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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水RC規範與國家RC規範之關係

土木水利學會規範 ACI 318

規範年份
主要內容變化

版本 年份

1. 土木401-56 56 63 均為WSD方式

2. 土木401-59 59 63 USD為附篇

3. 土木401-68 68 77 USD為主體

4. 土木401-80 80 89 加入耐震特別規定

5. 土木401-84 84 89 開始有解說

6. 土木401-86 86 95 開始稱為「結構混凝土」

7. 土木401-86a 89 95 內政部採用為91年版規範

8. 土木401-93 93 02 開始修訂載重係數與折減係數

9. 土木401-96 96 05 全本規範符號統一等項修正

10. 土木401-100 100 05，08 內政部採用為100年版規範

11. ACI 318-14中譯 105 14 ACI 318-14直接翻譯

11. 建研所研究報告 105 14 綜合ACI 318-14與國內研究

12. 土木401-107 107 14 以我國目前規範格式呈現”11.建研所研究報告”

13. 土木401-109 109 19
以”11.建研所研究案”為基礎，加入ACI 318- 19

變革與國內研究，預計109年頒佈為國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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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度計算

尺寸效應；
新單向與
雙向剪力
強度公式

續接器檢
驗準則

螺旋錨栓
與剪力榫

包含SD 
550W與SD 

690

壓拉桿方
法更新(包
括耐震)

耐震設計
規範修訂

深基礎耐
震設計

新彎鉤與擴
頭鋼筋伸展
長度公式

雙軸方向
剪力強度

噴凝土
非線性反
應歷時分
析(附錄)

新版混凝土設計規範草案之主要變革(相較於105年建研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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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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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錨栓與剪力榫(第17章)

後置式錨栓：(a)黏結式錨栓；(b)擴底式錨栓；(c)扭力控制之膨脹式錨栓((c1)套筒型
式及(c2)錨釘型式)； (d) 直接鎖入位移控制型膨脹式錨栓及(e)螺旋錨栓

具剪力榫之基板

承壓破壞前的破裂

承壓破壞前 錨栓鋼材破壞前



壓拉桿方法更新(包括耐震壓拉桿設計) (第23章)

開孔

地下室外牆

牆作用力

壓桿傳力構件 拉桿

a fb

d

e

c h g

若壓桿力不以超額強度因子Ωo放大，則:

1. 壓桿最少應有四支縱向鋼筋
2. 壓桿應受圍束
3. 壓桿與節點強度應乘上0.8

以1.25𝒇𝒚計算拉桿伸展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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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礎耐震設計(18.3)

s2

A

h
斷面 A

最少4之鋼筋, rl ≥ 0.005

液化或軟弱地層

堅硬或勁度高的地層

l

l1

l2

l2

樁帽

特殊橫向鋼筋

特殊橫向鋼筋

特殊橫向鋼筋

s1 最小保護層厚度=7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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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反應歷時分析(附錄A)

力量

位移

構材塑鉸遲滯模型

9

允許利用非線性反應歷時分析進行設計之驗證。例如，未符合耐震設計規定

之鋼筋混凝土結構系統，若經附錄A之規定驗證，該結構系統具有等於或超

過與其類比並符合耐震設計規定之鋼筋混凝土結構物之強度與韌性，應可允

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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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度計算

尺寸效應；
新單向與
雙向剪力
強度公式

續接器檢
驗準則

螺旋錨栓
與剪力榫

包含SD 
550W與SD 

690

壓拉桿方
法更新(包
括耐震)

耐震設計
規範修訂

深基礎耐
震設計

新彎鉤與擴
頭鋼筋伸展
長度公式

雙軸方向
剪力強度

噴凝土
非線性反
應歷時分
析(附錄)

新版混凝土設計規範草案之主要變革(相較於105年建研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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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與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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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強度𝒇𝒄
′之最小值(1.7.2)

混凝土種類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一般結構混凝土之𝒇𝒄
′ 不得低於210 kgf/cm2

抗地震力構材之混凝土之𝒇𝒄
′ 不得低於210 kgf/cm2 不得低於280 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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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模數𝑬𝒄(19.2.2.1)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含𝒘𝒄之彈性模數公式

𝑬𝒄 = 𝒘𝒄
𝟏.𝟓4270 𝒇𝒄

′

𝒘𝒄為混凝土單位重，
單位為 tf /m3

𝑬𝒄 = 𝒘𝒄
𝟏.𝟓 × 0.11 𝒇𝒄

′

𝒘𝒄為混凝土單位重，
單位為 kgf/m3

常重混凝土 𝑬𝒄 = 15000 𝒇𝒄
′ 𝑬𝒄 = 12000 𝒇𝒄

′

(單位：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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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設計降伏強度最大值(20.2.2.4)

用途 應用
𝒇𝒚或𝒇𝒚𝒕最大設計值 (𝐤𝐠𝐟/𝐜𝐦𝟐)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撓曲、軸力、收縮及溫
度

特殊耐震系統
特殊抗彎構架 4200 5600

特殊結構牆 4200 5600

其他 5600 5600

縱向鋼筋之側項支撐或
混凝土圍束

特殊耐震系統 4200 7000

螺箍筋 7000 7000

其他 5600 5600

剪力

特殊耐震系統
特殊抗彎構架 4200 5600

特殊結構牆 4200 5600

螺箍筋 4200 4200

剪力摩擦 4200 4200

肋筋、箍筋、
閉合箍筋

銲接光面鋼線 4200 4200

銲接麻面竹節鋼線 5600 5600

扭力 縱向和橫向 4200 4200

錨栓錨定鋼筋
特殊耐震系統 - 5600

其他 - 5600

以壓拉桿模式設計之區
域

縱向拉桿 - 5600

其他 -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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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器檢驗準則(新規範草案第26.6.5節)

試驗項目
(頻率)

加載程序 指標

合格標準

第二類
(SA級)

第一類
(B級)

單向拉伸及
滑動試驗

(1/100)

0→0.95𝑃𝑦→0.02𝑃𝑦

→拉至破壞

抗拉強度 ≥ 1.25𝑓𝑦且 ≥ 𝑓𝑢 ≥ 1.25𝑓𝑦

殘留滑動量 𝛿𝑠 1𝑐 ≤ 0.3 mm ≤ 0.3 mm

續接處外鋼筋之伸
長率[1]

≥9%，鋼筋尺度
D32以下

≥ 2%
≥6%，鋼筋尺度

D36以上

重複負載及
滑動試驗

(1/1000)

0→(0.95𝑃𝑦↔0.02𝑃𝑦)×30回

→拉至破壞

抗拉強度 不適用 ≥ 1.25𝑓𝑦

滑動量 𝛿𝑠 30𝑐 不適用 ≤ 0.3 mm

續接處外鋼筋之伸
長率[1] 不適用 ≥ 2%

高塑性反復
負載試驗

(1/1000)

0→(0.95𝑃𝑦↔ -0.5𝑃𝑦)×16回

→(6𝛿𝑦↔ -0.5𝑃𝑦)×8回

→(12𝛿𝑦↔ -0.5𝑃𝑦)×8回

→拉至破壞

抗拉強度 ≥ 1.25𝑓𝑦且 ≥ 𝑓𝑢 不適用

滑動量 𝛿𝑠 16𝑐 ≤ 0.3 mm 不適用

滑動量 𝛿𝑠 24𝑐 ≤ 0.9 mm 不適用

滑動量 𝛿𝑠 32𝑐 ≤ 1.8 mm 不適用

續接處外鋼筋之伸
長率[1]

≥9%，鋼筋尺度
D32以下

不適用
≥6%，鋼筋尺度

D36以上

[1]續接處外兩側鋼筋伸長率之較大值。

適用於SD490W或更低強度等級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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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CNS 15560 鋼筋機械式續接檢驗法

4

伸長計1

伸長計2

鋼筋續接器
或續接套管

夾具

    =量測軸向變形及
      滑動量之標定長度

夾具

Lg

L1

L1

L2

L2

L1 = 1至 3倍鋼筋標稱直徑
L2 < 7倍鋼筋標稱直徑
L3 =  3倍鋼筋標稱直徑

量測續接處外鋼筋

伸長率之標距 L3 

量測續接處外鋼筋

伸長率之標距 L3 

= 夾具至續接處之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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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例：符合第二類(SA級)標準之SD 420W鋼筋續接器



續接處外鋼筋拉斷或伸長率達 9%(#10以下)或 6%(#1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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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之機械式續接位置(18.2.7.2)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第一類機械式續接不得使用於梁、柱接頭面或

地震時鋼筋可能降伏處起算兩倍構材深度範圍

內，第二類機械是續接則准許使用於任何位置。

除𝒇𝒚=4200 kgf/cm2 與 4900 kgf/cm2鋼筋的第

二類機械式續接外，機械式續接應不使用於特

殊抗彎矩構架之梁或柱接頭面起算兩倍構材深

度範圍內，或因側向位移超過線性行為為範圍

外時，導致鋼筋可能降伏之臨界斷面處起算兩

倍構材深度範圍內。…𝒇𝒚 =4200 kgf/cm2與

4900 kgf/cm2鋼筋的第二類機械是續接應可使

用於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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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最小節底部曲率半徑

螺紋節鋼筋（符合規定)竹節鋼筋 (不符合規定)

台灣製造的SD690、D32 鋼筋節形

降伏強度等級5600 kgf/cm2之鋼筋，用於抵抗軸力或彎矩之縱向鋼筋”

節底部曲率半徑”不應小於節高的1.5 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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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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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預力構材有效慣性矩 𝑰𝒆 (24.2.3.5)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𝑰𝒆 𝑰𝒆 =
𝑴𝒄𝒓

𝑴𝒂

𝟑

𝑰𝒈 + 𝟏 −
𝑴𝒄𝒓

𝑴𝒂

𝟑

𝑰𝒄𝒓

𝑰𝒈
(24.2.3.5a)

對於𝑴𝒂 ≤ 𝟐/𝟑 𝑴𝒄𝒓

𝑰𝒄𝒓

𝟏 −
𝟐/𝟑 𝑴𝒄𝒓
𝑴𝒂

𝟐

𝟏 −
𝑰𝒄𝒓
𝑰𝒈

(24.2.3.5b)

對於𝑴𝒂 > 𝟐/𝟑 𝑴𝒄𝒓

𝑴𝒄𝒓 =
𝒇𝒓𝑰𝒈

𝒚𝒕

對於非預力構材，有效慣性矩𝑰𝒆須使用下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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𝒇𝒚
𝐤𝐠𝐟/𝐜𝐦𝟐 規範

無柱頭版 有柱頭版

外格版 內格版 外格版 內格版

無邊梁 有邊梁 無邊梁 有邊梁

2,800
現行規範

𝑙𝑛/33 𝑙𝑛/36 𝑙𝑛/36 𝑙𝑛/36 𝑙𝑛/40 𝑙𝑛/40
新規範草案

4,200
現行規範

𝑙𝑛/30 𝑙𝑛/33 𝑙𝑛/33 𝑙𝑛/33 𝑙𝑛/36 𝑙𝑛/36
新規範草案

5,250 現行規範 𝑙𝑛/28 𝑙𝑛/31 𝑙𝑛/31 𝑙𝑛/31 𝑙𝑛/34 𝑙𝑛/34

5,600 新規範草案 𝑙𝑛/27 𝑙𝑛/30 𝑙𝑛/30 𝑙𝑛/30 𝑙𝑛/33 𝑙𝑛/33

無內梁非預力雙向版之最小厚度 𝒉 (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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𝞮𝒕與強度折減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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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限制 𝞮𝒕 (8.4.2.2.4)

柱位 跨向 規範 𝒗𝒖𝒗 𝜺𝒕 (在 𝒃𝒔𝒍𝒂𝒃內) 𝜸𝒇最大修正值

角柱 任一向
現行規範

≤ 𝟎. 𝟓𝜱𝒗𝒄
≥ 𝟎. 𝟎𝟎𝟒

1.0
新規範草案 ≥ 𝜺𝒕𝒚 + 𝟎. 𝟎𝟎𝟑

邊柱

與邊緣垂直
現行規範

≤ 𝟎. 𝟕𝟓𝜱𝒗𝒄
≥ 𝟎. 𝟎𝟎𝟒

新規範草案 ≥ 𝜺𝒕𝒚 + 𝟎. 𝟎𝟎𝟑

與邊緣平行
現行規範

≤ 𝟎. 𝟒𝜱𝒗𝒄

≥ 𝟎. 𝟎𝟏𝟎

𝟏. 𝟐𝟓

𝟏 +
𝟐
𝟑

𝒃𝟏
𝒃𝟐

≤ 𝟏. 𝟎新規範草案 ≥ 𝜺𝒕𝒚 + 𝟎. 𝟎𝟎𝟖

內柱 任一向
現行規範 ≥ 𝟎. 𝟎𝟏𝟎

新規範草案 ≥ 𝜺𝒕𝒚 + 𝟎. 𝟎𝟎𝟖

非預力雙向版 𝜸𝒇 最大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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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力與彎矩強度折減因數𝜱 (21.2.2)

分類 規範 淨拉應變𝜺𝒕

𝜱

橫向鋼筋之型式

符合25.7.3之螺箍筋 其他

壓力控制

現行規範
𝜀𝑡 ≤ 𝜀𝑡𝑦 0.75 (a) 0.65 (b)

新規範草案

過渡區

現行規範 𝜀𝑡𝑦 < 𝜀𝑡 <0.005 0.75 + 0.15
𝜀𝑡 − 𝜀𝑡𝑦

0.005 − 𝜀𝑡𝑦
(c)

0.65 + 0.25
𝜺𝒕 − 𝜺𝒕𝒚

0.005 − 𝜺𝒕𝒚
(d)

新規範草案 𝜀𝑡𝑦 < 𝜀𝑡 < 𝜀𝑡𝑦 +0.003 0.75 + 0.15
𝜀𝑡 − 𝜀𝑡𝑦

0.003
0.65 + 0.25

𝜺𝒕 − 𝜺𝒕𝒚

0.003

拉力控制
現行規範 𝜀𝑡 ≥ 0.005

0.90 (e) 0.90 (f)

新規範草案 𝜀𝑡 ≥ 𝜀𝑡𝑦 + 0.003

彎矩、軸力、或彎矩與軸力合併作用之強度折減因數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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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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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無偏心之
標稱軸力強

度𝑷𝒐

非預力構材或合成受壓構材

𝟎. 𝟖𝟓𝒇𝒄
′ 𝑨𝒈 − 𝑨𝒔𝒕 + 𝒇𝒚𝑨𝒔𝒕

非預力構材之𝑷𝒐應依下式計算

𝟎. 𝟖𝟓𝒇𝒄
′ 𝑨𝒈 − 𝑨𝒔𝒕 + 𝒇𝒚𝑨𝒔𝒕 (22.4.2.2)

𝒇𝒚 ≤ 𝟓𝟔𝟎𝟎 𝐤𝐠𝐟/𝐜𝐦𝟐

𝑷𝒐

預力構材之𝑷𝒐應依下式計算

𝟎. 𝟖𝟓𝒇𝒄
′ 𝑨𝒈 − 𝑨𝒔𝒕 − 𝑨𝒑𝒅 + 𝒇𝒚𝑨𝒔𝒕 − 𝒇𝒔𝒆 − 𝟎. 𝟎𝟎𝟑𝑬𝒑 𝑨𝒑𝒕

(22.4.2.3)

𝒇𝒚 ≤ 𝟓𝟔𝟎𝟎 𝐤𝐠𝐟/𝐜𝐦𝟐

𝑨𝒑𝒕為預力鋼筋總面積、𝑨𝒑𝒅為預力套管、襯裏、預力鋼
筋之總面積、𝒇𝒔𝒆值應至少𝟎. 𝟎𝟎𝟑𝑬𝒑

無偏心之標稱軸力強度 𝑷𝒐 (2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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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強度-單向



非預力構材之 𝑽𝒄 (22.5.5)

規範 現行規範

簡單式

𝑽𝒄 = 𝟎. 𝟓𝟑 𝒇𝒄
′𝒃𝒘𝒅

𝑽𝒄 = 𝟎. 𝟓𝟑 𝟏 +
𝑵𝒖

𝟏𝟒𝟎𝑨𝒈
𝒇𝒄
′𝒃𝒘𝒅 (軸壓)

𝑽𝒄 = 𝟎 (軸拉)

詳細式

𝑽𝒄 = 𝟎. 𝟓𝟎 𝒇𝒄
′ + 𝟏𝟕𝟓𝝆𝒘

𝑽𝒖𝒅

𝑴𝒖
𝒃𝒘𝒅 ≤ 𝟎. 𝟗𝟑 𝒇𝒄

′𝒃𝒘𝒅
𝑽𝒖𝒅

𝑴𝒖
≤ 𝟏.0

以𝑴𝒎 = 𝑴𝒖 −𝑵𝒖
𝟒𝒉−𝒅

𝟖
代入上式，且

𝑽𝒖𝒅

𝑴𝒖
不限於1.0 (軸壓)

若𝑴𝒎 ≤ 𝟎，則以下式計算

但不得大於𝑽𝒄 = 𝟎. 𝟗𝟑 𝒇𝒄
′𝒃𝒘𝒅 𝟏 +

𝑵𝒖

𝟑𝟓𝑨𝒈

𝑽𝒄 = 𝟎. 𝟓𝟑 𝟏 +
𝑵𝒖

𝟑𝟓𝑨𝒈
𝒇𝒄
′𝒃𝒘𝒅 ≥ 𝟎 (軸拉)

30

條件 新規範草案

𝑨𝒗 ≥ 𝑨𝒗,𝒎𝒊𝒏

簡單式 𝟎. 𝟓𝟑𝝀 𝒇𝒄
′ +

𝑵𝒖

𝟔𝑨𝒈
𝒃𝒘𝒅 (22.5.5.1a)

詳細式 𝟐. 𝟏𝟐𝝀 𝝆𝒘
ൗ𝟏 𝟑 𝒇𝒄

′ +
𝑵𝒖

𝟔𝑨𝒈
𝒃𝒘𝒅 (22.5.5.1b)

𝑨𝒗 < 𝑨𝒗,𝒎𝒊𝒏 𝟐. 𝟏2𝝀𝒔𝝀 𝝆𝒘
ൗ𝟏 𝟑 𝒇𝒄

′ +
𝑵𝒖

𝟔𝑨𝒈
𝒃𝒘𝒅 (22.5.5.1c)

𝑵𝒖：軸力，壓為正，拉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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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𝑉𝑐最大值應不得超過 𝟏. 𝟑𝟑𝝀 𝒇𝒄
′𝒃𝒘𝒅 (22.5.5.1.1)

➢ 𝑁𝑢/ 6𝐴𝑔最大值應不得超過𝟎. 𝟎𝟓𝒇𝒄
′ (22.5.5.1.2)

➢ 尺度效應修正係數𝝀𝒔，應按右列公式計算𝝀𝒔 =
𝟐

𝟏+𝒅/𝟐𝟓
(22.5.5.1.3)

➢ 𝝀為輕質混凝土修正因數

非預力構材之 𝑽𝒄 (22.5.5)

新規範草案

現行規範公式(未考慮尺寸效應) 新版規範草案公式(考慮尺寸效應)

𝑽𝒄 = 𝟎. 𝟓𝟑 𝒇𝒄
′𝒃𝒘𝒅 𝟐. 𝟏𝟐𝝀 𝝆𝒘

ൗ𝟏 𝟑 𝒇𝒄
′ +

𝑵𝒖

𝟔𝑨𝒈
𝒃𝒘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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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力構材之𝑽𝒄簡化式 (22.5.6.2)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a)、(b)、及(c)

之最小值:

𝟎. 𝟏𝟔 𝒇𝒄
′ + 𝟓𝟎

𝑽𝒖𝒅𝒑

𝑴𝒖
𝒃𝒘𝒅

[𝟏] 𝟎. 𝟏𝟔λ 𝒇𝒄
′ + 𝟓𝟎

𝑽𝒖𝒅𝒑

𝑴𝒖
𝒃𝒘𝒅

[𝟏][𝟐]

(22.5.6.2a)
(a)

𝟎. 𝟏𝟔𝝀 𝒇𝒄
′ + 𝟓𝟎 𝒃𝒘𝒅 (b)

𝟏. 𝟑𝟑λ 𝒇𝒄
′𝒃𝒘𝒅 (c)

[1] 𝑴𝒖 與𝑽𝒖同時發生在所考量斷面

[1] 𝑴𝒖 與𝑽𝒖同時發生在所考量斷面

[2]當計算公式 22.5.6.2(a) 中之
𝑽𝒖𝒅𝒑

𝑴𝒖
項

時，𝒅𝒑應實際從斷面受壓最外緣算至

預力鋼筋形心之距離。且𝒅𝒑應不可取

如第22.5.2.1節所述𝟎. 𝟖𝒉之假設值。

對於預力受撓構材，當𝑨𝒑𝒔𝒇𝒔𝒆 ≥ 𝟎. 𝟒(𝑨𝒑𝒔𝒇𝒑𝒖 + 𝑨𝒔𝒇𝒚)， 𝑽𝒄應依照下表計算，但不需小於

𝟎. 𝟓𝟑λ 𝒇𝒄
′𝒃𝒘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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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力構材之𝑽𝒄精確式 (22.5.6.3)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撓剪強度𝑉𝑐𝑖應根據右列公
式(a)計算，但無需小於公

式(b)或(c)之值：

𝟎. 𝟏𝟔𝝀 𝒇𝒄
′𝒃𝒘𝒅𝒑 + 𝑽𝒅 +

𝑽𝒊𝑴𝒄𝒓𝒆

𝑴𝒎𝒂𝒙
(a)

𝟎. 𝟒𝟓𝝀 𝒇𝒄
′𝒃𝒘𝒅

𝟎. 𝟒𝟓𝝀 𝒇𝒄
′𝒃𝒘𝒅 (22.5.6.3.1b)

對於構材
𝑨𝒑𝒔𝒇𝒔𝒆 < 𝟎. 𝟒(𝑨𝒑𝒔𝒇𝒑𝒖 + 𝑨𝒔𝒇𝒚)

(b)

𝟎. 𝟓𝟑𝝀 𝒇𝒄
′𝒃𝒘𝒅 (22.5.6.3.1c)

對於構材
𝑨𝒑𝒔𝒇𝒔𝒆 ≥ 𝟎. 𝟒(𝑨𝒑𝒔𝒇𝒑𝒖 + 𝑨𝒔𝒇𝒚)

(c)

式中𝑑𝑝不需小於0.8h，𝑀𝑚𝑎𝑥及𝑉𝑖 值應按該斷面發生最大因數化彎

矩時之載重組合計算，且𝑀𝑐𝑟𝑒應依下列計算：

𝑴𝒄𝒓𝒆 =
𝑰

𝒚𝒕
(𝟏. 𝟔𝝀 𝒇𝒄

′+𝒇𝒑𝒆 − 𝒇𝒅)

腹剪強度𝑉𝑐𝑤
應依右列計算：

(0.93𝝀 𝒇𝒄
′+𝟎. 𝟑𝒇𝒑𝒄) 𝒃𝒘𝒅𝒑+𝑽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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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鋼筋強度𝑽𝒔 (22.5)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剪力鋼筋之
應力上限

𝒇𝒚𝒕 ≤ 𝟒𝟐𝟎𝟎 kgf/cm2

𝒇𝒚𝒕 ≤ 𝟒𝟐𝟎𝟎 kgf/cm2

𝒇𝒚𝒕 ≤ 𝟓𝟔𝟎𝟎 kgf/cm2

(特殊耐震系統；載重組合含地震力時)

剪力鋼筋之
剪力強度 𝑽𝒔 =

𝑨𝒗𝒇𝒚𝒕𝒅

𝒔

最少剪力鋼筋量 𝑨𝒗,𝒎𝒊𝒏 = 𝟎. 𝟐 𝒇𝒄
′
𝒃𝒘𝒔

𝒇𝒚𝒕
≥
𝟑. 𝟓𝒃𝒘𝒔

𝒇𝒚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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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軸剪力強度互制 (22.5.1)

若符合下列(a)或(b)，沿正交方向剪力之交互作用應可忽略。

(a) 
𝑽𝒖,𝒙

𝜱𝑽𝒏,𝒙
≤ 𝟎. 𝟓 (22.5.1.10a)

(b)
𝑽𝒖,𝒚

𝜱𝑽𝒏,𝒚
≤ 𝟎. 𝟓 (22.5.1.10b)

若
𝑽𝒖,𝒙

𝜱𝑽𝒏,𝒙
> 𝟎. 𝟓 且

𝑽𝒖,𝒚

𝜱𝑽𝒏,𝒚
> 𝟎. 𝟓，應符合式 (22.5.1.11)

𝑽𝒖,𝒙

𝜱𝑽𝒏,𝒙
+

𝑽𝒖,𝒚

𝜱𝑽𝒏,𝒚
≤ 𝟏. 𝟓 (2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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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強度-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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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剪力筋非預力雙向構材混凝土雙向剪應力強度(22.6.5)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a)、(b)、(c)

之最小值

𝟏. 𝟎𝟔 𝒇𝒄
′ 𝟏. 𝟎𝟔𝝀𝒔𝝀 𝒇𝒄

′ (a)

𝟎. 𝟐𝟔𝟓 2+
𝟒

𝜷
𝒇𝒄
′ 𝟎. 𝟓𝟑 1+

𝟐

𝜷
𝝀𝒔𝝀 𝒇𝒄

′ (b)

𝟎. 𝟐𝟔𝟓 𝟐 +
𝜶𝒔𝒅

𝒃𝒐
𝒇𝒄
′ 𝟎. 𝟐𝟔𝟓 𝟐 +

𝜶𝒔𝒅

𝒃𝒐
𝝀𝒔𝝀 𝒇𝒄

′ (c)

非預力雙向構材的𝒗𝒄(應力強度)之計算應依照下表之規定

𝝀𝒔是尺寸效應修正因數，𝝀𝒔 =
2

1+𝒅/25

若下列(a)或(b)滿足時，𝝀𝒔應可取1.0：

(a) 肋筋設計與細部配置是依照第8.7.6 節規定，且
𝑨𝒗

𝒔
≥ 𝟎. 𝟓𝟑 𝒇𝒄

′ 𝒃𝟎

𝒇𝒚𝒕
。

(b) 軸長度不超過 25公分之擴頭剪力釘型之剪力鋼筋，其設計與細部配置是依照第

8.7.7 節規定，且
𝑨𝒗

𝒔
≥ 𝟎. 𝟓𝟑 𝒇𝒄

′ 𝒃𝟎

𝒇𝒚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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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剪力筋預力雙向構材混凝土雙向剪應力強度(22.6.5)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滿足右列規
定，
𝑣𝑐

(1) 柱斷面之任何部分與版之不連續邊之
距離均大於 4 倍版厚。

(2) 下列公式中之 𝒇𝒄
′不得取大於 350 

kgf/cm2。
(3) 任何方向之 𝒇𝒑𝒄 不得小於 8.8 kgf/cm2，

亦不得取大於35 kgf/cm2。

(1) 依照第8.6.2.3及8.7.5.3節之規定配置握
裹鋼筋。

(2) 柱斷面部分與不連續邊之距離不小於4

倍版厚h。
(3) 在任一方向的有效預力𝒇𝒑𝒄不小於9 

kgf/cm2 。

預力雙向構材的𝑣𝑐之計算應依照(a)或(b)之規定

(a) 前頁之規定。
(b) 符合表1規定時，可採用表2規定。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a)、(b)

之最小值

𝟎. 𝟐𝟔𝟓𝜷𝒑 𝒇𝒄
′ + 𝟎. 𝟑𝒇𝒑𝒄+

𝑽𝒑

𝒃𝒐𝒅

𝜷𝒑=3.5或 𝟏. 𝟓 +
𝜶𝒔𝒅

𝒃𝟎
小者

(a) 𝟎. 𝟗𝟑𝝀 𝒇𝒄
′ + 𝟎. 𝟑𝒇𝒑𝒄 +

𝑽𝒑

𝒃𝒐𝒅

(b) 𝟎. 𝟐𝟔𝟓 𝟏. 𝟓 +
𝜶𝒔𝒅

𝒃𝟎
𝝀 𝒇𝒄

′ + 𝟎. 𝟑𝒇𝒑𝒄 +
𝑽𝒑

𝒃𝒐𝒅

表1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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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剪力鋼筋雙向構材混凝土雙向剪應力強度(22.6.6)

剪力鋼筋之種類 臨界斷面 規範 𝒗𝒄
臨界斷面的最大

𝒗𝒖值

肋筋
全部 現行規範 𝟎. 𝟓𝟑 𝒇𝒄

′

∅𝟏. 𝟔𝟎 𝒇𝒄
′

全部 新規範草案 𝟎. 𝟓𝟑𝝀𝒔𝝀 𝒇𝒄
′ (22.6.6.1a)

擴頭剪力釘型
之剪力鋼筋

柱頭等邊緣外
𝒅/𝟐

現行規範 -

∅𝟐. 𝟏𝟐 𝒇𝒄
′

(22.6.6.2b)

新規範草案 取小值：

𝟎. 𝟖𝟎𝝀𝒔𝝀 𝒇𝒄
′ (22.6.6.1b)

𝟎. 𝟓𝟑 𝟏+
𝟐

𝜷
𝝀𝒔𝝀 𝒇𝒄

′

(22.6.6.1c)

𝟎. 𝟐𝟔𝟓 𝟐 +
𝜶𝒔𝒅

𝒃𝟎
𝝀𝒔𝝀 𝒇𝒄

′

(22.6.6.1d)

剪力鋼筋配置
邊緣外𝒅/𝟐

現行規範 -

新規範草案 𝟎. 𝟓𝟑𝝀𝒔𝝀 𝒇𝒄
′ (22.6.6.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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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鋼筋之雙向剪應力強度(22.6.8)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單肢或多肢肋筋所提供之雙
向剪力強度

𝒗𝒔 =
𝑨𝒗𝒇𝒚𝒕

𝒃𝟎𝒔

擴頭剪力釘型之剪力鋼筋 -
𝒗𝒔 =

𝑨𝒗𝒇𝒚𝒕

𝒃𝟎𝒔
(22.6.8.2)

若配置擴頭剪力釘型之剪力
鋼筋時，

𝐴𝑣/𝑠應符合右式
-

𝑨𝒗
𝒔

≥ 𝟎. 𝟓𝟑 𝒇𝒄
′
𝒃𝟎
𝒇𝒚𝒕

(22.6.8.3)

擴頭剪力釘型
剪力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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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預力版於穿孔剪力區之最少撓曲鋼筋量 (8.6.1)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鋼筋種類
𝒇𝒚

kgf/cm2

𝑨𝒔,𝒎𝒊𝒏 依照

8.6.1.1或
8.6.1.2規定

𝑨𝒔,𝒎𝒊𝒏 = 𝟎. 𝟎𝟎𝟏𝟖𝑨𝒈
(8.6.1.1)

竹節鋼筋 < 4200 𝑨𝒔,𝒎𝒊𝒏 = 𝟎. 𝟎𝟎𝟐𝟎𝑨𝒈

𝑨𝒔,𝒎𝒊𝒏 =
𝟓𝒗𝒖𝒗𝒃𝒔𝒍𝒂𝒃𝒃𝒐

𝜱𝜶𝒔𝒇𝒚
(8.6.1.2)

當 𝒗𝒖𝒗 > ∅𝟎. 𝟓𝟑𝝀𝒔𝝀 𝒇𝒄
′

竹節鋼筋或
熔接鋼線網

≥ 4200
𝑨𝒔,𝒎𝒊𝒏

應大於:

𝟎. 𝟎𝟎𝟏𝟖 × 𝟒𝟐𝟎𝟎

𝒇𝒚
𝑨𝒈

𝟎. 𝟎𝟎𝟏𝟒𝑨𝒈

靠近雙向版頂之最少鋼筋配置

跨徑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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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梁版之撓曲鋼筋延伸 (8.7.4.1.3)

一般比例之版與厚版穿孔剪力裂縫

新規範草案

5d

5d

0.3ln

0.3ln

h

h

距離柱面 0.3ln 處截止之上排鋼筋

攔截穿孔剪力可能發展之裂縫

上排鋼筋應由距離柱面 0.3ln 延伸至5d

以攔截穿孔剪力可能發展之裂縫(新規定)

(a) 一般比例之版

(b) 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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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強度-非耐震結構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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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之剪力強度(現行規範)

計算
選項

軸力 𝑽𝒄

簡易式

壓力 𝟎. 𝟓𝟑 𝒇𝒄
′𝒉𝒅 (a)

拉力 取大值
𝟎. 𝟓𝟑 𝟏 +

𝑵𝒖

𝟑𝟓𝑨𝒈
𝒇𝒄
′𝒉𝒅 (b)

0 (c)

詳細式 拉力或壓力 取小值

𝟎. 𝟖𝟕 𝒇𝒄
′𝒉𝒅 +

𝑵𝒖𝒅

𝟒𝒍𝒘
(d)

𝟎. 𝟏𝟔 𝒇𝒄
′ +

𝒍𝒘 𝟎. 𝟑𝟑𝝀 𝒇𝒄
′ +

𝑵𝒖
𝟓𝒍𝒘𝒉

𝑴𝒖
𝑽𝒖

−
𝒍𝒘
𝟐

𝒉𝒅

若
𝑀𝑢

𝑉𝑢
−

𝑙𝑤

2
為負值，則本式不應使用

(e)

面內剪力(平行牆面之剪力)

𝑵𝒖：壓為正，拉為負

剪力鋼筋剪力強度𝑽𝒔 =
𝑨𝒗𝒇𝒚𝒕𝒅

𝒔
；𝑽𝒏 ≤ 𝟐. 𝟔𝟓 𝒇𝒄

′𝒉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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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新規範草案

剪力標稱強度

𝑽𝒏 = (𝜶𝒄𝝀 𝒇𝒄
′ + 𝝆𝒕𝒇𝒚𝒕) 𝑨𝒄𝒗 (11.5.4.3)

𝜶𝒄 = 𝟎. 𝟖𝟎 for  
𝒉𝒘

𝒍𝒘
≤ 𝟏. 𝟓

𝜶𝒄 = 𝟎. 𝟓𝟑 for  
𝒉𝒘

𝒍𝒘
≥ 𝟐. 𝟎

𝛼𝑐 在0.8與0.53之間線性變化

for 𝟏. 𝟓 ≤
𝒉𝒘

𝒍𝒘
≤ 𝟐. 𝟎

若牆受一靜軸拉時

𝜶𝒄 = 𝟐 𝟏 +
𝑵𝒖

𝟑𝟓𝑨𝒈
≥ 𝟎. 𝟎 (𝑵𝒖為負)

(11.5.4.4)

分擔同一側力所有垂直牆段𝑽𝒏應不超過 𝟐. 𝟏𝟐 𝒇𝒄
′𝑨𝒄𝒗 (11.5.4.2)

任一個別垂直牆段𝑽𝒏應不超過 𝟐. 𝟔𝟓 𝒇𝒄
′𝑨𝒄𝒘 (11.5.4.2)

面內剪力(平行牆面之剪力)

牆之剪力強度(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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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強度-耐震結構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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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牆之剪力強度(18.7.4)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結構牆之𝑉𝑛應不大於

𝑽𝒏 = (𝜶𝒄 𝒇𝒄
′ + 𝝆𝒕𝒇𝒚) 𝑨𝒄𝒗

𝜶𝒄 = 𝟎. 𝟖𝟎，當
𝒉𝒘

𝒍𝒘
≤ 𝟏. 𝟓

𝜶𝒄 = 𝟎. 𝟓𝟑，當
𝒉𝒘

𝒍𝒘
≥ 𝟐. 𝟎

𝛼𝑐 在0.8與0.53之間線性變化

當 𝟏. 𝟓 ≤
𝒉𝒘

𝒍𝒘
≤ 𝟐. 𝟎

𝑽𝒏 = (𝜶𝒄𝝀 𝒇𝒄
′ + 𝝆𝒕𝒇𝒚) 𝑨𝒄𝒗

(18.10.4.1)

𝜶𝒄 = 𝟎. 𝟖𝟎，當
𝒉𝒘

𝒍𝒘
≤ 𝟏. 𝟓

𝜶𝒄 = 𝟎. 𝟓𝟑，當
𝒉𝒘

𝒍𝒘
≥ 𝟐. 𝟎

𝛼𝑐 在0.8與0.53之間線性變化

當 𝟏. 𝟓 ≤
𝒉𝒘

𝒍𝒘
≤ 𝟐. 𝟎

分擔同一側向力之所有垂直牆
段，其總合𝑽𝒏應不超過

2.12 𝒇𝒄
′𝑨𝒄𝒗

任一個別垂直牆段之
𝑽𝒏不超過

2.65 𝒇𝒄
′𝑨𝒄𝒘

𝝀為輕質混凝土修正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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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長度-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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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伸展長度𝒍𝒅 (25.4.2)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受拉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伸
展長度 𝒍𝒅，應取下列(a)與(b)

之大值：

依據表格1或表格2計算伸展長度，並使用表格3之修正
係數。

(a)

30 cm (b)



50

受拉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伸展長度𝒍𝒅 (25.4.2)

鋼筋間距及保護層厚度 規範
D19及較小之鋼筋

與麻面鋼線
D22及

較大之鋼筋

鋼筋之最小淨保護層厚不小於𝒅𝒃，且
(a) 鋼筋最小淨間距不小於 2𝒅𝒃者，或
(b) 鋼筋最小淨間距不小於𝒅𝒃且配置於

伸展長度𝒍𝒅範圍內之橫向鋼筋符合
第13.9.5節有關橫箍筋之規定，或符
合第4.6.5節剪力鋼筋間距及第4.6.6

節最少剪力鋼筋量之規定。

現行規範
𝟎. 𝟏𝟓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𝝀

𝒇𝒄
′

𝒅𝒃
𝟎. 𝟏𝟗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𝝀

𝒇𝒄
′

𝒅𝒃

待伸展或搭接之鋼筋或鋼線之淨間距
不小於𝒅𝒃，淨保護層厚至少𝒅𝒃，以及
𝒍𝒅範圍內肋筋或箍筋不少於規範規定
之最小值。
或待伸展或搭接之鋼筋或鋼線之淨間
距至少𝟐𝒅𝒃，以及淨保護層至少 𝒅𝒃。

新規範草案
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𝝍𝒈

𝟔. 𝟔𝝀 𝒇𝒄
′

𝒅𝒃
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𝝍𝒈

𝟓. 𝟑𝝀 𝒇𝒄
′

𝒅𝒃

其他情況

現行規範
𝟎. 𝟐𝟑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𝝀

𝒇𝒄
′

𝒅𝒃
𝟎. 𝟐𝟖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𝝀

𝒇𝒄
′

𝒅𝒃

新規範草案
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𝝍𝒈

𝟒. 𝟒𝝀 𝒇𝒄
′

𝒅𝒃
𝒇𝒚𝝍𝒕𝝍𝒆𝝍𝒈

𝟑. 𝟓𝝀 𝒇𝒄
′

𝒅𝒃

表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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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𝟎. 𝟐𝟖𝒇𝒚

𝒇𝒄
′

𝝍𝒕𝝍𝒆𝝍𝒔𝝀

𝒄𝒃 +𝑲𝒕𝒓
𝒅𝒃

𝒅𝒃

𝒇𝒚

𝟑. 𝟓𝝀 𝒇𝒄
′

𝝍𝒕𝝍𝒆𝝍𝒔𝝍𝒈

𝒄𝒃 +𝑲𝒕𝒓
𝒅𝒃

𝒅𝒃

(25.4.2.4a)

𝒄𝒃+𝑲𝒕𝒓

𝒅𝒃
不大於 2.5 且 𝑲𝒕𝒓 =

𝑨𝒕𝒓𝒇𝒚𝒕

𝟏𝟎𝟓𝒔𝒏

𝒄𝒃+𝑲𝒕𝒓

𝒅𝒃
不大於 2.5 且 𝑲𝒕𝒓 =

𝟒𝟎𝑨𝒕𝒓

𝒔𝒏

-
當 𝑓𝑦 ≥ 5600 kgf/cm2 之鋼筋，其中心距小於

15 cm 時，𝑲𝒕𝒓 不得小於 𝟎. 𝟓𝒅𝒃。

表格 2

受拉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伸展長度𝒍𝒅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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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竹節鋼筋與麻面鋼線之伸展長度𝒍𝒅 (25.4.2)

修正因數 條件
因數值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輕質 𝝀

輕質混凝土 1.3 0.75

於輕質骨材混凝土內之鋼筋，已知𝒇𝒄𝒕 𝜆 =
1.8 𝑓𝑐

′

𝑓𝑐𝑡
≥ 1.0 -

常重混凝土 1.0

環氧樹脂 𝝍𝒆

環氧樹脂塗布或鋅與環氧樹脂雙層塗布鋼筋，
且其淨保護層小於 𝟑𝒅𝒃或其淨間距小於 𝟔𝒅𝒃

1.5

其他情況之環氧樹脂塗布或鋅與環氧樹脂雙
層塗布鋼筋

1.2

未塗布或鋅塗布 (鍍鋅) 鋼筋 1.0

鋼筋尺度𝝍𝒔

D22及較大之鋼筋 1.0

D19及較小之鋼筋及麻面鋼線 0.8

澆置位置𝝍𝒕

水平鋼筋下新拌混凝土澆置厚度大於30 cm 1.3

其他 1.0

鋼筋等級 𝝍𝒈

SD 280或SD 420 - 1.0

SD 490W或SD 550W - 1.15

SD 690 - 1.3

表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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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長度-彎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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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鋼筋標準彎鉤之伸展𝒍𝒅𝒉 (25.4.3)

受拉竹節鋼筋標準彎鉤之伸展長度，𝒍𝒅𝒉，應為下列(a)至(c)之最大值：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a)
𝒍𝒅𝒉 =

𝟎. 𝟎𝟕𝟓𝒇𝒚𝝍𝒆𝝀

𝒇𝒄
′

𝒅𝒃 𝒍𝒅𝒉 =
𝟎. 𝟎𝟒𝟑𝟓𝒇𝒚𝝍𝒆𝝍𝒓𝝍𝒐𝝍𝒄

𝝀 𝒇𝒄
′

𝒅𝒃
𝟏.𝟓

(25.4.3.1a)

(b) 𝟖𝒅𝒃

(c)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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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標準彎鉤受拉鋼筋伸展長度之修正因數(25.4.3.2)

修正因數 條件
因數值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輕質 𝝀
輕質混凝土 1.3 0.75

常重混凝土 1.0

環氧樹脂𝝍𝒆

環氧樹脂塗布或鋅與環氧樹脂雙層塗布鋼筋 1.2

無塗布或鋅塗布 (鍍鋅) 鋼筋 1.0

保護層厚度𝝍𝒄

D36或較小鋼筋，其側面保護層(垂直彎鉤平面) ≥ 6.5cm，
且若90°彎鉤直線延長段之保護層≥ 5 cm

0.7 -

其他 1.0 -

圍束鋼筋𝝍𝒓

現行規範：
(1)具90°彎鉤之D36或較小鋼筋…

(2)具180°彎鉤之D36或較小鋼筋…

新規範草案：
小於或等於D36，𝑨𝒕𝒉 ≥ 𝟎. 𝟒 𝑨𝒉𝒔 或 𝒔 ≥ 𝟔𝒅𝒃

0.8 1.0

其他 1.0 1.6

位置 𝝍𝒐

D36以下具彎鉤之鋼筋
(1)在柱核心内終止，垂直彎鉤平面之側向保護層≥ 5 cm ，或
(2)垂直彎鉤平面之側向保護層≥ 𝟔𝒅𝒃

- 1.0

其他 - 1.25

混凝土強度𝝍𝒄

𝑓𝑐
′ < 420 kgf/cm2 - (𝑓𝑐

′/1055) + 0.6

𝑓𝑐
′ ≥ 420 kgf/cm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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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鋼筋標準彎鉤之伸展𝒍𝒅𝒉 (25.4.3)

圍束彎鉤之箍筋或肋筋之總斷面積Ath應包含(𝐚)或(𝐛)

新規範草案

(a) 圍束彎鉤之箍筋或肋筋符合第25.3.2節之規定。

(b)

圍束彎鉤之其他鋼筋，須自被圍束之彎鉤向鋼筋受拉方向至少延伸0.75ℓdh，且符合
(1)或(2)。具平行與垂直於ℓdh之圍束鋼筋之構材，應可使用依(1)或(2)計得之Ath値所
得之較小ℓdh値。

(1)
2個以上之箍筋或肋筋平行於ℓdh方向圍束彎鉤，並沿彎鉤尾部15𝒅𝒃延伸段中
心線以不大於8𝒅𝒃之中心距均匀配置。其中，𝒅𝒃為鋼筋彎鉤之標稱直徑。

(2)
2個以上之箍筋或肋筋垂直於ℓdh方向圍束彎鉤，並沿ℓdh方向以不大於8𝒅𝒃之
中心距均匀配置。其中，𝒅𝒃為鋼筋彎鉤之標稱直徑。

db

15db ≤ 8db

0.75
dh



≤ 8db
(1) (2)

dh

0.75
dh



dh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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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長度-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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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擴頭竹節鋼筋之伸展𝒍𝒅𝒕 (25.4.4)

使用擴頭於受拉竹節鋼筋之伸展，必須滿足下列(a)至(f)條件：

規範 新規範草案

(a) 鋼筋須符合第20.2.1.6節規定(ASTM A970附錄A1之HA級擴頭尺度限制)

(b) 鋼筋尺度不得大於D36

(c) 擴頭淨承載面積𝑨𝒃𝒓𝒈 應至少𝟒𝑨𝒃

(d) 混凝土應為常重混凝土

(e) 鋼筋淨保護層應至少𝟐𝒅𝒃

(f) 鋼筋間中心距應至少𝟑𝒅𝒃

dt


臨界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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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擴頭竹節鋼筋之伸展長度應為下列(a)至(c)之最大值(25.4.4.2a至c) ：

規範 新規範草案

(a) 𝒍𝒅𝒕 =
𝒇𝒚𝝍𝒆𝝍𝒑𝝍𝒐𝝍𝒄

𝟑𝟐 𝒇𝒄
′

𝒅𝒃
𝟏.𝟓

(b) 𝟖𝒅𝒃

(c) 15 cm

受拉擴頭竹節鋼筋之伸展𝒍𝒅𝒕 (25.4.4)



60

擴頭竹節鋼筋受拉伸展長度之修正係數

受拉擴頭竹節鋼筋之伸展𝒍𝒅𝒕 (25.4.4)

修正係數 條件
因數值

新規範草案

環氧樹脂 𝝍𝒆

環氧樹脂塗布或鋅與環氧樹脂雙層塗布鋼筋 1.2

無塗布或鋅塗布 (鍍鋅) 鋼筋 1.0

平行肋筋 𝝍𝒑

圍束D36以下鋼筋之肋筋
𝑨𝒕𝒕 ≥ 𝟎. 𝟑𝑨𝒉𝒔 或 𝒔 ≥ 𝟔𝒅𝒃

1.0

其他 1.6

位置 𝝍𝒐

擴頭竹節鋼筋在柱核心内終止
(1)側面保護層≥ 5 cm 或

(2)側面保護層 ≥ 𝟔𝒅𝒃

1.0

其他 1.25

混凝土 𝝍𝒄

𝑓𝑐
′ < 420 kgf/cm2 𝑓𝑐

′/1055 + 0.6

𝑓𝑐
′ ≥ 420 kgf/cm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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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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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鋼筋最大鋼筋比(18.3.3.1)

梁上下兩面各應至少有兩支連續鋼筋。上下兩面鋼筋在任何斷面，其用量應至

少符合第9.6.1.2節之規定，且鋼筋比𝝆不應大於
𝒇′𝒄+100

4𝒇𝒚
，𝝆亦不應該超過0.025。

𝒇𝒚可適用至5600 kgf/cm2。

280

kgf/cm2

350

kgf/cm2

420

kgf/cm2

490

kgf/cm2

2800 kgf/cm2 0.034 0.040 0.046 0.053

4200 kgf/cm2 0.023 0.027 0.031 0.035

5600 kgf/cm2 0.017 0.020 0.023 0.026

𝒇𝒚

𝒇′𝒄

𝒇′𝒄 + 100

4𝒇𝒚
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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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鉸區閉合箍筋最大間距(18.3.4.4)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第一個閉合箍筋距支承構材面不得超過5 cm。
閉合箍筋最大間距不得超過下列值：

(1) d/4

(2) 最小主鋼筋直徑之8倍
(3) 閉合箍筋直徑之24倍
(4) 30 cm

(1) d/4

(2) 15 cm

(3) 對𝒇𝒚 =4200 kgf/cm2鋼筋而言，除第

9.7.2.3節中所需之縱向表層鋼筋外之
最小主要撓曲鋼筋直徑之6倍

(4) 對𝒇𝒚 =5600 kgf/cm2鋼筋而言，除第

9.7.2.3節中所需之縱向表層鋼筋外之
最小主要撓曲鋼筋直徑之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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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剪力(18.3.5.1)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受撓構材之設計剪力𝑽𝒆應由構材兩端交接面之
可能彎矩強度𝑴𝒑𝒓計得之剪力加上該構材由設計

重力載重所產生之剪力。

設計剪力𝑽𝒆之計算應考量作用於梁兩端接頭面
間的力。應假設兩符號相反並對應可能彎矩強
度𝑴𝒑𝒓之彎矩作用於梁兩端接頭面上，且該梁沿

垮度受到因數化重力載重與垂直地震力的加載。

wu = (1.2+0.2SDS) D+1.0L+0.2S

Mpr1 Mpr2

Ve1
Ve2

ln

1 2

2

pr pr u n

e

n

M M w
V

+
= 

梁剪力

1 2

2
2

pr pr u n
e

n

M M w
V

+
= −1 2

1
2

pr pr u n
e

n

M M w
V

+
= +

設計重力載重wu=1.2D+1.0L+0.2S

ln
Mpr1 Mpr2

Ve1 Ve2

梁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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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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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定義與強柱弱梁(18.4.3.2)

規範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柱的定義

本節之規定適用於承受彎矩與軸力
之構材，且其設計軸壓力𝑷𝒖超過
0.1𝑨𝒈𝒇′c

本節應適用於構成地震力抵抗系統
一部份且主要用於抵抗彎矩、剪力
與軸力之特殊抗彎矩構架之柱。

柱之最小彎
矩強度

任何抵抗設計軸壓力 𝑷𝒖 超過
0.1𝑨𝒈𝒇′c之柱，柱之彎矩強度應符合

∑𝑴𝒏𝒄≥ 
6

5
∑𝑴𝒏𝒃

除含地震效應(E)之因數化軸壓力不
超過𝑨𝒈𝒇′c/10之柱端外，柱之彎矩強

度應符合

∑𝑴𝒏𝒄≥ 
6

5
∑𝑴𝒏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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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鋼筋尺寸限制(18.4.4.3)

沿柱淨高，縱向鋼筋應符合𝒍𝒅 ≤ 𝒍𝒖/2

意即𝒍𝒖 ≥ 𝟐𝒍𝒅 (柱淨高≥2倍縱向鋼筋伸展長度)

梁

柱

𝒍𝒖 ≥ 𝟐𝒍𝒅

𝒍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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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鉸區橫向鋼筋細節(18.4.5.2)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橫向鋼筋須符合(a)至(f)之規定：
(a) 略
…

(f) 在𝑷𝒖>0.3𝑨𝒈𝒇′c 或𝒇′c>700 kgf/cm2之直線型閉合箍筋柱，沿柱核心周邊之

每一縱向鋼筋或束筋應有閉合箍筋轉角或繫筋彎轉段所提供之側向支撐，
且𝒉𝒙之值應不超過20 cm。𝑷𝒖應為含E之因數化載重組合所得之最大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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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鉸區橫向鋼筋用量(18.4.5.4)

混凝土強度係數𝑘𝑓 0.6 1.0
1750

f
ck

f
+ 


=

圍束有效係數𝑘𝑛 2

l
n

l

n
k

n
=

−
nl =

縱向鋼筋受閉合箍筋轉角或
耐震彎鉤側向支撐之數目

橫向鋼筋 條件 適用表達式

直線型閉合箍筋之
Τ𝐴𝑠ℎ 𝑠𝑏𝑐

𝑃𝑢 ≤ 0.3𝐴𝑔𝑓𝑐
′ 與

fc′  700 kgf/cm2 (a)與(b)之較大值
0.3

𝐴𝑔

𝐴𝑐ℎ
− 1

𝑓𝑐
′

𝑓𝑦𝑡
(a)

0.09
𝑓𝑐
′

𝑓𝑦𝑡
(b)

𝑃𝑢 > 0.3𝐴𝑔𝑓𝑐
′或

fc′ > 700 kgf/cm2
(a)、(b)與(c)之最大值 0.2𝑘𝑓𝑘𝑛

𝑃𝑢
𝑓𝑦𝑡𝐴𝑐ℎ

(c)

螺箍筋或圓形閉合
箍筋 𝜌𝑠

𝑃𝑢 ≤ 0.3𝐴𝑔𝑓𝑐
′ 與

fc′  700 kgf/cm2 (d)與(e)之較大值
0.45

𝐴𝑔

𝐴𝑐ℎ
− 1

𝑓𝑐
′

𝑓𝑦𝑡
(d)

0.12
𝑓𝑐
′

𝑓𝑦𝑡
(e)

𝑃𝑢 > 0.3𝐴𝑔𝑓𝑐
′或

fc′ > 700 kgf/cm2
(d)、(e)與(f)之最大值

0.35𝑘𝑓
𝑃𝑢

𝑓𝑦𝑡𝐴𝑐ℎ
(f)

表1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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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鉸區橫向鋼筋間距(18.4.5.3、18.4.5.5)

塑鉸區橫向鋼筋之間距應不超過(a)至(d)之最小值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a) 構材斷面最小尺度之1/4 柱最小尺度之1/4 

(b)

6倍主筋直徑

對 𝑓𝑦 = 4200 kgf/cm2 鋼筋而言，

6倍最小縱向鋼筋直徑

(c)
對 𝑓𝑦 = 5600 kgf/cm2 鋼筋而言，

5倍最小縱向鋼筋直徑

(d)
𝑠0 = 10 +

35 − ℎ𝑥
3

𝑠0之值不得超過15 cm

𝑠0 = 10 +
35 − ℎ𝑥

3

𝑠0之值應不超過 15 cm ，亦不須
小於 10 cm

塑鉸區外(新規範草案)

橫向鋼筋間距應不超過15 cm、柱最小𝑓𝑦 = 4200 kgf/cm2縱向鋼筋直徑之6倍與最小

𝑓𝑦 = 5600 kgf/cm2縱向鋼筋直徑之5倍的最小值。



71

耐震設計-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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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面積 (18.5.4.3)

接頭內有效斷面積𝑨𝒋，應為接頭深度乘以有效接頭寬度。接頭深度應為設計作用

力方向之柱全深𝒉。

但柱寬大於梁寬時，有效接頭寬度應不超過(a)與(b)之較小值：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a) 梁寬加沿剪力方向之柱全深 梁腹寬度 𝒃𝒘 兩側各加接頭深度之1/4。

(b) 梁中心線至兩柱邊取小值的兩倍
梁腹寬度𝒃𝒘兩側各加梁腹側面至柱
邊之距離。

柱

接頭有效面積，Aj
接頭有效寬度
= b + x1 + x2

x1與x2 ≤ h/4

bx2

x1

產生剪力之
鋼筋

h = 平行產生剪力之
鋼筋之接頭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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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稱剪力強度 𝑽𝒏 (18.5.4.3)

柱 𝑽𝒖方向的梁 符合第15.2.8節之橫向梁圍束 𝑽𝒏

連續或符合
第15.2.6節

連續或符合第15.2.7節
有圍束 𝟓. 𝟑𝝀 𝒇𝒄

′𝑨𝒋

無圍束 𝟑. 𝟗𝝀 𝒇𝒄
′𝑨𝒋

不連續
有圍束 𝟑. 𝟗𝝀 𝒇𝒄

′𝑨𝒋

無圍束 𝟑. 𝟐𝝀 𝒇𝒄
′𝑨𝒋

不連續

連續或符合第15.2.7節
有圍束 𝟑. 𝟗𝝀 𝒇𝒄

′𝑨𝒋

無圍束 𝟑. 𝟐𝝀 𝒇𝒄
′𝑨𝒋

不連續
有圍束 𝟑. 𝟐𝝀 𝒇𝒄

′𝑨𝒋

無圍束 𝟐. 𝟏𝝀 𝒇𝒄
′𝑨𝒋

表 18.5.4.3 (新規範草案)

接頭形式 𝑽𝒏

接頭四面皆受圍束 𝟓. 𝟑 𝒇𝒄
′𝑨𝒋

三面或一雙對面受圍束 𝟑. 𝟗 𝒇𝒄
′𝑨𝒋

其他 𝟑. 𝟐 𝒇𝒄
′𝑨𝒋

表 15.6.3.1 (現行規範)



74

15.2.6 (柱連續)

若於接頭剪力設計方向柱延伸段假設可提供梁柱接頭連續條件，該柱延伸段應符合(a)與(b)：

(a) 柱應延伸超過接頭上方至少一倍柱深h，此柱深量測方向與接頭剪力設計方向一致。

(b) 位於接頭下方柱內之縱向鋼筋與橫向鋼筋應連續配置於柱延伸段內。

15.2.7 (梁連續)

若於接頭剪力設計方向梁延伸段假設可提供梁柱接頭連續條件，該梁延伸段應符合(a)與(b)：

(a) 梁應延伸超過接頭面至少一倍梁深h。

(b) 位於接頭另一側之梁縱向鋼筋與橫向鋼筋應連續配置於梁延伸段內。

15.2.8 (橫向梁圍束)

於剪力設計方向，被圍束之梁柱接頭應於兩側提供符合(a)至(c)之橫向梁：

(a) 任一側之橫向梁寬至少應為該橫向梁接合柱面之四分之三柱寬。

(b) 橫向梁應延伸距接頭面至少一倍梁深h。

(c) 橫向梁上下層配置符合第9.6.1.2節要求之至少兩支連續縱向鋼筋，以及符合9.6.3.4節與

9.7.6.2.2節要求之三號或較大號橫向肋筋。

前頁表18.5.4.3 之部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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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深度(18.5.2.3)

當梁主筋貫穿梁柱接頭時，若使用常重混凝土，則平行梁縱向之接頭深度應滿足以下: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不得小於最大梁主筋直徑之
20倍。

若使用輕質混凝土，則上述
之柱尺寸不得小於最大梁主
筋直徑之 26 倍

(a)至(c)之
最大值

𝑓𝑦 = 4200 kgf/cm2縱向鋼筋最大直徑之

20/𝜆倍
對輕質混凝土而言，𝜆=0.75

對所有其他情形而言，𝜆=1.0

(a)

𝑓𝑦 = 5600 kgf/cm2縱向鋼筋最大直徑之26

倍
(b)

任何構入接頭且在所考慮的方向上作為地
震力抵抗系統之一部分而產生接頭剪力之
梁的 h/2

(c)

使用𝑓𝑦 = 5600 kgf/cm2縱向鋼筋之接頭，其混凝土應為常重混

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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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鋼筋用量與細節(18.5.3)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橫向鋼筋量
除非接頭所受之構材圍束符合第
15.6.2.2節之規定，接頭內應按第
15.5.4節之規定配置橫向閉合箍筋。

除第18.5.3.2節之規定所允許外，
接頭在最深構入梁深度h之範圍
內橫向鋼筋須符合第18.4.5.2節
(a)至(e)之規定、第18.4.5.3節、
表18.4.5.4 (a)(b)或(d)(e)、與第
18.4.5.7節之規定。

橫向鋼筋用量減半之
條件

接頭四面皆有構材構入，且每一構
材寬度最少為柱寬度之3/4，則柱
在接頭處最淺構材之深度範圍內，
可配置較少之橫向鋼筋，惟其量至
少應為第15.5.4.1節規定量之半。
上述之深度範圍內，第15.5.4.2節
規定之間距得增至15 cm。

若構入接頭的梁連續或符合
15.2.7節，且梁寬度至少為柱寬
度之3/4，則在該構入梁接頭兩
側較淺深度h之範圍內，依表
18.4.5.4 (a)(b)或(d)(e)規定平行
該構入梁方向之鋼筋量應可減
半，且依第18.4.5.3節規定之間
距允許增至15 cm 。(1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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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之擴頭竹節鋼筋(18.5.5.2)

符合第 20.2.1.6 節規定(ASTM A970附錄A1之HA級擴頭尺度限制)之擴頭竹節鋼筋，其

受拉伸展應符合第 25.4.4 節之規定，惟應以1.25𝑓𝑦取代𝑓𝑦進行計算。

𝒍𝒅𝒕 ≥
(𝟏.𝟐𝟓𝒇𝒚)𝝍𝒆𝝍𝒑𝝍𝒐𝝍𝒄

𝟑𝟐 𝒇𝒄
′

𝒅𝒃
𝟏.𝟓, 𝟖𝒅𝒃 , 𝟏𝟓 𝐜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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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結構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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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鋼筋截斷(18.7.2.3)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超過該筋不需承受撓曲應力處向外延伸至少一
個有效深度𝒅且不小於 12𝒅𝒃。結構牆之有效深
度可取為0.8𝒍𝒘。

除在牆之頂部外，縱向鋼筋須在該筋不需承受
撓曲應力處之上延伸至少365 cm，惟不須延伸
超過上一樓版上方𝒍𝒅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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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鋼筋不允許搭接位置(18.7.2.3)

新規範草案

在因側向位移可能造成縱向鋼筋降伏的臨界斷面上方一個高度𝒉𝒔𝒙(樓層高度)與下方

ℓ𝒅的範圍內，牆邊界區域內的縱向鋼筋不應搭接，𝒉𝒔𝒙之值不需超過610 cm 。邊界區

域包含第18.7.6.4節(a)所規定長度內的區域，以及牆與牆交接區域外一個牆厚長度內

的區域。
邊界區域縱向鋼筋

樓版

撓曲與軸力
之臨界斷面 臨界斷面

≥較小值ቊ
𝒉𝒔𝒙

610 cm

≥ ℓ𝒅

不
可
搭
接

ℓ𝒃𝒆

邊界區域

牆與牆交接區域

ℓ𝒃𝒆 ℓ𝒃𝒆x x x

y

y

不可搭接區域

不可搭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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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端部縱向鋼筋要求(18.7.2.4)

自結構底部至牆頂有效地連續且設計具有單一臨界撓曲與軸力斷面之牆或𝒉𝒘/𝒍𝒘 ≥ 𝟐. 𝟎

之牆墩，其縱向鋼筋於垂直牆段端部應符合下述(a)至(c):

(a) 自垂直牆段端部𝟎. 𝟏𝟓𝒍𝒘以內，寬度等於牆厚度範圍內之縱向鋼筋比應至少為

𝟏. 𝟔 𝒇𝒄
′ /𝒇𝒚。

(b) 第18.7.2.4節(a)規定之縱向鋼筋應向臨界斷面上與下垂直延伸至少𝒍𝒘與𝑴𝒖/𝟑𝑽𝒖之大

值。

(c) 第18.7.2.4節(a)規定之縱向鋼筋不應有超過50%在同一斷面終止。

ℓ𝒘

0.15ℓ𝒘 0.15ℓ𝒘 0.15ℓ𝒘

0.15ℓ′𝒘 0.15ℓ𝒘

ℓ′𝒘 ℓ′𝒘

0.15ℓ′𝒘
0.15ℓ′𝒘

0.15ℓ𝒘

0.15ℓ𝒘0.15ℓ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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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放大係數(18.7.3.1)

設計剪力𝑽𝒆應按下式計算：

𝑽𝒆 = 𝜴𝒗𝝎𝒗𝑽𝒖 ≤ 𝟑𝑽𝒖
式中 𝑽𝒆 為按規範側向力分析，以因數化載重組合求得之剪力。

𝜴𝒗則依下表計算之。

情況 𝜴𝒗

𝒉𝒘𝒄𝒔/𝒍𝒘 > 𝟏. 𝟓 較大值
𝑴𝒑𝒓/𝑴𝒖 [1]

1.5 [2]

𝒉𝒘𝒄𝒔/𝒍𝒘 ≤ 𝟏. 𝟓 1.0

[1]產生最大𝜴𝒗值之載重組合
[2]除非更詳細的分析顯示可用更小值，惟不得小於1.0。

對𝒉𝒘𝒄𝒔/𝒍𝒘 < 𝟐. 𝟎之牆而言，𝝎𝒗應取1.0，否則𝝎𝒗應以下式計算：

𝝎𝒗 = 𝟎. 𝟗 +
𝒏𝒔

𝟏𝟎
𝒏𝒔 ≤ 𝟔

𝝎𝒗 = 𝟏. 𝟑 +
𝒏𝒔

𝟑𝟎
≤ 𝟏. 𝟖 𝒏𝒔 > 𝟔

式中𝒏𝒔不應小於𝟎. 𝟎𝟎𝟐𝟖𝒉𝒘𝒄𝒔

𝒉𝒘𝒄𝒔:牆臨界斷面以上之高度

𝑽𝒆,𝒄𝒔

𝑽𝒖,𝒄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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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計算強度(18.7.4.1)

標稱剪力強度之計算，抵抗剪力的面積以總斷面積Acv為準。無開孔之矩形結構牆，Acv

為全斷面積而非寬度與有效深度之乘積，對有開孔之牆體，Acv可取牆高程內最小水平
總斷面積。

結構牆之剪力計算強度 𝑉𝑛不得大於下式之值。

現行規範 𝑉𝑛 = (𝛼 𝑓𝑐
′ + 𝜌𝑡𝑓𝑦𝑡)𝐴𝑐𝑣

新規範草案 𝑉𝑛 = (𝛼𝜆 𝑓𝑐
′ + 𝜌𝑡𝑓𝑦𝑡)𝐴𝑐𝑣

1 2 3

Acv wall = Acw1+Acw2+Acw3

Ac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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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牆之特殊邊界構材(18.7.6)

方法(1)設計特殊邊界構材

適用 Τ𝒉𝒘𝒄𝒔 𝒍𝒘 ≥ 𝟐. 𝟎

方法(2)設計特殊邊界構材

Τ𝒉𝒘𝒄𝒔 𝒍𝒘不受限

不需繫筋

繫筋
詳15.8.6.5

特殊邊界構材

邊界構材不靠近
基礎邊緣

r < 28/fy

r  28/fy

取大值

邊界構材靠近基礎邊緣或
其它支承邊緣

/16

/ 3 / 8  30

u

w

b h

c b  cm



   ，  

(a)依15.8.6.2、15.8.6.4及15.8.6.5設計之牆，其 且在軸力與
彎矩作用下僅具單一臨界斷面者

30 cm

wl

(1.25 )d yf

或配置彎鉤

4

u

u

M

V

 
 
  臨界斷面

2/ wwh l

若 則

臨界斷面，詳15.8.6.2

特殊邊界構材

於上下方超越開孔後發展出fy

0.2 cf 

(b)依15.8.6.3、15.8.6.4及15.8.6.5設計之牆與牆墩

繫筋詳15.8.6.5

不需繫筋

繫筋詳15.8.6.5

特殊邊界構材
詳註記

註：若最外緣混凝土壓應力 ，則需配置特殊邊界構材，
而其可在 處終止。因為 ，故
15.8.6.4(3)並不適用。

r > 28/fy

0.2 cf 

r  28/fy

0.15 cf 

r > 28/fy

0.15 cf 

0.2 cf 

/16ub h

0.2/ wwh l
0.2 cf 

0.15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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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需要特殊邊界構材-方法(1)(18.7.6.2)

由結構基底至牆頂連續且 𝒉𝒘𝒄𝒔/𝒍𝒘 ≥ 2.0 之結構牆或牆墩，在軸力與彎矩作用

下，僅設計有單一臨界斷面者，應符合(a)及(b)之要求。

規定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a)

𝐜 ≥
ℓ𝒘

𝟔𝟎𝟎(𝜹𝒖/𝒉𝒘)

式中𝜹𝒖/𝒉𝒘之值不得小於

0.007

符合如下條件之受壓區應配置特殊邊界構材：

𝟏.𝟓𝜹𝒖

𝒉𝒘𝒄𝒔
≥

ℓ𝒘

𝟔𝟎𝟎𝒄
(18.7.6.2a)

式中c值為與設計位移 u方向一致之因數化軸力與標稱彎矩

強度下的最大計算中性軸深度

又u / hwcs之值應不小於0.005

(b)

若依據(a)須配置特殊邊界構材者，應符合下列(i)與(ii)或(iii)之規定

特殊橫向鋼筋應從臨界斷面
垂直延伸一段距離，其值不
得小於ℓw與Mu / 4Vu

(i) 

特殊邊界構材之橫向鋼筋應從臨界斷面上下方各垂
直延伸一段距離，其值應不小於 ℓw與 Mu / 4Vu之
大值，但第18.7.6.4(j)節另有規定者除外

(ii) 𝒃 ≥ 𝟎. 𝟎𝟐𝟓𝒄ℓ𝒘

(iii)

Τ𝜹𝒄 𝒉𝒘𝒄𝒔 ≥ 𝟏. 𝟓 Τ𝜹𝒖 𝒉𝒘𝒄𝒔

，式中
𝜹𝒄

𝒉𝒘𝒄𝒔
=

𝟏

𝟏𝟎𝟎
𝟒 −

𝟏

𝟓𝟎

ℓ𝒘

𝒃

𝒄

𝒃
−

𝑽𝒖

𝟖 𝒇′𝒄𝑨𝒄𝒗

，其中 Τ𝜹𝒄 𝒉𝒘𝒄𝒔之值不必小於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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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邊界構材配筋細節(18.7.6.4)

須配置特殊邊界構材時，(a)至(k)之規定必須滿足：

類型 規定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尺寸

(a)
邊界構材應從最大壓應力處水平延伸一段距離，其值應不小於c – 0.1ℓw及c/2之大者，

此處c為在與 u一致之因數化軸力及標稱彎矩強度下的最大中性軸深度。

(b) -

在依(a)所計算之水平距離內，撓曲壓力區之寬度b應不小於

hu/16，翼版應予以計入。

（引入長細比之規定，增強牆體抵抗側向不穩定之能力）

(c) -

對於由結構基底至牆頂連續且 hw/ℓw  2.0 之結構牆或牆墩，在

撓曲與軸力作用下僅設計單一臨界斷面，且c/ℓw  3/8者，其撓

曲壓力區寬度b在(a)所計得之範圍內，應不小於30 cm。

（最小厚度30 cm之規定，降低其壓力區混凝土保護層剝落後之

側向不穩定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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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邊界構材配筋細節(18.7.6.4)

類型 規定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箍筋

間距
(e)

不超過構材斷面最小尺度之
1/4 、6倍主筋直徑與

𝑠0 = 10 +
35 − ℎ𝑥

3
≤ 15 cm

邊界構材配置之橫向鋼筋應符合橫向鋼筋(18.4.5.2a至

18.4.5.2d)與橫向鋼筋之間距上限(18.4.5.3)(如左欄所示)

要求，但橫向鋼筋之最大間距應取邊界構材斷面最小

尺度之1/3。邊界構材內橫向鋼筋最大垂直間距不應超

過牆邊界橫向鋼筋最大垂直間距(投影片93頁)之規定。

箍筋

用量

(g)

-

特殊邊界

構材之

橫向鋼筋

直線閉合箍

筋之Ash/sbc

不

得

小

於

(a) 0.3
𝑨𝒈

𝑨𝒄𝒉
− 𝟏

𝒇′
𝒄

𝒇𝒚𝒕

0.09
𝒇′

𝒄

𝒇𝒚𝒕
(b) 0.09

𝒇′
𝒄

𝒇𝒚𝒕

- 螺箍與圓形

閉合箍筋之

ρs

不

得

小

於

(c) 0.45
𝑨𝒈

𝑨𝒄𝒉
− 𝟏

𝒇′
𝒄

𝒇𝒚𝒕

(d) 0.12
𝒇′

𝒄

𝒇𝒚𝒕0.12
𝒇′

𝒄

𝒇𝒚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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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邊界構材配筋細節(18.7.6.4)

類型 規定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繫筋細
節

(f)

橫向鋼筋可採用單個
或重疊閉合箍筋。
繫筋之兩端均須圍繞
於縱向鋼筋，並間隔
換端。
繫筋或閉合箍筋相鄰
各肢之中心距𝒉𝒙不得
超過 35 cm。

橫向鋼筋之設計，應使沿著邊界構材四周且受側向支撐之縱

向鋼筋間距hx不超過35 cm與2/3邊界構材厚度之較小值，側

向支撐應由繫筋之耐震彎鉤或閉合箍筋之轉角提供。閉合箍

筋一肢之長度不應超過邊界構材厚度的兩倍，且相鄰閉合箍

筋應相互重疊至少15 cm與2/3邊界構材厚度的較小值。

(i) 

按僅設計有單一臨界斷面者規定(b)(18.7.6.2b)之臨界斷面上

下方距離內，腹版垂直鋼筋應具閉合箍筋轉角或兩端皆具耐

震彎鉤繫筋之側向支撐。橫向鋼筋之垂直間距不應超過 30

cm，且其直徑應符合第25.7.2.2節之規定。

閉合箍筋 繫筋 牆腹縱向鋼筋

牆腹繫筋

牆腹水平鋼筋, Av

ℓ1 ≤ 2bc
ℓbe

bcb

閉合箍筋交疊
至少為15cm或
2b /3之小值

繫筋
閉合箍筋1

bcb

ℓ1 ≤ 2bc

ℓ2 ≤ 2bc
ℓbe

牆腹縱向鋼筋
閉合箍筋2

牆腹水平鋼筋, Av
牆腹繫筋

具135度彎鉤繫筋之單一閉合箍筋以及具135度彎鉤繫
筋支撐之均佈牆腹縱向鋼筋 具135度彎鉤繫筋之重疊閉合箍筋以及以具135度彎鉤

繫筋支撐之均佈牆腹縱向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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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邊界構材配筋細節(18.7.6.4)

類型 規定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水平鋼筋於

邊界構材之

錨定

(k)

結構牆腹版之水平鋼筋應錨

定於邊界構材核心內，使能

發展出規定降伏應力 fy。

結構牆腹版之水平鋼筋應延伸至距牆外緣

15 cm之範圍內。鋼筋之末端應具標準彎鉤

或擴頭，並應於邊界構材之圍束核心內發

展出 fy。若邊界構材之圍束核心可對牆腹版

水平鋼筋提供足夠之伸展長度，且腹版水

平鋼筋之 𝑨𝒔𝒉𝒇𝒚𝒕/𝒔 值不大於邊界構材平行

腹版水平鋼筋方向之橫向鋼筋的 𝑨𝒔𝒉𝒇𝒚𝒕/𝒔

值時，則牆腹版水平鋼筋末端應可不必使

用標準彎鉤或擴頭而作終止。

牆腹水平鋼筋, Av
牆腹水平鋼筋, Av邊界構材鋼筋, Ash

牆腹水平鋼筋之ℓd≤ 15 cm
 ℓdh或ℓdt≤ 15 cm

b bc2

bc1

ℓbe

圍束核心

使用標準彎鉤或擴頭鋼筋情況 使用直線伸展鋼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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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配置特殊邊界構材時之配筋細節(18.7.6.5)

不必配置特殊邊界構材之結構牆(18.7.6.2或18.7.6.3)，應符合(a)與(b)之規定：

規定 現行規範 新規範草案

(b)

如結構牆邊界配置的主筋鋼

筋比超過28/fy，仍須配置符

合第15.5.4.1(3)、15.5.4.3及

15.8.6.4(1)節的橫向鋼筋，

橫向鋼筋之間距不得超過

20cm。

如果牆邊界配置的縱向鋼筋比超過28/fy，須在配置特殊

邊界構材之規定(a)(18.7.6.4a)要求之範圍內，配置符合

橫向鋼筋(18.4.5.2a至18.4.5.2e)之規定，

牆邊界橫向鋼筋之垂直間距應符合表1(下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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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撓曲鋼筋 fy 配置橫向鋼筋之區域 橫向鋼筋垂直間距

fy = 4,200 kgf/cm2

臨界斷面上下各延伸ℓw與
Mu/4Vu之大值的範圍內

較小者
6db

15 cm

其他區域 較小者
8db

20 cm

fy= 5,600 kgf/cm2

臨界斷面上下各延伸ℓw與
Mu/4Vu之大值的範圍內

較小者
5db

15 cm

其他區域 較小者
6db

15 cm

邊界橫向鋼筋最大垂直間距(18.7.6.5)

表1. 牆邊界橫向鋼筋最大垂直間距



新規範草案

18.7.7.4(d)橫向鋼筋應符合橫向鋼筋(18.4.5.2a至18.4.5.2e)之規定對梁全斷面作配置，且Ash應不小於(i)

或(ii)之大者：

(i) 𝟎. 𝟎𝟗𝒔𝒃𝒄
𝒇′𝒄
𝒇𝒚𝒕

(ii) 𝟎. 𝟑𝒔𝒃𝒄
𝑨𝒈

𝑨𝒄𝒉
− 𝟏

𝒇′𝒄
𝒇𝒚𝒕

橫向鋼筋之縱向間距應不大於15cm與6倍對角鋼筋最小直徑之小者，梁斷面上垂直與水平方向上繫筋

或閉合箍筋各肢之間距應不超過20cm。任一繫筋或閉合箍筋各肢均應緊繞於同尺寸或較大直徑之縱向

鋼筋上。本節之橫向鋼筋應可使用兩根鋼筋組成所規定之閉合箍筋型式(18.3.4.3)。

現行規範：僅圍束對角鋼筋 新版替代方法：全梁圍束
92

連接梁(18.7.7.4) - 連接梁對角鋼筋圍束新增全梁圍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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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耦合牆(18.7.9)

個別牆體應符合 hwcs/ℓw  2.0 以及特殊結構牆(18.7)之相關適用條款。

在所考慮的方向上，連接梁應符合連接梁(18.7.7)之相關適用條款以及下述(a)至(c)之規定：

規定 新規範草案

(a) 連接梁在建築所有樓層應具 ℓn/h  2.0

(b)
一棟建築中應至少有 90% 的樓層，該樓層所有的

連接梁皆具 ℓn/h  5.0

(c)
所有連接梁的兩端應符合連接梁鋼筋設計(18.7.2.5)

之規定(伸展長度基於𝟏. 𝟐𝟓𝒇𝒚)

ℓw ℓwℓn

hwc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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