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不同設計目標的示範例中，可以歸
納出若要保守探討隔震系統傳遞至上
部結構之加速度，可參考隔震系統之
變異性狀況為：有效勁度為15%之上
界值，且等效阻尼比為15%之下界值；
若要探討隔震系統之最大位移，則其
變異性狀況為：有效勁度為15%之下
界值，且等效阻尼比亦為15%之下界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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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軸為因應國際規範修訂、國內近斷層地震效應，提出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修正
對策，以達到與全球並駕齊驅之目標，並同時兼顧本土特性與有效解決品管不良問題，研究內容
包含對於國內外重要文獻蒐集與彙整(如ASCE/SEI 7-16)，以及目前國內針對近斷層地表運動效
應對於地震工程之衝擊與因應對策。除此之外，更進一步提出目前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可能
且可行之研修方向，包括地震需求、分析與設計方法、試驗規定與檢核標準等。

美國ASCE/SEI 7-16隔減震建築設計重大革新

隔震結構耐震設計要求

1. 設計目標針對風險導向最大考量地震，去除
設計地震等級之需求目標

2. 考量隔震元件因老化和環境因素、試驗過程
影響、製造誤差等，對於隔震元件力學特性
所造成之不確定性

3. 提出靜力分析中，地震力豎向分配之新方法
4. 考量隔震系統震後可能發生的永久殘餘變位

1. 將反應譜分析或是等效靜力分析，視為無法
進行非線性歷時分析時的替代方案

2. 考量元件之變異性，對於整體結構設計所造
成的影響

3. 於反應譜分析或是等效靜力分析中，實際考
量結構物非線性以及高振態運動，對於結構
構件所造成的影響

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設計要求

因應國際規範變革之示範例與結果探討

隔震元件之變異性

因應國際規範變革之示範例與結果探討

地震力豎向分配方法 隔震系統之最大總位移

隔震系統上界特性會造成上部結構高
樓層的地震力增加，降低低樓層的地
震力；下界特性能夠降低上部結構高
樓層的地震力，卻會增加上部結構低
樓層的地震力。我國規範的豎向力分
配方法，只單純與樓層勁度和質量有
關，會對於結構低樓層之設計地震力
過於保守，但卻對於高樓層設計地震
力顯得較不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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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假設結構樓高與隔震系
統元件排列方式之案例計算下，
發現幾乎所有的計算結果皆較
我國規範計算值小，其值約略
為我國規範之0.92倍至1.0倍。

提出國內隔減震建築設計規範之修正草案，包含相關分析設計與測試要求，可供國內相關工程師、
產品供應商、以及公務部門使用。對於現行規範中，第九章隔震建築物設計，以及第十章含被動
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提出了數項修訂與新增建議。新增部分包含隔震元件力學行為變異性之
定義與解釋；以及於隔震元件試驗規定中，新增了出廠試驗之規定。修訂部分主要則建議將隔震
元件動力歷時分析方法，包含近斷層區域之考量，合併至第三章中動力分析之相關規定；同時，
因應出廠試驗之試驗項目，針對原有的性能保證試驗及實體試驗，亦於參考ASCE7-16後做了一定
程度上之修訂。對於減震建築物，亦於規範建議修訂中，明確規定減震之定義，以避免業界於實
務應用上，對於減震建築認知上之衝突與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