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111年7月8日
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2068號

主　　旨：檢送「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第2章2.4節、表C2-1及第3章3.2節規定勘

誤表1份，請查照更正。

說　　明：「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業經本部中華民國111年6月14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0765號令發布在案。

部　　長　徐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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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第2章 2.4節、表C2-1
及第 3章 3.2 節規定勘誤表 

 

更正後文字 原列文字 

2.4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短週期與

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本規範規定，當工址鄰近

包括新城斷層、獅潭斷層、三

義斷層、大甲斷層、鐵砧山斷

層、屯子腳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大茅埔-雙冬斷

層、梅山斷層、大尖山斷層、

六甲斷層、觸口斷層、新化斷

層、旗山斷層與米崙斷層、瑞

穗斷層、玉里斷層、池上斷

層、鹿野斷層等經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公布之第一類活

動斷層，如表 2-2 所列，其震

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必須考

量近斷層效應。其中嶺頂斷層

與利吉斷層雖公開為第二類

活動斷層，因屬花東縱谷序列

斷層之一，鄰近鄉鎮亦需考慮

近斷層效應。 

     必須考慮近斷層效應之

臺灣地區活動斷層，其影響範

圍內的行政區之震區短週期

及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

度係數𝑆ௌ
與𝑆ଵ

，與震區短週

期及一秒週期最大考量水平

譜加速度係數𝑆ௌ
ெ與𝑆ଵ

ெ，可由

表 2-3-1 至表 2-3-4 所列，依

工址至斷層之距離線性內插

方式求值。 

2.4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短週期與

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本規範規定，當工址鄰近

包括新城斷層、獅潭斷層、三

義斷層、大甲斷層、鐵砧山斷

層、屯子腳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大茅埔-雙冬斷

層、梅山斷層、大尖山斷層、

六甲斷層、觸口斷層、新化斷

層、旗山斷層與米崙斷層、瑞

穗斷層、玉里斷層、池上斷

層、鹿野斷層等經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公布之第一類活

動斷層，如表 2-2 所列，其震

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必須考

量近斷層效應。其中嶺頂斷層

與利吉斷層雖公開為第二類

活動斷層，因屬花東縱谷序列

斷層之一，鄰近鄉鎮亦需考慮

近斷層效應。 

     必須考慮近斷層效應之

臺灣地區活動斷層，其影響範

圍內的行政區之震區短週期

及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

度係數𝑆ௌ
與𝑆ଵ

，與震區短週

期及一秒週期最大考量水平

譜加速度係數𝑆ௌ
ெ與𝑆ଵ

ெ，可由

表 2-3-1 至表 2-3-4 所列，依

工址至斷層之距離線性內插

方式求值。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27期　　20220708　　內政篇



解說： 

    臺灣地區活動斷層調查

之權責單位為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該所累積近年之調

查研究成果於 2012 年重新公

開第一類活動斷層分布圖。鄰

近斷層之行政區需考慮近斷

層效應，如表 2-1 所列。 

    針對近斷層區域而言，工

址所屬震區之短週期及一秒

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深受

鄰近斷層之活動特性，及工址

與斷層間之水平距離的影

響，若僅以鄉、鎮、市、區等

行政區域形心位置之均布危

害度結果，代表該行政區域所

有工址的震區水平譜加速度

係數，將低估近斷層區域之震

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致使設

計地震力不足以抵抗該斷層

引發之地震。因此，必須修正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

速度係數，使合理估計近斷層

區域建築物之設計地震力。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

譜加速度係數，依據表 2-3-1

至表 2-3-4，由工址與斷層之

最短水平距離線性內插方式

求值。以鄰近車籠埔斷層，位

於臺中市和平區之工址為

例，其𝑆ௌ
如圖 C2-6 所示；其

一般區域堅實地盤之震區短

週 期 水 平 譜 加 速 度 係 數

𝑆ௌ
=0.7。考慮車籠埔斷層之近

斷層效應，若工址與斷層距離

為 13 至 14 公里間，其𝑆ௌ
即為

解說： 

    臺灣地區活動斷層調查

之權責單位為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該所累積近年之調

查研究成果於 2012 年重新公

開第一類活動斷層分布圖。鄰

近斷層之行政區需考慮近斷

層效應，如表 2-1 所列。 

    針對近斷層區域而言，工

址所屬震區之短週期及一秒

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深受

鄰近斷層之活動特性，及工址

與斷層間之水平距離的影

響，若僅以鄉、鎮、市、區等

行政區域形心位置之均布危

害度結果，代表該行政區域所

有工址的震區水平譜加速度

係數，將低估近斷層區域之震

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致使設

計地震力不足以抵抗該斷層

引發之地震。因此，必須修正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

速度係數，使合理估計近斷層

區域建築物之設計地震力。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

譜加速度係數，依據表 2-3-1

至表 2-3-4，由工址與斷層之

最短水平距離線性內插方式

求值。以鄰近車籠埔斷層，位

於南投縣水里鄉之工址為

例，其𝑆ௌ
如圖 C2-6 所示；其

一般區域堅實地盤之震區短

週 期 水 平 譜 加 速 度 係 數

𝑆ௌ
=0.7。考慮車籠埔斷層之近

斷層效應，若工址與斷層距離

為 13 至 14 公里間，其𝑆ௌ
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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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與 0.7 對距離之內插值。

    工址與活動斷層之距

離，應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公開最新之活動斷層位

置，計算工址與地表面斷層跡

線最短水平距離。 

    工址鄰近超過一條以上

之活動斷層時，應分別計算其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

速度係數𝑆ௌ
、𝑆ଵ

、𝑆ௌ
ெ與𝑆ଵ

ெ，

分別取各參數最大值設計。 

0.8 與 0.7 對距離之內插值。

    工址與活動斷層之距

離，應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公開最新之活動斷層位

置，計算工址與地表面斷層跡

線最短水平距離。 

    工址鄰近超過一條以上

之活動斷層時，應分別計算其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

速度係數𝑆ௌ
、𝑆ଵ

、𝑆ௌ
ெ與𝑆ଵ

ெ，

分別取各參數最大值設計。 

表 C2-1  短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與等效地表加速度峰值(EPA)係數對

照表 

D
SS  0.5 0.6 0.7 0.8 

EPA 0.20 0.24 0.28 0.32
 

表 C2-1  短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與等效地表加速度峰值(EPA)對照表 

D
SS 0.5 0.6 0.7 0.8 

EPA 0.20 0.24 0.28 0.32
 

3.2 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動力分析採用之加速度

反應譜係數 SaD ，為週期之函

數，其定義與第二章相同。動

力分析之調整係數為 

I
1.4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T1為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

基本振動週期，但為避免中小

度地震時建築物過早降伏，對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調整

係數不得低於 

IF୳ሺTଵሻ

4.2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3.2 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動力分析採用之加速度

反應譜係數 SaD ，為週期之函

數，其定義與第二章相同。動

力分析之調整係數為 

I
1.4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T1為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

基本振動週期，但為避免中小

度地震時建築物過早降伏，對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調整

係數不得低於 

IF୳ሺTଵሻ

4.2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27期　　20220708　　內政篇



，對臺北盆地，調整係數不得

低於 

IF୳ሺTଵሻ

3.5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如設計地震力由(2-13c)式

之 VM所控制時，動力分析採用

之加速度反應譜係數用 SaM，調

整係數為 

୍

ଵ.ସ∝౯ୗሺభሻ
ቀ
ୗሺభሻ

౫ሺభሻ
ቁ
୫
。 

                               

   建築物因地上結構、地下

室結構及基礎土壤互制等值

彈簧之阻尼比不同時，得依可

信理論計算複合振態阻尼

比。建築物阻尼比異於 5%阻尼

時，可由表 3-1 內插短週期與

長週期的阻尼修正係數 BS 與

B1，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

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

與 SD1修正為 SDS/BS與 SD1/B1。

SDS 與 SD1 之定義與第二章相

同。如無特別說明，結構阻尼

比均設定為 5%，而阻尼修正係

數 BS=B1=1.0。 

   一般工址或近斷層工址

之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

數 SaD，隨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

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BS

與 SD1/B1而改變，如表 3-2 所

示。其中，短週期與中週期的

分界 T0由下式計算:  

，對臺北盆地，調整係數不得

低於 

IF୳ሺTଵሻ

3.5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如設計地震力由(2-13c)式

之 VM所控制時，動力分析採用

之加速度反應譜係數用 SaM，調

整係數為 

୍

ଵ.ସ∝౯ୗሺభሻ
ቀ
ୗሺభሻ

౫ሺభሻ
ቁ
୫
。 

                              

   建築物因地上結構、地下

室結構及基礎土壤互制等值

彈簧之阻尼比不同時，得依可

信理論計算複合振態阻尼

比。建築物阻尼比異於 5%阻尼

時，可由表 3-1 內插短週期與

長週期的阻尼修正係數 BS 與

B1，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

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

與 SD1修正為 SDS/BS與 SD1/B1。

SDS 與 SD1 之定義與第二章相

同。如無特別說明，結構阻尼

比均設定為 5%，而阻尼修正係

數 BS=B1=1.0。 

   一般工址或近斷層工址

之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

數 SaD，隨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

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BS

與 SD1/B1而改變，如表 3-2 所

示。其中，短週期與中週期的

分界 T0由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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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BS

BS
T

DS

SD  

(3-1) 

 

      臺北盆地之設計水平加

速度反應譜係數 SaD，隨建築物

基本振動週期T與工址短週期

與中長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

度係數 SDS/BS與(T0
D
SDS/B1T)而

改變，如表 3-3 所示。其中，

經阻尼修正係數修正後之加

速度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週期

的分界 0T 由下式計算： 

1

0
0 B

BT
T S

D


 

                    (3-2) 

DT0 則見表 2-6(c)。 

 

解說： 

   欲進行動力反應譜分

析，首先要決定設計水平加速

度反應譜係數 SaD 與最大水平

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SaM，其為週

期之函數，定義與第二章相

同，調整係數則以建築物在所

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來

決定。為了與靜力分析方法相

對應，讓動力分析的地震總橫

力與靜力分析相近，實際分析

時，對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

址，可依據靜力分析之結果，

 

1

1
0 BS

BS
T

DS

SD  

(3-1) 

 

      臺北盆地之設計水平加

速度反應譜係數 SaD，隨建築物

基本振動週期T與工址短週期

與中長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

度係數 SDS/BS與(T0SDS/B1T)而

改變，如表 3-3 所示。其中，

經阻尼修正係數修正後之加

速度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週期

的分界 0T 由下式計算： 

1

0
0 B

BT
T S

D


 

                    (3-2) 

DT0 則見表 2-6(c)。 

 

解說： 

   欲進行動力反應譜分

析，首先要決定設計水平加速

度反應譜係數 SaD 與最大水平

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SaM，其為週

期之函數，定義與第二章相

同，調整係數則以建築物在所

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來

決定。為了與靜力分析方法相

對應，讓動力分析的地震總橫

力與靜力分析相近，實際分析

時，對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

址，可依據靜力分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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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主控之地震力後，將 SaD

對 

I
1.4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或 

IF୳ሺTଵሻ

4.2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作調整，或 SaM對 

I
1.4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作調整，即可得到動力分析之

譜加速度係數，進行一次動力

分析即可，T1為建築物在所考

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對臺

北盆地，避免中小度地震時建

築物過早降伏之調整係數則

取 

 

୍౫ሺభሻ

ଷ.ହ∝౯ୗీሺభሻ
ቀ
ୗీሺభሻ

౫ሺభሻ
ቁ
୫
。 

                             

  因 SaD 值為加速度反應譜值與

重力加速度的商，因此程式在

設定調整係數時還要乘以

g。譬如長度以公尺計之單位

系統，要再乘以 9.8。 

      阻尼比異於 5%時之阻尼

修正係數 BS與 B1，係參照美國

IBC2000 規範之規定及建研所

報告「建築物性能設計法之性

決定主控之地震力後，將 SaD

對 

I
1.4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或 

IF୳ሺTଵሻ

4.2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作調整，或 SaM對 

I
1.4 ∝୷ SୟሺTଵሻ

ቆ
SୟሺTଵሻ

F୳ሺTଵሻ
ቇ
୫

 

                            

  作調整，即可得到動力分析之

譜加速度係數，進行一次動力

分析即可，T1為建築物在所考

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對臺

北盆地，避免中小度地震時建

築物過早降伏之調整係數則

取 

 

୍౫ሺభሻ

ଷ.ହ∝౯ୗీሺభሻ
ቀ
ୗీሺభሻ

౫ሺభሻ
ቁ
୫
。 

                            

  因 SaD 值為加速度反應譜值與

重力加速度的商，因此程式在

設定調整係數時還要乘以 g。

譬如長度以公尺計之單位系

統，要再乘以 9.8。 

      阻尼比異於 5%時之阻尼

修正係數 BS與 B1，係參照美國

IBC2000 規範之規定及建研所

報告「建築物性能設計法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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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目標與相關項目研究」之研

究成果略加調整而定。基礎土

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可

考慮土壤材料阻尼與輻射阻

尼，應依可信理論計算，並可

依下式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

 

     
    J

T
J

iiJi
T

iJ
n
i

J
K

k




   1

   

                  (C3-1) 

 

其中， 

J ：第 J 個振態之複合振 

    態阻尼比 

[K]：整個系統之勁度矩陣 

 ik ：第 i 個構材之勁度矩 

     陣 

 J ：第 J個振態之振態 

      形狀向量 

 iJ ：第 i 個構材在第 J 

個振態所對應自由度之振

態形狀向量 

i：第 i 個構材的阻尼比 

   針對較短週期之結構而

言，結構體與地表同步運動，

不會因阻尼比變化而受影

響，因而推得如表(3-2)與

(3-3)所示較短週期結構之內

插公式。 

 

能目標與相關項目研究」之研

究成果略加調整而定。基礎土

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可

考慮土壤材料阻尼與輻射阻

尼，應依可信理論計算，並可

依下式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

 

     
    J

T
J

iiJi
T

iJ
n
i

J
K

k




   1

   

                  (C3-1) 

 

其中， 

J ：第 J 個振態之複合振 

    態阻尼比 

[K]：整個系統之勁度矩陣 

 ik ：第 i 個構材之勁度矩 

     陣 

 J ：第 J個振態之振態 

      形狀向量 

 iJ ：第 i 個構材在第 J 

個振態所對應自由度之振

態形狀向量 

i：第 i 個構材的阻尼比 

         針對較短週期之結構而

言，結構體與地表同步運動，

不會因阻尼比變化而受影

響，因而推得如表(3-2)與

(3-3)所示較短週期結構之內

插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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