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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累積專業學識與經驗、研判設計觀念、圖面及文
件之正確性。 

(2）多研讀相關法規、工業標準、系統操作與系統維
護等系列文件，並充實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常識。 

(3) 注意施工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含工區勞工與施
工設備安全、交通維持與安全管制措施等。 

(4)自己督導自己，認真做好本份、終就累積本事。 

 

 

 

 



二、工程主辦機關督導實務問題 

2.1主辦機關品質督導機制及查驗紀錄 

 無品質督導、督導機制、頻率及查驗紀錄不
健全 

 無督導或查驗之缺失追蹤改善紀錄，或內容
不確實、記載不完整 

 

2.2監造計畫 

 未確實審查 

 未依變更設計檢討進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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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主辦機關督導實務問題 

2.3未依行政院核定97年1月23日起實施「生
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之規定，辦理新
台幣5千萬元以上公有建築物，應先取得
候選綠建築證書，始得申報開工 

2.4未明定工程進度管控，工程具落後傾向
時，應提報趕工計畫 

 發現工程缺失或異常，應以書面通知監造
單位或廠商限期改善 

 工程變更設計管控(如有)、工程異常管控 

 異常說明及採取之對策虛擬無效 

 



二、工程主辦機關督導實務問題 

工程變更設計與工程進度管控~ 

例如: 

 某工程原契約價金:新台幣1522500仟元(含稅) 

 設計變更後契約變更價金:新台幣1136700仟元
(含稅)(設計變更價金減少四分之一) 

 工期進度應否檢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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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主辦機關督導實務問題 

2.5未依時限審查及核定監造計畫(工程決標前或依
契約規定)、品質計畫、施工計畫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依契約規定或開工前)，並留存紀錄 

2.6開工時未將工程材料及施工基本資料(含機水電)
完整詳實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於驗收完
成七日內將結算資料填報於前開系統 

   ~~落實填寫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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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監造單位抽(試)驗實務問題 

3.1監造計畫-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第七章) 
係對施工中之抽查作業作規劃，並擬定管理標準 

1.施工抽查程序 

(1)依工程契約內容，檢討訂定檢驗停留點之抽查及
不定期抽查程序，及使用之抽查紀錄表。 

監造單位之施工抽查時機，分為檢驗停留點（hold 
point，又稱限止點）抽查與不定期抽查兩類，對
於不同之抽查方式（檢驗停留點或不定期抽查），
應訂定不同之作業流程及相對使用之抽查紀錄表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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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檢驗停留點之訂定，應顯示於管理標
準表內之抽查時機或適當位置； 
另檢驗停留點之訂定，應依契約相關規
定檢討，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 
(1.1)材料進場時。 
(1.2)施工完成後即無法目視查看之關鍵
隱蔽作業點。 
(1.3)影響安全或結構強度之關鍵作業點。 
(1.4)影響使用功能之關鍵作業點。 
(1.5)工項施作完成時。 



工程施工檢驗抽驗訂定原則 

機電材料設備與試運轉測試檢驗抽驗類別及其
訂定原則: 

1.檢驗停留點 (Hold Point): 

廠商除須依合約規定的時間與方式告知主辦機
關、監造單位到場一同會驗，會驗符合規定要
求後，廠商方可繼續進行下一個步驟外，並須
依下述原則訂定檢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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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檢驗抽驗訂定原則 

(1).舉凡材料、設備、系統及結構物等對人民生
命、人民財產、結構物強度或整體機電系統運
轉功能具有影響安全性者。 

(2).隱蔽性、隱藏危險性或施工後無法目視查看
者。 

(3).具施工危險性者。 

(4).檢查頻率僅檢查一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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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檢驗抽驗訂定原則 

2.見證檢驗點(Witness Point) 

廠商除須依合約規定的時間與方式告知主
辦機關、監造單位，主辦機關、監造單位(

同檢驗停留點)得視工作情況是否到場參與
會驗，廠商仍可繼續進行下一個步驟外，
並須依下述原則訂定檢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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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檢驗抽驗訂定原則 

(1). 舉凡材料、設備、系統及結構物等對
整體機電系統運轉功能具有影響可靠性
者。 

(2).可訂(併)在檢驗停留點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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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檢驗抽驗訂定原則 

3.文件審查(Documents/Records Review): 

廠商無須依合約規定的時間與方式告知主辦機關
、監造單位會驗外並須依下述原則訂定檢驗點: 

對材料、設備、系統及結構物強度等與安全性、
隱蔽性、危險性、可靠性皆無關者。 

4.未經上述檢驗點之檢驗，如施工完成後即無法
進行本項檢驗點之檢驗者。 

5.其他未經上述檢驗點(含委外第三者合格公證
公司試驗)之檢驗，如施工完成後即無法進行本
項檢驗點之檢驗者，應加強審查或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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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X.X （○○工程）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參考例） 
                                                          表單號碼： 

項
次 

契約
詳細
表項
次 

契約
數量 

是否
取樣
試驗 

預定
送審
日期 

是否

驗廠/

廠驗 
預定試
驗單位 

送審資料（ˇ） 
審查
日期 

備
註 
(歸
檔
編
號) 

實際
送審
日期 

驗廠/

廠驗

日期 

協力
廠商
資料 

型錄 
相關
試驗
報告 

樣
品 

其
他 

審查
結果 

材料(

設備)

名稱 

  
  

    
    

        
  

  
  

  
        

  
  

    
    

        
  

  
  

  
        

  
  

    
    

        
  

  
  

  
        

註：1.本表單於開工後應請廠商檢討提出預定送審及預定進場日期，並
由監造單位會同廠商定期檢討辦理情形。 

    2.本表單格式僅提供參考，使用單位可依個別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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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材料/設備進料前之管制作業，檢討之內
容至少應包括有送審資料項目、送審時間、
進料時間、是否取樣試驗等之檢討。若需
驗廠（驗廠定義：在下訂單之前對工廠進
行審核或評估，確認符合需求才下訂單)之
材料或設備，需與監造單位確認驗廠時間。
廠驗(廠驗定義：廠商訂製材料設備後，經
由製造商依所訂製之規格製造成半成品在
未組裝出貨前，至工廠裡作品質與規格及
功能的相關測試)。~~機電設備類。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是否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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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X.X  （○○工程）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修正版） 

項
次 

契約詳細表項次 

契約數量 

進場 
日期 

抽樣 
日期 

規定抽
樣頻率 

累積進場
數量 

檢（試）
驗結果 

檢
（試）
驗及
會同
人員 

備註 

材料/設備名稱 進場數量 抽樣數量 
累積抽樣
數量 

(歸檔
編號) 

  
  

  
    

  
  

      
        

  
  

  
    

  
  

      
        

  
  

  
    

  
  

      
        

  
  

  
    

  
  

      
        

註：1.本表單於開工後應由監造單位會同廠商定期檢討辦理情形。 
2.材料或設備之現場抽樣檢驗項目(例如：外觀、尺度、型號、運轉功能
等)，及抽樣送實驗室試驗項目(例如：混凝土高壓磚抗壓強度、鋼筋抗
拉強度及化學性質等)均應納入本表管制。 
3.本表單格式僅提供參考，使用單位可依個別需要調整。 



三、工程監造單位抽(試)驗實務問題 

人為因素缺失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內容未符合契約工項 

 材料設備抽檢（試）驗管制總表未符合契約工項 

 製作材料設備抽檢（試）驗管制總表管控，並應
判讀認可，未判讀或判讀錯誤，即逕行使用 

 抽查(驗)項目及標準、抽查(驗)紀錄內容未符合
契約規定及施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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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監造單位抽(試)驗實務問題 

人為因素缺失 

19 

鋼筋續接器試驗報告未符合
合約及施工規範，承包商與
監造單位皆判定符合要求影
響工作人員及機電設備安全。 



三、工程監造單位抽(試)驗實務問題 

人為因素缺失(監造計畫依施工規範 Data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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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監造單位抽(試)驗實務問題 

3.2品質計畫審查-材料與設備及施工檢驗程序(第五章) 

1.材料與設備檢驗程序 

應依契約對工程使用之各種材料/設備及各項作業，訂定檢（
試）驗程序。材料/設備於選定前，應審查確認使用之材料/設
備能符合契約要求。 

(1)材料設備選定前之送審時間檢討及備料、進料時間管制，
並訂定管制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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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監造單位抽(試)驗實務問題 

 監造計畫系統設備運轉測試抽驗標準表及品質計
畫檢抽驗標準表濁度計、餘氯計、污泥厚度計、
pH 偵測計系統試車，當偵測值高於設定值時，須
發出警報通知操作人員，未訂定前述各儀器設定
點要求標準值。 

 監控室閘門或控制閥之開閉燈號顯示，常見閘門
或控制閥全關及全開都設為綠燈，依運轉規範全
開紅燈、全關綠燈；並於25%~75%間紅綠燈全亮
或設黃燈，方符合世界運轉共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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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輻射)與放射性(輻射)污染 

放射性(輻射)證明≠放射性(輻射)污染證明 
放射性活度(單位:貝克(Bq)) ≠等效輻射吸收劑量(單位:西弗Sv，Sievert) 

放射性 物質因為不穩定，會進行衰變，每1秒鐘有1次衰變就是1貝克，因此貝克
是以秒的倒數表示，即1/s，類似頻率。 

西弗(Sv)是表示人類所受輻射曝露的量，1西弗(Sv)=1  /kg。(20191031原能會) 

 人體可接受輻射劑量:一年內最高  50 mSv 

 致命的輻射劑量:  3 Sv 

 國定民眾安全輻射吸收年劑量限值:  1 mSv/yr 

 背景值(BG):  0.08~0.16 μSv/hr 

 偵測值要求標準(無放射性污染值):≦0.16 μSv/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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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1品質管理制度面 

1.監造計畫材料設備抽查標準表未依工程
會監造計畫製作綱要規定，例如:管線施
工抽查標準表，未從材料進場開始訂定檢
驗停留點，主辦機關未依規定確實審查。 

2.品質計畫材料設備及施工品質管理標準
表未依品質計畫製作綱要規定，從材料進
場開始訂定檢驗停留點，監造單位未確實
審查。 

3.監造計畫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機電類
是否驗廠欄未標示為「是」必須廠驗。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1品質管理制度面 

4.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對鋼筋、鋼筋續接
器、配電盤固定用型鋼、角鋼、管線、管
閥等工程品質管理標準之檢查標準未訂定
無輻射污染證明。 

5.品質計畫地上或地下管線工程自主檢查
表之管線試壓未訂定試驗壓力檢查標準及
未標示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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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1品質管理制度面 
6.電梯設備性能運轉紀錄表等地震感知器及其地震

感應動作未設定級數抽驗標準，未符合需求。 
7.工程管線因安全運轉考量分二級管線及三級管線

兩種等級，致焊口非破壞性RT檢驗方式: 二級管
線10%及三級管線100%，施工不同等級的管線皆並
排共同設置在同一不分等級的支架上，未加分離
或做適當隔離，若二級管線發生事故恐有對三級
管線造成安全影響之虞，並放一起的二級管線應
加強列為100% RT檢驗，管線支架設計亦應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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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1品質管理制度面 
8.工程合約含有消防系統，但監造計畫及

品質計畫、施工計畫經常未將消防系統
納入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
檢（試）驗管制總表、材料/設備品質抽
驗紀錄表、各工項之施工抽查紀錄表等
相關表單，監造單位未落實製作監造計
畫，主辦機關亦未確實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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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1品質管理制度面 
9.管路控制操作閥位置設置不當，太高或

太低，或設在水槽(池)中央，未設置工
作平台，工作人員無法接近操作轉盤。 

10.操作人員訓練系統(OTS)鍋爐安全水位
警報:Hi alarm、Hi-Hi Trip；Lo Alarm
、Lo-Lo Trip之聲音與指示燈顏色，未
比照主控制室落實建立訓練，不符實際
控制室操作效果；其他系統警報亦同。 

30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1品質管理制度面 
11.監造計畫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

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未訂定管閥安
裝施工抽查標準，法蘭鎖緊未訂定所使
用之墊片材質、螺栓及螺帽材質抽查標
準及螺栓鎖緊度力矩值施工抽驗標準，
監造計畫未確實審查。 

12.監造計畫及品質計畫未規定電纜架路徑
、電壓高低層別與管類、閥類、閥號及
流向等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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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人為因素缺失，包括-- 

 執行工作人員未遵守程序書 

 設計規範、施工規範或工業標準引用不當 

 工作人員知識、能力、訓練不足 

 工作疏忽 

 計畫製作上的缺失 

 人員連繫上的缺失等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1.機電設備功能檢測僅測試半套，管路氣動(

含手動)閥(POV)設備僅測試手動，未實際
以系統空氣測試。 

2.整體功能運轉測試之LNG 儲槽性能運轉測
試流程規定，充填及進料時，液位31410 
mm高警報，無Hi Hi Trip液位警示，與一
級輸出泵性能運轉測試流程，液位34314 
mm高警報不一致，未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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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裝設位置規劃設計不當，造成運轉及維護
人員操作檢測及進出維修不便 

壓力(PT、d PT)、液位(LT)、流量(FT)傳
送儀器、指示儀表等儀器管路(Sensing 
Line)排/洩放管口之水未設計集水管或排
水口，致使儀用水到處亂竄損壞或污染
機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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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材料/設備及施工檢驗停留點之訂定與執行 

 未把握重點 

 監造單位抽(檢)驗時間與承包商檢驗時間
不一致 

 監造單位抽驗內容及結果與承包商檢驗紀
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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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設備供應商製程檢驗引用標準不一致，致
使所製造之設備未能符合要求 

 品質管理標準訂定依ASTM或ASME，但檢
(試)驗引用JIS標準 

 品質管理標準訂定依RT方式，但檢(試)
驗引用UT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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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現場使用材料、安
裝設備規格、管路
路徑逕自變更，未
事先提設計變更、
變更契約及設計規
範或變更施工圖。 

廢水管路、管
閥固定不當或
與施工圖不一
致，且未提設
計變更。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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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標準: 10 kg/m2 
實測壓力：12.5 kg/m2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kg/m2單位不符 

12 kg/m2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39 

管理標準: 
不得小於10kg/cm2 

或使用壓力1.5倍 
持壓60分鐘 
實際試驗壓力: 

18.5kg/cm2 

水/氣壓試驗自主檢查表生水、空調冷
卻水、飲用水、中水、再生水、除礦
水、輕油、廠用水、生活污水等管路
水壓分別試驗未分別記載試驗壓力，
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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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開口部分 

墬落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未設護欄 

上下設備之垂直安全網未設置完整 

開口護蓋之設置不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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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施工架5公尺以上未標示載重 

 未使用插梢固定 

 與結構物間之開口大於20公分未設安全網 

 施工架直接撐於土壤(強度不足) 

 施工架之查核機制未建立(停留檢驗點) 

 施工架未設斜撐腰充分支撐 

 施工架內側開口未設交叉拉桿及下拉桿 

 施工架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施工架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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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感電預防 

電銲機帶電部分未被覆 

電線裸露及未架高 

電銲機未依規定接地 

配電開關未設置配電箱及漏電斷路器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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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開關未設
置配電箱保護
及未使用漏電
斷路器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例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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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臨時吊裝之吊耳
或固定用等臨時附著
物，不得直接銲在管
件母件上，應使用管
夾（Clamp），將吊耳
銲在管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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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
品質缺失 

電氣導線管連接
至現場儀器箱、
儀器設備等未加
配軟管即敷設電
纜，電纜無以保
護。 

淨水場二
次沉砂池
用酸鹼度
感測器之
電氣導線
管未連接
現場儀器
箱，電纜
無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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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緊急柴油引擎發電機組，因土木、
管路等工程電銲施銲時，銲渣掉落
於浪板鐵皮後，再滑落於下層塑料
易燃物（帆布）起火悶燒，造成緊
急柴油引擎發電機組之引擎、控制
箱電纜等設備污損。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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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纜拉線懸掛
鐵構預埋L型基礎
螺栓凸出雙螺帽22
牙，不符合約1~3
牙，或±3/16吋之
要求。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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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路支架固定
與管路法蘭共用螺
栓，不符合要求。  

現場裝設之污水管路，各
螺栓無鎖磅紀錄，及未執
行水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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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控制盤尚未固定妥當即予加壓送電，控制盤底
仍存臨時墊片，且空隙太大，水泥基礎粗糙不
方正、有蜂窩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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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
品質缺失 

電纜架負荷太
大，高壓、低
壓、弱電或信
號用等不同電
壓之電纜線未
予分離區隔，
易受干擾，不
符屋内線路裝
置規則要求。 

工業用水專用設施沉
澱池工程電纜架負荷
太大，不同電壓之電
纜線未予分離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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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緊急柴油引擎發電機起動用電
池自動充電機未設計使用電纜
及永久電源，而以臨時電線未
設插頭插於插座，如臨時電線
脫落，造成緊急柴油發電機無
法起動；緊急柴油引擎發電機
進氣口之乾式空氣濾清設備及
相關儀器未裝置完成，不宜進
行系統運轉測試，影響人民生
命之後果不堪設想。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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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力發電廠已運轉，但柴油引擎發
電機充電機未接永久電源，電瓶未充
電，緊急狀況發生時恐無法啟動使用。 



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未設計排水孔及管路收集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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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常見缺失與圖例探討 

4.2現場施工品質缺失 

未設計基礎預埋螺栓及基座型鋼與不當燒切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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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泵設備基座未預留固定螺
絲座，新建廠房不宜使用化學
螺栓設置固定。 

消防泵設備基座C型鋼未預留
螺栓孔，不當燒切螺孔固定， 

消防泵固定化學螺栓品質管理標
準無螺栓強度試驗要求，試驗紀
錄無法判定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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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優質的工程建造品質是用心做出來的，並
非靠品管、監造與督導、查核產生的。 

 對不良之設計、施工廠商及監造品管人員
或工地負責人開設輔導課程，提供缺失改
善講習俾樹立優質的工程人員。 

 工程施工品質督導小組定期彙整檢討各督
導或查核案件在品質管理制度、施工品質、
施工進度及職業安全衛生等對人身安全與
機電系統運轉安全方面常見缺失，提出缺
失重點項目，水平展開提供主辦單位注意
並改善及督導委員加強督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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