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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透過蒐集美、日等國對木構造建築相關技術規範、研究與技術報告，檢討修訂國內

木構造建築規範之內容，力求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並經由實務訪談、專家座談等方式，聚焦

探討國內木構造規範內容之適切性、時效性與正確性。 

針對中華民國 CNS 之木業規範、標準，以及國外(美日)木規範之修訂內容，檢討現行技術

規範中，有關材料規定、結構設計與防火法規等之修正項目，並以提升「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

施工技術規範」之實用程度為主，以完善之法規基礎做為推動相關產業之手段。 

本研究最終成果研提「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修訂之建議條文，未來可作為

提送內政部營建署之審議機制之基礎依據，儘速完成增修訂之規範版本。 

關鍵詞：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綠建築與綠建材制度、木構造設計材料、國家標

準法規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on the wooden 

structure building releva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research and technical reports, reviewed and 

revised the contents of the the domestic timber construction building codes, and strive to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and through practice interviews, expert discussion, the focus explore the 

domestic wood structure 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the appropriateness, timeliness and accuracy. 

The study focus on the CNS Wood norms, standards, and abro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wood 

specification amendments, review of amendments to the exist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material 

requirements, structural design and fire safety regulations project, and to enhance the wood structure 

the utility of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mainly to improve 

the legal basis as a means to promote related industries. 

 

The fin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is to suggest the draft on modifying the "Wood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s”, which can be used as basis for the review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ubmit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omplete the additional and revised the specification version. 

 

Keywords: the Wood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green 

building, Wood Structure design materials,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 

 

 

 

 



 

一、研究緣起 

雖然目前國內木構造建築發展之腳步尚不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但隨著法規的漸趨成熟，

加上市場日需孔急，木構造在國內有十足發展之潛力與空間。作為扮演推動木構造建築重推手

之「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應具備完整性、時效性與實用性等特色。現行「木構

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係由內政部於 85 年 1 月 1 日頒訂與實施，再於 92 與 97 年修

正部分條文，惟早期在研擬相關技術規範時，部分有關結構用材料性能與相關耐震設計規定(如

容許韌性容量 Ra 與地震力折減係數 Fu)之條文內容，尚缺乏充分理論或實驗之佐證，且相關內

容皆引用早期文獻與 CNS 之規定，因此有必要儘速進行檢討，以期使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

工技術規範能更臻完善。 

另有鑑於木構造於歐美日等國家相關法規較為完備，且與國內現行法規之制定背景關係密

切，近年來國際之木構造不論於材料營建產業或學術研究等面向，皆有長足之發展，連帶相關

法規部分亦有大幅的修訂與增補。為促進國內木構造發展之國際接軌程度，並完善法規以為推

動相關產業之手段，提出本研究之需求。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蒐集、訪談與諮詢及學理分析等三項。文獻蒐集將針對最昕之國外(以

美日兩國為主)之規範及技術資料做全面性之蒐集，同時透過實務界不同對象之訪談與諮詢，

了解目前技術規範之缺失或有待改善之項目，進一步投過學理分析，擬定修正條文之內容。研

究之架構如圖一所示。而本研究之相關進行流程如圖 1-2 所示： 



研究方法

文
獻
蒐
集

訪
談
與
諮
詢

學
理
分
析

國
內
法
規

國
外
法
規

國
內
相
關
文
獻

建
築
設
計
實
務

營
造
施
工
實
務

建
築
管
理
實
務

材
料
規
制

結
構
設
計

耐
久
維
護

建築技術規則
木構造建築物設計施工技術規範
美國、加拿大
日本

建築師
營造商
建管人員
學者專家

比較 歸納 分析 專家諮詢會議 擬訂修正條文草案

接
點
設
計

防
火
設
計

 

圖 1 研究方法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現行法規問題與檢討 

3.1 現行法規之架構與參考背景 : 

現行木構造設計與施工技術規範最早版本訂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1995)十二月十五日由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486750 號函訂頒，隨後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2003)五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營

字第 0920085511 號令修正，自 92 年 5 月 1 日實施，此一版本乃因應木構造之樓層高度由原有

之二層樓，修正為樓高四層樓，簷高 14 公尺之規定，為台灣木構造創造發展之契機，其中內

容包含現有規範第一章至第八章之內容，獨缺防火設計之規定。中華民國九十七年(2008)十月

三十一日在由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70808021 號令修正第九章建築物之防火規定，形成目前法

規之完整架構，其章節目錄大綱如下： 

 

第一章 總則 (principles) 

第二章 結構計畫及各部份構造 (structural plan and components) 

第三章 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 

第四章 材料及容許應力 (materials and allowable stresses) 

第五章 構材設計 (design for structural elements) 

第六章 構材接合部設計 (design for timber joints) 

第七章 框組式構造 (2x4 construction system) 

第八章 建築物之耐久性與維護計畫 (durability and maintenance) 

第九章  建築物之防火 (fire protection design) 

附錄一 使用符號  

附錄二 鋸製材容許應力與彈性模數之修正  

附錄三 北美樹種群及其材料分等  

附錄四 框組式構造之剪力牆與橫隔版設計參數 

附錄五 剪力牆構法及對應之剪力牆倍率 

附錄六  國外常用木構造牆壁、樓地板和屋頂系統 

現行之「木構造建築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係 92 年以來國內頒布之唯一針對木構造建築

之技術規範，其內容組成之架構可分為(1)材料規範、(2)容許應力與結構設計規範、(3)框組式

與制式工法規範與(5)防火設計等五部分，其中材料規範部分主要依據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簡

稱 CNS 規範)中之木業規範，容許應力與結構設計部分主要參考日本建築學會編定之「木質構

造設計規範同解說」中之大部分內容，而框組式與制式工法部分則以美國 IBC 規範及木材協會

(American Wood Council, WAWC)訂定之 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el for One-and –Two 

Family Dwelling (WFCM)之內容為主。防火設計章節則綜合國內相關研究與實驗成果，並參考

國外規範(如美日等國)之防火設計概念與原則訂定之。圖四為技術規範之相關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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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規範參考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結果與分析 

目前透過歸納比對相關文獻、實務訪談與問題分析之初步結果，可將法規修改與

增補之內容分為四個方向(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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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法規增補內容之架構 

 

1. 配合相關規範之修訂進行更新  

目前針對法規內容已初步提出規範之更新及修正之建議內容，舉例如下: 

(1) 第一章 總則 1-1 適用範圍(解說)（一）之（2）「具一定規模以下之木構造建築物，依

第 7 章之特別規定。」修正為「(2) 具一定規模以下之木構造建築物，依建築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並增加(3)採用制式工法之木構造建築物，依第 7 章之 7.4 節規定。」 

(2) 第二章 2.3.2 結構形式之注意事項(1)梁柱構架「（a）梁柱構架相互之連結：採用梁柱

構架單元型式時，各梁柱構架相互間應設置垂直於構面之連結材，以提高梁柱構架之

面外剛性。」修正為「（a）梁柱構架相互之連結：採用梁柱構架單元型式時，各梁柱

構架相互間應設置有效連接構面之連結材，以提高梁柱構架之面外剛性。」 

(3) 「4.1.1 結構用木材（包含製材、集成材、結構板材、結構用組合材等）之材種、製材

分等、製材尺度、材料標準、材質控制、材料保護、分組標示、以及性能認證等，應

依中國國家標準及本規範之規定。」中國國家標準應修正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且相

關列舉之 CNS 446、CNS 447、CNS 13826、CNS 14429 皆已取消或修訂。 



(4) 4.6.2 解說：由於中國國家標準尚未對針葉樹結構用合板制定標準，因此採用針葉樹結

構用合板時，可參考美國 UBC97 之相關規定，其容許應力如表 4.6-5 所示…由於美國

UBC97 之規定已經大幅更新，相關針葉樹結構用合板之規定應可參考 2012 年 IBC 之

規定。 

(5) 第七章 7.2 之解說「（一）建築物防火要求應符合內政部最新頒佈「建築技術規則」之

規定。」因已有目前已有第九章防火設計之規定，解說(一)中之內容宜調整。 

(6) 第七章 7.4之制式工法內容主要參考摘自"Wood Frame Construction Manual for One- and 

Two-Family Dwellings", 2001 Edition ANSI/AF&PA WFCM-2001）宜修正為 2012 年之新

版。 

(7) 第八章 8.3 防蟻工法之解說內容：「(5）橫架材、台輪、隅撐梁與二樓梁之橫向接合面

及簷桁木(pole plate)之接合面；（6）陸梁、隔間桁架、合掌、隅撐梁等之承桁木 (wall 

plate)，以及簷桁木之橫向接合面；」修正為「（5）橫架材、二樓木地檻、隅撐梁與二

樓梁之橫向接合面及簷桁木(pole plate)之接合面；（6）水平大梁、隔間桁架、人字梁、

隅撐梁等之承桁木 (wall plate)，以及簷桁木之橫向接合面；」 

(8) 第九章後「附錄六國外常用木構造牆壁、樓地板和屋頂系統」內容：「木構造牆壁、樓

地板和屋頂系統，美國 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出版之 2006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第 7 章第 720 節表 720.1（2）及表 720.1（3）列有相關規定…」修正為「木構造牆壁、

樓地板和屋頂系統，美國 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出版之 2006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第 7 章第 721 節表 721.1（2）及表 721.1（3）列有相關規定」 

2. 既有法規之適用性與實用性之檢討 

針對既有法規中文字模糊不清、相關規定合理性有疑慮及可加強說明或改寫之條

文，逐條檢討，未來將透過座談討論與專家諮詢小組逐一檢視修訂，相關細節詳見附

錄五「木構造法規修訂表」。 

此外，現有法規值得檢討及思考之議題包括： 

(1) 先前參考日系之規範內容比例較高，而北美之框組式工法則僅侷限於第七章，與

國內市場推展現狀稍有落差。 

(2) 防火法規部分仍不完整，對於樓地板及屋頂之防火設計依據闕如，造成實務設計

者之困擾，也形成建管人員判斷之資訊落差。 

(3) 國內結構計算經驗不足，建議未來可編寫範例手冊(可參考附錄六 法規系統性版

面整理參考)或試算案例，有助於基礎設計人員之了解，亦能有效提升本規範之實

用性。 

(4) 混合式(異質)構造(如木構與 RC 混造)方式雖有提及，但未能明確說明木構造樓層

高度限制之計算方式，亦有礙混合式(異質)構造之發展。 



(5) 建議未來法規應將梁柱式工法與框組式工法區隔並列，除較符合國際趨勢外，亦

有助於國外相關規範之參考引用，與相關產業之流通順暢。建議未來木構造規範

架構如圖十四所示。 

3. 建議新增加與調整章節 

由於近年來木構造市場在國內發展蓬勃，除傳統之住宅型態外，已擴及大型之公

共建築物及橋梁等特殊建築，建議有必要增加規範涵蓋之範圍。又台灣地處災害頻繁

地區，有必要針對耐震設計及抗風設計等相關內容，作擴大之規範及論述，以利於推

動木構造建築之實際應用，因此初步建議未來可增加章節有： 

(1) 耐震設計與抗風設計專章及解說： 

由於目前國內耐震設計與抗風設計皆有特定之規範，包括「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範

及解說」與「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兩部。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

說」中，除表 1-3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值未明訂適合木構造之數值外，2.6 工址

設計與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一節中，建築物之基本振動週期 T(2-11)是否以

其他建築可代表木構造建築結構之計算依據，仍有待檢討。 

(2) 大型木構造設計及解說(第九章)： 

而由於大型木構造設計規範直接影響木構造之防火設計內容，因此建議將大型木

構造新增歸納為 9.3 節中之第(5)類構造型態，相關規定內容則建議如附錄五「木

構造法規修訂表」之第九章建議內容。 

(3) 將外權威單位(UL)認可且應用多年之標準防火設計工法納入正式之規範內容中： 



Ch1. 總則

Ch.2 結構計畫及各部份構造

Ch.3 結構分析

Ch.4 材料及容許應力

Ch 5A 梁柱式構造 Ch. 5B 框組式構造及制式工法

Ch. 6A 構材設計 Ch. 7A 接合部設計 Ch. 6B 構材設計 Ch. 7B接合部設計

Ch.8B 抗風與耐震設計

Ch. 9B 建築物之耐久性
與維護計畫

Ch.10 B 防火設計

Ch. 9A 建築物之耐久性
與維護計畫

Ch. 8A 抗風與耐震設計

Ch.10A 防火設計
 

圖 5 建議未來木構造規範架構 

4. 新增補之工法與材料 

國際上近年來在木構造領域中之發展迅速，許多新的高性能木構造材料及工法如

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例如源自歐洲的「縱橫多層次實木結構積材」(Cross Laminated 

Timber, 簡稱 CLT)之研發已突破傳統木建築之規模及型式。在國外許多低碳建築設計

案例中也大放光彩，更有國家如：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已全力推廣或輔導產業投入

CLT 的研發及應用。圖五為 CLT 材料及構造系統示意，圖六為加拿大設計之 30 層樓

CLT 高樓建築案例。 



  

圖 5-2 CLT 結構型態及系統 

(資料來源：http://bruteforcecollaborative.com/wordpress/2011/06/09/a-clt-blog/, 

http://eckproperties.com/?cat=1 ) 

  

圖 5-3 高層之 CLT 建築案例 

 (資料來源：

http://www.treehugger.com/green-architecture/tall-wood-architect-gives-away-technology-build-

wood-buildings-thirty-storeys-high.html) 

 

目前國內已引入 CLT 材料(圖七)，但仍須以新材料新工法之評定方式進行結構與

防火之性能，所需負擔之財務較重，建議可將此類工法列入章節解說中。同樣的，國

際間有許多符合國家標準或相關認證機構之特殊工法或材料，建議可列入解說或規範

附錄中，有助於我國規範之國際接軌，並收鼓勵創新木構造設計之效益。 

http://bruteforcecollaborative.com/wordpress/2011/06/09/a-clt-blog/
http://eckproperties.com/?cat=1
http://www.treehugger.com/green-architecture/tall-wood-architect-gives-away-technology-build-wood-buildings-thirty-storeys-high.html
http://www.treehugger.com/green-architecture/tall-wood-architect-gives-away-technology-build-wood-buildings-thirty-storeys-high.html


  

圖 6 CLT 相關評定內容及材料工法說明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本研究透過蒐集美、日等國對木構造建築相關技術規範、研究與技術報告，檢討修訂國內

木構造建築規範之內容，力求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並經由實務訪談、專家座談等方式，

聚焦探討國內木構造規範內容之適切性、時效性與正確性。 

(2) 針對中華民國 CNS 之木業規範、標準，以及國外(美日)木規範之修訂內容，檢討現行技術

規範中，有關材料規定、結構設計與防火法規等之修正項目，並以提升「木構造建築物設

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之實用程度為主，以完善之法規基礎做為推動相關產業之手段。 

(3) 本研究最終成果研提「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修訂之建議條文，未來可作為

提送內政部營建署之審議機制之基礎依據，儘速完成增修訂之規範版本。 

二、建議 

本研究重要建議事項，依實際需求及執行時效分述如下： 

短期可執行之議題有二： 

建議一、編寫規範使用手冊及構造試算案例，以提升規範之理解與使用程度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國內木結構計算經驗不足，建議未來可編寫範例手冊或試算案例，有助於基礎設計人員之

了解，亦能有效提升本規範之實用性。 

建議二、於防火設計章節中解說內容增列之國際認可防火設計與系統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防火法規部分仍不完整，對於樓地板及屋頂之防火設計依據闕如，造成實務設計者之困擾，

也形成建管人員判斷之資訊落差。建議將外權威單位(UL)認可且應用多年之標準防火設計

工法納入正式之規範（解說）內容中。 

中長期可執行之重要建議有二： 

建議三、增加大型公共木構造之技術規範內容，以因應國家建設與市場需求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近年來木構造市場在國內發展蓬勃，除傳統之住宅型態外，已擴及大型之公共建築物及橋

梁等特殊建築，建議有必要增加規範涵蓋之範圍。又台灣地處災害頻繁地區，有必要針對

耐震設計及抗風設計等相關內容，作擴大之規範及論述，以利於推動木構造建築之實際應

用， 

建議四、修訂並調整現有木構造技術規範之章節架構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先前參考日系之規範內容比例較高，而北美之框組式工法則僅侷限於第七章，與國內市場推展

現狀稍有落差。建議未來法規應將梁柱式工法與框組式工法區隔並列，除較符合國際趨勢外，

亦有助於國外相關規範之參考引用，與相關產業之流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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