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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鄭莛霏
電話：1999#8382
電子信箱：wb561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施字第114010536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函轉內政部發布「建築物預鑄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請

查照並轉知會員。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4年2月6日台內國字第11408004643號函辦理。

二、相關條文內容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

nat.gov.tw/egFront）下載。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
台內國字第1140800464號

訂定「建築物預鑄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並自即日生效。

附「建築物預鑄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部　　長　劉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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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1 依據 

本規範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以下簡稱「建築構造編」)第三百三十二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解說： 

本規範參考社團法人台灣混凝土學會之「預鑄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1.1]
(2017)

及內政部發布之「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1.2]
(2023)、「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1.3]

(2022)、

「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1.4]
(2010)與「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

[1.5]
(2011)。 

1.2 一般規定 

1.2.1 本規範所稱之預鑄混凝土工程，係指建築工程在工廠或現場製造之預鑄混凝土構

材(以下簡稱預鑄構材)，及由預鑄構材組立所構築之結構物。 

解說： 

預鑄混凝土工程為採用混凝土、鋼筋與其他鋼材，利用特有的工廠或現場生產設備及

生產技術，預先製造預鑄構材成品後再分別搬運至現場，吊裝組立構築結構物之一種施工

技術與工法。在生產技術上可能變化較大，且為一般設計人員較為生疏之技術，因預鑄構

材之設計、製造及其接合技術亦有其獨特之考量，故本規範之制訂乃涵蓋預鑄構材於建築

物之整體考量，含製造與施工之考量。 

1.2.2 預鑄構材與其接合部的設計應考量從製造到最終結構使用過程中的載重與限制條

件，包括脫模、貯存、搬運、吊裝及防水。 

1.2.3 預鑄構材及其接合部之設計、製造及施工應考慮容許誤差之影響。 

1.2.4 預鑄構材納入結構系統時，應於設計中考慮接合部及其相鄰構材發生之應力與變

形。 

1.2.5 若載重在預鑄構材間傳遞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1) 載重路徑應於接合部及構材間連續。 

(2) 若載重產生拉力時，應提供鋼材或鋼筋以傳遞載重。 

解說： 

預鑄混凝土系統不同於場鑄混凝土系統，前者在支承處的束制類型、支承位置、以及

在構材中因製造、貯存、運輸吊裝與最終相互連接等各項配置所引起的應力是變化的。因

此，預鑄構材設計力的大小與方向可依施工的各個階段中的臨界斷面變化而不同，例如，

預鑄受撓構材在支撐接合部固結前可視為支撐靜載重與施工載重等之簡支構材，在固結後

為連續構材者，因為接合部可傳遞彎矩，可視為支撐其他設計載重的連續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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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預鑄混凝土工程之設計應符合本規範之規定，本規範未規定之事項，則應按主管

機關頒布之相關規範規定辦理，若其他規定與本規範之規定不同時，應以本規範

之規定為優先。 

1.2.7 未符合或未涵蓋於本規範規定之預鑄結構，可由成功之使用經驗或分析或試驗證

明該預鑄結構之適用性，並依內政部頒布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

可申請要點取得認可。 

解說： 

本規範之規定為基本規定，僅闡述預鑄混凝土工程特有之部分，為避免與已有之相關

設計規範重複，故本規範未規定之事項仍依其他相關設計規範之規定。此外，由於本規範

乃針對預鑄混凝土工程特有的生產技術而訂，與傳統的鋼筋混凝土或鋼骨鋼筋混凝土等略

有不同，故若有不同之處，仍以本規範之規定為優先考慮。 

新設計方法、新材料及材料之新利用宜經歷一段時間之發展再納入規範。因此，若是

無法取得認可，則不應使用。 

1.3 適用範圍 

1.3.1 本規範適用於建築工程，其他工程若適用亦可引用。 

1.3.2 在工廠或現場製造之預鑄構材，均適用本規範。 

解說： 

在工廠或現場製造，採用單一或積層方式鑄造、擠壓、離心等成型製造之構材均為本

規範適用範圍。 

1.3.3 使用於主結構、次結構或非結構性之預鑄構材，均適用本規範。 

1.3.4 全部或部分由預鑄構材所構築之結構物，按結構型式分為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與結構牆二元結構、預鑄鋼骨鋼

筋混凝土結構與預鑄混合結構，均適用本規範。 

1.3.5 預鑄構材或接合部導入預力下之預鑄預力混凝土結構，均適用本規範。 

解說： 

預鑄構材之應用，因構築工法之發展潮流及時代背景已廣泛應用於如下結構部位： 

(1) 主結構構材：全預鑄梁柱、半預鑄梁柱、預鑄樓板等。 

(2) 次結構構材：半預鑄合成樓板、中空樓板、小梁、預鑄樓梯、預鑄合成牆、預鑄

牆等。 

(3) 非結構性構材：預鑄帷幕牆、陽台板、扶手牆、雨遮、間柱等。 

上列用途之各項預鑄構材均納入本規範適用範圍內。 

1.4 單位 

本規範所使用之單位為公制，長度採用公尺(m)或毫米(mm)；力量及重量採用公噸(tf)

或公斤(kgf)，如工程圖說中以其他單位標示者，應按比例換算，但換算之數值仍以本

規範規定之數值為準。 

解說： 

依目前國內之工程習慣均採用公制，在重量單位中之公斤(kgf)，為與材料強度單位分

別，故在有關力學上所用之公斤均以(kgf)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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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用語 

2.1 一般事項 

本章定義使用於本規範之用語。 

 

2.2 用語 

(1) 濕式接合 

以「後澆置」混凝土或水泥砂漿作為應力傳遞的接合方法。 

(2) 乾式接合 

非以「後澆置」混凝土或水泥砂漿接合，而以銲接接合或機械式接合鋼材等作

為應力傳遞的接合方法。 

(3) 剪力楔(榫) (Shear cotter) (Shear key) 

縱向接合部上作為抵抗剪力用之凹凸楔口槽。 

(4) 機械式續接 

鋼筋間之直接接合方法，如螺紋鋼筋續接方式、套筒內充填續接方式等及其併

用方式之總稱。 

(5) 底鋪砂漿 

結構牆與結構牆或樓板之水平接合部間鋪設之砂漿。 

(6) 充填砂漿 

預鑄構材間之接合於現場「後澆置」填充之砂漿。 

(7) 接合鐵件 

預鑄構件之間接合用五金鐵件之總稱。 

(8) 結構牆 

可承受水平載重或垂直載重之鋼筋混凝土造之牆構材。 

(9) 預鑄帷幕牆 

採用預鑄工法製作與組裝之建築物立面外牆板或裝飾性結構，除承載本身重量

及其所受之地震、風力外，不承擔或傳導主體結構所受之載重。 

(10) 單材式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中，以梁及柱之單一構材接合之構築工法。 

(11) 梁柱一體式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中，梁柱鑄成一體作成十字形或雙十字形之構材，予

以接合之構築工法。 

(12) 合成構材 

預鑄鋼筋混凝土半製品構材與現場澆鑄混凝土構築成一體之構材，在樓板之情

形則稱之為合成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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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 

抵抗地震力系統採用預鑄鋼筋混凝土特殊結構牆之結構，其結構構材包括全部

或部分預鑄混凝土結構牆及樓板等構材。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之設計應符合「建

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2.1]第 18.8 節及其他適用章節之規定。 

(14)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 

抵抗地震力系統採用預鑄鋼筋混凝土特殊抗彎矩構架之結構，其結構構材包括

全部或部分預鑄混凝土柱、梁及樓板等構材。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之設計

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2.1]第 18.6 節及其他適用章節之規定。 

(15)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與結構牆二元結構 

抵抗地震力系統採用預鑄鋼筋混凝土特殊抗彎矩構架與特殊結構牆混合之二元

結構，簡稱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其結構構材包括全部或部分預鑄柱、梁、結

構牆及樓板等構材。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與結構牆二元結構之設計應分別符合

「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2.1]第 18.6 節與 18.8 節及其他適用章節之規定。 

(16) 預鑄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 

結構構材全部或部分採用預鑄柱、梁及樓板等構材之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其

結構行為等同於按「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2.2]設計之場鑄鋼骨

鋼筋混凝土結構。 

(17) 預鑄混合結構 

由預鑄特殊結構牆、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搭配預鑄鋼骨

鋼筋混凝土或鋼骨結構、或由預鑄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搭配鋼骨結構而成，其

中鋼骨結構之設計應符合「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2.3]之規定，預

鑄混合結構之整體結構行為應等同場鑄結構。 

(18) 接合部 

連接二或更多構材之結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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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構性能要求 

3.1 一般事項 

預鑄混凝土結構之設計，包括構材、構架、接合細部、次要構材及非結構性構材，不

論全部預鑄或部分預鑄均應明確設計並將製造及施工精度予以明示。 

解說： 

預鑄混凝土造建築物，包括構材、構架、接合細部、次要構材及非結構性構材，由於

其預鑄化而促進了建築工業化的發展；依經濟性觀點視之，雖增加工廠運作成本，但可獲

致高品質與縮短工期等之補償優點相當明顯，例如多層建築物中，根據其一層樓之吊裝所

需日數，即可一次確定全部樓層所需之施工日數。除全預鑄之情況外，若採用部分預鑄時，

例如複雜形狀之建築亦可採用兼作模板使用之預鑄混凝土合成樓板，配合採用預組鋼筋或

大型系統模板等方式，可提升全體之施工效率。 

預鑄結構因屬於建築結構物，對於在本規範第五章所示之各項載重之作用均宜達到充

分之安全性，其主要之載重仍與現場澆置鋼筋混凝土造相同，設計時仍要考慮結構因受靜

載重、活載重、水平載重及地震力等效應。另由於預鑄化之緣故，在結構設計上宜考慮受

載重作用時與一般場鑄混凝土之差異性，以及其他易於疏忽之問題點。 

若結構材料因採預鑄而變更時，相關設計分析宜重新檢討。 

3.2 結構型式 

3.2.1 預鑄混凝土建築物之結構型式與場鑄混凝土之情形相同，如特殊抗彎矩構架結

構、特殊結構牆結構與混合前兩者之特殊牆二元結構。設計者得依需要選定適用

之結構型式設計之。 

3.2.2 預鑄構材之接合，應使其結構行為等同於場鑄結構，若接合之設計使其結構之行

為不同於場鑄結構，則應按「建築技術規則」[3.1]
(總則編第四條)之規定辦理。 

解說： 

無論選擇何種結構型式，在結構設計上，其與生產、施工、接合方法等均有密切關係。 

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係以梁與柱構成之抗彎矩構架作為抵抗地震力之系統，特殊結構

牆結構係以特殊結構牆作為抵抗地震力之系統，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則以特殊抗彎矩構架

與特殊結構牆共同作為抵抗地震力之系統。圖 R3.1 示意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特殊結構牆

結構及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之型式。 

預鑄混凝土結構中，濕式接頭一般為剛接，乾式接頭則為鉸接或介於剛接與鉸接之中

間狀態，亦可以作成完全不連續狀態之結構。預鑄構材之接合，應使其包括韌性與消能等

之結構行為等同於場鑄結構，以確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3.2]地震力折減等條款

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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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 (ii) 特殊結構牆結構 (iii) 特殊牆二元結構 

圖 R3.1 結構型式示意 

3.3 側力抵抗系統之配置 

預鑄混凝土造建築物之側力抵抗系統，應考量平面及立面之規則性進行配置。 

解說： 

三層以上層數之結構牆集合住宅，一般將上下方向之結構牆調整在一直線上，形成箱

形配置，提高其抗扭轉剛性。若結構體於立面上不連續，易導致顯著之扭轉現象，以及變

形集中於某一特定樓層，另可能導致橫膈板受力增加，設計上宜特別注意。 

平面形狀不規則時，因樓板面之差異會形成水平剛性與水平面內強度變化的問題，且

若採用預鑄樓板時，樓板面上之接合部所具有之水平力的傳遞能力在結構體配置計畫時，

宜特別留意。 

3.4 結構體之構材分割 

3.4.1 預鑄混凝土結構之構材分割計畫應將構材生產、施工現場吊裝設備之揚升能力、

現場之施工性及結構體之機能等一併予以考量。 

3.4.2 因預鑄構材之分割位置應在現場進行接合以構成結構物，為確保接合部之性能，

接合部設置應使用能發展對應應力與韌性需求之結合細節。 

解說： 

預鑄構材之分割一般分為柱、梁等之線狀構材與板、牆等之面狀構材；將梁、柱接合

構成一體者，如平面構架(十字或雙十字等)、立體構架等型式，配合場鑄部分可構成多樣的

分割方式。 

構材分割縫之選擇常因特殊狀況會在危險斷面上，這種情形在本規範第八章接合部之

結構性能確保宜特別加以檢討。構材接合之設計，另應考量到爆炸(例如瓦斯氣爆)或其他意

外造成因垂直構材破壞所產生之連鎖性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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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結構性能及其他要求 

就整體結構性能而言，預鑄構材之接合設計應維持其結構性能，接合部之混凝土充填

應妥予計劃。預鑄結構及預鑄構材之性能要求依其用途、規模、重要性、基地條件、

環境條件等而有不同。預鑄結構及預鑄構材之結構與其他性能至少應符合以下要求： 

(1) 靜載、活載、風、雪及地震等各載重作用下，及其它特殊作用所產生之外力作用

下的結構與接合部安全性 

(2) 施工載重作用下的結構與接合部之安全性 

(3) 常時之服務性 

(4) 耐久性 

(5) 耐火性 

(6) 預鑄構材接合部之防水性 

(7) 預鑄構材組立之精度 

解說： 

預鑄構材係在工廠之品管下生產，其構材本身之結構性能均能符合設計要求；惟構材

間之接合在現場施工，接合部之混凝土充填宜妥善計劃，不可造成結構上之弱點或缺陷，

以免損及整體之結構性能。 

預鑄構材在脫模及出貨時，宜確保混凝土強度且達到規定強度，可防止因不當應力所

造成之裂縫，且可減輕如場鑄混凝土因材齡不足產生龜裂、潛變問題及構材相互間之拘束

收縮開裂等問題。 

因預鑄混凝土的品質較高而嘗試減少構材尺寸(輕量化)時，宜注意配筋之密度增大而造

成配筋困難度增加，設備開口與預埋件等之配置檢討宜周詳，以避免造成耐久性問題或其

他障礙危害。 

無論場鑄混凝土或預鑄混凝土結構，若需預留裝飾縫時，其深度會減少保護層厚度，

尤其該接合點兼具防水及裝飾縫時，更要注意。上下外牆若預留防水用之溝槽時，其相疊

之部份達牆厚之一半左右(牆之軸力會產生偏心彎曲且在接合面亦會構成剪力傳遞功能的

問題)則會造成其接合五金鐵件之鏽蝕問題，故計畫時宜特別注意妥善處理之方式。 

預鑄結構與預鑄構材之結構與其他性能至少應符合以下要求： 

(1) 結構體之結構安全性能要求標準依設計圖說所示。為確保結構安全性能，採用符

合品質規定之混凝土與鋼筋製造預鑄構材，並依要求之精度組立各預鑄構材，再

使用符合品質規定之混凝土與鋼筋進行接合，使其具有需要之強度與變形能力。 

(2) 為確保施工過程各階段之結構安全性能，宜考慮預鑄構材之結構性能及施工順序

以建立完整之施工計畫，並依施工計畫進行施作。 

(3) 預鑄結構體及構材常時之服務性能的要求標準宜於設計圖說中載明，包含：常時

載重下之結構構材的變形限制(以梁及板構材為主)、常時之梁與板構材的振動限

制、水密性及外牆、屋頂及浴厠廚房等防止漏水性能。為符合結構構材之變形限

制與振動限制，宜確保其符合所規定之尺寸精度、強度及勁度。有關結構體水密

性之要求，依施工規範之建議即可達成一般性之要求，若對於較高規格之水密性

要求時，其施工方式宜於設計圖說中述明。於平時降雨及使用水時，為確保外牆、

屋頂及浴厠廚房等防止漏水性能，宜避免預鑄構材產生裂縫，及預鑄構材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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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置混凝土間之接合缺陷。 

(4) 預鑄結構體及構材耐久性要求標準應依其所處環境條件及混凝土工程相關規範而

於設計圖說中載明，設計考量項目包含混凝土配比設計及保護層厚度之選擇。 

(5) 結構體之耐火性能要求，包括構材之最小尺寸、最小厚度，及保護層最小厚度等，

宜依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於設計圖說中說明混凝土材料、配比及防火被覆方法等

相關要求與條件。 

(6) 為確保常時之使用性能與結構體之耐久性能，預鑄構材接合部宜具有高度之防水

性能，可依「預鑄混凝土工程施工規範與解說」[3.3]之規定進行。 

(7) 結構體與預鑄構材之組立位置宜於設計圖說中說明。結構體與預鑄構材之組立容

許誤差宜於設計圖說中載明。預鑄構材組立之相關規定可參考「預鑄混凝土工程

施工規範與解說」[3.3]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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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材料常數及材料規定強度 

4.1 材料常數 

4.1.1 預鑄混凝土結構(含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混合結構及預力混凝土結構)所使用之混

凝土、鋼筋、鋼骨等主要材料之材料常數，主要依我國「建築技術規則」[4.1]、「建

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4.2]、「公路橋梁設計規範」[4.3]、「鋼構造建築物鋼結

構設計技術規範」[4.4]、「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4.5]、「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等相關規定或依本節之規定。 

解說： 

設計相關材料常數依照我國相關結構設計規範整理如表 R4.1 與 R4.2 所示。混凝土之

彈性模數(Elastic modulus)、混凝土之剪力彈性模數(Shear modulus of elasticity)係參照「建築

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4.2]；混凝土之温度係數(Temperature coefficient)及波松比(Poisson’s 

ratio)係參照「公路橋梁設計規範」[4.3]；鋼筋與鋼骨之彈性模數、波松比、温度係數及剪力

彈性模數係參照「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4.4]之鋼結構極限設計法規範及解說。

若前述規範有更較新的規定或有本規範未盡詳細之處，應以相關規範之規定為依據。 

表 R4.1 材料常數 

 
彈性模數 

(kgf/cm
2
)[MPa] 

波松比 
温度係數 

(1/℃) 

剪力彈性模數 

(kgf/cm
2
)[MPa] 

鋼筋及

鋼骨 

6

5[ ]

2.04 10

2 10

s

s

E

E

 

 

 
0.3 1.2×10

-5
 

8.1×10
5 

[8.1×10
4
] 

混凝土* 

(1) 
cw 介於 1,440 和 2,560 kg/m

3

之間 

1.5

1.5

0.11

[ 0.034 ]

c c c

c c c

E w f

E w f




 

(2) 常重混凝土 

12000

[ 3750 ]

c c

c c

E f

E f





 

0.2 1.1×10
-5

 0.4 cE  

註：*工程規定之混凝土彈性模數
cE 詳見「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4.2]第 19.2.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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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4.2 鋼筋混凝土之單位重量 

混凝土之種類 
單位重量 

(kgf/m
3
) 

一般混凝土 2,320-2,400 

輕質粒料混

凝土 

全部為 

輕質粒料 


cf   280 (kgf/cm

2
) 1,760 


cf   210 (kgf/cm

2
) 1,680 


cf   175 (kgf/cm

2
) 1,600 

砂與輕質粒料

混合 


cf   280 (kgf/cm

2
) 1,840 


cf   210 (kgf/cm

2
) 1,760 


cf   175 (kgf/cm

2
) 1,680 

註：1.輕質粒料混凝土之強度和單位重之關係可參見 CNS 3691。 

2.輕質粒料混凝土的單位重係指最大平均 28 天氣乾單位重。 

4.1.2 接合部之材料常數應符合相關規範規定或經認可之試驗資料。 

解說： 

用於接合部材料之材料常數可參考相關規範規定或經認可之實際測試結果。其中，構

件在接合處剪力傳遞有時需藉助接合面的摩擦力，而界面上摩擦力大小與接觸面之平滑度、

壓應力等相關。如鋼骨結構上高張力螺栓之摩擦接合或柱腳基板螺栓接合、預力混凝土結

構之構件接合等均屬之。我國「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4.4]與「建築物混凝土

結構設計規範」[4.2]有部分摩擦係數規定，下表 R4.3 中部分資料係引用日本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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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4.3 各種規範之摩擦係數參考資料 

接合面 摩擦係數 相關規範 

埋置物--混凝土 

(螺栓，剪力釘及鋼棒) 

型鋼與混凝土接觸面之埋置深

度大於板厚：0.9 

「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

技術規範」[4.4]
 

型鋼與混凝土(或灌漿)之接觸

面與混凝土表面一致：0.7 

型鋼與灌漿接觸面高於混凝土

體之表面：0.55 

基板支承--混凝土 

埋置於灌漿內：0.9 

支承於硬化混凝土面上：0.7 

支承於外灌漿襯墊上：0.55 

剪力鋼筋--混凝土 

混凝土整體澆置：1.4λ 
依「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

規範」[4.2]， 

其中 λ 值如下： 

常重混凝土：1.0 

常重砂輕質混凝土：0.85 

全輕質混凝土：0.75 

若細粒料含有部分常重砂

者，可予內插法求之。 

混凝土澆置於已硬化混凝土面

而該面 

(1) 經表面粗糙處理：1.0λ 

(2) 未經表面粗糙處理：0.6λ 

混凝土澆置於型鋼表面且以剪

力釘或鋼筋錨定者：0.7λ 

鋼板--混凝土 0.40(最小值) 
鋼構造設計規準-許容應力

設計法(日本建築學會)
[4.6]

 

混凝土--水泥砂漿 

(水泥砂漿接縫) 
0.50(最小值) 

預力混凝土設計施工規準

(日本建築學會)
[4.7]

 

鋼骨柱腳基板以螺栓固定時，可考慮摩擦力而生之剪力抵抗，其摩擦係數為 0.4，此乃

界面間產生之最小靜摩擦係數。 

有關預力混凝土構件接合部(水泥砂漿縫)之摩擦係數，於日本建築學會之「預力混凝土

設計施工規準」中第 77 條「壓著」敘述「一般之水泥砂漿接縫其摩擦係數對長期應力為

0.3，對極限強度為 0.5，惟其壓著應力應達 20 kgf/cm
2以上。其他種類之接縫材宜經過實驗

確認其摩擦係數後方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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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材料規定強度 

4.2.1 預鑄混凝土工程所使用之混凝土、鋼筋、鋼骨等主要材料之規定強度，應符合相

關規範之規定。 

解說： 

按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4.8]、「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4.2]、「鋼構造

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4.4]與「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4.5]之規定。 

用於抵抗地震力所引致的軸力或彎矩或兩者均有之預鑄構材，其縱向主筋、對角鋼筋

與錨栓錨定鋼筋應符合 CNS 560 及「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4.2]第 25.2.2.5 節之規定。 

4.2.2 接合部所採用銲接材料，其規定強度應符合相關規範規定。 

解說： 

銲接材料按「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4.4]第 3.5 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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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載重 

5.1 一般載重及載重之組合 

結構計算所採用之載重種類及載重組合，依相關規範之規定計算。 

解說： 

「建築技術規則」[5.1]建築構造編有對於靜載重與活載重之規定。風力載重按「建築物

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5.2]之規定加以計算。地震載重按「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5.3]

之規定加以計算，載重組合則按結構種類分別依「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5.4]、「鋼

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5.5]、「鋼結構容許應力設計法規範及解說」[5.6]與「鋼

結構極限設計法規範及解說」[5.7]等之規定計算。 

5.2 其他載重 

脫模、搬運、翻轉及安裝等所引起之其他載重，設計時應予考慮。 

解說： 

預鑄構件、吊件及吊鉤金屬配件之設計應考慮脫模、搬運、翻轉及安裝等所引起之其

他載重。預鑄構件脫模時應考慮構件自重及剝離力(構件與鋼模附著力)，其中底模剝離力與

下列三種情況有關： 

(1) 剝離力因模具平整度或脫模劑使用的種類不同而異。 

(2) 剝離力因垂直模的垂直角度或板片窗框開口固定方法不同而異。 

(3) 脫模前若使底模傾斜再起吊方式，可減小底模面產生之剝離力。 

水平起吊及傾斜底模起吊間剝離力之差異，可參考表 R5.1 及表 R5.2 之測試結果。 

表 R5.1 水平方式起吊底模之剝離力[5.8]
 

測試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剝離力 

n    X  
n  2 nX   

(個) 2(kgf/m )  
2(kgf/m )  

2(kgf/m )  
2(kgf/m )  

2(kgf/m )  

31 0 204 63.4 50 163.4 

 

表 R5.2 傾斜方式起吊之底模剝離力[5.8]
 

傾斜角度 測試數 平均值 標準偏差 剝離力 

  n  X  
n  2 nX   

 (個) 
2(kgf/m )  

2(kgf/m )  
2(kgf/m )  

0° 6 76.4 36.6 149.6 

60° 7 28.3 17.5 63.3 

75° 11 15.0 12.7 40.4 

選用構件脫模起吊用金屬預埋組件宜注意下列事項： 

(1) 因起吊時的應力集中及受力的方向性，宜考慮吊件埋設處局部範圍，必要時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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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補強鋼筋。 

(2) 自行設計吊裝組件時，宜考慮預埋吊件之埋設長度、握裹力的計算、混凝土強度

與破壞模式等。 

(3) 吊件及吊鉤金屬配件市售產品眾多，選用時宜詳讀適用範圍與使用時機。吊裝或

翻轉構件時，力量的方向性與載重組合宜詳加檢討。 

脫模強度除依「預鑄混凝土工程施工規範與解說」[5.9]第 4.4 節之規定外，一般水平底

模脫模強度平均約 120-150 kgf/cm
2，視構件尺度並經設計者確認而定，而當底模與水平面

呈 70°~80°以上之傾斜角度時，脫模強度可降為 80-100 kgf/cm
2。在低強度的情形下(如 50 

-120 kgf/cm
2時)執行脫模作業易造成角隅部分龜裂情形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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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構分析及設計方法 

6.1 設計方法 

6.1.1 預鑄混凝土建築物之結構設計方法，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6.1]、「建築物混凝

土結構設計規範」[6.2]、「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6.3]與「鋼骨鋼筋混

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6.4]。 

6.1.2 預鑄混凝土結構之基本設計中有關地震力等之設計，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

設計規範」[6.2]、「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6.3]、「鋼骨鋼筋混凝土構

造設計規範與解說」[6.4]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6.5]，構材接合設計需

考慮彈性或非彈性降伏等之行為。 

6.1.3 預鑄混凝土結構之設計乃為確保其極限狀態之強度及韌性，有關其構材及接合部

強度與使用性之檢核，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6.2]之規定。 

解說： 

「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6.2]關於預鑄混凝土建築物之設計方法，旨在使其與場

鑄混凝土建築物有相同之結構行為，「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6.2]多數關於場鑄混凝

土建築物之規定皆可適用於預鑄混凝土建築物。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之設計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6.2]第 18.6 節及

其他適用章節之規定，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之設計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6.2]第 18.8 節及其他適用章節之規定，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之設計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

構設計規範」[6.2]第 18.6 節與 18.8 節及其他適用章節之規定。預力使用於預鑄特殊抗彎矩

構架梁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6.2]第 18.3.3.5 節之規定，其他使用於預鑄特

殊抗彎矩構架或特殊結構牆的方式應按「建築技術規則」[6.1]
(總則編第四條)之規定辦理。

預鑄鋼骨鋼筋混凝土之設計應使其結構行為等同於按「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

說」[6.4]設計之場鑄結構。預鑄混合結構中鋼骨結構之設計應符合「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

計技術規範」[6.3]之規定，預鑄混合結構之整體結構行為應等同場鑄結構。 

6.2 分析與強度計算方法 

6.2.1 預鑄混凝土建築物之結構分析方法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6.1]與「建築物混凝土結

構設計規範」[6.2]。 

6.2.2 預鑄混凝土結構應對其接合部之特性與施工方式進行瞭解，並依此作適當之假設與

分析。 

6.2.3 預鑄混凝土結構之強度計算法及基本假設事項與場鑄混凝土結構並無不同。 

解說： 

「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6.2]第六章說明適用場鑄與預鑄混凝土建築之分析方

法。 

由於預鑄混凝土結構之設計旨在使其與場鑄混凝土結構有相同之行為，因此兩者之強

度計算法及基本假設事項並無不同，惟預鑄結構在接合處附近常存在結構之不連續，其對

強度計算之影響宜加以適當考量，例如接合部配筋或鐵件影響分析模型對連接勁度與強度

之影響以及不同時間澆置之混凝土界面對於剪力摩擦設計之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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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預鑄結構種類 

7.1 預鑄結構種類 

7.1.1 由預鑄構材組立構築之結構物，依結構型式可分為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預鑄特殊

抗彎矩構架結構等基本型式，或由基本型組合或搭配鋼骨結構之複合或混合型結構

如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預鑄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及預鑄混合結構等。 

7.1.2 本章僅說明預鑄特殊結構牆與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等基本型結構設計，其餘複

合或混合型預鑄結構可依基本型預鑄結構及相關規範進行設計。 

7.1.3 預鑄結構系統高度限制如表 7.1 所示。 

表 7.1 預鑄結構系統高度限制 

結構系統 高度限制(m) 

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 50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 不限 

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 不限 

預鑄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 

特殊抗彎矩構架 

具特殊抗彎矩構架之二元系統 

 

不限 

不限 

預鑄混合結構 所組成結構系統之最小限高 

  

解說： 

由預鑄構材組立構築之結構物，依結構型式可分為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預鑄特殊抗

彎矩構架結構等基本型式，其餘複合或混合型結構型式如預鑄特殊牆二元結構、鋼骨鋼筋

預鑄混凝土與混合結構等均為基本型式之組合。 

預鑄結構系統之限高由所組成的結構系統之最小限高決定，其中預鑄結構系統之限高

應按表 7.1 之規定，鋼骨結構系統之限高則應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7.1]之規

定。 

本章僅說明預鑄特殊結構牆與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等基本型結構設計，其餘複合

或混合型預鑄結構可依基本型預鑄結構及「鋼骨鋼筋混凝土與鋼構造規範」[7.2]進行設計，

惟需考量結構接合部之區域。 

7.2 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 

7.2.1 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係由全部或部分預鑄之結構牆單元組合而成作為主要側力抵抗

之結構系統，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整體設計應滿足「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7.3]預鑄特殊結構牆相關要求，各單元間之接合設計應考量所需傳遞之應力。 

解說： 

預鑄特殊結構牆結構含預鑄耐震設計的鋼筋混凝土牆及樓板，搬運預鑄構材至現場完

成組裝接合，並可由預鑄構材發展出其他各種不同工法。一般而言，牆板及樓板大部份均

採預鑄方式，亦有預鑄牆板配合現場澆置樓板之方式。 

有關預鑄特殊結構牆工法之設計準則可參照「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7.3]第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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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與其他適用章節。 

7.2.2 特殊結構牆結構中結構牆與樓板之設計應按「建築技術規則」[7.4]與「建築物混凝土

結構設計規範」[7.3]之規定詳加核算檢討。 

解說： 

預鑄結構牆之設計宜考慮製造、脫模、起吊等各種因施工產生之應力變化，適當的支

撐架可預防構材之彎曲、扭曲等現象發生，吊裝組立時構材吊裝位置、形狀及加強鋼筋均

要詳加檢核。預鑄結構牆宜考慮各種情況的補強設計，如續接器位置、開口補強筋及接合

處補強筋等。 

預鑄樓板之剛性及強度設計，宜按支承條件、重力載重和地震力載重等影響加以檢討

核算。預鑄樓板吊裝時，採四點起吊方式，構材儲存時則以兩端長條狀支撐或四點支撐，

端視構材尺寸而定，設計時宜注意各種不同狀況的載重條件進行調整。此外，樓板內預埋

電力設備之出線盒、配管等，均需與配筋作業一併考慮。 

場鑄樓板之設計依照「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7.3]之規定，其他如合成樓板等可

參照本規範第 7.4 節之規定。 

基礎部分多採用場鑄混凝土，低層住宅亦有採預鑄基礎，惟案例不多，設計時宜考量

預鑄基礎底部與土壤間要事先鋪設底鋪砂漿，以填充可能之空隙。 

7.3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 

7.3.1 由全部或部分預鑄之結構梁柱單元組合而成作為主要側力抵抗之結構系統，預鑄特

殊抗彎矩構架結構整體設計應滿足「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7.3]預鑄特殊抗彎

矩構架相關要求，各單元間之接合設計應考量所需傳遞之應力。預鑄特殊抗彎矩構

架構材之分割，依設計而有不同型式，預鑄構材之接合以柱--柱、梁--梁及柱--大梁

為主要之考慮。 

解說：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其主要預鑄構材在工廠生產，再將其組合成構架結構；亦

有一方向為構架，另一方向與結構牆搭配之結構。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較預鑄特殊結

構牆結構有更寬廣的適用空間，尤其適用於跨度要求較大及抗震韌性需求較高的高層建築。

由於有抗震較佳的抗彎矩構架來承擔其構材之撓曲變形，故構材中之主筋配置量亦多，常

常要在有限的斷面中，配置數量較多的大號鋼筋於接合部端部；為了減少接合用之主筋數

量，故接合部多設計在應力較小的梁中央帶，惟不得已之情況下，也可將接合部設計在應

力較大的梁端部或柱腳，預鑄構材分割的多樣化為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的特徵之一。若需

要在應力較大的位置接合時，宜確保構材強度、韌性，及因接合部之剛性較其他部位高所

導致之局部應力重分配情況。相鄰預鑄構材進行接合時，於接合部內宜以砂漿或混凝土確

實充填，例如，柱與柱的接合部為後澆置之混凝土，其灌注充填之工法及接合部細部大樣，

宜詳細計畫。 

以下為各種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之配置可供參考。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採用預鑄柱和預鑄梁，結構牆採場鑄，如圖 R7.1 所示之各種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配置，圖 R7.1(1)為工廠或超高層住宅案例，X 軸與 Y 軸均為單純

的構架。將結構牆有效的配置在構架內，如圖 R7.1(2)所示，可以降低地震力對構架的影響，

該結構牆周邊的構架一般採場鑄工法施做。圖 R7.1(3)範例為狹長地形中的低層大樓或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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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之建築，其一方向為純構架，另一方向則以結構牆為主。圖 R7.1(4)為筒狀結構，外部

構架為單筒式結構，與內部核心結構牆形成雙筒式結構，內部核心結構牆多以滑動模板或

系統模板等場鑄方式施工。 

 
 

(1) X, Y 純構架 (2)構架+結構牆 

 

 
 

(3) X 構架--Y 結構牆 (4)筒狀結構 

圖 R7.1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配置例[7.5]
 

柱梁構材在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中可以有很多不同之分割方法：以柱、梁單獨預

鑄為單元個體之單材式、柱梁一體之方式、以及僅梁端與柱構材預鑄為一體之方式，又稱

托梁方式。柱梁一體之方式中，亦有 X、Y 方向均採柱梁一體者，惟其施工較不易；單方

向之柱梁一體方式，在其正交向則配合單材式或採場鑄方式設計。 

表 R7.1 為日本及台灣各公司的預鑄混凝土構架預鑄工法部分應用案例。由於預鑄構材

之型式相當多元，故實際應用並不限於表 R7.1 所列舉之型式。針對表 R7.1 案例中預鑄構

材型式分類如下： 

(1) 單材式                    A、B、C 

(2) 單向柱梁一體式+單材式       D 

(3) 單向柱梁一體式+梁牆工法     E 

(4) 梁與梁柱接頭一體+單材式    F 

平
面
圖

立
面
圖

平
面
圖

立
面
圖

X立面圖Y立面圖

平
面
圖

Y

X

單  管 雙  管

平
面
圖

平
面
圖

立
面
圖

立
面
圖

單 筒 雙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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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建築開發多採用單材式。集合住宅則採梁柱一體式，此種一邊為隔戶結構牆，

另一邊則為開放式構架，較適用於集合住宅，集合住宅一般樓層高約 3~4.5 m，故構材之運

輸不成問題。所有工法之樓板混凝土多採現場澆置，並與預鑄梁結合為一整體之施工方式。 

表 R7.1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工法案例[7.5]
 

工法 

預鑄構材示意 構材接合部位 

柱 梁 柱 梁 

A 

 

 

 

柱、梁 

接合部 

柱、梁 

接合部 

B 

 

(現場施工) 
 

-- 構材端 

C 現場施工 

 

 

 

-- 構材端 

D 

  

構材 

中央附近 

構材端或構材

中央附近 

E 

  

構材 

中央附近 

構材端或構材

中央附近 

行政院公報　　　　　　　　　　　　　　　　　　　　　第031卷　第021期　　20250206　　內政篇



第七章 預鑄結構種類 

 

(續)表 R7.1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工法案例[7.5] 

F 

 
 

柱、梁接合部 
構材端或構材

中央附近 

圖 R7.2 為 A 型工法平面示意圖，圖中預鑄構件包含預鑄柱、預鑄大梁及預鑄小梁，此

工法的基本原則乃以預鑄柱支撐大梁，再以預鑄大梁支撐預鑄小梁，保留預鑄柱與大梁接

頭、預鑄大梁上層筋、預鑄小梁上層筋及樓板等部分於現場施做，藉由現場澆置之混凝土

將所有預鑄構件固結成一體，以發揮其結構性能。 

 

圖 R7.2 A 型工法圖例 

圖 R7.3 至圖 R7.6 為 A 型工法邊柱接頭放大圖，圖中顯示預鑄大梁下層主筋以 90 度彎

鉤在梁柱接頭錨定，同一接頭上，兩相平行之大梁下層筋採水平交錯(圖 R7.3)，兩相垂直

向之大梁下層筋則以高程交疊(圖 R7.4)，梁端部設置剪力榫，以做為預鑄與場鑄混凝土介

面之粗糙面。採此型式工法，預鑄梁主筋位置需避開預鑄柱主筋位置，以免在預鑄梁吊裝

時發生柱梁主筋碰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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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3 A 型工法邊柱接頭—兩水平向大梁下層筋水平交錯 

 

圖 R7.4 A 型工法邊柱接頭—兩垂直向大梁下層筋高程交疊 

 

圖 R7.5 A 型工法邊柱接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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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6 A 型工法邊柱接頭示意圖—大梁上層筋採擴頭錨定 

圖 R7.7 為預鑄工法高層住宅構架之例。高層住宅常用筒體系統，如圖所示結構柱多數

配置於外周與內周，平面規則且對稱性高，可使梁、柱構件之尺寸與鋼筋量均衡分配，符

合預鑄模矩化的特性；另規劃結構柱混凝土強度高於結構梁之設計，可縮小柱斷面且容易

符合強柱弱梁與接頭容量需求，使梁柱接頭為預鑄工廠製造能夠降低現場施工難度。此工

法採用表 R7.1 之(F)型，較(A)型減少梁主筋在梁柱接頭交錯錨定之鋼筋用量，亦可確保接

頭採用高強度鋼筋混凝土之工程品質，業界習慣稱為【蓮根梁工法】；工法另一特點則是在

現場澆置當層樓板混凝土之前，即可吊裝往上一層樓的預鑄柱，可縮短現場整體工期。部

分預鑄梁長規劃超過一個跨距，在另一跨距與其他預鑄梁接合，接合部設置於梁端或梁跨

度中央，可減少預鑄構件整體數量，惟此接合處宜審慎評估鋼筋續接器之高塑性消能性能

與施工細節，並搭配適當的結構分析模型加以設計，接合細節參考圖 R7.8。本案採用隔震

系統設計，地震力之計算與梁、柱構件設計細節均符合國內相關規範之規定，該案例詳細

內容請參考文獻[7.6]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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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7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工法例(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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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8 預鑄梁續接細部平面圖(柱繫筋未示)
 

圖 R7.9 是一般預鑄柱梁結構構架之工序示意圖，此預鑄工法乃採積層方式逐層施工，

一般施工順序為預鑄柱吊裝、預鑄梁吊裝、預鑄小梁吊裝及樓板施工，一般常見搭配使用

的樓板有預鑄 KT 板或鋼承板，採用此兩種樓板可減少其下支撐需求，在縮短工期及同步

工程方面有明顯效益，圖中也顯示預鑄工地若配合適當的物料及動線管理，可讓工地現場

井然有序，有利人員在相對通暢及整齊的環境下作業。 

 

場鑄接頭 配置剪力榫 

配置剪力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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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9 預鑄工法工序示意 

預鑄構材之分割與接合工法分述如下： 

(1) 柱--柱 

圖 R7.10 為在下層預鑄柱的上端，採用墊片或螺栓支撐及調整上層預鑄柱高

程，並封側模後，再充填高流動性無收縮砂漿於套筒及柱間空隙。預鑄柱中若設

有剪力榫，則充填砂漿或後澆置混凝土不易密實，設計上宜布置適當之導流凹槽，

必要時，宜設置排氣管道，其出口宜置高於所有套筒出漿口。 

(2) 梁--梁 

圖R7.11為預鑄梁於跨度中央的接合方式，在主筋續接完成後再澆置混凝土。

梁常無顯著軸向壓應力，於接合部兩側預鑄梁的端部宜加設剪力榫以有效抵抗剪

力。圖 R7.11(2)為樓板面後澆置混凝土前，預鑄梁上端外加依設計續接鋼筋(包括

搭接)之補強筋。 

(3) 柱--大梁 

由於考慮到大梁於跨度的端部預期會發生塑性鉸行為，其全數主筋(含全部上

層筋及下層筋)之接合不易確實，故多將預鑄柱與預鑄梁的接合作成如圖 R7.12 之

方式，其中圖R7.12(1)為內柱與兩支梁之端部預留鋼筋接合錨定之方式，圖R7.12(2)

則為梁在柱位處，於預鑄時暫不澆置混凝土，惟梁之主筋仍採連續配筋之方式。

如果施工上允許時，邊柱及內柱上之梁至少有一方向採用貫通筋配合續接器之設

計方式。 

柱

柱

套筒

灌漿孔

砂漿充填

 
圖 R7.10 柱與柱接合圖例(套筒續接方式)

 [7.5] 

套筒

剪力榫
現場澆置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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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筋之接合(套筒)

樓板現場
澆置混凝土

剪力榫

現場澆置混凝土
 

(2) 

圖 R7.11 梁與梁接合圖例[7.5]
 

 

(1) L 形搭接 

 

(2)貫通筋 

圖 R7.12 梁與柱之接合圖例[7.5]
 

7.3.2 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構材可區分為柱、梁、樓板等，其分割與接合部等設計均應慎

重規劃與考慮。 

解說： 

預鑄構材的設計關係著構架整體之構材分割、接合方式及場鑄之組合，因極多樣化難

以一概而論，故本節僅針對預鑄構材設計時之共同點、注意事項及對策加以敘述。預鑄構

材之端部為接合部，其接合細節之設計因直接影響構材之設計，故宜併入考慮。 

柱、梁主筋為降低成本多採大號鋼筋，大號筋的接合如採套筒續接器時，為維持應有

保護層厚度，主筋將被移向構材核心內，故於續接器以外的斷面處，因箍筋圍束面積較小

而增大保護層，以致圍束面積及軸力不足，宜考慮在主筋外側增配如圖 R7.13(1)所示之額

外鋼筋，配置此額外鋼筋後，柱心混凝土斷面會加大，在韌性提昇方面具有相當的改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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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此外，若設計已考慮主筋偏移至斷面核心內對斷面抗彎矩與軸力強度之影響時，則亦

可允許較大保護層，如圖 R7.13(2)所示，但仍宜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7.3]最

大保護層之相關規定。反之，如因大號鋼筋的配置造成保護層變小，在鋼筋應力產生時，

因握裹破壞而致韌性降低，無法達到構材原設計強度。握裹破壞方式為沿主筋方向側向龜

裂或在主筋竹節方向產生內部龜裂，如圖 R7.14，此種龜裂，可經由加大並確保應有保護層

厚度來防止或以上述之添置額外鋼筋等方法，加大柱心比而提高韌性。 

在箍筋內預先放置梁之上層筋，俟吊裝後再將此預置之上層梁筋滑移半個跨距，通過

梁柱接合部在應力較小之跨距中央部位，以小 2~3 號徑之搭接方式接連，在降低接合部之

成本上極為有效，在歐美各國採用預鑄梁與場鑄併用工法，一般都採用這種方式為之。 

預鑄結構中，在構材接合部施工完成後才會有一體性，因此在接合部完成前，靜載重

所產生之構材應力與場鑄之一體結構呈不同之分布型態。在單材式中，梁及樓板之自重乃

由兩端之鉸支承狀態支持著，直至接合部一體化之後，其附加靜載重及活載重才會呈一體

結構之支持方式，因比如圖 R7.15 所示與場鑄一體結構比較，其梁之彎矩分布均轉移至下

方，梁端之彎矩應力(短期)要使上端與下端均等化，則對構材及接合部之設計應妥予考慮。

反之，若為柱梁一體式之預鑄構材時，則以轉移至上方為佳，梁端之上端與下端之彎矩差

會加大，因此之故，其與結構體完成後才將混凝土之模板支撐撤除之場鑄一體工法不同，

而係隨著構架之吊裝組立程序依各階段之應力累加之型式，故在構材設計宜加以注意。 

有關樓板之規定詳見本規範第 7.4 節。 

柱、梁接合部設計之重點為應在構架之梁降伏時，此部分具有充分之剪力強度，且能

確保柱或梁之主筋握裹力。 

此柱、梁接合區域中易因鋼筋之接頭或因錨定端而配筋縱橫交錯，使得混凝土失去整

體性，因此在此區域內之剪力強度或主筋之握裹力均有降低之傾向，故充分之剪力補強十

分重要。 

柱梁接合部之剪力強度及握裹力之計算法可參照「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7.3]之

相關規定。 

梁柱接合部易形成剪力破壞，若承受正負反復應力，則此部分之主筋的握裹力會急速

劣化，由於預鑄結構中，鋼筋之續接接頭大多使用大號鋼筋以降低成本，故希望在設計時，

考慮能使握裹力維持之接合部強度上之餘裕及梁降伏時梁柱接合部仍不致於受損傷之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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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添加筋 (2)無添加筋  

圖 R7.13 套筒方式接續之配筋圖例 

 

圖 R7.14 握裹破壞之機制示意圖[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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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15 梁彎矩分布與工法關係示意圖[7.5]
 

 

7.3.3 預力使用於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梁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7.3]之規定，

其構材與接合部設計均應詳加規劃核算。 

解說： 

特殊抗彎矩構架結構由預鑄梁與柱組立構成，其預鑄梁採用預力混凝土造並採後拉式

預力組裝接合，設計時宜考量預力對於構材在不同施工階段的應力影響。預力混凝土構材

施加預力後，可平衡因長期載重產生之撓曲彎矩，較適用於大跨度與大斷面的梁構材，可

承受較大撓曲彎矩，並使全斷面均有效發揮作用。設計時，並不必將全部構材皆採用預力

混凝土結構，可按構材實際所受之應力大小彈性搭配。以下就預力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構

材說明之： 

特殊抗彎矩構架之預力預鑄構材如圖 R7.16，包括柱、預力大梁、無預力梁及梁柱接頭

等四種構材，可配合現場施工方式之特性採用全部預鑄或部分預鑄設計，設計時，宜考慮

各施工階段的應力發展情況。 

 

圖 R7.16 構架方式之構成構材例[7.5]
 

圖 R7.17 說明一單跨距預力預鑄特殊抗彎矩構架構材於各個施工階段下其應力分布情

形，各施工階段之說明如下： 

無預力梁 

梁、柱接合部 預力大梁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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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構型式。 

(2) 預力預鑄大梁構材於工地起吊時。 

(3) 預力預鑄大梁與樓板等構材吊裝完成，並分別置於臨時承座及支撐架的上方。 

(4) 柱梁完成剛性接合。 

(5) 柱梁剛性接合後因載重(額外靜載重、活載重)所產生之彎矩。 

(6) 合併載重產生之彎矩分布為((4)+(5)) 

如(6)因外力產生之彎矩，當大梁施加後拉預力時將會形成反向應力，如圖 R7.18 所示，

若施加預力值過大時，在端部之下端及跨距中央之上端會產生拉應力，因此應力之施加宜

分數次(一般為二次)進行。此種施加預力之方式稱為一次施拉與二次施拉。 

接合部係採取於現場進行澆置之設計時，該接合部將使得構架形成靜不定結構，若施

加預力則會產生靜不定應力(又稱二次應力)，在結構計算上相當繁雜；適當地調整施工順序

將不致產生二次應力，例如，施預力時之預力預鑄構材維持在靜定結構即可減少二次應力

的產生；如圖R7.19(1)，梁端為滾動支承時，施加預力時預力梁端可自由轉動；如圖R7.19(2)，

先針對預鑄梁施加後拉預力後，再填充柱梁間之接縫混凝土，亦可減少二次應力的產生。 

另外一種方法，如圖 R7.20，將大梁在地上預先施拉預力(點線部分)之後，再行接續預

力鋼筋並從梁柱接頭外施加預力時，則構架形成後因梁端部之變位及迴轉量極小，故靜不

定應力之產生可予忽略。 

若分次施加預力時，僅於靜不定結構形成後之預力才會產生靜不定應力。 

採用預鑄構材時，如其構材間之齡期強度有很大差異，此時混凝土潛變將顯著影響應

力之變化，故採用預力混凝土之結構物宜檢討其影響。 

 

   

(1) (2) (3) 

   

(4) (5) (6) 

圖 R7.17 各施工階段應力[7.5]
 

 

 

B C

A D

CB

DA

梁自重產生彎矩

梁自重產生彎矩

(梁+樓版)
自重產生彎矩

A

B

D

C

A D

B C
柱、梁剛接

(梁+樓版)
自重產生彎矩

板 其他載重
產生彎矩

A D

CB

設計彎矩
(d)+(e)

A D

CB

設計彎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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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18 預力彎矩圖[7.5]
 

 

 

  

(1) (2) 

圖 R7.19 不產生二次應力之接合法例[7.5]
 

 

 

圖 R7.20 減小二次應力之接合法例[7.5]
 

7.4 預鑄結構樓板 

7.4.1 預鑄結構系統之樓板，依設計及施工方式可分為預力預鑄樓板、場鑄樓板、預鑄樓

板、及合成樓板四種。樓板設計應考慮力量傳遞路徑，樓板間或樓板與其他構材之

接合設計應考量所需傳遞之應力。預力預鑄樓板設計應按本規範第 7.4.3 節之規定。 

解說： 

建築物之耐震設計一般均假定為剛性樓板，以柱和結構牆等耐震構材傳遞水平剪力。

場鑄工法的樓板與梁、柱及牆等構材係一體成型澆置，其接合部的剛性、強度並無特別考

Mp=P×e 

PC鋼材

滾承支點

PC鋼材

PC鋼材

接縫混凝土
或水泥砂漿

PC鋼材

PC鋼材

PC鋼材

PC鋼材續接器
PC鋼材
(預先施加預力)

接縫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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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預鑄結構的樓板與柱、梁、及牆均屬獨立構材，分別製造再吊運至現場組裝，故樓板

與柱、梁、及牆間的接合部宜妥善設計。 

近年因熟練之模板工、鋼筋工等技術工顯然不足，為達施工合理化、提升品質、縮短

工期等目的，而開發了各種樓板工法來代替傳統場鑄樓板工法，以降低模板與支撐的需求，

釋放出大量的施工空間，達到省力及省時之目的。 

預鑄鋼筋混凝土結構中較具代表性的樓板施工方法，依混凝土澆置方式可分為預力預

鑄樓板、場鑄樓板、合成樓板、及預鑄樓板等四類，除預力預鑄樓板可參照本規範第 7.4.2

節之規定外，其餘可參照表 R7.2 及本節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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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7.2 樓板按施工方式之分類 

場鑄樓板 合成樓板 預鑄樓板 

1. 傳統 RC 樓板 

2. 中空樓板 

預埋旋楞鋼管製造

的中空樓板。 

3. 格子梁板 

加肋格柵狀樓板。 

4. 鋼承板合成樓板 

以鋼承板為底模，免

除支撐完成之合成樓板。 

5. 鋼承板等加強KT筋合成

樓板 

鋼承板等置放KT筋

形成肋狀跨於梁上，以免

模板支撐，澆置混凝土的

樓板。 

1. 有KT筋半預鑄樓板之合

成樓板 

預埋KT筋的預鑄薄

板。 

2. 無KT筋之半預鑄樓板合

成樓板 

預鑄板表面加凹洞

剪力榫和場鑄混凝土的

合成板。 

3. 預力預鑄合成樓板 

以預力預鑄槽形混

凝土板當作模板之合成

板。 

以中空預力預鑄樓

板當作模板之合成板。 

4. 雙層(中空)合成樓板 

KT 筋加強之預鑄薄

板上置入中空模板澆置

混凝土的合成樓板。 

預鑄肋條狀之薄

板，將肋條向上配合拋棄

式模板鋪設後，再澆置混

凝土合成為中空樓板。 

1. 預鑄樓板 

2. 揚昇樓板 

樓板在地面澆置

後，以千斤頂揚昇至預定

高度後固定之方式。 

3. 格子梁板 

4. 預鑄樓梯 

各類別的工法概要說明如下： 

(1) 場鑄樓板 

場鑄樓板按傳統施工方式，以模板支撐與組立，及現場混凝土澆置的方式，如中

空樓板(預埋管方式，詳如圖 R7.21)、格子梁板等，進展為具較大抗彎剛性之成型構材，

如鋼承板(Steel Deck)、鋼承板搭配桁架式配筋(詳圖 R7.22)、或加肋樓板(詳圖 R7.23)

等，使得樓板橫跨跨距內不必設置支撐，達到施工之合理化。其特徵主要為：可重複

使用板模、可採用格子梁式或 I 形梁式之樓板結構型式，構成剛性大之長跨距樓板，

可確保梁、牆、柱的混凝土整體性、及隔音性較佳。 

場鑄樓板工法中，除傳統 RC 樓板結構外，其它樓板工法之斷面均為具方向性的

結構構材，常以單向板設計，因此支承該樓板的梁在設計時宜注意其載重來源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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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此外，場鑄樓板通常與梁構材一體澆置混凝土，故與梁之接合部仍可按一般樓板

之設計方法考量。當支撐跨距較大且支撐較少時，設計時宜針對撓度問題加以檢討。 

 

 

圖 R7.21 中空樓板斷面例(單位：mm)
 [7.5]

 

 

 

圖 R7.22 鋼承板合成樓板例(單位：mm)
 [7.5]

 

 

圖 R7.23 加肋樓板標準斷面例(單位：mm)
 [7.5]

 

(2) 合成樓板 

合成樓板係將樓板下半部以預鑄樓板取代模板，預鑄樓板的上半部再於現場澆置

混凝土方式結合成一體化之樓板。具代表性之做法：KT(Kaiser Truss)板(詳圖 R7.24，

KT 筋配筋的形狀如圖 R7.25)、半預鑄合成板(詳圖 R7.26)、及複合式中空板(詳圖 R7.27

板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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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圖 R7.28)等。其特徵主要為：不需模板、不需或數量極少的支撐、預鑄構材的品管

穩定、內面可直接作為平頂修飾品、較易確保梁、柱、牆的一體性、設備配管可在現

場施工、及隔音性佳等。 

設計時，按不同階段個別考量。首先，作為模板之預鑄構材將承載施工時之全部

載重(預鑄構材自重、現澆混凝土重、及施工載重)，且不得產生有害裂縫；若設置支撐

時，支撐的上部應檢討負彎矩的影響。施工載重宜考慮施工人員、機具、堆存物料與

衝擊等載重。其次，預鑄構材和場鑄混凝土合為一體形成合成樓板時，按「建築物混

凝土結構設計規範」[7.3]之規定設計。最後，細部設計的考量方面，宜於混凝土樓板接

續面設計剪力筋或剪力榫等以提供抗剪強度；當以單向板設計時，接縫處之橫筋至少

為全斷面積的 0.2%以上；當以雙向板設計時，於場鑄混凝土中宜配置撓曲補強筋並於

應力最小處進行分割。經實驗證實，預鑄樓板構材的上層鋼筋可充份錨定於梁或牆內

且結合為一整體時，預鑄樓板構材亦可承擔部分水平剪力。 

 

圖 R7.24 預鑄 KT 板例[7.5]
 

 

圖 R7.25 KT 筋配筋例[7.5]
 

 

KT筋

後澆置混凝土

預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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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26 預鑄平板例[7.5]
 

 

圖 R7.27 中空合成樓板例[7.5]
 

 

圖 R7.28 含肋梁之預鑄板構成之中空樓板例[7.5]
 

(3) 預鑄樓板 

預鑄樓板係整片樓板經預鑄後，梁、柱、牆與樓板之接縫以鋼筋、預埋件等互相

接合後，採用後澆置混凝土或水泥砂漿等材料進行填縫作業，使其結合為一體，如預

鑄樓板，或現場預鑄後揚昇固定之頂昇樓板等。設計時，宜於接合部配置剪力榫以確

現場澆置混凝土

剪力榫

預鑄板

後澆置混凝土樓板上層筋
KT筋

不拆模板

後澆置樓板

管道使用空間

大梁

不拆卸之薄鐵鈑

含肋梁之預鑄板

RC牆
網模

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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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樓板之整體性。 

7.4.2 樓板構材若使用預力混凝土預鑄設計，其種類可依設計需求分為單 T 板、雙 T 板、

中空預鑄板、槽形板及薄殼弧板等，其接合方法應事先詳加規劃。 

解說： 

本節預力系統僅限使用於預鑄混凝土結構中樓板構材採用預力者，一般以水平向樓板

使用較為普遍。 

預鑄構材中採用預力者有下列兩種： 

(1) 施加預力之預力預鑄構材。 

(2) 鋼筋混凝土預鑄構材或預力預鑄構材中，以預力組裝接合者。 

一般而言，在大跨距之樓板設計，其板構材會使用施加預力之預鑄樓板構材，其預力

施加通常採取先拉式預力法。此設計除構材本身之預力設計外，構材間的應力之傳遞性與

接合方式宜事先檢討；例如，預力樓板之間及預力樓板與梁之間，宜考慮樓板面內剪力之

傳遞性能。典型的預力樓板型式與分類，詳表 R7.3。 

典型預力預鑄樓板適用範圍與接合方式如下： 

(1) 單 T 板與雙 T 板 

一般可使用在 5~20 公尺之大跨距樓板或屋頂板，惟需工廠訂製生產，其斷面尺寸

均可因應設計需要自由調整變化。 

(2) 中空預鑄板 

中空預鑄板常使用在屋頂、樓板、牆板等。 

使用於地下層之雙重樓板例亦多，不需模板為其優點，惟應注意其使用位置、尺

寸、補強、釘掛性及防水性。 

(3) 槽形板 

槽形預力預鑄混凝土板，將其鋪設於構架上再加配上層板筋，以混凝土澆置成一

體之合成樓板。 

(4) 薄殼弧板 

薄殼弧板為預力混凝土屋頂板用，板長可達 10~2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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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7.3 預鑄預力混凝土製品示意圖例[7.5]
 

名稱 形狀與尺寸 適用位置 

單 T 板 

 

l=5~20 m 

w=0.9~2.5 m 

h=35~100 cm 

屋  頂 

樓  板 

(牆) 

雙 T 板 

 

l=5~20 m 

w=1.2~2.5 m 

h=20~55 cm 

同上 

中空預鑄板 

 

l=3~14 m 

w=1.0 m、2.4 m 

d=7~30 cm 

屋  頂 

樓  板 

牆 

槽形板 

 

l=3.0~6.5 m 

w=0.5~2.0 m 

d=15 cm 

a：後澆置混凝土厚 

樓  板 

薄殼弧板 

 

l=10~24 m 

w=2.485 m 

屋  頂 

 

7.5 非結構預鑄構材 

7.5.1 非結構預鑄構材之設計，除應考量自身之結構強度與功能需求外，其與結構構材之

間的接合設計，應就力量傳遞、變位形態、固定方式及接合方法等詳加考慮。 

7.5.2 非結構預鑄構材之設計，應充分考慮該建築物所屬地區的風力及地震力之相關規定。 

解說： 

在一般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內，非結構構材可分為構成建築物的構材與附掛在建築物上

的構材等兩類。非結構構材因其材料的性能，以及非結構構材與主結構接合之狀態，並無

h

w
l

h

w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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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發揮類似主結構體之結構強度，故其設計強度不必考慮視為主結構體之一部分，例如平

頂、突簷、帷幕牆、預鑄樓梯、預鑄陽台、輕質隔間牆、女兒牆、扶手、及門窗飾材等。

設計時，宜考量建築物所屬地域之風力與地震力值，及非結構構材在建築物內所處之位置，

對建築物之垂直面或水平面的剛性貢獻較低，因此，非結構構材與建築物之接合位置的相

對變位比結構性構材大，臨近接合位置之裝修材，常因相對變位較大而發生局部破損，設

計適當之分割縫是必要的。另外，如陽台板、扶手牆、室外樓梯、煙囪等突出並固定於建

築物之非結構構材，因其與主結構間並無相對變位產生，設計安全性的檢討與主結構同，

本節不予敘述。 

建築物外牆採用預鑄板的優點為比金屬外牆可採多樣化設計、製作容易、價格低廉、

及易於維護等；缺點則是自重大，地震力作用下對結構體的影響亦大，且應確實地附掛在

結構體上，如圖 R7.29 所示。 

  

圖 R7.29 預鑄帷幕牆之實際案例 

隔間牆的造形要求較少，常使用於防火及防水要求之部位，若採一體成形的鋼筋混凝

土隔間牆，宜考量吊裝與組立順序；亦有採用如預鑄輕質混凝土板(ALC 板)，或擠壓製造

成型等輕質小型板或塊磚分隔牆為之。 

非結構預鑄構材之設計，主要分為構材及接合部設計兩部分。非結構混凝土構材的重

量較金屬製品及木材製品為大，地震力之影響較明顯，並透過接合部傳遞至結構體，圖 R7.30

顯示預鑄外牆接合部設計不當，受地震力作用下破壞及脫落的情形。設計時宜設法避免損

害的發生，亦宜避免緊急通道之隔間牆板的傾倒或樓梯扶手的脫落。 

非結構構材之設計通常針對自重、地震力、及風力等作用下的安全性加以檢討，溫度

應力、傢俱傾倒與移動所引起之衝擊力均宜在載重條件上考量。除了溫度應力可參考日本

JASS 14「帷幕牆工程」[7.8]之外，非結構構材之基本耐震設計的規定，在強風與中小度地

震作用下，非結構構材宜維持彈性行為，不可產生有害變形及殘留變形，且幾乎不需修補

即可回復建築物之功能與繼續使用；在大地震作用下，非結構體構材之破壞與變形，不可

直接或間接危害人的生命安全，且震災後的重要公共建築物宜確保其使用功能。此外，為

確保預鑄外牆之氣密性及其他功能，應就防止裂縫之產生檢討其應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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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30 預鑄板因地震而脫落之例 (日本)
 [7.5]

 

風壓力是帷幕牆及陽台扶手等表面外露板片設計時重要考慮因素。建築物因空間與時

間之不同，造成地表附近風速不規則變化產生所謂「擾流風」，受壓面積小時，因「規模效

應」之影響，其瞬間最大風速較平均風速為大，故其單位面積之風壓有加大考慮之必要；

由於預鑄板片具有高振動頻率，通常不考慮其與風力的共振現象。 

此外，在建築物四周牆面的角隅、屋簷面、及周邊部分易產生較大「局部風壓」所產

生的局部破壞；若風向直對稜線時，風在牆面稜線下，因角度小產生拉離現象，會引起較

大的負風壓，設計時宜詳加考慮。風壓由預鑄板片本體來承受外，其開口處之玻璃安裝用

預埋鐵件等之設計均需充分安全。一般在局部風壓狀況下，負風壓遠大於正風壓，故混凝

土結構體和預鑄板片預埋鐵件之錨定設計宜特別注意。各種非結構體構材因風壓產生對結

構的層間變位角，經由可移動式接合鐵件不產生應力狀況下，來設計鐵件之可動長度及可

動之迴轉角。 

地震時對非結構性構材產生之行為，由主結構體之振動對非結構性構材之地震力及因

主結構體的變形而造成非結構構材的強制變形二者之作用組合而成。不論以何種作用來支

配，均依非結構性構材與主結構體間之接合型態及主體結構之剛性而產生變化。作用於非

結構構材的重心之地震力宜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7.1]加以決定，因非結構構材

之斷面在各樓層均少有變化，故多數樓層採相同之非結構構材時，設計時可採其最大之地

震力。原則上，按水平(面內)和垂直(面外)之地震力分別考慮，以計算構材之應力與決定斷

面。 

為了不使強制變位角在中小度地震時，非結構構材的設計產生殘餘變形和機能減低，

預鑄帷幕牆至少宜採用可動式安裝鐵件與主結構結合，此為使非結構構材不致因強制變形

而產生應力之有效方法。中小度地震時可移動的鐵件之適切設計為其重點，但因一般非結

構構材間之接縫或構材與周邊結構體間之接縫會產生較大滑動，故接合設計時宜考慮其滑

動特性。 

在大地震時強制變位角依結構體非線性反應分析及實驗資料計算求得。大地震時在結

構體之層間變位角為中小度地震時的 3-4 倍以上，且因大於板片接合部可動空間及鐵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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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範圍，故板片較難追從水平滑動與搖擺之變形，此時因板片和接合鐵件之強制變形產生

之應力，宜妥予設計以確保安全性。依建築物之重要性，構材之種類及其影響等，訂定各

種容許破壞限度且與強制變位角間之關係均宜事先探討，前述計算宜考量實驗與震災經驗

而推定。 

帷幕牆性能合格標準詳見 CNS14281﹝帷幕牆及其附屬門、窗與天窗靜態層間變位性能

試驗法﹞之規定。 

7.5.3 非結構構材之分割應考量其形狀、尺度與重量，並符合建築所要求之各式性能。其

接合設計應依非結構構材分割的結果及其與結構構材間之相對變位關係決定。 

解說： 

預鑄帷幕牆的分割大致分為圖 R7.31 的板式和圖 R7.32 的柱型、梁型組合式。板式帷

幕牆的高度與樓層高度相同，與結構體接合於各樓層樓板上部與梁之下端，其接合的基本

要求宜具有承受結構體因地震力產生層間變位之能力，並抵抗風力與地震力之性能，一般

板式帷幕牆分為無開口板和開口板二種，如圖 R7.31。組合式的板片尺寸比板式小，如圖

R7.32(1)之柱型式及圖 R7.32(2)之梁型式之柱型預鑄構材，若其與柱間無混凝土充填時，其

結構性能與板式之基本要求相同。若鋼筋混凝土之結構柱、梁外露時之外牆分割，當以圖

R7.32(3)腰牆式或圖 R7.32(4)立柱式為主。 

板式之應力分析與製作較容易，時常為了確保其面外剛性與強度而增加板的厚度，設

計時讓非結構構材在滿足隔音、隔熱、防水、及防火等要求性能下，宜盡量輕量化以利耐

震性及施工性。加肋帷幕牆可減少板厚與減輕重量，亦能確保面外剛性與強度，設計時仍

要考慮鋼筋保護層厚度及斷面的開裂強度，如圖 R7.33。針對隔間牆防火性能有所要求之公

寓，其玄關與四周廚房牆面、等空間較小之處，亦有採用如圖 R7.34 所示之立體牆，此外

於凸出陽台扶手，亦有採用ㄈ字形之範例。 

   

(1)牆型 (2)窗型 

圖 R7.31 板片方式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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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型式 

(1) 

梁型式 

(2) 

腰牆式 

(3) 

立柱式 

(4) 

圖 R7.32 柱型、梁型組合圖例[7.5]
 

 

圖 R7.33 加肋帷幕牆圖例(單位：m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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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34 預鑄立體牆圖例(單位：mm)
 [7.5]

 

因非結構預鑄構材所採用之安裝鐵件，以及其與結構體接合的方法多所不同，其接

合設計端視地震力與強風對結構體造成之變形、接合部之固定度、及接合方式，可分類

如下： 

依變位特性：水平滑動(Sliding)、搖擺方式(Rocking)及固定方式(Fixing)，如圖 R7.35

及表 R7.4。 

依固定度：插銷式(Pin)、及活動方式(單向或雙向) 

接合方式：銲接方式、栓固接法、彈簧方式、及套接方式 

在預鑄構材的施工計畫中，接合設計宜詳述變位特性、固定度、及接合方式。 

  

水平滑動(Sliding) 搖擺方式(Rocking) 

  

圖 R7.35 板式帷幕牆之接合設計原理[7.5]
 

  

固定 Pin Roller
上向Roller

下向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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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7.4 接合設計一覽表例[7.5]
 

No 構成 名稱 變位特性 固定度 
接合方

式 
原理圖 

1 

 

 

板 

 

 

式 

 

 

工 

 

 

法 

水平滑動 

(樓板上安裝) 
水平滑動 

上部活動 

下部插銷 
螺栓栓固 

 

2 
水平滑動 

(梁下安裝) 
水平滑動 

上部活動 

下部插銷 
螺栓栓固 

 

3 上掛 水平滑動 
上部插銷 

下部活動 
螺栓栓固 

 

4 套接 搖擺 
上部插銷 

下部套接 

螺栓栓

固、套接 

 

5 搖擺 搖擺 
上部活動 

下部活動 
螺栓栓固 

 

6 彈簧 搖擺 

上下部兩端彈簧

固定 

下部中央插銷 

彈簧、 

螺栓固定 

 

7 
合併 

滑動+彈簧 
水平滑動 

上部活動+彈簧 

下部插銷 

彈簧、 

螺栓固定 

 

8 梁 

 

柱 

 

型 

柱軸式 
柱型搖擺 

梁型固定 

柱型活動 

梁型插銷 
螺栓栓固 

 

9 梁軸式 
柱型搖擺 

梁型固定 

柱型上部插銷 

下部彈簧 

梁型一端插銷 

一端滾承 

螺栓栓固 

彈簧 

螺栓栓固 
 

 
：自重支持點 ：Pin ：Roller ：套接 ：向上Roller ：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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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非結構預鑄構材採用纖維或複合式輕質材料，設計時應考量其勁度，撓曲強度，與

結構體之固定方式以吸收層間變位角，以不造成變形開裂或脫落為原則。 

解說： 

預鑄構材多半採用鋼筋混凝土，其缺點在於開裂強度低、最小厚度需滿足鋼筋保護層

之最小厚度。為提昇開裂強度，可採用預力預鑄構材。圖 R7.36 為樓高 6.4 公尺之建築外牆

所用窗形開口預鑄板之例，由於板長向甚大，施工中及安裝後之彎曲應力亦大，在長向兩

端的肋帶中，共計使用六條預力鋼絞線，使抗裂性及抗彎強度增大。近來各種補強纖維已

在預鑄構材上使用，如水泥系複合材料 FRC、鋼纖維 SFRC、耐鹼性之玻璃纖維 GFRC、碳

纖維 CFRC 等。FRC 可將一般收縮裂紋分散，抗裂性及抗彎強度高，韌性、耐衝擊性及施

工性均優。因解決了鋼筋需保護層及抗裂性的問題，使得輕質化變成可能，耐凍性亦高。

由於纖維係三向度配置，增強抗裂強度，在一般帷幕牆安裝位置不規則及構材形狀複雜均

可使用。對預鑄構材之搬運、安裝不當時，容易產生之破損、龜裂均可有效改善，以上優

點使 FRC 較適合使用在內外裝之預鑄構材上，惟其成本較鋼筋混凝土為高，拌合及品管不

易、鋼纖維補強在防鏽及耐火性方面還有待改良為其缺點。圖 R7.37 為 GFRC 外牆窗板及

女兒牆之使用實例，主要部分之板厚為 20 mm，與同形狀之鋼筋混凝土板比較，重量大幅

降低。圖 R7.38 為 GFRC 外部扶手，部分採用曲面板之例，主要部分之板厚雖為 20 mm，

局部也有 5 mm 厚度者。圖 R7.39 為 CFRC 外牆，其隔熱性高、板片採自動高壓高溫養護

方法、尺寸穩定均為其優點。 

 

圖 R7.36 預力帶肋帷幕牆圖例(單位：m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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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37 GFRC 帷幕牆圖例(單位：mm)
 [7.5]

 

 

 

圖 R7.38 陽台扶手圖例(單位：m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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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7.39 CFRC 帷幕牆圖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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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接合部  

8.1 一般事項 

8.1.1 預鑄結構系統之接合部設計應能承受該系統所有載重引致之作用力與變形。 

解說： 

接合部之細部宜適當設計，將其因束制潛變、收縮與溫度變化產生裂縫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美國預鑄/預力混凝土學會出版之 Architectural precast Concrete Third Edition (PCI 

MNL 122, 2007)
[8.1]，提供預鑄混凝土建築結構物設計建議。 

解說： 

若使用二種或二種以上方法滿足力量傳遞規定時，宜確認個別方法的受力變形特性，

以確保各種方法可如預期般共同作用。 

解說： 

由重力提供摩擦力的影響因素眾多，如接合部由上部重力所提供之摩擦力的實際效應，

可能因上部結構構材或附加之非結構構材重量或重心估計的誤差、其重力受相鄰接合部或

構材之影響無法準確估計、接合部介面摩擦係數變異性大、結構物於使用中因結構體沉陷

或傾斜或接合部填充料的體積收縮造成接合部摩擦力部分喪失、結構物在受震過後其接合

部的部分破壞無法確保原估計摩擦力的有效性等因素，故設計時不允許僅以重力提供摩擦

力之接合部。 

解說： 

預鑄構材的結構行為可能與場鑄構材者有很大的差異，在預鑄工程中，接合部之設計

採用多種元件進行連接時，宜考慮各元件的勁度、強度與韌性之差異，以減少或傳遞因收

縮、潛變、溫度改變、彈性變形、差異沉陷、風及地震所產生之力量。 

解說： 

接合部的設計宜能抵抗因尺寸不合、受收縮、潛變及溫度所引致的體積改變、或其他

環境效應所產生的變位或作用力，且無強度損失情況下承受上述作用力；束制條件的假設

與所有連結的預鑄構材一致。某些特殊情況下，雖然預期上述力量在某一方向上，但卻影

響該接合部在其他方向的強度，例如，體積收縮引致預鑄梁之軸向拉力，可能影響支承該

梁之梁托在垂直向的剪力強度。 

 

解說： 

8.1.2 接合部之力量傳遞可利用灌漿接頭、剪力榫、支承、錨栓、機械式連結器、鋼筋、

配有鋼筋之上覆板、經試驗證實有效之新材料或結構等、或以上元件之組合。 

8.1.3 不應採用僅以重力提供摩擦力之接合部細節。 

8.1.4 使用多種元件之接合部，設計時應考慮元件間的勁度、強度與韌性之差異。 

8.1.5 接合部之設計應考慮體積改變所引致之結構束制效應。 

8.1.6 接合部之設計應考慮預鑄構材在製作與組立過程的容許誤差(許可差)所引致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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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構材與接合部之設計，受個別預鑄構材的尺寸及其在結構中所在位置的許可差影

響，設計所採用之許可差值宜於設計圖說中規定，一般可採標準工業化許可差取代。詳細

規定標準工業化許可差之偏差值是必要的。「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26.6.2 節

之許可差可做為預鑄混凝土之鋼筋工程之參考；ACI ITG-7-09
[8.3]規定工業標準產品與組立

之許可差；ACI-117
[8.4]規定預鑄與場鑄混凝土間介面之許可差。 

解說： 

預鑄預力混凝土委員會(PCI, 1986)
[8.5]提供預鑄混凝土承重牆結構物最少整體性連接筋

(integrity tie)之設計建議，整體性連接筋如圖 R8.1 所示。 

 

解說： 

預鑄構材之接合部設計與細節的選用應同時確保安全性與使用性，宜考量之事項包括：

結構受力與變形，接合部對防水、隔音、氣密、隔熱、防火、防鏽、耐久性等使用性，製

造與安裝之施工性等。 

解說： 

預鑄構材的接合部之性能，宜採分析或試驗方法證明該接合部的有效性與適用性，惟

分析與試驗所採用之邊界條件宜盡可能符合實際預鑄構材之接合部的受力條件。 

解說： 

8.1.7 沿一整體結構之垂直方向、縱向、橫向、及結構周邊桿件應配置連接各預鑄構材之

整體性連接筋，其配置應符合第 8.4 節或第 8.5 節之規定。 

8.1.8 接合部之設計應考慮結構性、使用性及施工性等性能，以確保結構物整體之安全性

及使用性，故設計、製造、及施工過程中，均應符合接合部之性能要求。 

8.1.9 接合部之性能應以分析或試驗方法證明其適用性。 

8.1.10 預鑄構材之輔助鋼筋，除用以併入強度計算之鋼筋外，得不必延伸入支承內錨定。 

圖 R8.1 PCI 提供承重牆結構之典型整體性連接筋(integrity tie)配置[8.2]
 

T  =  橫向 

L  = 縱向 

V = 垂直向 

P = 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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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預鑄構材分割與施工之特性，預鑄構材內之輔助鋼筋，例如用於梁腹控制裂紋之

鋼筋，除非用以併入強度計算之鋼筋外，可以不必延伸入支承內部錨定，亦不必與接頭內

之輔助鋼筋進行續接。 

8.2 需求強度 

8.2.1 接合部與該接合部之鄰近區域的需求強度應根據「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e

第五章因數化載重組合之規定。 

8.2.2 接合部與該接合部之鄰近區域的需求強度應根據「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8.2]第六章分析程序之規定。 

 

8.3 設計強度 

8.3.1 在任一適用的載重組合下，預鑄構材接合部設計強度應符合 

ϕSn ≥ U                                 (8.3.1) 

其中 ϕ ：為強度折減因數 

 Sn：為標稱強度 

 U：為需求強度 

8.3.2 ϕ 值應根據「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21.2 節結構混凝土構材及接頭之

強度折減因數之規定。 

8.3.3 支承與被支承構材之間或支承或被支承構材與中間支承元件間之混凝土接觸面標

稱承壓強度(Bn)應根據「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22.8 節支承之規定計

算。Bn為支承或被支承構材中標稱混凝土承壓強度之較小值，但應不超過中間支

承元件的承壓強度。 

8.3.4 若剪力為外加載重所引致之主要內力，且透過一特定平面傳遞時，其標稱剪力強

度可根據「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22.9 節剪力摩擦之規定計算。 

 

8.4 最小接合部強度與最少整體性連接筋要求 

8.4.1 除於本規範第 8.5 節另有規定外，縱向與橫向的整體性連接筋應將預鑄構材連結

到抵抗側向力之結構系統。垂直方向的整體性連接筋之設計應根據本規範第 8.4.3

節之規定，以連接相鄰樓層之樓板與屋頂板。 

8.4.2 組成樓板或屋頂橫膈板之預鑄構材，橫膈板與藉由橫膈板做為側向支撐構材間之

接合部，其標稱拉力強度應不少於 450 kgf/m [4.4 kN/m]。 

8.4.3 除了非用以承重之外牆或室內隔牆，所有豎向預鑄構材應在水平接頭提供垂直向

整體性連接筋，並符合(1)或(2)之要求： 

(1) 預鑄柱間之接合部應配置垂直向整體性連接筋，其標稱拉力強度不小於14Ag 

kgf [1.4Ag N]，其中Ag是柱總斷面積。若柱斷面大於基於載重考量所需之斷面

時，得使用符合載重需求折減後之有效面積，但應不小於原柱斷面積之一半。 

(2) 預鑄牆板間之接合部應至少有2根垂直向整體性連接筋，其每根整體性連接筋之

標稱拉力強度應不小於4,540 kgf [44 kN]。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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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之整體性可藉由微幅改變構材鋼筋數量、位置及細節與接頭組件之細部配置而大

幅提升。整體性連接筋宜構成完整的力量傳遞途徑，而力量儘量透過該途徑直接傳遞。此

傳遞途徑的偏心，特別是在接合部，宜降至最低。 

橫膈板與受橫膈板側向支撐構材可以直接或間接接合，例如柱構材可以直接與橫膈板

接合，或與橫膈板相接之邊梁接合。 

預鑄混凝土柱與包含結構牆之牆板構材，其基礎接合部及水平相接接合部宜設計以傳

遞所有設計力與彎矩。本節之最少整體性連接筋(tie)規定並非額外增加的設計規定。如果可

行，一般實務是將此整體性連接筋對稱於牆板的垂直中心線配置，並分布於外側 1/4 寬度

內。 

8.5 高度三層樓或以上預鑄結構牆結構之接合部整體性連接筋規定 

8.5.1 樓板與屋頂系統整體性連接筋量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樓板與屋頂系統之縱向與橫向整體性連接筋應提供每單位寬度或長度至少 2,250 

kgf/m [22kN/m]之標稱拉力強度。 

(2) 縱向與橫向整體性連接筋應涵蓋內牆支承，以及樓板或屋頂系統與外牆間。 

(3) 縱向與橫向整體性連接筋應配置於樓板或屋頂系統平面上下 60 cm 以內。 

(4) 縱向整體性連接筋應平行於樓板或屋頂板之跨距，其中心間距應不大於 3 m，在

開口處應注意力量傳遞。 

(5) 橫向整體性連接筋應垂直於樓板或屋頂板之跨距，其間距應不大於結構牆間距。 

(6) 每一樓層之樓板與屋頂周圍沿邊緣 1.2 m 內應配置標稱拉力強度至少 7,300 kgf 

[71.6 kN]之整體性連接筋。 

8.5.2 垂直向整體性連接筋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垂直向整體性連接筋應配置於所有牆內且在房屋高度內應連續。 

(2) 牆垂直向整體性連接筋在沿水平方向應提供至少 4,500 kgf/m [44 kN/m]之標稱

拉力強度。 

(3) 每片預鑄牆內應至少配置兩根垂直向整體性連接筋。 

解說： 

於第 8.4 節整體性連接筋之規定適用於所有預鑄混凝土結構物。本節的特別規定僅適

用於三層或三層以上預鑄結構牆結構，若本節規定與第 8.4 節牴觸者，以本節規定為主。 

最少整體性連接筋量之規定，是試圖當一結構牆失去支承作用時，整體性連接筋能提

供替代之載重路徑(Portland Cement Association 1980)
[8.6]。由載重效應計算所得之整體性連

接筋量可能超過本節規定之最少整體性連接筋量。最少的整體性連接筋規定如圖R8.1所示，

係根據 PCI 所提預鑄結構牆結構設計建議 (PCI Committee on Precast Concrete Bearing Wall 

Buildings 1976)
[8.7]而訂定，整體性連接筋強度是以鋼筋降伏強度計算。PCI 設計手冊附錄 B

提供對於預鑄結構牆結構整體性連接筋與最少整體性連接筋之回顧 (PCI MNL 120)
[8.8]。 

(1) 縱向整體性連接筋可從板構材伸出且利用搭接、銲接、機械式續接或埋入灌漿接頭

內，並有足夠的長度與保護層以發展需求強度。無施加預力之預力鋼筋宜有足夠的

握裹長度以發展其降伏強度(Salmons and McCrate 1977)
[8.9]。 

(2) 將整體性連接筋置於接近板或屋頂系統平面適當位置之牆構材內是普遍的作法。 

(3) 橫向整體性連接筋可埋入板內或置於預鑄板上之場鑄上覆板內均勻配置，或集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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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結構牆中。 

(4) 周圍整體性連接筋可不必外加於縱向與橫向整體性連接筋規定之用量。 

8.6 最小支承接合部尺寸 

8.6.1 預鑄構材之最小支承接合部尺寸應依照下列構材之結構型式考慮： 

(a) 簡支預鑄構材。 

(b) 合成預鑄構材。 

若構材間無彎矩之傳遞，且預鑄構材上方無場鑄構造部分，或其場鑄構造部分無法

符合構成合成構材，則歸屬簡支預鑄構材。 

8.6.2 各種預鑄構材之支承接合部尺寸應符合本規範第 8.6.3 節至第 8.6.6 節之規定，除

非經分析及試驗證明較小的支承尺寸無損其性能。 

8.6.3 對於簡支預鑄樓板、梁或有腹板構材，其支承構材邊緣至預鑄構材邊緣在預鑄構

材跨徑方向之最小設計尺寸，考慮施工必要的許可差後，應符合表 8.1 之規定。 

表 8.1 簡支預鑄構材，其支承構材邊緣至預鑄構材邊緣最小設計尺寸規定 

構材型式 最小距離, cm. 

實心或中空樓板 二者取大 
ℓn/180 

5.0 

梁或有腹板構材 二者取大 
ℓn/180 

7.5 

8.6.4 若支承構材與被支承構材端部沒有保護裝置，支承墊應自前述邊緣內移至少 1.25 

cm 或不小於自構材截角邊緣起 1 倍截角尺寸。 

解說： 

由於預鑄構材支承之接合部尺寸是與構材設計之結構型式較有關，故本規範改依結構

型式來訂定支承接合部尺寸。例如簡支預鑄構材，因預鑄構材中無場鑄部分可與其他構材

連接，構材端部的力量都得經過支承方式傳遞，因此，其支承接合部之最小尺寸規定較嚴

格；若預鑄構材能與場鑄部分組合成為合成預鑄構材，則因構材之受力可利用合成斷面來

傳遞，其支承接合部之尺寸限制可較簡支預鑄構材為小。故有關預鑄構材支承接合部之最

小尺寸限制，將根據結構型式分為簡支預鑄構材及合成預鑄構材兩種。 

本項最小支承接合部尺寸之規定適用於建築結構。至於其他如橋梁等結構，因其載重

特性非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8.10]所考量，或是其支承接合部尚需符合橋梁耐震防

落長度之其他特別規定者，其最小支承接合部尺寸不屬本節所規定之範圍。 

本節區分承壓長度及預鑄構材端部涵蓋支承之長度，如圖 R8.2 所示。 

支承墊將集中載重及反力分布於承壓面積上，且允許有限的水平位移及轉動以降低應

力。為防止構材在承壓處應力過大而使混凝土剝落，除非邊緣有保護，支承墊不可延伸至

支承構材邊緣。邊緣之保護裝置可為錨定之鐵板或角鋼。「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

第 16.5 節規定托架之承壓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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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R8.2 簡支預鑄構材，其支承上之承壓長度 

8.6.5 合成預鑄構材之設計應依本規範相關章節之規定。當接合部採用剪力接合器支承

方式，剪力接合器至少應能承擔預鑄構材自重、面層混凝土自重與施工活載重等

荷重，且剪力接合器與支承構材間應配置承壓鋼板。符合本節規定之合成預鑄構

材，不須依第 8.6.3 節與「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9.7.3.8.1 節之規定，

其支承構材邊緣至預鑄構材邊緣在預鑄構材跨徑方向之最小設計尺寸，考慮施工

必要許可差後，應符合表 8.2 之規定。 

表 8.2 合成預鑄構材，其支承構材邊緣至預鑄構材邊緣最小設計尺寸規定 

構材型式 最小距離, cm. 

梁或有腹板構材 二者取大 
ℓn/180 

4.5 

8.6.6 合成預鑄構材之接合部，於施工時無使用第 8.6.5 節規定之剪力接合器或無法完全

利用剪力接合器支承時，於構材構成合成作用前，除依第 8.6.2 節之規定外，應

設置臨時支撐。 

解說： 

本規範考量合成構材接合部之技術發展、實務經驗之回饋與相關研究成果，訂定以剪

力接合器連接方式傳遞合成預鑄構材載重之相關條文與解說，該接合部如圖 R8.3 所示。合

成預鑄構材之組合方式除符合合成斷面之各項設計需求外（水平剪力、梁式剪力、彎矩等），

接合部剪力強度可採剪力接合器強度與混凝土承壓強度之小值與剪力摩擦強度相加計算
[8.13]，各強度之強度折減因數按相關規範之規定，各強度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剪力摩擦強度 

可依「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22.9.4 節之規定計算。剪力摩擦效應發生在

剪力摩擦面，剪力摩擦面可能為場鑄上覆板或預鑄斷面，因此建議摩擦係數 μ 保守取預鑄

斷面計算（即 μ ≤ 1.0λ），而剪力面 Ac取整體小梁斷面。剪力摩擦鋼筋可計入小梁上層主筋

與板筋之貢獻，惟根據研究結果訂定適當計算強度與上限，使計算強度合理並確保適當保

守性：小梁上層主筋取 0.7fy計算，可計入實際使用支數，但可計入之鋼筋總拉力以 3 根 D25

鋼筋皆發揮至 0.7fy的總拉力為上限；板上層筋取 fy計算，可計入有效翼板寬內者，但單側

無保護之邊緣

預鑄構材支承構材

承壓長度

至少1.25 cm且
不小於截角尺寸

/180 5.0cmn l

/180 7.5cmn l

(板)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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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計入之總拉力以 3 根 D10 鋼筋皆發揮至 fy的總拉力為上限；板下層筋（若有伸入大梁內）

取 fy計算，可計入有效翼板寬內者；以上 fy上限取 4200 kgf/cm
2。剪力摩擦鋼筋於接合部臨

界斷面兩側皆須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之伸展長度規定。 

二、剪力接合器強度 

宜檢核圖 R8.3(a)所示截面 A 之彎矩與剪力強度（類似於撓曲構材）、截面 B 之軸力與

彎矩共同作用強度（類似於受軸力與彎矩共同作用之構材）、承壓面之壓力強度（類似於受

壓構材）、剪力釘之剪力強度，可參考「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8.14]，依照其

受力種類採用適宜之構材設計規定進行檢核。 

  

 

(a) 剪力接合器示意圖 (b) 接合部示意圖 

圖 R8.3 剪力接合器與接合部 

三、混凝土承壓強度 

可依「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22.8 節之規定計算。若被支承構材未透過剪

力接合器與承壓鋼板跨坐至支承構材時，標稱承壓強度  取      
   ，承載面積  取被支

承構材與支承構材之實際接觸面積；若被支承構材透過剪力接合器與承壓鋼板跨坐至支承

構材時，標稱承壓強度  可取        
    ，承載面積  計算如下：接合部尚未填塞結構砂

漿時，由剪力接合器與承壓鋼板之接觸面積以 1:2 的斜率放大至承壓鋼板與支承構材之承

壓面計算承載面積  ，放大之長與寬以承壓鋼板之長與寬為限；接合部已填塞結構砂漿時，

承壓鋼板受束制較不易變形，因此可改以 1:3 的斜率放大，其餘規定則同前，承載面積  之

示意圖如圖 R8.4 所示。為確保承壓強度確實發揮，支承構材受承壓之位置距支承構材底部

之高度應不小於 0.4 倍支承構材全深與 2.5 倍承壓鋼板長之大值。 

 

截面B

剪力釘 截面A

承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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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 1:2 放大 (b) 以 1:3 放大 

圖 R8.4 承載面積  之計算方式 

接合部剪力接合器之剪力釘配置，包括剪力釘長度、剪力釘直徑、剪力釘間距等，可

參考「鋼結構極限設計法規範及解說」[8.15]第 9.6 節與「AISC 360-16」[8.16]第 I8 節之規定。

剪力接合器與支承構材間之承壓鋼板，可類比於鋼柱之柱底基板，假設承壓板底面受均佈

力，承壓板之懸臂段將受撓曲，藉由檢核降伏面上之彎矩強度即可求得板之最小厚度。詳

細設計方法可參考「AISC Design Guide 1」[8.17]之說明。 

若合成預鑄構材採剪力接合器與剪力摩擦傳遞構材剪力至支承構材，且剪力接合器能

符合本節之規定，其支承接合部尺寸自可較完全需利用支承接合部傳遞所有構材剪力之簡

支預鑄構材為小，且不適用「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9.7.3.8.1 節關於預鑄小梁

至少三分之一正彎矩鋼筋宜延伸入支承承壓長度中心之規定。 

支承構材邊緣至預鑄構材邊緣之設計尺寸參考紐西蘭規範 NZS3101(2006)
[8.11]之相關

規定作計算，其尺寸宜考慮接合部在施工階段下符合承壓強度、最大考量地震下大梁端部

產生塑鉸造成之伸長量以及對應層間位移下支承構材扭轉所致之幾何伸長量、預鑄構材收

縮與施工必要許可差之需求長度加總。由於本節規定之合成預鑄構材接合處已配置剪力接

合器與承壓鋼板，故於前述計算中無須考慮預鑄構材與支承構材接合處表面混凝土剝落厚

度[8.12]。設計者宜考慮上述效應對支承長度造成之影響，以確保合成預鑄構材支承接合部具

足夠尺寸。 

支承接合部之設計需考慮體積變化束制力，相關規定可參考「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

規範」[8.2]第 16.2.2 節之規定。 

合成預鑄構材於施工階段，通常需利用接合部之支承、臨時支撐或角鋼、剪力接合器、

或其混合方式等方法承擔構材重量與各種施工載重，並防範施工時之可能變位。支承長度

與其所傳遞之載重大小有關，宜依各案施工條件計算並符合混凝土承壓強度之規定。臨時

支撐構造之設置宜注意其穩定性與施工順序之安排。預鑄構材若採用臨時支撐時，當臨時

支撐構造拆除，其所支撐之載重需移轉給合成預鑄構材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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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預鑄構材包括半預鑄樓板、鋼承板以及梁或有腹板等構材，半預鑄樓板包括 KT

板及部分在現場澆置等之樓板。 

8.7 預鑄構材與基礎間接合部細部 

8.7.1 在柱、墩柱、或牆等預鑄構材底部與基礎之接合應符合本規範第 8.4.3 節或第 8.5.2

節之規定。 

8.7.2 若在可能之載重組合下預鑄牆底不會產生任何拉力時，則本規範第 8.4.3(2)節所要

求的垂直向整體性連接筋可錨定於與地接觸、適當配筋之混凝土板內。 

 

8.8 合成預鑄撓曲構材水平剪力傳遞 

8.8.1 合成預鑄撓曲構材中，在連結構件之接觸界面間應能傳遞全部之水平剪力。已澆

置完成構材之橫向鋼筋延伸至場鑄混凝土內，在界面的兩端均提供適當錨定時，

該橫向鋼筋可列入標稱剪力強度 Vnh之計算。 

8.8.2 合成預鑄撓曲構材之水平剪力傳遞之設計強度應依「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8.2]第 16.4.3 節、或第 16.4.5 節之規定計算。以剪力傳遞鋼筋抵抗水平剪力時，

應符合「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16.4.6 節之最少鋼筋量規定。 

解說： 

合成構材界面間可利用接觸面上界面剪力所提供的水平剪力強度或適當錨定之連接

筋，或兩者，以確保各部位界面間水平剪力之傳遞。 

8.8.3 水平剪力傳遞鋼筋可用單支鋼筋或鋼線、多肢肋筋或銲接鋼線網之垂直鋼線。 

8.8.4 用以抵抗水平剪力之剪力傳遞鋼筋，其縱向間距應不大於被支承構件最小尺寸之

4 倍，亦不大於 60 cm。 

8.8.5 水平剪力傳遞鋼筋應依「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8.2]第 25.7.1 節規定錨定於

相連各構件內。 

解說： 

剪力傳遞鋼筋應有適當的錨定以確保界面保持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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