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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地區因為地狹人稠，居住用地不斷往山坡地擴展。既有之坡地社區開發時間已久，當時之擋

土工法與材料不見得能夠適應目前之極端氣候，其設計之服務生命週期恐怕比預期短很多；加上並無
相關之檢測工作與監測設備，居民只能透過自主目視巡檢方式自保，然而隱藏在結構物或地層中之變
化，實在無法透過人力觀測得到，因此進行週期性檢測與監測勢在必行。本所多年來不斷針對「山坡
地社區智慧防災系統可行性研究」進行一系列研究，硬體開發之成果相當豐碩。然而實務操作上，受
限於近年來因示範場址無遭受較大之降雨或地震等天災事件，且示範場址皆位於社區，無法進行大尺
度之破壞型實驗，相關之破壞參數無法取得，成為本系列研究面臨之最大課題之一。另一方面由於市
面既有之監測設備成本高，自行開發之監測設備耐候性亦須檢驗，因此進行用於推估社區監測儀器安
全管理值之大尺寸試驗相當重要。結果顯示，於明新科大校園建置一座2M寬、4M長、3M高之土槽，
於內回填現地夯實土壤，模擬自然邊坡與人工擋土邊坡，並進行降雨模擬與相關邊坡安全數據監測，
包括降雨量、地下水位、地層變位、擋土牆傾斜度、裂縫變化等。結果顯示，在模擬降雨過程中，地
下水位會不斷蓄積至一個程度後，邊坡才開始滑動，相當符合實際狀況，這個時間差可以做為未來應
變預警的一個參考。另外本實驗採用相高紀錄頻率監測邊坡與擋土設施變化，皆可完整記錄，顯示儀
器之穩定度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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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整體配置完成結果大尺寸邊坡模型示意圖

前期計劃案成功整合各感測器至一個箱體內，除可節省現場建置成本外，也可降低維護與巡檢成
本。而耐候性與擴充性在本年度獲得驗證。本計畫中建置了大尺寸之邊坡模型，以及人工降雨裝置，
將同一監測裝置架設於邊坡模型外，並額外增加IPI等監測儀器，接著模擬重大颱風豪雨事件後，經現
場破壞情形與量測結果來看，趨勢上有符合預期結果，符合監測需求順利作動，精度與耐候性可維持
一定水準，並可進一步於各社區取得一定量之監測值後，客製並修正適合各社區之儀器安全管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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