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舖面養護管理之經驗分享

道路品質管控及施工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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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人：磐碩營造（股）公司
合豐瀝青混凝土(股)公司

宋品佑



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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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姓名 •宋品佑

學歷

•台北科技大學

•土木與防災技術研究所

•大地工程組

經歷/經驗

•大友瀝青混凝土(股)公司:操作員 1年

•大友瀝青混凝土(股)公司:品管主任 3年

•大友瀝青混凝土(股)公司:副總經理 3年

•磐碩營造(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7年

•磐碩營造(股)有限公司:總經理 3年

•內政部營建署工地主任班:講師 5年

•合豐瀝青混凝土廠：執行董事 1年



簡 報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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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路品質管控及施工注意事項

2.從專案示範道路成果看執行成效

3.一般道路施工執行成效

4.坑洞修補方式

5.結論與建議



1.道路品質管控與施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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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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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工程已為現今公共工程中最貼
近民眾需求之工程，從各地方政府
積極推動路平專案，可見道路工程
的重要性！

• 道路可分為柔性路面及剛性路面兩
種



1.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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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路面的優點：

1.利於施工，工期短，維持交通容易。

2.可得較為平坦舒適之路面，增長車輛壽
命，減少油耗及保養費用。

3.瀝青路面種類多，可滿足各項設計需要
且能因地制宜。

4.路面受損後，可立即及容易修補。



1.2 瀝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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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瀝青混凝土係將加熱之粗粒料、細粒料
(92%)、瀝青膠泥(5%)及乾燥之礦物填縫
料(3%)，按配合設計所定適當比例加熱
混合而成，稱為瀝青混合料。壓實後稱
為瀝青混凝土（Asphait Concrete)，簡
稱AC

• 一般未加任何刨除料的瀝青混凝土可以
簡稱為新拌瀝青混凝土或新料。



1.3 再生瀝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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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每年路面工程維修而造成的刨除料
及砂石材料嚴重短缺，再者降低路面施
工的成本，所以近年來再生瀝青混凝土
廣泛運用在各公共工程上。

 再生瀝青混凝土為刨除料間接加熱後參
入新拌瀝青混凝土拌合而成。

 一般添加任何刨除料的瀝青混凝土可以
簡稱為再生瀝青混凝土或再生料。



1.4 瀝青混凝土的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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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稱：新料、再生料

• 俗稱：Ａ料、Ｂ料、Ｂ細料、Ｃ料、柏
油砂

• 俗稱：粗料、細料

• 依標稱最大粒徑（累積停留百分比超過
10%之篩號)分：1 〞、 3/4 〞

、1/2 〞、3/8 〞



1.4 瀝青混凝土的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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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粒徑分佈分：密級配、粗級配、開放
級配

 依瀝青膠泥總類分：85~100

(AC-10) 、60~70(AC-20) 、

改一、改二、 改三、AR4000 、AR8000



1.5 瀝青混凝土應具有以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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瀝青混凝土材料性質

耐久性

空隙率之

適當性
工作性

柔性

抗滑性

穩定性



1.5.1 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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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瀝青混合料中有足夠之瀝青含量及足夠
的粒料強度則可保持路面耐久性。

 耐久性係指：

 抵抗重交通之能力！

 抵抗水分浸透及濕氣滲透之能力！

 抵抗霜凍脹縮及氣溫變化之能力！

 防止路面鬆散、破洞、表面龜裂之能力！



1.5.1 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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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由足夠之強度，以承受交通荷重，抵
抗塑性變形之能力，不致使路面發生扭
曲或變形等現象。

 穩定性受下列因素影響：

 粒料級配、粒料表面組織！

 粒料形狀、最大粒料尺寸、相對粗糙度！

 粒料與瀝青結合料之配合比例！

 混合物之壓實度！



1.5.1 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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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受荷重時，底層雖發生變形，但並
不龜裂，而能恢復之性質。

 主要影響因素：

 瀝青結合料之用量及等級！

 瀝青結合料之使用溫度及等級！

 填充料之用量！

 瀝青路面之厚薄！



1.5.1 空隙率之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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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瀝青混凝土舖設及壓實過程中，應有
足夠之空隙，以容許路面受交通荷重後
，所生之微量壓實，以防止路面冒油及
穩定度降低。

 亦對最高空隙率，加以控制，以抵制水
分及濕氣之侵入，防止粒料及瀝青剝落
！



1.5.1 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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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瀝青混合物和一般水泥混凝土相同，必
須要有適當之工作性使粒料和瀝青在拌
合過程中，不至於發生粒料分離現象，
並且在壓實時，容易達到應有之壓實度
！



1.5.1 抗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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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面層抵抗車輪煞車滑動之能力，如
瀝青含量偏高，易使路面發生冒油，發
生煞車滑動，故含油量須控制適當！



1.6瀝青材料不合格原因及改善方式(1/4)

瀝青混凝土配合計
設不妥

• TAF認證實驗室認
可

• 有效期應符合規定

• 粒料來源更換需重
做配比

駐廠品管不確實

• 確實要求生產品質
管制

• 依材料試驗頻率確
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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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瀝青材料不合格原因及改善方式(2/4)

拌合溫度控制不良

• 溫度計應定期檢驗

• 拌和溫度不宜過高
或過低

• 瀝青混凝土出場溫
度應控制在
163~140度C間

級配粒料調整不確實

• 依規定頻率確實執
行冷斗篩分析

• 依規定頻率確實執
行熱斗篩分析

• 砂石來源若有異動
應重新調整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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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瀝青材料不合格原因及改善方式(3/4)

瀝青膠泥含量控制不良

• 磅秤應定期檢驗

• 每日應做瀝青含量
自主檢驗

• 出廠前應目視材料
性質，若發現異常
應立即更正或停工

拌合時間控制不當

• 乾拌時間不得低於
10秒

• 濕拌時間應在
30~50秒間

20



1.6瀝青材料不合格原因及改善方式(4/4)

料源不穩定

•確保粒料來源固
定

•依規定頻率試驗
粒料物理性質

瀝青膠泥品質不佳

•檢視中油出廠報
告

•中油歲修時應特
別注意瀝青膠泥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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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道路施工應注意事項

選用適當鋪面設計(配合設計)

良好的生產品質管制(駐廠)

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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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道路施工應注意事項

黏層、透層噴灑

舖設

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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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配合設計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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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料、再生料

標稱最大粒徑

級配種類



1.7.2 良好生產品質管制（駐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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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料源品質正確、穩定且充足

粒料級配比例及瀝青含量符合配比設計

依拌合溫度規定拌製瀝青混合料



1.7.3 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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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適當刨除機具

依據高程調整刨除厚度

時刻檢查刨除功效



1.7.4 黏、透層噴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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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層:MC-70(中凝油溶瀝青)(0.9~2.3L/m2)(50o以上)

黏層:RC-70(快凝油溶瀝青)(0.15~0.45L/m2)(40o~80o)

連續舖設時需要噴灑黏層?噴過量了會有什麼影響?



1.7.5 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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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車車次順序及卸料溫度(高於120o)

滾壓順序、速度及滾壓時路面溫度

滾壓能量的控制，所謂過猶不及！



1.7.6  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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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時?

路面溫度低於50o

權宜之計!最後開放路段?灑水降溫?



2.從專案示範道路成果看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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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4年度~106年度示範道路路段明細表(1/2)

項次 年度 轄區 施作道路 面積 (m2)
平坦度

施工前 施工後

1 104 三重區 中正南路 13,320 5 2.26

2 104 三重區 重陽路三段 13,902 5.34 2.81

3 105 中和區 錦和路 4,941 5.79 3.18

4 105 新莊區 幸福路 5,347 5.68 2.83

5 105 新莊區 中正路 36,464 4.65 2.79

6 105 樹林區 中華路 27,551 4.97 3.6

7 105 中和區 中山路 25,813 5.2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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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4年度~106年度示範道路路段明細表(2/2)

項次 年度 轄區 施作道路 面積 (m2)
平坦度

施工前 施工後

8 105 板橋區 四川路 18,531 5.38 2.95

9 106 板橋區 篤行路 15,369 5.62 3.62

10 106 新店區 祥和路 31,268 5.24 2.2

11 106 泰山區 明志路一、二段 19,024 6.48 4.65

12 106 三重區 集賢路 58,820 4.33 2.43

13 106 新莊區 中正路 72,854 4.44 2.19

14 107 淡水區 中山北路一、二段 17,123 4.51 2.72

360,327 5.19 2.98

32



2.1.1 平坦度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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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度提升

104~107年檢測示範道路之平整度IRI值平均為2.98 m/km。

調整銑刨高程
鋪設架設鋁軌

多功銑刨高程
鋪設九米尺規

新店區祥和路 IRI值為2.20m/km
新莊區中正路 IRI值為2.19m/km
淡水區中山北路 IRI值為2.72m/km

IRI值平均提升至2.37m/km



混合車道車道 車道 車道

O1O2O3O5

1. 道路中心(或中央
分隔島兩側)縱向
測量每 5公尺測
設一點。

2. 橫斷面每10公尺
測設一處，每處
橫斷面各車道線
及道路(兩側邊緣
設施)最少5個測
點。

最佳設計縱坡與橫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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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高程量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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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高程量測(2/2)



利用九米尺規，三點超音波測量校正舖設厚度



2.1 106年新莊區中正路(19mm)馬歇爾
實驗數據(AC-20)

施工日期
穩定值
(平均值)

磅

流度值
(平均值)
(1/100吋)

孔隙率(%)
含油量
(%)5.0

壓實度
(平均值)
(%)

備註

08/09~08/10 3,308 8 4.3 5.15 99 4"模

08/10~08/11 3,309 9 4.9 5.08 98 4"模

08/11~08/12 3,092 8 5.24 5.03 101 4"模

09/07~09/08 3,366 10 3.43 5.29 97 4"模

09/08~09/09 3,588 9 4.76 5.03 98 4"模

09/09~09/10 3,608 9 4.35 5.12 97 4"模

09/16~09/17 3,613 9 4.47 5 98 4"模

09/18~09/19 3,577 10 4.2 4.96 96 4"模

09/19~09/20 3,642 10 4.16 4.92 97 4"模

10/22~10/23 3,845 10 4.24 5.16 97 4"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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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7年淡水區中山北路(25mm)馬歇爾
實驗數據(改三)

施工日期
穩定值
(平均值)

磅

流度值
(平均值)
(1/100吋)

孔隙率(%)
含油量
(%)4.5

壓實度
(平均值)
(%)

備註

05/10~05/11 5,800 14 2.52 - - 4"模

05/10~05/11 9,092 14 3.44 4.48 96 6"模

05/11~05/12 4,855 11 4.53 - - 4"模

05/11~05/12 8,820 13 4.59 4.46 97 6"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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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壓實度建議：97±2%(鑽心試體與馬歇爾試
體單位重比較)



壓實度對路面品質的影響

 壓實度過低→空隙率太高→抗交通荷重能力不足，容易變形

 壓實度過高→空隙率不足→易將粒料間瀝青擠出，產生冒油

 適當的壓實度建議：

 97±2%(鑽心試體與馬歇爾試體單位重比較）

 93±2%(鑽心試體與理論最大密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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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配合設計數值比較

料 別 25℃容積比重 穩定值 (Lgf) 流度 (0.01in)

新料3/4“ 2.360 3230 12

新料3/8“ 2.332 3000 13

再生3/4“ 2.350 3300 11

再生3/8“ 2.323 3050 13

改質III型 3/4“ 2.364 4365 13

改質III型 1” 2.366 8550(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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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配合設計特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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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積比重

 新料＞再生料

 粒徑大＞粒徑小(標稱最大粒徑)

 穩定值

 新料≒再生料

 粒徑大＞粒徑小(標稱最大粒徑)

 改質三型＞AC20



2.2.3 柔性路面設計(配合設計的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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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柔性路面厚度設計因素

 路基土壤、路面材料之總類及其力學特性

 交通量、輪荷重、軸荷重、輪胎壓力等

 自然環境：指天候、氣溫、雨量、地形等

 施工過程品質管制要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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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市區道路進行多孔隙瀝青混凝土
試辦-中和區和城路

中和高中

2.3 透水舖面試辦



2.4 多孔隙瀝青示範道路(新店祥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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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多孔隙瀝青示範道路(新店祥和路)

執行成效－平坦度

45



2.4.1 多孔隙瀝青示範道路(新店祥和路)

執行成效－透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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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道路施工執行成效
(引用養工處1050407經驗分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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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及成效-全面銑鋪施工流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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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及成效-全面銑鋪施工流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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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孔週邊破損

人孔過高

混凝土蓋版人孔調降施工圖說

原人孔調降施工圖說

執行方式及成效-人手孔調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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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孔調降改善過程

人孔調降施工前

蓋頂深度量測 AC料回填

挖除深度量測

四方切割 機械打除人孔週邊 壁體打除

放回原孔蓋 水泥砂漿抹平 人工餘土清除

機械壓實 人孔調降完成

執行方式及成效-人手孔調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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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及成效-人手孔調降(3/3)

 為考量提升道路平整度及檢討設置道路路面人手孔蓋數
量以提供用路人 平整安全之道路，自102年9月1日起 施
作之路平專案路段，依據該路段人手孔蓋降埋數量，於
禁挖期間2年內實施20％孔蓋提升數量限制。

 如該路段管線機構人手孔蓋提升總數已達上限惟仍有維
修上之需求，應於人手孔蓋提升並完成相關作業(例如：
檢修、維護、新設及更換纜線等)後，再將人手孔蓋降埋
並比照管溝修復方式辦理至少1車道寬，前後各加1公尺
或2.5公尺長銑刨加鋪。

 另針對雨水、瓦斯、自來水(制水閥及消防栓孔蓋)等人
手孔蓋及經主管機關許可者，因考量有防汛功能、公共
安全及其它因素，得不受上開人手孔蓋提升數量之限制。

人手孔減量政策及提升原則(10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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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結構不穩定

龜裂嚴重

深度50公分

執行方式及成效-路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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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類型探討，面層型損壞、結構型損壞及管線淺埋

AC路面

路基結構
不穩定

龜裂
重車輾壓
雨水滲入 坑洞

執行方式及成效-損壞類型調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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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龜裂

結構型損壞及管線淺埋，需藉由開挖得知

回填夯壓不確實

回填材料品質不佳

管線淺埋

級配層承載力不佳路
基
結
構
不
良

執行方式及成效-損壞類型調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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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及成效-損壞類型調查(3/6)

擇定路面開挖範圍 AC開挖 路基開挖

初步判定路基不穩定原因

初步判定路基材料狀況

初步判定路面損壞原因

判定路基不穩定原因

路基開挖(深度50公分)路基開挖(深度120公分)道路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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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及成效-損壞類型調查(4/6)

轄區 路段

板橋

民生路三段139號

中山路二段320號

中正路250號

土城

金城路二段180號

金城路三段33巷口

中央路二段260號

中華路與城林路口

樹林 中正路375號

新莊 思源路108號

轄區 路段

新店

中興路二段202號

安康路一段299號

瑞芳 明燈路二段33號

五股 成泰路一段42號

中和

圓通路399號

興南路一段142-6號

中正路639號

連城路456號

開挖調查範圍擇定(17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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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淺埋15處(88%)

夯壓不實2處(12%)

管線埋設深度
51~70㎝ 6件(27%)

管線埋設深度30㎝
以下5件(23%)

管線埋設深度
31~50㎝ 8件(36%)

管線埋設深度
91~120㎝ 1件(5%)

管線埋設深度
71~90cm 2件(9%)

執行方式及成效-損壞類型調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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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填夯壓不確實

回填材料品
質不佳

管線淺埋

路面龜裂

管線淺埋

埋設深度＜30㎝:

廢除舊管，重新埋設

30㎝＜埋設深度＜120㎝

檢討以鋼筋混凝土加固，或
廢除舊管，重新埋設

夯壓不實:

以路平專案辦理路基改善

原因 改善方式

執行方式及成效-損壞類型調查(6/6)

面層老化破損 面層銑刨加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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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修補現場觀摩

壓實 壓實厚度量測

路基挖除

四方切割 面層刨除 刨除深度量測

路基挖除深度量測水泥包放置水泥現場攪拌

面層鋪設 路基改善完成

路基改善過程

執行方式及成效-路基改善作業流程

60



執行方式及成效-施工後平整度檢測

檢測車
量測路
徑

鋪面平坦度，為路面表面
特徵，其組成大致可區分
為縱向變量及橫向變量。

因縱向變量之影響層面涉
及用路人、車輛、及道路，
所以道路平坦度檢測主要
以量測縱向變量為主。

養工處並自100年開始即以IRI檢測車作為鋪面改
善後平坦度驗收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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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及成效-施工後平整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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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相對應之IRI範圍 舒適度描述

A 小於1.5 m/km 相當舒適

B 1.5 m/km～3.5 m/km 舒適

C 3.5 m/km～6.5 m/km 有些不舒適

D 6.5 m/km～10 m/km 相當不舒適

E 大於10m/km 極為不舒適

銑鋪道路IRI檢驗
值

契約規定

<3.5 合格區

3.5<IRI值<4.2 扣款區

IRI值>4.2 改善區



• 提升業務同仁專業知識。
• 監造於瀝青廠駐廠管控。
• 瀝青廠錄影設備即時監控。
• 不定時至瀝青廠抽料送驗。
• 輔導瀝青廠自主品管。
• 配合營建署推廣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評鑑制度。

執行方式及成效-瀝青混凝土料源管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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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料控制於配比設計內

執行方式及成效-瀝青混凝土料源管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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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出料口、級配料斗、

控制室、控制盤、運輸

車之車牌(含車斗）、再

生料輸送帶及保溫桶下

料處等位置進行攝影

執行方式及成效-瀝青混凝土料源管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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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坑洞修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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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冷料修補-切割後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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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切割
打除後，塗佈黏層，
並填補瀝青混凝土原有AC路面

夯壓 平整度量測 完工



加熱板-約1m*1m面積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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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 刨除並加入冷油原有AC路面

加入瀝青混凝土 新舊瀝青混凝土拌合 夯實後完工



熱再生修補機-約1車道面積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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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刨除 刨鬆並灑上黏層原有AC路面

參入熱料瀝青混凝土 夯實 完工



PM220就地熱再生瀝青路面養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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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液化氣瓶櫃

2.料倉左出料
門控制盒

3.壓路機 4.上料平臺
5.料倉

6.鼓風機

8.乳化瀝青系統

15.加熱牆

10.工作燈

9.頻閃燈
7.捲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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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電氣控
制箱

12.運料小車

13.點火線路
板安裝盒

14.手動支腿

16.備用車胎 18.電瓶開關

17.發動機

19.箭頭燈

20.液壓動力單元

PM220就地熱再生瀝青路面養護設備



優缺點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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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冷料修補 加熱板 熱再生修補機

環保 填補新冷料 新冷料+舊熱料 新熱料+舊熱料

修補效果 可能有冷縫和修補
縫隙產生

現場加熱後於相同溫度
下融合，避免冷縫和修

補縫隙產生

現場加熱後並加入熱拌瀝
青混凝土，絕不產生冷縫

和修補縫隙

施工時間 約1小時 約40分鐘 約30分鐘

面積 0.3m*0.3m 1m*1m 3.2m*3m

施工機具 工具多樣且整理繁
瑣

使用前需充電，機具準
備費時

所有工具集聚一車，可隨
時出動，並有效管理



5. 結論與建議

 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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