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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學》 

 

試題評析
1.流線平行土壤層面，ke = (ke + ke + ke) / 3，這是基本送分題。

2.q = ke i A，還是基本送分題。

考點命中 命中太多，族繁不及備載！版面有限，僅列一例： 

請見《解說土壤力學》，頁5-27，例題5-6.1，相似度95%。 
解： 
(一)流線平行土壤層面，ke = (ke + ke + ke) / 3 = 4.5×10-5 m/sec = 4.5×10-7 cm/sec

(二)hp,A = 50 cm
hp,B = 20 cm

(三)q = ke i A = 4.5×10-7 ×(30/45) × 100 = 3×10-5 cm3/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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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1.本題稍有創新，土壤不飽和，按照飽和度來算超額孔隙水壓，題目給公式，照著算

就得分。 
2.超額孔隙水壓是負數，本題是OC。 
3.有聽歐陽老師叮嚀的考生，帶圓規又帶量角器，先恭喜您金榜題名！ 

考點命中 命中太多，族繁不及備載！版面有限，僅列一例： 

請見《解說土壤力學》，頁7-39，例題7-5.1。 
解： 

(一)第一個試體，破壞時孔隙水壓 ue =Suw = 0.6(-100) = -60 kPa  
第一個試體，破壞時σ3 = 20 kPa ，σ1 = 190 kPa ， σ’3 = 80 kPa ，σ’1 = 250 kPa 

   
第二個試體，破壞時孔隙水壓 ue =Suw = 0.5(-300) = -150 kPa  
第二個試體，破壞時σ3 = 60 kPa ，σ1 = 450 kPa ， σ’3 = 210 kPa ，σ’1 = 600 kPa 

   
(二) 
 
 
 
 
 
 
 
 
 
 
 
 
 
 
 
 
 
 
(三)第一個試體   

σ’1 =σ’3 Kp + 2c’ pK                   250 = 80 Kp + 2c’ pK  ……….① 

   第二個試體 
    σ’1 =σ’3 Kp + 2c’ pK                   600 = 210 Kp + 2c’ pK  ……….② 

   聯立①與②      解出c’ = 10.55 kPa 
   Kp = 2.6923 = tan2(45o+0.5φ’) 

解出φ’ = 27.2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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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同時考上舉與砂湧，狀似龐大，可是歐陽書裡有一模一樣的題目，數據都一樣。

注意水單位重是10kN/m3。 

考點命中 
請見《解說土壤力學》，頁5-111，出現一模一樣的題目，數據都一樣。 
歐陽100%完勝。 

解： 

(1)裂隙產生時，此時發生上舉(uplift)，A、B間垂直距離為3.5 m 

FS= sat 1

w w

γ h 17.6(3.5)
= = 1

γ h (11- d)10
          解出d = 4.84 m 

(2)流砂發生時，黏土裂隙內充滿砂，該時刻砂之水力坡降 = 砂的臨界水力坡降 

設砂γsat=20 kN/m3，故γ’ = 20 – 10 = 10 kN/m3  

臨界水力坡降icr =γ’ /γw= 10 / 10 = 1 

A、 B 間水力坡降 i = 5.3/)d5.7(L/h t −=∆  

令icr = i                          解出 d = 4 m 

  ※本小題是考黏土裏的裂縫充滿砂，裂縫貫通黏土塊，而砂產生流砂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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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1.本題是沖刷解壓，使得NC變成OC的基本題型。 
2.由本題可知，位於山谷的土壤，可能是OC，人類蓋房子後，還是OC。 

考點命中 請見《解說土壤力學》，頁6-44，例題6-7.3，是過壓密黏土經典例題。 
解： 

(一)黏土層 Se = w Gs           1(e) = 0.35(2.78) = 0.973 

黏土層
s

sat w
G + e

γ = γ =
1+ e

2.78 + 0.973
(9.81) =

1+ 0.973
18.66 kN/m3   

γ’=18.66-9.81 = 8.85 kN/m3 

黏土層中點σ’c =55.7(10.4) + (7.6/2)(8.85) = 612.91 kPa  

或黏土層頂面σ’ c =55.7(10.4) = 579.28 kPa 

(二)解壓後，水位線以下的砂土厚度 = 55.7 – 45 – 1.5 = 9.2 m 

黏土層中點σ’0 =1.5γm+ 9.2γ’+(7.6/2)(8.85) = 1.5(17.6) + 9.2(10.4)+(7.6/2)(8.85)  

=155.71 kPa 

90 +155.71 = 245.71 kPa < σ’c 

Cs = 0.25Cc ~ 0.1Cc = 0.08 ~ 0.032 

 ΔH = s

0

C H 90 +155.71
log =

1+ e 155.71
0.032(760) 90 +155.71

log =
1+ 0.973 155.71

2.4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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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可能沉陷量 = 2.44×0.08/0.032 = 6.1 cm 

沉陷量範圍 2.44 cm ~ 6.1 cm 

 

 

 

試題評析 

1.本題考Coulomb土壓力，不是Rankine土壓力，題目說牆背粗糙。 
2.砂土一定要用有效應力分析，土與水要拆開算。 
3.題目說δ=ψ，用δ算你就中計了。要用《解說基礎工程》第1-36頁，公式號碼

[1.20] 。 
4.水單位重10 kN/m3。 

考點命中 請見《解說基礎工程》，頁1-36，公式號碼[1.20] 。 

解： 

(一) γs =γd (1+e)              2.7 =γd (1+0.53) 

解出γd = 1.7647 tf/m3 = 17.647 kN/m3   

Ph = 0.5KaγdH2 = 0.5(0.308)(17.647)(25) = 67.941 kN/m  (←) 

(二)兩側水壓力平衡掉，同時不計 

   s
sat w

G + e
γ = γ =

1+ e
2.7 + 0.53

(10) =
1+ 0.53

21.111 kN/m3   

   γ’=21.111 – 10 = 11.111 kN/m3 

   Ph = 0.5Kaγ’H2 = 0.5(0.308)(11.111)(25) = 42.778 kN/m  (←) 

(三) Ph = 42.778 + Pw = 42.778 + (5×10) ×5/2 = 167.778 kN/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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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1.地電阻法常常拿來探測漏水位置，或水位位置，工程地質上常用，上課有教。 
2.預計下次考透地雷達，再下次考兩者(地電阻法與透地雷達)之比較。 

考點命中 《高點建國工程地質題庫班講義》，歐陽編撰，頁1-1，106年大地技師考古題。 
解： 

(一)地電阻探測法(Electrical Resistivity Image Profiling, RIP)為利用地層之電性差異，而測定地下狀

況，主要應用在地下水位置測定、崩塌地範圍測定、溫泉深度測定、地熱、構造物基礎、空

洞、水壩漏水位置測定、隧道漏水測定、湧水帶測定以及在施工時同時測定地下水變化、地

質補強灌漿效果等方面。 

電阻法探測為將一對電極的直流電通入地下，觀測其產生的人工電位場，由另一對電極測量

電位差，由通入點之電流強度，依歐姆定律計算視電阻係數。電阻係數通常因各種岩層不同

而相異，此為電探法探測地層構造之原理。 

(二)一般而言，水含量越高(飽和黏土、飽和砂土、飽和粉土)、水連通性越高、可交換性離子越

多、鹽分越高的地層，電阻率越低(一般以藍色表示)。 

乾燥粗砂、乾燥卵礫石、已凝固之灌漿材料的電阻率越高(一般以紅色表示)。灌漿補強後之電

阻率應升高，紅色區域增加。 

電探法很容易可施測至較深之水平地層構造，然較深之薄層構造、傾角較大之深地層及地形

效應較不易分析。 

用電探法可獲得： 

(1) 地層電阻係數及厚度。 

(2) 岩盤深度及形貌。確認軟弱地層之分佈。 

(3) 基樁完整性檢驗。 

(4) 確認地質灌漿補強效果(補強前後各做一次 RIP)。 

(5) 確定風化層或崩積層厚度(如國道 3 號崩塌勘災)。 

(6) 連續壁漏水之灌漿補強效果(補強前後各做一次 RIP)。 

(7) 隧道前方湧水帶探測。 

(8) 地下水位面。 

(9) 地下管線、廢棄坑洞、路面下坑洞、基礎下坑洞探測。 

(10) 構造物漏水位置。 

(三)若地質鑽探與傾斜管觀測成果顯示地底下構造複雜，變動較劇烈，或者接近山麓、盆地邊

緣，工程師意欲知道大面積下的土壤層次構造，那麼應該採用雙偶極排列法(Dipole-dipole 

array)。 

若地質鑽探與傾斜管觀測成果顯示地底下構造並不複雜，變動不劇烈，工程師意欲知道大面

積下的土壤層次構造，那麼應該採用施蘭伯格排列法(Schlumberger array)或溫奈排列法(Wenner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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