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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式高架橋於捷運工程之運用

—以臺北捷運環狀線DF112標為例

陳椿光1　宋建宏2　劉嘉哲3

摘　要 

由於「捷運」路線通常會沿著現有道路佈設，以臺灣地狹人稠特性，捷運路線經

過之道路路幅可能極為狹窄，一般捷運車站及捷運高架橋立於道路中央，往往會衍生

出許多對周遭環境巨大之衝擊，像是造成鄰房的日照權、隱私權受損、捷運列車行駛

噪音對沿線鄰房之困擾、捷運高架設施對沿線5樓以上鄰房消防救災之干擾。為了使

捷運高架設施量體減小、與鄰房之間距加大，於是「疊式」高架設施的設計理念就成

了很好的解決方式。

捷運環狀線計畫第一階段為三環三線中最先執行的路線，本文係就將「疊式高架

橋」用於本計畫DF112標段之捷運設施上作簡單的說明，並介紹「疊式高架橋」在國

內、外的公共工程之運用以及運用於捷運設施之特色及優勢。藉由本文之說明，期能

讓後續高架捷運工程設計上更能系統化、模組化地規劃設計「疊式高架橋」。

關鍵詞: 疊式高架橋、狹窄路段、爬昇高架橋

Application of Double-decker Viaduct－Taking MRT 
Circular Line Contract DF112 as an Example

Chen Chun kuang1  Sung Chien hung2  Liou Jia jhe3  
Abstract

Due to MRT routes running along existing roads and Taiwan’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limited land and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routes will pass through 
extremely narrow road sections. As stations and viaducts are generally constructed in the 
middle of existing roads, they ofte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uch as violation of sunshine rights and privacy, noise and vibration pollution arising from 
passing trains, and interference with firefighting access for buildings over five stories high. 
For the purpose of minimizing MRT structure dimensions and increas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MRT structures and buildings nearby, a ”double-decker design” has become a very 
good solu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This article aims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how the double-decker viaduct is applied 
to the MRT Circular line Contract DF112,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ouble-decker viaducts 
in public works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plus th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double-
decker viaducts applied to MRT facilitie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e contents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systematic and modular option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ubsequent elevated 
MRT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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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捷運」係結合高科技運輸的特有公共建設，不儘是一種便捷、高效率的大眾運

輸工程，更可以豐富城市的意象，儼然是一座城市“現代化”的代言指標。在貼合城市

生活的律動之中，其所展現的歷史基調與人文風情，更成為城市獨特風貌的象徵。「捷

運」之全名稱為大眾捷運系統，該詞係源自於中文對英語「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MRT）的直譯，含有「快捷」之意。捷運在多數場合可等義於「地下鐵路」或「城

市軌道」等交通系統，但事實上「捷運」一詞並非狹義地專指軌道運輸；隨著各城市的

發展與需求不同，也可能會包含一些具有高密度運輸特性，並非「有軌設計」的運具模

式。目前臺灣主要使用「捷運」之名的是臺北、高雄、桃園及臺中等都市的市區/市郊有

軌交通系統，這些營運中或興建中之捷運路線有高架型式也有地下型式，臺北捷運第一

條完成之木柵線及其延伸線-內湖線（合稱文湖線）（如圖1）皆為高架型式，但之後如

新店線、板南線、中和線、蘆洲線則為地下型式，而淡水線則除一小段市區段為地下型

式外，其餘為高架或地面型式。至於高雄捷運（如圖2）有採取地下型式也有採高架型

式。雖然決定何種型式之捷運路線，需考量之因素很多，但由於地下型式的捷運路線興

建的工程費與時程皆比高架型式多得多，故後續興建的捷運設施以高架方式設置亦將成

為常見之型式。

 

  

　圖1　臺北捷運文湖線高架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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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高雄捷運高架路段

　　　
 

二、疊式高架橋之設計理念

為避免用地取得的困難，捷運路線通常會沿著現有道路佈設；以臺灣地狹人稠特

性，捷運路線經過之道路路幅可能極為狹窄，若以一般捷運高架車站寬度至少20公尺，

捷運高架橋橋面寬約9.5公尺，採該等寬度之捷運設施構造物，以高架型式立於道路中

央，往往會衍生出許多對周遭環境有巨大衝擊的影響，譬如與鄰房過近，易造成鄰房的

採光度減少、隱私權受侵擾、捷運列車行駛時的噪音對沿線鄰房之困擾、捷運高架設施

對沿線5樓以上鄰房消防救災之干擾。為了減小捷運高架設施之量體、加大與鄰房之間

距，於是「疊式」高架設施的設計理念就成了很好的解決方式。「疊式」顧名思義即是

將「原本並列之物件改為上下疊放之方式」，也就是一般捷運設施上行列車與下行列車

行駛軌道路線多在同一高程平面，現在將其設計為不同高程上、下疊放之型式。其實

「疊式」月臺的捷運車站及「疊式」隧道的捷運路線段，於國內已通車營運的捷運路線

中並不陌生，疊式月臺可再細分為島式疊式月臺與側式疊式月臺，為兩個單一月臺分別

位於上、下樓層，呈現相疊的排列方式，多用於交會站，目前板南線之西門站、新店

線之中正紀念堂站、古亭站即為採用此種型式。至於側式疊式月臺多用於腹地不足的車

站，目前採用側式疊式月臺有中和線之永安市場站、景安站、板南線之府中站。不過上

述都為地下型式之捷運路線。在高架型式之捷運路線中，目前環狀線為首次採用「疊式

高架橋」設計之捷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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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式高架橋」以往在國內多運用於公路橋梁上，譬如臺64線高架道路中和交流道

路段（如圖3）、南港環東大道高架橋（如圖4）、…等。而在國外則有許多採用「疊式高

架橋」設計之捷運路線，如泰國曼谷捷運（如圖5）、香港快鐵青衣段（如圖6）、…等。

 

　   圖3　臺64線高架道路中和交流道路段　　　  　圖4　南港環東大道高架橋

 

 

圖5　泰國曼谷Siam Station前之疊式高架橋             圖6　香港快鐵青衣段疊式高架橋

 

三、臺北捷運環狀線疊式高架橋

以往臺北都會區捷運系統已通車之捷運路線多為輻射狀之佈設，亟需配合後續所謂

「環狀路線」將其結合成完備之捷運路網，而目前正興建中之臺北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

工程又被稱為「南環線」，其與將來接續之第二階段「北環線」工程，將可連接至既有

之「文湖線」之內湖路段，而形成「三環三線」中之第一環路線，而本次興建中之捷運

環狀線部分路段因沿線既有道路路幅狹窄，故採用國內捷運工程首次新建之「疊式高架

橋」，將於本節內容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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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範圍 

捷運環狀線於Y10車站後，路線右轉向西沿景平路、中山路、板南路、中正路，

轉入板橋區板新路，止於板新路與中山路口之Y14車站。此段路線所在之道路寬

度狹窄，如景平路及中山路約24m寬、板南路約20m寬等；若依一般高架捷運車站

型式佈設，因車站寬度約為20~22m，幾乎佔滿道路，如此將無法提供足夠之「都

市消防救災活動空間」，且嚴重衝擊都市景觀及影響兩側鄰房居住品質，因此設

計為「疊式高架」之型式（範圍如圖7所示），可使高架橋及高架車站之量體之寬

度大幅減少。

 

疊式橋梁段
約2.61公里

圖7　捷運環狀線疊式高架路段

(二) 結構型式

考量既有道路路幅狹窄交通繁榮，故如何才能使新建之捷運高架橋施工中對現有

都會道路之交通影響最小呢？可行之方法係採用無需於工址現場搭架築模澆灌之

結構型式，亦即是採用「預鑄」或「預製」之結構，並且應考量容易於現場吊裝

組立之形式，因此本計畫下部結構採「鋼橋墩」，而上部結構儘可能採制式跨長

之「預鑄預力U型梁」（如圖8），對於跨路口之長跨橋或曲線上之橋跨，則採

「鋼箱型梁」（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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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預鑄預力U型梁之之疊式高架橋   
                 

 

圖9　鋼箱型梁之之疊式高架橋

至於如何由一般型式之高架橋轉換成疊式高架橋呢？即是佈設「爬昇高架段」，其

逐墩變化及上、下行軌相對位置圖，請詳圖10。致於如何佈設「爬昇高架段」呢？首先

軌道線形佈設時需將原一般型式之高架橋中上、下行軌之間距（標準間距4.15公尺）逐

漸加大，俟寬度大至可設置兩單軌橋（約5.5公尺），然後開始進行單一軌道爬昇。當

上、下行軌間之高程差達足夠相疊之淨距後，兩軌開始向柱中心線靠近，於是兩軌橋梁

形成上、下重疊之「疊式高架橋」。當然在上、下行兩軌線形3D之空間變化中，需檢核

許多軌道線形設計限制條件、超高變化及曲線加寬，以確保列車行駛之平穩安全。另一

方面，疊式高架橋段又要如何轉換回一般高架段呢？其實即是將「爬昇高架段」之理念

反向進行，而形成「下降高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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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爬昇高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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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施工步驟

疊式高架橋在現場吊裝施工之順序，大致上可區分成下列六大步驟：

1. 步驟一、組立鋼墩柱及第一昇程帽梁。（如圖11）

 

圖11　施工步驟一

2. 步驟二、由預鑄場運輸運下層軌道梁至工址。（如圖12）
 

圖12 　施工步驟二

3. 步驟三、吊裝下層軌道梁。（如圖13）

 

圖13　施工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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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驟四、吊裝組立兩側鋼框架柱及第二昇程帽梁。（如圖14）

 

圖14　施工步驟四

5. 步驟五、由預鑄場運輸運上層軌道梁至工址。（如圖15）

四、結論

參考文獻

 

圖15　施工步驟五

6. 步驟六、吊裝上層軌道梁。（如圖16）

 

四、結論

參考文獻

圖16　施工步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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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由於捷運創造了高效、節能、舒適、安全、便捷之大眾運輸系統，而臺北捷運的

空前成功，便使臺灣地區其他都會區也極力爭取興建捷運之建設計畫，其中像是桃園及

臺中等都市捷運路系統之先期路網中部分路線也已積極進行細部設計中，然而政府財源

有限，因此高架捷運設施成為優先考量之型式。另一方面，臺灣地區地狹人稠，而捷運

路線佈設多為串聯人口較為稠密，商業活動旺盛，現有交通較為繁忙之地方，常會經過

狹窄之道路，一般捷運高架橋除造成都市空間緊張與壓迫感外，且易與兩側鄰房間距過

近，無法滿足內政部「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且影響未來周圍土

地之開發。故將「疊式高架橋」之構想運用於捷運設施，以有效解決上述難題，本文介

紹之捷運環狀線DF112標疊式高架橋，係考量整體施工方便性，採預鑄U形梁與鋼箱形梁

榙配之疊式高架橋，為國內捷運工程之首例，期能藉本文讓後續高架捷運工程設計上更

能系統化、模組化地規劃設計「疊式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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