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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花蓮地震之花蓮受震建物勘察

台灣時間 2024年 4月 3日上午 7點 58分，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海交界之台灣花蓮發生芮
氏規模ML = 7.2之強烈地震，震央位於花蓮縣壽豐鄉之陸地，為台灣自 1999年發生芮氏規模ML = 7.3之
921集集地震以來 25年間所發生的最大地震，對台灣東部與北部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員傷亡與經濟損失，
以東部的花蓮受損最為嚴重。本次地震不幸造成 18人喪生，3人失蹤，但僅 1人因建築物損壞而喪失生
命。經統計至 4月底，共發生 6次規模 6以上之可能致災等級餘震。本文共介紹 18案建築於 0403主震與
0423規模 6.3餘震侵襲後之受損情形。研判並歸納建築物受損原因後發現，結構系統不佳而造成一樓明顯
軟弱或三角窗建築顯著扭轉效應，與混凝土澆置、鋼筋耐震細節、主筋搭接位置、缺少梁柱接頭圍束鋼筋

等之施工品質不良導致耐震能力不足，為造成建築物耐震性能不如預期之重要因素。同時初步觀察花蓮區

域整體建築之耐震性能顯示，尚無充分證據證明此次地震事件之建築物傾倒是與設計地震力不足有關。最

後建議地方政府，對於因地震造成結構受損之建築物，應確實依結構補強之程序進行並管制，此可避免無

結構安全確保的非工程補強，以維護在下次地震事件發生時之公共安全。

關鍵詞：芮氏規模、震度、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三角窗建築、軟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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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於 2024年（民國 113年）4月 3日上午 7點

58分，在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海交界之花

蓮，發生芮氏規模ML（Central Weather Administration, 

CWA（台灣中央氣象署））7.2，震矩規模 Mw（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美國地質調查局））7.4之強

烈地震，中央氣象署的地震編號為 113019號，於地震

發生後公布的震央位於花蓮縣政府南南東方 25公里的

花蓮東部海域，座標為北緯 23.77度，東經 121.67度，

震源深度 15.5公里，如圖 1(a)所示，而後修正為花蓮

縣政府南南西方 14.9公里之花蓮縣壽豐鄉陸地，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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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北緯 23.86度，東經 121.58度，震源深度 22.5公里，

如圖 1(b)所示。本次地震中央氣象署公布所量測的最

大震度為 6強，於花蓮縣和平鄉，其次為花蓮市與太

魯閣的 6弱，網站所公布的垂直向、南北向與東西向

地震加速度震波圖分別如圖 2(a)、圖 2(b)與圖 2(c)所

示。前述之震度是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公布於民國

112年 10月 16日修正之「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有感地震

發布作業要點」[1] 的震度分級，當地震之地表加速度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PGA）小於 80 gal（cm/sec2）

（即 4級）時，依 PGA分級（如表 1(a)所示）；當地

震之地表加速度大於 80 gal時，依 PGV（peak ground 

velocity）分級（如表 1(b)所示）。本次地震量測所

得之最大 PGA是在太魯閣測站南北向量測所得的

之

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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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 gal（詳圖 2(c)），其震度被評為「6弱」，此可

能因地震加速度歷時積分後所得的 PGV介於 50 ~ 80

cm/sec，且依 112年新公布的分級標準評定而得，但

中央氣象署並未公布各測震的 PGV值。20240403花

蓮地震截至 4月 25日止，共發生 1,255次餘震，其中

規模大於 5之餘震為 65次。統計至 4月底共發生 6次

規模 6以上之可能致災等級餘震，在 4月 23日凌晨

2 : 23發生之芮氏規模 6.3的餘震事件（地震報告單詳

圖 3）中，造成花蓮市多棟原已受損建築物傾倒。此次

20240403花蓮地震事件為台灣自 1999年 921集集大地

震（芮氏規模 7.3）後 25年間發生的最大地震。

整體而言，20240403花蓮地震僅對台灣北、東部

圖 1   20240403花蓮地震，0403主震之中央氣象署地震報告單（含修正前與修正後）
(b) 修正後(a) 修正前

(a) 和平測站 (b) 花蓮市測站 (c)太魯閣測站

圖 2 中央氣象署所公布 20240403花蓮地震之花蓮縣 (a) 和平鄉、(b) 花蓮市與 (c) 太魯閣測站的
震度及垂直、南北與東西向的地震加速度震波圖

表 1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112年版地震震度分級表 [1]

(a)震度 4級以下之分級標準（依地表加速度 PGA分級）

(b)震度 5級以上之分級標準（依地表速度 PGV分級）

震度
階級

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5弱 5級 6弱 6級 7級

PGV
(cm/sec) < 0.2 0.2 ~ 0.7 0.7 ~ 1.9 1.9 ~ 5.7 5.7 ~ 15 15 ~ 30 30 ~ 50 50 ~ 80 80 ~ 140 > 140

震度
階級

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5弱 5級 6弱 6級 7級

PGA
(cm/sec2) < 0.8 0.8 ~ 2.5 2.5 ~ 8.0 8.0 ~ 25 25 ~ 80 80 ~ 140 140 ~ 250 250 ~ 440 440 ~ 800 >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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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西部新竹以下與東部台東以下

地區影響較為有限。本次地震造成較大規模的災損主

要集中在花蓮縣，雖然在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部

分地區也發生災害，但災情較為輕微。根據「2024年

花蓮地震」維基百科 [2] 記載，共造成 18名人員喪生，

3人失蹤，對經濟的損失尚待估計。在建築物的損壞

調查中，發現此次地震對花蓮市與鄰近區域建築物造

成嚴重的損害，但慶幸的是，在倒塌與損壞的建築物

中，未釀成重大的人員傷亡，僅一名任教於花蓮高農

的康姓教師於倒塌的天王星建築中不幸罹難。

本文主要介紹作者對花蓮地區受 0403花蓮地震

影響之建築物的勘察情形，並提供可能影響因素的研

判。本文將勘察建築物分為兩類：

1. A類為 9層以下建築物，如表 2所示；

2. B類為 10層以上建築物，如表 3所示；

以下所介紹之 A類 9層以下受損之建築物中，判

斷多為 1983年以前興建之低矮建築物，依此年代推

測，應採用 1983年前版本之建築技術規則 [3] 設計，當

時屬於建築結構設計技術與工具較不成熟，耐震設計

規範較不嚴謹的年代。另 B類 10層以上受損之建築物

中，依據調查，完工年代均為 2000年以前，設計時應

引用 2005年版前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即 1997年之

版本）[4]，其中 2005年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是因應

1999年 921地震發生後所修正地震力設計規範。以下

依此分類分別介紹這些建築物的受震損壞情形，並分

析可能的破壞因素。

表 2   A類 9層以下建築物基本資料

編號 住址或建築物辨識名稱
地上
樓層數

建物損害
評判結果

A1 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 2號
（花蓮女中綜合大樓）

4F

A2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 16號
（幸福時刻早午餐）

4F 倒塌

A3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 2號 6F

A4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 6之 1號
（花一邨）

5F

A5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201號
（鋼管紅茶）

4F

A6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 18號
（Louisa Coffee，原華王大飯店） 4F 0423後轉為

A7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 52號 6F

A8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475號 4F

A9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479、481號 4F 0423後轉為

A10 花蓮縣花蓮市花崗街 56號
（國軍英雄館）

6F

A11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 2段 11之 1號
台雄商業大樓（一樓吉安麥當勞）

7F

圖 3   20240423花蓮地震，0423餘震之中央氣象署地震報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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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受震損壞情形

本文主要記述 20240403花蓮地震事件中，作者於

花蓮地區所勘察建築物的受損情形，包括 0403芮氏規

模 7.2主震與 0423規模 6.3餘震後之破壞情形。其中 A

類 11案，其位置與分佈如圖 4所示；B類 7案，各案

位置分佈圖詳圖 5。各棟建築物之受震受損情形分別敘

述於下列兩節，並列出縣政府依據「災害後危險建築物

緊急評估辦法」[5] 委託專業評判單位之判定結果。

A類：9層以下建築物受損情形
A1. 花蓮女中綜合大樓
過去十餘年，教育部針對所屬高中及國中小校舍

建築進行耐震評估與補強，對於耐震有疑慮的校舍進

行嚴謹且詳細的評估，確認耐震能力不足時進行補

強。在本次地震事件中，僅花蓮女中一棟四層樓未經

補強的「綜合大樓」校舍在一樓發生嚴重的破壞外，

全台灣校舍均未發生明顯結構破壞事件。此次花蓮女

圖 4 於 20040403花蓮地震中，本文介紹之 9層以下受損建築物位置與分佈圖

表 3   B類 10層以上建築物基本資料

編號 建築物住址（辨識名稱）
棟數與
地上樓層數

完工年
建物災損
評判結果

B1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 2號
（天王星）

10F 1986 倒塌

B2 花蓮縣花蓮市公正街 37、39號
（華爾街大樓）

八樓以上兩棟
12F 1994

B3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 5號
（統帥大樓）

10F 1997 0423後 倒塌

B4 花蓮縣花蓮市中和街 209號
（馥邑京華）

三棟
10, 12, 15F 2000

B5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 222號
（山海關大樓）

二樓以上兩棟
15F 1995

B6 花蓮縣花蓮市德安六街 63-70號   
（蓮花大樓）

17F 1995

B7 花蓮縣花蓮市長安街 26、27號
（和勝江山）

兩棟
16F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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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綜合大樓」之受震破壞集中於一樓，二樓以上之

梁、柱與牆構件均未發現明顯受損現象，建築物未發

生傾倒。在一樓的破壞中，主要集中於窗台短柱發生

嚴重受剪破壞，混凝土爆裂，鋼筋挫屈，廊外柱僅於

上、下端發生些微混凝土開裂現象。建築物地震後之

正面與背面受損情形詳圖 6(a)與圖 6(b)所示，經縣政

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慶幸的是，本棟

為專科教室，地震發生時尚未達上課時間，僅少數教

職員於教室中，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A2.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16號（幸福時刻早午餐店）

此棟建築為四層 RC造建築，在此次地震事件之主

震發生當天造成兩棟建物倒塌之其中一棟。圖 7(a)為當

天建築物傾倒照片（摘自中央通訊社網路新聞照片 [6]），

作者於 4月 14日前往勘察時，該建築物已拆除完成情

形，詳圖 7(b)。

圖 5 於 20040403花蓮地震中，本文介紹之 10層以上受損建築物位置與分佈圖

圖 6 花蓮市菁華街 2號（花蓮女中綜合大樓）地震發生後情形

(b) 背面受損情形

(a) 正面一樓受損情形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傾倒情形 [6]

(b) 20140414已拆除完成情形

圖 7 花蓮市北濱街 16號（幸福時刻早午餐）地震發生後及
拆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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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 6之 1號（花一邨）

本棟建築為地上六層 RC造建築，位於北濱街與

海濱街 33巷口的「三角窗建築」，騎樓外柱構件挑高

兩樓層，如圖 9(a)之 google地圖照片所示。由圖 9(b)

中發現，騎樓外挑高柱之上端有混凝土爆裂之現象發

生，本建築物結構已受損，經縣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

單位判定為紅單，同時發生結構不穩定之趨勢，故採

用鋼支撐進行臨時穩定支撐，並也進行拆除中。

A5.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201號（鋼管紅茶）

本棟建築為地上四層 RC造建築，位於中山路與公

正街交叉口，為「三角窗建築」。如圖 10(a)為地震發

生後側面受損情形；從外觀觀察，主要受損均集中在

一樓，二樓以上之樓層並未發現明顯損壞情形。由圖

10(b)中發現，騎樓柱構件下端發生混凝土爆裂，鋼筋

外露情形，本建築物結構已受損，並於受損之柱構件

側邊採用 H型鋼作為臨時支撐。本棟建築經縣政府委

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

(b) 建築物騎樓挑高柱與前次地震（20180206花蓮地震）損傷後之
非工程補強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受損情形

圖 8 花蓮市北濱街 2號（三角窗建築）地震發生後受損情形

A3.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 2號

本棟建築為地上六層 RC造建築，位於北濱街與

康樂街交叉路口，為俗稱的「三角窗建築」，騎樓外柱

構件挑高兩樓層。在 0403地震事件中，建築物的損壞

明顯集中於底層之挑高樓層，從外觀觀察，挑高層以

上之樓層並未發現明顯損壞情形，如圖 8(a)所示。圖

8(b)中發現在一樓挑高部分有疑似未經專業技師耐震

設計之「非工程補強」的鋼支撐構件。據悉，本棟建

築物已於 20180206花蓮地震中受損並被貼單，並經此

「非工程補強」解除列管。本棟建築物經縣政府委託

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前情形 (b)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受損情形
（拍攝於 20240413）

圖 9 花蓮市北濱街 6-1號（花一邨）（三角窗建築）地震發
生前後情形

圖 10 花蓮市中山路 201號（鋼管紅茶）（三角窗建築）地震
發生後情形

(b) 騎樓柱底混凝土爆裂，鋼筋外露情形

(a) 建築物後側向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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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 18號（Louisa Coffee，
原華王大飯店）

本棟建築為地上四層 RC造建築，位於軒轅路與五

權街交叉口，為「三角窗建築」。本棟建築在 0403花

蓮地震主震後，僅於一樓牆體發生較明顯的受損，縣

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黃單，如圖 11(a)為地

震發生後正面整體情形（攝於 20240413），從外觀觀

察，主要受損集中於一樓騎樓內側磚造牆體，二至四

樓並未發現明顯損壞情形。圖 11(b)顯示，本棟建築在

歷經 4月 23日規模 6.3的餘震作用後，騎樓柱受損嚴

重，有傾倒之虞，以 H型鋼作為臨時支撐，並判定為

紅單（攝於 20240510）。

A8.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475號

本棟建築為地上四層 RC造三戶相連之街屋建築，

於主震發生後在一樓臨街外柱上端發生嚴重受損，從

外觀觀察，二至四樓並未發現明顯損壞情形，縣政府

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圖 13(a)為 0423規

模 6.3之餘震發生後正面整體受損情形，主要之損壞發

生於 C1、C2與 C4柱之上端混凝土爆裂，鋼筋挫屈、

外露情形，發現柱箍筋間距有明顯不足情形，如圖

13(a)所示。二至四樓並未發現明顯損壞情形。圖 13(b)

為 0423規模 6.3之餘震發生後背面整體受損情形，主

要造成 C11與 C12柱側邊牆體發生錯位。圖 13(b)中

顯示，角柱 C14於一樓柱上端梁柱接頭混凝土發生爆

裂、鋼筋外露且附近牆體受剪破壞情形，並發現其梁

柱接頭區未配置箍筋。

圖 11   花蓮市軒轅路 18號（Louisa Coffee，原華王大飯店）
三角窗 4F建築

(b) 建築物於 0423規模 6.3餘震發生後改評判為紅單

(a) 建築物於 0403花蓮地震主震發生後正面視角情形

A7.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 52號

本棟建築為地上六層 RC造建築，位於博愛街與

福建街交叉路口，為俗稱的「三角窗建築」，騎樓外柱

構件挑高兩樓層。圖 12(a)為 goole地圖街景照片。在

0403地震事件中，本建築物的損壞明顯集中於底層之

圖 12 花蓮市博愛街 52號三角窗 6F建築地震發生前後情形

(b)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採 H型鋼臨時支撐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前情形

挑高樓層，就外觀觀察，挑高層以上之樓層並未發現明

顯損壞情形，如圖 12(b)所示。該建築物於主震作用後

受損嚴重，有傾倒之虞，故以 H型鋼作為臨時支撐，

防止建築倒塌的發生。本棟建築物經縣政府委託之專業

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圖 12(b)中也發現，在一樓挑高

部分有疑似未經專業技師耐震設計之「非工程補強」的

鋼支撐構件，與編號 A3建築的補強方式類似，經該棟

建築鄰居告知，該棟建曾於 20180206花蓮地震中受損

並被貼單，並經此「非工程補強」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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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479、481號

本棟建築為地上四層 RC造兩戶相連之街屋建築，

圖 14(a)為 google地圖街景照片。於 0403主震發生後

受損輕微，從外觀觀察，二至四樓並未發現明顯損壞情

形，縣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黃單。圖 14(b)

為 0423規模 6.3餘震發生後，兩戶一樓共用柱上端發

生混凝土爆裂，鋼筋外露，亦發現埋設於柱內之 PVC

管，由此照片也發現柱箍筋間距有明顯過大之現象。

A10. 花蓮縣花蓮市花崗街 56號（國軍英雄館）

本棟建築為地上六層地下 1層之 RC造建築，一樓

正面與一圓弧形雨遮相接，如圖 15(a)所示。勘察時國

軍英雄館之工作人員告知，該圓弧形雨遮是由鋼筋混凝

土建造，該工作人員宣稱也參與該工程。地震發生後主

要破壞發生於地下一樓至二樓間，三樓以上損壞較為輕

微。縣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研判發生

此破壞的原因發現，RC圓弧形雨遮斜向錨定於地表下之

基礎，可提供剛硬的側向勁度，且具有較高的強度，而

建築物本體抗彎構架的側相勁度較小，此兩者勁度的差

異造成建築物與圓弧形雨遮相接處與其附近發生變形並

不一致，在勁度較弱的建築物上發生破壞，破壞集中在

圓弧形 RC雨遮左、右兩側之建築物正面構架的一、二

樓界面附近，而側向勁度與強度較大的圓弧形雨遮並未

發生明顯損壞，此為建築物發生嚴重破壞的主要因素，

建築物正面左、右兩側破壞分別詳圖 15(a)與圖 15(b)所

示。圖 15(c)為建築物正構架之左側一樓室內受震破壞情

形，照片中發現柱之上端混凝土爆裂與鋼筋外露，及 RC

與磚造牆體受剪破壞。建築物正面構架右側一樓室內為

通往地下室與二、三樓之大型螺旋樓梯空間，樓梯版僅

與柱相接，未與牆體相接。圖 15(d) 為建築物後方室外樓

梯之結構牆邊柱受震後混凝土爆裂，主筋外露，但並未

發現箍筋。觀察此處之上下層之混凝土顏色不同，應為

上、下樓層混凝土澆注界面，研判該無配置箍筋處為梁

柱接頭區。

A11.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 2段 11之 1號（台雄商
業大樓，一樓吉安麥當勞）

本棟建築為地上七層 RC造建築物，位於中華路

二段與宜昌一街交叉路口之獨棟建築，建築物一、二

樓靠近中華路之正面柱構件挑高兩樓層高，後側柱無

挑高且具有牆體。地震發生前建築物未破壞情形如圖

16(a)所示（取自 google地圖照片）。地震發生後，建

築物正面左右兩側挑高兩樓之柱構件與鄰近牆體發生

損壞，於右側圓形樓梯間處破壞較為嚴重，由縣政府

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圖 16(b)顯示，地震

發生後，建築物正面右側一樓樓梯間側邊柱（C1）與

牆底部混凝土爆裂及二樓梁發生開裂，C1柱與側邊牆

體破壞特寫照片詳圖 16(c)，建築物正面左側一樓挑高

柱柱底混凝土開裂情形詳圖 16(d)。此破壞研判與建築

物底層樓勁度不均勻而造成扭轉有關。

圖 13 花蓮市中山路 475號地震後受損情形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正面受損情形及 C2之近照

(b)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正面受損情形及 C14之近照

圖 14 花蓮市中山路 475號地震發生前後情形

(b) 0423規模 6.3餘震後被評定為紅單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前情形



圖 16 吉安鄉中華路二段 11號之 1台雄商業大樓地震發生前後一樓破壞情形

(d) 地震後正面左側挑高柱柱底混凝土開裂(c) C1柱底與相鄰牆體混凝土爆裂

(b)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a) 建築物於地震發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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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花蓮縣花蓮市花崗街 56號（國軍英雄館）地震發生後情形
(d) 建築物後側室外樓梯中間 RC承重牆(c) 一樓室內柱混凝土爆裂、牆體破壞情形

(b) 正面右側一樓室外柱、牆破壞情形建築物正面 (a) 左側一樓室外柱、牆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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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類：10層以上建築物受損情形
B1.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 2號（天王星）

本棟建築為地上十層 RC造住商混合建築，位於

軒轅路、花崗街、中山路與重慶路四叉路口。本棟建

築於 0403上午 7:58分發生芮氏規模 7.2主震後隨即傾

倒，如圖 17(a)（摘自聯合新聞網照片 [7]）。圖 17(b)為

建築物傾倒後拆除過程中照片（攝於 20240413），圖

17(c)為建築物傾倒後建築物右後側二樓梁柱接頭混凝

土爆裂，鋼筋外露，此照片顯示此梁柱接頭未配置橫

向箍筋。本棟建築物正面與部分兩側面因開門需求牆

體較少，後側牆體較多，導致正面圓弧出挑樓板之兩

側柱構件承受較大之軸向應力，且造成建築物之前後

側向勁度明顯差異引致受震扭轉，研判此為本棟建築

物耐震能力不足的可能原因，另外，鋼筋配置不符合

耐震設計規定亦造成建築物弱化耐震能力的因素。

B2. 花蓮縣花蓮市公正街 37、39號（華爾街大樓）

本棟建築為地上十二層 RC造住商混合建築，一、

二樓為公共與商業用途空間，三樓為開放式平台空間，

並往垂直正面之短向方向退縮，於八樓以上分為兩棟建

築，1994年完工。本建築位於公正街、三民街、中正路

與中山路所圍之街廓內，建築物正面臨三民街。地震發

生後該建築物明顯的破壞發生於四樓以下，並有集中於

正面中央靠右側之現象。圖 18(a)為正面四樓右側外牆

受剪破壞情形，圖 18(b)為背面三、四樓右側 RC外牆

受剪開裂與樓梯間 處磚造外牆倒塌破壞情形。圖 18(c)

為三樓樓梯間外側走道之左、右兩側 RC牆嚴重破壞情

形。圖 18(d)為建築物後側一至三樓樓梯間之 RC樓梯

板及磚造外牆與管道間牆破壞情形，其中磚造外牆往室

外倒塌，檢視此樓梯間外牆發現，此牆體厚度為 1/2B，

高度為樓層高度，高厚比有明顯過大之情形。此破壞情

形經縣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

(c)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正視右後側三樓一梁柱接頭混凝土爆裂鋼筋外露情形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傾倒情形 (b) 建築物傾倒後正面拆除情形

圖 17   花蓮市軒轅路 2號（天王星）地震發生後情形



42

0403花蓮地震之花蓮受震建物勘察

Vol. 51, No. 4   August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四期

B3.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 5號（統帥大樓）

本棟建築為地上十層 RC造單棟住商混合建築，

一、二樓為商業用途，三樓以上為住宅用途，位於明禮

路與公正街路口，1997年完工使用。該建築物於 0403

主震作用後，建築物外觀發生嚴重程度不同的破壞，圖

19(a)顯示明禮路與公正街路口視角之正面破壞情形，從

照片中顯示，建築物鄰近公正街之構架發生嚴重破壞。

圖 19(b)為臨明禮路上構架靠近公正街之柱構件於一、

二樓發生表面裝飾石材剝落、混凝土爆裂、鋼筋外露等

情形，該柱之梁柱接頭未發現配置箍筋，且柱主筋疑似

於樓板上搭筋。本棟建築之主要破壞發生於沿公正街構

架之一至三樓，其他各面的破壞主要發生在一樓，包括

於明禮路巷內之一樓磚造外牆受剪破壞，以及公正街巷

內一樓磚造與 RC牆體受剪破壞。該建築物之破壞狀況

經縣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為紅單。另檢視受損

最嚴重鄰近公正街之構架發現，有 5個破壞細節值得進

一步說明，如圖 19(c)所示，其中，受震損壞之構架是

由四根柱構件組成，構架破壞的的原因主要是照片中 C1

與 C4柱破壞所導致。照片中之細節 1與細節 2是描述

柱構件 C1於一樓柱底受壓破壞照片，分別從明禮路與

公正街的視角拍攝。由細節 2中發現該柱靠公正街有孔

洞現象，懷疑是 C1柱於澆置混凝土時靠近公正街側有

蜂窩所產生，而靠近騎樓側之混凝土澆置較為紮實，此

導致 C1柱在地震引致之軸力作用時主要靠走廊側的部

分柱構件混凝土承載，當此部份承載能力不足時，造成

該處混凝土爆裂，鋼筋發生受壓挫屈；另由細節 2之柱

面混凝土未發現受壓開裂情形，且柱鋼筋亦無相向外爆

開挫屈情形，推側此處之混凝土垂直壓碎位移引致之鋼

筋挫屈是向柱內彎曲。照片中之細節 5為柱構件 C4於

二樓底部受壓破壞情形，此細節照片顯示，該柱之二樓

梁柱接頭無配置箍筋，同時二樓柱主筋於二樓板底開始

搭接續接，因此柱構件於二樓底部與梁柱接頭無法提供

充分的圍束，而造成搭接主筋外推而破壞。另外照片中

之細節 3為柱 C1與 C2於二樓垂直差異變位引致的短梁

剪力破壞；照片中之細節 4為二樓 C3柱承載力不足的

破壞，估計 C3與 C4柱於二樓的破壞時機大致相同；

另外柱 C3與 C4於二樓垂直承載力不足的破壞，導致

C2與 C3間之梁構件在三樓產生垂直相對變位，進而引

致該梁發生剪力破壞，也導致 C2柱在三樓之梁柱接頭

受剪破壞，該棟建築物在餘震作用下傾斜加劇，有傾倒

圖 18 花蓮市公正街 37、39號（華爾街大樓）地震發生後破壞情形
(d) 後側一至三之樓梯間破壞情形(c) 三樓樓梯間 RC牆體混凝土破裂

(b) 背面 RC外牆開裂與磚造外牆倒塌(a) 四樓正面右側外牆混凝土開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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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隨後在 4月 23日凌晨之芮氏規模 6.3的餘震作

用下發生局部一、二樓塌陷，如圖 19(d)（摘自中央通

訊社網路照片 [8]）所示。圖 19(e)為本棟建築坍塌後拆

除過程。

B4. 花蓮縣花蓮市中和街 209號（馥邑京華）

本社區建築共包含三棟 RC造純住宅建築，其中 A

與 C棟為十層，平面約呈方形；B棟平面為矩形，包

含十二與十五層，完工於 2000年。此社區建築入口位

於花蓮市中和街，鄰近中華路。所有建築物採用相同

之結構系統，一樓為挑高之開放空間，有中間夾層設

計，除服務核心具有牆體外，部分外側有牆體設計。

二樓以上為純住宅用途，內、外具有牆體設計，故相

較於挑高設計的一樓，勁度相對較大，較為剛硬。因

此，建築物於一樓有明顯較柔軟且發生扭轉現象。地

震發生後，建築物損壞情形如圖 20(a)所示，觀察建

築物外觀，A與 C兩棟建築受損較為嚴重，其中又以

A棟破壞較為顯著。另相較於 A與 C兩棟，B棟受

損相對較為輕微。經訪查得知，二樓以上室內有部分

受損，但本次勘察僅局限於一樓公共空間的破壞。圖

(a) 0403主震發生後之破壞情形 (b) 0403主震發生後一、二樓之破壞情形

(c) 0403主震發生後公正街側構架各破壞細部

(d) 0423餘震作用後當日一、二樓塌陷情形 (e) 0423餘震作用塌陷後拆除情形

圖 19 花蓮市明禮路 5號（統帥大樓）主、餘震發生後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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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為 A棟一樓梯間內柱體混凝土爆裂，鋼筋外露與

牆體破裂情形。於 0403主震發生後，經縣政府委託之

專業評判單位判定該社區所有建築為紅單。經結構技

師複評後，建議 A棟拆除（更生新聞網 [9]）。

B5.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 222號（山海關大
樓）

本建築物為單棟 RC造十六層之住商混合建築，一

樓作為商業用途，二樓以梯間為中心左、右兩側呈非

矩形對稱配置之住宅用途，並於梯間中央設置二樓以上

伸縮縫，二至十六樓外觀尺寸規模相同，完工於 1995

年。本建築位於吉安鄉中山路一段與仁里五街路口，兩

路夾角呈小於 90之銳角。建築物梯間入口正面位於兩

路口之背面，即路口為本建築物之背面。建築物一側臨

中山路一段，另側臨仁里五街。圖 21(a)為該建築物於

0403花蓮地震發生後，梯間入口正面外觀破壞情形，

照片中顯示，梯間兩側低樓層 RC外牆發生嚴重受剪破

裂情形，隨者樓層越高破壞情形較為緩和，目視顯示，

左右兩側之外牆明顯開裂達八樓。建築物入口背面，

約從一樓至三樓發生較顯著的 RC外牆受剪破壞，如圖

21(b)所示，其中二樓牆體有往室外滑移之現象。由梯

間入口正面與背面建築物破壞情形顯示，中央伸縮縫處

之外觀均未發現建築物發生碰撞之受損情形。圖 21(c)

顯示建築物臨近中山一路與仁理五街側 RC外牆受剪破

裂情形，明顯外牆開裂達九樓。圖 21(d)為二、三樓梯

間內部伸縮縫處受損比較，照片中顯示，二樓梯間伸縮

縫界面發生輕微磁磚剝落，天花板裝修受損，而三樓梯

圖 20   花蓮市中和街 209號（馥邑京華）0403地震發生前後情形

(b)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 A棟一樓梯間之柱混凝土爆裂、鋼筋外露情形

(a)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各棟損壞情形

(a) 地震發生後梯間入口正面兩側牆體開裂情形 (b) 地震發生後背面內側牆體開裂

(c) 地震發生後兩側 RC外牆混凝土開裂 (d) 2、3樓梯間伸縮縫處碰撞與牆體粉刷層剝落

圖 21   吉安鄉中山路一段 222號（山海關大樓）0403地震發生後損壞情形



45

「地震工程技術」專輯

Vol. 51, No. 4   August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四期

間伸縮縫界面並未發現碰撞受損。儘管從層外觀觀察，

並未發現主要梁、柱構件的破壞，但於低樓層 RC外牆

發現嚴重的破壞，於 0403主震發生後，經縣政府委託

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該建築物為紅單。

B6. 花蓮縣花蓮市德安六街 63-70號（蓮花大樓）

本建築物為單棟 RC造十七層純住宅建築，建築平

面呈「ㄇ」字型，完工於 1995年。建築物位於德安六

街，正面隔德安六街面對吉安溪。圖 22(a)為該建築物

於 0403花蓮地震發生後，建築物ㄇ形內側正面 RC外

牆與陽台女兒牆混凝土開裂情形，從外觀檢視發現，

從一至十五樓均可明顯觀察到此受損裂縫。從圖 22(b)

中顯示，於 20240403花蓮地震發生後，建築物ㄇ形

內側正面左前角落在高樓層處混凝土發生明顯開裂情

形，比對 0403地震發生前之 google地圖街景照片發

現，該處之混凝土開裂於本次地發生前已存在，研判

是過去地震造成且尚未修復。特別於二樓有一「右上

左下」之單向斜向裂縫，研判此與下方約 3.5 m的懸臂

梁懸挑太長有關。圖 22(c)為建築物右側 RC外牆受剪

開裂情形，從此照片發現，外觀可觀察之混凝土開裂

左側至十一樓，右側至十五樓。雖然本棟建築之外牆

損壞明顯，但外觀並未發現梁、柱構件受損情形。於

0403主震發生後，經縣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位判定

該建築物為黃單。

B7. 花蓮縣花蓮市長安街 26、27號（和勝江山）

本社區為兩棟對稱 RC造十六層純住宅建築，完

工於 1997年。建築物位於長安街，正面隔長安街面對

吉安溪。根據社區管理員敘述，0403主震發生後外觀

並未發現明顯受損情形，但兩棟梯間受損程度並不相

同，左棟服務核一樓梯間外飾石材掉落，粉刷層剝離

嚴重，梯間短梁發生明顯混凝土開裂，並往上延伸數

(a) 內側正面牆體開裂情形 (b) 高樓層於地震發生前、後混凝土開裂比較

(c) 建築物地震發生後右側 RC牆體開裂情形

圖 22 花蓮市德安六街 63-70號（蓮花大樓）地震發生前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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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右棟梯間僅發生微小裂縫。經縣政府委託之專業

評判單位判定左棟為黃單，右棟並未貼單。由於右棟

並未貼單，因此可接受「台積電慈善基金會」之「台

積公司針對花蓮地震之災後協助計畫」的協助進行非

結構性的修繕，而左棟因被判定有結構損壞之黃單，

而被排除在該計畫之外。於 0423規模 6.3之餘震後，

左棟建築物之梯間受損加劇，右棟梯間受損仍屬輕

微，圖 23(a)為兩棟建築物一樓梯間於 0423餘震後受

損情形。檢視左棟梯間發現除一樓受損嚴重外，其短

梁混凝土明顯受剪裂縫延伸至六樓，如圖 23(b)所示，

照片中也顯示，二樓梯間三處短梁居發生嚴重破壞情

形，七樓短梁鄰跨之 RC牆於門開孔上方發生顯著的

剪力裂縫。另觀察右棟梯間破壞情形發現，與左棟相

較，其受損明顯輕微，僅於二與三樓之短梁發生較明

顯裂縫。此餘震發生後，經縣政府委託之專業評判單

位判定兩棟建築物均為黃單。此兩棟對稱之建築物在

此次地震中，似乎表現出的耐震性能有所差異，此兩

棟設計結果不同的可能性較低，研判此與兩棟實際施

工條件不同所導致的可能性較大。

結論與建議

2024年 4月 3日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7.2地震，為

1999年 9月 21日發生規模 7.3之 921集集地震以來最

大的地震，截至 4月底共發生 6次規模 6以上的地震，

對花蓮地區之建築物造成嚴重的損壞。幸運的是，這些

建築物的損壞並未釀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僅導致一人

喪命。初步觀察建築物的傾倒，尚無足夠證據證明與設

計地震力不足有關。另研判建築物的破壞，大致可歸因

不良的結構系統與不佳的施工品質，分別敘述如下。

1. 結構系統不良：傳統騎樓式之三角窗建築，因正面

作為商業用途，降低牆量之設計，或採用挑高柱構

件的設計，背面往往考慮隱私，而採用較多牆量的

設計。此種結構易導致顯著的扭轉效應，使得軟、

弱的三角窗騎樓易發生破壞，此亦與 921地震時發

生之典型三角窗軟弱層建築的破壞模式相同。

2. 外牆設計不當：包括不適當的 RC外牆鋼筋配置細

節、高厚比過大的磚造外牆設計。

3. 施工品質不佳：包括混凝土澆置、搗實、上下層

介面清潔、鋼筋耐震細節、主筋搭接位置、梁柱

接頭圍束等。

本文最後必須強調，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

建築物之結構設計，應使建築物具有充分韌性，且建

築物應確實如質施工，以避免建築物在地震作用下倒

塌，此有賴設計與施工者共同努力，然這也建立在可

確實執行的規範條文上。另外，地方政府對於因地震

造成結構受損之建築物，應確實依結構補強之程序進

行並管制，於完成符合結構安全之補強後方能解除列

管，此可避免無結構安全確保的非工程補強，以維護

在下次地震事件發生時之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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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423餘震發生後一樓電梯間左棟受損嚴重，右棟損壞輕微，均被
評判為黃單

(b) 0423餘震發生後左棟一樓電梯間，三至六樓梯間之情況

圖 23 花蓮市長安街 26、27號（和勝江山大樓）0423餘震
發生後損壞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