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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之年降雨量居世界之冠，卻頻頻傳出缺水的情況，因此，我們對這個問

題產生了興趣及疑惑，為此深入研究多孔隙混凝土磚，運用多孔隙混凝土磚的透

水性，直接滲透至土壤內部，補充地下水源，發揮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循環效果，

為有效達到路面自動之排水功能，可充分運用在人行道路之地磚舖設方面。 

 

貳●正文 

 

一、研究動機： 

（一）台灣之年降雨量居世界之冠，卻頻頻傳出缺水情況，為改善淹水此問題，

運用多孔隙混凝土的透水性，將雨水直接滲透至土壤內部，補充地下水

源，減少逕流量。 

（二）雨後，道路路面及水泥路地面總是積滿了雨水，為有效達到路面排水功能，

透過配比設計得到混凝土之良好透水效果，以充分運用在人行道之地磚鋪

設方面。 

（三）此外台灣南部地區長期超抽地下水，導致於地層下陷，透過多孔隙混凝土

磚的運用，補充地下水源之不足，發揮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循環效果。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以多孔隙混凝土磚的透水率做為實驗的目的，它是以不同篩號的細

骨材來配置材料，探討每個實驗樣本的透水性優劣，因為骨材的大小，攸關材料

之間的孔隙，所以每個試體的透水率必會不同，透過研究，期望發現不同配比會

有不同的透水效果，它雖然強度不比混凝土來的好，但是以滲透率來說，它能比

其他材料更達到透水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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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材料：水泥（1.24kg），用水量（自行調配），細粒料（2.747kg），

粗粒料（4.608kg），水灰比＝0.62（預設值，但實際上會有不同）。如表一所示。 

 

（二）實驗設備：精密電子秤，混凝土拌合機，鋼刷，量筒，船型鏝刀，水瓢，

鋁盤，鋁鏟，混凝土磚試體模，空保特瓶（瓶底已被切開），凡士林，熱熔膠槍，

烘砂機。如表一所示。 

 

表一：本研究試驗材料、設備及器材一覽表 

 

 

水泥 

 

 

 

細粒料 

 

 

 

 

粗粒料 

 

 

 

 

量筒 

 

 

 

 

精密電子秤 

 

 

 

 

精密電子秤 

 

 

 

 

鋼刷 

 

 

 

 

混凝土拌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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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本研究試驗材料、設備及器材一覽表 

 

 

水瓢 

 

 

 

船型鏝刀 

 

 

 

鋁盤 

 

 

 

鋁鏟 

 

 

 

 

混凝土磚試體模 

 

 

 

 

凡士林 

 

 

 

空保特瓶 

（瓶底已被切

開） 

 

 

 

烘乾機 

 

 

四、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方法： 

 

    １﹒本實驗主要針對骨材於越級配的情況之下，混凝土之透水性比較。當粗

骨材之粒徑一定時，每組材料街抽離兩個或兩個以上細骨材之篩號，配合適量的

用水量，使其坍度值接近於近零坍度，製成十組混凝土試體做為實驗組，以及一

組優良級配之試體作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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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經養護七天後，在混凝土磚試體上放置一倒立的空保特瓶（瓶底已割

除），瓶口外圍以熱熔膠黏固，將此試體擺放在一水桶內，而後再寶特瓶內注入

定量的水，待一段時間後，量測寶特瓶中剩餘之水量體積，並計算其透水率，探

討並比較各組的透水率，瞭解在不同級配條件下混凝土透水性之差異。 

 

（二）研究過程： 

 

    １﹒備材：準備粗粒料（取通過號篩者）、細粒料（各號篩之細粒料分開放

置），且必須將其中不必要之雜物除去，例如塑膠、落葉、黏土等。 

 

    ２﹒配比：將備好的材料依照實驗所設定之配比，依序把所需之號篩秤重，

放置進鐵盤中。 

 

    ３﹒拌合：將已配比好之細粒料與其他預備好之材料，依序倒入拌合桶中拌

合，又為使其達到近零坍度，以利透水試驗之施作，拌合時需自行調整各組實驗

之用水量。 

 

 

 

 

 

 

圖3-17：拌合 

 

    ４﹒灌漿：將拌合好的混凝土倒入試體模內，經充分之搗實，並將試體之上

層表面以水泥砂漿盡可能的鋪平，以防止粒料因黏結力不夠，而導致粒料崩壞、

分離等現象。 

 

    ５﹒養護：灌漿完成的多孔隙混凝土試體隔天即可拆模，並經7天之飽和石

灰水養護後，才可以進行透水率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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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烘乾：經7日之養護後，即可取出試體，並將其表面稍微擦乾，而後放

進烘乾機內，待二十四小時之烘乾，即可進行透水率之試驗。 

 

 

 

 

 

 

    圖3-19：放入烘箱烘乾         圖3-18：放入石灰水內養護 

 

    ７﹒透水率試驗：選擇具有較堅硬瓶身的寶特瓶，將其瓶底切開，而後自瓶

底將水注入，並每 10ml刻一刻度於瓶身，以利於透水試驗之讀數便利。完成後

將寶特瓶倒立（瓶口朝下）置於多孔隙混凝土磚上，用熱熔膠將其瓶口與試體緊

密黏合，塗布一層薄薄的凡士林於試體的表面（除需透水的底面以外），放置試

體於水桶內，將 100ml水量倒入瓶中，待 1小時後，觀察瓶中剩餘的水量，以原

用水量減去餘水量，即可得透過試體之透水量。 

 

（三）研究過程及方法流程圖： 

 

 

 

 

 

 

 

 

 

 

 

圖3-20：研究過程及方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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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第十二組實驗試體 

五、研究結果： 

 

（一）最初施做第一、二組試體時，並沒有在灌漿後搗實混凝土，也沒有將試體

以鏝刀整平，導致試體硬化後，粒料因不緊實而崩離，呈現塊狀般脫落，試體沒

有強度，也因表面不平整、易崩落而無法進行透水試驗。 

 

（二）經過第一次的經驗後，為改善此問題，我們重新再製作混凝土磚時，注重

於搗實混凝土以及將試體表面整平之工作上，以求之後的透水試驗順利。進行所

有12組配比組合之透水試驗時，卻發現水滲不過混凝土磚。 

 

主要呈現兩種狀況： 

 

１﹒瓶中水量不變，仍為100ml，僅有試體連接瓶口的表面有些微透水現象。 

 

２﹒瓶中水量全部流失，並非透過混凝土磚之底面，而是從試體表面經防水塗布

之凡士林層流失，故試體仍無法透水。 

 

 

 

 

 

 

      圖3-22：第五組實驗試體          圖3-23：第七組實驗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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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 

 

（一）搗實過度，混凝土之孔隙被填滿，以致試體無法透水。 

 

（二）整平時，試體表面塗布過多的砂漿，以致試體表面太過平滑、無孔隙，無

法使水滲透。 

 

（三）配比時，越級配之用水量比優良級配之用水量減少，但水泥用量卻沒有相

對減少，導致原本應有的孔隙被水泥填滿，水分無法滲透。 

 

參●結論： 

 

一、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許多的瓶頸，大多是在製作多孔隙混凝土磚 

時，因為沒有謹慎注意材料用量與施作過程所造成的問題，起初是沒有在 

灌漿完後整平試體表面，以致試體硬化後無法施作透水率的試驗；二來又 

因為太過注重於搗實混凝土與整平其表面，使製作完成的試體之孔隙被砂 

漿填滿，造成而後的透水試驗有施作上的困難。 

 

    由於本次實驗有時間上的限制，其中又發生許多製作混凝土磚方面的 

問題，因此本次實驗並沒有真正得知多孔隙混凝土磚的透水率比較，為此 

我們轉而探討：有何種方式可以在這些困難下的使透水試驗得以完成？透 

過再次的資料搜尋，我們得知可以運用廢棄輪胎的內胎、矽膠、氣球等 

材料將試體圍束，以加壓的方式使水分滲透，加速透水試驗的進行；也可 

以選擇拉長試驗的時間，等待1∼2天後水自行滲透過混凝土磚等方式。 

 

二、研究檢討 

 

（一）實驗前應更進一步的收集相關試驗之資料，以及施作過程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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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實驗之備料速度與情況需加強注意，因為配比組合多樣化，故備料時

的進度多半會一再拖延施作試體的時間。 

 

（三） 配比計算時應多方面思考，注意材料之用量情形，以防止實驗後數據之

差異過大。 

 

（四） 本實驗之為製得多孔隙之混凝土，各組配比之用水量需密切注意，為使

其坍度近於近零坍度，拌合後絕不可有泌水現象，需使其摸起來像乾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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