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 921集集大地震產生重大傷亡，緊接著下來陸續又發生 331地震、0206美濃地震與 0206花蓮地
震後，國人才驚然發覺地震是台灣的宿命，而且不止房子會倒，還會造成生命財產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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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震特輯   震後全面檢討危險、老舊建築物之加速重建或補強工作

台灣因為地狹人稠，寸土寸金，所以建築物常須

順著基地形狀進行設計，而建築基地又常見不規則形

狀，因此建築物一開始規劃的平面系統便屬於抵抗地

震較不利的結構系統。早期耐震法規較不週延，加上

台灣的營建施工品質一直不佳，因此老舊建築物抵抗

地震的能力普遍有不足的現象。只要發生較大規模的

地震，便有建築物破壞倒塌，人員死傷。

這些倒塌的老舊建築物共同的特點便是尚未達到

設計地震力就已毀損，表現出來的現象多是吸收消散

地震能量的能力太弱，幾乎沒有機會多搖晃幾下便已

軟腳壓潰倒下！

現在政府與國人開始痛定思痛，知道部分老舊建

築物好似埋藏著定時炸彈一般，當地震來襲時隨時會

引爆。所以大家都在獻策如何補強老舊建築物，讓悲

劇不要一再發生。

個人覺得主管官署一定要有所擔當，對於老舊建

築物補強法令的思維要有所突破，建立法源先強制檢

視評估大樓型的老舊建築物其結構系統在平面上或立

面上的弱點，其次要求補強加勁底層樓層的結構缺

失。該等樓層多為大樓的公共空間，進行結構補強阻

力應會較小，不似私人使用的樓層根本得不到屋主的

同意進入補強。而底層樓層補強達不到現有耐震法規

的要求可能性很高，但因為這樣的局部補強使得建築

物不會因為地震引致脆性的立即倒塌及死傷，讓住戶

可以有時間從容逃離大樓現場，便已達到局部補強的

目的了。為昭公信，應該規定進行檢視評估的人員每

組至少兩人以上，在大樓現塲認真調查並互相討論，

得到一致性的看法，其評估結果須有審查機制確認。

還有一大難題必須突破，那就是老舊建築物混凝

土強度可能偏低，箍筋的間距太大彎鈎不夠標準，主

筋錨定長度不足等等施工不良因素，它們如何與補強

構件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傳力路徑可能不如人意，但

是其提供的補強強度可以達到什麼程度，以上問題不

能僅在學理上推導論辯，建議比照校舍模式，以結構

試驗方式推估補強強度或效果應該是比較務實的作法。

另外局部補強的分析及設計應該進行審查，建議

成立一個由專家及學者組成的審查委員會嚴格把關，

當然住戶代表也要列席參加，最終得出合宜合理大家

可以接受的設計方案。雖然由領有專業証照的技師進

行補強設計應該問題不大，但透過第三公正單位的審

查，可以讓大家更為放心。專業技師願意站出來，為

了民眾的公共安全尋找老舊大樓的沈疴，並提供可行

的局部補強方式，應該將其可以幫大樓補強到什麼程

度達到何種效果，以及技師們在法律上要承擔到什麼

責任都應該說清楚講明白，規定清楚，上述工作才可

能順利推展。

補強建議

藍朝卿／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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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思如何綜整目前耐震工程技術，以落實危險、老舊建築物之加速重建或補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