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審議規範及本

計畫辦理情形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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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審議規範及本計

畫辦理情形對照表 
審議規範條文 辦理情形及說明 

一、本規範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訂定之。 

二、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除另訂有變更用途之使用區審議規範

或處理原則者，從其規定外，依本規範之規定辦理。 

遵照辦理。 

二之一、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由各級都

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不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部

之規定。 

(一)變更範圍內現有聚落建築密集者。 

(二)因計畫書圖不符、發照錯誤、地形修測、計畫圖重製或基地

畸零狹小，配合都市整體發展而變更者。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興辦教育、文化、社會福利、醫療

照顧服務、寺廟宗教、公用設施或公益設施等事業需要而變

更者。 

(四)各級政府整體開發而變更者。 

申請人將確實依左列規定辦理。 

三、申請人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應檢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及變更都

市計畫書圖（含建築計畫及環境調查分析報告）送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於查核相關書圖文件無誤後，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其申辦程序如附圖。申請人擬舉辦之

事業，依規定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應先徵得各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辦理。 

申請人已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檢具

土地使用同意書及變更、擬定都市計畫

書圖（含建築計畫及環境調查分析報

告）送請新竹縣政府辦理法定程序事

宜，並業經新竹縣政府 101 年 4 月 13

日府產城字第 1010048299 號函核示依

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在案（詳附件十

一）。 

四、辦理都市計畫變更之機關依第三點及第十二點至第十九點基地條

件相關規定查核計畫書圖及相關文件無誤，並經認定符合都市計

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後，應即依法辦理公開展覽及舉行說明會，

並於完成公開展覽後一個月內提該管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直轄

市、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於三個月內依都市計畫法第十九條規定將其審議結果，連同

都市計畫書圖及相關文件報請內政部核定。 

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都市計畫變更案件，應確實依各級都市

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允許與案情有關之公民或團體

代表列席聽取案情說明，並表達意見。 

申請人將確實依左列規定辦理。 

五、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時，其依法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及實施水

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都市計畫變更之審議、環境影響評估及

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查，得採平行作業方式辦理。但依法須辦理環

境影響評估者，於各該都市計畫變更案報請核定時，必須檢具環

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本計畫區非屬山坡地，故無需辦理水土

保持計畫。且經查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本計畫區無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 

六、申請人於都市計畫變更案經核定機關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應即與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都市計畫核

定機關於申請人完成協議書簽訂後，應即予核定或轉報備案，層

交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發布實施，以及依規定核發開發許

可。 

申請人將確實依左列規定辦理。 

七、申請人於取得開發許可後，應先依規定申領雜項執照，並於完成

雜項工程及興闢完成公共設施，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驗合

格，辦理移交予該管政府並完成自願捐贈土地之移轉登記及現金

之提供後，始得依法申領建造執照。 

前項現金之提供，如因情形特殊，經申請人與當地直轄市、縣

申請人將確實依左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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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規範條文 辦理情形及說明 

（市）政府協議，報經該管都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者，得以分期方

式繳納，並納入都市計畫書規定。 

八、依本規範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其辦理機關為各該都市計畫原

擬定機關。但都市計畫原擬定機關為鄉（鎮、市）公所者，由縣

政府辦理；申請變更範圍跨越省（市）境或縣（市）境者，由申

請範圍較大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辦之。 

新豐（山崎地區）都市計畫擬定機關為

新豐鄉公所，故本申請案都市計畫變更

辦理機關，依左列規定應為新竹縣政

府。 

九、依本規範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其細部計畫得一併辦理擬定。 本計畫區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併同辦

理。 

十、辦理都市計畫變更之機關受理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案件時，若

發現計畫書圖及相關文件不符（全）者，應一次限期申請人補正

（件）。申請人無正當理由逾期不補正（件）者，應將其申請案

退回，並副知上級主管機關。 

申請人將確實依左列規定辦理。 

十一、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涉及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者，應

依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有關規定辦理。 

本計畫區非屬山坡地，故無需辦理水土

保持計畫。且經查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本計畫區無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 

十二、都市計畫農業區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區位，應以鄰近已發展地

區或規劃為發展區者優先，且土地面積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直轄市計畫、省轄市計畫及縣轄市計畫地區：不得小於三公

頃。 

(二)鄉街計畫、鎮計畫及特定區計畫地區：不得小於五公頃。 

申請人擬興辦之事業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或申請變更土地

四周因下列情形致無法擴展者，得不受前項面積規定之限制：

(一)為河川、湖泊或山崖等自然地形阻隔者。 

(二)為八公尺以上之既成或計畫道路或其他人為重大設施阻隔

者。 

(三)為已發展或規劃為發展區所包圍者。 

本計畫區位於新豐（山崎地區）都市計

畫區，其係屬鄉街計畫。本計畫區申請

面積為 7.8781公頃，符合左列規定。 

十三、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形狀應完整連接，連接部分最小寬度不得

少於三十公尺。但為既成道路或都市計畫道路分隔者，視同完

整連接。 

本計畫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形狀完整連

接，符合左列規定。 

十四、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應臨接或設置八公尺以上之聯外道路，且

該聯外道路須有足夠容量可容納該開發所產生之交通需求。 

本計畫區臨接 15 公尺計畫道路（現況

已開闢為康樂路），符合左列規定。 

十五、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不得位於下列地區： 

(一)重要水庫集水區：凡現有、興建中、規劃完成且核定，做為

供民生用水者或集水區面積大於五十平方公里之水庫或離槽

水庫者為重要水庫；其集水區範圍依各水庫治理機關認定之

管理範圍為標準，或大壩（含離槽水庫）上游全流域面積。 

(二)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相關法規規定禁止開發之土地（詳

如附表）。 

本計畫區非位於重要水庫集水區、相關

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相關法規規定禁止

開發之土地，詳附件六。 

十六、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之範圍

者，應依自來水法之規定管制。基地污水排放之承受水體如未

能達到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告該水體分類之水質標準或河川水

體之容納污染量已超過主管機關依該水體之涵容能力所定之管

制總量者或經水利主管機關認為對河防安全堪虞者，不得開

發。 

前項土地所在之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如已依法公告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者，並應依

飲用水管理條例相關規定辦理；如尚未依法公告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之地區者，並應符合下列規

定。但在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劃定公告前已實施都市計畫地區

者，或基於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且無污染貽害水源、水質與

水量行為之虞，經提出廢水三級處理及其他工程技術改善措

本計畫區非位於左列所述環境敏感區，

詳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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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規範條文 辦理情形及說明 

施，並經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

機關審查同意後，送經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者，不在

此限。 

(一)距離豐水期水體岸邊水平距離一千公尺之範圍，區內禁止水

土保持以外之一切開發整地行為。 

(二)取水口上游半徑一公里內集水區及下游半徑四百公尺，區內

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切開發整地行為。 

(三)距離豐水期水體岸邊水平距離一千公尺以外之水源保護區，

其開發管制應依自來水法之規定管制。 

十七、第十六點水岸緩衝區所指河川及水體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河川：指河川（溪流）之主流、支流，及支流上一級之支

流；至支流上一級之支流之認定方式，以內政部出版之二萬

五千分之一之經建版地形圖上有標示河（溪）名，且級序應

為“2＂（包含 2）以上者。 

(二)水體： 

1.河川已築有堤防者，以堤防為準。 

2.未築堤防，而已依水利法第八十二條公告有水道治理計畫

線或堤防預定線者，以公告線為準，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

防預定線皆已公告者，以堤防預定線為準。 

3.未築堤防且未公告水道治理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者，以該

溪流五年洪水頻率所到之處為準。 

本計畫區非位於左列所述環境敏感區，

詳附件六。 

十八、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若位於自來水淨水廠取水口上游豐水期

水體岸邊水平距離一千公尺以內，且尚無銜接至淨水廠取水口

下游之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者，應暫停受理都市計畫之變更。

但提出上述系統之設置計畫，且已解決該系統所經地區之土地

問題者，不在此限，其設置計畫並應優先施工完成。 

前項土地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依第十六點規定辦理。

本計畫區非位於左列所述環境敏感區，

詳附件六。 

十九、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若位於依法劃定之海岸（域）管制區、

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或要塞堡壘地帶之範圍者，

其開發除應依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事項管制外，於辦理變更審

議時並應先徵詢主管機關之意見。 

本計畫區非位於左列所述環境敏感區，

詳附件六。 

二十、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地建築管理

辦法規定外，其使用限制如下： 

(一)坵塊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其面積之百

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貌，不得開發利用，其餘土

地得規劃作道路、公園及綠地等設施使用。 

(二)坵塊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未逾四十之地區，以

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不得建築使用。 

本計畫區非屬山坡地，詳附件六。 

二十一、申請變更使用的土地如位於山坡地，應順應地形地勢規劃，

避免大規模整地。整地後每宗建築基地最大高差不得超過十

二公尺，且每三公尺應設置駁崁，並須臨接建築線，其臨接

長度不得小於六公尺。 

本計畫區非屬山坡地，詳附件六。 

二十二、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之原有水路、農路功能應儘量予以維

持，如必須變更原有水路、農路，應以對地形、地貌及毗鄰

農業區之農業生產環境影響最小之方式合理規劃。 

本計畫區原有石門農田水利會山崎分渠

流經，經該會 101 年 3 月 19 日石農管

字第 1010002586 號函示，原則同意保

留渠道現況以維水路上接下承。若需改

道或其他變更事宜，應提供工程細部設

計圖予該會審查。申請人將確實依左列

規定辦理，詳附件六。 

二十二之一、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級集水區，

應以二十五年發生一次暴雨產生對外排放逕流量總和，

不得超出開發前之逕流量總和，並應以一百年發生一次

申請人已確實依左列規定辦理，詳附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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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規範條文 辦理情形及說明 

暴雨強度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施，以阻絕因基地開發

增加之逕流量。有關逕流係數之採用，得參考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訂頒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並取上限值計算。

前項逕流量之計算，應經依法登記開業之相關專業技師

簽證。但由政府相關專業機關提供，並由機關內依法取

得相當類科技師證書者為之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滯洪設施面積之計算標準，山坡地開發案件，如

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十三、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未申請開發之土地，應維持其出入功

能。 

申請人已確實依左列規定辦理，詳圖

7-1。 

二十四、可供建築基地應就地質承載安全無虞之地區儘量集中配置，

並使基地法定空地儘量集中留設並與開放空間相聯貫，以發

揮最大保育、休憩與防災功能。 

依地質鑽探報告顯示（詳附錄三），本

計畫區地質承載安全無虞，且本計畫區

藉由退縮建築與開放空間相聯貫（詳附

錄二）。 

二十五、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應規劃設置足夠之防災避難場所、設

施、消防救災路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本計畫劃設之公共設施開放空間可作為

防災避難場所、設施、火災延燒防止地

帶；本計畫劃設之計畫道路可滿足消防

救災道路寬度需求。詳第七章柒、防救

災計畫。 

二十六、申請變更使用範圍毗鄰外側土地，除面臨具隔離功能之海、

湖、河等公共水域，或山林、公園等永久性公共綠地、空地

者外，應設置隔離綠地或退縮建築，其距離須在十公尺以

上。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申

請變更使用範圍毗鄰外側土地，應設置

隔離綠地或退縮建築，其距離須在 10

公尺以上，其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並應植栽綠化。 

二十七、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應先進行都市設計，並納入都市計畫

書規定。 

前項都市設計之內容須視實際需要，表明下列事項： 

(一)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與管制事項。 

(二)人行空間或步道系統動線配置事項。 

(三)交通運輸系統配置及管制事項。 

(四)建築量體、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之配置、高度、造型、色彩

與風格等管制事項。 

(五)環境保護設施配置與管制事項。 

(六)綠化植栽及景觀計畫。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左列

規定事項。 

二十八、公共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則，若管線暴露於公共主要道路線

上時，應加以美化處理。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左列

規定事項。 

二十九、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應依消防法設置消防設施。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左列

規定事項。 

三十、依本規範變更為住宅社區使用時，得規劃部分土地作為社區性

商業使用，其面積不得超過申請變更使用土地總面積之百分之

十。 

本計畫未規劃商業區。 

三十一、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之建築基地，應於計畫書內載

明不得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有關容積獎勵相關法規之規

定。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左列

規定事項。 

三十二、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應規劃提供變更使用範圍內及全部

或局部都市計畫地區使用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 

本計畫共劃設鄰里公園用地、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機關用地、道路用地等公共設

施用地（含部分代用地），以提供變更

使用範圍內及全部或局部都市計畫地區

使用。詳第七章參、公共設施及公用設

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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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規範條文 辦理情形及說明 

三十三、應依第三十二點規定劃設而未能在變更使用範圍內劃設提供

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應提供完整可建築土地予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作為設置之代用地，或得改以同比例土地依都市

計畫變更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換算捐贈代金。 

本計畫區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含部分代

用地）面積合計 2.8865 公頃，佔計畫

區面積之 36.64％。詳第七章參、公共

設施及公用設備計畫。 

三十四、依前二點劃設及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用地及代用地，

其面積合計不得低於申請變更使用總面積之百分之四十，其

中代用地面積不得低於百分之五。但申請變更為工業區者，

其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用地及代用地之面積合計不得低於申

請變更使用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1.本計畫區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佔計

畫區面積之 35％，包括鄰里公園用

地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綠地用地及道路用地等。 

2.另本計畫依「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

用審議規範」第 33、34 點之規定，

代用地為申請變更使用總面積 5％，

面積共約 0.3939 公頃。其中 0.1291

公頃作為機關用地（供新豐鄉公所作

里集會所、活動中心、圖書館等使

用）；其於餘用地 0.2648 公頃以都

市計畫變更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換

算捐贈代金。前開捐贈代金之用途，

應優先供本計畫區機關用地興闢及本

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管理維護之使

用。 

3.相關內容詳第八章。 

三十五、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所劃設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

用地，如擬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作多目

標使用時，以供作非營業性之公共使用者為限，其項目並應

在計畫書中敘明。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左列

規定事項。 

三十六、變更使用範圍內依規定設置之公園、綠地、廣場、兒童遊樂

場等面積合計不得低於申請變更使用總面積之百分之十。 

本計畫劃設之公園、綠地、廣場、兒童

遊樂場等面積合計約佔申請變更使用總

面積 14.23％，符合規定。詳第七章

參、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計畫。 

三十七、變更使用範圍內之主要道路應採人車分離之原則劃設人行步

道，且步道寬度不得小於一‧五公尺。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左列

規定事項。 

三十八、變更使用範圍內除每一住宅單元（住戶）至少應設置一路外

汽車停車位外，並應按範圍內居住規模或服務人口車輛預估

數之百分之二十設置足夠之公共停車場。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左列

規定事項。並已劃設足夠之公共停車

場，詳第七章參、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

計畫。 

三十九、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其原始地形在坵

塊圖上之平均坡度達百分之十五以上者，除本規範另有規定

外，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平均容積率不得超過百

分之一百；其餘建築基地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平

均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二百。但所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公用

設備用地及代用地超過本規範所定最低比例者，得酌予提高

其平均容積率；其提高部分不得超過上述所訂平均容積率上

限之百分之二十。 

已於第九章細部計畫指導原則載明，住

宅區及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五十，平均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二

百。 

四十、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規劃做為商業使用之土地，應提供都市計

畫變更後第一次土地公告現值與該規劃作為商業使用土地面積

乘積之百分之五金額，其中二分之一撥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供農

業建設；二分之一撥供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從事地方、鄉村

建設及辦理農地使用管制經費。 

本計畫並無規劃商業區。 

四十一、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之道路、學校、公園、綠地、廣場、兒

童遊樂場、停車場等公共設施用地，應捐贈予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 

左列規定事項已載明於第八章開發方

式、實施進度及經費。 

四十二、代用地及前二點捐贈之土地及提供之現金，應於變更都市計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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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規範條文 辦理情形及說明 

畫核定或備案機關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與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四十二之一、申請人同意確實依本規範所定附帶條件及許可條件辦理

者，得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其提供之公共設施用

地比率並應單獨計列，不含開發範圍內以原公有道路、

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辦理抵充之部分。 

左列規定事項已載明於第八章開發方

式、實施進度及經費。 

四十三、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如為住宅社區者，應檢具社區經營管

理計畫，其內容如附件。 

左列規定事項已載明於第十章社區經營

管理計畫。 

四十四、協議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具結保證依核准之都市計畫實施進度及事業財務計畫開發建

設辦理，其變更為住宅社區使用者，並切結依核准之社區經

營管理計畫實施。 

(二)自願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及代用地座落、面積及現金金額。 

(三)違反前二款規定之效力。 

遵照辦理。 

四十五、第四十四點第三款所定之效力包括： 

(一)廢止開發許可並公告之。 

(二)限期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將土地變更為原使用分區或其他

適當分區。 

(三)已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公共設施用地、代用地及提供之現

金不予發還。 

遵照辦理。 

四十六、申請變更使用範圍內若無公共下水道系統可供接用，或雖有

公共下水道系統接用，其設置容量無法收集處理因開發所產

生之污水量者，應依下水道法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系統及管

理組織，並應採用雨水與污水分流方式處理，其經處理之污

水應符合放流水排放標準。若排入原灌溉設施者，應經管理

機構同意及主管機關核准。 

本計畫區屬「新竹縣新豐鄉雨水下水道

系統計畫」及「新竹縣新豐鄉污水下水

道系統計畫」服務範圍，未來將納入

雨、污下水道收集系統內。惟在現況污

水下水道尚未建置完成之前，本計畫區

將先行設置專用污水處理設施，經處理

符合放流水排放標準後，再行排放。詳

第七章參、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計畫。

四十七、申請人應擬具有關廢棄物處理、清運、收集及設置地點等計

畫，該計畫應經環保主管機關同意。 

已經主管機關同意，詳附件七。 

四十八、申請人應檢附相關事業（電力、電信、自來水）主管機構之

明確同意供應文件。但各該機構不能提供供應服務，而由申

請人自行處理，並經各該主管機構同意者，不在此限。 

已經主管機關同意，詳附件七。 

五十、申請人違反協議書規定事項，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廢

止其開發許可，並即由原都市計畫變更機關依協議書或都市計

畫書內載明之期限，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將其土地變更回復為

原使用分區或其他適當分區，其已完成移轉登記之自願捐贈土

地及已提供之現金不予發還。 

遵照辦理。 

五十一、基地內夾雜零星或狹小公有土地或未登錄土地，基於整體規

劃開發及水土保持需要，應先依規定取得同意合併開發證明

書。 

遵照辦理。 

五十二、本規範規定事項，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自治條例或各

該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另有規定者，或其屬配合國家重大建

設者，得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不適

用本規範全部或一部之規定。若仍有未規定事項，仍以內政

部都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遵照辦理。 

註：依「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審議規範（98.09.24）」規定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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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依本規範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不得位於下列地區查核表 
項目 相關法規之規定 辦理情形及說明 

一 

依水利法及臺灣省水庫蓄

水使用管理辦法公告之水

庫蓄水範圍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0 年 1 月 27 日經水事字第 10031000750 號

函，本計畫區非位於水庫集水區所屬鄉鎮市區。詳附件六。 

二 
依水利法及淡水河洪水平

原管制辦法公告之防洪區 

本計畫區非位於基隆市及新北市，得免予查詢。 

三 

依水利法劃設之河道或行

水區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0 年 9 月 5 日經水工字第 10051191840 號函、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100 年 9 月 14 日府工河字第 1000124958 號

函、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100 年 9 月 15 日府工建字第 1000125064

號函，本計畫非屬公告之河道或行水區。詳附件六。 

四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劃定之

古蹟保存區 

依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00 年 8 月 23 日文資字第 1000002582A 號

函，本計畫非屬公告之古蹟保存區。詳附件六。 

五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

生態保育區、自然保留區 

依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00 年 8 月 23 日文資字第 1000002582A 號

函，本計畫非屬公告之生態保育區、自然保留區。詳附件六。 

六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

動物保護區 

依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100 年 9 月 19 日府農森字第 1000126236 號

函，本計畫非屬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 

七 

依國家安全法施行細則劃

定公告之下列地區： 

(一)海岸管制區之禁建區 

(二)山地管制區之禁建區 

(三)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

之禁建區 

依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北部地區巡防局 100 年 8 月 23

日北局巡字第 1000011857 號函、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00 年 8 月

16 日竹縣警保字第 1000016164 號函、第三作戰區指揮部 100 年

11 月 3 日陸六軍作字第 1000013002 號函，本計畫非屬前述禁建

區。詳附件六。 

八 

依電信法及衛星微波通信

放射電波範圍禁止及限制

建築辦法劃定之禁止建築

地區 

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0 年 9 月 8 日通傳資字第 10000431300

號函，本計畫非屬公告之禁止建築地區。詳附件六。 

九 

位屬依民用航空法及航空

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

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

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劃定

之禁止建築地區 

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0 年 8 月 19 日系統字第 1000025366 號

函，本計畫非屬公告之飛航管制區。詳附件六。 

十 

依公路法及公路兩側公私

有建物廣告物禁建限建辦

法劃定之禁建地區 

依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北區工程處 100 年 8 月 30 日北

工中字第 1006010084 號函、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新竹工務段 100 年 9 月 23 日一工竹字第 1000004162 號函本計畫

非屬依公路法及公路兩側公私有建物廣告物禁建限建辦法劃定之

禁建地區。詳附件六。 

十一 

依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

系統兩側公私有建築物與

廣告物禁止及限制建築辦

法劃定之禁建地區 

依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100 年 8 月 29 日府工建字第 1000113353A

號函，本計畫區非位於「新竹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禁建範

圍。詳附件六。 

十二 
依原子能法施行細則劃定

之禁建區 

非屬核子設施之台北縣及屏東縣境內。 

十三 

依行政院核定之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

設之自然保護區 

依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0 年 8 月 23 日城海字第

1000007171 號函，本計畫非屬公告之自然保護區。詳附件六。 

十四 其他 詳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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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建築計畫 

將從本計畫區建築物整體配置，以及綠化植栽及景觀意象等兩個向度來加

以說明，惟未來應依實際建照執造核定內容為準。 

一、整體配置 

就整體配置而言，希望達成幾項目標：首先是與周圍環境的協調關係與良

好的邊界景觀品質；其次則是計畫區內建築物與公共開放空間良好界面品質；

最後則是建構建築物與道路間開闊的景觀環境。以下說明幾項主要策略：臨接

計畫區邊界之建築物進行退縮建築，以預留緩衝、整合之空間；臨接公共開放

空間（包括鄰里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之建

築物，應藉由建築退縮以保障公共開放空間之品質；另透過沿街面建築物退縮

以建構兼顧視覺開闊與綠化街道界面之景觀空間。 

二、綠化植栽及景觀計畫 

本計畫區內進行景觀之綠化植栽區位主要分為兩個層次：首先是屬於公共

設施之公共開放空間與道路系統；其次則是屬於個別開發基地之法定空地，以

下分別說明其綠化植栽計畫： 

(一)公共設施景觀 

1.就公共開放空間而言，包含兩個不同之性質，屬於計畫區邊界空間之地區，

應藉由複層植栽來提升景觀緩衝之功能；屬於計畫區核心、街道沿線、節點

功能之開放空間則應藉由景觀喬木的佈設來建構視覺自明性意象。 

2.就道路系統而言，本計畫區內景觀主軸（包括 18、25、26 號道路）應於路

權內預留植栽帶，並佈設景觀植栽，從而強化計畫區主軸道路之意象。 

(二)建築基地景觀意象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之植栽綠化面積為原則，以

提升整體建築基地景觀視覺品質，並就建築綠化及建築配置之景觀設計原則

分述如下： 

1.建築物臨接或面向鄰里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

地、綠地用地部分，如有暴露通風、通氣、廢氣排出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

備，應採適當之遮蔽處理與設計。 

2.建築物屋頂各項設施如水塔等，須於建築設計中加以隱藏包圍，不得外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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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環境調查分析報告 

(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報告 

(二)地質鑽探分析報告 

(三)交通流量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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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本計畫為「新竹縣新豐鄉山崎都市計畫區農業區變更案」之

委託地質鑽探工程。基地位於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地區，基地附近

有明新科技大學及新竹湖口工業區，因此交通便利，生活機能極

佳，基地開發面積約 7.8781 公頃，圖 1-1 為本基地之位置圖。

基地南側為明新科技大學，東北側鄰近新豐火車站，交通方面，

鄰近省道台 1 線(新興路)，基地周邊有康樂路一段(縣道)及明新

街通往市區，居住機能充足。 

為確保開發基地之安全性，首先應瞭解基地地質條件、地層

分布狀況及求得結構基礎承載安全之評估所需地層之工程性質

參數，岑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於 100 年 8 月 30 日進機，並於 100

年 9 月 20 日完成現場施作，陸續完成土層及岩層的相關試驗及

野外地質調查，茲已完成所有地質鑽探及調查工作，正式提出本

報告書，以供後續規劃設計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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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基地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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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質調查及鑽探工作 

台灣本島位處太平洋板塊與歐亞板塊交界之地震帶，地震頻

繁且地勢陡峻，加上地質特殊、雨量充沛，因此，每逢颱風豪雨

季節及地震之侵擾，極易對居住環境造成災害。由於台灣地形及

地質之特殊 ,在開發前若不加以審慎調查規劃，容易造成自身及

周遭環境莫大之災害。因此於開發之初應詳加探討，擬定詳細且

嚴謹之開發計劃，以確保開發之合理性及安全性。  

2.1 地質調查工作 

對於本基地之地質調查工作包括： 

(1)資料蒐集：蒐集及分析與本計劃區相關之資料與文獻，包括

基地附近區域地質圖及地質構造分布圖等，以為

整個作業進行之參考及依據。  

(2)現場地表地質踏勘：本次踏勘工作，除著重於踏勘本區地形，

地表植生狀況、地層、地質構造及水文概況

外。並由本公司地質技師進行野外地層露頭

之記錄、量測與製圖，以了解基地之地層分

布及地質構造之特性。並觀察附近地區之地

形、地貌、植生等，以瞭解附近是否有其他

發生地質災害 (如坍方、滑動 )之處。  

2.2 鑽探工作 

(1)數      量：本計劃範圍共 7.8781 公頃，為了解基地土壤及

地層特性，於 100 年 08 月於基地內配置 3 孔鑽

探孔位，深度各為 20m，鑽探總深度合計共 6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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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佈    孔：鑽孔位置請參閱圖 2-1。  

(3)鑽探方法：本鑽探工程係採用旋轉式鑽探工法，施工期間所取之土

樣依規定送至中聯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行各項試

驗，試驗成果請參閱附錄二。 

2.3 土壤及岩心室內試驗 

本基地進行鑽探時，除依各孔預計深度進行土壤及岩心的連

續取樣外，並同時針對土層進行標準貫入試驗(N 值 )及劈管取

樣，從現場取得之劈管、薄管土樣及岩心取樣 (挑選部分岩心區

段 )，經妥善裝運後，送交所委託之中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試驗

室進行各項室內試驗。試驗結果參閱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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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區域地質 

欲了解一個基地其所具備之地質條件是否適合開發？是否潛

在一些不良的因素？首先必須從大區域的地質環境去加以了解，

加以探討。本基地調查範圍位於新竹縣新豐鄉境內，本報告即從

該地區所出露的地層及地質構造先行了解，再進一步探討基地所

在的地層及其特性。  

 
3.1 地層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出版之台灣區域地質圖 -新竹圖幅 (圖

3-1)及圖 3-3，本基地範圍位於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地區，基地周緣

地區所出露之地層，包括更新世的頭嵙山層 (Tk) 、店子湖層 (Tz)

及全新世的沖積層 (a)，由區域地質圖顯示，本基地應屬更新世的

店子湖層 (Tz)，茲將各層之特性分別敘述如下：  

(一)  頭嵙山層 (Tk) 

    本區出露之頭嵙山層之岩性主要由厚層砂岩和砂岩與泥岩之互層

所組成。砂岩呈淡灰色或黃棕色，顆粒為細粒至中粒，膠結相當疏鬆，

膠結物主要為黏土。本層具有板狀及槽狀交錯層、波痕、球狀或枕狀

等原生沈積構造。少數的礫石薄層偶夾在砂岩和泥岩之中。  

(二)  店子湖層 (Tz) 

本層主要由下部之礫石和上部之紅土所組成。礫石之組成主要為

白色之石英岩、深灰色之矽質砂岩、深青灰色至黃棕色之鈣質砂岩及

含少量的玄武岩和輝綠岩。礫徑通常在 10 至 20 公分之間，亦有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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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者。礫石層之厚度從數公尺至五、六十公尺不等，其與上蓋

之紅土層間大致為漸移關係，其標準剖面下部應為未受紅土化作用之

礫石層，其上方之礫石表面稍受分解，再上方即變為黃棕色黏土，散

布著小礫石，最上部則移化為紅土。部份剖面中紅土層之切面尚保存

許多相當明顯之礫石輪廓，但紅土化作用已達到各礫石中心，新鮮的

岩石部份已完全消失。故推論本層中紅土大部份為礫石與其充填物在

受極端風化作用後所殘留之原生土壤。紅土呈濃紅棕色，以粘土礦物

和含水之氧化鋁及氧化鐵所構成，其中並含有許多殘留礦物之石英粒

與少許無色透明鉻英石、紫色鉻英石、柘榴子石、十字石、綠簾石、

鈦鐵礦、白鐵礦、磁鐵礦、褐鐵礦、赤鐵礦、黑雲母、白雲母、榍石、

獨居石、綠色角閃石等〈林朝棨，1963〉。 

全層之厚度變化很大，從數公尺至五、六十公尺之間，其中紅土

層之厚度在一至二公尺之間。 

 (三) 沖積層 (a) 

沖積層主要由礫石、泥沙所組成。其中以砂、泥所占比例較多。 

 

3.2 地質構造 

台灣島的形成是造山運動的結果，造山運動的主角是歐亞

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由於兩板塊碰撞及持續的擠壓錯

動，位於板塊邊緣的沈積物逐漸隆起成今日的台灣島。其中，

中央山脈屬於歐亞板塊，海岸山脈屬於菲律賓板塊，花東縱谷

是它們的界線，也就是板塊縫合帶。受到板塊碰撞的影響，台

灣的造山運動非常活躍，這由中央山脈平均每年上昇 2、3 公分

的速率可以看得出來；同樣地，受到板塊碰撞的擠壓力與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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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地質構造也呈現複雜、多變的面貌。位在縫合帶上的

縱谷及海岸山脈是最靠近板塊邊緣的地區，除了地震多、地層

特殊之外，地質構造之複雜亦尤甚於西部地區，褶皺與斷層構

造縱橫交錯。  

    依據圖 3-1 區域地質圖，基地附近所出現之地質構造主要為

湖口斷層、湖口背斜及坑子口背斜，經查察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公

布之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所示 (圖 3-2 所示 )，湖口斷層屬活動斷

層，由圖 3-3 查得本基地距離湖口斷層約 1.87 公里，因此本基地

不受活動斷層之相關法規(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三章第 262 條)，地震規模

M>7，斷層帶兩側各 100 公尺不得開發建築之限制。但本基地所規劃之建

築物建議仍需符合耐震設計規範，並加強抗震設計。茲將各地質構造特

性，說明如下：  

(一) 湖口斷層 

本斷層受到中壢層堆積物之掩蓋，於地表無法直接觀察。然經由航照

判讀可以清楚看出湖口臺地北緣之斷層崖地形。根據震測資料顯示，在湖

口臺地北緣之陡立地臺下方 250 公尺深處之地層為水平之層態，由震波記

錄之推求，傾角急遽變化各點之連線平行於地表之斷層〈湯振輝，1963b〉，

故可推論此斷層之存在。又根據古兆禎〈1963〉和柏尼剌〈1977〉之研究

指出湖口斷層具有右移的水平錯動分量並推斷為一活動斷層。 

(二) 坑子口背斜 

本背斜位於新竹市北方約六公里處，坑子山口山可能即為本背斜窿起

而形成。牧山鶴彥〈l934a〉編製五萬分之一地質圖「舊港」幅即已標明本

背斜。在鳳山溪北岸之臺地崖出露之　嵙山層可量測岩層之位態；背斜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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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之岩層走向為南北至北三十五度東之間，向東或東南傾斜五至八度；西

翼之岩層走向為北十五度至四十五度東；向西北傾斜五至十度之間，由此

推測背斜軸之走向略呈北北東其延伸不詳。潘玉生〈1962〉及江新春〈1974〉

從震波測勘得知坑子口背斜為一穹窿構造。孫習之〈1962〉據航照地質研

究指出本背斜在店子湖層沉積以後至少有四次的間歇上升運動。湯振輝和

徐兆祥〈1970〉曾報告本背斜構造之地下地質與石油礦床。坑子口背斜東

方三里半左右之大眉附近，由出露岩層的位態，推測有一向斜構造，因南

北向延伸，均為第四紀覆蓋層掩覆，故未深入研究。 

(三) 湖口背斜 

本構造位於本區域之中部，為湖口臺地最重要的褶皺構造，主要由楊

梅層組成，背斜軸部部份為店子湖層所掩蓋。本背斜略呈不對稱，南翼較

平緩，一般傾角在 15 度左右；北翼較陡，傾角平均約為 28 度。本背斜南

翼即新埔向斜之北翼。本背斜北冀岩層於褶皺形成期間因來自東南方之擠

壓而造成伴生的斷裂現象。湖口背斜之東端有兩個小規模之皺褶，一為向

斜，一為背斜，此二構造應為伴隨此背斜產生之拖曳褶皺，因規模甚小不

另命名。 

 

3.3 區域地質評估 

基地位於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地區，開發面積約 7.8781 公頃，基地南側

為明新科技大學，東北側有新豐火車站，鄰近省道台 1 線(新興路)，基地周

邊有康樂路一段(縣道)及明新街通往市區，交通便利，居住機能充足。基

地地形平坦，其植生多為雜林，另基地西側部分區域已有農作行

為，地形變化不大。另經現地勘查及查察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圖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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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資料顯示，基地周遭無潛在之地質災害疑慮，基地之現況如下照片

所示。 

照片一 基地內屬雜林且地形平坦，無

       逕流沖蝕問題。 
照片二 基地西側部分區域已有農作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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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區域地質圖 

資料來源：中央地調所-新竹圖幅(1988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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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資料來源：中央地調所-活動斷層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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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地調所-坡地環境地質資料庫查詢系統。 

圖 3-3 基地環境敏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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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地地質 

4.1 地層特性 

1.岩性地質 : 

本基地屬於更新世之店子湖層，在基地地表覆有一層紅土

層，紅土層下方則以礫石層為主，厚度約 7-10m 不等，礫石層

下則有一砂岩層，以黃棕色至灰色砂岩為主，灰色區段較黃棕

色區段膠結緊密，整體而言，本基地岩層具高承載力，屬穩定

性高之地層。  

2.未固結地質 (如填土、沖積層、土壤、砂丘、崩積、崩塌等 ): 

依據野外調查及鑽探得知，基地內之表層以紅土層為主，

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為主，土層厚度約 4.0-6.3m 不等，

依鑽探現場施作之標準貫入試驗，其 N 值介於 7~100 之間，依

經驗公式 qa=0.88N，得其承載力為 6.16~88.0 t/m²。另紅土層

下為礫石層，主要以黃棕色細砂粉土夾雜礫石，礫石以 5-10

公分者居多，礫石間充填細砂粉土，呈緊密狀態，屬高承載力

地層。  

 (1)產狀、分布、相對年代、與地形之關係  

基地位於更新世之店子湖層，屬更新世晚期之地層，店子

湖層與下伏岩層(頭嵙山層)呈不整合接觸。本地層主要分布於

北端之桃園臺地羣的西南角及南端竹東丘陵西北偶之丘陵面

上。 

 (2)物質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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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表層以紅土層為主，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為

主，土層厚度約 4.0-6.3m 不等，紅土層下為礫石層，主要以

黃棕色細砂粉土夾雜礫石，礫石以 5-10 公分者居多，礫石間

充填細砂粉土，呈緊密狀態，屬高承載力地層，而礫石層下則

有一砂岩層，以黃棕色至灰色砂岩為主，灰色區段較黃棕色區

段膠結緊密;整體而言，本基地岩層具高承載力，屬穩定性高

之地層。 

(3)厚度  

紅土層厚度約 4.0～6.3 公尺不等，而礫石層厚度為 7.0～

10.2 公尺，其下則屬黃棕色至灰色砂岩，至鑽探深度 20.0 公

尺皆屬該岩層。  

(4)地形表現 

基地地形平坦，部分區域已有農作行為，全區植生多為雜

林，經研判基地內並無河流侵蝕、側蝕、礦坑、及舊崩塌地等

特殊地質現象，現地地形變化不大。 

(5)物理或化學性狀 (如含水量膨脹性、張力裂縫等 ) 

參閱附錄二試驗結果報告得知，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含

水量在 17.1%~20.9%，孔隙比 0.70~0.83;而岩層部分，含水

量 為 24.14%~25.98% ， 比 重 2.65~2.67 ， 孔 隙 比

0.703~0.830，經現地野外地質調查目前並無任何張力裂縫存

在。  

(6)物理特徵 (如顏色、粒徑、堅實度、膠結性、黏滯性等 ) 

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為主，其中黏土含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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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粉土含量 55％～63％，砂含量 8％～14％，其土層單位

重介於 1.76～1.88t/m3。其下礫石層則為黃棕色細砂粉土夾雜

礫石，礫石以 5-10 公分者居多，礫石間充填細砂粉土，呈緊

密狀態，屬高承載力地層，而礫石層下則有一砂岩層，以黃棕

色至灰色砂岩為主，灰色區段較黃棕色區段膠結緊密。 

(7)風化情況  

基地岩層依據所取岩心判斷，砂岩層之風化情形屬未風化

至輕度(局部)風化，灰色區段較黃棕色區段膠結緊密。 

(8)受地質作用之影響 (如水、風、海浪、重力、生物等自然

營力之侵蝕與堆積作用 ) 

      現地地形平坦且植生多為雜林，部分區域已有農作行

為，因此就現地勘查並無發現沖蝕或堆積之疑慮，但建議仍

應於基地內配置排水設施，以利雨水之排放。  

 
4.2 基地地質 

本基地內所出露之地層屬於更新世之店子湖層，地層主要

由紅土層與礫石層及其下方之砂岩層為主，圖 4-1 為基地地層

剖面位置，圖 4-2~4-4 為地層剖面圖。茲將各層性質分別敘述

如下：  

(一) 紅土層 

性   質：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為主，土層厚度約

4.0-6.3m 不等。 

分佈深度：BH-1   0.0~6.3(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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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2   0.0~4.0(公尺 ) 

      BH-3   0.0~5.2(公尺 ) 

     

承 載 力：此層為紅土層，依鑽探現場施作之標準貫入

試驗，其 N 值介於 7~100 之間，依經驗公式

qa=0.88N，得其承載力為 6.16~88.0 t/m²。  

(二) 卵礫石層 

性   質：紅土層下方為卵礫石層，以黃棕色細砂粉土夾

雜礫石，礫石粒徑約 3-30 公分不等，其中以

5-10 公分者居多，礫石間充填細砂粉土，呈緊

密狀態，屬高承載力地層，但若礫石處於地下

水位面之下，或遭受雨水直接沖刷，開挖時則

需特別注意其穩定性。  

分佈深度：BH-1   6.3~15.55(公尺 )  

      BH-2   4.0~14.2(公尺 ) 

      BH-3   5.2~12.0(公尺 ) 

 

承 載 力：卵礫石層，依鑽探現場施作之標準貫入試驗，

其 N 值大於 100，表示其具有極佳之承載力。 

 

(三) 砂岩層 

性   質：以黃棕色至灰色砂岩為主，灰色區段較黃棕色

區段膠結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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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深度：BH-1  15.55~20.0(公尺 )，其中 15.8~18.0m

為黃棕色砂岩。  

      BH-2  14.2~20(公尺 )，其中 14.5-18.5m

呈灰色，其餘區段為黃棕色。  

      BH-3  12.0~20 (公尺 ) ，  12.30~16.75m 

             及 18.33~20.0m 為灰色砂岩。  

 

4.3 卵礫石層的特性說明 

台灣西部之卵礫石係由原堆積之礫石層受斷層、河川侵蝕

或切割等因素而形成目前之丘陵、台地地形。卵礫石層中之卵

礫石基本上為沉積岩之ㄧ種，由岩石風化後經水流搬運、沉積

及固結而成，因此其特性主要受母岩之性質而異。礫石之母岩

依其岩性主要為石英質、砂岩質及片岩質等三類，其中石英質

膠結好及抗風化性強、砂岩質則膠結差及抗風化性弱、片岩質

具膠結差及片理發達等性質。 

卵礫石層屬一複合材料地盤，由卵礫石顆粒及細料基質所

組成，其材料之工程性質（如強度及變形性等）自因材料組織

結構之差異（如卵礫石層顆粒含量不同及膠結程度不同等）和

其他外在自然因素如地下水而影響卵礫石地盤之工程特性。依

據陳榮河等(1990)於台地坍方防治報告中指出，卵礫石層內視

凝聚力之高低，將影響卵礫石邊坡之穩定性，顯示水的存在（地

表水入滲、地下水或棲止水）對卵礫石層強度參數之凝聚力影

響不可輕忽。根據洪如江等(1978)之研究，卵礫石層之粗料部

分（粒徑大於 4 號篩）含量大於 75％，工程特性由粗料控制；

若粗料部分小於 70％，則其工程特性由粒徑小於 4 號篩之材

料所決定；Matheson(1986)亦於堆石材料之研究成果，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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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小於 4 號篩材料含量對堆石材料工程性質之影響，將堆石材

料依小於 4 號篩材料含量之多寡而區分為四類。由此推知，礫

石含量之多寡，或小於 4 號篩材料含量之多寡，乃是影響卵礫

石或堆石材料工程特性之首要因素。一般而言，卵礫石顆粒含

量愈高，卵礫石之尖峰抗剪角愈大且愈明顯，變形模數亦相對

愈大。根據堆石材料工程特性之研究成果（褚炳麟等，1994；

Indraratna et al.，1993；Charles and Watts，1980；Marachi 

et al.，1972）卵礫石層之尖峰抗剪角隨圍壓之增大而降低，

亦即相同之卵礫石而言，較深層之抗剪角小於較淺層者，顯示

卵礫石層之強度及變形性亦受覆土深度之影響。 

由於本基地位於新竹縣新豐鄉境內，因此依據地調所台灣

地質圖說明書-新竹圖幅一章所述，於地形分類上屬桃園台地

羣，因此以表 4-1 台灣地區卵礫石層材料特性分類，本區之礫

石含量約佔 52％，砂含量約佔 21％，細料含量比例在 27％。

現地密度約為 1.76t/m 3，統一土壤分類屬 GC。現地直接剪力

試驗於桃園南崁所求得之ψp 為 31∘及 Cp 為 0.55 kg/cm2，ψ

r 為 31∘及 Cr 為 0。 

根據前述地工技術第 55 期中有關台灣地區卵礫石層材料

特 性 表 (表 4-1)建 議 ， 本 基 地 之 卵 礫 石 層 力 學 參 數 C=0 

kg/cm²，ψ=31°。為分析方便起見，將本基地之設計用參數建

議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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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台灣地區卵礫石層材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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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地層參數建議值 
 

地層描述 含水量 
W(％) 

孔隙比 
e 

比重

Gs 
單位重  
γt (t/m3)

單軸壓縮強度

qu(kg/cm2) 
凝聚力C 
kg/cm2 

摩擦角

ψ( ° ) 
資料 
來源 

紅土層：以細

砂、粉土及黏

土為主。 

17.1 
∫ 

20.9 
(18.6) 

0.70 
∫ 

0.83 
(0.78) 

2.70 
∫ 

2.72 
(2.71)

 1.76 
∫ 

1.88 
(1.81) 

－ － － 試驗 
結果 

卵礫石層：以

黃棕色細砂粉

土夾雜礫石 
－ － － 1.76 － 

Cp Cr ψp ψr 

表 4-1
0.55 0 31 31 

砂岩層：以黃

棕色至灰色砂

岩為主。 

24.14 
∫ 

25.98 
(25.32) 

0.703 
∫ 

0.830 
(0.769) 

2.65 
∫ 

2.67 
(2.66)

－ 

0.25 
∫ 

3.13 
(1.36) 

0.06 
∫ 

0.59 
(0.3) 

0.02 
∫ 

0.59 
(0.28) 

20.7
∫ 

26.9 
(24.8)

20.2
∫ 

26.8 
(24.4)

試驗 
結果 

註 1：（）表該試驗之平均值。 

   2：此為本公司之初步建議，由於地層在個別基地皆有所差異，未來設計單位 

      仍需依其需求作適度調整。 

 

4.4 構造地質(含層理、葉理、摺皺、節理、斷層、不整合或

火山活動等) 

(1)產狀與分佈 

基地位於更新世之店子湖層，依現場地質鑽探結果，基

地地層主要為(1)紅土層 (2)卵礫石層 (3)砂岩層。斷層方

面，距離基地最近者為湖口斷層，屬活動斷層，由圖 3-3 查

得本基地距離湖口斷層約 1.87 公里。 

(2)走向與傾斜  

本基地範圍及周遭地形平坦，且基地地層由紅土層、卵

礫石層及砂岩層為主，基地範圍內無岩層位態資料可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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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而經現地勘查及查察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公布之「坡地環

境地質資料庫查詢系統」得知，本基地無順向坡滑動之疑慮。 

(3)相對年代  

本基地地質屬店子湖層，本層中尚無化石被發現，僅偶

見漂木出現，因此屬更新世晚期之年代。 

(4)對岩盤構成的影響  

本基地以紅土層及其下方之卵礫石層及砂岩層為主，卵

礫石層厚度約 7~10.2m，礫石間充填細砂粉土，呈緊密狀態;

而其下砂岩層灰色區段較黃棕色區段膠結緊密。 

(5)斷層特殊性狀 (如斷層帶、錯動、活動性等 ) 

      依據圖 3-1 區域地質圖，基地附近所出現之地質構造主

要為湖口斷層、湖口背斜及坑子口背斜 。依據現有資料指

出，在地形上，湖口斷層在楊梅谷地與湖口台地間形成明顯

的線狀崖，線形向東西兩端逐漸不明顯；以往有許多由地形

的研究結果來研判湖口斷層有多次的活動紀錄，但都缺乏確

切的地質證據來輔證。由前人野外調查與地質鑽探結果，湖

口斷層在地下截切礫石層；斷層在地表的斷層跡可能位於緊

鄰湖口台地北緣線狀崖的北側，斷層可能是向斜軸部所形成

的逆移斷層，但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其出露地表的證據，屬於

盲斷層形式或被新期沖積層所掩覆。湖口斷層上盤也有發育

一些小型斷層構造，可能是湖口背斜軸部的正移斷層。由湖

口台地面的傾動與定年結果顯示，湖口斷層可能至少在距今

70,000 年內曾經活動過，暫列為第二類活動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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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特殊現象 

(1)侵蝕地區 (如懸崖、惡地形、向源侵蝕等 ) 

本基地地形平坦加上植生多為雜林，無逕流沖蝕現

象，因此無惡地形及向源侵蝕等疑慮。 

 (2)下陷地區 (如張力裂縫、小斷崖、錯動現象等 ) 

本基地以紅土層、卵礫石層及砂岩層為主，卵礫石

層膠結緊密，屬高承載力之地層，因此無下陷的情形存

在，而現場調查亦無發現張力裂縫、小斷崖、錯動等情

形。  

 (3)潛移地區  

本基地以紅土層、卵礫石層及砂岩層為主，紅土層

厚度約 6.3 公尺深，經現場勘查基地內並無潛移現象存

在。 

 (4)崩塌或滑動地區  

基地周遭地形平坦且植生多為雜林，經現地調查及

查察中央地質調查所-坡地環境地質資料庫查詢系統得

知(圖 3-3 所示)，基地附近並無崩塌或滑動之疑慮。 

 (5)活動斷層  

依據圖 3-1 區域地質圖，基地附近所出現之地質構造主

要為湖口斷層、湖口背斜及坑子口背斜，經查察中央地質調

查所所公布之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所示 (圖 3-2 所示 )，湖口

斷層屬活動斷層，由圖 3-3 查得本基地距離湖口斷層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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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里，因此本基地不受活動斷層之相關法規 (建築技術規則，

第十三章第 262 條 )，地震規模 M>7，斷層帶兩側各 100 公

尺不得開發建築之限制。但本基地所規劃之建築物建議仍需

符合耐震設計規範，並加強抗震設計。  

 (6)現有礦區 (場 )、廢土堆、坑道及礦渣堆地區  

本基地地層屬更新世之店子湖層，非台灣產煤地層 (木山

層、石底層、南莊層 )，經現地鑽探至 20 公尺，未發現有煤

層之成分，現地亦無廢土堆或坑道、礦區等情形。  

(7)隧道  

        在基地範圍內並未發現任何隧道設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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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地下水分布情形 

水為直接影響邊坡穩定與基礎工程的重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為地

質材料中之孔隙水所引起的超額孔隙水壓的消散，對邊坡穩定與基礎

工程的破壞之影響至巨。 

本基地的地下水狀況，由現場地質鑽探結果顯示，地下水位為

GL-8.85~9.80m，茲將其結果整理如表 4-3 所示，然由於地點不同

或季節差異（如雨季或乾季）將會明顯影響地下水位，因此建議在施

工前仍應再次量測地下水位，並於施工中隨時注意因地下水湧出或滲

出所造成的影響。 

表 4-3 地下水位量測表 
                                     量測日期為 100/9/2 

鑽探孔號 地下水位 量測照片 

BH-1 
(20m) GL-9.80 

 

BH-2 
(20m) GL-9.70 

 

BH-3 
(20m) GL-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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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與評估 

5.1 邊坡穩定性初步分析，包括填方區(借土土壤之 C.ψ.值)

及挖方區(順向坡、逆向坡) 

根據前章節基地地質概況分析所述，並配合現場鑽探與試驗

所得資料研判，將本基地之設計用參數建議如下所示  

(一 )卵礫石層  

凝聚力：C =0 kg/cm² (文獻資料 ) 

摩擦角：ψ=31° (文獻資料 ) 

 (二 )砂岩層  

   直接剪力試驗  

凝聚力 (殘餘值 )：C =0.02～0.59 kg/cm² (試驗值 ) 

摩擦角 (殘餘值 )：ψ=20.2～26.8° (試驗值 ) 

單軸試驗  

qu =0.25～3.13 kg/cm² (試驗值 ) 

      本基地地形平坦，故無填方或挖方之問題，地表植生覆蓋良好，

且附近地形亦屬平坦地，因此研判無順向坡疑慮。 

 

5.2 整地設計參考高程及穩定角，包括填方區(借土)及挖方區

(地層構造破壞潛勢、可能破壞模式) 

本基地地形平坦，部分區域已有農作行為，故無大範圍

的挖填方區域。  

5.3 基礎土壤破壞承載力推估 

本基地之地層由上而下分別為紅土層 (厚度約 4.0~6.3m)、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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礫石層 (厚度約 7.0~10.2m)及砂岩層 (GL-12.0 至 20m)為主，各

孔之厚度不一，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 3.2.3 內說

明，一般若在二倍基腳寬度之深度內有明顯堅硬之承載層，則可

將此堅硬之均勻地層（如卵礫石層）視為構造物之承載層，因此

建議可將卵礫石層視為良好之基礎承載層。  

以 N 值計算  

1. 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為主 

依據 Meyerhof 於 1965 年研究之成果，利用 N 值

來預測粒狀土層之承載能力。以容許沉陷量為 2.5 公分

時，建議基礎之容許淨承載力 qa 值為：  

       qa =1.34N，當 B<1.25m 

       qa =0.88N，適於大型基礎  

由現場地質鑽探顯示，本基地之表層紅土層其標準

貫入試驗 N 值介於 7~100，依上述公式 qa=0.88N，得

其承載力在 6.16~88 t/m² 之間。 

2. 卵礫石層：以黃棕色細砂粉土夾雜礫石，礫石粒徑以 5-10 公分者居多 

依現場標準貫入試驗得知本層 N 值大於 100，依據

岩心判斷亦屬緊密狀態，因此為高承載力地層，建議可

將卵礫石層視為良好之基礎承載層。 

 

mB
B

BNqa 25.1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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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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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築型態與土壤承載之相容性(沉陷量分析) 

若以利用 Terzaghi&Peck(1948)所提出 N 值與容許承載

力關係初步估計基礎沉陷，公式如下說明 : 

S=1.9
N ×q，B＜1.25m 

S=2.84
N q[ B

B+0.33]2，B＞1.25m 

S=2.84
N ×q，大型筏式基礎  

q=建築物荷重， t/m² 

N=表標準貫入值，7(依現場鑽探資料，採用紅土層之

最小 N 值 ) 

表 5-5 荷重與沉陷量關係表 

荷重 
(t/m²) 5 6 7 8 9 10 

沉陷量 
(cm) 

2.03 2.43 2.84 3.25 3.65 4.06  

1.表土層：假設建築物荷重由 5~10t/m²不等，經計算其沉

陷量為 2.03~4.06 公分。  

2.卵礫石層及砂岩層：屬於較緊密之地層材料，所以初步評

估其基礎沉陷量有限。  

所以上述地層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沉陷量限制在 10cm 以

下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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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七十八條，容許

沉陷量：一般建築物沉陷量不得超過 10 公分，煙

囪、穀倉、水塔等建築物不得超過 30 公分。  

5.5 潛在地質災害對開發之影響 

本基地依據現地調查及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出版之區域地質及環境敏

感地質圖得知，本基地並無潛在地質災害存在。 

5.6 開挖時可能遭遇的問題(如遭遇非常硬的岩層、地下水湧

入等) 

本基地之地層為紅土層、卵礫石層及砂岩層為主，由現場地

質鑽探結果顯示，地層結構尚屬緊密，無開挖上之問題，而基地

地下水位為 GL-8.85~9.80m，因此於基地設計基礎構造物時，亦

應考慮地下水所造成之水壓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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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基地工程特性評估 

6.1 台灣地區地震概況 

    台灣位於太平洋西岸弧狀列嶼中，呂宋弧與琉球弧銜接

處，菲律賓海板塊隱沒到屬歐亞大陸板塊之琉球弧底下，另外包

含呂宋弧在內的菲律賓海板塊騎跨到包含南中國海亞板塊在內

之歐亞大陸板塊之上 (Tsai etal,1977)，而台灣島是因呂宋弧直接

與亞洲大陸碰撞後所隆起之年輕島嶼 (Teng, 1990)。在這雙重穩

沒及弧陸碰撞作用下，使得台灣地區地震活動十分頻繁，根據歷

史記載，台灣發生過數次重大災害性地震 (鄭世楠和葉永田，

1989)。近數十年來，隨著台灣工商業發達，各種重大公共工程

不斷進行，都會區人口密度逐漸增高，一旦發生破壞性地震，生

命、財產的損失將數倍於以往。因此，綜合整理台灣地區的地震

危害度分析 (seismic hazard analysis)相關研究資料，以提供工

程設計參考來降低地震所帶來的災害及損失。  

依李錫堤教授與鄭錦桐先生 (1997)所做的研究，震源深度

在 35km 以內，震源分區及推估上限最大地震規模（圖 6-1 所

示），各區之上限地震規模至 6.5 以上，在西部外海地區 (A、B

區 )及東北角地區 (M 區 )，上限地震規模為 6.5。西部麓山帶 (C、

D、E、F 區 )，多逆衝斷層及盲斷層構造發育 (Bonilla,1975;Hsu 

and Chang,1979)，規模可達 7.0 以上，其中 C 區屬台灣北部伸

張型地體構造區及其轉移帶 (李錫堤，1986；Teng and 

Lee,1996)，所以規模定為 7.1，較 D、E、F 區為小。在隱沒帶

(O、S)區可高達規模 8.0 以上。弧陸正面碰撞處 (P、Q、R)可達

規模 7.8。台灣本島中間的幾區 (I、J、K 區 )，因為台灣弧陸碰撞

主要大地應力方向為西北向，在台灣山脈中央地區重力所造成之

垂直應力較其左右兩側為大，因此在山脈中央之軸差應力較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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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山帶或其東側為小 (Teng and Lee,1996)，並且發生之地震規

模亦較小，故上限地震規模僅定為 6.5。  

    參考圖 6-1，新竹縣新豐鄉之可能最大地震規模可達 7.3。 

 
圖 6-1 各淺層震源分區最大地震震央分佈及推估上限地震規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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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地震力分析 

活動斷層常因地震發生突然位移，並伴生地裂、山崩、地

基下陷、地下水變化等現象以及其他如火災、水災等災害。因

此，活動斷層之有無，關係該地區工程建設及居民安危至鉅。  

所謂活動斷層，乃指一斷層在過去經常發生週期性的活

動，而此斷層之活動性可由歷史、地質、地震、大地測量及地

球物理探勘獲知。  

台灣自更新世早期發生造山運動後，地殼活動迄今仍綿綿

絕，因此地震頻繁且造成地面上約有四十多條的淺層斷層發

生。此等斷層在適當誘因時，部分仍然活動，有些係屬可能活

動者 (參閱圖 3-2)。依據圖 3-1 區域地質圖，湖口斷層位於基

地東北側 1.87 公里處，因此本基地不受活動斷層之相關法規

(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三章第 262 條 )，地震規模 M>7，斷層帶

兩側各 100 公尺不得開發建築之限制。但本基地的任何建築物

皆需符合耐震設計規範，並加強抗震設計。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新竹縣新豐鄉之一般工址短週

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0.6 

DS1 =0.35，以及

工 址 短 週 期 與 一 秒 週 期 之 最 大 考 量 水 平 譜 加 速 度 係 數

M
SS =0.8、

MS1 =0.45(參閱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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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與 DS1 ，與震區短週期與一

秒週期之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
SS 與 MS1  

 

 

 

 

 

 

 

 

近斷層區域之工址必須考慮近斷層效應之台灣地區活動斷層如表6-2所列。 

表 6-2 中央地質調查所調查第一類活動斷層性質表 

斷層名稱 斷層性質 
地表破裂長

度 
歷史最大地震 備註 

1. 獅潭斷層 
神桌山斷層

逆斷層 
15 公里 
5 公里 

M7.1 
(1935.04.21) 

 

2. 
屯子腳斷層 右移兼逆斷層 7 公里 M7.1 

(1935.04.21) 
 

3. 
車籠埔斷層 逆斷層 105 公里 M7.3 

(1999.09.21) 

以中埔地

震為歷史

最大地震

4. 
梅山斷層 右移斷層 13 公里 M7.0 

(1906.03.17) 
 

5. 大尖山斷層

觸口斷層 
逆斷層 

25 公里 
67 公里 

M7.1 
(1941.12.17) 

 

6. 
新化斷層 右移逆斷層 6 公里 M6.3 

(1946.12.05) 
 

7. 米崙斷層 
玉里斷層 
池上斷層 
奇美斷層 

左移兼逆斷層

>25 公里 
37 公里 
11 公里 
18 公里 

M7.3 
(195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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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區域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及

DS1 ，及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
SS 與

MS1 直接依下式計算：  

      DSS = D
SS aF AN ； MSS = M

SS aF AN ； AN ≧1.0 

1DS = DS1 νF VN ； 1MS = MS1 νF VN ； VN ≧1.0 

其中， aF 與 νF 分別為反應譜等加速度段與等速度段之工址

放大係數，參閱表 6-3 短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數 aF 及表 6-4 長

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數 νF (地盤種類請參閱表 6-5)，地盤之分

類依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 決定

之，VS30≧  270m/s 者為第一類地盤；180m/s≦VS30＜270m/s

第二類地盤，VS30＜180m/s 為第三類地盤，本基地之地層歸為

第一類地盤。 AN  與  VN 分別代表反應譜等加速度與等速度段之

近斷層調整因子，其值在設計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下並不相同，

並隨工址與斷層之水平距離 r 而改變。由於本基地無近斷層效應

之影響，經計算後地震係數請參閱表 6-6 及表 6-7。  

 

表 6-3 短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數 aF (線性內插求值)  

地盤分類 
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S (

D
SS 或

M
SS ) 

SS ≦0.5 SS =0.6 SS =0.7 SS =0.8 SS ≧0.9 

第一類地盤 1.0 1.0 1.0 1.0 1.0 

第二類地盤 1.1 1.1 1.0 1.0 1.0 

第三類地盤 1.2 1.2 1.1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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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長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數 νF  (線性內插求值)  

地盤分類 
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1S

(
DS1 或

MS1 ) 

1S ≦0.30 1S =0.35 1S =0.40 1S =0.45 1S ≧0.50 

第一類地盤 1.0 1.0 1.0 1.0 1.0 

第二類地盤 1.5 1.4 1.3 1.2 1.1 

第三類地盤 1.8 1.7 1.6 1.5 1.4 

表 6-5 地盤分類表  

地盤種類 SV (m/sec) N 或 CHN  uS (kgf/cm²) 
第一類地盤

(堅實地盤)
SV >360 N >50 uS >1.02 

第二類地盤

(普通地盤) 180≦ SV 360≦ 15≦ N 50≦  0.51≦ uS 1.02≦  

第三類地盤

(軟弱地盤)
SV <180 N <15 uS <0.51 

 

表 6-6 經計算後地震係數結果表 
   新竹縣新豐鄉 DSS

1DS MSS
1MS  

計算後地震之係數(z) 0.6 0.35 0.8 0.45 

 

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地震力震區水平加速度

係數 Z 均以 0.4SDS 計算之，結果請參閱表 6-8。  

 

表 6-7 地震力震區水平加速度係數結果表 
    新竹縣新豐鄉 DSS

1DS MSS
1MS  

計算後地震之係數(z) 0.24 0.14 0.32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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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土壤液化潛能評估 

當疏鬆的飽和中細砂或沉泥等土壤 (無或低凝聚性者 )，在地

震發生時，由於連續性之反覆應力作用而產生超額孔隙水壓力；

當此孔隙水壓力接近或等於土壤之有效應力時，則土壤之抗剪強

度隨之降低甚或全然消失而使土壤呈液體狀態，此現象即稱之為

液化。  

至於影響土壤液化潛能之因素則不一而足，主要者有地震

強度與震動持續時間、土壤所受之應力歷史及以往曾受微小地震

作用之程度、相對密度、有效圍壓、土壤排水狀況、初始剪應力

大小、動剪應力值與地震機制等；次要因素則有土壤結構與顆粒

特性、地下水位之位置、土壤之飽和程度、滲透性與壓縮性等。 

根據 2005 年營建雜誌社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應

進行液化潛能判定之砂土層為：  

(1)地表面下 20 公尺以內之飽和砂土層，且地下水位在地表

面 10 公尺以內時。  

(2)細粒土壤含有率 FC 在 35%以下之土層，或 FC 超過

35%，惟塑性指數 Ip 在 15 以下之土層。  

(3)通過率為 50%之粒徑 D50 在 10mm 以下，且 10%粒徑

D10 在 1mm 以下之土層。  

本基地之地層為紅土層、卵礫石層及砂岩層，並非飽和中細

砂或沉泥黏土，屬堅實之地層，故無發生土壤液化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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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論 

(一)地層及構造 

1.地   層：本基地所出露之地層為更新世之店子湖層。  

  依鑽探性質再細分為下列三層：  

(1)紅土層：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為主，土層厚度約

4.0-6.3m 不等，依鑽探現場施作之標準貫入試

驗 ， 其 N 值 介 於 7~100 之 間 ， 依 經 驗 公 式

qa=0.88N，得其承載力為 6.16~88.0 t/m²。  

(2)卵礫石層：紅土層下方為卵礫石層，以黃棕色細砂粉土夾

雜礫石，礫石粒徑約 3-30 公分不等，其中以

5-10 公分者居多，礫石間充填細砂粉土，呈緊

密狀態，屬高承載力地層，但若礫石處於地下

水位面之下，或遭受雨水直接沖刷，開挖時則

需特別注意其穩定性。依鑽探現場施作之標準

貫入試驗，其 N 值大於 100，表示其具有極佳

之承載力。  

(3)砂岩層：以黃棕色至灰色砂岩為主，灰色區段較黃棕色區

段膠結緊密，由於本基地地形平坦，因此岩層呈

穩定狀態，無順向坡滑動之疑慮。  

 2. 構     造   ：  

依據圖 3-1 區域地質圖，基地附近所出現之地質構造主要為湖

口斷層、湖口背斜及坑子口背斜，經查察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公布之

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所示(圖 3-2 所示)，湖口斷層屬活動斷層，由

圖 3-3 查得本基地距離湖口斷層約 1.87 公里，因此本基地不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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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斷層之相關法規(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三章第 262 條)，地震規模

M>7，斷層帶兩側各 100 公尺不得開發建築之限制。但本基地所規

劃之建築物建議仍需符合耐震設計規範，並加強抗震設計。 

 (二)地震分析 

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地震力震區水平加速度係數 Z

均以 0.4SDS 計算之，相關計算資料詳如第 6.2 章，結果請參

閱表 6-8 所示。  

表 6-8  地震力震區水平加速度係數結果表 
 

    新竹縣新豐鄉 DSS
1DS MSS

1MS  
計算後地震之係數(z) 0.24 0.14 0.32 0.18 

 (三)地下水 

本基地的地下水狀況，由現場地質鑽探結果顯示，地

下水位為 GL-8.85~9.80m，茲將其結果整理如表 4-3 所示，

然由於地點不同或季節差異（如雨季或乾季）將會明顯影響

地下水位，因此建議在施工前仍應再次量測地下水位，並於

施工中隨時注意因地下水湧出或滲出所造成的影響。  

 (四)承載力 

  以 N 值計算  

依現場鑽探結果，本基地表層紅土層標準貫入試驗 N 值為

7~100，承載力可達 6.16~88.0t/m²。而其下卵礫石層依現場標準貫入

試驗得知，本層 N 值大於 100，依據岩心判斷亦屬緊密狀態，因此屬

高承載力地層，建議可將卵礫石層視為良好之基礎承載層。 

 



 

 

 

 

 

 

 

 

 

 

 

 

 

 

 

 

 

附錄一  地質鑽探及試驗紀錄表 

 

 

 

 

 

 

 

 

 



地 質 鑽 探 岩 心 柱 狀 記 錄 表 
 

工程名稱：新竹縣新豐鄉山崎都市計畫區農業區變更案  

鑽探孔號：BH-1 鑽探方法：旋鑽法  傾 角：90° 

總 深 度：20.0m  地下水位(M)：GL-9.80m  鑽探日期：100.08.30~100.09.20 
 

鑽探記述 
及 

地下水位 

岩心 
提取率 

(%) 

滲 漏 或 貫 入 情 形 深

度
(M)

RQD
(%)

柱

狀

剖

面

風

化

程

度

 
地   質   情   形 深 度 (M) N 

值 
 

自 至 
取 樣 位 置 

      0.0-6.3m 
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層

為主。 

 
 

 

 
 

 

 
 

 

 
6.3-15.55m 

礫石層，以黃棕色細砂粉土夾雜

礫石，礫石粒徑約3-30公分，其

中以5-10公分者居多數，粒石間
充填細砂粉土，呈緊密狀態，屬

高承載力地層。 

 
 

 

 
 

 

 
 

 

 
 

15.55-20.0m 

黃 棕 色 至 灰 色 砂 岩 ， 其 中
15.8-18.0m呈灰色，18.0-20.0m

呈黃棕色，灰色區段膠結程度較

黃棕色區段緊密。 

 
                         END

   98   1 - -
    1.05 1.50 9
   53   2 - -
      
   58 2.55 3.00 12 3 - -
      
   100   4 - -
    4.05 4.50 14
5   55   5 - -
      
   55 5.55 6.00 19 6 - -
      
   100   7 - -
    7.05 7.15 >100
   90   8 - -
       
   100   9 - -
      

10   100   10 - -
      
   100   11 - -
      
   98   12 - -
      
   99   13 - -
      
   100   14 - -
      

15   100   15 - -
      
   100   16 40 W1
      
   100   17 95 W0
      
   100   18 90 W0
      
   100   19 95 W1
      

20   100   20 95 W1

  W0:未風化             W2:中度風化            W4:完全風化                

  W1: 輕度(局部)風化     W3:高度風化                           鑽孔號碼: BH-1  第 1 頁 共 1 頁  

 

 



 

地 質 鑽 探 岩 心 柱 狀 記 錄 表 
 

工程名稱：新竹縣新豐鄉山崎都市計畫區農業區變更案  

鑽探孔號：BH-2 鑽探方法：旋鑽法  傾 角：90° 

總 深 度：20.0m  地下水位(M)：GL-9.70m  鑽探日期：100.08.30~100.09.20 
 

鑽探記述 
及 

地下水位 

岩心 
提取率 

(%) 

滲 漏 或 貫 入 情 形 深

度
(M)

RQD
(%)

柱

狀

剖

面

風

化

程

度

 
地   質   情   形 深 度 (M) N 

值 
 

自 至 
取 樣 位 置 

      0.0-4.0m 
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層

為主，其中3.0-4.0m夾雜礫石。

 
 

 

 
 

4.0-14.2m 

礫石層，以黃棕色細砂粉土夾雜

礫石，礫石粒徑約3-30公分，其
中以5-10公分者居多數，粒石間

充填細砂粉土，呈緊密狀態，屬

高承載力地層。 
 

 

 
 

 

 
 

 

 
 

 

 
 

14.2-20.0m 

黃 棕 色 至 灰 色 砂 岩 ， 其 中
14.5-18.5m呈灰色，其餘區段呈

黃棕色，灰色區段膠結程度較黃

棕色區段緊密。 
 

 

 

 
                         END

   100   1 - -
    1.05 1.50 7
   55   2 - -
      
   55 2.55 3.00 11 3 - -
      
   99   4 - -
    4.05 4.15 >100
5   88   5 - -
      
   100   6 - -
      
   100   7 - -
      
   98   8 - -
       
   99   9 - -
      

10   98   10 - -
      
   99   11 - -
      
   98   12 - -
      
   98   13 - -
      
   96   14 - -
      

15   98   15 48 W1
      
   100   16 90 W0
      
   99   17 90 W0
      
   99   18 90 W0
      
   100   19 90 W1
      

20   99   20 90 W1

  W0:未風化             W2:中度風化            W4:完全風化                

  W1: 輕度(局部)風化     W3:高度風化                           鑽孔號碼: BH-2  第 1 頁 共 1 頁  

 



 

地 質 鑽 探 岩 心 柱 狀 記 錄 表 
 

工程名稱：新竹縣新豐鄉山崎都市計畫區農業區變更案  

鑽探孔號：BH-3 鑽探方法：旋鑽法  傾 角：90° 

總 深 度：20.0m  地下水位(M)：GL-8.85m  鑽探日期：100.08.30~100.09.20 
 

鑽探記述 
及 

地下水位 

岩心 
提取率 

(%) 

滲 漏 或 貫 入 情 形 深

度
(M)

RQD
(%)

柱

狀

剖

面

風

化

程

度

 
地   質   情   形 深 度 (M) N 

值 
 

自 至 
取 樣 位 置 

      0.0-5.2m 
紅土層，以細砂、粉土及黏土層

為主，其中3.7-5.2m夾雜礫石。

 
 

 

 
 

 

 
5.2-12.0m 

礫石層，以黃棕色細砂粉土夾雜

礫石，礫石粒徑約3-30公分，其

中以5-10公分者居多數，粒石間
充填細砂粉土，呈緊密狀態，屬

高承載力地層。 

 
 

 

 
 

 

 
12.0-20.0m 

黃 棕 色 至 灰 色 砂 岩 ， 其 中

12.3-16.75及18.33-20.0m呈灰
色，其餘區段呈黃棕色，灰色區

段膠結程度較黃棕色區段緊密。

 
 

 

 
 

 

 

 
                         END

   98   1 - -
    1.05 1.50 9
   50   2 - -
      
   55 2.55 3.00 12 3 - -
      
   100   4 - -
    4.05 4.15 >100
5   90   5 - -
      
   98   6 - -
      
   98   7 - -
      
   98   8 - -
       
   98   9 - -
      

10   100   10 - -
      
   100   11 - -
      
   100   12 - -
      
   100   13 65 W1
      
   98   14 75 W1
      

15   99   15 40 W0
      
   100   16 90 W0
      
   100   17 90 W0
      
   100   18 80 W1
      
   100   19 98 W0
      

20   100   20 90 W0

  W0:未風化             W2:中度風化            W4:完全風化                

  W1: 輕度(局部)風化     W3:高度風化                           鑽孔號碼: BH-3  第 1 頁 共 1 頁  

 



 

 

 

 

 

 

 

 

附錄二  試驗成果 

 

 

 

 

 

 

 

 

 

 































 

 

 

 

 

 

 

 

附錄三  岩心照片 

 

 

 

 

 

 

 

 

 

 



附錄三-1 
 

 
 
 

工程名稱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都市計畫區農業區變更案 

孔   號 BH-1 鑽孔深度 20 公尺 0~15 公尺 

日   期 100 年 9 月 
紅 橙 黃 綠 藍 靛 紫 

       
 
 
 
 

 

 

 
 
 
 
 



附錄三-2 
 

 
 
 

 

工程名稱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都市計畫區農業區變更案 

孔   號 BH-1 鑽孔深度 20 公尺 15~20 公尺 

日   期 100 年 9 月 
紅 橙 黃 綠 藍 靛 紫 

       
 
 

 

 
 
 
 
 
 
 
 
 
 
 
 
 
 
 
 
 
 
 
 
 
 
 
 
 
 
 



附錄三-3 
 

 
 
 

 

工程名稱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都市計畫區農業區變更案 

孔   號 BH-2 鑽孔深度 20 公尺 0~15 公尺 

日   期 100 年 9 月 
紅 橙 黃 綠 藍 靛 紫 

       
 
 

 

 

 
 
 
 
 
 
 



附錄三-4 
 

 
 

 

工程名稱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都市計畫區農業區變更案 

孔   號 BH-2 鑽孔深度 20 公尺 15~20 公尺 

日   期 100 年 9 月 
紅 橙 黃 綠 藍 靛 紫 

       
 
 
 

 
 
 
 
 
 
 
 
 
 
 
 
 
 
 
 
 
 
 
 
 
 
 

 
 
 
 
 
 



附錄三-5 
 

 
 
 

 

工程名稱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都市計畫區農業區變更案 

孔   號 BH-3 鑽孔深度 20 公尺 0~15 公尺 

日   期 100 年 9 月 
紅 橙 黃 綠 藍 靛 紫 

       
 

 
 

 

 

 
 
 
 
 



附錄三-6 
 

 
 
 

 

工程名稱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都市計畫區農業區變更案 

孔   號 BH-3 鑽孔深度 20 公尺 15~20 公尺 

日   期 100 年 9 月 
紅 橙 黃 綠 藍 靛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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