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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典型街屋

• 六層樓(含)以下

• RC造或加強磚造• RC造或加強磚造

• 連棟透天厝、公寓式建
築或獨棟透天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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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能力脆弱

• 沿騎樓方向

底層塌陷• 底層塌陷

921集集地震 南投縣某三層樓街屋底層塌陷 331花蓮地震 臺北市某五層樓公921集集地震: 南投縣某三層樓街屋底層塌陷
(照片來源: 蔡萬來技師)

331花蓮地震: 臺北市某五層樓公
寓底層塌陷( 照片來源: 國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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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龐大，需要快評篩選

• 2011年稅籍資料

總數 1 651百萬 2• 總數: 1,651百萬m2 

• 7層樓以下RC造及加強磚造: 61.4%

80%

60%

80%

總

8+
4~7
1~3

40%

總
樓
地
板

1~3

0%

20%
板
面
積

0%
RC及加強磚 鋼構 磚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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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地震對低矮型建築之威脅

 台灣有250萬棟建築，
860萬人住在活動斷層860萬人住在活動斷層
兩側10公里內。

 其中61%為低矮型RC造
及加強磚造建築。

 約有530萬人曝險於近
斷層地震威脅斷層地震威脅。



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推動架構

住宅性能評估
無疑慮

無須
補強住宅性能評估

補助初評
耐震
有疑慮

輔導整建維護
或修建私有

建築物

住宅
住宅性能評估
補助詳評

建議
補強

建築物

私有特定用途
供公眾使用

建議
重建

輔導拆除重建
或改建

建物登記事項

登載住宅性能
評估推廣網站

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

耐震
改善 註記

登載耐震評估
補強網站

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耐震
有疑慮

改善

補強網站簽證及申報辦法
要求提出耐震評估報告

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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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9 內政部「私有建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行計畫」



初步評估法開發理論與驗證



如何初步評估街屋之耐震性能?
• 剪力屋架行為 (剛性樓版、強梁弱柱)
主控構件 柱 牆• 主控構件: 柱、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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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型建築耐震能力初步評估理論

重量設計地表加速度

牆面積牆強度柱面積柱強度





Demand
Capacity

重量設計地表加速度Demand

1 日本建築防災協會「既1. 日本建築防災協會 既
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之
耐震診斷基準」(1990)耐震診斷基準」(1990)

2 國震中心學校建築耐震2. 國震中心學校建築耐震
能力初步評估表 (2008)

皆屬相同原理



街屋關鍵結構

1. 長柱
 

2. 無開口RC牆
3 開口RC牆3. 開口RC牆
4. 無開口磚牆

5. 開口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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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柱的抗震能力

• 校舍與街屋震損模式相似，校舍純柱結構
的耐震能力可應用於街屋。

照片來源:蔡萬來

1. 剪力屋架且強梁弱柱，垂直構
材先破壞

1. 底層為店面或客廳，牆量少。
2. 二層以上為居室，隔間牆量多

13

2. 各層樓柱斷面設計相同，底層
需求最大

3. 底層需求最大



低矮型RC校舍詳評資料庫

校舍詳細評估資料庫校舍詳細評估資料庫

(3504棟)(3504棟)

典型校舍

(2922棟)
非典型校舍

(582棟)(2922棟) (582棟)

底層柱量
有效樣本  CA

柱量比 底層柱量

二樓以上總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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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4 


f

C

A
A

CFR 二樓以上總樓
地板面積



純構架校舍耐震性能與安全柱量比之關係

1.5%

2.0%
FR 1 5%

2.0%

FR

1F折減 1F
2F折減 2F
3F折減 3F

1.0%

柱
量

比
C

1F
2F
3F

1.0%

1.5%

柱
量

比
C

F 3F折減 3F
4F與5F折減 4F與5F

0.0%

0.5%柱 4F
5F

0 0%

0.5%

柱

0 0.2 0.4 0.6
性能目標地表加速度Ap(g)

  05040100 NCFR

0.0%
0 0.2 0.4 0.6
性能目標地表加速度Ap(g)

  05040100 N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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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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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C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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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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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減係數0.85

宋嘉誠，邱聰智，黃世建，"臺灣中小學校舍結構耐震安全柱量比之研究"，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NCREE‐13‐031，臺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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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型街屋耐震能力初步評估公式







 )%05040(
05.04.0100 f NCFR
NCFR

A













)%05.04.0(,0

)%05.04.0( ,
24.062.1

f

f
f

p

NCFRA

NCFR
N

A

 CACFR柱量比 底層柱量 A

  )%05.04.0(,0 fp NCFRA




fA
CFR柱量比 底層柱量  CA

二樓以上總樓
地板面積  fA

牆轉為等值
柱量

 eqCA ,
地板面積 柱量

5層樓(含)以上者，N = 4
16

5層樓(含)以上者，Nf = 4



純柱構架單位面積抗側力強度

• 柱的平均極限剪應力強度為7.95 kgf/cm2，
相關係數r為0 79。

17

相關係數r為0.79。



典型街屋牆的尺寸

• 2012年7~8月田野調查

南投縣臺南市

街屋(145棟)

獨棟透南投縣, 
20

高雄市

臺南市, 
20

連棟透

獨棟透

天, 29

高雄市, 
19臺北市, 

26

連棟透

天厝, 
82

公寓, 
34

新北

市, 10
彰化縣, 

20
臺中市, 

30 2030

邱聰智 翁樸文 沈文成 葉勇凱 鍾立來 黃世建 "台灣典型街屋建築結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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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聰智，翁樸文，沈文成，葉勇凱，鍾立來，黃世建，"台灣典型街屋建築結構資料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NCREE‐14‐006，臺北，2014。



建築特性統計

40

60

棟40

60

棟

占89%
37%

39%

20

40棟

次20

40棟

次
18%

6%
0

<= 63 64 - 71 72 - 86 87+
興建年代(民國)

0
1層 2層 3層 4層 5層

( )

356 333 35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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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542 51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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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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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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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連棟透天 公寓 獨棟透天

0
連棟透天 公寓 獨棟透天



第一層樓版高度(322~378cm)
平均層高平均層高350cm
梁下淨高約300cm

四面圍束牆長度 三面圍束牆長度

20

(225~451cm) (120~382cm)



2. 四面圍束RC牆

• 牆淨高300cm
• 牆長平均338cm，
取300cm取300cm

• f’c=175 kgf/cm2

 cos)1( strcvhn AfKKV 

wwstr t
Af
NA 


 )85.025.0(
wcAf

  262145cos)10850250(175520111 cmkgfVn 

221 cmkgf

2121(Hwang and Lee, 2002; TEASPA, 2013)

  6.2145cos)1.085.025.0(17552.0111 cmkgf
tww






3. 三面圍束RC牆

• 撓曲強度

h
MV n

b
2

 29.12 cmkgf
t

Vb
b 




hb

• 剪力強度

tww 

 cos)1( strcvhn AfKKV 

V

側力強度

272.18 cmkgf
t

V

ww

n
n 







• 側力強度
2

3 129.12),min( cmkgfnbrcw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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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耕立, 2008)



4. 四面圍束磚牆

Brick Wall ClassroomClassroom

CorridorCorridor

•忽略內柱，
單片低矮牆

•採計內柱，
兩片高型牆

θ θ•ASCE 41
•側向強度低
耐震能力由

•許茂雄、陳
奕信
•側向強度高

ψ

•耐震能力由
短向主控

NG

•側向強度高
•耐震能力由
長向主控

23

ψ ψNG 長向主控
OK



四面圍束磚牆行為研究

24邱聰智等人(2012)



先砌式磚牆實驗計畫

B39‐L B83‐L

有中間柱無中間柱 有中間柱無中間柱

砂漿 fmc = 7 MPa
磚塊 fb = 15 MPa磚塊 fbc  15 MPa
牆厚 tw = 20 cm
砌法:先砌式；一順一丁 (英式)

25

砌法:先砌式；一順一丁 (英式)



無中間柱磚牆實驗結果
Drift: 0.75%

• 水平滑移裂縫
為主為主

• 斜裂縫仍有部斜裂縫仍有部
分劈磚裂縫

磚牆貢獻強度
2.0%

• 磚牆貢獻強度
低

2015/5/12
26



有中間柱磚牆實驗結果
Drift: 0.5%

• 兩片牆之對角
斜裂縫斜裂縫

• 包含灰縫滑
移、豎縫劈
裂、及劈磚裂 2.0%

縫

• 磚牆貢獻強度• 磚牆貢獻強度
高

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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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圍束磚牆強度評估模型 - 無中間柱

   0.45b NCREE f b b t b bV l t f h t      , 0.45b NCREE f b b mt b bV l t f h t 

水平滑移 豎縫劈裂水平滑移 豎縫劈裂

Vb

hb

  tanb b ch l 

hb
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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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圍束磚牆強度評估模型 – 有中間柱

 ,b NCREE f b bV l t  
水平滑移

 

 

0.45 tan
0 45 0 45

mt b c b

b

f l t
f f

  


 

豎縫劈裂

 0.45 0.45 tan
2

mt bt
b b c b

f f h l t
   

磚塊劈裂

tanb cl 
Vb

磚塊劈裂

2

tanb b ch l hb

  tanb bh l 
tan
2

b cl θc
  tanb b ch l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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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實驗比較
Chiou and Hwang (2015)

• TEASPA對先砌式四面圍束磚牆之模擬

30



TEASPA三面圍束磚牆評估模型

忽略忽略 忽略忽略

試體A 試體C 試體B

磚牆等值斜撐
軸力非線性鉸

柱彎矩非線性鉸 柱剪力非線性鉸

31



測試布置

橫鋼梁
平衡質量塊

軸力千斤頂
防側傾裝置

L型鋼梁

反力
牆

防側傾裝置

側力千斤頂

滑移支座

強力地板

2015/5/12
32

杜怡萱、莊宗樺(2013)



實驗與分析比較

忽略忽略

600
分分
析
值
低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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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圍束磚牆行為測試

側推方向

試體A 試體C 試體B
側推方向

600
0 0.5 1 1.5

Drift Ratio (%)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4

0 10 20 30 40 50
Lateral Displacement (mm)

0

杜怡萱、莊宗樺(2013)



剪力屋架雙曲率變型模式

• 近施力側磚牆仍有效

側力

32 b

受壓側

壓
桿

受壓側

變形圖 彎矩圖傳力機制圖

(b) 試體C (層間變位角2.3%)
試體C

(b) 試體C (層間變位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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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PA模擬方式

32 b

32 32 b

試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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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面圍束磚牆評估模型

試體A 試體C 試體B試體A 試體C 試體B

磚牆等值斜撐
軸力非線性鉸

柱彎矩非線性鉸 柱剪力非線性鉸
軸力非線性鉸

柱彎矩非線性鉸 柱剪力非線性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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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面圍束磚牆強度評估模型

bcbmtbbfproposedbw tftV 





 






   tan

3
2225.0

3
2

,3 
(邱聰智, 2015)

b32
b

bcbb
btmt thff







 





 

 tan
3
2

2
225.0 

cb tan31 

h t32 h

cb tan31 

cbbh tan32 bh

劈裂強度折減係數
四面圍束 bh



四面圍束: 0.45
三面圍束: 0 45/2 c三面圍束: 0.45/2

=0.225
) ,min( 3

2

33
2 bba

cb

b
b c

hh 





 3
c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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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面圍束磚牆強度評估模型


bcbmtbbfproposedbw

ff

tftV









 






  

2

tan
3
2225.0

3
2

,3  (邱聰智, 2015)

b32
bbcbb

btmt thff






 





 

 tan
3
2

2
225.0 

cb tan31 

cb tan31 

cbbh tan32 bh
劈裂強度折減
係數

bh

cb tan31 

係數
四面圍束: 0.45
三面圍束:0 45/2

tan31 

cbbh tan32  bh
三面圍束:0.45/2

=0.225

b3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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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n(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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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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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ta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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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實驗比較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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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牆強度分布

8 四面圍束磚牆

四面圍束牆長度
225~451cm5 58

6.14 
6.80 6.80 

6gf
/c

m
2 ) 三面圍束磚牆

225 451cm

3 94
4.66 

5.09 
5.58 

4.09 4.36 4.36 

6 

t b
)  

(k
g

3.94 

3.13 
3.45 4 

V
bw

/(ℓ
b

三面圍束牆長度

2 
100 200 300 400 500

V

• 砂漿抗壓強度100 kgf/cm2; 磚抗壓強度150

三面圍束牆長度
(120~382cm牆長ℓb (cm)

41

砂漿抗壓強度100 kgf/cm ; 磚抗壓強度150 
kgf/cm2；臨界破壞角 6.0tan c (邱聰智, 2015)



各構件單位面積抗側力強度

日本 郭心怡 許丁友

(邱聰智, 2015)

單位: kgf/cm2 日本
[9]

郭心怡
[11]

許丁友
[13] 蘇耕立[4] 本研究

短柱 15 14.1
柱 15 - 7.95窗臺柱 10 9.9

長柱 7 5.4

RC
牆

四邊圍束 30 28.6 - 21

三邊圍束 20 20 24 12 12
牆

二邊圍束 10 11.2 - - -

四邊圍束 3 9 3 3 4 0磚
牆

四邊圍束 - 3.9 3 3 4.0

三邊圍束 - 1.6 1.5 2 3.2

42



低矮型街屋耐震能力初步評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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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A 38236140360
柱 三面圍束磚牆 四面圍束磚牆 三面圍束RC牆 四面圍束RC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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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型RC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
估表



低矮型鋼筋混凝土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低矮型RC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建物基本資料

N
E

SD Na Fa
0.8 1 1

AT=0.4SDS

基本結構耐震性能調查項目

評估日期

耐震需求

SDS

評估者 證號:
0.8

0.32

建築物高度
總高度 H (m)

興建年代 (民國) 第一層高度 h1 (m)

建物基本資料

建築物名稱
GPS座標

建築物地址

2FL 3FL 4FL 5FL 6FL ROOF 地下 地上 (NF)
2,880,000 2,880,000 2,880,000 0 3

柱類別 柱形式
斷面積

(Asci)
根數

(Nci)
第一種 (cm2)

第二種 0 (cm2)

基本結構耐震性能調查項目

二樓(含)以上

各層樓地板面積和

樓層數

8,640,000

各層樓地板面積Afi (cm2) 二樓以上總樓地板面積

ΣAfi  (cm2)

柱尺寸

(長cm x寬cm)
斷面積小計 (Aci = Asci * Nci)

騎樓柱

0

0 (cm)

第三種 0 (cm2)

第一種 50 50 2,500 12 (cm2)

第二種 55 55 3,025 4 (cm2)

第三種 0 (cm2)

第四種 0 (cm2)

第五種 (cm2)

(cm2)

30,000

12,100

0

0

0

總柱面積ΣAc 42,100

一樓柱

量

0

室內柱

(cm)

12
14,400

0
無開口磚

牆
Abwx4

0
ΣAbwx4 0

0
ΣArcwx3 0

沿騎樓

或街道

方向

開口磚牆 Abwx3
14,400

ΣAbwx3

0
開口RC

Arcwx3

1,200

一樓牆

量
牆種類

牆厚度

(Twi,cm)
斷面積小計 (Awi=Twi * Lwi)

(cm2)
各類牆斷面積合計

(cm2)

,

有效牆長度 (Lwi,cm)

24
垂直騎

樓或街

道方向
開口RC
牆

Arcwy3
0

ΣArcwy3 0

0
無開口磚

牆
Abwy4

115,2004,800
ΣAbwy4 115,200

0

ΣArcwx3 0
0

0
0

開口磚牆 Abwy3
0

ΣAbwy3 0

方向
牆

Arcwx3

無開口

RC牆
Arcwx4

0
ΣArcwx4

性能地表加速度 Ap (g) 0.330

垂直騎樓方向等效柱量比 CFReqy=(ΣAc+0.36ΣAbwy3+0.45ΣAbwy4+1.36ΣArcwy3+2.38ΣArcwy4)/Af (%) 1.087%
沿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 Apx (100CFRx-0.4+0.05NF)/(1.62-0.24NF) 0.330

垂直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 Apy (100CFRy-0.4+0.05NF)/(1.62-0.24NF) 0.930

沿騎樓方向等效柱量比CFReqx= (ΣAc+0.36ΣAbwx3+0.45ΣAbwx4+1.36ΣArcwx3+2.38ΣArcwx4)/Af 0.547%

0
無開口

RC牆
Arcwy4

0

道方向
牆

Arcwy3 ΣArcwy3 0

ΣArcwy4 0
0

q1 =
q2 =
q3 =
q4 =

三角窗轉角騎樓 □雙向有騎樓(0.9)     □單向有騎樓(1.0) 1
軟弱層顯著性 □有牆體中斷(0.9)     □無牆體中斷(1.0) 1
興建年代 民國□63以前(0.9)    □64~71(0.95)     □72~88 (1.0)     □89以後(1.05) 1
短柱顯著性 1-極短柱占整體柱量比例 1

基本耐震性能 E= AP/AT 103
調整因子調查項目

項目 說明 因子



耐震需求

低矮型RC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N
E

總高度H( )

低矮型RC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建物基本資料

建築物名稱
GPS座標

建築物地址

SD Na Fa
0.8 1 1

評估日期

耐震需求

SDS

評估者 證號:
0.8

建築物高度
總高度H (m)

興建年代 (民國) 第一層高度 h1 (m)

AT=0.4SDS

2FL 3FL 4FL 5FL 6FL ROOF 地下 地上 (NF)

基本結構耐震性能調查項目

二樓(含)以上

各層樓地板面積和

樓層數各層樓地板面積Afi (cm2) 二樓以上總樓地板面積

ΣAfi  (cm2)

評估者 證號:
0.32

1.依據耐震設計規範決定工址設計地表加速度

2,880,000 2,880,000 2,880,000 0 3
各層樓地板面積和

8,640,000

2.總樓地板面積



耐震容量
柱類別 柱形式

斷面積

(Asci)
根數

(Nci)
第一種 0 (cm2)

第二種 0 (cm2)

0

0

柱尺寸

(長cm x寬cm)
斷面積小計 (Aci = Asci * Nci)

騎樓柱 第二種 0 (cm )

第三種 0 (cm2)

第一種 0 (cm2)

第二種 0 (cm2)

0

0

0

0

一樓柱

量

騎樓柱

(cm )

第三種 0 (cm2)

第四種 0 (cm2)

第五種 (cm2)

0

0

0

室內柱

底層柱總面積

(cm2)總柱面積ΣAc 0

底層柱總面積



耐震容量

有效牆長

度 (Lwi)

ΣAb 3Ab 3開口磚牆 0
0

斷面積小計 (Awi=Twi * Lwi)
(cm2)

各類牆斷面積合計

(cm2)

一樓牆

量
牆種類

牆厚度

(Twi,cm)

牆長度

算式

0

ΣAbwx3

ΣAbwx4

Abwx3

Abwx4

開口磚牆

無開口磚

牆

開口RC

0

0

0

0

0
沿騎樓

或街道

方向

0

ΣArcwx3

ΣArcwx4

Arcwx3

Arcwx4

0

開口RC
牆

無開口

RC牆

0

0

0

0

方向

0

0
0

ΣAbwy3

無開口磚

牆

開口RC

Abwy3

Abwy4

0
0

開口磚牆

ΣAbwy4
0

垂直騎

樓或街 0
0

0Arcwy4
0

開口RC
牆

無開口

RC牆

Arcwy3 ΣArcwy3

ΣArcwy4

0

0

道方向
0

有效牆長度1. X向、Y向
2. 磚牆或RC牆

有效牆長度:
1.無開口牆之全牆長
有開口牆僅計有靠柱邊之牆段3. 有無開口 2.有開口牆僅計有靠柱邊之牆段
的長度總和



耐震容量需求比

垂直騎樓方向等效柱量比 CFReqy=(ΣAc+0.36ΣAbwy3+0.45ΣAbwy4+1.36ΣArcwy3+2.38ΣArcwy4)/Af (%) 1.087%
沿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 Apx (100CFRx-0.4+0.05NF)/(1.62-0.24NF) 0.330

垂直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Apy (100CFRy04+005NF)/(162 024NF) 0930

沿騎樓方向等效柱量比 CFReqx = (ΣAc+0.36ΣAbwx3+0.45ΣAbwx4+1.36ΣArcwx3+2.38ΣArcwx4)/Af 0.547%

性能地表加速度 Ap (g) 0.330
基本耐震性能 E= AP/AT 103

調整因子調查項目

垂直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 Apy (100CFRy-0.4+0.05NF)/(1.62-0.24NF) 0.930

q1 =
q2 =
q3 =

三角窗轉角騎樓 □雙向有騎樓(0.9)     □單向有騎樓(1.0) 1
軟弱層顯著性 □有牆體中斷(0.9)     □無牆體中斷(1.0) 1
興建年代 民國□63以前(0.9)    □64~71(0.95)     □72~88 (1.0)     □89以後(1.05) 1

項目 說明 因子

q4 =

耐震指標Is : Is = E*Q = 103.22 是否有疑慮: 尚無耐震疑慮

調整因子 Q : Q = q1*q2*q3*q4 1.000
短柱顯著性 1-極短柱占整體柱量比例 1

備註： 負責評估者簽章

Is小於100分表示耐震能力有疑慮，應進行詳細評估確認耐震能力。

Is大於等於100分以上表示耐震能力暫無疑慮。Is大於等於100分以上表示耐震能力暫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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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容量需求比

垂直騎樓方向等效柱量比 CFReqy=(ΣAc+0.36ΣAbwy3+0.45ΣAbwy4+1.36ΣArcwy3+2.38ΣArcwy4)/Af (%) 1.087%
沿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 Apx (100CFRx-0.4+0.05NF)/(1.62-0.24NF) 0.330

垂直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Apy (100CFRy04+005NF)/(162 024NF) 0930

沿騎樓方向等效柱量比 CFReqx = (ΣAc+0.36ΣAbwx3+0.45ΣAbwx4+1.36ΣArcwx3+2.38ΣArcwx4)/Af 0.547%

性能地表加速度 Ap (g) 0.330
基本耐震性能 E= AP/AT 103

調整因子調查項目

垂直騎樓向性能地表加速度 Apy (100CFRy-0.4+0.05NF)/(1.62-0.24NF) 0.930

q1 =
q2 =
q3 =

三角窗轉角騎樓 □雙向有騎樓(0.9)     □單向有騎樓(1.0) 1
軟弱層顯著性 □有牆體中斷(0.9)     □無牆體中斷(1.0) 1
興建年代 民國□63以前(0.9)    □64~71(0.95)     □72~88 (1.0)     □89以後(1.05) 1

項目 說明 因子

q4 =

耐震指標Is : Is = E*Q = 103.22 是否有疑慮: 尚無耐震疑慮

調整因子 Q : Q = q1*q2*q3*q4 1.000
短柱顯著性 1-極短柱占整體柱量比例 1

備註： 負責評估者簽章

Is小於100分表示耐震能力有疑慮，應進行詳細評估確認耐震能力。

Is大於等於100分以上表示耐震能力暫無疑慮。

Q

Is <100分，耐震能力有疑慮
分 耐震能力暫無疑慮

Is大於等於100分以上表示耐震能力暫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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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100分，耐震能力暫無疑慮



針對美濃地震之調整因子
• 三角窗扭轉效應(q1)

– 雙向有騎樓 (0.9)雙向有騎樓 (0.9)
– 僅單向有騎樓或
全無騎樓(1.0)( )

• 軟弱底層(q2)
– 底層有牆體中斷(0.9)底層有牆體中斷(0.9)
– 底層無牆體中斷(1.0)

• 興建年代(q )• 興建年代(q3)
– 1974以前0.9

1975 1982(0 95)– 1975~1982(0.95)
– 1983~1999 (1.0)

2000以後(1 05)– 2000以後(1.05)



三角窗扭轉效應(q1)
• 雙向有騎樓 (0.9)
僅單向有騎樓或• 僅單向有騎樓或
全無騎樓(1.0)



軟弱底層(q2)
• 底層有牆體中斷(0.9)
底層無牆體中斷(1 0)• 底層無牆體中斷(1.0)



短柱顯著性 (q4)
• 極短柱: Hn/D ≦ 2

例極短柱占整體柱量的比1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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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法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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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型RC建築震損資料庫

校舍和街屋共59棟校舍和街屋共59棟

0602南投地震5棟
集集地震 棟

0602南投地震5棟921集集地震35棟
1219花蓮地震5棟

0304甲仙地震12棟

0401台東地震6棟0401台東地震6棟

5656

1226恆春地震1棟



快評對設計地震與震損程度比較

Ap/AT A 為設計地震( 0 4S )
=強度

4
p/ T AT為設計地震(=0.4SDS)

比值越小，震損越嚴重
具篩選性

需求

3
具篩選性

2

1

0
0 1 2 3 4 5

5757



典型街屋結構資料庫

田野調查

街屋(145棟)

南投縣, 
20

臺南市, 
20

高雄市, 
19臺北市, 

26

新北

市 10彰化縣, 臺中市,

26

市, 10彰化縣,
20

臺中市, 
30

篩選率約38.6%

5858
2015/5/12



近年全球 RC 建築強震受損統計

RC 建築物強震受損統計圖

崩壞 ≦ 10%

百分
比

大害+崩壞約 20% ~ 30%
比

日本
土耳其
菲律賓

崩大
害

堪
用

菲律賓
墨西哥

壞害用

資料來源：小谷俊介教授 (Otani Sh ns ke)資料來源：小谷俊介教授 (Otani , Shunsuke)
RC building Damage Statistics and SDF Response with 
Design Seismic Forces, Earthquake Spectra (1999)



初評與TEASPA詳評比較

0 60.6

p 
(g

)
0.4

性
能

Ap

詳評
0.2耐

震
性 詳評

初評

0評
估

0
0 1 2 3 4 5 6 7 8

七棟街屋案例

平均值: 初評Ap/ 詳評Ap 0 76平均值: 初評Ap/ 詳評Ap = 0.76



街屋耐震資訊網



街屋耐震資訊網
http://streethouse ncree narl org tw/http://streethouse.ncree.narl.org.tw/



建物位置、樓地板面積、興建年代建物位置、樓地板面積、興建年代

民眾版
1 第三類地盤1. 第三類地盤
2. 依據村里區界中心定義近斷層

距離
3 A = 0 4S3. AT= 0.4SDS

專業版
1 依據現行耐震設計規範決定1. 依據現行耐震設計規範決定

Na、Fa
2. AT= 0.4SDS



柱資料柱資料



牆資料牆資料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專業版專業版
1. 調整因子
2. 列印初步評估表



結論與建議

本初步評估法係以TEASPA詳評方法為基礎• 本初步評估法係以TEASPA詳評方法為基礎，
經統計迴歸方式找出柱量比對耐震能力之關
係，適用於六層樓(含)以下之低矮型RC或加強係，適用於六層樓(含)以下之低矮型RC或加強
磚造建築物。

• 牆構件之強度採用理論公式求得，並經實驗驗牆構件之強度採用理論公式求得，並經實驗驗
證為保守。

• 本初步評估法與TEASPA詳評案例比較，偏保本初步評估法與TEASPA詳評案例比較 偏保
守。

• 本初步評估法經與震損資料庫驗證，與震損程本初步評估法經與震損資料庫驗證 與震損程
度趨勢相近。

• 本初步評估法篩選率約4成。
• 街屋耐震資訊網將開發專業版，供工程師上傳
初步評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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