主要安排前往參觀奧克蘭海灣大橋(Oakland Bay Bridge)及金門

大橋(Golden Gate Bridge)。  

一、奧克蘭海灣大橋(Oakland Bay Bridge) 

奧克蘭海灣大橋為橫跨全美國 I-80 號州際公路的一部份，跨越舊金

山灣銜接舊金山市、耶爾巴布埃納 YBI 島（Yerba Buena Island，亦稱作

香草島）、以及奧克蘭市。以 YBI 島為中點，分為連接舊金山市的西側橋

段，以及連接奧克蘭市的東側橋段兩部分(如圖 2.2.3.1-1)，維護管理單位

為加州交通運輸廳 Caltrans。  

奧克蘭海灣大橋最早在 1936 年建成，雙層橋面板結構設計，西側橋

段 包 含 西 側 舊 金 山 端 引 橋 及 吊 橋 主 橋 ， 東 側 橋 段 為 鋼 結 構 橋 梁 (如 圖

2.2.3.1-2)，但是在 1989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5 時 4 分，舊金山地區發生芮

氏規模 6.9 級大地震，造成加州地區極大的人員生命傷亡及建築結構損壞，

奧克蘭海灣大橋也不例外的受到嚴重損傷，東側橋段的其中一跨上層橋

面板並墜落至下層橋面板上  (如圖 2.2.3.1-3) ，經過審慎評估，西側橋段

進行整修補強，東側橋段則至 2002 年開始進行改建。  

改建後的奧克蘭海灣大橋東側橋段，位於舊橋段北側(如圖 2.2.3.1-4)，

全長 3,102 公尺，新建大橋並將原本雙層結構改變為雙向平面單層結構，

由奧克蘭自東往西，包含奧克蘭端引道、預力混凝土邊橋(Skyway)、SAS

自 錨 式 吊 橋 主 橋 、 及 耶 爾 巴 布 埃 納 島 轉 接 橋 (YBI Transition)( 如 圖

2.2.3.1-5)，經由轉接橋與耶爾巴布埃納 YB 隧道，在 YBI 島向西銜接西

側橋段通往舊金山(如圖 2.2.3.1-6)。  

新建大橋另在梁身南側以單邊懸伸方式設置自行車及人行道，提供

民眾通行、以及作為欣賞灣區美景的休閒遊憩新景點(如圖 2.2.3.1-7)，自

2002 年 1 月開工，至 2013 年 9 月通車(原訂於 2007 年通車)，工期共 141

個月，工程費約 64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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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1-1 奧克蘭海灣大橋位置圖  

圖 2.2.3.1-2 奧克蘭海灣大橋(改建前)  圖 2.2.3.1-3 1986 年地震橋損情形  

圖 2.2.3.1-4 奧克蘭海灣大橋改建前、後平面線形圖  

YBI 島 

西側橋段 

東側橋段 

奧克蘭 

改建後 

主航道

改建前

舊金山

舊金山灣

奧克蘭

太

平

洋 

舊金山 



 

- 21 - 

圖 2.2.3.1-5 奧克蘭海灣大橋立面示意圖(改建後) 

圖 2.2.3.1-6 YBI 隧道及奧克海灣大橋－西側橋段  

圖 2.2.3.1-7 奧克海灣大橋－東側橋段自行車及行人道  

奧 克 海 灣 大 橋 東 側 橋 段 中 的 自 錨 式 吊 橋 (SAS) 主 橋 ， 長

10+180+385+49.385 = 624.385m 公尺，橋寬 78.74 公尺，雙向 10 車道設

計，橋塔高 160 公尺(水面上)，為目前世界上最寬的橋梁，也是相同結構

形式中的最大跨距橋梁。(如圖 2.2.3.1-8、圖 2.2.3.1-9) 

奧克蘭海灣大橋參觀行程係由在加州交通運輸廳 Caltrans 服務的吳

文傑先生協助接待及帶領解說參觀，由奧克蘭側引道的自行車及人行道

進入(如圖 2.2.3.1-10)，引道旁時令植栽盛開，映入行人眼簾賞心悅目，

也還可見到南側的舊海灣大橋尚未拆除之部分橋段；路燈基座施作護蓋，

除了具有美觀功能外，還可避免突出的螺栓影響行人安全；顧及加州近

年乾旱缺水嚴重，設置有循環水再利用設施，達到節約自來水用量、充

分利用水資源的目的。(如圖 2.2.3.1-11~圖 2.2.3.1-13) 

參觀途中，見到往來行人不斷，有在地民眾跑步、騎車，也有如同

我們的外地訪客，成功化解民眾與高快速公路間的隔閡，拉近彼此距離，

也建立民眾對公部門的支持與信任。(如圖 2.2.3.1-14) 

仔細觀察奧克蘭海灣大橋，不論是已封閉廢棄的舊橋或是新建大橋，

在設計階段均已對營運期間的需求予以周詳考量，皆設置有維護通道、

爬梯、檢修平台或檢修工作車，以使維護管理作業能夠安全又方便的進

行。(如圖 2.2.3.1-15~圖 2.2.3.1-18) 

西側引橋 東側邊橋 東側引橋西側主橋 YBI
轉接橋 SAS

YBI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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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1-8 奧克海灣大橋 SAS 主橋平、立面示意圖  

圖 2.2.3.1-9 奧克蘭海灣大橋東側主橋－SAS 自錨式吊橋  

圖 2.2.3.1-10 奧克蘭海灣大橋－奧克蘭工區、引道自行車及人行道出入口  

10 180 385

160 

4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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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1-11 奧克蘭海灣大橋南側舊橋 

圖 2.2.3.1-12 奧克蘭海灣大橋引道自行車及人行道－植栽及路燈基座護蓋 

圖 2.2.3.1-13 奧克蘭海灣大橋引道自行車及人行道－循環水再利用設施 

圖 2.2.3.1-14 奧克蘭海灣大橋引道自行車及人行道－旅人往來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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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1-15 奧克蘭海灣大橋－主、引橋間伸縮縫及檢修平台 

圖 2.2.3.1-16 奧克蘭海灣大橋－舊橋及主橋之檢修通道 

圖 2.2.3.1-17 奧克蘭海灣大橋－舊橋及主橋之檢修爬梯、通道 

圖 2.2.3.1-18 奧克蘭海灣大橋－舊橋及主橋之檢修工作車  

  

檢修爬梯 

檢修步道 



 

- 25 - 

二、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 

金門大橋為美國最西側縱貫南北的 US 101 號

高速公路／加州 SR1 州道的一部份，跨越舊金山

灣 通 往 太 平 洋 的 金 門 海 峽 ， 北 側 銜 接 馬 林 縣  

(Marin County)，南接舊金山北端 Peninsula，為美

國舊金山地區的地標結構物(如圖 2.2.3.2-1) ，維

護 管 理 單 位 為 金 門 大 橋 管 理 局 (Golden Gate 

Bridg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District)。  

金門大橋係由吊橋主橋、鋼桁架拱橋邊橋及鋼桁架引橋組成，全長

2,737 公尺，吊橋主橋長 345+1,280+345=1,970 公尺，橋寬 27.5 公尺，雙

向 6 車道設計，橋塔高 227.4 公尺(水面上)，橋下淨空 67 公尺，在 1964

年以前是世界上跨距最大的吊橋(如圖 2.2.3.2-2)。  

 

圖 2.2.3.2-1 金門大橋位置圖  

 

圖 2.2.3.2-2 金門大橋主橋立面圖  

舊金山 

舊金山灣

奧克蘭

舊金山

馬林縣

太

平

洋 

227.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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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大橋橋身的顏色為國際橘(international orange)，此色既和周邊環

境協調，又可使大橋在金門海峽常見的大霧中顯得更醒目(如圖 2.2.3.2-3)。

這座大橋由於新穎的結構設計和超凡脫俗的外觀，被國際橋梁工程界廣

泛認為是美的典範，更被美國建築工程師協會評為現代的世界奇跡之一。

它也是世界上最上鏡頭的大橋之一。  

金門大橋在南端舊金山市設有大橋公園，吸引非常多遊客前往，是

到舊金山的旅人必到的朝聖景點，除了可以最近距離觀看大橋外，也可

以經此前往大橋人行道，對於工程人來說更是具有無比的吸引力。公園

內設有大橋興建說明展示板、吊橋科學知識模型、大橋相關展示品、簡

餐店，以及紀念品商店等設施。(如圖 2.2.3.2-4) 

在前往大橋步道途中，對於停放在南端收費站雙向車道中間，並且

車身標示著「Road Zipper」的陌生工程機具，感覺到相當的奇特，經查

詢金門大橋網頁結果，該機具係「護(隔)欄移動工作車」(如圖 2.2.3.2-5)，

金門大橋管理局係基於以下原因設置移動式隔欄：  

 為消弭大橋上南北雙向車輛的對撞事故：自 1970 年起，大橋上已發

生 35 起嚴重死亡車禍，其中 15 起事故為南北雙向車輛的對撞事故(如

圖 2.2.3.2-6)，因此管理單位決定設置實體隔欄以分離雙向車道。  

 解決交通尖峰時刻的車道調撥作業需求：大橋雙向的交通量，由 1984

年的 3,800 萬車次，成長至今日為 4,200 萬車次，而且在交通尖峰時

刻，雙向交通量差異明顯(如圖 2.2.3.2-6)，管理單位原來以人工移動

往復式導桿方式進行車道調撥作業(如圖 2.2.3.2-7)，但是效率低又不

安全，早已不符合實際狀況需求，因此促使管理單位以機械式自動

化移動護(隔)欄方式取代改進。(如圖 2.2.3.2-8) 

金門大橋的機械式自動化車道調撥作業，是採用護(隔)欄移動工作車

及設置可移動式護(隔)欄。每一個以鋼板包覆混凝土的預製隔梁以插銷榫

接(Pin Connection)彼此，預製隔梁尺寸為 1 英尺（約 30 公分）寬、32 英

寸(約 81 公分) 高，設置長度總計為 13,340 英尺(約 4,066 公尺)，現場施

工時間為 2015 年 1 月 10~11 日之周末假日，總計 52 小時，工程內容包

含：2 部護 (隔)欄移動工作車採購(分別配置於南北橋端收費站)、護 (隔 )

欄設置、南北兩側收費站配合改建工作等。 

「可移動式護(隔)欄系統設置計畫」所需經費約美金 3,030 萬元(約新

台幣 10 億元)，其中 5%由聯邦基金挹注、66%由加州大都會交通委員會配

合、最後 5%由金門大橋收費收益支付。完成後不但能快速又安全的滿足

金門大橋交通尖峰時刻的不對稱交通量需求，更大大保障用路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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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2-3 金門大橋 

圖 2.2.3.2-4 金門大橋公園內各項展示品 

圖 2.2.3.2-5 金門大橋南側收費站及護(隔)欄移動車(Road Z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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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2-6 金門大橋對撞事故及交通尖峰時間不對稱車流 

圖 2.2.3.2-7 金門大橋車道調撥－人工移動往復式導桿作業 

圖 2.2.3.2-8 金門大橋車道調撥－機械式自動化移動護(隔)欄作業 

圖 2.2.3.2-8 金門大橋護(隔)欄移動車(底部)及預製榫接式護欄  

３ 

３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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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本次出國行程之安排，包含參加「2015 IBC 國際橋梁研討會」、參加「第

10 屆臺美公路及橋梁工程研討會」、以及城市建設參訪，有關心得及建議綜整

如後：  

(一) 我國橋梁工程已達國際水準：  

 參展介紹之橋梁工程案例(五楊拓寬及高港高架)，論規模、論技術層次，

與其他各國知名橋梁相較，毫不遜色，甚至更為精緻。  

 參加研討會之國外橋梁工程同業，對於「五楊拓寬」詢問度極高，且對

於我國自行完成「五楊拓寬」之艱難工程，皆感到驚奇與敬佩。  

 五楊高架連續兩年榮獲公共工程金質獎及結構工程技術獎，今年又獨得

全球唯一國際道路協會設計類全球道路成就獎(IRF GRAA) ，更印證我

國橋梁工程已具備國際級的技術水準。  

(二) 環境關懷、永續經營為世界潮流：  

 國外同業對於參展介紹之橋梁工程案例(五楊拓寬及高港高架)，於設計、

施工階段的環境關懷、永續經營作法，均深表認同及肯定。  

(三) 參展展示板版面設計可再予加強：  

 排版格式可再活潑生動，不要拘膩以論文型式呈現。  

 特色圖片、照片可適當加大，以醒目表現。  

(四) 參展分送文宣、折頁等宣傳品得以加深參觀者印象：  

 本局此次攜帶五楊折頁及專輯參展，面對國外橋梁工程同業的詢問，以

圖表、摺頁輔助說明，更收事半功倍之效果，建議後續工程可製作部分

英文文宣品。  

(五) 參展展示影片品質待提昇：  

 此次參展影片規格最高僅為 DVD 品質，應可配合硬體規格升級為高畫

質(HQ)品質以上規格。  

(六) 持續引進新材料、新工法及新技術  

 持續探討提升橋梁工程耐久性的相關材料，如非金屬加強筋等，並依國

內橋梁工程實際需求適時引進。  

 考量引進多關節長臂式橋梁工作車，以利橋梁檢測、維護工作進行。  

 持 續 推 廣 採 用 「 快 速 橋 梁 建 造 工 法 (Accelerated Bridge Construction 

Method)」，並延續現有已進行的橋梁監測計畫，以獲取長期橋梁性能參

數，發展本土化的「快速橋梁建造工法(Accelerated Bridge Constru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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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引進「可移動式護(隔)欄移動系統(Moveable Barrier System)」，以

解決面對快速成長的交通量，卻面臨日益困難的用地取得、無法拓寬車

道的困境。  

 參考 FHWA 之「自動化橋面評估系統(RABIT)」(如圖 3-1)，配合國內

橋梁檢測工作實際需要，發展自己的自動化橋梁檢測工具。  

(七) 景觀及地標性橋梁考量設置建橋紀念公園、自行車及人行道：  

 傳承延續橋梁規劃、設計、建構、維護期間的歷史軌跡。  

 形成地方重要之觀光運動設施、獨具特色之觀光景點，繁榮地方、帶動

成長。  

 成功化解民眾與高快速公路間的隔閡，拉近彼此距離，進而建立民眾對

公部門的支持與信任。  

 

 

圖 3-1、FHWA 研發「自動化橋面檢測系統(R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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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Ⅰ、匹茲堡河川橋梁巡禮－途經橋梁 

A.) Fort Duquesne 大橋 (1963)－與同為

I-279 州際公路、跨越 Monongahela 

River 河之 Fort Pitt 大橋為同型式設計

孿生橋 

B.) 三姊妹橋 (1928)－美國第一座 SAS

自錨式吊橋，唯三近乎相同橋梁： 

Roberto Clemente 大橋 (第 6 街大橋) 

Andy Warhol 大橋 (第 7 街大橋) 

Rachel Carson 大橋(第 9 街大橋 

C.) Fort Wayne 鐵路橋 (1904) 

上層橋面營運中，下層橋面已封閉 

D.) David McCullough 大橋 (1923) 

E.) William Raymond Prom 紀念大橋 (1928) 

(第 31 街大橋) 

F.) 第 33 街鐵路橋 (1921) 

圖 附錄 I-1 跨越阿勒格尼河(Allegheny River)大橋 

自下游往上游方向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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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Washington 跨越大橋 (1924) 

(第 40 街大橋) 

H.) Senator Robert D. Fleming 大橋 (1962) 

(第 62 街大橋) 

圖 附錄 I-1 跨越阿勒格尼河(Allegheny River)大橋 

自下游往上游方向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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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st End 大橋 (1932) 

 

B.) Ohio Connecting 鐵路橋 (1915)  

 

C.) McKees Rocks 大橋 (1931) 

 

圖 附錄 I-2 跨越俄亥俄河(Ohio River)大橋 

自上游往下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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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t Pitt 大橋 (圖右，1959)  

與同為 I-279 州際公路、跨越 Allegheny River 河之 Fort Duquesne 大橋 (圖右)為同

型式設計孿生橋 

 

B.) Smithfield Street 大橋 (1883) 

匹茲堡興建的第 1 座橋，目前橋梁為

原址重建的第 3 代橋梁，第 1 代橋梁

為興建於 1818 年的木製橋梁。 

 

C.) Panhandle 輕軌鐵路橋 (1903) 

D.) Liberty 大橋 (1928) 

 
E.) 南第 10 街大橋 (1933) 

 

圖 附錄 I-3 跨越莫農加希拉(Monongahela River)大橋 

自下游往上游方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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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Birminghamt 大橋 (1976) 

 

圖 附錄 I-3 跨越莫農加希拉(Monongahela River)大橋 

自下游往上游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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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Ⅱ、2015 IBC 參展廠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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