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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針對規則的高層建築物而言，如何將其與橫風向風力及
扭轉向風力進行有效的結合是規範第二章第十二節內容
的重點。此外，規範針對高寬比較小的低矮建築物採取
較快速的計算方式。然而，在接近此簡化公式使用之門
檻條件範圍的建築物高寬比時，採用風力無法維持規範
的一致性。因此，本計畫亦欲提出折衷方案以避免此敏
感高寬比範圍的不協調現象。 

三、研究成果 

本研究針對規範第十二節的部分提出三種不同方法以載
重直接進行組合的方式，其結果相較於日本及ISO規範
來得稍偏保守，但較為快速且同樣具有相同的趨勢。針
對第十三節簡易風力，改用放大順風向風力的風載重效
應的方式來涵蓋橫風向及扭轉向風力。此作法在日本及
ISO規範揭示許久，執行起來十分快速便利。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有二：(1)以傳統的風洞物理模擬
方法執行計畫內容有關必要的風力或風壓數據之取得及
後續探討；(2)以MATLAB程式語言撰寫建築物結構分析
程式進行靜力分析及動力分析；並以MATLAB程式語言
撰寫探討載重組合所需要的機率分析理論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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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建議 

我國規範在下一版的修訂中，應首先探討整個架構的問題，然後再討論細
部修訂，如此規範的修訂才能有條不絮，遵循穩定的發展。建議可以考慮
以日本規範架構為主進行架構翻修：第一、日本建築物環境跟氣象條件跟
我國類似；第二、日本規範採用十分鐘平均風速與我國相同，且我國規範
有許多部份參考日本規範而來；第三、日本規範篇幅及計算方式較最新版
的美國規範來得容易調整，而且未來也較為容易持續引用其新增的內容。 

以風力作組合後進行動力分析的柱應力分布圖 

等值橫風向放大係數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