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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計畫緣起
低矮鋼筋混凝土沿街建築，為台灣相當普遍之建築
形式，尤其風行於台灣中南部地區。此種建築沿街
方向牆體由於通風、採光、通道等之需求，常存在
相當面積之開口，削弱牆體耐震能力。921大地震
房屋損壞之經驗顯示，此種建築之耐震性能在沿街
方向往往令人擔憂，其主因為二，一為沿街方向牆
體因開口導致耐震容量之下降，另一為目前工程界
欠缺簡單、有效之方法評估與設計前述牆體之耐震
性能。

二、計畫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針對低矮鋼筋混凝土沿街建築屋
後外牆，透過力學分析，在兼顧施工性之要求下，
研擬耐震性能提昇方法，除強化牆體耐震性能外，
亦避免921大地震常見之一樓軟弱層破壞；並透過
大尺寸牆體反覆載重試驗，驗證所研擬之牆系統與
配筋細節，並觀察耐震行為，提出配筋圖及配套之
設計準則，以利工程界建築師、土木及結構技師參
考使用。

三、研究範圍與流程
(1)資料蒐集與整理 (2)規範條文適用性評估(3)試
體設計 (4)材料(鋼筋與混凝土)基本性質試驗 (5)
含開口牆之耐震行為試驗 (6)舉辦專家座談會，邀
請產、官、學各界參與討論，檢視所研擬機制的可
行性及周延性 (7)提出沿街店鋪住宅屋後開口外牆
之設計辦法 (8)考慮開口牆耐震評估方法之發展與
驗證 (9)相關規範條文之檢討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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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1.沿街建築耐震分析結果顯示純構架系統雖結構之
最大地表加速度符合規範規定，卻有顯著之一樓軟
弱層效應，主因為強梁弱柱之設計所致；若將牆體
加入分析模型，則最大地表加速有相當幅度之增加，
但仍呈現顯著一樓軟弱層效應，其原因除前述強梁
弱柱外，尚因一樓牆體數量較少，以及開口牆體之
開口面積比例大於其上樓層之故。
2.實驗結果顯示性能提升後之開口牆體具有相當優
良之韌性與消能行為；配置對角向鋼筋、邊界構材、
牆體圍束鋼筋及密集配置水平向鋼筋之試體6相較
於採傳統配筋(僅配置溫度與乾縮鋼筋)之試體3，
耐震性能提升如下: 極限位移比提升150%，消能能
力提升317%，強度最大值提昇50%。
3.試體六採對角向鋼筋配置，試體之最大強度由對
角向鋼筋提供，且解決牆體因開口導致正負向強度
及極限位移比差異問題。
4.於窗邊及門邊設置邊界構材之試體，較無設置之
試體正向強度提升25%，負向強度提升17%，平均極
限位移比提升20%，消能能力提升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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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沿街建築耐震評估
基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側推耐震評估方法，提
出能考慮牆體開口效應，並適用低矮鋼筋混凝土沿
街店鋪式住宅之側推耐震評估方法；鋼筋混凝土無
開口牆之撓曲強度藉由斷面分析預測，而剪力強度
則由軟化壓拉桿模型決定；開口剪力牆的剪力強度、
有效初始勁度及剪力勁度則由無開口剪力牆搭配開
口折減係數估算之。
分析二棟位於台中市之實際沿街店鋪式住宅沿街方
向之耐震能力，第一棟房屋分別模擬純構架梁柱系
統及含牆構架系統，第二棟房屋模擬含牆構架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