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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鑽探工程一般施工規範 

一、 通則 

（一） 本規範適用於中級土壤液化潛勢補充地質鑽探、取樣以及地質調查

所需進行之現場與室內試驗或與其有關之配合工作。 

（二） 承包商應供應所有人工、材料以及為辦理鑽探、取樣、採取岩心及

其他地層資料等所需之合格機具、水電及施工技術。展開作業之前，

機具應運至工地備驗，經辦理機關認可後方可使用。 

（三） 承包商應派土木工程或地質相關科系畢業之工程師，常駐工地負責

鑽探作業之策劃、執行、安全、管理、聯繫工作、檢查土樣及採取

土樣之操作，每一部鑽機應配置富經驗之領班一名。 

（四） 有關鑽探位置之地形、地物、地下埋設物(包括管線)，以及其他對

工作有影響之事物，承包商均應事先調查瞭解。進入調查作業用地

之借用及許可，以及地上物賠償等，均由承包商自行負責解決。 

（五） 在每一工作地點，承包商於工作完成後，應清除及處理施工便道與

廢棄物，及儘早使因工作而改變之周遭環境恢復原狀，並將突出物

(包括鑽孔、地下水位觀測井、水壓計等)妥善保護，使其不致影響

通行之安全，否則所引起之一切責任及賠償，概由承包商自行負責。 

（六） 鑽探完成後，除另有規定外或安裝監測儀器外，應安裝驗深管以利

鑽探深度驗收，鑽孔時打入之套管應完全拔除，除安裝監測儀器之

鑽孔外，鑽孔內應加以回填，鑽孔應以水泥及皂土之混合漿液(重量

配比4:1之混合比例)回填為原則，並應詳實記載回填材料之材質及

深度於鑽探日報表上；惟位於耕作農地內之鑽孔及礫石層衝鑽鑽孔

得以原土回填。 

（七） 每個鑽孔採取土樣(岩心)之數量及位置由辦理機關決定，所採取之

土樣(岩心)應依辦理機關指示之方法妥為包裹，不使有擾動或水份

蒸發之現象。應儘快連同鑽探日報表，於當日完成，並於辦理機關

認可後，依辦理機關指定之日期內送往指定地點。運送時，其樣品

應用多層減震材料包裹，以免受震而失原狀。若土樣送達指定地已

失原狀，辦理機關可不予接受，並得要求承包商另鑽新孔以補取未

被接受之土樣，所增加之費用概由承包商自行負擔。 

（八） 鑽孔在規定深度內，應採取土樣處而未取土樣時，辦理機關斟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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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可將整個鑽孔或未取樣部份不予接受，並得要求承包商另鑽新孔

以補取未被接受之土樣，所增加之費用，概由承包商自行負擔。 

（九） 現地試驗 

1. 承包商於施工期間應配合並協助辦理機關進行必要之現場試驗

工作。 

2. 部分鑽孔之標準貫入試驗(SPT)應進行落錘能量檢測，其施作方

式應依據「標準貫入試驗(SPT)鑽桿打擊能量檢測作業準則」之

規定辦理。 

（十） 安全措施 

1. 承包商應遵照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等有關法令規定確實辦理。 

2. 施工期間，承包商須於工作地點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及政府有關規定設立明顯之安全圍籬、警示燈、交

通錐等安全措施，以策安全。 

3. 對於工地附近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必須預為防範，如

因疏忽致生傷亡或其他損害，概由承包商負責。 

(十一) 鑽探施工過程應進行錄影。 

二、 鑽孔位置及孔深 

（一） 鑽孔位置：鑽孔位置有疑慮時，應由辦理機關或專案顧問與包商進

行場勘認可後，豎立鑽孔樁號。所有鑽孔施鑽前，承包商應測定鑽

孔平面座標(座標系統建議採TWD97，其平面誤差需小於1m)，經辦

理機關認可後方可施鑽。若因施工有困難時，必須移動鑽探位置時，

應經辦理機關同意後方可施作，否則造成損失，概由承包商負責。 

（二） 孔深：應將每鑽孔鑽探深度在鑽孔位置圖上詳為註明，鑽探深度以

鑽探進尺計算，孔底以下之標準貫入試驗(SPT)到達處，僅用以計

算標準貫入試驗(SPT)費用，不另計算鑽探進尺費用。每孔鑽探深

度除依辦理機關指示外，應以契約規定深度為準。 

（三） 孔口高程：鑽探位置孔口高程應以控制點引點量測或可符合精度要

求之量測方式求得(其高程誤差需小於1m)。 

（四） 辦理機關或其專案顧問需抽驗承包商所測定鑽孔位置、孔深、及孔

口高程之正確性，抽驗鑽孔數為總數之10%(無條件四捨五入)，若

其誤差不符規定，得要求承包商重測所有鑽孔之位置與高程，其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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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費用概由承包商負責。 

三、 名詞之定義 

（一） 鑽機：為包含機具、器材及施工人員，足以鑽探施工，則列入鑽機

數；若鑽機損壞或器材配備不足，及無施工人員等，以致無法施作，

則不予以計之。 

（二） 土壤層：此層屬於覆蓋土層，包括砂、粉土、粘土及含小礫石之土

層，此類土層可以水洗鑽探法或其他鑽探方法鑽探。 

（三） 礫石層：此層為含有大量礫石和少量砂土，此種礫石層無法單獨用

水洗鑽探法，須配以衝擊法或其他方法鑽探者。 

（四） 卵石層：此層為卵石夾砂土，其中砂土含量幾近於無，此種卵石層

若粒徑太大無法單獨以衝擊法鑽探，可改以岩心取樣方式或其他方

法鑽探者。 

（五） 軟岩層：此層屬於基岩，包括泥岩、頁岩、石灰岩、砂岩等較軟之

岩石，須使用鑽頭採取岩心樣品。 

（六） 硬岩層：此層亦屬於基岩，包括火成岩或變質岩等，如：安山岩、

玄武岩、花崗岩、硬頁岩、片岩、板岩、大理岩、變質砂岩等等，

須使用鑽石鑽頭，採取岩心樣品。 

（七） 地層層次判斷：悉依辦理機關之認定為依據給價，表面瀝青舖面、

混凝土塊、磚塊等回填土，以土壤層計，承包商不得異議。 

四、 土壤鑽探及取樣方法 

（一） 鑽探 

1. 鑽探進尺方法：以水洗沖洗鑽探法為主，若遇堅硬土層，經辦

理機關同意後，可使用其他可將孔內土壤搗鬆及移出孔外之方

法。 

2. 孔壁保護：於鑽探取樣過程中，可以導管、套管或穩定液保護

孔壁，使不致崩坍，惟穩定液可能導致土壤種類難以辨認，地

下水位及水壓計觀測之不準確，未經辦理機關許可不得採用，

其保護孔壁之深度視取樣之位置而定。 

3. 鑽孔孔徑：使用導管、套管、或穩定液保護孔壁時，其鑽孔孔

徑不得小於75.8公厘(2.984英吋)。 

4. 清孔處理：於鑽探進尺過程中，必須使用側向沖水之魚尾鑽清

洗未擾動之土壤，不得使用底部洩水之魚尾鑽或套管直接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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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擾動之土壤。在鑽孔內之水位應隨時保持不低於地下水位，

以防止管湧現象發生，辦理機關認為必要時，可指定防止崩孔

及清孔之施工方法，所需之機具及增加之費用，概由承包商自

行負擔。 

5. 鑽探流程可參考鑽探標準作業程序。 

（二） 取樣 

如四、（一）規定方法完成進尺及清孔工作至預定取樣深度後，將

取樣器放至鑽孔底部後，再次量測取樣深度無誤方可進行取樣，否

則應依辦理機關之指示，重新清孔或其他方法補取此一深度之樣品，

取樣之方法如下列條款所規定： 

1. 標準貫入試驗(SPT)：本項試驗目的在求得劈管貫入地層標準深

度所需之打擊數(Ｎ值)，所使用之劈管取樣器及試驗步驟均須

符合 ASTM D1586之規定，夯錘型式應採用自動落錘。其操作

方式是於清除試驗深度上方之鑽孔內土壤後，將安裝於鑽桿末

端之取樣器放置於孔底，鑽桿上端連接附裝有鐵砧之滑桿，再

將63.5公斤(140英磅)之夯錘套入滑桿內，夯錘須能自由落下，

打擊鐵砧，使取樣器貫入土中。夯錘用麻繩吊取，落錘距鐵砧

頂部之高度76.2公分(30英吋)，夯擊取樣器最後入土30公分(12

英吋)時所需之錘擊數，即為標準貫入試驗貫入擊數 (SPT-N 

value)。試驗時於鑽桿標示三段均為15公分之貫入深度，第一段

15公分(6英吋)貫入深度用以確定取樣器達定位，第二及第三段

15公分貫入深度之打擊數總合即為Ｎ值，試驗需達到第三段深

度或Ｎ值達到50為止，當次試驗完畢需立即於鑽探日報表填寫

三段打擊數與試驗施作時間。試驗時應詳為察看其夯擊及貫入

情形是否有不正常的現象發生，以決定打擊數之可靠性，並應

察看取樣器之土樣是否為未經沖洗之土樣，以決定土樣之取捨，

辦理機關如認為土樣不適用，可要求重新做標準貫入試驗(SPT)

並取樣，其費用由承包商負擔。 

2. 劈管取樣法：所使用之取樣器必須符合 ASTM D1586-67(1974)

之規定，取樣法為打擊取樣，即將取樣器打入鑽探時未擾動之

土層中取樣，礫石層可用外徑63.5公厘(內徑50.8公厘）開裂式

取樣器。除另有規定外，在土層內之取樣區間以1.5公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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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層內之取樣區間不得超過2.0公尺，在土層改變時應即行取

樣。若鑽孔內之套管為錘擊方式前進，則取樣處應在套管下端

60公分以下，若套管為旋轉方式前進，則取樣處可在套管下端

10公分以下或在套管下端立刻取樣。辦理機關認為必要時可增

減其取樣區間及取樣位置，取樣器取出後，原則上每組二個樣

品，若辦理機關另有要求，則依要求取每組所需樣品數量，取

出之樣品立即封閉樣品，不使水份蒸發，每一樣品外表需即時

黏貼附永久和清楚的防水標籤，說明鑽孔取樣的編號與深度位

置。多餘土樣應推出銅圈外放置在已封裝好之樣品旁，樣品須

依序排放整齊，並拍照記錄後，多餘土樣始可清除。 

3. 岩心管取樣：須連續取樣鑽孔，施鑽應採取不小於50.8公厘直

徑岩心之鑽頭和三套岩心取樣管或鋼索取樣法(wireline coring 

method)進行。岩心取樣方法應參照 ASTM D2113規定辦理，每

次所取樣品長度不得超過2公尺，對於土層，總岩心管取樣率應

達90％以上，方給予全額計價。若遇疏鬆無凝聚性土壤，並經

辦理機關認定，不在此限。為提高取樣率，應依地層特性適當

調整每次取樣長度。每次取樣均應記錄施鑽長度及取樣長度。 

4. 鑽探期間：每天開鑽之前應先測量鑽孔內水位，並記錄於鑽探

日報表。 

5. 樣品運送及保存：應符合一、（七）規定。以岩心管進行連續

取樣之試體應全部按正確之取樣深度依次排列，並置於堅固之

木製或塑膠製岩心箱內予以保存。岩心箱內部淨長為1公尺，每

孔樣品保持分隔，未取得樣品處以木塊或保麗龍充填表示之，

每次取得之土樣應放置適當位置並標明其取樣之深度。樣品每

箱應標明工程名稱、孔號、岩心箱箱號、鑽探日期及取樣深度，

並拍攝彩色照片送往試驗地點。送樣之次數依契約辦理，送樣

時需填報送樣紀錄表；岩心箱應於當期計畫結束前，應依經濟

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指示，運送至指定地點。 

6. 每一鑽孔應參考地質鑽探調查作業鑽孔編碼規則。 

7. 室內試驗可參考室內試驗作業參考流程。 

五、 岩層鑽探及取樣方法 

（一） 鑽探方法：岩層上之覆蓋層鑽探方法可依四、（一）規定辦理，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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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岩層後即使用岩心取樣管配合鎢碳鋼鑽頭或金鋼鑽頭施鑽。 

（二） 岩心管取樣：岩層中必須連續取樣，施鑽可採取不小於50.8公厘直

徑岩心之鑽頭和三套岩心取樣管或鋼索取樣法 (wireline coring 

method)進行。岩心取樣方法應參照 ASTM D2113規定辦理，每次所

取樣品長度不得超過2公尺。每次岩心取樣均應記錄施鑽長度及取

樣長度。對於岩層或堅硬礫岩，總岩心管取樣率應達70％以上，方

給予全額計價。若遇膠結不佳地層、鬆軟礫岩、破碎帶、斷層、舊

有煤坑或岩石節理空隙等處，並經辦理機關認定，不在此限。為提

高取樣率，應依地層特性適當調整每次取樣長度。 

（三） 鑽探過程中遇有迴流水突然急劇下降應特別註明其深度，以及概估

之洩水率，如每分鐘之水位下降深度。 

（四） 樣品運送及保存：所有完整岩心及破碎岩石應全部按正確之取樣深

度依次排列，並置於堅固之木製或塑膠製岩心箱內予以保存。岩心

箱內部淨長為1公尺，每孔樣品保持分隔，未取得樣品處以木塊或

保麗龍充填表示之，每次取得之岩心應放置適當位置並標明其取樣

之深度。每箱應標明工程名稱、孔號、岩心箱箱號、鑽探日期及取

樣深度，並拍攝彩色照片送往試驗地點。送樣之次數依契約辦理，

送樣時需填報送樣紀記錄表；岩心箱應於當期計畫結束前，應依經

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指示，運送至指定地點。 

（五） 標準貫入試驗(SPT)：遇岩層表層時應即進行標準貫入試驗(SPT)，

又在岩層內鑽探，岩心取樣率低於60％時，亦應進行標準貫入試驗

(SPT)。但遇有特殊情況時，則依辦理機關要求辦理。 

(六)  每一鑽孔應參考地質鑽探調查作業鑽孔編碼規則。 

六、 地下水位觀測井 

所有地質鑽探均需於鑽探作業完畢後，建置地下水位觀測井以利持續觀測

地下水位，有關地下水位觀測井之埋設及檢測相關規定見附件三之「地下

水位觀測井設置與檢測作業準則」。 

七、 鑽探日報表及監造日報表 

鑽探日報表應由承包商之鑽探領班確實填具，表中應註明工程名稱、鑽探

日期、孔號、鑽探位置、孔位高程、地質情形說明、每層地層變化處之高

程、沖洗用水之升高和流失地段之高程、樣品編號、樣品深度及取樣率、

標準貫入試驗貫入擊數(SPT-N value)、標準貫入試驗(SPT)施作時間與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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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並分別記錄其起迄高程、地下水位深度以及其他有關資料，鑽探日

報表格式及內容詳附錄。各深度完成標準貫入試驗(SPT)時，須即時記錄標

準貫入試驗貫入擊數(SPT-N value)於鑽探日報表上，並標註記錄時間，不

可累積多次試驗後再一次填寫，此為現地品管之重點，若未依規定執行，

該次標準貫入試驗(SPT)不予計價。承包商於每日施工結束後，應立即拍照，

並以電子檔方式提送辦理機關。鑽探日報表未依規定填寫及提送，辦理機

關得要求承包商停工，其衍生費用概由承包商負責。 

監造日報表應由承包商於當日停工後，確實填具內容並即時照相傳送至辦

理機關，表中需註明鑽孔編號、鑽探進尺及取樣數量、地下水位觀測情形

及鑽機實際工作起迄時間等。 

八、鑽探報告 

全部鑽探完成後應有正式鑽探報告，原始鑽探日報表及監造日報表轉為正

式鑽探報告之資料傳遞過程，需具有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鑽探

輸入檢定資格人員檢核其正確性，並有技師簽證負責，辦理機關之專業顧

問應負責嚴格品管考核該項作業。並按契約規定份數送交辦理機關，鑽探

報告格式與鑽探日報表同，如有必要時，辦理機關並得要求承包商定時提

出已完成鑽孔之正式報告。另依經濟部最新版「國土資訊系統工程地質探

勘資料庫」之格式與 EXCEL 格式建立電腦檔案，並同正式報告交於辦理機

關。 

九、表單 

（一） 鑽探日報表。 

（二） 監造日報表。 

(三)  鑽探標準作業程序。 

(四)  地質鑽探調查作業鑽孔編碼規則。 

(五)  室內試驗作業參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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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  探  日  報  表 

工程名稱  日期  頁次 第   頁/共    頁 

孔號  工 程 地 點  工作人員  

天氣  地 下 水 位  工作時間 開始(               )，結束(               ) 

套管直徑

與深度 
樣號  

鑽掘與取樣深度 貫入試驗打擊數 施作 

時間 

(時:分) 

岩心取樣 

提取比 

迴水 

(%) 
地 質 描 述 情 況 說 明 自 

(m) 

至 

(m) 

誤差 

(cm) 
15cm 15cm 15cm 

            

            

            

            

            

            

            

            

            

            

            

            

            

            

            

本日進尺 (m) 鑽 孔 規 格  工地記事欄： 

 劈管試驗取樣 (組) 岩心管規格及長度   

標準貫入試驗(SPT) (次) 鑽機及引擎規格  

檢核者：                                        填表者：



 

9 

 

監  造  日  報  表 
 

 計畫編號：   天氣 : (上午 )   (下午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   

 計畫名稱：    

項
次 

孔號 

孔
位
放
樣
測
量 

鑽 探 

深 度 

起～迄 

(m) 

鑽
探
進
尺 

本
日
開
工
前
水
位 

取 樣 部 份 埋 設 部 份 現 場 部 份 

工 作 

時 間 

起～迄 

標

準

貫

入

試

驗 
(SPT) 

劈

管

取

樣 

 

 

薄

管

取

樣 

岩

心

箱 

水

壓

計 

觀

測

井 

傾

斜

管 

現

場

透

水

試

驗 

試

坑

開

挖 

平

鈑

載

重

試

驗 

現

地

直

剪

試

驗 

大

型

顆

粒

分

析

試

驗 

(m) (m) (次) (組) (支) (箱) (支) (支) (m) (組) (組) (組) (組) (組)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合                計  -              

累    計    數    量               

 契    約    數    量               

完  成  百  分  比 (%)               

開工起算日/鑽機數 第   天/鑽機     部 第    天/鑽機     部 第    天/鑽機    部 

開工起算日/里程碑/進尺數 第   天/ 33%/ 公尺 第  天/ 67%/  公尺 第  天/100%/  公尺 
鑽孔放樣期限  鑽孔用地協調期限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人員及主要機具設備： 

乙方工地負責人：     ， 領班：   人， 助手：  人， 鑽機：  部，  工作浮台：   

組 

重要記事及協調事項： 

地調現場工程師:                      契約管理工程師:                地質調查工程師(註2):              

註：1.本表由地調現場工程師於施工期間逐日填寫，至少每週彙送契約管理工程師核簽存查。 

2.遇業主重要指示、工安事故、孔位鑽深調整、用地及管線困難等課題，地調現場工程師應當日即時回報，

由契約管理工程師核簽後加會地質調查工程師複閱。地質調查工程師應檢視契約條件需求，必要時，提

報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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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探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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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探調查作業鑽孔編碼規則 

1. 地質鑽探調查作業鑽孔應按年分、縣市碼、區碼、取樣形式、流水號等次

序編碼。 

2. 年度：鑽探進行時之中華民國年度，取後 2碼。 

3. 縣市碼：各直轄市或省轄縣市，編碼規則如附表。 

4. 區碼：直轄市之各行政區、縣轄市或省轄市之各行政區，編碼規則如附

表。 

5. 取樣形式：劈管取樣編碼為 S，岩心取樣編碼為 R。 

6. 流水號：按上述編碼下依序編號，共 3 碼，如 1 號則為 001。 

7. 地質鑽探調查作業鑽孔編碼範例如下： 

 
 

年度 縣市碼 區碼 取樣形式 流水號 

106 新北市 中和區 劈管取樣 1 號孔 

０６ ＮＴ ＺＨ Ｓ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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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地質鑽探調查作業鑽孔編碼規則表 

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基隆市 KL 鶯歌區 YG 竹北市 ZB 三灣鄉 SW 

中正區 ZZ 三峽區 SX 竹東鎮 ZD 獅潭鄉 ST 

七堵區 QD 瑞芳區 RF 新埔鎮 ZP 泰安鄉 TA 

暖暖區 NN 五股區 WG 湖口鄉 HK 臺中市 TC 

仁愛區 RA 泰山區 TS 新豐鄉 ZF 中區 CT 

中山區 ZS 林口區 LK 芎林鄉 QL 東區 ES 

安樂區 AL 深坑區 SH 橫山鄉 HS 南區 ST 

信義區 XY 石碇區 SD 北埔鄉 QP 西區 WS 

臺北市 TP 坪林區 PL 寶山鄉 BS 北區 ND 

松山區 SS 三芝區 SZ 關西鎮 GX 西屯區 XT 

信義區 XY 石門區 SM 峨眉鄉 EM 南屯區 NT 

大安區 DA 八里區 BL 尖石鄉 JS 北屯區 BT 

中山區 ZS 平溪區 PX 五峰鄉 WF 豐原區 FY 

中正區 ZZ 雙溪區 SR 新竹市 XC 東勢區 DS 

大同區 DT 貢寮區 GL 東區 ES 大甲區 DJ 

萬華區 WH 金山區 JS 北區 NT 清水區 QS 

文山區 WS 萬里區 OL 香山區 XS 沙鹿區 SL 

南港區 NG 烏來區 WL 苗栗縣 ML 梧棲區 WQ 

內湖區 NH 桃園市 TY 苗栗市 ML 后里區 HL 

士林區 SL 桃園區 TY 苑裡鎮 YL 神岡區 GG 

北投區 BT 中壢區 ZL 通霄鎮 TX 潭子區 TZ 

新北市 NP 大溪區 DX 竹南鎮 ZN 大雅區 DY 

板橋區 BQ 楊梅區 YM 頭份鎮 TF 新社區 XS 

三重區 SC 蘆竹區 LH 後龍鎮 HL 石岡區 SG 

中和區 ZH 大園區 DY 卓蘭鎮 ZL 外埔區 WP 

永和區 YH 龜山區 GS 大湖鄉 DH 大安區 DA 

新莊區 XH 八德區 BD 公館鄉 GG 烏日區 WR 

新店區 XD 龍潭區 LT 銅鑼鄉 TL 大肚區 DD 

土城區 TC 平鎮區 PZ 南庄鄉 NZ 龍井區 LG 

蘆洲區 LZ 新屋區 XW 頭屋鄉 TW 霧峰區 WF 

汐止區 XZ 觀音區 GY 三義鄉 SY 太平區 TP 

樹林區 SL 復興區 FX 西湖鄉 ZH 大里區 DL 

淡水區 TS 新竹縣 HC 造橋鄉 ZQ 和平區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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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彰化縣 CH 名間鄉 MJ 大林鎮 DL 七股區 QG 

彰化市 CH 鹿谷鄉 LG 民雄鄉 MX 將軍區 JG 

鹿港鎮 LK 中寮鄉 ZL 溪口鄉 XK 北門區 BM 

和美鎮 HM 魚池鄉 YC 新港鄉 XG 新化區 XH 

線西鄉 XX 國姓鄉 GX 六腳鄉 LJ 善化區 SH 

伸港鄉 SG 水里鄉 SL 東石鄉 DS 新市區 XS 

福興鄉 FX 信義鄉 XY 義竹鄉 YZ 安定區 AD 

秀水鄉 XS 仁愛鄉 RA 鹿草鄉 LC 山上區 SS 

花壇鄉 HT 雲林縣 YL 水上鄉 SS 玉井區 YJ 

芬園鄉 FP 斗六市 DL 中埔鄉 ZP 楠西區 NX 

員林市 YL 斗南鎮 DN 竹崎鄉 ZQ 南化區 NH 

溪湖鎮 XH 虎尾鎮 HW 梅山鄉 MS 左鎮區 ZZ 

田中鎮 TZ 西螺鎮 XL 番路鄉 FL 仁德區 RD 

大村鄉 DT 土庫鎮 TK 大埔鄉 DP 歸仁區 GR 

埔鹽鄉 PY 北港鎮 BG 阿里山鄉 AL 關廟區 GM 

埔心鄉 PX 古坑鄉 GK 嘉義市 JY 龍崎區 LQ 

永靖鄉 YJ 大埤鄉 DP 東區 ES 永康區 YK 

社頭鄉 ST 莿桐鄉 CT 西區 WS 東區 WS 

二水鄉 ES 林內鄉 LN 臺南市 TN 南區 ST 

北斗鎮 BD 二崙鄉 EL 新營區 SY 北區 NT 

二林鎮 EL 崙背鄉 LB 鹽水區 YS 安南區 AN 

田尾鄉 TW 麥寮鄉 ML 白河區 BH 安平區 AP 

埤頭鄉 PT 東勢鄉 DS 柳營區 LY 中西區 WC 

芳苑鄉 FY 褒忠鄉 BZ 後壁區 HB 高雄市 KS 

大城鄉 DC 臺西鄉 TX 東山區 DS 鹽埕區 YC 

竹塘鄉 ZT 元長鄉 YC 麻豆區 MD 鼓山區 GM 

溪州鄉 XZ 四湖鄉 SH 下營區 XY 左營區 ZY 

南投縣 NT 口湖鄉 KH 六甲區 LJ 楠梓區 NZ 

南投市 NT 水林鄉 SL 官田區 GT 三民區 SM 

埔里鎮 PL 嘉義縣 CY 大內區 DN 新興區 XX 

草屯鎮 CT 太保市 TB 佳里區 JL 前金區 QG 

竹山鎮 ZS 朴子市 PZ 學甲區 XJ 苓雅區 LY 

集集鎮 JJ 布袋鎮 BD 西港區 XG 前鎮區 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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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縣市/鄉鎮市 編碼 

旗津區 QJ 恆春鎮 HC 蘇澳鎮 SA 太麻里鄉 TM 

小港區 XG 萬丹鄉 WD 頭城鎮 TC 大武鄉 DW 

鳳山區 FS 長治鄉 LZ 礁溪鄉 JX 綠島鄉 LD 

林園區 LP 麟洛鄉 LL 壯圍鄉 ZW 海端鄉 HD 

大寮區 DL 九如鄉 JR 員山鄉 YS 延帄鄉 YP 

大樹區 DT 里港鄉 LG 冬山鄉 DS 金峰鄉 JF 

大社區 DS 鹽埔鄉 YP 五結鄉 WJ 達仁鄉 DR 

仁武區 RW 高樹鄉 GS 三星鄉 SX 蘭嶼鄉 LY 

鳥松區 NS 萬巒鄉 WL 大同鄉 DT   

岡山區 GS 內埔鄉 NP 南澳鄉 ZA   

橋頭區 QT 竹田鄉 ZT 花蓮縣 HL   

燕巢區 YN 新埤鄉 ZP 花蓮市 HL   

田寮區 TL 枋寮鄉 FL 鳳林鎮 FL   

阿蓮區 AL 新園鄉 XY 玉里鎮 YL   

路竹區 LZ 崁頂鄉 KD 新城鄉 XC   

湖內區 HN 林邊鄉 LB 吉安鄉 JA   

茄萣區 QD 南州鄉 NZ 壽豐鄉 SF   

永安區 YA 佳冬鄉 JD 光復鄉 GF   

彌陀區 MT 琉球鄉 LQ 豐濱鄉 FB   

梓官區 ZG 車城鄉 CC 瑞穗鄉 RS   

旗山區 QS 滿州鄉 MZ 富里鄉 RI   

美濃區 MN 枋山鄉 FS 秀林鄉 XL   

六龜區 LG 三地門鄉 SM 萬榮鄉 WR   

甲仙區 JX 霧臺鄉 WT 卓溪鄉 ZX   

杉林區 SL 瑪家鄉 MJ 臺東縣 TT   

內門區 NM 泰武鄉 TW 臺東市 TT   

茂林區 ML 來義鄉 LY 成功鎮 CG   

桃源區 TY 春日鄉 CR 關山鎮 GS   

那瑪夏區 NX 獅子鄉 SZ 卑南鄉 BN   

屏東縣 PT 牡丹鄉 MD 鹿野鄉 LU   

屏東市 PT 宜蘭縣 YL 池上鄉 CS   

潮州鎮 CZ 宜蘭市 YL 東河鄉 DH   

東港鎮 DG 羅東鎮 LD 長濱鄉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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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試驗作業參考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