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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危險 道路

4



看不見的危險 人行道

5



看不見的危險 看的見-日本街道

6



看不見的危險 看的見 -看的見

7



透地雷達原理

P A R T - 0 2



 道路下許多特徵是機關所在意之內容
 諸如電力、自來水、瓦斯、孔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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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地雷達電磁波由發射與接收訊號之
時間差以及介質之電磁波速檢測待測
物的深度。

 電磁波接收訊號強弱振幅改變判定待
測物之介質性質與幾何形狀。

介質 導電率(Sm-1) 相對介電常數 衰減常數(dB m-1)
空氣 0 1 0
瀝青(乾) 10-2~10-1 2~4 2~15
瀝青(濕) 10-3~10-1 6~12 2~20
粘土(乾) 10-1~10-0 2~6 10~50
粘土(濕) 10-1~10-0 5~40 20~100
混凝土(乾) 10-3~10-2 4~10 2~12
混凝土(濕) 10-2~10-1 10~20 10~25
淡水 10-6~10-2 81 0.01
冰水 10-4~10-3 4 0.1~2
沙(乾) 10-7~10-3 2~6 0.01~1
沙(濕) 10-3~10-2 10~30 0.5~5
砂岩(乾) 10-6~10-5 2~5 2~10
砂岩(濕) 10-4~10-2 5~10 4~20
海水 102 81 100
海水(冰) 10-2~10-1 4~8 1~30
土壤粘土(
乾)

10-2~10-1 4~10 0.3~3

土壤粘土(
濕)

10-3~10-0 10~30 5~50

土壤(乾) 10-4~10-3 4~10 0.5~3
土壤(濕) 10-2~10-1 10~3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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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透地雷達檢測後之成果進行相關波形辨識。

導電佳的管線 地下管線 地層下陷或淘空 RC鋼筋結構

金屬水溝或金屬人孔 鋼筋網鋪面 市區道路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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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孔洞缺失目前參照日本國土交通
省北路地方整備局北路技術事務所
2012年訂定之標準進行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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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透地雷達VS 陣列式透地雷達

陣列式透地雷達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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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透地雷達VS 陣列式透地雷達

傳統透地雷達
 僅能由成像圖進行地下構造
之判斷。

 且較難進行定位。

陣列式透地雷達
 由平面成像圖進行地下構造之判
斷。

 平面成像圖進行更為精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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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道路進行全平面掃描，可得到道路下
方不同深度之影像，如同電腦斷層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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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所施測地區下方材質的不同，所反射強度會有所差異，並在呈現上由
藍色到紅色為強度低到高。

台科大校園範例

特徵類型:金屬人孔蓋

特徵類型:管線或暗溝

特徵類型:管線或暗溝



特徵類型:金屬人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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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大校園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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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大校園範例

特徵類型:暗溝

特徵類型:景觀池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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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道路下方之管線，過往只能進進行試挖方能定位，現
在可藉由透地雷達以非破壞之方式進行管線定位。

 透地雷達平面掃描之成果如同電腦斷層，可幫助決策者更
清楚地下結構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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