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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鋪面養護決策支援分析模式是鋪面管理系統中重要的組成成分，其主要目的是要支援決策者進行系統性的養護策略規劃與排定養護順序。考量台灣地區路網特性與現行道路養護管理機制，本研究建立兩層級的決策分析模式，以提高模式的可行性，並使模式的產出資訊滿足決策者需求。第一個模式為最佳化養護決策規劃模式，其適用對象為均質性較低、路網幅緣較大的路網層級，該模式在應用上僅需蒐集路網之平坦度指標，便可規劃出各年度的待養護路段。第二個模式是養護優先性排序模式，該模式除適合直接應用於均質性較高的次路網層級，也可對路網層級中待養護路段進行細部優先性排序，其所需要蒐集的鋪面資料包括平坦度、抗滑度、結構強度、殘餘壽命。


為確認國際平坦度指標（IRI）作為決策指標的可行性與合理性，本研究建立IRI與平坦度標準差及PCI對應的轉換關係，並以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分析IRI與鋪面破損的關係，結果顯示IRI可以反應鋪面破損狀況，因此，可以客觀的IRI取代主觀的破損目視調查。而敏感性分析可量化各類破損對於IRI的影響，進而推估不同修補範圍對鋪面IRI的改善程度。


鋪面使用年限與殘餘壽命是評估鋪面養護優先性的重要依據，本研究以存活分析理論具體量化與推估國內高速公路鋪面使用年限的機率分佈，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外側車道之使用年限約比內側車道短少兩年。Cox多變量存活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交通特性與坡度的差異，將會影響鋪面使用年限。


最佳化養護決策規劃模式應用模糊多目標線性規劃的理論求解模型決策變數，並以中壢段之省縣道路網作為分析案例，分析結果顯示省道需要較多的養護經費，且對於整體路網而言，初期應投入較多的養護費用，否則後期會因鋪面本身劣化加速，而導致所需的養護經費遽增。


養護優先性排序模式應用了多評準決策(MCDM)理論中的AHP、TOPSIS、ELECTRE三種方法，以及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並以北二高關西段作為次路網分析案例，分析結果顯示MCDM理論較能反應對多個屬性的整體評估結果，而DEA方法對於單一屬性較差的路段，即能給予較優先的排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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