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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抽水站維護保養工作說明書 
壹、服務地點 

彰化縣各抽水站。 

貳、工作服務範圍 
一、抽水站委託維護保養及操作工作項目： 
    (一)受託得標廠商（以下簡稱廠商）需負責招標機關（以下簡稱機關）委託各抽水

站內抽水機組、閘門組(含需配合抽水站操作之防潮閘門等)、撈污機組、柴油

引擎發電機組等全部機電（含儀控、供油、保安、消防、冷卻、電力等系統

設備）及管線閥類等設施設備之例檢、保養、維修、故障搶修、清淤及進駐

，和站區範圍內土木設施修繕與站區範圍內平時環境維護與清潔。 
（二）執行人員進駐管理及於抽水站到達起抽運轉條件時，依規定操作抽水機及相 
      關附屬設備進行抽水。 
(三)若到達抽水站起抽運轉條件時，廠商必須依規定操作抽水機及相關必要附屬設

備進行抽排水。除發生降雨量超過該站之設計保護標準外，因操作或維護不

當而致發生淹水情形，其所造成該站集水區範圍內之損害，由廠商負責賠償

。 
(四)升降設備得委任專業合格廠商進行例行維護保養(含定期檢驗)。 

二、水門委託維護保養工作項目： 
    (一)訂約接管後各水門由廠商負責保養維護及檢查功能等，並紀錄結果，爾後契約

期間內發現水門無法啟閉或損壞時應隨通知管理站會同機關勘定，若屬廠商

自行維護不當致造成損壞，應由廠商自行修復；因人為因素破壞者，管理站

應派員 2 人以上於 1 小時內到達現場進行修復工作，並查明原因報告機關函

請司法機關辦理；因自然因素（如颱風或逾使用年限等）造成水門結構破壞

無法修復，經會勘釐清，責任不屬廠商，則機關另行以防汛搶險方式辦理，

惟在未修復前廠商應備妥應變防災措施。 

    (二)疏濬範圍原則上為水門渠孔及入出口正前上、下主游各十公尺內，惟部分水       
門需疏濬至河川深水槽，如有阻礙水流或水門啟閉之淤積物（泥）廢棄物廠商

應負責清除，雜草須割除，週圍環境應保持清潔，以維水流暢通無阻。 

三、園區及滯洪池管理工作項目： 
    (一)廠商需負責平時園區內景觀植栽等平時環境維護、清潔及滯洪池結構檢查，其

另需針對園區內的植栽於履約期間每月至少一次之雜草割除、修剪作業，請

廠商依年度之實際季節性酌增減調配修剪次數。 

    (二) 廠商需負責滯洪池池內及園區週邊漂流物、廢棄物、雜物之清理。 
參、履約期限：決標日起或 113 年 01 月 01 日(以後者為主)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機關另

有規定除外） 

肆、廠商應特別注意事項 
一、共通事項 

（一）履約期間若保固內設備發生損壞需更換零件時，廠商須負責儘速向原保固

廠商聯繫儘速修復設備。若因緊急搶修險需要，得經口頭或書面報請機關

同意後，暫以替代品更換，於緊急狀況解除後，仍須以原保固廠商零件再

換回，所有保養維修費用均已包含於契約總價內，廠商不得藉詞要求追加

。此部分為廠商重要工作內容；若廠商執行情形不力，未通知機關，而損

壞未於規定 7 天期限內，未能操作或未能以替代方案改善處理，機關得自

行雇工搶修，並依設備損壞實際損失（含另行搶修費用）扣除廠商應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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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並暫緩驗收；如因而影響防洪功能，機關得逕行解除契約，並將廠商

公布為不良廠商。 
（二）因發生降雨量超過該站設計保護標準之天然災害，所造成設備損壞，修復

責任不屬廠商。惟廠商仍應於事件發生後 10 日內，檢具相關佐證資料，以

書面陳述事件發生原因，並預估修復工期及經費，供機關依據或參考辦理

。 
（三）設備遭人為因素破壞者，廠商仍應負責維修，不得以保險理賠或法律調查

等任何理由藉故拖延。如廠商查明何人破壞，應提報機關轉請司法機關依

法嚴辦。 
二、抽水站委託操作維護部分 

（一）廠商應於履約結束前 1 個月內完成移交接管，且於移交接管時，應依據移

交清冊，針對站內所有設備逐項清點其數量並確認其功能。經移交接管完

成後，除經確認係屬移交者之責任者外，廠商應對維持所有設備正常運轉

負完全責任，不得再針對設備功能性提出異議。而屬移交者之責任者，除

應加註於移交記錄上並由移交者負責修復外，經移交者修復完成並經雙方

確認後，廠商即應對維持該設備正常運轉開始負完全責任。 
（二）廠商於委託期間需派遣熟練之專業技術人員駐站負責故障排除，以維持抽

水站之機組正常操作。如維護不當而致機組故障發生淹水情形，其所造成

該站集水區範圍內之損害，由廠商負責賠償。 
（三）廠商應於決標日起或 113 年 01 月 01 日(以後者為主)配合進行檢視各項檢查

作業，並應針對本案工作說明書內指定每年 4 月應行檢查項目於開工日當

月進行檢查工作，並於次月提送，如當月少於 15 日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

並於完成後次月提送。 

伍、權責劃分 
一、機關之權責 

（一）於辦理移交接管時，應提供本契約服務範圍內之建物、設備、特殊工具及

文件等，交由廠商使用，惟其所有權仍歸機關所有。 
（二）行使機關應盡之公權力，諸如預算編列、對其他政府機關之協商、公害糾

紛處理等。 
（三）督導及審核廠商之相關工作： 

１、審查廠商編撰之各式計畫書及報告書等相關資料。 
２、審核廠商工作人員資格。 
３、不定期抽檢抽水站、水門日常作業、各類管制表及人員出勤情形。 
４、進行抽水站人員操作測試。 
５、辦理廠商之操作維護抽查、督導工作。 

（四）本工作有關之調查資料、報告、文獻等，機關得視狀況提供廠商參考。 
（五）機關應將各抽水站、水門現有之水、電、照明、空調等設備無償提供廠商

使用。 
（六）按批(期)次核付廠商服務費【兩個月為一批(期)次】。 
 

二、廠商之權責 

廠商應負責保持設備正常運轉，設備故障檢修所需工資、材料(如保險絲、燈

泡、螺絲、儀表、指示燈、開關…等其他消耗性零件材料)皆已包含於本契約金額

內，不另計價。倘設備因人力不可抵抗因素(天災、自然老化損壞…等)及超過三萬

元修繕金額，應立即主動報請機關同意後辦理修繕。另有關該年度更新之設備，

於驗收合格起保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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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之職責 
（一）提供符合資格及足夠完成契約工作之人力，接受機關之指揮，以執行各抽

水站之操作維護管理、各水門維護保養管理以及管理服務人員駐守。 
（二）廠商應支付之費用，包括水費、電費、通訊費、機組運轉油料費用、人員

薪資津貼、保險、零件耗材費、法定檢驗費、保全費、環境整理費、撈起

之垃圾清運費及與服務範圍、工作內容有關之其他所有費用。 
（三）於履約期間結束前 1 個月內，完成服務範圍內既有之建物、設備、特殊工

具及文件等之交接手續。契約屆滿時，應全數歸還機關，若損壞短缺時應

負責修復補足。 
（四）按規定時限提送文件予機關辦理。 
（五）應配合機關出席各項相關會議，檢討操作維護工作、計畫及設施相關事宜

，並遵守決議事項。且應依機關要求提出簡報或辦理會勘工作，其形式依

機關指示辦理。 
（六）配合機關提供本案之相關簡報資料，以利上級長官督導。 
（七）依據設備原廠或機關提供或經核定之操作維護手冊，及本工作說明書要求

內容，進行各項設備之操作及維護保養工作。 
（八）倘抽水站前池水位達啟抽水位時，應立即啟動抽水機及相關附屬設施輔助

抽排水。 
（九）如因機件送廠維修，致抽水站功能發生異常而無法發揮應有之排水功能期

間，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避免市區淹水，並應立即報知機關。 
（十） 依機關規定之安全存量隨時檢查燃油、供水之存量。如發現油量不足   

（主油槽低於燃油 48 小時連續運轉對應高度或汛期低於有效容量之 80
％、非汛期低於有效容量之 60％），應立即補充油料。 

（十一）配合機關執行抽水站之機組測試工作，機關得要求廠商配合蓄水，廠商

應配合辦理。 
（十二）廠商於維護期間內因人力不可抵抗因素(天災等…)、自然老化損壞等，而

導致水門及抽水站各項設備有不良或不符安全現況時，應立即通知機關

，並提出書面報告、改善建議、備品添購(表 10-9)及預估修復期限及經

費，經機關同意後辦理。惟若有關安全事項，廠商應立即改善，若未通

知機關，致發生事故時，由廠商負責一切損害賠償責任，而損壞未於規

定期限內排除（非汛期達 14 日；汛期達 7 日），致未能操作或未能替代

改善處理，視同無法履行契約，機關得要求終止契約，廠商不得異議。 
（十三）前述若須委託修繕更換零件（超過三萬元）經機關認定確係人力不可抵

抗因素，自然老化損壞等之修復，廠商需提出報價單經機關同意後辦理

修繕。 
（十四）本工作在契約期滿或終止時廠商應將全部設施保持完整、功能正常，並

造冊點交機關或機關指定單位。廠商應負責製作移交清冊，與機關另行

委託之維護廠商辦理移交。如廠商繼續承攬亦同。有關文件與圖說應一

併移交。 
（十五）所有與台灣電力公司供電設備責任分界點以內之電器設備須定期檢查、

維護。 
（十六）於年度保養期間，需委託國內執業機械技師，針對維護保養紀錄表內各項

檢查項目逐一進行檢測，並簽章確認，及依設備實際狀態提出相關建議改

善項目，並將結果送機關備查。倘技師建議改善事項屬契約項目，廠商應

依其建議項目進行設備改善工作，使各項設備均能有最高工作輸出；倘技

師建議改善事項非屬契約項目，則由機關作為下年度改善參考。 
（十七）接受機關辦理之定期與不定期工作抽查、督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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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執行其他依機關合理認定與抽水站、水門運轉功能及安全等相關事項。 
（十九）廠商需提供 1 名主管（需為專任負責人），該主管需出席機關所規定之 
        相關會議。 
（二十）廠商送審資料經審查須退回修正時（最多為 2 次），廠商被退回日（機

關發文日期）之次日起 20 日內（農曆春節期間得不計入）重新提報。 
（二十一）廠商須依機關指示協助各抽水站完工驗收相關事宜。 
 (二十二）廠商應辦理至少一場國內一天行程的參訪活動，參訪對象為國內已完

工維養相關抽水站、滯洪池等設施，參訪人數至少 30 人以上(由機關

相關人員參加不含廠商工作人員)，所需相關經費由廠商負擔，活動內

容經機關認可後執行。 
 (二十三）廠商應提供機關 200 份單價至少 100 元以上之宣導品，所需相關經費

由廠商負擔，品項經機關認可後提供。 

陸、人員組織、人員管理及訓練 
一、廠商組織【各站人員需求詳預算書】 

（一）廠商應具備機工一人、電工ㄧ人，抽水站主管及操作維護人員依履約期間

進場維管； 
    1.主管需為大專以上學歷，或具抽水站或污水廠操作工作經驗 3 年以上之經

歷，且具有「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主管」之資格。 
    2.操作人員其半數以上人員需為高中（職）以上學歷或具抽水站操作工作經

驗 1 年以上之經歷，其中至少 1 名以上為電工(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以上或

丙級工業配線技術士以上)及 1 名以上為機工(汽車修護丙級技術士或柴油引

擎重機械修復丙級技術士或維修柴油引擎保修廠配合，能即時調度拆修並

提供零件)。 
    3.巡視操作人員其半數以上人員需為國中（職）以上學歷或具抽水站操作工

作經驗 1 年以上之經歷。 
（二）廠商需配合本府辦理抽水站驗收、移交等相關事宜。主管應依公務機關上

班時間駐站，負責各工作項目之指揮、聯絡、監督、管理等工作，並於每

日上班時間至各抽水站及水門督導巡查，並依本府通知之時間、地點，配

合參與本府召開之相關會議。其中下海墘抽水站、芳苑二排抽水站 2 站人

員提供每日 24 小時之操作維護、管理服務及人員駐守。 
（三）廠商所提送工作人員，需檢附詳細學經歷，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

、出生年月日、詳細戶籍、通訊住址、證照、訓練、工作經驗等相關資料

予機關備查。 
（四）具相關證照人員 

廠商應依據相關法規設置專業人員及由取得證照人員執行工作，包括但不

限於下列項目： 
1、平時常駐人員之中至少須有 1 名具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

，執行勞安工作。 
2、抽水站油槽容量 30,000 公升以上，需具有「保安監督人」之資格 1 員

以上，執行消防防護工作、提送相關證件及計畫予消防局各分隊。 
3、廠商機工人員至少需有具汽車修復丙級技術士或柴油引擎重機械修復丙

級技術士或輪機專長人員或維修柴油引擎 3 年經驗以上之人員至少 1
員。 

二、人員管理 
（一）廠商須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20 日內提報人員資料給予機關備查（含檢修及機

動人員名單）；經審查須退回修正時，廠商被退回日（機關發文日期）之次

日起 20 日內重新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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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異動時，新進人員到職日前送機關，經機關備查後始可任職。 
（三）抽水站代班人員須為機關核可之操作或維護人員，工作人員之現場安全及

紀律管理等，概由廠商負責；廠商工作人員若工作態度或能力不佳，機關

有權要求廠商更換人員。 
（四）經機關通知該人員不適任時，應於 14 日內立即更換人員（若逾期未完成人

員更換，該人員自逾期日起薪資不予計價）。 
（五）廠商工作人員各廠商應著統一之工作服或制服，並配戴識別證。 
（六）下海墘抽水站及芳苑二排抽水站上班時間除休假人員外，其餘均在抽水站

24 小時待命，於夜間、假日等非正常工作時間，須由駐站人員輪流值班，

每月值班輪值表於前月 20 日前函文機關備查(若遇上假日延後)。 
（七）於豪雨特報（含）以上及台灣地區中部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或其他狀況

機關通知進駐時，接獲機關通知後 2 小時內，所有人員必須進駐待命，若

機關有通知指定進駐完成時間，則所有人員必須優先依機關指定時間內進

駐完成。其所需加班費用已包含於契約總價中，不另給價。並進行所有機

械設備之溫機測試，且需依照一般性安全守則，維持各項機組隨時可使用

之待命狀態。 
(八) 平時每日固定執行抽水站設施之巡視操作、設備試運轉、進排水路巡查、若

到達啟抽水位條件時，依標準操作程序進行抽排水及緊急應變處理等相關

契約規定工作及全天候隨時配合需要執行操作。 
三、人員訓練與操作演練 

（一）為確保抽水設施及水門運作正常，廠商應於每年汛期 4 月底前辦理抽水機

操作演練及教育訓練（含消防講習、自衛消防演練）至少 1 日，其訓練時

間應告知機關，並於次月 10 日前檢附訓練成果資料（含簽到簿、教材）送

機關備查。 
（二）消防講習及自衛消防演練規定如下： 

１、廠商應於每年汛期 4 月底前辦理人員教育訓練講習時，一併辦理抽水

站消防講習及演練，以利相關人員能熟稔抽水站內各種消防器材之操

作，並學會基本急救和逃生技能。 
２、抽水站消防訓練課程項目至少應包括下列各項：消防受信總機的認識

與操作、火災偵測器材的介紹、常用滅火器認識與操作、緩降機操作

（現場若無緩降機則可免）等。 
３、油槽容量 3 萬公升以上之抽水站每年需辦理 1 次抽水站消防講習及自

衛消防演練，並於消防講習當日派遣具有消防專業人員（消防設備師

、士）擔任講師。 
（三）新進人員若於抽水機或水門操作演練及教育訓練後報到，應於到職後 1 個

月內完成訓練，其訓練內容應與每年度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相同，並於檢

附訓練成果資料(新進人員資料、教育訓練照片)送機關備查。 
柒、工作內容 
一、廠商應於決標日次日起 20 日曆天內檢送「執行計畫書」予機關審查，經機關備查

後，據以實施。其內容應至少包括： 
（一）執行本計畫之工作組織架構。 
（二）操作及檢查計畫（含執行方式、功能檢查項目及操作表格，得提供引擎油

溫、油壓、水溫及各設備的運轉電流）。 
（三）保養維護計畫（含執行方式、行程表及各保養維護表格）。 
（四）緊急應變支援計畫書。 
（五）辦理操作及維修人員訓練計畫。 
（六）各項工作表：檢查紀錄卡、維護保養項目詳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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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管理工作計畫。 
二、下列設備料件應於履約前備齊，以應本計畫執行： 

（一）1.75 噸（含）以上之機動卡車 1 台、保養狀況良好並，乙方並提供行照影

本備查（車主名稱與乙方機構名稱相同）。 
（二）10KW 以上發電機一台可提供三相 220V 及單相 110V 之電源、保養狀況良

好。 
（三）伸展後可達 7 公尺以上之鋁製爬梯一組以上。 
（四）備用柴油、機油各 20 公升以上。 
（五）照明燈具、電源延長線、救生衣、救生繩（梯）、手工具、電流鉤錶、三用

電錶（有量測電流功能）、接地電阻計及高阻計、電池效能檢測儀、安全帶

等配備，不得有短少之現象。 
 (六) 電腦(含筆電、平板)、螢幕、投影機、投影布幕、麥克風、電話(含手機)、

事務機(含影印、掃描、傳真)等相關辦公器材。 
三、廠商於履約進駐後必須將現有主要設備進行總清查，並於進駐日次日起 20 日內編

製成冊，送機關備查。 
四、市區排水產生困難且達啟抽水位時，應立即啟動抽水機及相關附屬設施輔助抽排

水，並通知機關。廠商進行設備操作時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依實際狀況修訂現有之標準操作程序（SOP）及製作操作流程板，並據以

執行。 
（二）定期檢視調整各項必要設備、閥件、開關等設施，在不影響設備功能或造

成損壞下，達到各單元最佳效率。 
（三）應建立各種操作數據之紀錄資料，藉以建立性能、功能曲線及控制參數。 

五、履約期間應配合機關指示實施緊急應變支援，其進駐費用（薪資），進駐人員隨

身必備之維修機具及人員意外保險費等等均包含在內，不另給價（已包含於契約

總價內）有關保險投保事宜概由廠商自行辦理。除按月支付廠商服務費外，另應

負擔水費、電費、網路費、油料等費用，其中水費、電費使用度數與網路費如有

超出去年同月 15%之費用，有不合理支出時，機關有權要求廠商提出說明，經機

關同意後支付，若未經機關同意，由廠商支付超出之費用。 
六、颱風、豪雨、地震及海嘯或人為破壞及其他事件所引起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及故

障搶修。 
七、緊急應變支援（包含颱風、豪雨及海嘯地震等天災，並應依機關要求配合辦理）

：為支援機關搶災需要，應編訂緊急任務小組、每組 2 人以上（含保養技術人員

），為配合機關防汛需要，於機關通知廠商後，於 1 小時內到達指定抽水站待命

，接受指揮調度，或指派保養技術人員進駐各水門協助操作及處理突發事件，至

機關通知或無水門故障後，始得離開。 
八、廠商應依機關規定派員，配合機關辦理每年防汛期演習，廠商不得拒絕。 
九、為延長設備使用之壽命，廠商所進行之維護保養工作，應依據設備原廠所附操作

維護手冊或機關規定辦理，定期進行設備調整、檢查，及必要零件、潤滑油等消

耗材料之更換工作。廠商應進行設備定期維護工作，其原則如下： 
（一）依實際狀況修訂現有之標準維護保養程序（SMP）並據以執行。 
（二）廠商應依據提送之設備維護保養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機關得針對實際需求

，要求廠商增加保養及維修內容。 
（三）操作維護所需之零件、潤滑油、消耗件等，廠商應備有足夠之安全庫存量

，以備不時之需。 
（四）廠商每次進行設備維修時，應確實填具設備之維修項目、更換零件數量、

品名，並於每月送機關之月報中，確實統計該月份所更換之零件種類、品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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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有關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廠商應配合機關實施防汛工作，原則如下：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經機關通知進駐，機關應於 2 小時內進駐完成

，並依下列規定時程處理相關工作： 
1. 人員進駐抽水站後，填寫  進駐簽到退表 （表 12） ，並於警報發布  

後 2 小時內電話或傳真等各種最迅速方式通知機關；解除進駐時亦同，

並於狀況警報解除後 7 日內檢送進駐相關資料給機關備查。 
2. 颱風、豪雨期間，需每小時填寫颱風（豪雨）操作通報單(表 10-10)， 

有啟動抽水機組每 2 小時需回報；若無啟動抽水機組，則每 4 小時電話

或傳真等各種最迅速方式回報機關。 
            3. 試運轉水門及抽水站機組，檢查完畢後，請將抽水站機電設備定期檢查 
               項目表（表 5），電話或傳真等各種最迅速方式回報機關。 
            4. 如發生水門或抽水機組故障時，除請廠商儘速修復外，應立即填具故障 
               維修追辦單（表 13）回報機關。 
            5. 巡視抽水站油料及備品狀況，並處置抽水站及水門突發情形。 
  十一、定期例行檢查項目：【抽水站部分】 

（一）各項設備均需確實進行動態或靜態檢查並紀錄之。遇有故障，須負責查

修及調整，並將修復過程及時間詳細記載於設備維修管制表(表 6)。 
（二）電力系統之電壓、電流及功因檢測、調整，市電或備用發電機之電壓值

檢測並配合 ATS 之試車。 
（三）定期添加各式油品、蒸餾水等消耗品。 
（四）上述定期例行檢查時，若有機件故障無法修復，必須更換新品，其相關

費用已含於契約之總價內，不另給價。 
十二、年度維護保養項目：（每年汛期 4 月底前完成本工作項目） 

（一）柴油引擎及柴油引擎發電機組維護保養項目如下表所示；年度保養紀錄表

（表 2）抽水站維護保養紀錄表中規定項目實施，柴油引擎及發電機之柴

油引擎機油、機油芯、空氣芯、柴油芯等之檢查，且每年至少需更新 1
次。該抽水站若無該項設備，則該項工作不必實施。 

系統 維護保養項目 
進 氣 系 統 空氣冷卻器功能檢查、空氣濾網更新 
排 氣 系 統 各缸熱車後排氣溫度檢測（儀器檢測）、渦輪增壓機排氣端

葉片清潔及目視檢查 
冷卻水系統 分為：水箱式直接冷卻或水冷卻水熱交換器 

水泵及節溫器功能檢查（運轉測試）、內循環水及防蝕劑更

新、高水溫開關功能檢測、熱交換器(外循環部份)功能檢查

及拆卸清洗、膨脹水箱或水箱散熱盤清洗、風扇皮帶外觀檢

查及緊度調整 
調速器系統 怠速功能檢測調整、全速功能檢測調整、停機電磁閥作動檢

查測試、緊急開關功能測試 
控制盤系統 緊急停車功能檢查（於怠速下測試）、高水溫／低油壓／超

速度警告停機模擬功能檢查 
附 屬 機 件 充電馬達功能檢查 
發電機頭系

統 
粉塵及雜物清理（吸塵工具）、軸承施補油脂、輸出電壓及

頻率量測調整（儀表檢查） 

註：以上年度保養項目廠商應排定施作期程，以供機關派員查核；如有 
    異動，應於 2 日前以通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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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餘設備維護保養項目如下表所示，年度保養紀錄表（表 2）抽水站維護

保養紀錄表中規定項目實施。該抽水站若無該項設備，則該項工作不必

實施。 
 

設備名稱 維護保養項目 
離 合 器 連結器螺栓及各部固定螺栓迫緊、機油油脂及冷卻器功能檢查 
萬 向 接 頭 振動及噪音檢查 
角 齒 輪 減 速 機 機油壓力及冷卻器功能檢查、防逆轉裝置檢查 
豎 軸 主 抽 水 機 振動程度檢視（儀表測試）、聯軸器及各部螺栓迫緊、抽水機軸心偏

移儀器檢查（調整）、潤滑水管路清洗（水潤滑抽水機）、舌閥軸承

潤滑、排氣閥清洗 
電動沉水主抽水機 絕緣電阻檢查、SDC 檢查（溫度感應器、軸承溫度感應器、溼氣保護

）、振動程度檢查、舌閥軸承潤滑、排氣閥清洗、清潔除鏽油漆、油

洩漏檢查、電纜外觀檢查 
電 動 蝶 閥 驅動裝置潤滑、電氣系統測試 
閘 門 水封破損更換、螺桿襯套檢測更新、極限開關檢查（內藏式除外）、

電氣系統測試 
閘 門 泵 浦 絕緣電阻檢查、舌閥軸承潤滑、電纜外觀檢查、啟動電流檢測、外部

除銹清潔上漆、負載電流檢測 
撈 污 機 電氣系統測試 
冷 卻 水 系 統 冷卻水塔清洗及檢查添加防藻劑、冷卻水塔風扇及循環泵檢查保養（

含皮帶）、冷卻水管路檢查、閥類潤滑及洩漏檢查（藥水清洗）、冷

卻水（循環）泵功能測試、冷卻水塔運轉檢查、外部清潔上漆、冷卻

水槽清洗 
電 動 天 車 齒輪油更換（除無法更換油品機型除外）、剎車間隙調整、固定螺絲

迫緊、鋼索上油、電氣系統測試 
輸 送 帶 馬達電流檢測、外部除銹清潔上漆、電氣系統測試 
清 污 泵 電氣系統檢查、電纜絕緣檢查、負載電流檢測 
輸 油 泵 馬達電流檢測、外部除銹清潔上漆、電氣系統測試 

（三）各類相關設備之儀表、指示燈、開關、警報器、接頭配線螺帽、照明、

電瓶水、電瓶等消耗性零件材料，均有使用壽命或校正期限，廠商需按

期進行檢測校正、維護保養或更換。其所需之零件及工資均含於契約總

價內，廠商需確實執行不得異議，其執行情形需確實並紀錄於保養紀錄

卡內。 
（四）廠商需按主動維修保養之原則，定期檢查紀錄各項缺失並主動了解保養

、維護、更換並報送機關。 
（五）各保養工作項目補充說明： 

引擎 
☆油壓及油溫檢測：依各廠家之標準，檢視儀表是否在合理範圍內。 
☆各缸熱車後排氣溫度檢測：額定轉速情況下，利用溫度槍檢測各缸溫

度，其溫度應略為相同，如與平均值差 50℃需提出說明。 
☆水泵及節溫器功能檢查：運轉一段時間後，檢視水溫達到工作溫度後

，水溫表有下降情形，表示節溫器有動作。 
☆防蝕劑更新：依原廠之測試紙測試，其數值須於合理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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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溫開關功能檢測：模擬測試開關 ON／OFF，燈號檢視是否正常，

模擬訊號測試機組是否會自動停機。 
☆風扇皮帶緊度調整：引擎運轉是否有異音、水溫是否偏高。 
☆速度檢知器功能檢查：利用轉速計與引擎儀表做校正。 
☆超速檢知器功能檢測：迴路模擬測試機組是否會自動停機。 
電動蝶閥、舌閥 
☆蝶閥、舌閥開閉合度檢測調整：運轉時，本體、電動頭及遠方顯示之

開度計是否正常（±1%以內）。 
☆電氣系統測試：測試所有按鈕開關動作是否正常，測試過扭力保護開

關及極限開關是否可正常動作。 
電動閘門 
☆電動閘門開閉合度檢測調整：運轉時，閘門本體、電動頭及遠方顯示

之開度計是否正常。 
☆閘門/門框導軌/導輪檢查：檢查是否有銹蝕、雜物及污泥。 
☆電氣系統測試：測試所有按鈕開關動作是否正常。 
撈污機 
☆導履/導輪檢查：檢查是否有銹蝕、雜物及污泥。 
☆電氣系統測試：測試所有按鈕開關動作是否正常，測試過扭力保護開

關是否可正常動作，鋼索及鏈條是否同步，定位是否正常。 
輸送機 
☆電氣系統測試：測試所有按鈕開關動作是否正常，延遲停車動作是否

正常。 
豎軸主抽水機 
☆ 振動：HI。 
 

 
☆抽水機軸心偏移儀器檢查：標準為≦0.3mm。 
☆軸封洩漏：標準為 10-100 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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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油泵 
☆ 測試所有按鈕開關動作是否正常，延遲停車動作是否正常。 
電動主抽水機 
☆絕緣電阻檢查：用 1000V 測試，於配電盤測量線與線間≧10MΩ，線與地

≧5MΩ。 
☆油漆：樹脂漆。 
清污泵 
☆絕緣電阻檢查：於配電盤測量線與線間≧5MΩ，線與外殼≧1MΩ。 

十三、機械設備機油（潤滑油（脂））及濾芯等耗材年度保養添補更換： 
本項工作應配合前項年度維護保養工作一併進行，機油（潤滑油（脂））應採

用原廠建議廠牌型號產品或中油（與原廠建議相當規格以上）產品，濾芯器等

耗材須為原廠認可之產品或同等品，廠商需提供佐證資料。廠商並須負責廢油

之處理，且不得違反環保法令。 
十四、各式設備機組鋼鐵構件除不銹鋼油槽、排氣管不用重新上漆外，其餘機組如有

掉漆生銹部分應立即除銹後補漆（先除銹，接著上紅丹漆防銹，最後再上漆，

並以原漆色為主）。上開設備機組之零件如已銹蝕(如破洞、穿孔，除銹上漆已

無效益)，即需更新該零件。 
十五、廠商須負責儀控系統設備之硬體/軟體檢查、修理、保養、調整，遇有系統故障

必須負責排除，儀表故障時，廠商須負責修理更新，相關費用已含於契約總價

內。若廠商遇故障無法排除，機關得逕行雇工修繕，所需費用自廠商應領款項

中扣除，廠商不得異議。 
十六、廠商需負責閘門及抽水站內外（含出水工設施）及附屬土木建築進行修繕及維

護，並對廠站之自來水池及水塔、設備冷卻循環水池、照明、空調、電信等相

關設備進行清潔（清洗）及維護。撈起之雜物廠商亦應負責收集及運棄。倘維

護不當致造成土建或結構損壞，其損壞部分由廠商負責修復。 
十七、每年度必需於汛期前進行抽水機葉輪外觀檢查 1 次並拍攝照片存證（如抽水井

無法抽乾或颱風期間無抽水，並經機關同意者，得免拍攝），且每季或每次颱

風豪雨時啟動運轉抽水過後，需進行沉水式抽水機組的絕緣測試。如沉水式主

抽水機絕緣電阻於盤體側其測得數值低於 10MΩ（清污泵 5 MΩ）時，廠商需將

抽水機組吊起檢測，查明原因，並立即負責修復完成，以維機組運轉正常。 
十八、清淤作業： 

（一）廠商應於每年汛期 4 月底前將抽水站入口側（原則為引水閘門至吸入鐘

口後牆）、調壓井及抽水站排放側（原則為壓力排舌閥至外水水道或至

與重力渠道交接處）之淤泥清除完畢（淤泥之高度為 5 公分以下），將

淤泥清運完成，並將施作過程之現狀拍照（施工前、中、後，以白板標

示站名、工作項目及施作日期），送機關備查後，以維持正常排水功能

。 
（二）若已於每年汛期 4 月底前完成清除淤泥作業，日後前池淤泥堆積高度達

30 公分以上，機關得要求廠商再次辦理淤泥清除作業，其清除後淤泥高

度應低於 5 公分。 
十九、廠商應依相關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防護器具，自動辦理各項檢查

及應辦工作。 
二十、廠商應依相關規定於每年 4 月及 10 月各辦理 1 次消防各項設備之檢查，並檢附

消防設備檢查報告書，其報告書須經消防設備師(士)簽認，送交機關備查。 
二十一、所有與台灣電力公司供電設備責任點以內之電器設備須定期檢查，以該公司

相關規定辦理並作成報告送請相關機關備查，若該站有高壓電氣設備則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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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求廠商擔任登錄之電器技術員，相關變更手續由廠商負責。 
二十二、廠商需有一名乙級用電設備檢驗技術士（甲種電匠）之技術人員或委由電氣

技術團體執行下列工作： 
（一）低壓電氣設備部分每年 4 月、10 月檢查 1 次並清潔之。 
（二）前項工作正式開工後需立即實施，爾後依上述規定辦理。 
（三）上述檢查結果於次月份提送。 

二十三、備品每季至少整理及清潔一次。 
二十四、水位計每年 4 及 10 月應至少針對最低點水位、起抽水位及滿載操作水位校正

1 次，誤差不大於 10 公分（機關得視狀況至現場確認，廠商應予以配合）。 
二十五、依據本工作說明書或其他經機關指示辦理各項操作、管理或維護保養工作。 
二十六、年度維護保養項目廠商應拍攝照片（應註明日期，並需拍到主要維護項目）

，各項維護保養項目及缺失改善，應拍攝照片並依照年度保養紀錄表（表 2
）及抽水站維護保養紀錄表年度機油及濾芯更新表（表 3）表格，並於完成

後次月提送年度保養工作報告書。 
二十七、抽水站既有之事務機（具傳真或影印或列印等功能）、飲水機、電視機、熱

水器等設備，若有損壞，廠商應負責維修；碳粉、濾心等耗材廠商應定期更

換；事務機（具傳真或影印或列印等功能）所需紙張亦由廠商提供。 
二十八、抽水站內所需使用之清潔用具，由廠商負責購置，提供給各抽水站使用。 
 

捌、執行方式與時程要求 
一、每座抽水站及水門均需於廠商進駐次日起 20 日內，在明顯處懸掛豎立標示牌（含

委託單位、受委託單位、機關管理人員及聯絡電話）。（詳表 14 及表 15）。 
二、抽水站機組與機電設備之維護保養及檢查以「週」為單位，於非汛期期間(每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及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每 2 週 1 次，防汛期時(每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每週 1 次進行例檢，依(表 5)所列項目逐項檢查並作成紀錄，

如發現設備損壞時應主動修復，若逢國定假日，可調整維護日期，惟仍應於當週

內完成，並於前月 20 日前函文維護行程表予機關備查(若遇上假日延後)，以供機

關進行督導及抽檢作業。 
三、於執行年度維護保養前，針對各站保養檢查項目逐一進行檢測，並依照設備實際

狀態提出執行保養項目，並與年度保養維護行程表一併提送予機關備查(若遇上假

日延後)，以供機關進行督導作業。 
四、各維護保養項目及缺失改善，應拍攝施工照片(附上日期或其他相關標示資料)並依

照抽水站維護保養紀錄表（表 4）併入工作報告書內，以作為計價請款之依據。 
五、設備若遇損壞、故障或緊急應變支援等特殊情況經由機關電話、傳真或書面通（

告）知後，廠商應派專業人員（視設備狀況為電機、機械、電子等不同專長）到

達現場進駐待命或修復，其工作之時間限制： 
（一）履約維護期間，經機關通（告）知後，廠商需於 1 日內到達，並應俟進行

之維護保養或設備修復完成後，或經機關同意始得離開。 
（二）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警戒區域為台灣中部地區，經機關通

知後，廠商於 2 小時內進駐抽水站，至機關通知解除進駐後始得離開。 
（三）配合機關實施緊急應變支援時，若遇設備故障廠商須負責立即搶修完成。 

玖、本工作付款辦法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工作自廠商履約進駐起，每 2 個月為一期計價 1 次，其中間接費用部份依實作數

量結算。 
二、廠商應於每月 10 日前提出前月份【維護工作報告書，遇非機關工作日順延至下一

工作日】，每 2 個月提送一次【竣工結算書】一式三份，內容至少包括：每週試

運轉紀錄表、主油槽值日交接簿【抽水站委託操作維護部分】、人員簽到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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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衛生檢查表、維護保養記錄表、各項檢查之結果報告表、維修保養紀錄、

特殊狀況之處理報告、抽水站機電設備定期檢查項目表，水閘門各項檢查之結果

報告表及應行改善之建議事項，逕送機關存查後辦理驗收及請款。（上述文件資

料必須將文件內容全部掃描成圖檔或 PDF 檔並附上光碟 1 份）。 

壹拾、本契約設施回復原狀及移交： 
一、廠商應負責製作移交清冊（於契約期滿前 1 個月內送交廠商），與廠商另行委託之

執行廠商辦理移交；如廠商繼續承攬亦同。有關文件與圖說應一併移交。 
二、廠商與另一執行廠商完成辦理交接前應將本契約全部設施回復原狀，並將其留置

之私人物品搬離，否則其留置物品機關有權任意處置，所需費用由廠商履約保證

金中扣除，廠商不得異議。 
三、如廠商未依約遷離，或未將本契約設施連同有關文件與圖說一併移交，機關得採

取必要之法律行動取回本契約設施及文件與圖說。如因未完成移交或移交不清，

廠商除應負必要之法律責任外，如致機關遭受損失時，廠商亦應負賠償責任。 

壹拾壹、績效抽查 
一、不定期檢查、督導：機關得隨時抽查本操作及維護保養工作、環境清潔、機械設

備及系統設施之維護等各項紀錄，發現缺點立即糾正，隨時進行複查作業，需依

開立指定日期限期改善，並將缺失單及改善成果提送機關簽核存查，並併入月工

作報告書內。若未於期限內改善者，每案按日連續處以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 3,000
元至改善為止。該站相同缺失被督導人員開立達 3 次(含)以上，每案處以懲罰性違

約金新台幣 5,000 元。 
二、定期檢查（例檢）：每月配合機關指定之時間，檢查重點以當月之定期保養之各

項工作實施成果。 

壹拾貳、責任區內環境管理工作 
廠商應提送環境管理工作計畫於執行計畫書中，包括清掃範圍及頻率，送機關備查，

原則包括： 

  一、環境及設施清潔 

1.廠商應負責抽水站站區內每日例行之打掃整理工作。 
2.廠商應負責抽水站站內所有樹木、草坪、道路、圍籬、溝渠等定期維護、整理、清

潔等工作。 

3.滯洪池(園區)時常保持環境清潔(含草地、人行通道、臨水步道、河道、花臺、座椅

、遊憩設施、沙池等)，包括廢棄物、狗便(尿)、灌木(花)叢、樹穴及落葉（花、果）

、蜘蛛網等清除，垃圾桶(若有)每日清理；且廢棄物應每日清除（運）並隨時保持清

潔。 

4.因穢物、尿液、食物殘渣等因素造成之氣味不佳處、應配合以清水、清潔劑進行清

潔、刷洗。 

5.禁止使用吹葉機，但經機關書面同意於指定時段、地點使用者，不在此限。 

6.登革熱孳生源需清除，維護範圍內若發現有孑孓孳生或積水容器不當堆置，應立即

處理。 

 

二、草皮修剪維護 

1.維持草長不超過 10 公分，平坦碧綠為原則，並不得有突出之雜草。且不得使用除草

劑；拔除及修剪後之草屑，必須當日清理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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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背負式割草機除草時應採用牛筋繩割草（如有特殊需求，經機關同意後可使用其

他機具），不得割傷喬灌木樹頭及根基部，喬木樹頭應先作妥善防護工作。 

3.修剪時應注意安全，事前應作場地環境確認，排除障礙物如石頭、磚塊、鐵罐、鐵

釘（絲）、燈飾以免損壞機具或發生其他意外事件。 

4.維護人員以揹負式剪草機從事刈草作業時，應確實佩戴安全防護具，至少包括防護

眼鏡或安全面罩、工作安全帽、刈草安全圍裙或裹腿等。（參照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http://www.ilosh.gov.tw/wSite/mp?mp=11)。 

5.草地若有凹陷不平整之處，應填土整平。 

6.隨時注意植物生長發育狀況，維持正常生長勢。 

 

三、喬木修剪維護 

1.枝條延伸妨礙行人、行車、交通視線、遮蔽景觀燈照明、遮蔽標誌與號誌者、掛(枯)
枝(葉)清除、雜突枝、枯危木移除等，屬於維護廠商應辦之例行維護事項。 

2.事先在預定修剪之路段張貼告示，標明作業時間、範圍及施作單位。必要時協調當

地里鄰長及鄰近商家住戶等，配合於作業期間禁停車輛，以利公務進行。 

3.整枝與修剪，屬高空操作應持別注意安全，廠商應有防墜落措施或設施。 

4.過於接近住屋或高壓電線、樹木高大與樹葉過密有處理安全顧慮或樹冠各部發育不

平均等，皆應通報機關並經機關同意後做適當處理。 

5.觸及高壓電線者，通報台電公司修剪。 

6.隨時注意植物生長發育狀況，維持正常生長勢。 

 

四、灌木修剪維護 

1.徒長枝、雜亂枝、枯枝、病蟲害枝等，隨時保持平整美觀，並應拔除灌木叢內之枯

株、雜木、雜草及清理垃圾等。 

2.綠籬或帶狀灌木修剪時，應以有整體之整齊線為原則，保持一定的形狀、高度與寬

度，誘使枝葉平均發育，及上面及兩側可作面的整齊線修剪。 

3.隨時注意植物生長發育狀況，維持正常生長勢。 

 

五、有害性植物清除 

1.經發現或機關通知具有害性質之植栽，如農業處加強宣導移除之項目(日本菟絲子、

銀膠菊、小花蔓澤蘭、香澤蘭等)經發現應立即清除。 

 

六、環境/災害復原 

1.機關為維護園區景觀，廠商應配合辦理緊急災害前之預防、災害發生中之維護、災

害發生後之復原等工作： 

2.廠商應於災害發生後依機關要求期限內完成環境復原工作。 

3.前開改善期限如機關有要求指定完成日期，廠商逾期，機關得按逾期項目採缺失扣

點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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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復原作業，非經機關另外通知，以三天完成為原則 

 

七、公共安全處理 

1.履約期間，如遇颱風、旱水災等天然災害，廠商應有預先準備相關措施之準備(如車

輛、機具及人力)，俟機關通知後即配合實施維護範圍內斷枝落葉清除、安全措施管

制、支援環境復原等作業。 

2.園區設施應配合日照時間、連假日或機關要求等適時調整其定時裝置(如燈光、澆灌

等)。 

3.當園區各項結構、設施損壞或遭人為破壞，應即刻通報機關，若有安全疑慮，應立

即豎立或設置明顯的警告安全措施標誌，避免意外事件發生，並回報機關處理情形

。 

4.廠商接獲機關緊急案件處理通知後，應於指定時限內調派熟悉搶修之人員備妥所需

機具、材料，迅速趕至現場設置警告安全標誌(含夜間警示)或做緊急處置，處理完妥

後，回報機關處理情形。 

5.因應措施所需警示帶、警示錐等安全維持措施其成本已計算於項目單價，不另計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