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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規劃報告

‧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 改採政府編列預算方式辦理

‧ 規劃檢討作業

民國 83~87 年

民國 88 年

民國 89 年

民國 95 年

民國 102 年

 
民國 103 年

 ‧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核定

 ‧ 為使本改善計畫如期、如質完成，建立有效之進度、品質控

管及紛爭解決機制，將納入現行公共建設督導方式，定期追

蹤管制進度，協助解決用地、土方、砂石、管線、環保、民

眾抗爭等執行障礙

 ‧ 邀集新北市政府及內政部營建署共同參加組成本計畫推動小

組，以利意見整合、計畫協調及推動

 ‧ 考量本計畫具指標性質，於 102 年拜訪高雄市政府等曾辦

理國際標之機關，以瞭解具體作法及相關細節，作為本計畫

發包策略之考量 ( 已於 104 年 8 月順利完成國際競圖作業 )

 ‧ 執行環境監測計畫（施工前 1 年、施工中及營運階段 2 年）

 ‧ 計畫核定

 ‧ 委託淡江大橋第三標專案管理 (PCM)- 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

以辦理橋型評選等相關作業事宜

 ‧ 為加速推動本計畫，研擬可將部份對生態、環境及文化資產

較無影響，而橋型確定且無用地問題路段列為優先路段，先

行辦理設計施工，並於本年完成「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

2K+146~2K+606 段橋梁新建工程」工程發包及開工作業

分年分期，逐夢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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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內臺北淡水路廊，雖已營運多年，但仍無法有效分擔省道台 2 線竹圍路段的

交通旅運需求，平、假日道路尖峰服務水準已降至 E 級。為利紓解省道台 2 線竹圍路段

交通壅塞問題，近年來相關政府部門曾陸續研提各項交通改善計畫，除「淡海輕軌運輸

系統」已奉行政院 102 年 2 月 25 日院臺交字第 1020005699 號函核定辦理，在公路運

輸系統層面，則包括「淡水河北側平面道路工程計畫」、「三芝北投公路計畫」、「省

道台 2 線竹圍路段拓寬」、「省道台 2 線替代道路北 2、北市 3 線路網改善工程計畫」

以及本建設計畫研議。

其中「淡水河北側道路」雖於 97 年底發包施工，但與臺北市端之銜接協調仍未完成，

興建仍存在變數。「三芝北投公路計畫」因臺北市政府不同意臺北市端路線方案，尚無

法進行後續相關作業，現階段其推動興建可能性並不高。

「省道台 2 線竹圍路段拓寬」經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87 年 9 月 2 日召開協商會議，結論

認為因施工交通維持計畫無法執行、基督書院路段工程複雜困難等因素，實際不易克服

及推動。另「省道台 2 線替代道路北 2、北市 3 線路網改善工程計畫」，考量北 2 線及

北市 3 線原本即為通車路段，其改善計畫大抵為提高行車安全性，局部路段道路容量亦

可望有效提昇，但因銜接終點尚無法提供有效率的疏散功能，其替代或改善省道台 2 線

的功能恐仍有不足，對整體區域交通現況影響不大。

當種種民之所需卻無法與實質建設相契合之際，我們於 95 年重新辦理本工程規劃之綜

合檢討，主要檢討項目包括交通路網、工程規劃、經濟效益等。99 年 4 月行政院核定

本計畫規劃報告綜合檢討（可行性評估），全案修改為配合台 64 線（八里新店線）完

工，新增銜接台 64 線匝道，原規劃八里端匝道南移 500 公尺以遠離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並改以簡易鑽石型匝道及利用八里污水廠及文化公園之既有道路連通地方道路以進出主

線。隔年 2 月配合新北市政府交通及大眾運輸需求，將主橋酌予加寬（中央留設 8 公尺

寬之空間），故依規定辦理環境影響差異分析，本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業經 102 年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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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橋方案研擬之基本考量

本工程橫跨淡水河部份，線形係採直線佈設，長約 900 公尺規劃為主橋，乃連接淡水

與八里之便捷孔道，亦為本工程之焦點所在，除橋梁規劃基本考慮因素外，尚須作下

列各項基本考量：

（一）基本事項

 ‧ 須能配合路線規劃方案，並參研主橋工程範圍內之相關資料（如淡水河水

文資料，橋址附近之地形、地理特點與海岸變遷，挖子尾紅樹林保留區以

及計畫中之公共工程資料等）。

 ‧ 主橋工程材料之選用及其來源、品質、耐久性、經濟性與運送等事項皆須

詳加考量。

 ‧ 主橋結構須具備良好的耐風、抗震穩定性。

 ‧ 主橋位處淡水河出海口，對於鹽害、銹蝕須加以防範。

 ‧ 施工方式應能適用河中施工，並避免工址附近之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

（二）橋址之地形及地理特點

淡水河口附近之地形較為平坦，南岸的觀音山及北岸的虎頭山均離河口有二、

三公里之遙，因此無論從外海或淡水河視之，橋址附近之地形都是平坦一片。

另由於河口地區是沖積層，初步估計約在水下 60 公尺處，此亦為橋墩在地質

上須加以留意之處。

淡水河出海口平坦，為民眾賞夕陽的最佳景點

橋梁工程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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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取得構想

由於路線行經範圍包括部分私有地及公有地，而行經區位未實施市地重劃與

區段徵收，因此用地取得採協議價購、一般徵收及撥用的方式；實際將按照

「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二）都市計畫變更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權範圍內除使用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外，其餘位於其

他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者，需進行都市計畫變更為「道路用地」，由於本

計畫係為政府之重大建設，可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辦理迅行變更，並經內政部同意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都市計

畫迅行變更。

（三）土地取得補償原則

本計畫路線行經公有地部分，以無償撥用為原則；而私有地部分，徵收補償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

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

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

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

價動態，每六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作為

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因此，土地取得補償費用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

價補償其地價，至於補償之市價，由新北市地政局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之。

（四）地上物拆遷補償原則

依據新北市政府制定之「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

條例」及「新北市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基準」之規定辦

理查估。

與民同在 - 土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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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競圖主橋設計優勝廠商 ]

團隊陣容

本案團隊擁有超過 2000 名員工，有充足的實力完成此項目的設計與施工工作。

團隊充分了解當地的限制條件並遵循國際標準及經驗，結合強大的本土實力以

及最優的國際經驗，將是本案橋梁設計與相鄰建築結構施工成功的關鍵及保障。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與 LAP 已有類似項目的成功經驗並且將做好充分的準備參與這

一宏大的項目。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國道六號愛蘭脊背橋  
2. 台北市大直橋

3. 國道五號北宜高速公路

1

2
3

•	中興公司於 1993 年 1 月在台北市登記設立 
•	截至今日，中興已完成國內建設工程技術服務四千五百餘件、完成海外工程

服務二百四十餘件

•	中興公司獲得 ISO 9001 質量管理體系認證 
•	經世界銀行 (WB) 與亞洲開發銀行 (ADB) 核准登記 

業績（依照左方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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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方案評估

關於美學方面的評價，在設計上有兩個重要面向。首先，此橋在景觀課題中需要與環境

有所關聯，其中包括日落景色，在背景下的規模與和諧度，同時關係到相鄰的環境，關

係到毗鄰高架橋的文化背景。其次，大橋本身需要具備一些基本因素，比如優雅，寧靜，

簡單的規模和比例，設計有一致性，外觀形式與各種橋梁元素的和諧統一。

當然，在評估過程中，尚有更多的考量，例如橋梁功能性及完善的結構性能，當中包括

處理高地震條件要求，400 公尺的主跨長度及需要一個 200 公尺 x 20 公尺的通航空間，

處理地震作用下的一些區域在軟弱土壤條件下，有土壤液化的潛在風險，考慮到建造可

行性並在預訂的建設工期內及可用的預算範圍內竣工，對環境儘量減少影響，高耐用性

和良好的維護性，對橋的主要元件以及所有其它設備有高品質的要求。經由初始研究分

析之後，最終，團隊認為單橋塔斜張橋型最佳並可以進一步發展成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

和傑出的橋梁解決方案。 

主橋段橋型 
設計深化 - 悄值夜色，靜謐起舞 

淡水河口一帶獨特的自然與城市環境，雖歷經歲

月變遷，卻未曾改變其容顏：每當夕陽西下，人

們往往聚集在此，眺望著那一輪紅彤彤的夕陽映

紅了半邊天，並最終消失在臺灣海峽的天際線

上。日出日落，這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總有值得我們所珍視的。秉持這一初衷，我

們的設計注重優化橋體對周邊景觀所可能產生的視覺遮擋影響，同時致力於充分發

揮此橋梁的功用：為臺北及其周邊居民欣賞淡水河口的廣闊及其自然風光的壯美，

提供了一道嶄新且絕佳的賞景露台。

觀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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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在淡江大橋環境景觀分析與檢核上將有以下的運用：

1. 展示全三維都市現況立體模型

全方位掌握都市建築物與都市環境現況，可以檢核淡江大橋量體對鄰近都市空間的影

響，做為鄰近都市建築管理的基礎。

2. 模擬計畫地區之景觀眺望分析工具

檢視從已發布的景觀眺望點所得的分析結果，可與現行管制規定接軌，更進一步顯示

淡江大橋規劃與環境景觀山脊線與水岸的影響，並透過本工具的模擬功能，即時呈現

逐日逐時的日景、夕陽景觀與夜景分析，對於環境美質的掌握更為準確。

3. 民眾參與式規劃的溝通說明平台

擬真的環境模型將展示未來開發的願景，在公開的資訊下，加強與當地住民、文史團

體與關心環境的市民的說明溝通，真正落實民眾參與式規劃的效益。

．景觀視覺評估方法

1. 觀測點位指認

為掌握大橋周邊景觀視覺效果，本計畫將選取不同方向觀測點。觀測點之選擇原則

包含：(1) 視域面積；(2) 遠景、中景、近景；(3) 高程；(4) 視角；(5) 明暗面。

淡江大橋與落日點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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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眺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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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眺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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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橋型契合環評承諾

•	主橋兩座橋墩基礎應於不同時間

施工，以降低圍堰阻水斷面。 

•	造型設計應配合地形、地貌，如

山稜線、地形起伏曲線、河川曲

線等，量體及各部構件以輕巧為

原則。

•	橋欄杆與山系應產生垂直性、有

角度之關聯性，以與整體環境協

調及產生律動感。

•	主體橋或橋墩，及橋體欄杆或其

他小面積構件，以白色系冷灰色

系為主，以反應與海水的灰藍色

及天空色彩之協調性。

•	減少燈具的設置，並採用半 ( 全 ) 罩式燈具，以降低光害，避免燈光照明影響夜

行性動物活動。

•	環境景觀：

1. 應考量淡水河歷年河川水文資料，橋址附近地形與海岸變遷等因素。

2. 力求減少施工中及完工後對環境生態造成之影響。

3. 防制噪音振動、維護生態景觀。

4. 工程範圍內之生態保護及古蹟維護。

5. 配合自然景觀、人文風情及特色，融入地區需求，與周遭環境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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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主橋設計意涵

諧和融入廣闊開展河口與山巒遠景天際線所構築的豐沛自然景觀，串聯橋址及兩岸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設定「延伸―共存―連接」作為概念關鍵詞；橋型具雄偉尺

度而能展現開展大器形態之門戶意象，並與橋址自然景觀相稱。

型態設計

 ‧ 夕照在淡逝的神祕光影中，讓人內心不禁興起今日平安度過的寧靜落實感，

同時祈求明日亦能平安順遂的思緒與感動。因此，本團隊以「平安、寧靜」

來呈現對於「夕陽景觀」的設計概念。

	‧ 在實際橋梁形態與各組成要素部分，以「包容大器、輕盈通透、優雅璞真、

光影律動」之具體關鍵詞為理念，進行了設計的檢討作業。

	‧ 將在地文化特色融入橋梁構造細節。

鳥瞰模擬

參與團隊｜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NIPP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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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工程特色

．吊索系統

1. 中央跨：吊索懸吊於梁兩端。

2. 側跨：懸吊梁的中央。

考慮之限制條件如下：避免側跨之曲線區間、加寬路幅等平面線型之限制；在狹窄用

地範圍內 (50 公尺 ) 設置基礎。

．主梁 ( 加勁梁 )

1. 以上層箱梁為主結構之上下雙層構造，上層配置為車道及輕軌軌道，以鋼管桁架

連結下層之人行道和機車道，構築成為三跨連續吊橋之結構系統，同時於外觀上

實現了輕巧的雙層構造。

2. 主梁連續化，提高行車舒適性，無伸縮縫處鏽蝕問題。

 

完工後將為臺灣第一座三跨連續吊橋，是現存唯一車行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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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創

 ‧ 吊橋加勁梁採三跨連續配置 + 三度空間立體曲面吊索佈設

 ‧ 採三跨連續加勁梁以提高側跨扭轉勁度

 ‧ 首創人車立體分流雙層橋

1. 提高耐風穩定性

2. 交通功能區分：上層佈設車道、LRT；下層佈設人行道、自行車道、機車道降

低懸吊構造高度

 ‧ 首創觀光休閒空中步道

1. 橋梁步道的觀景聯通：上下層板皆可利用樓梯步道串聯，且預留無障礙電梯，

提昇人性化服務。

世界首創 3D 立體曲面主纜及吊索佈設 達成最佳視覺平衡與最佳經濟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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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設計概念

本案以文化柱為構想，以代表史前文化的八里側塔柱及近代文化的淡水側塔柱為概念，

像是佇立在海上的文化紀念碑，用尊重及謙卑的方式面對文化與環境。橋塔造型則發想

自鄰近十三行遺址所發掘先民遺物紡錘外型，進而將量體規模、比例以及與週邊環境諧

和性等因素一併納入考量，並完整因應橋梁各類使用者不同需求而發展出本橋專屬橋塔

外觀造型。藉由特殊反光材質貼飾，橋塔將映照夕陽溫潤光暈，吸引遊人駐足置身於天

然炫目光影美景中。醒目且優雅橋型方案，完美融合在地文化表徵，進而增益彰顯淡水

河口天然水景地貌。自功能需求著眼，優美修長橋型中各部位外觀均經審慎構思，各具

邏輯性且共同演繹此一獨特計畫整體橋型美學語彙。

設計特點

 ‧ 主跨為 432 公尺之斜張橋。

 ‧ 主梁採三道縱梁的配置允許陽光穿透橋面，並且擁有優良的氣體動力特性。三道

縱梁藉由橫梁交織相連結而整齊一致地跨越河流後，到達橋梁兩端再自然地分

離。

夕照模擬圖

參與團隊｜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C O W I  A / S ( 丹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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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與周邊環境之整體設計

相較於其他結構性方案，斜張橋在施工方面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這兩個橋塔可以分別

進行施工，並且在斜拉索最低處錨碇完成後即可進行主梁懸臂架設作業。整體結構的解

決方案確定後，我們的下一個目標是決定整體跨度的配置。結合現地考察和內業研議不

同的佈設，評估從單橋塔設計，到多跨的多橋塔方案等數種主橋的配置。然而，當觀望

西面觀音山的景觀及東面陽明山國家公園山峰的時候，人們很快看到這些自然地形如何

巧妙地形成淡水河口。本團隊強烈認為，不應該破壞這種和諧的平衡，橋址本身即適合

於不偏重任何一側水域的設計，而是結構應與河流和周圍環境和諧並存，並且應當整體

有個對稱的外觀。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團隊已經研定設計的目標，即設計上與優美的自然

環境互補，而不是與它競爭。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評估研議了一個單橋塔與雙主塔解決

方案的可能性，兩者之間，我們很快發現雙主塔方案的結構方面與建築方面的優勢遠遠

勝過單橋塔方案。

無庸置疑，橋塔上方天際線的視覺衝擊，在整個設計過程中是我們團隊一個重要的考慮

因素。我們一直在努力發展合宜的橋型設計，修長而優雅，而同時展現力量和強度。因

此，我們增加斜拉索上方延伸的高度來改善比例，並增加沿塔高方向的坡度來增進外形

的優雅。最後，我們重塑每座橋塔頂部，即位於斜拉索的正上方，並在頂端分叉處高舉

著玻璃“水晶＂。其結果是具有戲劇性的纖細外形剪影，將讓夕陽溫暖的餘輝透過空隙，

而照耀在水晶切面，有如在夜空中閃爍的星星。

雙塔橋型映襯烘托夕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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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觀照明

除了滿足功能性照明需求之光廊

之外，景觀照明將會使淡江大橋

在夜間成為當地的新地標。運用

高聳的橋塔與規整而又繁複排列

的鋼纜，精心規劃的不同照明單

元配置，將可達到吸睛但不遮掩

自然海岸景觀的平衡，藉由高聳

的橋塔呈現出海天相連之通天光

柱，更可憑藉著程式化的 LED

燈光管理，表現分別如同白天與夕照的景觀；在淡入夜幕橋塔逐漸進入灰暗的同

時，燈光動態變化藉由橋塔下方往上漸亮的方式使橋塔重新展現生意。一旦燈光

照射塔頂水晶玻璃，璀燦的光芒將使塔頂如同燈籠般飄浮於天空。

同時，每一條纜索都會策略性的在橋版上安裝方便維修的投射燈，以照明它的外

側表面，以呈現優雅的設計纜索排列，同時保持其維護時的可近性。在塔頂水晶

發出燦爛光輝的同時，因燈光由上而下依序顯現纜索如豎琴般的美麗，僅於纜索

外側照明將使得從立面觀賞時更顯優雅。最終，燈光落在橋塔柱腳內側以凸顯輕

軌列車由中穿越的＂針尖之心＂。這璀璨的針尖之心由上往下延伸，使得視覺上

將橋面版與橋塔分離進而成就整體＂輕＂的設計。

橋塔白晝 ( 左圖 ) 及夜間 ( 右圖 ) 意象

 ‧ 橋上觀景平台

由於淡江大橋位於漁人碼頭觀景平台西側，因此橋梁設計以輕巧為原則以減低橋

梁對平台上欣賞日落景觀旅客之影響。橋梁法規主控了這個規模計畫的全面緊急

疏散策略。一旦遇到緊急事件，人們將從在斜拉索內側的中央輕軌車道移動到外

側的行人步道。這個行動必須不能干擾到車道的行車，因此需要在兩個橋塔處設

置下方橫越安全走廊，所需要的樓梯和走道，設計中完全嵌入隱蔽在結構鋼橫箱

中，並利用報警安防系統與閉路監視系統，防止未授權民眾進入結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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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原則主要考量

淡江大橋是一座特殊的橋梁，在結構上具有以下特色：

 ‧ 採用雙層梁設計，下層主梁主要做為交通道路，上層梁則做為行人通道。

 ‧ 寬度極寬（包括 LRT 車道），橋塔的間距限制在 400 公尺至 450 公尺的範圍內。

如果採用雙平塔，橋塔的寬度會大於高度，不論在外觀設計或結構上都較不理想。

為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只採用單橋塔及立體主纜索，在外觀上可以比較細長，也

能兼顧結構安全。

 ‧ 由於八里側的地質條件較差，因此在這一側採低橋塔設計，其橋塔高度低於淡水

側，這樣可以儘量減少基礎的施工成本。

 ‧ 錨座規劃在陸地，也可以減少施工成本，同時可以移除視覺上的障礙，改善周邊

的空間利用。

左岸高空俯視淡江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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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層結構―海上展望平台的誕生

設置觀景平台，將人行道集中於中央，由於觀景平台與車道輕軌層隔離，遊客可

以在步道上自由活動，眺望向海沈入的夕陽，觀賞城市光影映照河面，享受這分

悠閒的時光。

行人因為被隔離在車道跟輕軌鐵道外，可以在步道上自由移動，眺望向海西沉的

夕陽以及搖曳著街燈的河面，用閒適優雅的步調，度過最美好的時光。

觀音山和行人步道

 ‧ 主塔的附加功能

1. 設置輕軌車站

於主塔附近的梁柱設置輕軌車站，也能利用主塔內的電梯或樓梯通往人行步

道、輕軌停車場、瞭望台。若輕軌車站能建於橋上，民眾可以從車站通往行人

步道觀景，那麼就能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使用輕軌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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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

設計理念

 ‧ 有機的橋梁造型及曲線纜索

地平線與夕陽相調合的斜張橋，藉由較細主梁、使地平線與夕陽相互調合，以吊

索設計的多樣性實現與淡水文化相結合的設計。

 ‧ 與觀音山天際線連成一氣

藉由採取曲線吊索的形式與觀音山的山陵線形成一體、創造出柔和並優雅的天際

線。其連續性使人聯想到山陵剪影及龍形意象、形成融入淡水景觀的設計。

參與團隊｜ P a c i f i c  C o n s u l t a n t s  C o . , L t d  ( 日本 )  /  台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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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路段對鄰近遺址所造成之影響程度，進行相關

減輕對策如下︰

1. 臺北港 I、臺北港 II、訊塘埔與挖子尾四處遺址，雖

位於 500 公尺影響評估範圍內，但因四處遺址與臨港大

道段、省道台 64 連絡道以及八里污水處理廠段等路線

之間間隔有水道、既有道路等，同時，臺北港 II、挖子

尾兩處遺址是否為「原堆積」仍存有疑義，而訊塘埔遺

址業已經過大規模考古搶救，因此，除挖子尾遺址可能

受到計畫道路影響之外，其餘三處遺址並無受計畫道路

直接影響之虞，建議採取工程監看之減輕策略。另外，

八里污水處理廠段路線所經過的海岸與汙泥沉澱池之間

的沙丘地帶，係屬十三行遺址範圍，且仍保有殘存的文

化層，同時，八里污水處理廠段路線東北側為挖子尾遺

址，為避免殘存之文化層受道路工程影響，針對計畫路

線主線所經沙丘地帶（即計畫路線臺北港北堤以北至淡

江大橋橋台）每 50 公尺進行一個考古探坑試掘，以釐

清十三行遺址北側分佈情況以及挖子尾遺址內涵。

針對新設八里連絡道或既有道路（即文化公園及八里污

水處理廠間現有道路）路段，其路基開挖與整地之區域進行每 50 公尺一個考古

探坑試掘，兩側則輔以人工鑽探以作為抽樣之不足，藉以確認此路段地下層有無

文化層分布，最後根據試掘結果與審議委員審查意見辦理。

2. 主橋段採落墩方式跨越淡水河口，可能埋藏火炮彈藥、沉石大船、水雷、水下通

訊電纜等歷史時期的水下文化資產。但由於淡水河口水域水下能見度不良，河床

堆積迅速，且又屬感潮河段，漲退潮水流強勁，同時也是商業遊艇與渡船經常行

十三行博物館內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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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資產評估

本計畫水下文化資產類型預測包括清法戰爭期間的水雷、砲彈、沉船、與電報海纜等，但

根據資料研析與水下驗證顯示，並未發現上述各類遺留或遺物，推究其原因有：

 ‧ 載石木質沉船遺留，應於清法戰爭結束後，因應開港需求而予以清除。

 ‧ 文獻資料已載明颱風洪水事件沖毀載石沉船，又，百餘年間淡水河口亦經歷多次颱

風侵襲，故載石沉船亦可能受到颱風洪水的侵襲沖刷毀損，更難維持其原貌。

 ‧ 載石沉船受到颱風洪水的衝擊，以及長時間水流與沉埋作用影響，造成木造船體不

易保存，或有部分結構遺留於底床而遭泥砂掩埋，或受到河水沖刷與河道長期侵淤

循環作用下搬運至河口近海處，但應難保其原貌。

 ‧ 電信海纜布設位置應位於河口北岸沙崙海岸附近，其距本計畫路線所在位置相距甚

遠。

 ‧ 水雷與砲彈，前者係以錨鍊漂浮於水中，應於清法戰爭結束後以及因應開港需求而

予以清除並回收。倘若有遺漏而未清除者，則可能已隨水流漂流至海口，或因年代

久遠造成外殼滲水而沉於水下，並遭泥沙掩埋，其情況可能與載石沉船相類似。

 ‧ 由於淡水河匯集基隆河、新店溪、及大漢溪，各支流除提供自然的河源沉積物外，

亦包括各式人為所丟棄的現代物質，兩者皆受水流搬運往河口沉積。11 個目標物

經水下驗證顯示，10 個位於底床上者，皆屬自然堆積或現代遺留物；1 個遭泥沙

掩埋，僅以水下攝影辨識，結果並未發現任何遺留。

 ‧ 除經水下驗證的 11 個目標物外，其餘目標物當中，位於底床上者，推測亦同屬水

下沙丘、礫石、泥塊等自然堆積與現代遺留物的可能性相當高。而遭泥沙掩埋的目

標物，則需進行抽砂或發掘方能明瞭其為何物。從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遭掩埋之目

標物其屬自然堆積或現代遺留物的可能性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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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考古試掘

計畫目的

本次計畫路線因鄰近十三行、挖子尾等遺址，因此將針對淡江大橋八里段及其連絡道路

權範圍進行考古試掘。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本案先期文化資產調查結果及決議，本計畫

之目的如下：

 ‧ 透過原有調查資料、並透過鑽探及發掘等考古學方法擷取必要之資料，以釐清道

路工程範圍內是否存在考古文化資產。 

 ‧ 根據鑽探、發掘成果及現今工程範圍及施工方式進行分析，評估後續工程是否可

能對文化資產造成影響。 

 ‧ 依據影響評估結果，提出具體可行之維護管理建議。 

 ‧ 完成文化資產法規及文化主管機關規定之行政書件及表冊編定。

其中八里段主線道路自臺北港北防波堤起，經洪厝聚落北側至挖子尾沙丘止，路線約在

3K+820 ～ 5K+700，全長約 1880 公尺，聯絡道則自主線 5K+008 起，向南延伸約 350

公尺。總計兩段全長約 2230 公尺左右。其中主線可分為一般區及保安林區。而保安林

區內又涵蓋公墓區約 720 公尺。

規劃路線各路段長度、預計發掘探坑數及鑽探孔數

分區 長度 ( 公尺 ) 地形區 預計發掘探坑數 預計鑽探孔數 

一般區 1000 高灘地 16 

保安林區 
非墳墓區 840 第一砂丘 22 

墳墓區 600 第一砂丘 12 

聯絡道 350 第二砂丘 7 14 

合計 2850 5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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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探坑佈設位置

土地使用現況

依本調查計畫現地勘查結果，現今保安林西側之高灘地除部分低地瀦水成池外，其餘皆

仍為荒地。東側保安林區則除公墓區見有密集墓塋分布外，其餘則為雜林密布。聯絡道

部分，中央為既有道路，兩側一為八里污水處理廠用地，東側則為文化公園用地，屬高

灘工程管理處管理。

試掘地點及探坑初步規劃

依環差報告內容：針對計畫路線主線臺北港北堤以北至挖子尾沙丘每 50 公尺進行一個

考古探坑試掘，以釐清十三行遺址北側地層下遺物可能之分布情況以及挖子尾遺址內

涵。另針對聯絡道部分亦為計畫路線及聯絡道部分至少 50 公尺布設一處。因此本次試

掘探坑之佈設，乃依此一原則。惟由於部分落坑地點可能位於墓塋、窪地等而必須將發

掘地點進行微調，為避免微調後兩坑距離超過 50 公尺，因此將布坑間距先行調整為 40

公尺，依此原則，主道路共佈設 46 個探坑，而另外 4 個探坑建議佈設於 4K+200 前述

小圳兩側敏感區位上，以確定該一地點之地下埋藏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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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掘及鑽探執行步驟

工安及環保設施建置

1. 安全圍籬及警示設施設置： 依相關工安規定，設置圍籬及警

示燈等相關設施，圍籬範圍因應挖掘探坑，其寬度至少 6 公

尺，而其長度尚須包含未來土方堆置之空間，以挖掘面積及

挖掘深度估計，土方堆置區須可容納 60 立方公尺之土方堆

置，因此建議聯絡道部分可能必須執行單側封路之作法，以

利工進。

2. 鋼板樁建置： 為維護探坑發掘本身之安全及避免造成周圍

土方或建築塌陷或傾斜，試掘探坑周邊須於開挖前預植鋼板

樁，每一探坑發掘面積 ( 含鋼板樁 ) 為 15.75 平方公尺，約

須 13 公尺長之鋼板樁組成圍堰，而植樁之深度則視發掘深

度 6 公尺進行推算。

3. 點井及排水管路建置： 為避免地下水造成挖掘工作及現象判

讀之不便，試掘前須先進行點井工程，以降低地下水位。地

下水位須降至工作面下1~2公尺，亦即約地表下7公尺以下。

4. 土方堆置及相關環保設施建置：因應土方堆置場所，必須建

置相關空污、逕流水沖刷擋泥等環保相關設施。

5. 硬地面／表土清除：試掘地點之地表柏油鋪面，在發掘前需

由機具先行破除硬地面；工作準備階段，將預先通報主管機

關，公告發掘作業期程，並進行安全圍籬作業，以維護周邊

安全。相關之工安、環保、基礎工程之整備，預估每一探坑

之前期工程為 10 日，惟可與人工發掘重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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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08 月 04 日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成果報告審查會

104 年 08 月 12 日 國際競圖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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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09 月 01 日 處長領隊參觀國際競圖作品展覽

104 年 09 月 03 日 公路總局總工領隊參觀國際競圖作品展覽

       





一零四年 淡江大橋 誕生

190

104 年 09 月 19 日 國際競圖得獎作品展覽茶會 - 八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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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16 日 西濱北工程處與中興團隊協商會議

104 年 10 月 21 日 土地徵收公聽會 ( 八里第一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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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30 日 交通部環評追蹤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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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2 月 03 日 土地徵收公聽會 ( 八里第二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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