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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初步評估、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鋼筋混凝土耐震補強 

 

一、研究緣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5 年協同研究案開發出一套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評

估系統(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SERCB)，並且於 2012 年協同研究案針

對構件補強方法增加補強模組，以此系統化之詳細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廣受業界

工程師所用。目前 SERCB 程式中提供視窗化模組與各力學行為之分析模組包

含：梁柱斷面視覺化編輯、斷面彎矩-曲率分析、構件彎矩-轉角分析、構件剪力

行為分析、地表加速度分析等分析模組，其中資料形式係以文字檔方式輸出，為

方便使用者可針對所需要的資料進行處理，進而提升程式模組的擴充性。SERCB

分析程序分為前處理與後處理兩大模組，首先經過前處理程序，求得建築物各構

件之彎矩塑鉸特性，再匯入 ETABS、MIDAS 等程式進行非線性側推分析與容量

震譜分析，最後再將結果匯出進行後處理，以提供工程師判斷該建築物之耐震能

力與建築物相關資訊。上述建研所開發的系統均在視窗上操作，且匯入與匯出之

工作均以自動完成為原則。 

SERCB 程式手冊僅針對上述公式理論、實驗驗證及操作流程撰寫使用手冊，

尚欠缺對於業界技師或使用者解釋操作流程中模組計算之情況，以及程式計算結

果之判別方式，故本研究將參考目前技師及使用者對於程式相關疑問與詳細操作

流程方法，編撰一針對 SERCB 程式詳細解說手冊，並透過推廣活動令新使用者

也可以對 SERCB 程式快速上手。 

除此之外，針對特定地區為數龐大的老舊建築物進行評估，瞭解區域內個別

建築物大概的耐震程度，作為都市防災政策規劃或後續詳細評估之參考。本研究

研擬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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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RCB)，使用者只需填寫一些基本資料即以定性與定量方式，迅速完成建築物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並比較若干建築結構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結

果以驗證 PSERCB 之正確性。研究結果顯示 PSERCB 確實可幫助使用者於短暫

時間內完成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1. 增修 SERCB，包含補強模組以及編撰程式詳細使用手冊，希冀可提供

國內工程師更準確有效率的耐震評估與補強分析軟體。 

2. 蒐集國內外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進而了解耐震初步評估項目

的適用性、力學性及效益性。確實掌握各評估項目特性，擬定出最符合

實際工程師現地評估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 

3. 透過案例分析探討PSERCB評估結果，並且與SERCB比較驗證PSERCB

之可靠性與合理性。 

4. 辦理推廣活動，並根據使用者回饋經驗，解說程式相關疑問。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經蒐集國內外相關初步或快速評估研究報告等，發現國內從 921 地震

過後至今已有相當之研究成果，不論在學理或工程上都有相當大的貢獻。經整理

可大致將初評表分為定性、定量與兩者結合等。蔡益超教授針對評估對象進行耐

震評估之初步篩選，針對影響耐震能力之主要因素研擬，進而提出之鋼筋混凝土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本研究比較若干建築結構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

結果以驗證 PSERCB 之正確性。研究結果顯示 PSERCB 確實可幫助使用者於短

暫時間內完成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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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建議事項 

建議一 

立即可行建議：舉辦研討會，將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法與

SERCB(含補強模組)推廣至業界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目前本研究建立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法，主要目的係能快速篩

選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進行詳細評估，比較若干建築結構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與詳細評估結果以驗證 PSERCB 之正確性。 

然而，電腦定量分析程式係根據 RC 理論與國內「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

說」撰寫，以及補強模組係基於 SERCB 開發，因此在分析的參數輸入與操作上

頗為複雜，想要了解其操作重點與各參數輸入之意義，除閱讀書面報告資料外，

最好透過研討會，經研究團隊之講解，可以較快熟悉此套程式之功能與運作。 

 

建議二 

中、長期建議：開發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平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本研究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法中之「定量評估」須根據鋼筋混凝土理論進行迭

代分析與計算，並藉由分析結果與耐震設計規範需求推估初步耐震能力。為使實

際執行結構物初步耐震能力評估得以快速、即時且易於操作，後續需針對PSERCB

程式加以擴充，期能提升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之效率與準確性。 

除此之外，建立雲端應用的建築物初步評估資訊管理平台，匯整電腦定量分

析程式所建立之評估資訊，協助建築物管理單位進一步管理或評估需要進行詳細

評估之優選排序，以達更有效管理建築物安全之目的，透過初步評估平台，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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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管理各區/單位所進行之初步評估結果及基本資料，未來可透過巨量資料處理技

術，提供防災型都市更新等相關政策擬訂或推廣之參考。 

 

建議三 

中、長期建議：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之收費制度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根據專家座談彙整建議，本研究研擬之初步評估方法較現行方法提升不少準

確度與可靠度。針對特定地區為數龐大的老舊建築物進行評估，有效篩選建築物

耐震能力不足之情況，作為都市防災政策規劃或後續詳細評估之參考。使用者只

需填寫一些基本資料即以定性與定量方式，迅速完成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

業。 

本研究成果推廣至業界時，工程師需量測梁、柱與牆體尺寸、以及一樓與二

樓淨柱高，使得作業量較以往略為增加，因此需審視目前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費

用之合理性，檢討現行收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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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RC seismic retrofit 

The SERCB (Seismic Evaluation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 is a popular 

software of seismic evaluation for existing RC buildings in Taiwan. It provides a 

powerful visualization function of plastic hinge setting for RC members as 

preprocessor of pushover analysis as well as nonlinear time history analysis, 

preventing the manmade mistakes and enhancing the work efficiency. In addition, It 

also gives an automatic connection to the commercial software such as ETABS, 

MIDAS, etc. to perform nonlinear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a postprocessor in justifying 

if the seismic capacity of RC building is qualified or not. As a result, the SERCB is 

well used by the structural engineers herein. 

In this study, an economic and efficient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s (PSERCB). Some dominate items related to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llustrations of seismic characteristic of RC building were 

listed and consequently the users can complete the 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without tedious calculations. Through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PSERCB 

and SERCB, the accuracy of PSERCB was able to b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show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PSERCB can be fulfilled 

and benefits engineers in a rapid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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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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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5 年協同研究案開發出一套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評

估系統(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SERCB)，並且於 2012 年協同研究案針

對構件補強方法增加補強模組，以此系統化之詳細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廣受業界

工程師所用。目前 SERCB 程式中提供視窗化模組與各力學行為之分析模組包

含：梁柱斷面視覺化編輯、斷面彎矩-曲率分析、構件彎矩-轉角分析、構件剪力

行為分析、地表加速度分析等分析模組，其中資料形式係以文字檔方式輸出，為

方便使用者可針對所需要的資料進行處理，進而提升程式模組的擴充性。SERCB

分析程序分為前處理與後處理兩大模組，首先經過前處理程序，求得建築物各構

件之彎矩塑鉸特性，再匯入 ETABS、MIDAS 等程式進行非線性側推分析與容量

震譜分析，最後再將結果匯出進行後處理，以提供工程師判斷該建築物之耐震能

力與建築物相關資訊。上述建研所開發的系統均在視窗上操作，且匯入與匯出之

工作均以自動完成為原則。 

然而，SERCB 程式手冊僅針對上述公式理論、實驗驗證及操作流程撰寫使

用手冊，尚欠缺對於業界技師或使用者解釋操作流程中模組計算之情況，以及程

式計算結果之判別方式，故本研究將參考目前技師及使用者對於程式相關疑問與

詳細操作流程方法，編撰一針對 SERCB 程式詳細解說手冊，並透過推廣活動令

新使用者也可以對 SERCB 程式快速上手。 

除此之外，針對特定地區為數龐大的老舊建築物進行評估，瞭解區域內個別

建築物大概的耐震程度，作為都市防災政策規劃或後續詳細評估之參考。對此有

必要研擬經濟簡易的評估方法。本研究將研擬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考

量不同實地現況，如不同基礎型態、現地土壤性質等，期能提升建築物耐震能力

評估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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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案之研究工作內容包括資料蒐集與整理(國內評估表為主)、國外建築

物耐震初步評估探討、整理與探討並篩選符合國內之檢查項目、將現地調查項目

表格化、SERCB 使用者常見問題探討、SERCB 程式修正與介面整合、建築物耐

震初步評估案例分析、操作手冊編撰及報告撰寫，如圖 1.1 所示。 

透過國內外文獻資料的蒐集，彙整出符合國內建築物特性之耐震初步評估的

項目及力學特性，同時也深入了解國外的現地評估項目，試圖從中尋找適用於國

內的初步評估方法，作為未來建築物初步評估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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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分析方法與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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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 SERCB 使用者所遇之問題，以及對於程式相關疑問與詳細操作

流程方法，編撰一針對 SERCB 程式詳細解說手冊，並透過推廣活動令新使用者

也可以對 SERCB 程式快速上手。除此之外，本研究將研擬初步耐震能力評估法，

藉以降低特定地區為數龐大的老舊建築物進行耐震評估時，所需之經費與時間，

希冀將相關成果作為都市防災政策規劃或後續詳細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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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之探討 

第一節 前言 
本章節主要探討目前常用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文中將先針對建

築物耐震能力評估作介紹，說明結構評估的方式。在初步了解耐震評估的概念後

再進一步探討初步評估，內容包含簡介及相關研究成果，如此，將有助於我們了

解各耐震初步評估項目的適用性、力學性及效益性。確實掌握各評估項目特性，

擬定出最符合實際工程師現地評估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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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之主要目的係以力學原理將其容量(Capacity)量化，必須

滿足符合地區特性之地震危害度分析所擬定出的耐震目標(Demand)，考量三種地

震水準，(1)中小度地震：回歸期為 30 年之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80%、(2)

設計地震：回歸期為 475 年之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10%、(3)最大考量地震：

回歸期為 2500 年之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2%。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通常經由初步評估、詳細評估及補強評估等流程如圖

2.1 所示，其中初步評估係經由現場工程師透過建築物外觀以專業判別該建築物

之耐震能力，如具疑慮再經由詳細評估推論耐震能力，並以目前現行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及解說 (內政部，2011)

本研究主要探討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方法，基本初步評估方法可

分成兩種，其一由結構物外觀判別之定性法，另為透過計算建築物底層極限強度

之定量法。前者為針對影響耐震能力之主要因素研擬而成，應用於現地評估十分

便利；後者以簡單計算式推估一樓柱及牆可抵抗地震時產生之水平力，現地評估

需量測建築物柱與牆的尺寸。 

判別。如低於規範要求，可進一步選擇適用工法

進行耐震補強評估，將既有建築物耐震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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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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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之文獻回顧 
臺灣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經多次修訂後，特定地區為數龐大的老舊

建築物之耐震能力恐已不符規範標準。若逐一進行詳細耐震能力評估，將需要相

當的經費與時間。有鑑於此，本節蒐集國內外快速或初步耐震評估方法進行探

討，希冀篩選適合國內一般建築物之評估方法，彙整成表格方式以利實地評估。 

一、國外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1.日本建築防災協會制定之耐震診斷基準 

由日本建築防災協會所制定的耐震診斷基準(日本建築防災協會，1990)，診

斷對象是一般 5~6 層以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此法由簡便的一次診斷到詳細的三

次診斷共三種方法所構成，於此只介紹一次診斷部分。 

其方法為將既有建物之耐震指標 sI ，以三個指標相乘積而得 

0s DI E S T= × ×  (2.1) 

sI : 結構耐震指標 

0E : 保有性能基本指標 

T : 經年係數 

其中 0E 為根據柱、牆壁的斷面積與樓地板面積簡算求得水平強度， 0E 的計算為

下兩式取大值。 

0 1
1 ( )w c w

nE C C F
n i

α+
= +

+
 (2.2) 

0 2 3
1 ( )sc w c sc

nE C C C F
n i

α α+
= + +

+
 (2.3) 

n : 建築物樓層數 

i : 評估的樓層 

wC : 牆的強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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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柱的強度指標 

scC : 極短柱的強度指標 

wF : 牆的韌性指標 

1α : (牆達極限強度時之柱強度和)/(柱的極限強度和)，取 0.7 

2α : (極短柱達極限強度時之牆強度和)/(牆的極限強度和)，取 0.7 

3α : (極短柱達極限強度時之柱強度和)/(柱的極限強度和)，取 0.5 

DS 指標為針對平面整體性、邊長比、伸縮縫的間距、挑高之有無、地下室之有

無、層高的均勻性、軟弱層之有無、其他等項目進行檢核計算。 

T 指標為依建築物的裂縫、變形及使用年數等項目，依其所定之折減係數，取其

最小者為經年係數。 

2.美國 ATC-20 之建築物震後安全評估 

美國 ATC-20 擬定一套建築物震後安全評估步驟(ATC20, 1989)，惟並非以量化方

式來判定建築物之危險程度，而以列舉項目及評估者之判斷來決定建築物之危險

程度。 

美國 ATC-20 針對震後建築物之危險性評估的主要項目為： 

a. 整體結構方面 
b. 倒塌或部分倒塌 
c. 建物傾斜情形 
d. 結構構材方面 
e. 基礎破壞情形 
f. 樓板破壞情形 
g. 柱破壞情形 
h. 梁破壞情形 
i. 附屬結構方面 
j. 欄杆、隔間牆、電梯、樓梯、電線及瓦斯管線等 
k. 邊坡破壞方面 
l. 地盤滑動或落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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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1.蔡益超教授擬定之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初評表 

蔡益超教授針對評估對象進行耐震評估之初步篩選，進而所提出之鋼筋混凝

土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蔡益超，1999)，如表 2.1 所示。此初步評估表針對影響

耐震能力之主要因素研擬而成，共有 18 個項目，依各項之重要性有不同的配分，

總合為 100 分。各項目根據評估內容，就可以決定權數，將權數乘以配分可得到

該項目的危險度評分。危險度評分若大於 60 分，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確

有疑慮，若介於 30 分至 60 分之間，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有疑慮，若低於

30 分，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尚無疑慮。 

其中，表 2.1 中各項說明羅列如下： 

 

設計年度 

建築之耐震設計必須遵照耐震設計規範，各個不同時期之耐震設計規範(建築

技術規則)在震區劃分、震力係數、設計地震力計算、韌性設計等皆有所不同，所

以各個不同時期興建之建築物其耐震能力就有所不同。 

地盤種類 

從各類地盤的正規化加速度反應譜來看，地盤越軟弱，引致的地震力越大。

本項目之地盤分類為依目前耐震設計規範來區分。 

工址震區加速度係數 

震區之劃分及對應之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Z)是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來

決定。 

地下室面積比， ar  

建築物的地下室面積如果較大，地震時承受之土壤壓力較小，結構體也比較

不會發生差異沉陷之破壞。建築面積係地面以上建築物的投影面積。 

基礎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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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若為基腳，且基腳間無繫梁，基腳較易發生土壤承載力不足之破壞或基

腳結構體之破壞。基腳間若有繫梁，或採用筏基或樁基時，則因連成一體，基礎

傳遞之力量可透過繫梁或地梁加以分配，安全性較高。 

基地土壤承載力 

基礎下的土壤承載力不佳時，地震時比較容易產生土壤承載力不足之破壞，

以及結構體因差異沉陷過大產生之破壞。 

梁之跨深比，b 

梁之跨深比為梁之淨跨與有效梁深的比值，此值越大，發生彎矩降伏的機會

較大，結構體較具韌性，此值越小，發生剪力降伏的可能性增加，結構體因較不

具韌性，耐震能力較差。 

柱之高深比，a 

柱之高深比為柱之淨高與沿地震力方向之柱深的比值，此值越大，發生彎矩

降伏的機會較大，結構體較具韌性，此值越小，發生剪力降伏的可能性增加，結

構體因較不具韌性，耐震能力較差。 

牆量指標 

建築物若具剪力牆、構架間填滿之非結構 RC 牆或磚牆，則其可承擔一部份

之地震力，則構架發生的一些不良破壞模式對耐震能力的影響就沒有那麼大。 

窗台、氣窗造成短柱嚴重性 

窗台或氣窗若緊貼柱邊，會造成短柱。除會吸收較大之地震力外，其破壞模

式也可能由彎矩破壞轉變為剪力破壞，使耐震能力降低。 

磚牆造成短梁嚴重性 

短梁在地震時會引致較高之剪力，因此可能會發生較不具韌性之剪力破壞，

降低了建築物之耐震能力。 

軟弱層顯著性 

建築物的一樓常因使用之需要，二樓以上的非結構 RC 牆或磚牆沒有下到一

樓，致使一樓之極限層剪力強度降低。地震來襲時，一樓會先產生塑鉸，其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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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盡後，建築物就發生軟弱層破壞，其對應之耐震能力低。 

平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力之構材如左右、前後對稱，則建築物之質心與勁度中心通

常不致有太大之偏心。若建築物之質心與勁度中心有較大之偏心，則地震時會引

致較大之扭矩，增加損壞的可能性。 

立面對稱性 

結構物若在立面上有顯著之退縮或勁度變化，則地震時將產生不易掌握的動

力行為，影響結構物的耐震安全。 

變形程度 

結構體若有基礎的差異沉陷，則可能會傾斜，而構材若強度不足，也會產生

較大之變形。此些因素都會降低結構體的耐震能力。 

裂縫銹蝕滲水等嚴重性 

鋼筋混凝土構材若具有裂縫，代表混凝土品質不良或強度不足，鋼筋銹蝕也

會降低構材之強度，此些因素都會影響結構物的耐震安全。 

屋齡 yr(年) 

屋齡較大的建築物，其構材老化的程度較嚴重，耐震能力因此也較低。 

屋頂加建程度 

屋頂若加建原設計不包含之加建物，由於加建物具有重量，且又位於最高的

屋頂，地震時產生的地震力比設於其他樓層更大，對結構物的耐震能力具相當之

影響。 

表 2.1 建築物耐震評估表格 

項

次 項目 配分 評估內容 權

數 

危

險

度

評

分 

1 設計年度 4 
□63 年 2 月以前(1.0) □63 年 2 月~71 年 6
月(0.75) □71年 6 月~78 年 5 月(0.5) □78年
5 月~86 六年 5 月(0.25) □86年 5 月以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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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盤種類 5 
□台北盆地 (1.0) □ 第三類 (0.8) □ 第二類

(0.4) □第一類( 0) 
  

3 
工址震區加

速度係數 5 (Z－0.18)/0.15；其中 Z：震區加速度係數 
  

4 
地下室面積

比，ra  
5 

0≦(1.5-ra)/1.5≦1.0；ra：地下室面積與建

築面積之比 
  

5 基礎型式 5 
□基腳(無繫梁) (1.0) □基腳(有繫梁) (0.5) □
樁基或筏基(0) 

  

6 
基地土壤承

載力 4 0<(10-b)/8<1.0 
  

7 
梁 之 跨 深

比，b 6 0<(6-a)/4<1.0 
  

8 
柱 之 高 深

比，a 6 □極差(1.0) □不良(0.67) □尚可(0.33) □良好
(0)  

  

9 牆量指標 8 □極差(1.0) □不良(0.67) □尚可(0.33) □良好

(0) 
  

10 
窗台、氣窗造

成短柱嚴重

性 
8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11 
磚牆造成短

梁嚴重性 6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12 
軟弱層顯著

性 8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13 平面對稱性 6 □差(1.0) □尚可(0.5) □良(0)   
14 立面對稱性 4 □差(1.0) □尚可(0.5) □良(0)   
15 變形程度 4 □大(1.0) □中(0.67) □小(0.33) □無(0)   

16 
裂縫銹蝕滲

水等程度 8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17 屋齡，yr(年)  3 yr /50≦1.0    

18 
屋頂加建程

度 5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分數總計  100   

評估結果 □確有疑慮(D>60) □有疑慮(30<D<60) 
□尚無疑慮(D<30)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8】 

2.簡單計算耐震能力評估法 

此方法為由蔡益超教授所提出，針對影響耐震能力最重要的八項因素(蔡益

超，1999)，經簡單計算而得崩塌地表加速度，此八個因素為:規範最小設計水平

總橫力、梁破壞模式、柱圍束箍筋、柱高深比、建築物具非結構牆之修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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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剪力牆之修正、平面與立面對稱性、結構體現有缺陷評估。此八個因素的影

響係數以 iF 表示，則建築物之耐震能力 ca 為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Z乘以 1F 至 8F 係

數值。 

1 2 3 4 5 6 7 8( )ca Z g F F F F F F F F=  (2.4) 

3.學校建築快速耐震診斷法  

此一耐震診斷法由郭欣怡及許茂雄教授所提出(郭欣怡及許茂雄教授，

2000)，共提供 3 種不同層次之耐震診斷法，其中一次診斷與二次診斷是三次診斷

逐步簡化結果： 

一次診斷法為壁量比與柱量比的計算，將診斷學校一樓的壁量比與柱量比繪

於圖上，即可知道該建築物大約擁有的崩塌地表加速度。 

二次診斷法為實用耐震診斷公式，將診斷學校樓層的磚牆、RC 牆、一般柱、

長柱與總樓地板面積代入公式中，即可計算得該建築物擁有的崩塌地表加速度。 

三次診斷為靜態推垮曲線法，根據垂直構材實際尺寸、配筋與材料強度，先

得到單一構材的水平位移與水平載重之非線性曲線，在假設建築物為剪力屋架的

條件下，以位移控制累加各垂直構材之非線性曲線而得到整棟建築物診斷樓層之

靜態推垮曲線，再依據工址正規化水平加速度係數C、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uF 與建築物重量W ，就可求得崩塌地表加速度。 

4. 一樓層剪力之簡易耐震評估法 

一般建築物之耐震能力可以一樓柱與牆能否抵抗地震時產生之水平力判

別。因此，根據一樓之極限層剪力可概略估計該建築物之耐震能力，惟極限剪力

之計算相當複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經過合理之簡化(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2000)。簡易耐震評估法係推求建築物一樓之極限強度以及對應之韌性容量，

此方法主以初步評估現有學校建築之耐震能力，將耐震能力不足之校舍進行初步

篩選，作為詳細評估之首要建築物。計算方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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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柱之剪力計算 

由於柱之破壞可能為剪切破壞，也可能為撓曲破壞，所以須先比較單根柱之

降伏剪力及柱兩端產生之塑鉸時對應之剪力，來求得柱降伏時所能提供之層剪力

( colV )為多少，其計算式可表示為: 

colV min(2 / )y n yM L V=  ，  (2.5) 

其中 y c sV V V= + 為柱之剪力強度， cV 為混凝土所提供之剪力強度， sV 為鋼

筋所提供之剪力強度。 yM 為柱之降伏彎矩，可依下式估算: 

0.8 0.5 (1 / ( ' ))y s y c gM A f d Pd P f A= + −  (2.6) 

nL 為柱之淨高(如圖 2.2)， P 為靜載重加考慮活載重所造成柱之軸力。求得

單根柱之強度後，仍需知道其韌性為何才可進行其耐震能力之評估，於此韌性之

計算方法為，若為剪力降伏則取其韌性 colR =1.0，若為彎矩降伏則依其塑鉸區之

箍筋量來決定其韌性，其計算公式為。 

colR 1.0 2.0   < 3.0α= +  (2.7) 

sh provide sh code(A ) /(A )α =  (2.8) 

對 矩 形 柱 而 言 ， sh code(A ) 為 規 範 規 定 之 箍 筋 總 斷 面 積 ，

sh code sh1 sh2(A ) =Max[A  A ]， ，而 sh1A 、 sh2A 分別如下: 

sh1
'A 0.3 1g c

c
c yh

A fah
A f

 
= − 

 
 (2.9) 

sh2
'A 0.09 c

c
yh

fah
f

=  
(2.10) 

由於一根柱全長的箍筋並不一定完全相同，所以計算 yV 及 colR 中所用之 shA

可能有不同。以上之計算為假設柱頂及柱底皆產生塑鉸之情況計算單根柱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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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層剪力，此計算方法並不考量與柱連接梁是否會先產生降伏之情況，所以可能

高估單根柱所提供之層剪力，但本方法為進行建築物初步評估之工作，目的在將

耐震能力嚴重不足建築物挑選出來，因此只考慮柱降伏之狀態應屬合理。 

(2) 單一磚牆破壞所提供之層剪力 

由於學校建築中常充填磚牆作為教室間隔之用途，磚牆本身所能提供之層剪

力及相對應之韌性為: 

bw bwV  = V  (2.11) 

bwR  = 1.0  (2.12) 

式中 swV 為磚牆之破壞強度，其計算之方法於此依據許茂雄教授(許茂雄，

1999)所建議進行計算，另由於磚牆破壞多屬脆性破壞，故取其韌性 bwR 為 1.0。 

(3) 單一 RC 牆破壞所提供之層剪力 

由於學校建築中常充填 RC 非結構牆作為教室隔間之用途，磚牆本身所能提

供之層剪力及相對應之韌性為 

0.53 'sw c cv n y cvV f A f Aρ= +  (2.13) 

 

swR  = 1.5  (2.14) 

式中 nρ 為與剪力方向垂直之平面上剪力鋼筋比， cvA 為平行剪力方向之長度

乘以腹版厚所得之混凝土斷面積，若 RC 非結構牆的配筋無法得知，保守既可取

0.002 計算，另由於 RC 非結構牆並未經過設計，且品質不確定性較高，故取其韌

性 swR 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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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向力

Ln

Ln

Vy
Vw

My

My

My

My

Vcol = min(2My/Ln , Vy )  

 
圖 2.2 簡易評估法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5】 

 

(4) 一樓之層剪力 

一樓之層剪力為將所有牆及柱提供之層剪力求和而得 

tot col bw swV V V V= + +∑ ∑ ∑  (2.15) 

上式之計算為假設地震時所有柱及牆皆未能發揮其所有強度，故其一定高估

建築物之層剪力，所以建築物若於此計算方式下若還未能達到其耐震需求，則代

表此建築物卻有耐震上之疑慮。 

(5) 平均韌性之計算 

col col bw bw sw sw
av

tot

V R V R V R
R

V
+ +

= ∑ ∑ ∑  (2.16) 

此平均韌性之計算方法採用蔡益超教授所提詳細評估法中計算韌性之方

法。由於地震時結構之韌性不宜用盡以確保結構之穩定，所以依耐震設計規範將

容許韌性取為平均韌性之一半，即 

1.0 ( 1.0) / 2.0a avR R= + −  (2.17) 

 (6) 偏心扭矩效應 

若建築物具有平面之不規則性，擇其一樓之層剪力需用係數 tF 加以折減， tF

由評估者依據經驗及結構型態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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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u t tot tV F V F=  (2.18) 

依據相關對於校舍建築有關扭矩效應之研究發現，校舍建築之扭矩效應對建

築物之耐震能力影響並不顯著，其對應之 tF 值約在 0.96~0.98 左右。 

(7) 建築物能承受之地表加速度為 

u uV FZ
WIC

=  (2.19) 

上式中C 即 uF 計算時採用割線勁度對應之週期值( sT )。 

2s e aT T R= ×  (2.20) 

eT : 為彈性週期， 0.750.07e nT h= 或 0.750.05e nT h= 。 

aR : 為容許韌性， 1 ( 1) / 2a avR R= + − 。 

5. NCREE 校舍初步評估表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根據日本建築防災協會制定之耐震診斷基準，並與國

內實際學校建築情況與實驗結果，擬定出適合於學校建築之初步耐震能力評估表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2003)，如表 2.2 所示。 

此方法與前述之「一樓層剪力之簡易耐震評估法」相似，以 RC 柱、RC 牆

與磚牆三種構件之極限剪力強度評估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不同處為此方法係以現

場量測各構件之斷面積與單位面積極限強度相乘積，即為一樓層之極限剪力強

度，再配合韌性容量與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可得「基本耐震性能」之評分。

除此之外，根據校舍之平立面圖與其他修正因子之總和即為「整體調整因子」，

將其兩者相乘即可得校舍之「耐震指標」分數。 

國震中心根據地震回歸期 475 年發生時之狀況，進而擬定耐震指標分數。低

於 80 分者，表示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不足，將有嚴重損壞之疑慮；若指標分數介

於 80 與 100 者，表示具耐震能力不足之疑慮；如分數高於 100 分者，則無耐震

安全上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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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假設建築物之破壞於底層，並且假設混凝土抗壓強度 '
cf 為 160 

kgf/cm2
yf，鋼筋之降伏強度 為 2800 kgf/cm2，二樓以上至屋頂之單位面積載重皆

為 900 kgf/m2

根據以上假設，可以下式計算校舍基本耐震性能 E： 

。 

∑ ×
∑+∑+∑+∑=

codef

RCWCBWBW

ZA
AAAAE

10
)855.0( 34  (2.21) 

其中， 

∑ 4BWA ： 一樓磚牆總斷面積(四面圍束)，單位cm  2 

∑ 3BWA ： 一樓磚牆總斷面積(三面圍束)，單位cm  2 

∑ CA ： 一樓RC柱總斷面積，單位cm  2 

∑ RCWA ： 一樓RC牆總斷面積，單位cm  2 

fA ： 二樓以上樓地板總面積，單位cm  2 

codeZ ： 現行耐震規範之震區係數  

由前述求得基本耐震性能E，尚須根據調整因子將其修正。調查因子共有六

項，分別為：(1)平面及立面對稱性q1，(2)軟弱層顯著性q2，(3)裂縫銹蝕滲水程

度q3，(4)變形程度q4，(5)平面耐震性q5，(6)短柱嚴重性q6

654321 qqqqqqQ ×××××=

等，並且定義整體調

整因子Q為六項調整因子之乘積如下式 

 (2.22) 

因此，可定義耐震指標Is

QEIs ×=

為基本耐震性能與調整因子之乘積如下式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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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非典型校舍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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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之擬定 
 

第一節 前言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建築研究所研究報告『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法

及推廣』(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999)中，主要係提出一套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法及

其程式，但在第二章也研擬一份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即為蔡益超教授所擬定之

初步評估表，如表 2.1 所示。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主要是評估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的強度與韌性，當強度與韌

性用盡而即將崩塌時，求出其對應的地表加速度，即所謂的耐震能力 CA 。初步

評估表的研擬也應該是針對強度、韌性來評估，其結果才可能與詳細評估法具有

較高的相關性。然而『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法及推廣』報告所提的初

步評估表屬於定性部分，尚缺乏定量評估，因此本章將修正定性分析與新增定量

分析，使初步評估表可同時包含定量與定性更具客觀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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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本研究擬定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係針對影響耐震能力

最重要的因素研擬而成。如附錄八所示，共分五大表單：「壹、建築物基本資料」，

「貳、建築物平立面圖」，「參、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肆、定量評估」，

「伍、現況照片」等。 

一、建築物基本資料表 

此表項係紀錄建物名稱、建物編號、評估者、評估日期、建物地址、設計年

度、建物高度、用途係數、系統韌性容量 R、地上樓層以及地下樓層等，如附錄

八所示。此表紀錄之資訊可供後續表單-「參、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與「肆、

定量評估」所使用。 

二、建築物平立面圖表 

受評估之建築物應檢附該建築物之平立面圖，如無平立面圖說，評估者應根

據專業判別繪製並附於表中。藉此可了解實際建築物之梁柱及牆配置，並可供

「參、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與「肆、定量評估」所使用。 

三、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本表共有 19 個項目，根據工址環境、結構系統、結構細部、結構現況與定

量分析分為五個區塊，以及額外評估項目。其中，與工址環境有關者計有 4 項，

與結構系統有關者計有 7 項，與結構細部有關者計有 4 項，與結構現況有關者計

有 3 項以及定量分析單獨 1 項。各項目並依其重要性給予不同的配分，配分之總

和為 100 分。各項目根據評估內容，就可以決定權重，將權重與配分相乘，可得

該項目之評分，19 個項目的評分相加得分數總計，最後經由專業建築師或技師根

據現場狀況給予額外增減分。 

分數若大於 50 分，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確有疑慮，若介於 25 分至 50

分之間，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有疑慮，若低於 25 分，則表示該建築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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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能力尚無疑慮。 

為更清楚瞭解各項評估之意義，並令評估者評估該項目時有較統一的標準，

茲將表中各項目詳加說明如下: 

1. 工址環境 

〔項次 B101〕是否為第一類活動斷層近域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開始實施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凡於第一類

活動斷層近域的鄉、鎮、市、區，其設計地震力之計算，因需考慮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因此設計地震力會比非活動斷層近域者為高，第一類活動斷層近域的

鄉、鎮、市、區可由規範中查到。 

〔項次 B102〕地盤類別 

從各類地盤的正規化加速度反應譜來看，地盤越軟弱，引致之地震力越大，

因此軟弱地盤上之建物破壞的可能性增高。 

〔項次 B103〕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D
SS  

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D
SS 係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來

決定，並且震區係以鄉、鎮、市等行政區為劃分單位，根據 50 年使用期限內 10%

超越機率之均布危害度分析訂定，地震回歸期為 475 年。 D
SS 越大，表示地震危

害度越高。 

〔項次 B104〕液化潛能 

地震時若基地土壤發生液化，對建築物之耐震能力確實有影響。就詳細評估

的層面而言，可採用折減後的土壤參數進行分析，自然會影響分析所得之耐震能

力。可依據當地縣市政府所提供之液化潛能區相關資料來做評估，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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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台北市平原地區液化潛能圖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48】 

2. 結構系統 

〔項次 B205〕基礎型式 

基礎若為基腳，且基腳間無繫梁，基腳較易發生土壤承載力不足之破壞或基

腳結構體之破壞。基腳間若有繫梁，或採用筏基或樁基時，則因連成一體，基礎

傳遞之力量可透過繫梁或地梁加以分配，安全性較高，如圖 3.2 所示。 

      
 

(a) 基腳(無繫梁) (b) 基腳(有繫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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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 柱 基礎蓋版

中空或填土 基礎底版

G.L

土壤反力

載重

 

G.L

載重

樁底之承

基樁

樁
身
摩
擦
力

載重

 

(c) 筏基 (d) 樁基 

圖 3.2 基礎型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項次B206〕地下室面積比，r

建築物的地下室面積如果較大，地震時承受之土壤壓力較小，結構體也比較

不會發生差異沉陷之破壞。建築面積係地面以上建築物的投影面積。 

a 

〔項次 B207〕平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力之構材如左右、前後對稱，則勁度中心與質量中心通常不

致有太大的偏心。如有些構材配置不對稱，勁度中心與質量中心可能有很大的偏

心量，地震時易產生較大的扭矩反應，增加構材的內力與損壞的可能性。 

評估時可依據規範平面不規則的種類與定義判斷，給予適當的權重。 

〔項次 B208〕立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力的構材如果在立面上連續，勁度沒有太大的變化，則其地

震時的動態反應較易掌握。結構物若有顯著的退縮，或例如剪力牆到一半高度中

止，均易造成結構立面上勁度過大的變化，地震時將產生不易掌握動態反應，影

響結構物的耐震安全。 

評估時可參照規範對立面不規則性的種類與定義，給予適當的權重。 

〔項次 B209〕梁之跨深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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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跨深比為梁之淨跨度與有效梁深的比值，其值越大，發生彎矩降伏的機

會越大，結構體韌性越佳。比值 b 越小，發生剪力破壞的可能性增加，結構物因

此較不具韌性，耐震能力較差。根據鋼筋混凝土耐震設計之特別規定，具韌性梁

之淨跨度不得小於四倍有效梁深。 

依評估內容所提供的權重公式來計算，當 b 值大於等於 8.0 時，其權重為 0，

當 b 值小於或等於 3.0 時，其權重為 1.0，其間則以內差計算。 

〔項次 B210〕柱之跨深比 c 

柱之高深比為柱之淨高與沿地震剪力方向之柱深的比值，此值越大，發生彎

矩降伏的機會越大，結構體越具韌性。比值 c 越小，發生剪力破壞的可能性增加，

結構因此較不具韌性，耐震能力也較差。 

依評估內容提供的計算權重公式來計算，當 c 值大於等於 6.0 時，其權重為

0，當 c 值小於或等於 2.0 時，其權重為 1.0。 

〔項次 B211〕軟弱層顯著性 

建築物的一樓常因開放空間或作為商業用途使用，二樓以上的非結構 RC 牆

或磚牆，沒有下到一樓，致使一樓之極限層剪力強度較低。地震來襲時，一樓會

先產生塑鉸，其韌性用盡後，建築物就會發生弱層破壞，其對應的耐震能力通常

很低，如圖 3.3 所示。 

弱層也不一定發生在一樓，因此若有某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明顯低於其相鄰

樓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就要估計其低多少的嚴重性來進行評估。評估時非結構

RC 牆與磚牆之分布亦需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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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軟弱層無顯著 (b) 軟弱層顯著 

圖 3.3 軟弱層破壞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3. 結構細部 

〔項次 B312〕塑鉸區箍筋細部(由設計年度評估) 

結構物是靠強度與韌性來抵抗地震，韌性對耐震能力尤為重要。因此混凝土

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之耐震設計特別規定嚴格規定塑鉸區之圍束箍筋配置，希望

增加塑鉸區之曲率韌性、極限塑鉸轉角來達到增加結構物韌性容量的目的。 

梁端、柱端、剪力牆的邊界構材以及梁柱接頭等處，都是規範注意的重點，

要根據箍筋用量、鋼筋細部等方面來評估其達到規範要求的程度。然因初評時箍

筋細部不易知曉，而規範之規定係隨時間漸趨完備，故以設計年度來評估此項目。 

〔項次 B313〕窗台、氣窗造成短柱嚴重性 

窗台若緊貼柱邊，會造成短柱，如圖 3.4 所示。除了吸收較大的地震力外，

其破壞模式也可能由彎矩破壞轉變為韌性較差的剪力破壞，使得耐震能力降低。 

牆體兩側有柱，若上邊開氣窗會產生短柱，容易產生剪力破壞，也會降低耐

震安全。 

評估時要看此種短柱現象是否很普遍，或僅有少數幾個地方，來決定其嚴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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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無短柱效應 (b) 短柱效應 

圖 3.4 短柱效應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項次 B314〕牆體造成短梁嚴重性 

有時為了留走道，致使隔間非結構牆並未填滿構架的兩柱之間，而留有短梁

的現象，如圖 3.5 所示。短梁在地震時會引致較高的剪力，但彎矩不大，因此會

發生較不具韌性的剪力破壞，降低了建築物的耐震能力。 

評估時要看此種短梁現象是否很普遍，或僅有少數幾個地方，來決定其嚴重

性。 

  

(a) 無短梁效應 (b) 短梁效應 

圖 3.5 短梁效應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項次 B315〕加建程度 

此處所指之加建物，係指原設計不包括的一些加建物。由於加建物具有重

量，如加建物位於最高的屋頂，地震時產生的地震力比設於其他樓層更大，對於

結構物的耐震安全具有相當的影響。評估時係以加建物的多少與位置來決定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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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構現況 

〔項次 B416〕柱之損害程度 

鋼筋混凝土柱因外在損壞會影響構材所能承受的強度，譬如混凝土保護層剝

落、混凝土粉刷層脫落，雖主筋未挫屈，箍筋未脫開或斷裂，但將影響結構安全，

如表 3.1 與圖 3.6 所示。 

表 3.1 柱之損害程度 

柱之損害度分類 

柱之損害度 損害內容 

無受損(無) 無任何裂縫損傷。 

輕度破壞(低) 用肉眼即可看到其裂縫(裂縫寬度<0.2mm)。 

中度破壞(中) 
雖有較大之裂縫，但混凝土僅保護層脫落(裂縫寬

度 0.2mm以上)。 

嚴重破壞(高) 
保護層脫落範圍度大，部分箍筋脫開或斷裂，主筋

可能挫屈。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49】 

 

   

(a) 輕度破壞 (b) 中度破壞 (c) 嚴重破壞 

圖 3.6 柱之損害程度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49、本研究製作】 

 

〔項次 B417〕牆之損害程度 

鋼筋混凝土牆因外在損壞會引起構材所能承受的強度，譬如混凝土保護層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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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混凝土粉刷層脫落，雖主筋未挫屈，箍筋未脫開或斷裂，但將影響結構安全，

如表 3.2 與圖 3.7 所示。 

表 3.2 牆之損害程度 

牆之損害度分類 

牆之損害度 損害內容 

無受損(無) 無任何裂縫損傷。 

輕度破壞(低) 用肉眼即可看到其水平向裂縫(裂縫寬度<0.3mm)。 

中度破壞(中) 
水平向裂縫多且延伸至柱，有斜向裂縫，但未見牆

內主筋(裂縫寬度 0.3mm以上)。 

嚴重破壞(高) 
有大量之斜向裂縫，可見牆內主筋但未拉斷，邊柱

之保護層脫落。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49】 

 

   

(a) 輕度破壞 (b) 中度破壞 (c) 嚴重破壞 

圖 3.7 牆之損害程度 

【資料來源：參考書目 49、本研究製作】 

〔項次 B418〕裂縫鏽蝕滲水等程度 

鋼筋混凝土構材如因劣化或強度不足，就會產生許多裂縫。裂縫產生後，水

氣易滲入，表面的鋼筋較易產生銹蝕，連帶也會降低構材的強度，並產生較大的

變形。評估時係以此些現象的嚴重性來決定權重。 

5. 定量分析 

〔項次 B519〕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一般建築物之耐震能力可以一樓柱與牆之強度與韌性能否抵抗地震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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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平力與變形判別。因此，根據一樓之極限層剪力強度可概略估計該建築物之

降伏地表加速度。其次再以估計出之之韌性容量，就可初步評估現有建築物之耐

震能力 CA 。將建築物耐震能力 CA 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訂定之 50 年使用

期限內 10%超越機率，即地震回歸期為 475 年之耐震需求 475A 比較，就可知道耐

震能力不足或具餘裕之程度。評估時之權重如式 (3.1) 所示計算，當

01475 .)AI/(Ac ≥× 時，表示符合現行耐震設計規範，給予權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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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額外評估項目 

此項目係根據現場專業人員辨別，給予建築物增減分，加分最高配分為 8 分，

減分最高配分為 5 分，分述如下： 

額外增分： 

〔項次 1〕分期興建或工程品質有疑慮 

分期興建的建築物，其界面通常處理得不夠理想，且先期設計時可能未能妥

善設計後期興建的情況或後期設計時沒有再檢核先期結構體的安全性，均會影響

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另外在工程品質上，若品管嚴重缺失，必然會影響建物之耐

震能力。 

〔項次 2〕曾經受災害者，如土石流、火災、震災、人為破壞等 

建築物一旦遭到天然災害或者是人為破壞等，所引起的破壞若超過建物構材

所能承受的強度，則會造成結構及系統性上的永久損壞。即便災害發生後進行補

強措施，建築物也比較容易產生老化或劣化而失去強度及其耐震能力。 

〔項次 3〕使用用途由低活載重改為高活載重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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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指為建築物改變使用用途，改變後之活載重大於原使用之活載重，如

此，沒有地震時構材內力變大，而地震來襲時較易進入降伏狀態，而使降伏地表

加速度變低。若改變後之用途為倉庫、書庫或具活動隔間者，部分活載重也會產

生地震力，致使耐震能力降低。當然變更使用用途如有增加靜載重者，產生的地

震力會增加，進而降低耐震能力。 

〔項次 4〕傾斜程度 

結構體若有基礎的差異沉陷，則可能會傾斜，而構材若強度不足，也會產生

較大變形導致傾斜。這些因素都會降低結構體的耐震能力。 

額外減分： 

〔項次 1〕使用用途由高活載重改為低活載重使用者 

此項指為建築物改變使用用途，改變後之活載重小於原使用之活載重。此時

耐震能力會增加，原因如改變後之活載重大於原使用之活載重將降低耐震能力相

同。 

四、定量評估表 

定量評估首先計算一樓柱、RC牆與磚牆剪力強度得一樓極限層剪力強度與降

伏地表加速度，再計算一樓加權平均韌性容量，最後得建築物之耐震能力Ac

1. 柱之極限剪力強度

，其

各項計算分述如下： 

coliV  

一樓柱之極限剪力強度計算係以柱頂與柱底極限彎矩和除以柱淨高而得，如

圖 3.8 所示為梁柱構架系統，當柱鄰近之左右兩側梁發生極限彎矩強度，其對應

之彎矩為 bLM 與 bRM 。本研究假設為雙筋梁計算，並且假設梁配筋位置與尺寸表

示如圖 3.9 所示。如兩側梁配筋不同，可採分別計算強度。 

Step1： 假設中性軸 x 

b
'

cb,c xBf.C 1850 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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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力平衡 

Cc,b+Cs,b-Ts,b (3.5) ≒0 

Step3： 如不成立返回 Step1 並增量中性軸 x 重新計算。 

Step4： 如成立即獲得中性軸x，進而求得混凝土壓力Cc,b、受壓鋼筋之力量

Cs,b、底層受拉鋼筋力Ts,b

對拉力鋼筋

。 

b,sA 位置取彎矩平衡，即以下式計算 

)dd(C)ad(CorMM '
bbb,sbb,cbRbL −+−=

2
 (3.6) 

其中， b,cC 為梁混凝土壓力， '
cf 為混凝土抗壓強度， yf 為主筋降伏強度， 1β

為壓應力分布等值矩形塊高度與最外圍受壓纖維至中性軸距離之比值， x為中性

軸至梁受壓側最外圍距離， bB 為梁之寬度， bH 為梁之深度； b,sC 為梁受壓鋼筋之

力量， '
b,sA 為梁壓力鋼筋總面積， '

b,sε 為梁壓力鋼筋之應變； b,sT 為梁底層受拉鋼

筋力， b,sA 為梁底層受拉鋼筋總面積， b,sε 為梁底層受拉鋼筋之應變。 

考量上下柱高之反曲點特性，並取自由體圖力平衡(圖 3.8)可得下式 

)4.05.0( 12 bbRbL HhhVMM ++=+  (3.7) 

其中， 1h 為一樓柱淨高， 2h 為二樓柱淨高，Hb

因此，假設強柱弱梁特性以下式可求得柱頂彎矩

為梁深。 

bCTM ,   

b

bRbL
bCT Hhh

MMhM
++

+
=

12
1, 4.05.0

4.0  (3.8) 

假設強梁弱柱之柱頂彎矩 cCTM , 與柱底彎矩 CBM 相同(忽略柱子本身自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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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彎矩可由該柱之軸力推求。本研究假設建築物二樓以上總重量為一樓之柱與

RC 承重牆均勻承受，因此柱軸力可由下式求得 

icol
RCicol

ni AA
WP ,

,

A×
Σ+Σ

=  (3.9) 

其中， 

W ：二樓以上總重量 

icolA , ：一樓之單柱斷面積 

RCA ：一樓之 RC 牆斷面積 

為使評估速度較快速與簡易，本研究假設柱配筋位置與尺寸表示如圖 3.10

所示。如實際配置為 10 根，可將其換算為柱的鋼筋比 cρ ，以此方式輸入本研究

開發之電子表單，程式將自動等值成 8 根，使用者無需自行逐一輸入鋼筋，希冀

達到方便與快速計算之功能。本研究根據柱軸力計算彎矩強度步驟如下： 

Step1： 假設中性軸 x 

Ccc xBfC 1
'85.0 β=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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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C 為柱混凝土壓力， CB 為柱之寬度， cH 為柱之深度； sC 為柱受壓鋼

筋之力量， '
sA 為柱壓力鋼筋總面積(本研究假設 3 根主筋)， '

sε 為柱壓力鋼筋之應

變； 1sT 為柱中間層受拉鋼筋力， 1sA 為柱中間層受拉鋼筋總面積(本研究假設 2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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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筋)， 1sε 為柱中間層受拉鋼筋之應變； 2sT 為柱底層受拉鋼筋力， 2sA 為柱底層

受拉鋼筋總面積(本研究假設 3 根主筋)， 2sε 為柱底層受拉鋼筋之應變。 

Step2： 與柱軸力Pni

P

力平衡 

ni≒Cc+Cs-Ts1-T (3.14) s2 

Step3： 如不成立返回 Step1 並增量中性軸 x 重新計算。 

Step4： 如成立即獲得中性軸 x，進而求得混凝土壓力 cC 、受壓鋼筋之力量

sC 、中間層受拉鋼筋力 1sT 、底層受拉鋼筋力 2sT 。 

對拉力鋼筋 2sA 位置取彎矩平衡，即以下式計算強梁弱柱之柱頂彎矩 cCTM , 與

柱底彎矩 CBM 。其中， ''d 為塑性中心與拉力筋之距離，由於本研究配筋假設對稱，

因此塑性中心即為斷面正中間。 

}
)

2
()()

2
(

{ ''
1

'1

, d
P

HdTddCsxdC
PMM

ni

c
sc

niCBcCT −














 −−−+−
×==

β

 (3.15) 

由 bCTM , 與 cCTM , 兩者取小值，即可得知柱頂彎矩屬何種破壞控制，因此柱頂

彎矩可由下式決定 

],min[ ,, cCTbCTCT MMM =  (3.16) 

計算得柱頂與柱底彎矩後，可由下式計算柱底撓曲破壞之極限剪力強度

colimV , 。 

1
, h

MMV CBCT
colim

+
=  (3.17) 

然而，上式所計算之剪力強度係為柱撓曲行為控制。柱之剪力破壞所產生之

剪力強度 suiV 可由下式計算 

SdfAdBfV yvvccsui /53.0 ' +=  (3.18) 

其中， vA 為沿柱橫向之總斷面積， yvf 為箍筋剪力強度， S 為箍筋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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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下式取兩者最小之剪力強度，即為柱極限剪力強度 coliV  

),min( , suicolimcoli VVV =  (3.19) 

 

h1

MbL MbR

h2

V

V

0.5h2

0.4h1

MCB

MCT

反曲點

反曲點

 
圖 3.8 梁柱結構之力平衡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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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梁假設配筋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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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Hc

Hc/2

d’

0.003

x

 

圖 3.10 柱假設配筋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2. 牆之極限剪力強度 

RC 牆之極限剪力強度 swiV 參考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與解說(內政部，2011)之

計算如下： 

bbytcswi WTffV )53.0( ' ρ+=  (3.20) 

其中 tρ 為橫向鋼筋比， bT 為牆厚， bW 為長度。 

本研究只考量四面圍束磚牆之水平剪力強度，參考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評估

手冊之水平剪力強度 bwiV 可依下列公式計算： 

當 ( )tan /b bH Wθ ≥ ： 

0 45τ= × × + ×( . )bwi b b f b mbtV T W H f  (3.21) 

當 ( )tan /b bH Wθ < ： 

1 1 0 45 0 45 2τ α ′= × × + × + − × +[ ( ) ( . . ) / ]bwi b b f mbt b mbt btV T W H f H H f f  (3.22) 

上式中， 1 tanbH W θ= ， min( , )b b bH H W′ = ， 338.0)(0797.1 mcmbt ff =  

bcbt ff 22.0= ， Nmcmcf ff στ )0005047.0654.0()(0337.0 885.0 ++=   

bW  ：內砌磚牆單元之淨寬度。 

bH  ：內砌磚牆單元之淨高度。 

bT  ：磚牆厚度。 

α   ：強度修正係數，建議取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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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磚牆臨界破裂角。 

3. 構件破壞順序 

當地震來臨時，建築物係由柱、RC牆與磚牆共同抵抗，惟三者破壞順序不同，

不太可能同時達到構件極限強度與韌性。因此，本研究探討RC牆(j=1)、磚牆(j=2)

與柱(j=3)等構件各自強度與韌性充分發揮時，對應其餘構材之強度與韌性折減係

數。計算建築物一層極限剪力強度Vu j

V

時，應給於適當折減如下式 

uj= CvcjΣVcoli×Nci + CvsjΣVswi×Nswi + CvbjΣVbwi×Nbwi (3.23)  ；j=1~3 

其中，Nci為實際柱子數量、Nswi為RC牆體數量、Nbwi為磚牆數量、Cvcj為柱

之水平剪力強度折減係數、Cvsj為RC牆之水平剪力強度折減係數、Cvbj

加權平均韌性容量經乘上各自對應係數可表示如下 

為磚牆之

水平剪力強度折減係數。 

bwibwivbjswiswivsjcicolivcj

bwibwivbjbwRbjswiswivsjswRsjcicolivcjcolRcj
j NVCNVCNVC

NVCRCNVCRCNVCRC
R

×∑×+×∑×+∑ ××

×∑××+×∑××+∑ ×××
=

)()()(*

；

j=1~3 
(3.24) 

其中，CRcj為柱之韌性折減係數、CRsj為RC牆之韌性折減係數、CRbj

colR

為磚牆之

韌性折減係數。係數 、 swR 及 bwR 與設計年度有關，建議如表 3.3 所示。 

本研究研擬柱構件為一構架型式，如圖 3.11 所示。柱斷面為 50cm×50cm，

保護層為 3cm，主筋為 8-#7，箍筋為#3@25cm，梁寬度為 40cm，深度為 50cm。

RC 牆之高度為 270cm，寬度為 550cm，厚度為 15cm，其配筋量 0018.0=ρ 。磚

牆高度與寬度與 RC 牆相同，厚度為 1B 磚厚，假設為二順一丁砌法。各構材之

材料參數皆相同，混凝土抗壓強度 2' /160 cmkgffc = ，主筋與箍筋強度

2/2800 cmkgfff yvy == ，砂漿塊抗壓強度 2/100 cmkgffmc = ，紅磚之單軸抗壓強

度 2/150 cmkgffbc = 。 

由上述構建模型並經由 SERCB 分析結果如圖 3.12 所示，縱座標為各構件除

自身最大水平剪強度將其正規化，橫座標以水平位移除柱淨高度 270cm 為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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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中，RC 牆與磚牆曲線終止點為強度衰減至 0.85，構架降伏點為最大強度

之 0.6 倍。根據各構件之強度與韌性充分發揮時，對應各項係數之擬定方法如下： 

(1) 當 RC 牆充分發揮強度與韌性時(j=1) 

圖 3.12 顯示，當RC牆韌性充分發揮時，強度為 0.85；磚牆韌性比發揮其韌

性容量的 45%，水平剪力強度為 0.95；構架韌性比發揮其韌性容量的 35%，水平

剪力強度為 0.65。因此，可將其訂定Cvc1為 0.65、CRc1為 0.35、Cvs1為 0.85、CRs1

為 1.0、Cvb1為 0.95、CRb1

(2) 當磚牆充分發揮強度與韌性時(j=2) 

為 0.45 共六個係數。 

圖 3.12 顯示，當磚牆韌性充分發揮時，強度為 0.85；RC牆韌性比發揮其韌

性容量的 0%，水平剪力強度為 0；構架韌性比發揮其韌性容量的 70%，水平剪

力強度為 0.95。因此，可將其訂定Cvc2為 0.95、CRc2為 0.7、Cvs2為 0、CRs2為 0、

Cvb2為 0.85、CRb2

(3) 當構架充分發揮強度與韌性時(j=3) 

為 1.0 共六個係數。 

圖 3.12 顯示，當構架韌性充分發揮時，強度為 1.0；RC牆韌性比發揮其韌性

容量的 0%，水平剪力強度為 0；磚牆韌性比發揮其韌性容量的 0%，水平剪力強

度為 0。因此，可將其訂定Cvc3為 1.0、CRc3為 1.0、Cvs3為 0、CRs3為 0、Cvb3為 0、

CRb3

經由上述即可擬定出計算建築物一層極限剪力強度V

為 0 共六個係數。 

uj

表 3.4

與加權平均韌性容量

各自之係數如 所示。 

表 3.3 colR 、 swR 及 bwR 之建議表 

設計年度 colR  swR  bwR  

63 年 2 月以前 3.2 2.0 3.0 

63 年 2 月至 71 年 6 月 3.6 2.0 3.0 

71 年 6 月至 86 年 5 月 4.0 2.0 3.0 

86 年 5 月以後 4.8 2.0 3.0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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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Cvcj、CRcj、Cvsj、CRsj、Cvbj與CRbj

j 
之建議表 

1 2 3 

V
C

coi 
0.65 vcj 0.95 1 

C 0.35 Rcj 0.70 1 

V
C

swi 
0.85 vsj 0 0 

C 1 Rsj 0 0 

V
C

bwi 
0.95 vbj 0.85 0 

C 0.45 Rbj 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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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柱構架平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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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側推分析無因次化結果(RC 牆與磚牆終止點皆為 0.85 的強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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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2011，內政部)計算可得其設計地震力

100V ，考慮新設計建築物之極限剪力強度為 yu α4.1V)(V 100100 ×= 。受評估建築物之

降伏地表加速度Ay j，因受建築物中之構件破壞順序不同，故分別以下式計算Ayj

uu

uj
yj F

IA
)V(

V
A 475

100

=

。 

；j=1~3 (3.25) 

其中，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可由週期與韌性容量 R 計算得 uF ，

此 uF 與 j 無關。 475A 為地震回歸期為 475 年之水平地表加速度，根據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及解說 DSSA 4.0475 = 。 

由下式計算獲得 *
ajR ，並且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獲得 *

ujF ： 










−
+

−
+

=

 )(
0.2

)1(
1

  )(
5.1

)1(
1

R
*

*

*

台北盆地

一般工址

j

j

aj R

R

；j=1~3 (3.26) 

建築物具構架與 RC 牆時，RC 牆主要靠強度抵抗地震，至 RC 牆壞掉後，靠

構架強度與韌性抵抗地震，如果後者的 cA 較大，其耐震能力為後者主導。如果

RC 牆主導的 cA 較大，則 RC 牆壞掉後，構架能抵抗的 cA 較小，表示 RC 牆壞掉

後，構架也跟隨壞掉，故 cA 以 RC 牆主導。最後計算建築物耐震能力 cA 應取大值，

如下式計算 

]3~1;max[ * == jFAA ujyjc  (3.27) 

式中 *
ujF 由(3.24)與(3.26)式求得 *

ajR 後依規範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uF 之

公式計算之。 

五、現況照片表 

經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初步評估時，應將其現況照片附於表格中，並且拍攝

時儘量顯現其特徵。除此之外，應簡述說明此建築物特徵點，藉此便於未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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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與歸檔。表格共擬定 7 個項次於現場可拍攝附於表格，其為(1)B208 為立面

對稱性；(2)B313 為窗台、氣窗造成短柱嚴重性；(3)B314 為牆體造成短梁嚴重性；

(4)B315 為加建程度；(5)B416 為柱之損害程度；(6)B417 為牆之損害程度；(7)B418

為裂縫銹蝕滲水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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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例分析 

第一節 前言 
 本研究以兩個公有建築物案例進行耐震能力初步評估，透過定性與定量兩者

進而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結果，如結果顯示有疑慮即進入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根

據 SERCB 手冊建議之構件非線性理論，設定建築物各梁、柱與牆構件的塑鉸性

質，進行側推分析，最後可獲得結構物耐震能力，再與初步評估結果相互比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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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有建築物 A 

一、案例說明及簡介 

本案例在民國 66 年時興建完成，其結構形式為地上 4 層以及局部地下 1 層

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地下室基礎為筏式基礎，一樓基礎為獨立基腳加連樑，

樓梯間側牆為四邊圍束磚牆，其餘為磚牆開孔或窗台磚牆，樓層高度為 3.4m、跨

度為 3.9m，平立面圖如圖 4.1、圖 4.2。 

二、結構資料 

本例採用之材料強度參數如下： 

1. 混凝土抗壓強度： 'cf =170 kgf/cm

2. 主筋降伏強度：

2 

yf =2,800 kgf/cm

3. 箍筋降伏強度：

2 

yf =2,800 kgf/cm

4. 水泥砂漿抗壓強度：

2
 

mcf =100 kgf/cm

5. 紅磚抗壓強度：

2 

bcf =150 kgf/cm

構材尺寸摘要如下所示： 

2 

 

圖 4.1 公有建築物 A 立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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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公有建築物 A 平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三、公有建築物 A 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本研究針對公有建築物 A 做為案例，進行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根據本研究之

第三章第二節進行評估。表 4.1 顯示公有建築物 A 之耐震能力評分為 40.118 分，

其結果係為該建築物之耐震能力”有疑慮”。其中，定性部分共為 20.86 分，定量

為 19.258 分，額外評估為 0 分，其中，詳細定量評估之計算詳如附錄六所示。有

鑑於此，應針對公有建築物 A 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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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公有建築 A 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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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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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模型建立 

由上述所示，公有建築物 A 在本研究擬定之初步評估表進行耐震能力評估為

有疑慮(表 4.1)，須進入詳細評估確認其結構物耐震能力。 

如圖 4.3 所示之 3D 模型，本分析案例不考慮地下室結構、基礎與土壤互制

作用等，並假設梁柱接點為完全剛性接合，樓地板構件則使用 ETABS 內建板殼

元素模擬。其中，窗台矮牆與隔間牆均設置等值斜撐於受壓側，緊鄰窗台矮牆之

窗台柱則以矮牆牆高為基準，細分窗台柱為上下兩部分，如圖 4.4 所示。透過

SERCB 分析，可得有效最大加速度與位移關係如圖 4.5 所示，其 gAc 180.0= 。

鑑於建築物座落於臺北一區，475 年地震回歸期之需求為 0.24 g，因此公有建築

物 A 確實耐震能力不足，亦顯示本研究擬定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確

實有效篩選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 

 

 
圖 4.3 ETABS 模擬之公有建築物 A 結構立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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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 立面圖 Y-Z 立面圖 

圖 4.4 ETABS 模擬之公有建築物 A 結構正視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4.5 公有建築物 A 之結構物耐震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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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有建築物 B 

一、案例說明及簡介 

本案例在民國 74 年時興建完成，平面建築物形狀為梯形，其結構系統為地

上 4 層以及局部地下 1 層之鋼筋混凝土梁柱架構、磚牆隔間，地下室基礎及一樓

基礎皆為獨立基腳加連梁，樓層高度為 3.2m，平立面圖如圖 4.6 與圖 4.7 所示。 

二、結構資料 

本例採用之材料強度參數如下： 

1. 混凝土抗壓強度： 'cf =187 kgf/cm

2. 主筋降伏強度：

2 

yf =2,800 kgf/cm

3. 箍筋降伏強度：

2 

yf =2,800 kgf/cm

4. 水泥砂漿抗壓強度：

2
 

mcf =100 kgf/cm

5. 紅磚抗壓強度：

2 

bcf =150 kgf/cm

構材尺寸摘要如下所示： 

2 

 

圖 4.6 公有建築物 B 立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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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公有建築物 B 平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三、公有建築物 B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本研究根據研究成果，針對公有建築物 B 做為案例，進行耐震能力初步評

估，根據本研究之第三章第二節進行評估。表 4.2 顯示公有建築物 B 之耐震能力

評分為 43.86 分，其結果係為該建築物之耐震能力”有疑慮”。其中，定性部分共

為 15.45 分，定量為 23.41 分，額外評估為 5 分。其中，詳細定量評估之計算方

法同公有建築 A。有鑑於此，應針對公有建築物 B 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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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公有建築 B 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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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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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模型建立 

由上述所示，公有建築物 B 在本研究擬定之初步評估表進行耐震能力評估係

有疑慮(表 4.2)，須進入詳細評估確認其結構物耐震能力。 

如圖 4.8 所示之 3D 模型，本分析案例不考慮地下室結構、基礎與土壤互制

作用等，並假設梁柱接點為完全剛性接合，樓地板構件則使用 ETABS 內建板殼

元素模擬。其中，窗台矮牆與隔間牆均設置等值斜撐於受壓側，緊鄰窗台矮牆之

窗台柱則以矮牆牆高為基準，細分窗台柱為上下兩部分，如圖 4.9 所示。透過

SERCB 分析，可得有效最大加速度與位移關係如圖 4.10 所示，其 gAc 182.0= 。

根據建築物所在地區以及地盤總類，475 年地震回歸期之需求為 0.264 g，因此公

有建築物 B 確實耐震能力不足，亦顯示本研究擬定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

法，確實有效篩選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 

 

圖 4.8 ETABS 模擬之公有建築物 B 結構立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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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 立面圖 Y-Z 立面圖 

圖 4.9 ETABS 模擬之公有建築物 B 結構正視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4.10 公有建築物 B 之結構物耐震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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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經蒐集國內外相關初步或快速評估研究報告等，發現國內從 921 地震

過後至今已有相當之研究成果，不論在學理或工程上都有相當大的貢獻。經整理

可大致將初評表分為定性、定量與兩者結合等。國內最早由蔡益超教授針對評估

對象進行耐震評估之初步篩選，針對影響耐震能力之主要因素研擬，進而提出之

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結合大量統計分析與

RC 理論進而將校舍耐震能力定量化，並參考蔡益超教授之定性給予額外調整因

子進而擬定耐震指標。茲將研究成果做以下結論： 

1. 本研究擬定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係針對影響耐震能力

最重要的因素研擬而成。表單共分五大項目：「壹、建築物基本資料」，「貳、

建築物平立面圖」，「參、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肆、定量評估」，「伍、

現況照片」等，藉此分門別類可使工程師系統化作業。 

2. 本研究根據蔡益超教授擬定之定性評估項目，再以 RC 理論與國內「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為理論基礎擬定定量評估流程。 

3. 本研究以兩個案例進行耐震能力初步應用評估，兩案例評估結果皆顯示耐震

能力有疑慮，需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同時應用詳細評估程式 SERCB 擬

定之塑性鉸進而側推分析，結果顯示耐震能力皆不足。由此可見，本研究研

擬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與詳細評估法結果原則相符，可有效篩選耐震能

力不足之建築物。 

4. 本研究針對詳細評估程式(SERCB)操作進行增修，包含構件補強理論分析與

程式操作等。 

5. 本研究執行期間，分別於高雄、臺中與臺北舉辦共三場講習會，共有 423 人

報名參與，藉此回饋使用者經驗，解說程式相關疑問。研究成果普遍獲得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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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立即可行建議：舉辦研討會，將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法與

SERCB(含補強模組)推廣至業界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目前本研究建立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法，主要目的係能快速篩

選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進行詳細評估，根據目前研究已可反映目的。 

然而，電腦定量分析程式係根據 RC 理論與國內「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

說」撰寫，以及補強模組係基於 SERCB 開發，因此在分析的參數輸入與操作上

頗為複雜，想要了解其操作重點與各參數輸入之意義，除閱讀書面報告資料外，

最好透過研討會，經研究團隊之講解，可以較快熟悉此套程式之功能與運作。 

 

建議二 

中、長期建議：開發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平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本研究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法中之「定量評估」須根據鋼筋混凝土理論進行迭

代分析與計算，並藉由分析結果與耐震設計規範需求推估初步耐震能力。為使實

際執行結構物初步耐震能力評估得以快速、即時且易於操作，後續需針對PSERCB

程式加以擴充，期能提升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之效率與準確性。 

除此之外，建立雲端應用的建築物初步評估資訊管理平台，匯整電腦定量分

析程式所建立之評估資訊，協助建築物管理單位進一步管理或評估需要進行詳細

評估之優選排序，以達更有效管理建築物安全之目的，透過初步評估平台，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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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管理各區/單位所進行之初步評估結果及基本資料，未來可透過巨量資料處理技

術，提供防災型都市更新等相關政策擬訂或推廣之參考。 

 

建議三 

中、長期建議：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之收費制度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根據專家座談彙整建議，本研究研擬之初步評估方法較現行方法提升不少準

確度與可靠度。針對特定地區為數龐大的老舊建築物進行評估，有效篩選建築物

耐震能力不足之情況，作為都市防災政策規劃或後續詳細評估之參考。使用者只

需填寫一些基本資料即以定性與定量方式，迅速完成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

業。 

本研究成果推廣至業界時，工程師需量測梁、柱與牆體尺寸、以及一樓與二

樓淨柱高，使得作業量較以往略為增加，因此需審視目前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費

用之合理性，檢討現行收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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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初審簡報專家審查意見與答覆 
評選委員發言單及廠商回應一覽表 

項次 評選意見 廠商回應 

1 

ETABS 模 型 檔 有 時 候 轉 匯 出

SERCB 輸入檔，斷面性質匯不出，

請問是否有結構特殊條件限制。 

目前本程式僅支援矩型斷面及圓

型斷面，若使用者於結構模擬上有

誤，就會造成程式無法讀取之錯

誤。 

2 
建議提供執行範例供使用者參考。 此次研究會提出更詳細的範例供

參考。 

3 

剪力強度請考量構件梁柱實際配

筋量之影響，端點與中央段配筋量

一併列入計算強度。 

在之前研究中，已有蒐集國內外相

關實驗資料，並未有重大破壞。若

有特別案例，本程式亦可提供相關

塑鉸設定以供參考。 

4 

初步評估建議仍以定量為準，蔡教

授之初步評估定性轉定量化處

理，兩者合併之取捨請多考量，另

外短柱、極短柱之效應請加重權重

評比要素。 

本研究會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

議，將相關考量納入初步評估中。 

5 
網站解說即時回復部分，建議加

強。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6 專家座談建議擴大舉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7 

請補充創意及回饋。 本研究會納入國外較廣為應用的

性能設計法，並於未來可建立自動

化初評系統，透過 GPS 與地理資訊

系統便可得知該建物之耐震能力。 

8 

範例宜說明各參數之合理使用數

據，以避免誤用。 
關於分析各參數，大部分為使用者

自行定義來施作，此部分是屬於工

程師應有之觀念，非程式強制規定

要求。 

9 

是否只適用於低矮形，抑或各種型

態宜說明清楚。 
目前本程式並無樓層數限制，先前

研討會議有邀請業界工程師針對

平立面不規則使用本程式進行演

講。 

10 

材料強度在老舊建築物中如可折

減，應予建議，以符合需求。 
目前有遇到老劣化之建物，通常建

議縮小其斷面再進行分析，若拆減

鋼筋強度可能造成韌性增加之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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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 研 究 將 完 成 一 份 詳 細 介 紹

SERCB 程式之手冊，為了讓手冊

完成後可為更多使用者接受，更易

操作，建議專家座談會選擇適當時

間召開，廣納各方意見做為手冊編

纂重要參考。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12 

本研究詳評部分已執行多年，成果

亦為外界所肯定。惟請研究團隊能

明確提出本年度未來研究成果與

往年之差異性，以及可能之創意與

亮點。 

本年度將會以性能設計法及性能

檢核為主，此為目前世界皆在推行

之方法，除此之外，初步評估的部

分，如定義好表格後，未來將可朝

向系統化。 

13 

請研究團隊先確立本研究另一成

果應為快速評估法或是初步評估

法，並據以執行下去。另簡報內容

多提及地震中心與學校建築之資

訊，故建議應先釐清未來成果與地

震中心的差異，以及可能的創意與

亮點。 

本研究團隊建議應為初步評估

法，先初步評估後再進行詳細評

估。國震中心目前所提供多為一般

民眾參考之用，而本研究執行將針

對專業人員評估使用擬定表格，進

而瞭解建築耐震能力，並希望在未

來可以將其系統化。 

14 

簡易評估尤其著重在防災型都市

更新之應用，宜掌握都市更新及其

在劃分重改建，非在針對各案建築

之評估分類，並應掌握都市更新作

業人力、專業人力需要及過去作業

方式。並要儘速提出，密集召開專

家諮詢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在期

中前即能提出定案版本。如有達到

技術需要及應用性，本所將提送本

部認可送營建署，成為各縣市政府

評估參考，並應整理本所資料納入

評估作業。 

期中將會擬定初步評估表，並於期

中前辦理多次專家座談，納入專家

意見。 

15 

本詳評程式及研究以往績效良

好，但到底有多少使用者，及國內

已有多少幢(棟)建築物、多少面積

採用，其量化效益如何，宜收集整

理，以展現亮點及業務科技中綱計

畫績效。 

目前校舍多採用 NCREE，惟最近

有關醫院、政府機關建築多採用

SERCB，而未來希望可透過政府公

權力蒐集與統計建立整個系統。 

16 
目前公開之簡易、初評、詳評的特

性、差異宜予表達。 
執行過程中，將收集國內外文獻，

並納入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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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與答覆 
一、時 間：103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 點： 本所簡報室 

三、主持人：陳組長建忠             記錄：黃郁絜 

四、出席人員審查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案： 

簡副處長裕榮： 

1. 評估方式需配合行政系統，且需劃分整建或重建。 

2. 簡化初步評估表格。 

 

林教授炳昌： 

1. 期中報告第 10 頁，日本地震受害建築物應應危險程度的檢定手冊內容應

該為震後危險建物的緊急評估法，並不適用於本計畫內容。 

2. 初步評估法之定性分析，其 R 值的評斷標準應該需要較多的案例資料佐

證之合理性。若與定量分析結果不同，如何抉擇。 

3. 定量分析主要依據構材之強度估算，若採用國震中心校舍資料，應評估

對於較新、較高建物是否合宜。且氯離子含量之耐久性影響，並未包含

在內。 

4. 第 32 頁式(3.1)有誤，請修正。 

 

洪副教授盟峰： 

1. 請補充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之各大項配分之理由，另外，每細項

本身有配分亦有權重，可能產生混淆，亦請補充說明。 

2. 書面報告將”建築物傾斜程度”列入額外增分，但口頭報告並無列入，請

說明。 

 

曹教授文琥： 

1. 簡報第 66 頁主筋降伏強度比箍筋降伏強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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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告書第 49 頁至第 52 頁出現橋柱，是否書寫錯誤。 

鍾協理俊宏： 

1. 期中研究成果豐碩可行，符合實務應用需求。 

2.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可於現況進行資料庫建立，建議研擬整體資料庫

及建物調整可行性。 

3. 老舊建物多數無圖說可查詢，請斟酌定量分析之可行性與影響。 

4. 各項目配分權重略做說明，並徵詢各公會及專家學者意見。 

 

蔡理事長仁捷： 

1. 都更重建、整建、維護部分，針對未滿 30 年建築物而需重建時，應建立

簡易評估程式。 

2. 針對鋼筋混凝土初步評估外，應再考量其他加強磚造、輕鋼架(廠房)等

之簡易評估方式(程式)。 

 

廖建築師慧明： 

1. 日本耐震診斷法分 3 階段評估，1 診：圖書資料可簡算其柱量與含牆量，

並計算出 SI 值。2 診：計算各層柱之極限強度並計算短柱效應與剪力牆

的極限剪力進而算出 SI 值，一般比 1 診小。3 診：柱之兩端應為韌性梁

或用韌性立體剛構分析而得之 SI 值(一般最小)。因此，神戶大地震後，

日本高層 RC 建築開始用非線性動力分析方法求 SI 值。 

 

內政部營建署張國瑋： 

1. 實務上，老舊建築物平立面圖取得不易，如何進入 PSERCB 程式。 

2. 違建部分，如何將柱、梁、牆、載重及花台等參數填入程式。 

 

陳組長建忠： 

1. 都市更新的建築物，常見的並非學校建築，而是以住宅為主，是否增列

評估案例。 

2. 都更如何運用本簡易評估表宜乎多著墨操作及判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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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單位回應： 

1. 本研究研擬之初評表主要填寫資料為建築物各構件尺寸，提供予工程師

根據專業判斷填入，其中主筋部分需填入鋼筋比，箍筋則須箍筋號數及

間距。 

2. 目前初評表填寫資料不多，不需耗費時間填寫，並且皆由程式自動計算，

無需耗費人力計算時間。因此，半天兩人完成一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係為可行。 

3. 本研究初期為蒐集建築物現地調查所需項目。因此，參考本報告書第 10

頁日本文獻，本研究將更進一步審視，若較無與本研究相關將於期末報

告刪除。 

4. 本研究目前針對經國震調查之校舍進行案例分析，係因為此案例具有現

地實驗資料，可先行驗證詳細評估結果，再給予簡化進而驗證本研究之

初步評估方法。未來將針對社區中心房屋建築及公有建築物進行初步與

詳細評估分析，以驗證本初評表配分權重之合理性。 

5. 本研究初步評估表各項調查因子之配分，係根據文獻進而擬定，其各項

配分考量因素，將彙整於期末報告。 

6. 本研究案例分析之材料參數係根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進行之現地

實驗報告，現地實驗之主筋降伏強度確實比箍筋降伏強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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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與答覆 
一、時 間：10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 點： 本所簡報室 

三、主持人：陳組長建忠             記錄：張曉婷 

四、出席人員審查意見（依姓氏筆畫順序）： 

（一）「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案： 

林教授炳昌： 

3. 初步評估表需知悉梁、柱尺寸及鋼筋量資料，若缺乏鋼筋量資訊，應如

何處理。 

4. 簡報第 24 頁中Rcol值以設計年度之標準設定，但台灣地區於民國 84 年以

前，柱箍筋 90°彎鉤、無繫筋及圍束區箍筋量不足之問題，其值似乎偏

高，此設定值Rcol

 

=4.0、3.6、3.2 是否能發生理想的韌性值，另外評估時

應如何彌補上述之缺失可能。 

邱教授昌平： 

5. 適用範圍宜明敘為僅用於”既有”RC 建築物(不含加強磚造)之定量耐

震能力初步評估法，不宜採用於震後已震損之危險建築物之快速評估法。 

6. 研究內容主要係完成初步評估法之表格(單)，分為五大項目及其各項之

填寫或計算，以兩建築物為例說明，另外使用 App 與 Web Service 加強

操作手冊之內容，成果良好。 

7. 初步評估表是否適用於高樓層建築物，宜探討並說明之。 

 

洪副教授盟峰： 

3. 開發程式能支援 ETABS、MIDAS 及其新版本，且開發 APP 可以行動裝

置執行，予以肯定。 

4. 簡報第 21 頁中，在評估表內，有關”定性”部份，額外增分中第四項「傾

斜程度以 1/200為嚴重」，似乎未表達完整，是否有不同傾斜程度予以配

分(0~8分)，宜做精確之定義。同樣「由低活載重改為高活載重使用者」

之配分是否與變更使用載重百分比做適當配分，額外減分部份亦須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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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陳組長建忠： 

3. 在都市更新階段的耐震部份，名稱是快速、簡易還是初步評估，請深入

探討分析，另外在都市更新階段所需注意或操作之項次予以文字化。 

 

蔡理事長仁捷： 

5. 本研究對都更地區建築物耐震能力分級有很好的評估量化價值，但本

研究宜有章節明確敘述在都市更新各階段操作、計算方式及判斷標準。 

 

薛組長強： 

3. 國內針對既有建築物實施耐震評估已行之有年，既有初步評估也已有數

種不同評估方法，據悉計有方法與詳評結果經資料庫比較，有 80%以上

的可靠度，本評估法能否有類似數據，以顯示改用此法之必要性。 

4. 評估方法的各項參數權重如何訂定，請補充說明。 

5. 實例分析以 SERCB 詳評結果做比較基準，國震中心已有需多相關資料

可使用，是否可納入參考。 

6. 請補充建議方法之流程圖，以方便使用者應用時瞭解特殊情況應如何因

應，例如:無鋼筋資料或不足時。 

7. 研究成果豐富，值得肯定。 

 

鍾協理俊宏： 

1. 研究成果豐碩且合理可行，值得嘉許。 

2. 多數低矮之加強磚造建築，若只考量四面圍束之磚牆是否偏保守 

3. 老舊建物多數無圖說可查詢，請斟酌定量分析之可行性與影響。 

4. 各項目配分權重略做說明，並徵詢各公會及專家學者意見。 

 

 



附錄三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與答覆 

71 

 

研究單位回應： 

7. 本研究為使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更加準確，定量評估希冀工程師填

入梁柱鋼筋量，如無法獲得結構設計圖說，建議根據設計年度對應之設

計規範與工程師經驗給予填入，儘量以鋼筋探測儀器於現場進行掃描，

獲得鋼筋量進而填入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單中。 

8. 根據案例 A 與 B 進行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成果顯示，本研究由位移韌性 R

值計算而得之地震力強度折減 Fu 結果合理，未來可藉由更多分析案例回

饋至本研究之韌性位移。 

9. 實際建築物除四面圍束還有窗台磚牆、三邊圍束等情況，如皆全面考量

使得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更加複雜與更多作業時間，因此本研究研擬之耐

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單目前僅考慮四面圍束偏磚牆，可獲得較偏保守之耐

震初評結果。 

10. 老舊建築物如無法獲得結構設計圖說，可於現場採用手繪製平立面圖，

此部分有助工程師判別建築物平立面之對稱性以及軟弱層顯著性。 

11. 未來研究可根據若干個案例進行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分析，擬

定出各項目最佳配分權重比例關係等，令初步評估表能反應結構物之實

際情況。 

12. 未來研究針對各項定性評估可進行更精確之定量化研擬，使得工程師進

行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時可有所遵循。 

13. 本研究主要研擬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與表單，都市更新所需考

量之面向相當廣泛，希冀未來研究針對都市更新各階段操作、計算方式

及判斷基準研擬一套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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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內部會議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3 年度協同研究計畫 
建築先進技術創新開發與推廣應用計畫 

第 1 案-鋼筋混凝土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內部會議 

開會時間：103 年 04 月 03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3 樓討論室(一) 
主持人：陳組長建忠                                 記錄:邱毅宗 
專家學者建議事項: 
謝助理研究員宗興: 
1. 初擬表格中所需計算之參數暫時皆為假設，未來是否可根據專業人員於現場

之判斷進行修改? 
2. 如果說現場專業人員無法判別牆之種類時，是否可自動歸類為最弱之種類，

藉此較保守計算? 
 
盧副研究員珽瑞: 
1. 表格應用於未來時，應需要採用上課認證方式，進而訓練與教導專業人員使

用。 
2. 未來應用是否可依據建築物使用區別分類(如商業區、住宅區等)，於評估時

是否會有差異? 
 
 
意見回覆: 
1. 表格計算之假設條件，均可由現場專業人員判別進而修改與計算。 
2. 計算所需之判別，均交由專業人員於現場執行，亦可透過研討會或上課方式

進而認證。 
3. 此表格主要評估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成果，皆以設計與建造完成後之建築物

進而評估，與商業區或住宅區分類較無關聯。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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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專家座談會審查意見與答覆 

第 1 次專家座談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3 年度協同研究計畫 

建築先進技術創新開發與推廣應用計畫 
第 1 案-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第 1 次專家座談會 
開會時間：103 年 04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3 樓討論室(一) 
主持人：宋教授裕祺 
專家出席人員: (依照姓名筆劃排序) 
石副研究員榮豐、江理事長世雄、林副研究員祺皓、 
高建築師豐順、陳建築師鵬欽、蔡理事長榮根 
會議記錄:黃郁絜 
 
專家建議事項: (依照姓名筆劃排序) 
石副研究員榮豐: 
1. 目前評估方法或評估表是否能對各別之地震情境做分析? 
 
江理事長世雄: 

1. 一般規範假設之基本震動週期為
3
40.07 nh 是用於無牆的純構架系統，但一般結

構評估皆有牆的作用，因此在邏輯上會有點小矛盾。 
2. 現況於結構分項增建部分是滿嚴重，但目前評估表對結構增建部分是如何考

量，若無考量應在評分表項目中增加結構增建。 
3. 目前老舊建築鑑定多為海砂屋，碰到氯離子的情況滿多，其裂損現象不一定

會馬上顯現，但氯離子對於結構會造成一些負面效應，因此評分表是否應該

反映此問題。 
4. 若結構對於地震作用下兩個方向反應不清楚，是否兩方向皆要分析? 
5. 未來此詳評表是否會納入都更評分表中? 
 
林副研究員祺皓: 
1. 計算一樓極限剪應力的係數值是否再確認檢核，因目前計算結果有過高的情

況。 
2. 評估表可能不是專業人員填寫，因此房屋類別是否再詳細一點，例如按照房

屋興建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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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築師豐順: 
1. 關於結構增建部分需做強度評估，例如屋頂增建部分可能實際上是有使用，

因此評估分數比重需提高會比較恰當，但有時增建是做雨披擋雨，此時評估

分數比重可以降低。 
2. 結構物是否遭受氯離子侵襲，可由保護層剝落或鋼筋鏽蝕來判斷，因此評估

表項目對氯離子評估需做詳細。 
3. 電子化表單是否考慮雙螢幕，因在操作上會比較容易。 
 
陳建築師鵬欽: 
1. 評估表已考慮量化部分，但比重是否重新斟酌，例如:結構系統的比重是否調

高。 
2. 若結構無圖說，而將混凝土抗壓強度假設為 160 是否偏高，一般既有結構物

的混凝土抗壓強度多為 100 左右，因此評估表之混凝土抗壓強度假設是否重

新斟酌。 
3. 建築物基本資料須納入結構構造，且建築物之高寬比及長寬比亦須納入。 
4. 目前存在許多磚照造建築，因此評分表於磚造結構是否也適用。 
 
蔡理事長榮根: 
1. 原本初評表評分方式在於定量及定性各佔 50 分，單看結構系統優劣是在定

性裡面判別，但結構系統不好，地震來臨時結構破壞機率是滿高，而定量是

看柱牆之面積大小，當結構系統不好時，在評分表內所佔的比例就降低，所

以應該將結構系統所佔之比例提高，會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2. 對於結構牆量較多時混凝土抗壓強度可以用 160kgf/cm2，但以往既有結構所

作鑽心試驗後公有建築或校舍所得的混凝土強度一般大於 150kgf/cm2

 

的很

少。 

意見回覆: 
1. 建築物會要求填寫其基本尺寸。 
2. 若時間允許，關於 PSERCB 雙螢幕功能本研究團隊將納入考量。 
3. 混凝土抗壓強度不一定要用 160kgf/cm2

4. 關於結構增建部分，已納入評估表內。 

，本研究所開發之PSERCB可依其建

築物之混凝土抗壓強度做修改。 

5. 結構系統之分數比重，經本次專家座談之委員意見將進行修改。 
6. 初評表對氯離子評估是無直接關係，若是氯離子社區則須儘快做都更。 
7. 依照結構對地震作用下，哪一方向反應較弱者做分析，如無法直接判別則兩

向建議皆進行評估。 
8. 目前評估表之基本振動週期皆，係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之規定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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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未來於評估表將會增寫各項目之說明，以利使用者清楚明瞭。 
10. 目前評估表優先考量 RC 構造。 
11. 關於計算一樓極限剪應力的係數值還會再確認檢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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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專家座談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3 年度協同研究計畫 

建築先進技術創新開發與推廣應用計畫 
第 1 案-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第 2 次專家座談會 
開會時間：103 年 06 月 13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3 樓簡報室 
主持人：宋教授裕祺 
專家出席人員: (依照姓名筆劃排序) 
石榮豐 副研究員、柯鎮洋 總經理、洪啟德 理事長、婁光銘 理事長、 
藍朝卿 理事長、黃沛永 建築師、陳鵬欽 建築師。 
會議記錄:黃郁絜 
專家建議事項： 
石副研究員榮豐： 
1. 研究團隊開發軟體未來是否能提供防災型都更研究案中，舉辦說明會調查名

眾對防災型都更意願之輔助工具嗎？ 
2. 目前評估表中，是否考量山腳斷層。 
 
柯總經理鎮洋： 
1. 簡報第 17 頁建築物基本資料中，結構物位於不同縣市，且一棟建築物樓層

數不同，在 PSERCB 內如何填寫，才不會造成混亂? 
2. 簡報第 20 頁於額外增分中，水災應該改寫成土石流會比較好。 
3. 簡報第 21 頁邊柱分為三種，如何區分?且中間柱亦分為三種，如何區分? 
 
婁理事長光銘： 
1. 整棟建築於工址或地盤種類權重方面，建築物的損壞與近斷層帶較相關? 
2. 高窗、氣窗或短柱部分，分為高中低及無，應如何區隔並確實反映真實情況?

是否有明確量化之標準? 
3. 於定量評估表中，建築物重量假設為 1 噸，此部分是否讓評估者依據建築物

現況填寫。 
 
藍理事長朝卿： 
1. 結構基礎型式運用在既有 RC 結構且為低矮樓，因設計年代久遠無設計圖存

在，對於建築有無繫梁之判別較為困難，大多只能用猜測得知。梁的跨深比

或柱的高深比定義如何?是否能將梁的跨深比和柱的高深比結合在一起? 
2. 建議結構重量可分為 5 層樓以下為一種重量，而 5 至 12 層樓為另一重量。 
3. 建議耐震評估表名稱更改為初步耐震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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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築師鵬欽： 
1. 建議定量評估表之結構重量，開放給予評分者根據用途不同填寫較好。 
2. 實務於初評對梁柱尺寸量測，常以隨機抽樣方式量測梁柱尺寸。 
3. 若運用 PSERCB 填寫評估表資料，需於現場將評估表填寫完畢嗎? 
 
洪理事長啟德： 
1. 老屋健檢傾斜超過二百分之一時，是否將其納入評分表中? 
 
黃建築師沛永： 
1. 是否提高短柱效應之權重? 
2. 評分表於額外增分項目中，低活載改為高活載部分，一般公部門的廳舍常改

為密集式檔案室，因此，於此部分是否依據其比例關係做加權，以利反映真

實情況。 
意見回覆： 
1. 今年十月底結案後，本研究團隊開發軟體透過建研所向營建署完成認證手

續，對相關單位推動此軟體會具有法定之依據。 
2. 目前中央地調所對山腳斷層歸類為第二類活動斷層。本研究擬定之評估表係

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之規定考慮第一類活動斷層。 
3. 邊柱及中間柱可依據不同尺寸再細分，邊柱通常單邊梁才會有影響，而中間

柱則應該再加左及右梁做區分。 
4. PSERCB 編碼會依據郵政區號編列，於 921 地震後採用過此編碼方式。 
5. 連棟部分我們還是以結構體為主做編碼。 
6. 評分表額外增分會將水災更改為土石流。 
7. 評估表將把建築物傾斜，列入額外增減分項目。 
8. 建築物於工址與地盤種類之權重相較下，地盤種類之權重較高，因地盤錯動

相當重要。 
9. 短柱、短梁部分會寫解說，使評分者了解，若需定量就較為困難，因此，需

藉由技師判別。 
10. 建築物重量會開放給評分者修改，PSERCB程式中預設 1tf/m2

11. 低活載重改為高活載重部分，面積比例之加權，需依據整體樓地板總面積比

例計算，若真的去做評估運算困難度會提高，因此，於評分表中才以 1 樓為

主。 

計算。 

12. 會將耐震評估表更正為初步耐震評估表。 
13. 目前 PSERCB 開發時，程式中含有暫存功能，因此不一定需於現場填寫完畢。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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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次專家座談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3 年度協同研究計畫 

建築先進技術創新開發與推廣應用計畫 
第 1 案-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第 3 次專家座談會 
開會時間：103 年 09 月 25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3 樓簡報室 
主持人：宋教授裕祺 
專家出席人員: (依照姓名筆劃排序) 
巫垂晃 監事、施義芳 理事長、洪迪光 建築師、曹文琥 教授、 
郭世榮 教授。 
會議記錄:黃郁絜 
專家建議事項： 

巫監事垂晃： 

1. 初評表之評估結果是否與目前現行耐震詳評之評估結果做比對，以作為驗證

之標準。 

2. 定量評估之配分達 50 分，其主要依據及合理性何在?新舊初評表之配分調整

(定性)原則何在? 

3. 初評表是否能應用於高模態之建築物? 

4. 初評表是否適用於各結構型態之建築物，例如加強磚造、鋼骨、木構造等，

若初評表能適用於各結構型態之建築物，則結構型態如何納入本表以評估其

安全性。 

5. 由於評估項目考慮甚多且嚴謹，因此，增加評估成本，建議將其評估費用由

6,000 元提高至 30,000 元以上。 

6. 對於結構有無配筋之評估方式是否予以區分。 

 

施理事長義芳： 

1. 本案初評表與既有評估表配分方式差異甚多，所增定量分析配分 50 分之訂定

考量為何? 

2. 新舊初評表分數標準有所差異，日後使用之依循如何?是否會有兩套標準? 

3. 本案輸入資料比以往多出許多，對業主經費負擔亦比以往較高，是否會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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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關係而無法被推動。 

4. 計畫完成後，建議與相關專業公會辦理講習會，以利推廣本初評表。 

 

郭教授世榮： 

1. 本初步評估表將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其研究成果值得肯定。 

2. 本計劃提出定量分析求得之 Ac 後，接著進行評分，但評分公式可否調整當

Ac ≤ 0.3IA475 條件下，設定權重為 1。 

 

曹教授文琥： 

3. 於簡報第 20 頁 RC 建築物快速耐震評估表中，項目 B104 液化潛能，在一般

情況是不容易填寫，需要有專業協助，而項目 B207、B208 對稱性判別結果可

能會因人而異。 

4. 整體工作在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研究，內容非常詳細，亦附帶額

外之 PSERCB 與 Web Service 開發，成果相當好，值得肯定。 

 

洪建築師迪光： 

1. 填寫表格時，如能預設係數值，對填寫資料有許多方便性，應朝此方向發展。 

2. PSERCB 採 Android 系統，若使用者為 IOS 系統，應如何處理? 

3. 圖面資料及實際施工於箍筋間距及保護層厚度會有差異，如何填寫較好。 

4. 評估表分數結果 R ≤ 25、25 < R ≤ 50、50 < R 三級制，因 25 < R ≤ 50 差距甚

大，三級制是否改為五級制。 

 

研究單位回應： 

1. 本團隊已考量輸入資料之可行性，且本初評表僅考慮 1 樓部分，因此，初評

表需填寫資料不算過多。 

2. 計畫完成後，我們希望與各相關專業公會辦理講習會，推廣 RC 建築物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表。 

3. 定量與定性目前配分先暫訂各半，未來會多做案例分析來調整其比例關係，

令此初評表之評估結果能反映結構物之實際情況。 

4. 計畫完成後，會將評估經費問題寫入建議事項，致使目前評估經費能有所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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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5. 定性部分需由技師填寫，而定量部分 PSERCB 會自動計算，因此可避免一些

人為因素使評估結果差異甚大。 

6. 關於配分權重問題，未來考量應用最佳化方式或案例分析，將配分權重調整

至最好之比例關係。 

7. 為因應快速評估結構物之耐震情況，因此，本評估表不適用於高模態之建築

物，但相當適用於柔弱底層之建築物。亦會於報告書內註記本評估表適用何

種建築物，以利使用者了解。 

8. 關於建築物配筋問題，若無結構物之設計圖，建議能依據建築物設計年代所

使用的鋼筋量 ρ值或使用鋼筋掃描器做檢測得知結構物配筋。 

9. 本團隊未來可考量針對具有短柱效應之構架進行案例分析，以了解其行為模

式為何，再與磚牆、RC 柱做比對，以利制訂結構物具有短柱效應時，應給予

多少配分權重，使初評表能更加精準。 

10. 將考量(Ac/0.IA475

11. 當初制訂評估結果 R 值之範圍為三級制，係使公家機關方便應用，若定義範

圍太多，怕公家機關編列預算時會難以應用。基本上 R 值超過 25 分，我們就

認定結構物有疑慮，需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 ≤0.25 時，設定權重為 1。 

12. 建築物若無結構設計圖，可依據規範之規定填寫保護層厚度。 

13. 本初評表主要應用於 RC 構造之建築物，因此，目前對於其他構造之建築物是

不適用，惟加強磚造亦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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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公有建築物 A 定量評估表分析 
(1) 強柱弱梁之柱頂彎矩強度計算 

a. 柱 C1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2 計算 

Step1 代入公式(3.2、3.3、3.4)，由力平衡方程式公式(3.5)，並求解可得中性軸 x 

xkgfxxBfC bRcbRc 625.070,32585.017085.085.0 1
'

, =××××== β  

)17085.0)4(120,6()211865.2()85.0)(6120(A '''
,, ×−

−
×÷×=−−=

x
xfdx

x
C cbRbRsbRs

 )46(120,6)211865.2()(6120
,, x

x
xd

x
AT bRbRsbRs −×÷×=−=  

cmxCCT bsbcbs 2985.190,,, =→∴=−−  

kgfC bRc 47.258,59, =∴ ； kgfC bRs 68.170,74, = ； kgfT bRs 14.429,133, =  

Step2 代入公式(3.6)，求出其柱對應之彎矩 bLM 與 bRM  

)()
2

( '
,, bRbRbRsbRbRcbR ddCadCM −+−=  

)446(68.170,74)
2

85.02985.1946(47.258,59 −+
×

−=  

kgf-cm036.028,355,5=  

Step3 代入公式(3.8)，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Hh.h.

MM
V

b

bRbL 74.218,17
502904029050

036.028,355,5
4050 12

=
+×+×

=
++

+
=  

tf-m.Vh.M bCT 19.973741074.218,172904040 5
1, =×××== −  

b. 柱 C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2、G3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49.161,30
502904029050

 084,690,111.084,690,111.
=

+×+×
+

=  

tf-m.M bCT  34.987321049.161,3029040 5
, =×××= −  

c. 柱 C3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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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7,218.74
502904029050

 045,355,028.   
=

+×+×
=  

tf-m.M bCT 19.9737410 17,218.74  29040 5
, =×××= −  

d. 柱 C4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3,987.07
502904029050

 144,349,980.   
=

+×+×
=  

tf-m.M bCT 16.2250110 13,987.07  29040 5
, =×××= −  

e. 柱 C4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G4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31,205.81
502904029050

 045,355,028. 144,349,980.
=

+×+×
+

=  

tf-m.M bCT 36.1987410 31,205.8129040 5
, =×××= −  

f. 柱 C5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4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2,870.66
502904029050

 974,002,773.
=

+×+×
=  

tf-m.M bCT  14.9299610 12,870.6629040 5
, =×××= −  

g. 柱 C6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5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1,724.07
502904029050

 503,646,185.
=

+×+×
=  

tf-m.M bCT  13.5999210 11,724.0729040 5
, =×××= −  

h. 柱 C7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5、G6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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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9,067.82
502904029050

144,349,980.084,690,111.
=

+×+×
+

=  

tf-m.M bCT  33.718671029,067.8229040 5
, =×××= −  

i. 柱 C8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6、G7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30,161.49
502904029050

084,690,111.084,690,111.
=

+×+×
+

=  

tf-m.M bCT  34.987321049.161,3029040 5
, =×××= −  

j. 柱 C9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7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1,724.07
502904029050

503,646,185.
=

+×+×
=  

tf-m.M bCT  13.599921011,724.0729040 5
, =×××= −  

k. 柱 C10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8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6,156.75
502904029050

445,024,750.
=

+×+×
=  

tf-m.M bCT  18.741831016,156.7529040 5
, =×××= −  

l. 柱 C11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8、G9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49.161,30
502904029050

084,690,111.084,690,111.
=

+×+×
+

=  

tf-m.M bCT  34.987321049.161,3029040 5
, =×××= −  

m. 柱 C1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9、G10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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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49.161,30
502904029050

084,690,111.084,690,111.
=

+×+×
+

=  

tf-m.M bCT  34.987321049.161,3029040 5
, =×××= −  

n. 柱 C1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9、B1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2,593.45
2)4050(2904029050

322,223,485.084,690,111.
=

÷++×+×
+

=  

tf-m.M bCT  26.208401022,593.4529040 5
, =×××= −  

o. 柱 C13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0、G11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49.161,30
502904029050

084,690,111.084,690,111.
=

+×+×
+

=  

tf-m.M bCT  34.987321049.161,3029040 5
, =×××= −  

p. 柱 C14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1、G12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7,974.15
502904029050

144,349,980.144,349,980.
=

+×+×
+

=  

tf-m.M bCT  32.4500110 27,974.1529040 5
, =×××= −  

q. 柱 C15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2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2,870.66
502904029050

974,002,773.
=

+×+×
=  

tf-m.M bCT  14.929961012,870.6629040 5
, =×××= −  

r. 柱 C16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3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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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1,724.07
502904029050

503,646,185.
=

+×+×
=  

tf-m.M bCT  13.599921011,724.0729040 5
, =×××= −  

s. 柱 C17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3、G14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3,448.14
502904029050

503,646,185.503,646,185.
=

+×+×
+

=  

tf-m.M bCT  27.199841023,448.1429040 5
, =×××= −  

t. 柱 C18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4、G14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3,448.14
502904029050

503,646,185.503,646,185.
=

+×+×
+

=  

tf-m.M bCT  27.199841023,448.1429040 5
, =×××= −  

u. 柱 C19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3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1,724.07
502904029050

503,646,185.
=

+×+×
=  

tf-m.M bCT  13.599921011,724.0729040 5
, =×××= −  

v. 柱 C20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5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2,870.66
502904029050

974,002,773.
=

+×+×
=  

tf-m.M bCT  14.929961012,870.6629040 5
, =×××= −  

w. 柱 C21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6、G16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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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3,448.14
502904029050

503,646,185.503,646,185.
=

+×+×
+

=  

tf-m.M bCT  27.199841023,448.1429040 5
, =×××= −  

x. 柱 C21a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5、G16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4,594.72
502904029050

503,646,185.974,002,773.
=

+×+×
+

=  

tf-m.M bCT  28.529881024,594.7229040 5
, =×××= −  

y. 柱 C2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6、G16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3,448.14
502904029050

503,646,185.503,646,185.
=

+×+×
+

=  

tf-m.M bCT  27.199841023,448.1429040 5
, =×××= −  

z. 柱 C2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6、G15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24,594.72
502904029050

974,002,773.503,646,185.
=

+×+×
+

=  

tf-m.M bCT  28.529881024,594.7229040 5
, =×××= −  

aa. 柱 C23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5 計算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頂彎矩 bCTM ,  

kgf
)..(

V  11,724.07
502904029050

493,646,185.
=

+×+×
=  

tf-m.M bCT  13.5999210 11,724.0729040 5
, =×××= −  

(2) 強梁弱柱之柱頂彎矩 cCTM , 與柱底彎矩 CBM 強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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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之總重量如下： 

tfW  1339.56829=  

一樓柱之總斷面積計算如下： 

2
. 28.4000,10)73055142550115025( mA icol =÷××+××+××=Σ  

因此，柱之單位載重可得如下： 

2

,

/9832.312
028.4

56829.1339 mtf
AA

WP
RCicol

n =
+

=
Σ+Σ

=  

根據不同柱之尺寸可獲得各自所承受之軸力，其計算分別如下： 

a. 一樓之單柱(C1、C5、C7、C10)柱底彎矩強度： 

 一樓之單柱軸力： 

 kgfPni  39,122.911.050259832.312 =×××=  

計算斷面塑性中心位置 "d  

cmd 214
2

50" =−=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配 筋 位 置 ， 可 將 原 配 筋 轉 換 為 單 根

214875.286865.2 cmAs =÷×=  

Step1 假設中性軸 x，代入公式(3.10、3.11、3.12、3.13) 

xkgfxxBfC ccc 625.30705085.017085.085.0 ' =××××== β  

)17085.0)4(120,6(14875.23)85.0( ''' ×−
−

××=−=
x
xffAC csss  

kgffAT yss 25.041,1525.1800,214875.2211 =×××==  

25.1800,2)46(120,614875.23)(120,6
22 ××−××=−= x

x
fxd

x
AT yss  

Step2 與柱軸力Pni

cmxTTCCP ssscn 21.7637521 =→∴−−+=

可得下列力平衡方程式，公式(3.14)，並求解可得中性軸x 

 

kgfCc 66,828.31=∴ ； kgfCs 31,268.78= ； kgfTs 43,932.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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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由斷面彎矩平衡，代入公式(3.15)，並計算柱底彎矩 CBM 、 cCTM ,  

"
2

" )2()
2

()( dTcHCadCedP sscn −−×+−=+×  

cmdPdTcHCadCe nscsc 67.27029/))2()
2

(( ""
2 =−−−+−=  

tf-mePMM nCBcCT 26.318091067.2702939,122.91 -5
, =××=== ；  

柱 C1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2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9.97374),min( ,, =⇒∴=  

柱 C5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4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4.92996),min( ,, =⇒∴=  

柱 C7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5、G6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26.31809),min( ,, =⇒∴=  

柱 C10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8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8.74183),min( ,, =⇒∴=  

b. 一樓之單柱(C2、C4、C8)柱底彎矩強度：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底彎矩 CBM  

tf-mePMM nCBcCT 29.421561075.2029139,122.91 -5
, =××===  

柱 C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2、G3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29.42156),min( ,, =⇒∴=  

柱 C4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6.22501),min( ,, =⇒∴=  

柱 C4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G4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29.42156),m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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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C8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6、G7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29.42156),min( ,, =⇒∴=  

c. 一樓之單柱(C3)柱底彎矩強度：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底彎矩 CBM  

tf-mePMM nCBcCT 21.923391056.0372339,122.91 -5
, =××===  

柱 C3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9.97374),min( ,, =⇒∴=  

d. 一樓之單柱(C6、C9、C11、C12、C20)柱底彎矩強度：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底彎矩 CBM  

tf-mePMM nCBcCT 10.422381026.640139,122.91 -5
, =××===  

柱 C6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5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0.42238),min( ,, =⇒∴=  

柱 C9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7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0.42238),min( ,, =⇒∴=  

柱 C11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8、G9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0.42238),min( ,, =⇒∴=  

柱 C1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9、G10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0.42238),min( ,, =⇒∴=  

柱 C1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9、B1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0.42238),min( ,, =⇒∴=  

柱 C20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5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0.42238),m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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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一樓之單柱(C13、C14、C22)柱底彎矩強度：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底彎矩 CBM  

tf-mePMM nCBcCT 17.279541033.46008 51,642.24 -5
, =××===  

柱 C13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0、G11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7.27954),min( ,, =⇒∴=  

柱 C14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1、G12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7.27954),min( ,, =⇒∴=  

柱 C2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6、G16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7.27954),min( ,, =⇒∴=  

柱 C22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6、G15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7.27954),min( ,, =⇒∴=  

f. 一樓之單柱(C15、C16、C17、C18、C19)柱底彎矩強度：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底彎矩 CBM  

tf-mePMM nCBcCT 11.906961030.4347539,122.91 -5
, =××===  

柱 C15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2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1.90696),min( ,, =⇒∴=  

柱 C16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3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1.90696),min( ,, =⇒∴=  

柱 C17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3、G14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1.90696),min( ,, =⇒∴=  

柱 C18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4、G14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1.90696),m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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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C19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3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1.90696),min( ,, =⇒∴=  

g. 一樓之單柱(C21a)柱底彎矩強度：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底彎矩 CBM  

tf-mePMM nCBcCT 17.936891034.73299 51,642.24 -5
, =××===  

柱 C21a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5、G16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7.93689),min( ,, =⇒∴=  

h. 一樓之單柱(C21、C23)柱底彎矩強度： 

根據上述之 Step1~3 計算，即可推求柱底彎矩 CBM  

tf-mePMM nCBcCT 15.738681030.47637 51,642.24 -5
, =××===  

柱 C21 的柱頂彎矩以兩邊梁 G16、G16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5.73868),min( ,, =⇒∴=  

柱 C23 的柱頂彎矩以邊梁 G15 計算 

tf-mMMMM CTcCTbCTCT 13.59992),min( ,, =⇒∴=  

(3) 柱之撓曲破壞所產生之剪力強度可由式(3.17)之建議計算如下： 

a. 一樓單柱(C1)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
h

MM
V CBCT

colim 15.9627
9.2

)26.3180919.97374(

1
, =

+
=

+
=  

b. 一樓單柱(C2、C4、C8)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20.29073, =  

c. 一樓單柱(C3)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4.44729, =  

d. 一樓單柱(C4)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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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V colim 15.7402, =  

e. 一樓單柱(C5)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4.22347, =  

f. 一樓單柱(C6、C9、C11、C12、C20)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7.187848, =  

g. 一樓單柱(C7)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8.15041, =  

h. 一樓單柱(C10)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5.53791, =  

i. 一樓單柱(C13、C14、C22)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1.91692, =  

j. 一樓單柱(C15、C16、C17、C18、C19)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8.211695, =  

k. 一樓單柱(C21a)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2.37027, =  

l. 一樓單柱(C21)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0.85426, =  

m. 一樓單柱(C23)撓曲破壞之剪力強度 

tfV colim 10.11676, =  

(4) 柱之剪力破壞所產生之剪力強度可由式(3.18)計算 

a. 一樓之單柱(C1~C5、C7、C8、C10)剪力破壞強度 

SdfAdBfV yvvccsui /5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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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15.26275102546800,242.1462517053.0 3 =×÷××+××= −  

b. 一樓之單柱(C6、C9、C11、C12、C15~C20)剪力破壞強度 

SdfAdBfV yvvccsui /53.0 ' +=  

tf10.59571102521800,242.1215017053.0 3 =×÷××+××= −  

c. 一樓之單柱(C13、C14、C21~C23)剪力破壞強度 

SdfAdBfV yvvccsui /53.0 ' +=  

tf14.01685102526800,242.1265517053.0 3 =×÷××+××= −  

根據式(3.19)取兩者最小之剪力強度，將其整理如下表所示，並且將其加總

即可求得公有建築物之一層極限剪力強度 tfVcoli 354.0258=Σ 。 

各構件之極限剪力強度與總合 

柱號 colimV , (tf) suiV (tf)  破壞行為 cicoli NV × (tf) 

C1 15.9627 15.26275 剪力破壞 15.26275 

C2 20.29073 15.26275 剪力破壞 15.26275 

C3 14.44729 15.26275 撓曲破壞 28.89457 

C4 15.7402 15.26275 剪力破壞 15.26275 

C4 20.29073 15.26275 剪力破壞 15.26275 

C5 14.22347 15.26275 撓曲破壞 14.22347 

C6 7.187848 10.59571 撓曲破壞 7.187848 

C7 18.15041 15.26275 剪力破壞 15.26275 

C8 20.29073 15.26275 剪力破壞 15.26275 

C9 7.187848 10.59571 撓曲破壞 7.187848 

C10 15.53791 15.26275 剪力破壞 30.5255 

C11 7.187848 10.59571 撓曲破壞 14.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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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7.187848 10.59571 撓曲破壞 14.3757 

C13 11.91692 14.01685 撓曲破壞 11.91692 

C14 11.91692 14.01685 撓曲破壞 11.91692 

C15 8.211695 10.59571 撓曲破壞 8.211695 

C16 8.211695 10.59571 撓曲破壞 8.211695 

C17 8.211695 10.59571 撓曲破壞 16.42339 

C18 8.211695 10.59571 撓曲破壞 16.42339 

C19 8.211695 10.59571 撓曲破壞 8.211695 

C20 7.187848 10.59571 撓曲破壞 7.187848 

C21 10.85426 14.01685 撓曲破壞 10.85426 

C21a 12.37027 14.01685 撓曲破壞 12.37027 

C22 11.91692 14.01685 撓曲破壞 23.83384 

C23 10.11676 14.01685 撓曲破壞 10.11676 

=×Σ cicoli NV  354.0258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5) 四面圍束磚牆之極限剪力強度可由式(3.21、3.22)計算 

a. 一樓之四面圍束磚牆極限剪力強度 

當 )/(tan bb WH≥θ ： 

)45.0( mbtbfbbbwi fHWTV ×+××= τ  

kgf793.229,32)12.545.0290984.1340(24 =××+××=  

b. 一樓之四面圍束磚牆極限剪力強度 

當 )/(tan bb WH≤θ ： 

[ ]2/)45.045.0()( 1
'

1 btmbtbmbtfbbbwi ffHHfHWTV +×−+×+××= ατ  

[ ]2/)3312.5(45.0)5.297290(12.545.05.297984.111024 +×−+××+××=  

kgf91.3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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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由公有建築物之工址、以及建築物高度 h 為 13.6m 算得知週期為

T=0.05h0.75

88kgf502,338.10100076.4010.48454)()( 100 =××== W
F
S

IV m
u

aD
u

=0.354 sec、韌性容量R=4.0，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I為

1.25、震區係數為臺北一區，可計算新設計建築物之極限剪力強度 

 

其中， 2=uF 。 

根據各種建築物構架發揮強度所能抵抗地震之韌性： 

(1) 當 RC 牆充分發揮強度與韌性時(j=1)： 

Vu1=0.65ΣVcoli×Nci +0.85ΣVswi×Nswi + 0.95ΣVbwi×N

kgf365,312.321142,311.0895.0085.083354,025.7965.0 =×+×+×=

bwi 

 

受評估建築物之降伏地表加速度 1yA 可由下式計算而得： 

g
F

A
V
V

A
uu

u
y 0.1090836

0.2
24.0

88502,338.10
365,312.3

)(
475

100

1
1 ===  

再者由下式與表 3.3 計算平均韌性與 *
1uF ： 

∑∑∑
∑∑∑

×+×+×

××+×+××
=

bwibwiswiswicicoli

bwibwiswiswicicoli

NVNVNV
NVNVNV

R
95.085.065.0

)95.0(45.00.3)85.0(0.265.035.02.3*
1

   

21.1
365,312.3

21142,311.0895.045.00.3085.00.283354,025.7965.035.02.3
=

×××+××+×××
=

11
02

11
02

11

02
11

51
11

1
1

1

1

1 .
.

)1.21(
.

)R(R
 )(

.
)R(

  )(
.

)R(

R
*
a*

a*

*

*
a =

−
+=

−
+=⇒










−
+

−
+

=
台北盆地

一般工址

1.0977791),( *
1

*
1 == auu RTFF  

建築物耐震能力 0.11975g*
111 == uyc FAA  

(2) 當磚牆充分發揮強度與韌性時(j=2)： 

Vu2=0.95ΣVcoli×Nci +0.0ΣVswi×Nswi + 0.85ΣVbwi×N

kgf81457,288.9221142,311.0885.000.083354,025.7995.0 =×+×+×=

b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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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估建築物之降伏地表加速度 2yA 可由下式計算而得： 

g
F

A
V
V

A
uu

u
y 0.13654815

0.2
24.0

88502,338.10
81457,288.92

)(
475

100

2
2 ===  

再者由下式與表 3.3 計算平均韌性與 *
2uF ： 

∑∑∑
∑∑∑

×+×+×

××+××+××
=

bwibwiswiswicicoli

bwibwiswiswicicoli

NVNVNV
NVNVNV

R
85.00.095.0

)85.0(0.10.3)0.0(00.295.07.02.3*
2

 

44.2
81457,288.92

21142,311.0885.00.10.3000.283354,025.7995.07.02.3
=

×××+××+×××
=

7211
02

11
02

1
1

02
11

51
11

2
2

2

2

2 .
.

)2.44(
.

)R(
R

 )(
.

)R(

  )(
.

)R(

R
*
a*

a*

*

*
a =

−
+=

−
+=⇒










−
+

−
+

=

台北盆地

一般工址

11.56238251),( *
2

*
2 == auu RTFF  

建築物耐震能力 1g0.21334044*
222 == uyc FAA  

(3) 當構架充分發揮強度與韌性時(j=3)： 

Vu3=1.0ΣVcoli×Nci +0.0ΣVswi×Nswi + 0.0ΣVbwi×N

kgf83354,025.7921142,311.080.000.083354,025.790.1 =×+×+×=

bwi 

 

受評估建築物之降伏地表加速度 Ay 可由下式計算而得： 

g
F

A
V
V

A
uu

u
y 0.1057134

0.2
24.0

88502,338.10
83354,025.79

)(
475

100

3
3 ===  

再者由下式與表 3.3 計算平均韌性與 *
uF ： 

∑∑∑
∑∑∑

×+×+×

××+××+×
=

bwibwiswiswicicoli

bwibwiswiswicicoli

NVNVNV
NVNVNV

R
0.00.00.1

)0.0(00.3)0.0(00.20.12.3*
3

 

2.3
83354,025.79

21142,311.0800.30.000.283354,025.790.12.3
=

××+××+××
=  

12
02

11
02

11

02
11

51
11

3
3

3

3

3 .
.

)3.2(
.

)R(R
 )(

.
)R(

  )(
.

)R(

R
*
a*

a*

*

*
a =

−
+=

−
+=⇒










−
+

−
+

=
台北盆地

一般工址

1.78885438),( *
3

*
3 == auu RT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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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耐震能力 g0.18910588*
333 == uyc FAA  

最後以最大之 cjA 作為該結構物之耐震能力 1g0.21334044=cA ，將其帶回評

估表之 B519 項，即可求得該項之權重 38515.0)/1(3/4 475 =−= AAw c 。因此此項

之評分為 258.1938515.0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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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PSERCB)與詳細評估(SERCB)之應用講習會 
 

本研究分別於高雄、臺中與臺北舉辦共三場講習會，並且共有 423 人報名參

與詳如圖 1 所示，藉此回饋使用者經驗，解說程式相關疑問。研究成果普遍獲得

認同。本次講習會宗旨詳述如下：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發生頻繁，既有建築物遭受地震襲擊的威脅

實無可避免，為能快速篩選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築物，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蔡益

超教授與宋裕祺教授研擬既有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法-PSERCB。此外，蔡益

超教授與宋裕祺教授研擬之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方法-SERCB 已供工程界使

用多年，其所具備操作介面視窗化及作業自動化，可輔助使用者快速完成建築物

耐震能力評估，有效評定既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之良窳，提供後續耐震補強設計之

用。本次講習會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辦，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執行，邀請

國內具工程實務與研究應用的專家和學者，介紹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詳細

評估與補強理論，並針對 SERCB 評估程式之操作與驗證進行說明，最後並示範

實際耐震補強案例。希望藉由此次研討會，促進與會人員對於既有建築物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法與 SERCB 在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上的理論背景與實務應用

等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有效提升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

全。 

結構工程技師積

點, 120

土木工程技師積

點, 123

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時數, 37

建築師執照換證

積分, 56

工程師, 87

 
圖 1 三場講習會參與人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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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 
高雄場講習會舉辦於民國 103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地點為高雄市三民區建

工路 415 號(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館 702 會議室，其議程與線上報名系統

如表 1 與圖 2 所示，講習會報名參與人數共約 92 人，其中土木技師、結構技師、

建築師與工程師分布如圖 3 所示，現場與會人員如圖 4 所示。 

表 1 高雄場講習會議程 

時間 課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25 貴賓致詞 何明錦 所長 

09:25～09:30 開幕致詞 汪宏志 理事長 

09:30～10:20 
房屋建築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理論介紹 

宋裕祺 
教授 

陳啟中 
前理事長 

10:20～10:30 休息/茶水 

10:30～11:20 
SERCB 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理論背景之介紹 
宋裕祺 
教授 汪宏志 

理事長 
11:20～12:10 

耐震補強相關實務問題之 
研究與案例探討 

陳正平 
技師 

12:10～13:00 休息（供應午餐） 

13:00～13:50 
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評估程式

(SERCB)補強模組介紹與驗證 
賴明俊 
博士 劉建陸 

理事長 
13:50～14:40 

SERCB 耐震能力評估 
程式操作介紹 

林冠禎 
博士生 

14:40～15:00 休息/茶水 

15:00～15:50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實際

案例分析與探討 
張 威 建築師 

邱毅宗 博士生 
黃文玲 

教授 15:50～16:40 醫療大樓結構耐震詳細評估與補

強之實際案例分析與探討 
周芳萍 
經理 

16:4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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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雄講習會線上報名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結構工程技師積

點, 24

土木工程技師積

點, 40

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時數, 3

建築師執照換證

積分, 10

工程師, 15

高雄

 
圖 3 高雄講習會報名參與人員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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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貴賓致詞 

 

(b) 參與人員專心聽講 

圖 4 高雄講習會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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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場： 
臺中場講習會舉辦於民國 103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地點為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大樓 106 室演講廳，其議程與線上報名系統如表 2 與

圖 5 所示，講習會報名參與人數共約 108 人，其中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建築師

與工程師分布如圖 6 所示，現場與會人員如圖 7 所示。 

表 2 臺中場講習會議程 

時間 課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25 貴賓致詞 何明錦 所長 

09:25～09:30 開幕致詞 林其璋 理事長 

09:30～10:20 
房屋建築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理論介紹 

宋裕祺 
教授 

林明勝 
理事長 

10:20～10:30 休息/茶水 

10:30～11:20 
SERCB 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理論背景之介紹 
宋裕祺 
教授 

11:20～12:10 
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評估程式

(SERCB)補強模組介紹與驗證 
賴明俊 
博士 

12:10～13:00 休息（供應午餐） 

13:00～13:50 
SERCB 耐震能力評估 

程式操作介紹 
林冠禎 
博士生 吳亦閎 

理事長 
13:50～14:40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實際

案例分析與探討 
張 威 建築師 

邱毅宗 博士生 

14:40～15:00 休息/茶水 

15:00～15:50 醫療大樓結構耐震詳細評估與補

強之實際案例分析與探討 
柯鎮洋 
總經理 

翁駿民 
教授 15:50～16:40 

耐震補強相關實務問題之 
研究與案例探討 

陳正平 
技師 

16:4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員 

 



附錄七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PSERCB)與詳細評估(SERCB)

之應用講習會 

109 

 
圖 5 臺中講習會線上報名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結構工程技師積

點, 17

土木工程技師積

點, 33

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時數, 8

建築師執照換證

積分, 34

工程師, 16

臺中

 
圖 6 臺中講習會報名參與人員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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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場報到狀況 

 
(b) 貴賓致詞 



附錄七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PSERCB)與詳細評估(SERCB)

之應用講習會 

111 

 
(c) 宋裕祺教授主講議程之一 

 
(d) 現場大合照 

圖 7 臺中講習會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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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場： 

臺北場講習會舉辦於民國 10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地點為新北市新店區北

新路 3 段 200 號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國際會議廳，其議程與線上報名系統

如表 3 與圖 8 所示，講習會報名參與人數共約 223 人，其中土木技師、結構技師、

建築師與工程師分布如圖 9 所示，現場與會人員如圖 10 所示。 

表 3 臺北場講習會議程 

時間 課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幕致詞 何明錦 所長 

09:30～10:20 
房屋建築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理論介紹 

蔡益超 
教授 

陳建忠 
組長 

10:20～10:30 休息/茶水 

10:30～11:20 
SERCB 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理論背景之介紹 
宋裕祺 
教授 藍朝卿 

理事長 
11:20～12:10 

鋼筋混凝土耐震能力評估程式

(SERCB)補強模組介紹與驗證 
賴明俊 
博士 

12:10～13:00 休息（供應午餐） 

13:00～13:50 
SERCB 耐震能力評估 

程式操作介紹 
林冠禎 
博士生 洪啟德 

理事長 
13:50～14:40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實際

案例分析與探討 
張 威 建築師 

邱毅宗 博士生 

14:40～15:00 休息/茶水 

15:00～15:50 醫療大樓結構耐震詳細評估與補

強之實際案例分析與探討 
柯鎮洋 
總經理 

江世雄 
理事長 15:50～16:40 

耐震補強相關實務問題之 
研究與案例探討 

陳正平 
技師 

16:4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講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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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北講習會線上報名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結構工程技師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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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技師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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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執照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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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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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北講習會報名參與人員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114 

 

 

(a) 現場報到狀況 

 

(b) 貴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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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蔡益超教授、宋裕祺教授與何明錦所長熱烈討論 

 

(d) 參與人員認真聽講 

圖 10 臺北講習會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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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彙整三場講習會與會者所提之問題與回答如下： 

Q1：若根據本次講習會研提之初步評估表，針對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時，若

不清楚建築物基本材料參數時，是否可提供建議值呢? 
A1：感謝與會者提問，因每棟建築物之材料參數不盡相同，故需建築師或技師等 

專業人員進行估評。 
Q2：目前 NCREE 的評估程式有樓層限制，請問 SERCB 是否有樓層上之限制? 
A2：感謝與會者提問，因 SERCB 係從力學原理作為出發點，故無樓層使用上之

限制。 
Q3：目前補強模組是否已經開放使用者更新下載? 
A3：感謝與會者提問，目前至 SERCB 首頁即可下載最新版本，內含補強模組，

並且於每年年底使用者必須重新下載更新 SERCB 程式，避免使用者所安裝

使用較舊之版本。 
Q4：補強分析時，因有新舊混凝土問題，目前程式是否可分別考慮輸入? 
A4：感謝與會者提問，目前 SERCB 補強模組可提供使用者定義以及輸入不同混

凝土強度，分析時會根據使用者輸入之強度獲得不同之組成律，進而計算該

構件塑性鉸。 
Q5：目前 SERCB 評估手冊並無補強模組之相關解說，未來是否可將此手冊更新，

使得 SERCB 評估手冊更加完整，更便於使用者參考。 
A5：感謝與會者提問，目前最新版 SERCB 評估手冊正在編輯，預計明年度出版

最新之 SERCB 評估手冊。 



附錄七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PSERCB)與詳細評估(SERCB)

之應用講習會 

117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118 

 

 



附錄八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119 

附錄八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120 



附錄八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121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122 



附錄八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123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124 



附錄八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125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126 



附錄八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127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究 
 

128 

 



附錄九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系統(PSERCB) 

129 

附錄九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系

統(PSERCB) 
本研究根據第三章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表開發評估系統

(PSERCB)，研發計算與檢驗程式，使工程師可快速完成 RC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使用者操作介面如圖 11 所示。主要包含設定及新增等。以下逐一針對各

功能說明如下： 

(本系統開發緣由乃方便與驗證第三章計算理論成果，並未納入本次計畫成果內) 

使用者：提供設定預設使用者，方便後續填寫建築物基本資料時無須重複填寫使

用者，如

設定(圖 12)： 

圖 12 所示。 

伺服器：使用者根據帳號與密碼登入 PSERCB，如圖 12 所示。 

暫存資料：提供使用者了解目前評估建築物之資料總數、資料不全的數量等，亦

提供使用者重設系統等功能，如圖 12 所示。 

 

 

圖 11 PSERCB 程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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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設定功能介面 

提供使用者創建建築物初步評估專案，點選新增後頁面將有基本資料、初步

評估、定量評估等三者，使用者只須按照頁面程序即可完成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茲將各頁面分別說明如下： 

新增(圖 12)： 

基本資料：根據第三章研擬之初步評估表，需填入建築物相關基本資料，並且填

寫建築物工址、地盤種類以及設計規範等皆為下拉式選單如圖 1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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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式選單

 

圖 13 建築物基本資料填寫介面 

初步評估：本頁面將評估表中之定性評估整合，包含工址環境、結構系統、結構

細部、結構現況、定量評估、額外增分以及額外減分，其中定量評估

在此頁面無須填寫，後續頁面針對定量評估進行填入後，程式將自動

計算得知分數帶入 B519 此項如圖 14 所示。圖中表示之各項說明如下： 

(1) ：顯示目前評估項目進度。 

(2) ：顯示評估項目是否完成，如完成將呈顯 ，未完成則為 。 

(3) ：為各評估項目之配分。 

(4) ：為各評估項目之權重選項。 

(5) ：將配分與權重相乘即可得評分。 

(6) ：為目前 RC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所得之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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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

(4)

(6)

 

圖 14 建築物初步評估填寫介面 

定量評估：本頁面針對 RC 建築物耐震能力定量初步評估，其主要填寫建築物各

項材料參數、填寫邊柱、中間柱、RC 牆以及磚牆等如圖 15 所示，本

系統即會根據第三章定量評估理論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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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基本參數填寫區

 

圖 15 建築物定量評估填寫介面 

邊柱：邊柱之定義為該柱連接單一個梁，因此使用者僅需填入左梁或右梁其中一

個相關尺寸及配筋即可。使用者根據現場量測之梁柱尺寸與配筋、柱子數

量以及樓層高度，即會根據第三章理論進行計算該種類之 RC 柱基底剪力

強度，如有不同柱尺寸，點選新增即可評估多種不同尺寸之梁柱，若該種

類柱填寫之資料有誤，點選刪除即可將錯誤之柱子刪除如圖 16 所示。 

 

圖 16 邊柱填寫介面 

中間柱：中間柱之定義為該柱左右兩端皆連接梁，因此使用者需填入左梁與右梁

兩者相關尺寸及配筋。使用者根據現場量測之梁柱尺寸與配筋、柱子數

量以及樓層高度，即會根據第三章理論進行計算該種類之 RC 柱基底剪

力強度，如有不同柱尺寸，點選新增即可評估多種不同尺寸之梁柱，若

該種類柱填寫之資料有誤，點選刪除即可將錯誤之柱子刪除如圖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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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中間柱填寫介面 

RC 牆：使用者根據現場量測 RC 牆尺寸給予填入，即會根據第三章理論進行計

算該種類之 RC 牆基底剪力強度，如有不同牆尺寸，點選新增即可評估

多種不同尺寸之 RC 牆，若該種類 RC 牆填寫之資料有誤，點選刪除即可

將錯誤之 RC 牆刪除如圖 18 所示。 

 
圖 18 RC 牆填寫介面 

磚牆：使用者根據現場量測評估方向之磚牆尺寸，即會根據第三章理論進行計算

該種類之磚牆基底剪力強度，如有不同牆尺寸，點選新增即可評估多種不同

尺寸之磚牆，若該種類磚牆填寫之資料有誤，點選刪除即可將錯誤之磚牆刪

除如圖 19 所示。 

 

圖 19 磚牆填寫介面 

填寫完 RC 建築物之梁柱、RC 牆與磚牆等資料後，點選計算即可獲得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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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耐震能力 Ac，此為根據 j=1~3 計算完後之三者 *
ujyj FA 後取最大值如圖 20 所示。

計算完後耐震能力 Ac 將會由程式自動填入初步評估頁面的 B519 項如圖 14 所

示，由此即可完成 RC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j=1 j=2
j=3

 

圖 20 RC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計算頁面 

選擇關閉按鈕 如圖 15 右上方，即可回到程式初始頁面，此時可查看完成

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如圖 21 所示，程式將自動顯示評估分數與評估

結果，根據本研究公有建築物案例 A 與 B 評估結果皆為耐震能力「有疑慮」如

圖 21 所示。 

40.118  有疑慮

43.86 有疑慮

評估分數 評估結果

 

圖 21 RC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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