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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績效預測模式之構建與應用(2/3)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Pavement  

Performance Prediction Models 
計畫編號：NSC 94－2211－E－032－014 

執行期限： 94 年 8 月 1 日至 95 年 9 月 30 日 
主持人：李英豪  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共同主持人：葛湘瑋  致理技術學院國際貿易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鋪面績效預測模式在鋪面設計、鋪面評估與維修、與鋪面管理系統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

色。計畫主持人擬以三年三期的方式（第一、二期計畫已完成，第三期計畫已獲  貴會核定

執行中），利用美國長程鋪面績效資料庫 LTPP DataPave Online (http://www.datapave.com)從事

「鋪面績效預測模式的構建與應用」研究，以改善系統化的統計與工程分析方法來構建鋪面

績效預測模式。第一期主要完成之研究內容包括：鋪面標準損壞調查手冊之研擬、美國長期

鋪面績效資料庫之本土化應用、研擬系統化的統計與工程分析方法、以及探討鋪面動態分段

在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本期（第二期）主要之研究工作除了延續前一期鋪面動態分段在地

理資訊系統之應用外，並建立柔性鋪面疲勞裂縫與車轍之績效預測模式、以及剛性鋪面橫向

裂縫、接縫碎裂、與高差等績效預測模式。 
經由探索性資料分析，本研究發現鋪面績效資料常常違反了傳統迴歸法中所作常態分

配、隨機誤差、與固定變異數的假設，因此不適用傳統統計迴歸方法來構建預測模式。此外，

現地蒐集的 LTPP 長期鋪面績效資料變異性極大，更增添了利用多層線性模式(HLMs)或線性

混合模式(LMEs)來分析 LTPP 長期鋪面績效資料庫的困難度。因此，本研究於後續分析時採

用廣義線性模式(GLM)與廣義相加模式(GAM)對於反應變數的分佈情形均不給予任何假設，

而是採用以概似估計法的方式測試分配適用度,其中以柏松分配之適用性較良好。並配合

Box-Cox power transformation 轉換法、視覺圖的技術，以將系統化之統計與工程分析方法應

用於構建預測模式中。本研究將構建完成之預測模式檢定其適合度及針對相關的參數進行敏

感度分析，最後建構之模式其適用情形與過去模式相比，有得到良好的改善。對目前建立之

模式於未來亦可作更進一步之改進，使其更為完善。 

關鍵詞：鋪面、績效預測、鋪面管理、地理資訊系統、長期鋪面績效資料庫、廣義線性

模式、廣義相加模式。 

Abstract 

Improved performance predictive models are greatly needed for use in various pavement 
applications including design, evalu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network management. The entire 
project consists of three phases (I, II, and III) to be completed within three years (the phase I and 
phase II have been approved and phase III is an on-going project) to conduc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pavement performance prediction models,” using the well-known Long-Term 
Pavement Performance (LTPP) database (LTPP DataPave Online) (http://www.datapave.com) to 
improve the proposed systematic statistical and engineering approa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vement performance prediction models. The major tasks completed in Phase I include: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pavement distress identification manuals for domestic use, domestic 
applications of the LTPP database, review of the proposed the systematic statistical and engineering 
approach,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segmentation concept in GIS.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segmentation databases using commercial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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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the major tasks in Phase II (this year) include: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pavement fatigue 
cracking and rutting prediction models; and development of rigid pavement transverse cracking, 
joint deterioration (spalling), and faulting performance prediction models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EDA) of the response variables indicated that the normality 
assumption with random errors and constant variance using conventional regression techniques 
might not be appropriate for prediction modeling. Therefore, without assuming the error distribution 
of the response variable,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 and general additive model (GAM) along 
with quasi-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were Poisson distribution were adopted in the subsequent 
analysis. Box-Cox power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 visual graphical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c statistical and engineering approach proposed by Lee were frequently adopted during the 
prediction modeling process. The goodness of the model fit was further examined through the 
significant testing and various sensitivity analyses of pertinent explanatory parameters. The 
tentatively proposed predictive models appeared to reasonably agree with the pavement 
performance data although their further enhancements are possible and recommended. 

Keywords :  Pavement, Performance Prediction, Pavement Managemen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LTPP,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 and General Additive Model 
(GAM). 

一、前言 

本計畫第二期（本期）之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延續前一期鋪面動態分段在地理資訊系統

之應用、並建立柔性鋪面疲勞裂縫與車轍之績效預測模式、以及剛性鋪面橫向裂縫、接縫碎

裂、與高差績效預測模式等三大部分。其中，本研究將透過Visual Basic程式之撰寫，將ArcView
商用地理資訊系統中動態分段及圖形展示之應用方式自動化，並使其與鋪面路網資料庫管理

系統、以及路網策略最佳化分析工具相結合，以建立一套具備關連式資料庫(Access 資料庫

程式)、最佳化分析工具及圖形化介面之鋪面路網層級管理系統。 
再者，經由探索性資料分析，本研究發現鋪面績效資料常常違反了傳統迴歸法中所作常

態分配、隨機誤差、與固定變異數的假設，因此不適用傳統統計迴歸方法來構建預測模式。

此外，現地蒐集的 LTPP 長期鋪面績效資料變異性極大，更增添了利用多層線性模式(HLMs)
或線性混合模式(LMEs)來分析 LTPP 長期鋪面績效資料庫的困難度。 

因此，本研究於後續分析時採用廣義線性模式(GLM)與廣義相加模式(GAM)對於反應變

數的分佈情形均不給予任何假設，而是採用以概似估計法的方式測試分配適用度,其中以柏松

分配之適用性較良好。並配合 Box-Cox power transformation 轉換法、視覺圖的技術，以將系

統化之統計與工程分析方法應用於構建預測模式中。本研究並將構建完成之預測模式檢定其

適合度及針對相關的參數進行敏感度分析。玆將相關之研究成果簡述如下： 

二、商用地理資訊系統在鋪面管理之應用 

鑑於國內對鋪面路網資料的整合與應用方式仍不甚明確，因此，本研究將以管理者需求

為出發點，以「路網階層」的鋪面維修管理為首要考量，利用「均質路段」與「抽樣調查」

的觀念，及明確性、可量測性、可完成性、相關性、與及時性(SMART)等原則，以原始資料

蒐錄的方式來登錄資料，並配合「動態分段」的自動化程序來構建資料庫，以有效解決現有

鋪面資料庫架構過大而不易執行等問題。研究中亦將透過 Visual Basic 程式之撰寫，將商用地

理資訊系統之動態分段及圖形展示之功能自動化，並使其與前述鋪面路網資料庫管理系統以

及路網策略最佳化分析模組相結合，以協助提升國內鋪面路網管理之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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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ＡrcView 商用地理資訊系統之簡介與選用 

ArcView 為 ESRI 公司 ArcGIS 地理資訊系統系列軟體中的一套桌上型軟體。ArcView 為

全世界相當普遍的桌上型地圖及地理資訊系統(GIS)軟體之一，該軟體提供圖像化、查詢、管

理及分析功能，並可整合其他較大的 GIS 軟體之資料格式，且 ArcView 可作為獨立桌上型

GIS 系統，同時也可作為網路或網際網路中的用戶端應用。在 ArcGIS 8.1 版以前 ESRI 公司

並未將線性參考的分析模組統合至 ArcGIS 軟體中，使用者必須自行撰寫 VB、C++等程式來

進行線性參照的分析與應用。然而自 ArcGIS 8.2 版（2001 年）開始，便將線性參照模組統合

至 ArcGIS 軟體中，成為 ArcGIS 的應用模組之一。使用者可以依據 ArcGIS 軟體內建的模組

及使用手冊，很簡單的使用線性參照的分析、轉換、管理及展示等功能，對於鋪面管理所需

應用的動態分段功能亦可簡單地達成。ArcView 9.1 軟體亦包含了各種應用模組，更能簡單的

應用本研究所需之動態分段模組。若是應用於鋪面管理後不但人員訓練簡單、軟體購置費用

節省且 ArcGIS 相關的軟體套件功能及相容性亦相當強，於將來在系統伺服器架設或網路應用

等方面，都能有相當便利的擴充性。基於以上考量，本研究最終以 ArcGIS 9.1 作為本研究的

商用 GIS 應用軟體，並利用其中的 ArcView 應用軟體來進行動態分段資料庫架構及線性參照

程序的開發。 

2.2 動態分段資料庫架構及線性參照 

運用動態分段觀念，將屬性資料分別記錄於不同表單可以避免因資料重複紀錄而佔用資

料空間的缺點，同時由於各類屬性資料係經過分類後再以表格方式存放，因此在資料庫的構

建與維護上是比較傳統方法容易、迅速。使用者只需根據道路路名與樁號里程起迄點為索引，

直接在該屬性資料表進行資料的更新、修改即可。經由上述的方法，依此種方式構建的資料

庫，在屬性資料的查詢、編輯其分析功能的應用，可符合動態分段的要求。因此，本研究運

用 ArcGIS 軟體中線性參照的功能，將路網階層所構建之道路基本資料、交通量調查與維修養

護資料進行動態分段分析。於動態分段分析完成後再將路面狀況調查資料依據所分析之起迄

點進行平均後匯入資料表中，以完成動態分段。 
ArcView 共有超過 50 個以上的物件庫，而每個物件庫有一個以上的物件模組圖。雖然物

件模組圖可以幫助程式撰寫者正確及有效的撰寫程式，但是物件模組圖中有超過 1500 個以上

的類別以及超過 1600 個以上的介面。因此如何正確的選擇欲使用功能的歸類所在以及程式碼

的查詢應用，確有其複雜性困難度。為了簡化使用者介面，因此本研究選擇於外部利用 VB
建立使用者介面並連接 Access 與 ArcView，以進行資料庫管理、資料分析及圖形化展示，亦

可避免未來因錯誤使用其他軟體之功能，而影響系統的穩定性及正確性。 
然而將動態分段自動化後，當結合表單為同名稱之分段表單，且表單欄位不變，僅更改

欄位內容的話，於圖形展示便不需要重複執行，僅需開啟舊有展示檔案，開啟後其便會自動

更新其表單，並依據新表單於以展示。有鑑於台灣國道工程的興建與維護為不同之工程處所

負責，因此本研究相較於過去增加了北區、中區以及南區工程處的選擇，並在選擇後以該區

為基準展示。且於展示後可直接在展示圖上進行路段資料之查詢，如圖一與圖二所示。 

2.3 最佳化維修策略之選定與應用 

本研究除了持續改善過去系統及程式中較不真實之資料，並以商用地理資訊系統的內部

程式碼，利用 VB 程式撰寫於外部系統操控其動態分段與圖形化展示功能。藉此避開商用地

理資訊系統繁雜的操作介面，並同時解決傳統利用資料表整合所執行之動態分段不穩定之問

題。此外，本研究並將結合路網維修管理策略最佳化分析模組，將其與動態分段資料庫做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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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後，以資料庫資料作即時之分析。並將預測分析之數值回傳資料庫後，利用 GIS 圖形化展

示功能，將其分析結果以 GIS 圖形展示，以達到增加使用者印象與鋪面管理效率之目的。 

 
圖一 工程處分區示意圖 

 
圖二 北區工程處之交通量查詢及展示 

由於國內尚未訂出一致且具代表性之鋪面指標與績效預測模式，因此，本研究暫時以綜

合性指標與美國公路績效監測系統發展出的績效預測模式來評估鋪面現況與未來之績效，並

提供多種的維修策略與利益考量，配合不同的最佳化排序法(包括隨機產生、簡單排序、益本

比法、增量益本比法、與線性規劃法)，藉此作為判斷維修策略的依據。研究中並構建一套鋪

面路網維修管理策略最佳化分析雛型程式，除了可將鋪面路網維修管理系統之資料與數據分

析結果以圖形化方式展示，並可協助管理者規劃預算分配等工作。期望能以最少的人力與物

力達成協助決策者評估路網現況、預測未來狀態、選定鋪面維修管理決策、排列與分配維修

經費等目標。最後使用者可以利用圖形展示之功能，結合所選擇之工程處，依照分區，將以

整合或分析之資料表單與圖資結合後展示並查詢，如圖三與圖四所示。本研究建議可先以此

系統為基礎，未來經由系統的資料不斷地回饋與修正、陸續擴充，使其更符合國內實際情況，

進而建構成一多功能之鋪面管理系統。各項詳細內容可參考文獻[林明輝，2006]

 
 
圖三 北區工程處路段展示及路段查詢 

 
圖四 北區工程處路段展示及資料庫查詢 

三、柔性鋪面績效預測模式之構建 

3.1 資料來源及擷取方法 
美國長程鋪面績效研究計畫主要在蒐集北美洲現場鋪面二十年績效資料，以供全世界各



 

5 

國鋪面研究之用。計畫主要目標在利用各種材料與不同荷重、氣候環境、路基土壤與養護技

術下，研究各種新建與維修後鋪面結構設計之長期績效，以延長公路鋪面使用年限，因此建

立有史以來最大的鋪面績效資料庫，該資料庫包括 400 個表單與超過 6,000 個變數等鋪面基

本資料、特殊建造、材料試驗、氣候與季節、交通、養護維修、與監測資料。LTPP 自 1997
年以來即以 DataPave 軟體光碟免費提供世界各國鋪面研究人員使用，目前最新為 LTPP 
DataPave Online 線上資料庫。本研究針對現有績效預測模式與 DG2002 程式所需相關參數進

行資料擷取，以線上資料庫 Release 18.0 版為主要資料來源，配合 Microsoft Access 程式之關

聯性功能整合所需資料庫。現有模式所需資料較少約為 10~15 項資料，但程式所需輸入的資

料較為繁多約為 45~50 項資料，資料項目為現有模式 3 倍之多。由於模式所需相關參數繁多

因此進行資料擷取時需謹慎判斷選擇，詳細資料擷取過程請參閱文獻。 
3.2 現有車轍模式結果分析 

由於本研究所需資料為鋪面未經維修或養護之現地調查記錄，雖然於上述參數擷取與處

理過程中已將各路段資料有維修紀錄資料初步排除，為了再次確保資料正確性，將鋪面調查

日期與車轍歷年現地調查值之關係呈現如圖五，結果顯示圖中極端值於資料庫均無維修之紀

錄。針對起伏狀態較明顯之路段個別細看，發現有些調查日期非常相近但是車轍深度的變化

卻很大，而有些資料點在某一調查日期後產生突降的狀況，如路段 8129/30，經研究詳細判斷

此類資料點可能為人員紀錄錯誤或鋪面已維修後，但於資料庫紀錄中並未標示。除了上述因

素之外，亦有可能在調查過程中，現地工作人員未調查到某些資料，而紀錄人員即以零紀錄

之等諸多原因。由圖五可之車轍產生深度並未隨鋪面使用年限的增加而增加，此狀況可能會

對於後續模式分析或構建時造成困難，對資料經過詳的檢查後將疑似維修後資料予以刪除。 
經初步分析後所得資料點大致均為原始資料，本研究將各個預測模式與現地量測車轍深

度進行比較，以 SHRP P-020 模式為例預測結果如圖六所示，縱座標為資料庫實際量測之車轍

深度(mm)，橫座標為模式預測之車轍深度(mm)。於預測圖中可看出有七筆資料點出現異於其

他預測值，經研究結果發現在預測模式中，參數資料數值可能過大或過小，導致最後預測值

出現異常。就此七筆資料點以視覺圖的方式展現參數與結果之相關性，一般瀝青面層的空氣

含量大多介於 3~9%之間，但此資料點為 0.2%不合於一般資料，將參數之數值帶入預測模式

後使得預測之車轍深度高達 2 英吋，因此需將此 7 筆資料刪除，並同時以視覺圖展示資料分

佈情形以瞭解不同參數對鋪面破壞之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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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部分路段之車轍深度歷年調查狀態     圖六 全部地區模式預測結果 

為了瞭解過去現有模式與 AASHTO 2002 新建模式對於績效資料庫之適用情形，選取兩模

式之相同路段進行比較，利用統計軟體 S-PLUS 迴歸結果顯示 DG2002 程式及 P-020 兩者之

判定係數皆很低，顯示預測能力均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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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車轍績效預測模式之構建 
3.3.1 選取相關參數及分析 

參考前述相關模式經由前面資料分析的過程，以作為此階段選取變數之參考。將各模式

中影響較不明顯、資料庫中不易取得及資料不足的變數不列入考慮，進而選取對於破壞影響

較明顯及易造成破壞的因素以矩陣圖方式展現出來並進行下一步分析。首先需瞭解各路段之

車轍破壞深度是否有極大值或異常，以年平均車轍增加量與其他參數以矩陣圖方式發現有三

筆資料年平均車轍產生深度超過 4mm。一般而言，造成柔性鋪面產生車轍破壞的最主要的原

因為交通量，但此兩路段之平均交通量與路基頂部之壓應變並非極大，且鋪面厚度大約介於

5~10 公分，由變數顯示的狀態來說此三筆資料產生的破壞深度可能有誤，故將此三筆資料予

以排除不列入後續分析範圍內並針對各參數進行討論。將參數以矩陣圖展開後發現當厚度較

厚時鋪面產生之壓應變較大，且壓應變 cε 與破壞比值(L.damage)兩者之關係非常明確，當 cε 較

大時 L.damage 亦較大，反之則較小，故於後續模式參數之選擇時可以考慮以壓應變取代破壞

比值。在氣候條件之參數，研究發現交通量和年平均溫度在不同區域顯示之破壞情況不同，

因此後續構建模式時可依不同的氣候條件建立不同的預測模式。 
3.3.2 線性迴歸結果 

在構建模式的過程中變數的選擇固然重要，但資料顯示的物理意義與一般鋪面反應是否

與預期相符更重要，本研究篩選出來的一些重要變數以統計方法，配合鋪面專業知識判斷其

對於模式的適用性。其係數代表自變數與依變數之間的相關性，其正號為正相關，負號為負

相關。機率值 P 的大小代表因子對依變數的影響性，一般當 P 值大於 0.05 以上時，表示此變

數影響性不大，可不列入考慮範圍內。並可用判定係數來衡量迴歸模型的配合度或解釋能力。

其中有五個變數 P 值大於 0.05，分別為鋪面使用年限、路基回彈模數、瀝青黏滯度、破壞百

分率及路基頂部產生之壓應變，表示此變數對鋪面破壞之影響性較小，在此階段不列入討論

範圍。於以上分析結果中，惟累積交通量與冰凍指數符合一般鋪面破壞預期的反應，但其他

條件一般預期結果並不完全符合。因此將 P 值大於 0.05 之五個變數刪除並再次進行迴歸分

析，所得 R2 為 0.2105。雖然迴歸結果與前述之 SHRP P-020 及 DG2002 預測模式為高，但是

資料顯示的物理意義與一般預期反應相反，因此將後續觀察參數之分佈狀態，並應用廣義線

性模式進行模式構建。 
3.3.3 廣義線性模式之應用 

在進行統計分析時，常需要假設資料服從某一機率分配的要求，由於絕大部分分析方式

都是建立於常態分配的假設前提下，所以最常見的假設皆要求資料服從常態分配。Shaprio 與

Wilk 於 1965 所提出的單變量常態性檢定 W（以下簡稱 W 統計量）可檢定資料分配情形。廣

義線性模型不在侷限於資料是否為常態型式，其假設條件較一般的迴歸模型來的寬鬆，如反

應變數 Y 不再需要服從常態分配。首先以資料探索分析的方式，觀察資料分佈情形如圖 5 所

示，並針對現地量測之車轍深度利用單變量常態性檢定 W 資料是否近似常態分配，檢定結果

W 統計量為 0.9541、p 值等於 0 可知資料分佈情形並非常態分配，因此需選用其他分配進行

分析。配合廣義線性模型與泊松分配之分析方式進行模式構建，迴歸結果模式之判定係數為

0.1235，殘餘標準差為 3.635，資料筆數為 265 筆。雖然判定係數比前述現有模式的高，但是

分析顯示某些參數對於車轍深度影響之趨勢與預期結果相反，如冰凍指數 fi、年平均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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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路基頂部之壓應變 epsilon.c、降雨量 precip。過去對於模式構建研究指出，針對輸入變

數之分析亦有多種統計迴歸之方法，本研究利用廣義累加模式與 Box and Cox Transformation
轉換法進行分析，此轉換法為一乘冪轉換，經分析後若最大值落於 0 則對此變數取對數進行

轉換，若最大值落於 2 即對變數取平方進行轉換，最後得到全區迴歸公式如下： 

( ) ( )
2)1000*.(*083.0*352.0

1log*38.0log*322.0*137.099.0)ln(

cepsilontemp

fikesalageRut

++

++++−=
 (1) 

Statistics：判定係數 R2=0.164，殘餘標準差 SEE=1.22，資料筆數 n=265 
經過轉換後車轍績效預測模式如下：

( ) ( )
])1000*.(*083.0*352.0

1log*38.0log*322.0*137.099.0exp[
2cepsilontemp

fikesalageRut

++

++++−=
 (2) 

Statistics：R2=0.155，SEE=3.568，n=265 
在全部地區預測模式建構完成後，本研究依氣候條件分為四區，但由於乾燥與冰凍兩個

區域的資料點較少，可能無法以客觀的立場建構模式，因此本研究只針對潮濕與不冰凍兩區

進行預測模式之建構，分別如下： 
( ) ( )

])1000*.(*288.0*256.0

1log*24.0log*6.0*25.0489.1exp[)(
2cepsilontemp

fikesalageRut wet

++

++++−=
 (3) 

Statistics：R2=0.338，SEE=3.401，n=194 

( ) ( )
])1000*.(*288.0*06.0

1log*187.0log*486.0*065.0253.0exp[)(
2cepsilontemp

fikesalageRut nonfreeze

++

++++=
 (4) 

Statistics：R2=0.282，SEE=3.193，n=124 
其中 age 為鋪面使用年限（年）、kesal 為年平均交通量（千）、fi 為冰凍指數(degree-days)、

temp 為年平均溫度(℃)、epsilon.c 為路基頂部之壓應變。 
3.3.4 敏感度分析 

敏感度分析主要是用於主變量與因變量之分析，在固定一個或幾個主變量的不同水準

下，分析其他因變量變化的情況。由於壓應變、年平均交通量、鋪面使用年限為主要影響車

轍深度的產生，因此於本研究所建議的全區、潮濕、不冰凍等三個模式中，將此三個因子之

相互關係展現於圖中，變數資料範圍均取最小值到最大值。在全區模式中與潮濕地區模式中

變數之間的影響關係較類似。當其他參數取平均後，年平均交通量對車轍的影響性可能較小，

壓應變的影響則較明顯。但站在鋪面使用年限和拉應變的角度時，壓應變的影響性就比較小

反而是鋪面使用年限對鋪面的影響較大。由年平均交通量與鋪面使用年限的角度觀察，當年

平均交通量小且鋪面使用年限較短時，產生之車轍深度亦較少，相反的當兩者皆增加時，對

鋪面的影響性亦較大。由此可知，平均交通量與鋪面使用年限在全區與潮濕地區對於鋪面的

影響比較明顯。在不冰凍地區模式中，可知交通量的大小影響比較明顯。 
3.4 疲勞裂縫績效預測模式之構建 

本研究亦在此階段建立柔性鋪面之疲勞裂縫績效預測模式。由於分析之方法與程序與前

述系統化之分析流程相類似，詳細內容可參考文獻[Ker, Lee, & Wu, 2006; 吳佩樺，2006]。茲

將其主要之研究成果簡列如下： 
    於構建疲勞裂縫預測模式之參數選取時，依據前述現有模式之參數並引進模式未加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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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因子，如凍融指數、降雨量、年平均溫度等變數，經由資料分析的過程，作為選取變數

之參考。在模式構建方面，首先觀察資料之分配，再選用廣義線性模式進行分析。 
3.4.1 全區預測模式之構建 

首先以資料探索分析的方式，觀察資料分佈情形並針對現地量測之疲勞裂縫破壞百分比

利用單變量常態性檢定 W 資料是否近似常態分配，由 W 統計量為 0.4841、p 值等於 0 的結果

可得知，資料分佈情形並非常態分配。因此本研究將參考過去之研究，選取相關分配進行模

式構建。Wang 與 Mahboub 等人過去曾對疲勞裂縫建立鋪面損壞年限之預測模式，其參數選

用交通量、面層厚度、處理底層厚度、降雨量及凍融指數，對於模式構建則採用 gamma 分配。 
本研究對於反應變數(Y)本研究並無限定其為何種分配，研究中曾嘗試應用 gamma 分

配，但對於現有資料無法進行分析，亦經過泊松與 quasi 分配的分析與考量後，發現泊松分配

對資料的適合度較良好，因此選擇泊松分配進行模式之構建。 
參考過去研究[Wang et al., 2005]及前述參數分析後，選取相關變數如鋪面使用年限

(age)、平均交通量(kesal)、降雨量(precip)、年平均溫度(temp)、面層底部之水平拉應變

(epsilon.t)、凍融指數(ft)。並配合廣義線性模型與泊松分配之分析方式進行模式構建，迴歸結

果如圖 5-22、表 5-3。結果顯示參數對疲勞裂縫影響之趨勢均符合預期反應皆為有效變數，

本研究建構之全區模式如下： 

fttepsilontemp
precipkesalageFC

*0133.0.*5.12319*0473.0
*00269.0*00168.0*121.0455.7)ln(

+++
+++−=

 (5) 

Statistics：R2=0.447，SEE=2.882，n=176 
經轉換後，預測疲勞裂縫之預測模式如下式： 

]*0133.0.*5.12319*0473.0
*00269.0*00168.0*121.0455.7exp[

fttepsilontemp
precipkesalageFC

+++
+++−=

 (6) 

Statistics：R2=0.3352，SEE=8.741，n=176 
其中 age 為鋪面使用年限（年）、kesal 為平均交通量（千）、precip 為降雨量(mm)、temp

為年平均溫度(℃)、epsilon.t 為面層底部之水平拉應變、ft 為凍融指數(cycle)。 
3.4.2 分區預測模式之構建 

在全部地區預測模式建構完成後，將資料依潮濕、乾燥、冰凍、不冰凍等狀態分區，再

次進行模式構建。迴歸結果為在潮濕及不冰凍區變數對於鋪面破壞的反應均合乎常理，在乾

燥及冰凍區其預測結果變異性較大，某些變數對鋪面反應與預期結果相反。 
雖然四者迴歸結果之判定係數皆差不多，但是某些參數對鋪面之影響較無顯著差異，因

此本研究將乾燥地區之年平均交通量刪除，在冰凍地區將鋪面使用年限、年平均交通量刪除，

並以溫度間距取代年平均溫度與凍融指數，再次分析迴歸結果比第一次佳且變數反應均與與

預期結果相符，分區構建之預測模式分別如下： 
(A)潮濕地區： 

]*0272.0.*15097*0914.0
*000673.0*00187.0*078.0539.6exp[)(

fttepsilontemp
precipkesalageFC wet

+++
+++−=

 (7) 

Statistics：R2=0.452，SEE=3.137，n=123 
(B)乾燥地區之預測模式： 

]*0272.0.*2729

*774.1*025.0*119.0411.48exp[)(

fttepsilon

tempprecipageFC dry

++

+++−=
 (8) 

Statistics：R2=0.421，SEE=1.117，n=53 
(C)冰凍地區之預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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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002.0.*768.41*00583.0944.5exp[)(

rangetemp

viscotepsilonprecipFC freeze

+

−++−=
 (9) 

Statistics：R2=0.498，SEE=1.624，n=86 
(D)不冰凍地區之預測模式： 

]*0476.0.*15172*0472.0

*00102.0*00219.0*102.087.7exp[)(

fttepsilontemp

precipkesalageFC nofreeze

+++

+++−=
 (10) 

Statistics：R2=0.577，SEE=2.99，n=90 
3.4.3 新全區預測模式之構建 

過去對於模式構建研究指出，針對輸入變數之分析亦有多種統計迴歸之方法，本研究利

用廣義相加模式(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與 Box and Cox Transformation 轉換法進行分

析，此轉換法為一乘冪轉換(Power Transformation)，經分析後若最大值落於 0 則對此變數取對

數進行轉換，若最大值落於 2 即對變數取平方進行轉換。將前述全區模式經由此分析後可得

到更良好之迴歸結果，新建構之預測模式如下： 
( )

( )]log*242.3)1000*.(*489.31*869.0

*121.0log*832.0*943.008.18exp[
2 fttepsilontemp

precipkesalageFC

+++

+++−=
 (11) 

Statistics：R2=0.4967，SEE=7.605，n=176 
其中 age 為鋪面使用年限（年），kesal 為年平均交通量（千），precip 為年平均降雨量(mm)，

temp 為年平均溫度(℃)，epsilon.t 為面層底部之水平拉應變，ft 為凍融指數(cycle)。模式之判

定係數為 0.4967，比前述之全區模式判定係數 0.3352 高。因此，得以驗證所建議之系統化分

析流程之適用性。 

四、剛性鋪面績效預測模式之構建 

同樣地，本研究亦在此階段建立剛性鋪面之橫向裂縫、接縫碎裂、與高差等績效預測模

式。由於分析之方法與程序與前述系統化之分析流程相類似，有關 LTPP 剛性鋪面資料之擷

取與初步分析，以及現有預測模式之結果分析、與敏感度分析等之詳細內容可參考文獻[林佳

慧，2006]。茲將其主要之研究成果簡列如下： 
4.1 橫向裂縫預測 

根據過去的文獻，一般都會將橫向裂縫分為 JPCP 與 JRCP 兩種預測模式，所需的參數

亦不同。本研究初步選取預測模式之變數，分別為鋪面齡期 age (年)、年平均交通量 kesalpyr
（千）、累積交通量 cesal (百萬)、橫向接縫間距 jtspace (m)、路基反力模數 kstatic (MPa/m)、
混凝土版厚度 hpcc(cm)、底層型式 basetype、降雨量 precip (mm)、冰凍指數 fi (℃ degree-days)、
年平均溫差 trange( )℃ 、超過 32℃的天數 days32 和凍融循環次數 ft 等。另外 JPCP 模式還有

土壤分類 stype、邊緣應力 edgstress(MPa)和混凝土抗彎強度 mr(MPa)，且現地的裂縫值是以

百分比表示。而 JRCP 則多了縱向鋼筋量百分比 psteel(%)，現地的裂縫值是以每公里有多少

的裂縫數量表示。其中，底層型式為 1 是處理底層，0 是顆粒狀底層；土壤分類為 1 是粗顆

粒土壤，0 是細顆粒土壤。除此之外，在 JPCP 模式中，還額外加入一個新的變數應力比 ratio，
為邊緣應力和混凝土抗彎強度之比值。 
4.1.1 JPCP 橫向裂縫預測模式 

由於反應變數不服從常態分配，且現地裂縫值在類別資料上可以比率來表示，適用於泊

松分配，因此利用選取的相關參數，以廣義線性模式配合泊松分配進行模式之構建，並且搭

配廣義相加模式和 Box-Cox 轉換法協助模式構建。最後之新構建之 JPCP 模式如下所示，式

中，cesal 為累積交通量（百萬）、precip 為降雨量(mm)、ft 為凍融循環次數、trange 為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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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差(℃)和 ratio 為應力比：  

]14.3115.18

01.005.0)log(27.227.3exp[

ratio
trange

ftprecipcesalCrackJP

∗+∗−

∗+∗+∗+−=
 (12) 

統計結果：R2=0.338，SEE=13.21，n=393 
4.1.2 JRCP 橫向裂縫預測模式 

同樣地，利用選取的相關參數，以廣義線性模式配合泊松分配進行模式之構建，並且搭

配廣義相加模式和 Box-Cox 轉換法協助模式構建。最後之迴歸結果如下所示，式中，cesal 為
累積交通量（百萬）、ft 為凍融循環次數、psteel 為縱向鋼筋量百分比(%)和 trange 為年平均溫

差(℃)：  

]117.31

13.025.0128.395.3exp[

trange

psteel
ft

cesal
CrackJR

∗−

∗+∗+∗−=

 (13) 

統計結果：R2=0.233，SEE=31.06，n=156 
4.2 接縫碎裂預測 

根據過去的文獻，一般都會將接縫碎裂分為 JPCP 與 JRCP 兩種預測模式，所需的參數

亦不同。本研究初步選取預測模式之變數，分別為鋪面齡期 age (年)、年平均交通量 kesalpyr
（千）、累積交通量 cesal (百萬)、橫向接縫間距 jtspace (m)、底層型式 basetype、預先形成的

接縫 prefseal、降雨量 precip (mm)、冰凍指數 fi (℃ degree-days)、年平均溫差 trange( )℃ 、超

過 32℃的天數 days32 和凍融循環次數 ft 等。其中，底層型式為 1 是處理底層，0 是顆粒狀底

層；有預先形成的接縫為 1，反之則為 0。參考過去文獻所提供之變數以及前述本研究所用模

式中之變數，接著將影響較不明顯、資料庫中不易取得及資料不足的變數不列入考慮。 
同樣地，在模式構建過程中先利用傳統的迴歸技術建構新的預測模式，但是結果並不理

想，因此以資料探索分析的方式，觀察資料分佈情形，並且以單變量常態性檢定 W，檢查現

地的裂縫值資料是否近似常態分配。JPCP 模式的 W 統計量為 0.2878、JRCP 模式的 W 統計

量為 0.5073，兩者的 P 值皆為 0，可知資料分佈情形都為非常態分配。由於反應變數不服從

常態分配，因此以廣義線性模式配合泊松分配進行模式之構建，並且搭配廣義相加模式和

Box-Cox 轉換法協助模式構建。 
由於 LTPP 資料庫中，絕大部分之接縫碎裂資料均為零，非常不容易尋得有意義且可接

受之模式。初步新構建之 JPCP 橫向裂縫預測模式模式如下所示，式中，age 為鋪面零期（年）、

fi 為冰凍指數、prefseal 為有預先形成的接縫和 days32 為超過 32℃的天數： 

]3201.0
05.306.049.093.1exp[

days
prefsealfiageSpallJP

∗−

∗−∗+∗+−=  (14) 

統計結果：R2=0.079，SEE=6.401，n=346 
由於分析之結果相當不理想，未來有待更近一步分析與討論改善之方式。 

4.3 高差預測 
根據過去之文獻及前述分析，在此將高差分為含綴縫筋及不含綴縫筋兩種。由於反應變

數不服從常態分配，且現地高差值在類別資料上可以計數來表示，適用於泊松分配，因此利

用選取的相關參數，以廣義線性模式配合泊松分配進行模式之構建。 
4.3.1 含綴縫筋之高差模式 

將所有選取的相關參數進行廣義線性迴歸分析，所得之判定係數為 0.6238，殘餘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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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889，資料筆數為 305 筆，雖然判定係數很高，但是分析顯示有某些參數對於高差影響之

趨勢與預期結果相反，且有很多參數之 t 值反應小於 1.64，對高差影響甚小，因此需再進行

修正，直到修正模式評估合適為止。 
對於過去模式構建之研究[Lee, 1993]，有指出當誤差項不服從常態分配，但迴歸關係顯

示為線性時，能針對反應變數 Y 進行轉換，但是有可能會使變異數穩定的轉換從直線轉為曲

線，這時也要考慮對 X 轉換。本研究利用廣義相加模式(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GAM) 與
Box and Cox Transformation 轉換法協助模式構建。GAM 是可對資料做平滑化，反映一般趨勢

而不需假設關連的函數型式，且能找到產生最佳預測的某種解釋變數之複雜函數。Box- Cox
轉換法為一乘冪轉換(Power Transformation)，能自動診斷要對 Y 進行何種轉換，使誤差項之

變異數穩定。若當參數最大值落於 0 則對此變數取對數進行轉換，若落於 2 即對變數取平方

進行轉換，在 0 至 2 中間則取平方根。 
本研究最後之迴歸結果如下所示，式中，age 為鋪面齡期（年）、kesalpyr 為年平均交通

量（千）、bstress 為綴縫筋與混凝土間允許的支承應力(MPa)、precip 為降雨量(mm)、basetype
為底層型式（1 為處理底層，0 為顆粒狀底層）、stype 為土壤分類（1 為粗顆粒，0 為細顆粒）

和 trange 為年平均溫差(℃)： 

]135.22*33.051.005.0

19.1109.684.098.1exp[

trange
stypebasetypeprecip

bstresskesalpyr
ageFaultD

∗−−∗−∗+

∗−∗−∗+=

 (15) 

統計結果：R2=0.6039，SEE=0.9122，n=305 
在模式建構過程中，發現鋪面齡期對含綴縫筋之高差破壞與判定係數的高低有很大之影

響，若模式中有鋪面齡期，則判定係數會提高，亦會使綴縫筋與混凝土間允許的支承應力變

得有效。雖然不用綴縫筋與混凝土間允許的支承應力，也可得到不錯的的模式，但由過去的

文獻中知道，將力學參數加入模式中，對於未來鋪面設計和分析有很大之幫助。在迴歸分析

中，發現年平均溫差不僅對高差破壞有很大之影響，還能幫助判定係數增加，雖然冰凍指數

也是有效的參數，但會使得綴縫筋與混凝土間允許的支承應力變得較無影響，為了保留此參

數，因此以年平均溫差取代冰凍指數。 
4.3 不含綴縫筋之高差模式 

同樣地，新構建之不含綴縫筋模式如下所示，式中，age 為 cesal 為鋪面零期、kesalpyr
為年平均交通量(千)、jtspace 為橫向接縫間距(m)、precip 為降雨量(mm)、kstatic 為路基反力

模數(MPa/m)、basetype 為底層型式(1 為處理底層，0 為顆粒狀底層)和 ft 為凍融循環次數： 

]01.0*47.0153.50004.0

127.801.0113.377.1exp[

ftbasetype
kstatic

precip

jtspace
kesalpyr

age
FaultND

∗+−∗+∗+

∗−∗+∗−=

 (16) 

統計結果：R2=0.2127，SEE=1.781，n=241 
在構建模式時，不僅判定係數要高且截距要越接近 0，斜率要越接近 1，才是最良好的

模式。本研究經過多次的建模，發現不含綴縫筋模式比含綴縫筋模式還難建構，這可能是不

含綴縫筋的鋪面，在現地的高差值起伏較大。雖然新建不含綴縫筋模式的判定係數不是很好，

但是所用參數的物理意義都與現地鋪面反應相符，截距 0.1946和斜率 0.9128都在合理範圍內。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利用美國長程鋪面績效資料庫從事「鋪面績效預測模式的構建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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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計畫第二期（本期）之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延續前一期鋪面動態分段在地理資訊系

統之應用、並建立柔性鋪面疲勞裂縫與車轍之績效預測模式、以及剛性鋪面橫向裂縫、接縫

碎裂、與高差績效預測模式等三大部分。其中，本研究將透過 Visual Basic 程式之撰寫，將

ArcView 商用地理資訊系統中動態分段及圖形展示之應用方式自動化，並使其與鋪面路網資

料庫管理系統、以及路網策略最佳化分析工具相結合，以建立一套具備關連式資料庫(Access 
資料庫程式)、最佳化分析工具及圖形化介面之鋪面路網層級管理系統。 

再者，在構建立柔性鋪面與剛性面績效預測模式之過程中，透過探索性資料分析，本研

究發現鋪面績效資料常常違反了傳統迴歸法中所作常態分配、隨機誤差、與固定變異數的假

設，因此不適用傳統統計迴歸方法來構建預測模式。此外，現地蒐集的 LTPP 長期鋪面績效

資料變異性極大，更增添了利用多層線性模式(HLMs)或線性混合模式(LMEs)來分析 LTPP 長

期鋪面績效資料庫的困難度。 
因此，本研究於後續分析時採用廣義線性模式(GLM)與廣義相加模式(GAM)對於反應變

數的分佈情形均不給予任何假設，而是採用以概似估計法的方式測試分配適用度,其中以柏松

分配之適用性較良好。並配合 Box-Cox power transformation 轉換法、視覺圖的技術，以將系

統化之統計與工程分析方法應用於構建預測模式中。本研究並將構建完成之預測模式檢定其

適合度及針對相關的參數進行敏感度分析。希望能藉此改善現有模式適用性不佳之問題，未

來亦將積極持續探討將預測模式本土化應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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