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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賀陳部長現勘國1甲計畫路線

　　交通部賀陳部長關心國1甲計畫，於105年12月13日率交通部路政司、運研所、國工局等單位人員到

現地勘查，指示國工局後續朝盡量減少拆遷、兼顧環境保護等原則進行路線規劃.........................(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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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賀陳部長現勘國1甲計畫路線

　　交通部賀陳部長關心國1甲計畫，於105年12月13日率交通部路政司、運研所、國工局等單位人員到

現地勘查，指示國工局後續朝盡量減少拆遷、兼顧環境保護等原則進行路線規劃，並加強與民眾溝通、積

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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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柱結構體附近之流況與沖刷(Melville,1988)[1] ▲ 圖2 海域3D測量範圍圖

金門大橋興建工程海域3D測量

103至104年度監測成果概述

國工局二區處張勝晟/撰稿及圖片提供

一、海域3D測量監測目的及範圍

　　金門大橋工程範圍西起烈嶼（小金門）后頭地區、東迄於（大金門）金寧鄉湖下地區，路線全長約

5.4km，其中海域長度約4.5km，計有69座橋墩基礎座落海中，且小金端引橋段部分及深槽區橋墩基礎位

於海床之上，基樁型式類似座落於海中之柱結構體，因此海工構造物的佈設將改變原海流流場及波浪場之

底床泥沙動力條件，產生局部加速度(或減速度)變化或紊流(渦漩)引起局部輸沙能力增強所造成之結構物周

遭底床裸露降低現象，且一旦底床沖刷成坑，於坑洞前緣將產生流離現象同時併生混合層之發展，產生更

強的紊流強度與進一步之沖刷作用(如圖1所示)，因此本工程於規設階段即考量前述沖刷效應，於深槽區橋

墩P42~P50橋墩配置防淘刷保護工設施，其餘橋墩則於結構設計時考量淘刷深度以確保結構安全；另為掌

握金門大橋施工期間對鄰近海域及兩岸地形變化之影響程度，每年定期進行海域3D測量監測作業藉以了解

前述樁基礎施作後海床之淘刷情形與驗證該防淘刷保護工之效果，並逐年比對海床沖刷與淤積之地形，以

監測海床地形變化情形。

　　本測量作業範圍係考量橋墩設置防淘刷保護工後所影響之沖刷範圍，約橋軸中心線上下游各80m(即帶

寬約160m)，故為蒐集較詳細之資料，並利設計階段補充測量成果比對，爰採該沖刷影響帶寬之2.5倍為工

作範圍，即測量範圍為大橋路線上下游各200m之區域(即帶寬400m)，測量範圍詳圖2所示，為計畫路線於

大、小金端海堤堤線間路段進行五個區域（大金端潮間帶、大金端淺水區、深潮區、小金端淺水區、小金

端潮間帶）之各年侵淤變化(測量範圍詳圖2所示；測量作業配置詳見表1)，共計約192.4公頃。

表1海域3D測量作業配置表



二、海域3D測量作業環境背景資料

　　本測量作業範圍相關環境背景資料主要為水動力因素特徵，包括海域之潮位、波向、波高、波浪週期

與流速等，彙整概述如下：

1. 潮位：依據潮汐觀測資料統計結果得知，金門地區潮汐以半日潮為主，平均潮位為海水面高程EL.0m

而言，最高潮位為EL.+3.16m、最低潮位為EL.-3.94、平均高潮位為EL.+1.83m、平均低潮位為EL.-

1.76m，若考量颱風引起之暴潮偏差影響，依據1940~2008 年間影響本工程海域之颱風事件(共計79

個颱風)，進行各颱風最大暴潮位進行迴歸分析，推估100年迴歸期暴潮偏差推估為1.37m，故最大潮

水位為大潮平均高潮位(E.L. +2.24m )+1.37m為 E.L.+3.61m，此高程亦是本工程設計潮位。

2. 海潮流：依據「金門港水頭港區民國95~100年環境監測計畫[2]」於水頭港區外海之海流監測統計資

料顯示，該海域秋季期間主要流向為SW-NE 向，冬季期間主要流向為WSW-NNE 向，春季期間主要

流向為SW-NE 向；另由台灣世曦公司以水力數值模擬軟體結果可知[3]，漲潮階段水流係由外海向廈

門灣流動，而退潮時則方向相反，其中以金門島與烈嶼之間的金門港道(即工址區域)及金門島東北側

靠近圍頭灣附近之東北水道流速較大，在漲潮時流速約達1.4~1.6m/s；退潮時流速則超過1.6m/s。在

低潮位時，金門港道之流速約在0.2~0.4m/s 以下；高潮位時，金門港道流速約0.4~0.6m/s。

3. 風速風向：金門地區全年風向以NNE 向為最頻風向。年平均風速約3.8m/sec，月平均風速以10~11月

之4.6m/sec 最大，而於7~8月之3m/sec 最小。

4. 波浪：大小金門間海域屬於半封閉內灣，其東西兩側各有大小金門島嶼遮蔽，故大浪不易傳遞進來，

且雖東北季風期長，惟因海面不大(揚波距離不長)，故不容易形成較大之季風波浪，依據上述水頭港

環境監測計畫成果[2]之統計分析資料顯示全年季風發生超越機率90%之波高約為0.63m、週期約為

8.3sec；夏季季風期間(6～8月)波高為0.91m，週期為6.0sec；冬季季風期間(9月～翌年5月)波高為

0.55m，週期為8.3sec，一般而言波高甚少超過1.5m。

5. 漂砂：依據「金門水頭商港環境影響說明書」調查結果顯示[4]，於海底底質0~15m間之平均粒徑以冬

季粒徑(0.45~0.9mm)最大，其餘各季介於0.16~0.65mm間；底質黏稠性不佳，顏色為灰棕色或紅棕

色，含有大量花崗岩碎屑或石英結晶體顆粒。另由懸浮底質調查結果顯示，金烈水道之懸浮底質活動

量以冬季最強，夏、秋季次之，春季最弱。水頭海域漂砂特性於漲潮時流向約略朝北，退潮時流向約

略朝西南金烈水道之方向，且退潮時攜帶漂砂能力隨流速較大而較強；另夏季大陸沿岸河口輸砂以懸

浮方式受潮流作用由金烈水道攜帶向南移動，而冬季更受東北季風影響使漂砂活動亦向南移動。考量

金烈水道之潮溝地形、砂舌方向、水道兩端潮口淺灘之分布及風向特性，本工區海域漂砂活動係由北

向南為主，惟因地形影響，波高不大，對漂砂輸送能力較為緩和。

三、海域3D測量作業方式說明

　　本測量作業方式係藉由地面3D雷射(地面光達，儀器規格詳如表2)掃瞄儀進行高精度及高密度點雲掃

瞄，結合單、多音束水深測量成果，以完整測繪地形並建置測量資料供地形海床地形監測比對。大金端潮

間帶高程範圍由-1m至+3m與小金端潮間帶高程範圍則由-3m至+3m皆為陸域地形測量之範疇，以3D雷射

掃描儀獲得高精度之地形模型，另大小金端淺水區及深槽區之海域地形測量則分別採用單音束水深測量(水

深5m內)及多音束水深(水深超過5m者)之測量方式施測，水深測點間距小於10m，並繪製等深間距1公尺之

等深線圖。相關作業方式說明如下：

1. 陸域地形測量：首先將3D雷射掃描儀頂端安裝衛星定位器，以GPS即時動態定位法(RTK Real-time

kinematic)求得掃描站座標，完成控制測量作為爾後掃描儀測量之轉換空間座標。於測區以3D雷射掃

描儀進行高密度掃描並由發射雷射撞擊至測點反射回感應器之往返飛行時間(Time-of-light)，藉以計算

掃瞄頭至待測點之距離觀測量而獲得該點坐標位置，測區銜接則以各測站所收集到的點雲資料加以計

算求出可利用之共軛三角中心(地物特徵)，再將相鄰站資料加以比對向量關係進行匹配完成多站結

合，故可迅速測得現地即時且完整的3D環場地形資料並以雷射點雲的方式數位儲存(3D雷射掃描作業

及點雲圖照片分別詳如圖3及圖4，作業流程圖詳如圖5)。當外業測量所得之點雲資料結合完成後，利

用多重回波(Full Waveform)之特性以過濾地表植被求取原地面高程點，並將點雲掃瞄之假設坐標系統

與控制測量所得圖根點坐標系統進行轉換，轉換後套圖誤差精度可於±1cm以下之精度(3D雷射掃瞄資

料處理流程，詳如圖6)。可產生CAD圖檔或進行物件模型化。

2. 海域地形測量：測量外業主要是以單音束測深儀(儀器規格詳見表3)或多音束測深儀(儀器規格詳見表

4)進行，配合RTK即時動態衛星定位，於陸上控制點架設GPS固定基站(詳如圖7)，施測前以岸上控制

點進行定位檢測(平面位置較差須小於30cm)，測量作業進行時配合船隻運動姿態感測器、水中聲速剖



▲ 圖3 3D雷射掃描作業照片 ▲ 圖4 3D雷射掃描點雲圖照片

面儀、潮位觀測儀等周邊修正補償儀器併同施測，各項主要修正補償測量作業概述如下：

A.船隻姿態角觀測：實施單音束水深測量配置湧浪補償儀記錄船隻上下起伏高度(heave)，多音束水

深測量需配置船隻運動姿態感測器及電羅經以記錄船隻的前後傾斜(pitch)、左右搖擺(roll)、船向(yaw)

之角度及上下起伏(heave)之高度，如圖8。

B.水中聲速剖面量測：在每日進行水深測量的作業範圍內，選取較深位置量取水中聲速剖面變化。若

有氣候或溫度變化遽烈情況，則需增加量測次數以求精確修正水深測量成果(量測聲速之最小紀錄單

位可達0.1m/sec，水中聲速量測如圖9)。另本測量所使用之聲速儀為直接量測式，取樣間隔約在1公

尺內。

C.潮位觀測：以水頭港碼頭旁設置一臨時驗潮站BMA(詳如圖10)，驗潮站高程為4.062m(內政部金門

一等水準高程系統)，以每6分鐘量測一次潮位高，用以修正水深測量作業時的水位變化，並化算水深

成果套用於本案高程系統上。

　　水深測量資料處理先藉由專業之測量軟體整合前述各項即時之觀測資料，並加以潮位修正、水中

聲速修正、湧浪高程修正與船隻姿態角修正後，可得歸算後之海域地形成果。水深測量作業流程(作

業情形詳如圖11)及資料處理流程分別如圖12及圖13 。

表2 3D雷射掃描儀器(RIEGL VZ-1000)規格表



▲ 圖5 3D雷射掃描外業流程 ▲ 圖6 3D雷射掃描資料處理流程

▲ 圖7 陸地測量控制點及GPS基站架設情形 ▲ 圖8 船隻運動姿態角紀錄曲線圖

表3 單音束水深測量(RESON NaiSound 215型)探測機規格表

表4 多音束水深測量(R2 SONIC 2024)探測機規格表



▲ 圖9 水中聲速量測作業情形

▲ 圖10 驗潮站架設情形

▲ 圖11 水深測量工作情形



▲ 圖12 水深測量外業流程圖 ▲ 圖13 水深測量資料處理流程圖

四、3D地形測量成果與地形侵淤變化研析

　　金門大橋工程海域3D測量103年度(外業施測期程為103年10月15~26日)測量成果所得地形總圖詳見圖

14，三維色階地形展示如圖15所示，圖16及圖17為光影投射平行與垂直測線方向之三維色階地形圖。另

將103與99年度之測量成果資料套疊比較其差異量，繪製成地形變化色階圖(詳見圖18–地形侵淤變化圖)，

在地形變化色階圖中，左方色階顏色的變化對應地形侵淤變化之量級，數字由0開始，數字為正值（暖色

系色階）代表淤積，數字為負值（冷色系色階）代表沖刷，侵淤變化量單位為公尺，由此地形變化色階圖

可以判斷地形淤積或沖刷的變化趨勢、分布區域及淤積沖刷的量級大小，另白色部分係因施測時該區域正

進行施工無法進行量測之故。

　　此外將測區依照前章所述作業分區分為大金端潮間帶、大金端淺水區、深潮區、小金端淺水區及小金

端潮間帶共五個區域，五區分區界線如圖19所示，並將五個區域的侵淤比較各別計算出淤積和沖刷體積，

再算出五區之平均侵淤量。於103年度與99年度期間整體工區侵淤變化量均在-0.5m~+0.5m之間，並無太

大顯著的變化。另由各分區侵淤量統計表(詳見表5)及表6所列出各區之彩色變異圖，顯示大金端潮間帶平

均侵淤量為-0.03m，其侵淤分布平均，惟較靠岸上堤防之處淤積量級稍大約為0m~0.5m間，較少部分淤積

量級為近1m；大金端淺水區因面積較小，侵淤分布亦平均，平均侵淤量為-0.03m，該測量成果顯示大金

端海域墩柱僅完成P70~P72，且施工棧橋鋼管樁徑小(直徑80cm；共120排，每排間距約為15m，除

KT01~04為3隻/排外，其餘為4隻/排)並位於潮間帶，因此該年度海工構造物之佈設對於海流流場及海床泥

沙動力變化影響較小；深潮區面積較廣，平均侵淤量為-0.05m，惟靠大金地區淤積面積較廣，淤積量級落

在0m~0.5m之間屬自然現象，其餘處侵淤分布量略呈平均之勢，亦符合該年度於此區域無施工之緣故；小

金端淺水區涵蓋地區因該年度正在進行棧橋施工，故中間有一帶狀因無法施測而沒有測量數據，該區域南

側(約在P10至P15橋墩RT側)有兩個淤積處，淤積量級約為0m~0.5m，而在兩淤積處之間，則有約-1m的

侵蝕區，平均侵淤量為-0.17m，應須於後續監測中持續注意；小金端潮間帶因水深較淺，故利用退潮時採

用3D雷射掃描測量地形，此區越靠近陸域地區越呈淤積現象，但總體平均侵淤量僅為-0.07m，五區總和淨

侵淤積體積為-125,228.71立方公尺，總面積為2,351,520平方公尺，平均侵淤量為-0.05m。

　　104年度(外業施測期程為104年12月21~23日)測量成果之地形總圖詳見圖20所示，三維色階地形展示

如圖21所示，另圖22及圖23為光影投射平行與垂直測線方向之三維色階地形圖。有關104年度測量成果與

103年度之成果資料套疊繪製地形侵淤變化圖(詳見圖24)顯示侵淤化平均在-0.5m~+0.5m之間變化，地形上

亦無太大之明顯侵淤變化。

　　另地形侵淤計算分區圖及表分別詳見圖25及表7並參照表8之各分區侵淤彩色變異表，顯示大金端潮間

帶平均侵淤量為-0.08m，其侵淤分布平均，海域面積以沖刷面積佔大多數，量級約0m~-0.5m間，大金端

淺水區地形均呈沖刷現象，平均侵淤量為-0.31m，顯示因104年度於大金端區海域墩柱完成有P52~P69等

共18墩，該墩柱之基礎坐落於海床上造成流場微小變化，因此沖刷量稍大於前述103年度與99年度期間之

變化量；深潮區整體平均侵淤量級為-0.25m，此區域靠大金地區沖刷面積佔大多數，推測係因部分橋墩於



該年度進行外套鋼管打設工程，沖刷量級落在0m~-0.5m之間，其餘處有零星淤積分布，量級為

0m~0.5m，另深潮區靠小金區有工程進行因素亦有一帶狀因無法進行水深測量作業，爰無法獲得比較資

料；另查深槽區部分橋墩(P42~P50橋墩)因於104年期間進行拋放地工織物袋填充卵石防淘刷作業，該部

分亦較無法由該年度測量資料從而分析比較，故可由爾後監測成果持續觀察至大橋完工後前述橋墩基礎周

遭海床沖淤變化情形以驗證防淘刷保護工之效果；小金端淺水區涵蓋地區因103~104年度持續進行施工棧

橋及橋墩基礎等施工，爰部分區域無法施測而沒有測量數據以供比較，另該區域南側(約在P10至P15橋墩

RT側)除原兩個淤積處(淤積量級約為0m~0.5m)外，其餘地區均呈沖刷現象，平均侵淤量為-0.11m，有減

緩跡象；小金端潮間帶大部分區域係以淤積為主，總體平均侵淤量為0.10m，相較於103年度與99年度期

間之變化量明顯由沖刷轉化為淤積現象，推測應是近岸搶灘碼頭及運輸便道等附屬設施建立所致；五區總

和淨侵淤積體積為-400,429.92立方公尺，總面積為2,096,912.5平方公尺，平均侵淤量為-0.19m，總體而

言沖刷量略有增加，符合施工期間海中結構物增加之趨勢。

五、總結

　　本海域地形監測計畫可針對歷年之海床地形量測資料進行施工期間各年度侵淤土方量比較，並逐年比

對海床地形變化情形，依據監測成果可提供施工團隊掌握橋墩基礎施作後海床之淘刷深度以確保結構安

全。希期本大橋施工團隊通力合作努力突破瓶頸，早日完成金門大橋工程，並經本海域3D測量作業分析深

槽區之基樁及防淘刷設施完成後之海床地形變化，據以驗證規設階段所做之縮尺水工試驗成果及防淘刷保

護工之效果，及研判金門大橋興建後對鄰近海域及兩岸地形變化影響程度。

▲ 圖14 103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地形圖總圖



▲ 圖16 103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三維色階地形圖

(光影投射平行測線方向)

▲ 圖17 103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三維色階地形圖(光

影投射垂直測線方向)

▲ 圖15 103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三維色階地形圖



▲ 圖18地形侵淤變化圖(103與99年度測量成果比較)

表5 金門大橋各分區侵淤量統計表(103與99年度測量成果比較)

表6 金門大橋各分區侵淤彩色變異表(103與99年度測量成果比較)



▲ 圖19 地形侵淤計算分區圖(103與99年度測量成果比

較)

▲ 圖20 104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地形圖總圖



▲ 圖22 104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三維色階地形圖

(光影投射平行測線方向)

▲ 圖23 104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三維色階地形圖(光

影投射垂直測線方向)

▲ 圖21 104年度海域3D測量成果之三維色階地形圖



▲ 圖24 地形侵淤變化圖(104與103年度測量成果比較)

表7金門大橋各分區侵淤量統計表(104與103年度測量成果比較)

表8金門大橋各分區侵淤彩色變異表(104與103年度測量成果比較)



▲ 圖25地形侵淤計算分區圖(104與103年度測量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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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大華系統交流道H匝道0k+100邊坡補強工程紀實

高公局北工處陳煥榮/撰稿及圖片提供

　　本邊坡係大華系統交流道H匝道邊坡(台62出口往國1南下)，H匝道邊坡上方為台62舊有地錨，本處內

湖段於103年10月辦理地錨檢測、邊坡安全評估，評估結果須辦理補強設計。

　　工程於105年3月21日開工，補強內容為:一、地錨補設：面版式地錨(60T/支)135支、格梁式地錨(30T

/支)24支。二、改善既有地錨:既有地錨改善819支。三、水平排水管33支、坡面排水設施。四、增設邊坡

監測儀器、維護梯等。

　　施工期間H匝道屬交通流量大的單車道匝道，各項作業施工中須維持交通正常運作。且邊坡地形陡

峭、施工腹地狹窄，無法容納多組工班同步施工，施工中需加強施工管理，以使各項作業可按預定時程完

成。經工程團隊努力，工程已於105年9月19日竣工，工程費用1,939萬9,092元整。

　　補強後可有效強化邊坡穩定力量、使既有地錨持續保持原有功能、可降低地下水位及加強坡面排水設

施，增加了邊坡穩定性，使用路人得以安全行駛於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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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3號古坑交流道自105年4月25日通車以來，因南下出口匝道與銜接台78線之古坑系統交流道共用

出口匝道，常接獲民眾反映出口方向標示不清楚，容易讓用路人混淆走錯方向及行駛時猶豫遲疑影響安

全。本處於5月4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由處長主持並決議1.短期於匝道雙側增設地名方向指示標

誌，輔助原有牌面加強指示，讓用路人易於辨識及確認方向。2.長期研議於匝道增設門架式(或懸臂式)鋼

結構附掛車道指示標誌，讓用路人更容易識別並增加預告效果。短期措施於6月8日完成後，成效良好，已

大幅降低民眾反映標示不清楚之問題，而本處為提升國道服務水準及交通安全，積極利用庫存材料及工程

標餘款於匝道增設門架及指示標誌，已於11月22日完成，讓國道3號南下出口匝道行車方向更清楚，明確

分流，提升交通安全及順暢。

▲ 圖1短期措施-增設輔助牌面



▲ 圖2短期措施-增設輔助牌面

▲ 圖3短期措施-增設輔助牌面



▲ 圖4長期措施-增設門架及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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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

高公局中工處詹淑琁/撰稿及圖片提供

　　交通安全是高公局相當重視的指標，改善交通安全為多年亟欲突破的課題。本處除規劃走入校園外，

今年更首創與公益結合辦理交通安全宣導，並積極與民間運輸、貨運業者聯繫辦理交通安全講習，運用各

廣播媒體節目及善用各項活動辦理交通安全宣導，希望藉由三方面的教育宣導，來改變道路使用者的行

為。

　　有鑑於近年來大型車爆胎、疲勞駕駛事故多，嚴重危及國道行車安全，本處主動與國道運輸業者及轄

區貨運業者聯繫安排辦理交通安全講習，講習後安排有獎徵答與駕駛們互動並發放設計多樣性的宣導品

(如:LED露營燈)，期能透過講習直接宣導正確的行車觀念，有效降低事故發生率。

　　為落實道安向下紮根，本處首創深入校園舉辦交通安全宣導，更規劃結合公益與交通安全宣導的發

想，於南投服務區經營廠商與高公局為幫助長期經費拮据的南投縣竹山國中曲棍球隊所發起之「用愛竹

夢」義賣活動時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捐款做公益即可參加交通安全宣導活動並獲得精美宣導品」，參與

活動用路人相當踴躍，成效斐然。

　　位於臺中市大雅區惠明視障者教養院院生均為22歲以上多重障礙人士，所需的教職人員高達45位，本

處規劃至該教養院對該校教職員及當日參與之大雅戶政志工及民間團體臺中皇后獅子會人員進行交通安全

講習，並於講習後充當1小時志工帶著該校院生於校區附近進行團康活動。

　　未來將推廣交通安全宣導，以「珍惜生命，關懷交通」為訴求重點，藉由教育宣導，解決由人、車、

路所構成之的道路交通問題，建立安全便利的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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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局南工處楊美芳/撰稿及圖片提供

　　東山服務區位於台南市東山區，座落在國道3號北上319K+900處，於民國90年10月15日啟用，為進

入南台灣的前哨站，是認識大台南地區的重要窗口。目前是由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以「南

瀛采風-水漾東山」為主題，融合府城文化、美食及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之水庫、人文資源特色，帶領您一起

領略南台灣絢爛風華。

　　來到東山服務區您可欣賞到別具一格賣場外觀，建築造型意象為747客機，呈圓弧狀飛機頭及機身為

旅客休憩大廳，機翼為公廁，停機坪即停車場。第一停車場附近綠草如茵，設公共藝術「鄉間騎士」，第

二停車場附近設裝置藝術「行大運」。服務區遍植喬木灌木，綠意盎然，環境清新優美，是休閒旅憩的好

地方。

　　東山服務區前庭百年大榕樹是東山服務區的守護神、地標及代表景觀，相傳200多年前生長在服務區

土沃水足的窪地，並吸取日月精華，至今樹型高大、枝葉茂密十分壯觀，是鎂光燈聚集的焦點喔！

　　面向賣場在大榕樹左邊是西拉雅主題公園遍植各色各樣五彩繽紛朱槿花，沿著水漾步道可欣賞在地白

河蓮花景觀；大榕樹右側設置「原生植物園」種植臺灣原生樹種，期與旅客共同關心國道週邊生態環境，

富有教育意義，另外在「原生植物園」附近綠地設了「寵物公園」提供民眾寵物活動場域。



　　在炎熱的夏天，大榕樹前方有「噴泉廣場」提供親子戲水，設備每週定期清洗、消毒、水質採用自來

水並經過濾，可安心玩水，開放時間每年6月至9月星期例假日、11:00~17:00（平常日：配合民眾需求開

放）。

　　東山服務區賣場超有特色，內部以「水」的意象貫穿全場，將台南地區雋永的文化、地景及西拉雅國

家風景區豐富多元面貌縮影在東山，並以大型水族箱展示水庫生態，創造一處猶如海底隧道般的場景，提

供知性且賞心悅目的視覺饗宴，而賣場天井花園，空間幽靜，設有座椅，一邊細細品嚐「星巴克咖啡」，

一邊觀賞優美景觀，別有一番「小確幸」。

　　來到東山服務區一定要進到服務大廳感覺一下「南瀛采風、水漾東山」的氛圍，參觀一下「魚隧

道」，逛逛裡面的店家，吃點東西也不錯喔！這裡提供多樣化的餐飲選擇，售價比照鄰近學區店面價格，

滿足用路民眾美味平實的庶民經濟餐飲需求。東山服務區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遊逛東山服務區離開前別忘

了帶點好吃的東西與親朋好友分享，希望您也會喜歡這裡，相邀親朋好友逗陣來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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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局拓建處莊信慧/撰稿及圖片提供

　　縣道182係臺南市與臺南縣合併前往來主要道路，也是臺南市利用臺南交流道進出高速公路主要連絡

道之一，由於尖峰時段道路容量不足、服務水準不佳，為解決前述交通擁塞問題，臺南市政府特擬就臺南

交流道及週邊道路，分四個階段推動辦理改善工作，本工程即為配合其改善工程之一。

　　本工程經費1億7,477萬元，於104年7月23日開工，106年1月4日竣工，工程範圍位於國道1號臺南交

流道連絡道(中山路)至北側裕農路(太子路)間，為減輕臺南交流道北上線出入口匝道對主線之影響，遂將既

有之匝道出入口型式加以調整，採先建後拆方式辦理，將原北上入口匝道移設至高速公路里程326K+150

處，並已於105年6月24日開放通車；接續將原有北上入口匝道，改為新設跨過182縣道後於高速公路里程

327K+200之北出匝道，另將側車道一併重新刨鋪改善，預計於106年農曆春節前開放北上出口匝道通行。

　　施工期間本工程與台電161kv管道工程及三爺溪改善工程施工界面重疊、施工區域狹隘、緊鄰都會區

車流量大、預鑄板樁施工遇到既有地錨及側車道地下水位較高等問題，然經本工程團隊積極協調各施工單

位、妥善規劃交維動線、適時排除各項施工障礙及妥適處理地下水位過高等問題，施工期間每日檢討管控

施工進度，工程得以順利推動。

　　本工程完工後可分流臺南交流道原北上出口匝道約30%車流，由新設之北上出口匝道直接駛入側車道

避免於182縣道產生交織，發揮改善臺南交流道之目標，並作為增設國道1號大灣交流道之北上輔助出口匝

道。　

▲ 105年6月24日北上入口匝道開放通車



▲ 591標北上出口匝道完成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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