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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一粘土質土壤樣品得自標準貫入取樣，其標準貫入 SPT N 值為 2，經試驗單位重為

17 kN/m3，含水量為 42%，比重（GS）為 2.7，液性限度為 40，塑性限度為 20，請

說明何謂標準貫入試驗，計算其乾密度、孔隙比、飽和度，並推測其不排水剪力強

度及其工程性質。（20 分） 

二、請說明流網之原理、流網之邊界條件與原則，並繪製如下圖所示混凝土壩下方流網。

下圖中壩長 10 m、水力傳導係數 k = 1 × 10-4 cm/s，求單位壩寬每日的滲漏量，請指

出何處最易發生管湧現象，並判斷是否會發生管湧，另討論此一隔幕灌漿牆的主要

功用。（20 分） 
 
 
 
 
 
 
 
 
 
 
 
 
 
 
 

三、何謂海埔地泥土（estuarine）？請說明其產狀與工程地質特性。（10 分） 

四、水庫工程規劃設計時所須考慮的重要工程地質因素為何？並列舉國內外水庫案例對

應說明。（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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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下圖所示之建築在砂性土壤的正方形（邊長為 B）基礎，受外力作用 400=vF  MN、
200=hF  MN、 1=H  m、 4=fD  m、 17=γ  kN/m3、 °=′ 30φ 、 20=satγ  kN/m3、

0=′c  kN/m2、 7.24=cN , 17=qN , 7.13=γN ，下表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建
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中有關淺基礎極限支承力計算所需之形狀影響因素、埋置深

度影響因素、載重傾斜影響因素。所需之安全係數 FS 為 3，請設計該正方形基礎。

如果該基礎因沖刷問題，所有埋置土深 fD 完全被沖刷不見，請問該基礎是否承載破

壞？（30 分） 
 
 
 
 
 
 
 
 
 
 
 
 
 

形狀影響因素、埋置深度影響因素、載重傾斜影響因素 

提供支承力項目 
 
考慮影響項目 

凝聚力（c） 超載（q） 土重（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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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置深度 
影響因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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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傾斜 
影響因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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