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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旨
ㄧ、計畫緣起
本研究計畫旨在針對近年來國際上接連發生帶
來重大震害的強烈地震，就其研究分析結果、
勘災紀錄、研究報告與調查結果等，解析及整
理這些重大震災對於地震工程與結構耐震設計
的經驗內涵及重要啟示，並蒐集世界各國相關
耐震設計規範的因應策略及修訂內容，以規劃
研擬台灣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的修訂方案及發
展策略，其中亦針對附屬構體與非結構構材及
設備、非建築結構等規範內容進行檢討及修正
研擬，另外亦就現行隔減震消能元件性能測試
程序的執行現況進行調查及可行性檢討。研究
內容分別包含歐美、日本、紐西蘭及中國大陸
等近年來國際上所發生的重大震災經驗及其對
地震工程的啟示、世界各國耐震規範近來的修
訂方向與內容、台灣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的修
訂策略等三大主題，據以研擬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條文與解說修訂草案。

二、計畫目的
從近年來國際接連發生，例如：日本東北大地
震及中國汶川地震等重大震害的經驗與啟示，
帶動世界各國重新檢視建築物耐震設計相關規
範之規定細節，並研擬相關修正方案，且鑒於
近年來國內活動斷層調查結果的更新、新式結
構系統的研發、設計與分析模擬技術的精進、
隔減震元件的蓬勃發展，以及耐震工程品管制
度的推動等，故國內建築物耐震設計相關規範，
須就施行現況及國內外相關研發成果等，進行
全面檢視，例如：新式結構系統韌性容量與高
度限制、進行動力歷時分析時有關地震選取與
強度縮放之規定、結構與土壤互制效應之考量、
附屬建築物之結構部分構體與非結構構材與設
備之附件係數、非建築結構的韌性容量及高度

1. 重要建築之非結構元件或非建築結構受損，
導致我國於強震後喪失復原能力，並蒙受嚴
重經濟損失。以九二一地震為例，震後南投
縣即損失近1000床的醫療能力，新竹科學園
區損失金額更達110億元之譜。故應儘速根
據國內外地震非結構震損之寶貴經驗，協助
我國修訂非結構耐震設計地震力規定，據以
提升重要建築之機電設備、建築裝修構件等
之耐震性能，使重要建築於強震後維持正常
運作，進而加速社會震後復原，並維持我國
經濟發展能力。

2. 為有效提升我國重要建築之耐震性能，應同
時考量於結構本身與非結構元件、設備及非
建築結構的耐震表現以確保重要建築功能
(Functionality)運作，以避免因非結構物遭受
破壞，導致災區震後復原能力折損而影響整
個救災行動的情形，甚至影響我國短期經濟
實力。然而我國除核能電廠等重大工業設施
之外，一般重要建築(醫院、科技廠房、校舍
等)普遍存在非結構耐震性能不足的問題。

3. 由於第一類活動斷層數量之增加，工址將可
能同時鄰近多條活動斷層，因此設計地震及
最大考量地震均必須同時考慮各斷層之地震
危害，依據規範精神，結構物之耐震設計必
須考量最具威脅之地震，因此必須取一包絡
反應譜以能同時涵蓋鄰近斷層之影響。

研究成果

限制等相關規定，亟需儘早進行檢視、更新與修
正，另外對於國內採用多年隔、減震消能元件品
管驗證的相關規定，亦需就其施行應用現況與規
範規定內容，進行檢討與改善策略，以確保隔、
減震消能元件的設計與品管，更為合理可行與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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