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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自民國九十年正式上線至今已屆六年，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大力推動下，該系統已廣為全國各級橋梁管理機關及單位所使用，其資料庫迄今已存有超過兩萬五千餘座橋梁之基本資料、檢測資料及維修資料，如何利用此一龐大的資料庫，提供相關機關及單位在橋梁管理及維修決策上之參考，為目前的相當重要之課題。


本研究以全國最大之橋梁管理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為研究對象，以了解目前該單位在橋梁維護上之現況、對於橋梁決策支援系統方面的需求，以及對橋梁維修決策之準則。經訪談局本部、工程處以及工務段的橋梁維護管理人員並進行專家問卷後，得知目前「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在使用上主要之功能，在於基本資料、檢測資料、以及維修資料等之建檔管理與統計分析；但此系統對於橋梁之管理維護上之決策（如橋梁之定期檢測與特別檢測），整座橋梁分級維護之判讀、橋梁維修策略、維修工法之建議，以及由統計資料結果所應採取之維護措施等，並無法提供維護人員有效之維護管理資訊。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於「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中建立一橋梁維護管理管理決策支援模組，其功能包含：檢測預算編列、維修工法建議、維修預算編列、維修工作建議與維修經費分配等五項。此決策支援系統可於定期檢測資料輸入後，自動產生維修工法的建議選項；於橋梁維修工法選定完畢後，可自動產生橋梁維修的預算金額；而當工法與經費擬定後，即可向上級機關提報。此外，藉由輸入的基本、檢測資料進行優選排序，可提供上級機關橋梁維修順序的建議；並在輸入執行預算後，即可產生預算分配的建議，以輔助上級機關進行決策。


本研究所建立之橋梁管理決策支援模組，將於完成後提供公路總局各工務段與工程處測試使用，並做必要之修正。本決策支援模組預計未來將擴大其涵蓋範圍，提供予所有「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之使用單位，以提升「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之管理功能。
	摘要(英)	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TBMS) has been developed and functioned for six years since 2001. TBMS is used by all level of bridg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contains more than twenty-five thousand records of bridge data, which include basic data, inspection data, and maintenance data. How to utilize the large database to support the organizations making maintenance decisions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for TBMS and bridge manager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largest bridg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as an example to survey their principles and needs in decision making regarding bridge maintena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in function of TBMS is data collection, but lacks of decision support functionality for bridge manager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build the bridge maintenance support module in TBMS. The module will include five functions: 1) budget for inspecting, 2) suggestion for repair methods, 3) budget for repair, 4) prioritization of repair order, and 5) fund distribution. The module will be tested by users i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first and extended to all TBMS users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function in TBMS and provides a powerful decision making tool for bridge managers.
	關鍵字(中)	
      	  ★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
★ 決策支援系統
★ 橋梁重要程度等級	關鍵字(英)	
      	  ★ Decision Support
★ The important level of bridges
★ TBMS
	論文目次	摘要		I


謝誌		III


目錄		V


圖目錄		VII


表目錄		IX


第一章、緒論	1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1


1.2研究目的	1


1.3研究範圍與限制	2


1.4研究流程	3


1.5論文章節與架構	3


第二章、文獻回顧	5


2.1決策支援系統	5


2.1.1定義	5


2.1.2系統架構	6


2.2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	7


2.3公路總局橋梁維護準則	10


2.4國內的優選排序方式	12


2.5本章小結	13


第三章、橋梁維修決策支援模組之建立	15


3.1公路總局對決策支援之需求	15


3.2問卷調查	18


3.2.1問卷設計	18


3.2.2問卷回收與統計	18


3.3橋梁維修排序模式之建立	20


3.3.1橋梁危險性指標	20


3.3.1.1現有可代表橋梁危險性之指標	21


3.3.1.2指標探討	22


3.3.1.3指標之建立	25


3.3.2橋梁重要等級優選排序	35


3.3.3本研究橋梁排序模式建立	36


3.4本研究維護管理決策支援模組之架構	38


3.4.1檢測預算之編列	39


3.4.2維修工法之建議	39


3.4.3 維修預算之編列	39


3.4.4維修工作之建議	39


3.4.5維修經費之分配	40


3.5本章小結	40


第四章、系統設計	41


4.1開發環境	41


4.2系統架構	41


4.3系統功能	43


4.4資料庫表單設計	43


4.5系統操作	44


4.5.1檢測預算之編列	45


4.5.2維修工法之建議	47


4.5.3維修預算之編列	49


4.5.4維修工作之建議	52


4.5.5維修經費之分配	53


4.6本章小結	54


第五章、系統測試	55


5.1案例選定與說明	55


5.2假設條件	55


5.3各功能驗證結果	56


5.4使用者意見反應	60


5.5本章小結	60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61


6.1結論	61


6.2建議	62


參考文獻	64


附錄		66


附錄一、專訪名單	67


附錄二、功能需求性問卷	68


附錄三、國內外橋梁之優選排序模式	73


附錄四、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85


附錄五、「橋樑重要程度等級」之排序準則	91


附錄六、「都市計畫區內橋梁檢測、監測、維修及管理計畫」之排序準則	96


附錄七、目視檢測法簡述	102


附錄八、劣化指標（陳添宇，93年）	106


附錄九、劣化指標（昭凌工程顧問）	107


附錄十、構件劣化類型對應之維修工法清單	108


附錄十一、TBMS之維修工法單價表	118


附錄十二、資料庫表單列表	125


附錄十三、測試案例橋梁清單	129
	參考文獻	[1]	李筱君，「決策支援系統之建立與應用」，中國醫藥學院碩士論文，2001


[2]	陳立夫，「線上河川污染總量分配決策支援系統」，國立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4


[3]	陳偉星，「顧客滿意度分析決策支援系統建立之研究」，大葉大學碩士論文，2004


[4]	林子軒，「土木工程結構修復補強知識管理與支援決策輔助系統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2


[5]	廖先格，「橋梁目視檢測自動化系統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4


[6]	陳添宇，「類神經網路於橋梁老劣化預測之研究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4


[7]	楊振翰，「臺灣地區橋梁維護管理現況與未來發展策略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5


[8]	張文彬，「縣管橋梁維修優選排序之研究」，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05


[9]	陳冠伶，「長橋目視檢測評估方法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6


[10]	吳琮藩、謝清佳「資訊管理理論與實務」，智勝書局，1996


[11]	梁定澎「決策支援系統與企業智慧」，智勝書局，2005


[12]	「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總局，1996


[13]	「橋梁設計維修支援系統之建立」，交通部科技顧問室，2000


[14]	「生命週期導向之橋梁資訊管理系統建立及維護管理作業自動化技術開發」，交通部科技顧問室，2002


[15]	「都市計畫區內橋梁檢測、監測、維修及管理計畫」，內政部營建署，2005


[16]	「九十六年度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維護管理服務」服務建議書，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2006


[17]	「公路養護手冊」，交通部，2006


[18]	「橋梁重要程度等級之建立」，交通部公路總局，2004


[19]	「第11期臺北市工務局技術服務」，臺北市政府，2005


[20]	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http://www.thb.gov.tw/index.htm


[21]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網站，http://tbms.iot.gov.tw


[22]	Ariav G. & Ginzberg M. “DSS Design: A Systemic View Of Decision Suppor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28, No.10, 1985.


[23]	Carl W. Chen, Joel Herr, Laura Ziemlis, Robert A. Goldstein, and Larry Olmst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Total Maximum Daily Loa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1999.


[24]	Ma J., Type and inheritance theory for model managem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19, 1997, pp.53-60.


[25]	Salewicz K. A., and Nakayama, M. “Development of a web-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for managing large international river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14, 2004, pp.25-37.


[26]	Sprague, R. H.,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MIS Quarterly, Vol.4, No.4, 1980.


[27]	Sprague R.H., Jr.,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in: R.H. Sprague, Jr. and H.J. Watson, Ed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Prentice-Hall, 1989, pp.7-31.
	指導教授	
      	  姚乃嘉、嚴崇一
(Nie-Jia Yau、Chung-I Yen)
      	 	審核日期	2007-7-19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