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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鉸定義

破壞機制

成果顯示

視覺操作 E BCR

SERCB分析流程

模型正確性檢查

SERCB基本理論

SERCB分析程序

前處理一

前處理二

後處理

RC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方
法與建築物之耐震性能檢核

標準

耐震能力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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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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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立
SERCB

前處理一
SERCB

前處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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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CB
後處理

模型建立

SERCB
前處理一

SERCB
前處理二

SERCB
後處理

模型正確性檢核

構件資料與
牆資訊檢核

工址資訊檢核

結果檢核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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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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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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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BS模型建立步驟

1.單位及格線

2.材料參數

3.斷面設定

4.建模

5.剛性域

6.樓板

7.查看載重及週期

8.設計載重

9.矮牆

10.SERCB 

自主檢核



E BCR

8

自主檢核

正確 錯誤

可透過顯示桿件
TYPE檢查有無斷開

建立牆斜撐時須將柱斷開



E BCR

建立牆斜撐時須將梁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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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正確 錯誤

可透過顯示桿件
TYPE檢查有無斷開



E BCR

報告書裏頭須放置各樓層面積及單位面積靜載重
並須將模型重力方向反力一併放入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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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看模型裡之重力方向反力



E BCR

Node Load FZ (tonf) Node Load FZ (tonf)

1 DL 9.278285 1 DL2 3.75194

3 DL 12.10165 3 DL2 12.4998

4 DL 1.789844 4 DL2 -0.09383

5 DL 14.88864 5 DL2 9.684796

6 DL 21.68585 6 DL2 21.65192

8 DL 2.081393 8 DL2 0.275842

10 DL 2.250677 10 DL2 0.155277

11 DL 8.838907 11 DL2 6.418016

12 DL 17.75649 12 DL2 12.07562

13 DL 18.99178 13 DL2 12.6061

14 DL 16.98101 14 DL2 9.517889

15 DL 17.93898 15 DL2 10.15012

18 DL 2.275362 18 DL2 0.220724

19 DL 2.836542 19 DL2 0.581084

66 DL 14.36055 66 DL2 17.2517

67 DL 15.17097 67 DL2 13.09257

68 DL 10.48488 68 DL2 7.53309

190 DL 0.138559 190 DL2 -0.12359

191 DL 0.033756 191 DL2 -0.12382

Sum. DL 189.8841 Sum. DL2 137.1252

註：DL為梁柱構件重量
DL2為牆重與粉刷層重量。

Node Load FZ (tonf)

1 LL 2.474902

3 LL 3.245544

4 LL 0.430834

5 LL 4.527883

6 LL 7.112004

8 LL 0.413205

10 LL 0.230054

11 LL 2.226397

12 LL 5.06314

13 LL 5.897598

14 LL 5.005863

15 LL 5.494763

18 LL 0.278626

19 LL 0.940895

66 LL 4.286433

67 LL 4.096524

68 LL 2.714656

190 LL 0.028927

191 LL 0.019841

Sum. LL 54.48809

樓層別 用途 活載重(kg/m2) 1/2活載重

2F~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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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裏頭須放置各樓層面積及單位面積靜載重
並須將模型重力方向反力一併放入報告書中。

審查檢核
需將重量計算之
資料放置報告書



E BCR

12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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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需設定牆重與粉刷層等靜載重與活載重

並將所有靜載重+1/2活載重結合成一載重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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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1.下載第一、二章閱讀規範內容

2.製作計算地震力的Excel表

3.地區 → SS
D、S1

D、SS
M、S1

M

4.地盤種類 → Vs → SDS、SD1、SMS、SM1

5.SaM、SaD

6.參數 → I、𝛼𝑦、重量 W

7.週期 → T、 T0
D、T0

M

8.韌性容量 → Ｒ、Ra、Fu

9.修正 → SaD/Fu、SaM/FuM

10.Max (V , V∗ , VM) 

11.倒三角分配 Max V

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計算總地震
橫力，並透過倒三角形分配地震力大小

方法一：適用在低矮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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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依據模態疊加進行地震力計算。

Mode 1 Mode 2 Mo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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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適用在高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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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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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P 圍束

非圍束

固定軸力之構件及斷面資訊 混凝土應力應變關係 鋼筋應力應變關係

鋼筋混凝土

應變關係 應力關係

利用斷面切片法將斷面切片，由變形諧和條件
及力平衡條件，透過迭代的方式求取某一軸力
作用下，彎矩與曲率的關係。

Mb

Mbu

Mby

M

Moment -Curvature

彎矩-曲率關係轉換為彎矩-轉角關係

 

積分

 

1 . 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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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Elastic region

Yielding point

Ultimat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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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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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剪力破壞 (a)撓曲剪力破壞 (a)撓曲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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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K1

M

A

B

D
EC

K2

0

0.2

0.4

0.6

0.8

1

1.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S
ti
ff

n
e
s
s
 R

a
ti
o

Axial Force(ton)

Axial Force-Stiffness Ratio

R…

20



E BCR

P

Pu

M
Mu

( MD , PD )

( MD + MEQ , PD + PEQ )

M

Mu,UL

My,UL

Mu,DL

My,DL

Myi,DL

Mcr

A

B

C

D

D 

D 

E 

E 

靜重狀態塑性鉸

極限狀態塑性鉸

考慮軸力變化之真實塑性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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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架式鋼筋混凝土柱的側推分析中，隨著水平推力的增大，柱軸力與反曲點高
度亦會隨之改變，依據前述單柱條件所輸入之固定軸力與反曲點所得到的塑性
鉸將無法完全反應此現象，SERCB提出以下方法可有效考量軸力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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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斷面示意圖

塑鉸區箍筋
間距較小 S1

塑鉸區箍筋
間距較小 S1

非塑鉸區箍筋
間距較大 S2

M

A

B

D

E

C

構件撓曲塑鉸(由柱主筋端部箍筋決定)

構件塑鉸區剪力塑鉸 S1

構件非塑鉸區剪力塑鉸 S2

S2

S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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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經過「側力作用」後進入SERCB可能產生以下情況：

負彎矩

正彎矩

側力方向

1 2

1 2

1 2

負彎矩

正彎矩

負彎矩

正彎矩

自重作用下

23

原始配筋

假設自重狀態下構件端部承受負彎矩

上層為拉力筋

下層為壓力筋

輸入至SERCB之配筋為原始配筋

M



自重作用下為負彎矩，
經側力作用後由負彎矩
往正彎矩之塑鉸路徑

自重作用下為負彎矩，經側力
作用後負彎矩增加之塑鉸路徑

2

1

原斷面下層筋

原斷面上層筋

原斷面上層筋

原斷面下層筋

自重作用下力量點
（假設梁左右兩端之靜載重彎矩均同）

  此為使用者自行輸入SERCB之斷面，
上層為壓力側，下層為拉力側。

  SERCB會依使用者輸入之斷面，自動
旋轉180°進行塑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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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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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EDB

MGB

匯出結構資料
(EDB MDB)

(MGB MGT)

MDB

MGT

E2K MGT

編輯結構資料 分析RC牆/磚牆

BRACE

設定斜撐構件
(設定至E2K檔)

(設定至MGT檔)

E2K MGT

前處理(1)主要的分析流程

MDB MGT

MET SECT WALL

WALL MGTMDB BRACE

建立牆/斷面資料

三個檔案，材料、斷面、牆資
訊為使用者須進行填寫與更改
處，因此特別需要檢查驗證輸
入之資訊正確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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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E BCR
前處理二皆由模型之輸出產
出，包含構件之受力情況等，
因此模型之正確性需進行檢查
驗證。

E2K MGT

結構靜力分析

E2K ANL

MDB MGT

BCF

PM Curve分析

PMC

SECT

極限軸力分析

前處理(2)主要的分析流程

ANL SECT MET BCF PMC

UF

構件塑鉸屬性分析

PH

SECT MET UF MGT ANL

建立有塑鉸資訊之
E2K、MGT

PHMDB MGT

E2K MGT

建立梁柱構件資訊檔

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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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E BCR
後處理使用者須填寫工址資訊
(PAP)，其餘產出之塑鉸發展狀
態等也需檢查。

E2K MGT

結構側推分析

CSC

MCSC

CSC

MBFD

結構耐震能力分析

EPA

斜撐塑鉸狀態資訊檔

BRS

後處理主要的分析流程

MCSC

PH

PHS

BFD BPH CPH BRPH MDB

MBFD BCPH BRPH

PAP

BFD

PFC PFT

BRACE BCPHBPH CPH

梁柱構件塑鉸狀態資訊檔

BRPH B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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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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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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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置完成的模型當中(不須進行靜力分析)匯出E2K及MDB檔
即可開始進行前處理一之分析程序

自主檢核



E BCR
區段 內容

單位定義描述區段 設定資料所使用之單位格式

斷面基本定義區段

混凝土矩形斷面

混凝土圓形斷面

合成斷面A

合成斷面B

合成斷面Right

H
e

ig
h

t

Width

Cover

3

2

3

2

D
ia

m
e

te
r

Cover

H
e

ig
h

t

原RC柱

Cover

Width

3

2 th

H
e

ig
h

t

Cover

Width

3

2

th

原RC柱

H
e

ig
h

t

原RC柱

Cover

Width

3

2

th

30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區段 內容

單位定義描述區段 設定資料所使用之單位格式

斷面基本定義區段

鋼板包覆強度補強圓形

鋼板包覆強度補強矩形

鋼板包覆韌性補強圓形

鋼板包覆韌性補強矩形

混凝土擴柱強度補強圓形

混凝土擴柱強度補強矩形

混凝土擴柱韌性補強圓形

混凝土擴柱韌性補強矩形

翼牆補強

Width

H
e

ig
h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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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RC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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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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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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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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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ght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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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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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3-#4(雙排)

#4-@20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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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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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稱、形式
及鋼筋配置

鋼筋配置視
覺化呈現

箍筋斷面積
箍、繫筋距離
混凝土強度
箍筋降伏強度

構件塑鉸視
覺化呈現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Brick　Wall　Data

$Name　Wb　Hb　Tb　l　w　h　gh　gv　SigmaN　fmc　fbc　BC　CM

Name：磚牆名稱
Wb：內砌磚牆單元之淨寬度
Hb：內砌磚牆單元之淨高度
Tb：磚牆厚度
l：磚塊之長
w：磚塊之寬
h：磚塊之厚

gh：水平磚縫寬
gv：垂直磚縫寬
SigmaN：加強磚造作用於破壞介面之垂直應力(非加強磚造時為零)
fmc：砂漿塊抗壓強度
fbc：紅磚之單軸抗壓強度
BC：磚牆之邊界條件(1.四邊圍束2.三邊圍束3.二邊圍束4.窗台圍束)。
CM：磚牆砌法(1.英國式砌法2.法國式砌法3.二順一丁砌法4.順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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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Name：RC牆名稱。
d：牆之寬度(扣除柱寬)
H：牆之高度(扣除梁高)
bw：牆厚度
Pt：橫向總鋼筋比
Pl：縱向總鋼筋比
fc'：混凝土抗壓強度
fyv：縱向鋼筋降伏強度
fyh：橫向鋼筋降伏強度
E：鋼筋楊氏係數
n：鋼筋排數，此欄位只允許整數值
s：鋼筋水平間距
Ash：牆橫向單根鋼筋斷面積

$RC　Wall　Data $Name　d　H　bw　Pt　Pl　fc'　fyv　fyh　E　n　s　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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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w

A n







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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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

A n







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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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地震力加載方向

RC牆或磚牆

地震力加載方向

斜撐

實際結構 結構斜撐模擬

結構系統中包含RC牆或磚牆構件時，在建立模型時須
使用者以斜撐方式建立並考慮地震力所設定之方向

35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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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2

既有柱

新增鋼板包覆

間隙

間隙

間隙

梁

樓板

新增鋼板包覆

M

A

B
D

E

C C

E F

G H

I
補強後

補強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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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terial：包覆所用鋼板之材料名稱。
Width    ：原斷面寬度。
Height   ：原斷面高度。
Cover    ：保護層的厚度。
Sno ：箍筋的號數，可以使用#3、D10或d10
等。
Spacing  ：箍筋的間距。
SpacingM ：非塑鉸區箍筋的間距。
T        ：鋼板厚度。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間隙

間隙

間隙

梁

樓板

新增RC包覆圍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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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律A

組成律B

原有柱

原有柱 +

+

撓曲

剪力

B

A

RCMaterialA：斷面對應的材料名稱。
RCMaterialB：包覆所用之材料名稱。
Width：斷面寬度。
Height：斷面高度。
Cover：保護層的厚度。
SNoA：原斷面箍筋號，可以使用#3、D10或d10等。
SNoB：新補強斷面箍筋號數，可以使用#3、D10或
d10等。
SpacingA：原斷面箍筋間距。
SpacingM：非塑鉸區箍筋的間距。
SpacingB：新補強斷面箍筋間距。
t：擴柱厚度。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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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律A

原有柱

原有柱

+

撓曲

剪力

組成律B

B

A

組成律C

C

M

A

B D

E

C 

C

E F

G H

I
補強後

補強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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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MaterialA：斷面對應的材料名稱。
RCMaterialB：包覆所用之材料名稱。
Width：斷面寬度。
Height：斷面高度。
Cover：保護層的厚度。
SNoA：原斷面箍筋號，可以使用#3、D10或d10等。
SNoB：新補強斷面箍筋號數，可以使用#3、D10或
d10等。
SpacingA：原斷面箍筋間距。
SpacingM：非塑鉸區箍筋的間距。
SpacingB：新補強斷面箍筋間距。
t：擴柱厚度。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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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律A

組成律B

原有柱

原有柱

+

撓曲

剪力

原RC柱

 

拉力側翼牆可不考量
植筋主筋受拉之貢獻

 

梁

梁

主筋直通原RC柱 

 

考量主筋
受拉貢獻

 

原RC柱

梁

梁

拉力側翼牆可不考量
植筋主筋受拉之貢獻

主筋直通，考量
主筋受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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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牆接合採植筋於梁或樓版上1

翼牆主筋採直通方式2翼牆採單邊植筋單邊直通方式3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組成律A

組成律B

原有柱

原有柱

+

撓曲

剪力

40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RCMaterialA：原斷面混凝土材料性質。
RCMaterialB：新補強斷面混凝土材料性質。
Width：原斷面寬度。
Height：原斷面高度。
Cover：新補強斷面保護層的厚度。
SNoA：原斷面箍筋號數，可以使用#3、D10或d10等。
SNoB：新補強斷面箍筋號數。
SpacingA：原斷面箍筋間距。
SpacingM：非塑鉸區箍筋的間距。
SpacingB：新補強斷面箍筋間距。

WL：翼牆左側至原柱左側之距離。
WR：翼牆右側至原柱右側之距離。
HU：翼牆頂端至原柱頂端之距離。
HB：翼牆底端至原柱底端之距離。
TSteel：是否考量翼牆拉力側的主筋
貢獻，預設為True，不考量則為False。



E BCR

鋼骨

填充材

環氧樹脂

既有梁

41

Width   ：斷面寬度。
Height  ：斷面高度。
Cover   ：保護層的厚度。
Sno ：箍筋的號數，可以使用#3、D10或d10等。
Spacing ：箍筋的間距。
SpacingM：非塑鉸區箍筋的間距。
Th ：原柱邊緣至H型鋼邊緣之距離。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A

B C

b

a

1.0

Q

Qy

or

D E c

FEMA-356斜撐
力與位移關係

忽略鋼構架之貢獻
加入鋼斜撐構架

內嵌式鋼斜撐補強模型

補強後耐震能力

原RC柱

原始斷面分析求取塑性鉸



E BCR
既有RC構架

填充水泥砂漿

表面打毛

鋼構架

錨碇螺栓
(化學螺栓或膨脹螺栓)

剪力釘

鋼構架

補強筋
(螺箍筋或環箍筋)

ge1

e2 t
ds

p

約
1

5
-2

5
c
m

h
'

內嵌式鋼斜撐補強模型

補強後耐震能力

以General Section

模擬複合斷面性質
A

B C

b

a

1.0

Q

Qy

or

D E c

FEMA-356斜撐
力與位移關係

複合斷面分析求取塑性鉸

原RC柱

A

B

C

D

E

Deformation

Force

原RC柱 原RC柱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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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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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c

a
b

E

CE

Q

Q

or

1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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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斷面、材料及牆資訊都輸入完成後
前處理一可分析出牆之塑鉸，並將牆塑鉸輸入回模型當中

可得到牆塑鉸

自主檢核



E BCR

塑鉸定義

破壞機制

成果顯示

視覺操作 E BCR

45



E BCR

46

經過前處理一後可得到有牆塑鉸之分析模型，並需要靜力
分析後匯出E2K與MDB之檔案可進行前處理二之分析流程

自主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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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行BCF檔分析時，會跳出Load Case Selector

Dead load是選所有靜載重+1/2活載重的組合Load case

Lateral load是選建模時所設定好之地震力Load case

後續分析出構件之塑鉸並與前處理一一樣之方
式匯回模型當中，牆與構件之塑鉸全都匯入

自主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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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牆下之梁塑鉸需刪除
短柱下之柱塑鉸需刪除

前處理二結束後匯入模型，可得
到所有構件與牆之塑鉸，需將不

必要之塑鉸刪除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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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1是考慮自重情況下
之非線性分析

所有靜載重及1/2活載重

Push2是考慮側力情況下之非
線性分析

Load只包含側力，需接續
PUSH1後進行

自主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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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2無法出來處理方式

可能之原因：

1.步數設定不足
2.收斂精度不恰當
3.塑鉸負勁度問題
4.塑鉸數量過多

解決之辦法：

1.設定步數數量提升
2.收斂精度調整
3.梁塑鉸使用修正塑鉸(柱塑

鉸保持原始塑鉸)
4.若分析Ｘ向時可將Ｙ向梁

塑鉸拿掉

1

2

3

自主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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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曲線

容量震譜

最後一步可得到容量曲線
與容量震譜並可進行後續
的後處理

自主檢核



E BCR

塑鉸定義

破壞機制

成果顯示

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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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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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USH2匯出容量曲線BFD檔
2.PUSH2之容量震譜匯出CSC檔
3.匯出 bph、cph、brph、mdb檔
4.設定PAP檔資料
5.查看EPA,PFT,PFC檔性能檢核

匯出BFD檔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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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USH2匯出容量曲線BFD檔
2.PUSH2之容量震譜匯出CSC檔
3.匯出 bph、cph、brph、mdb檔
4.設定PAP檔資料
5.查看EPA,PFT,PFC檔性能檢核

匯出CSC檔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55

1.PUSH2匯出容量曲線BFD檔
2.PUSH2之容量震譜匯出CSC檔
3.匯出 bph、cph、brph、mdb檔
4.設定PAP檔資料
5.查看EPA,PFT,PFC檔性能檢核

副檔名 對應資料

bph Beam Hinge States

cph Column Hinge States

brph Brace Force用文字檔將塑鉸發展資
訊輸出，並在第一行需
填入UNITS：kgf-cm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匯出bph、cph、brph檔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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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USH2匯出容量曲線BFD檔
2.PUSH2之容量震譜匯出CSC檔
3.匯出 bph、cph、brph、mdb檔
4.設定PAP檔資料
5.查看EPA,PFT,PFC檔性能檢核

匯出bph、cph、brph檔

副檔名 對應資料

bph Beam Hinge States

cph Column Hinge States

brph Brace Force

用文字檔將塑鉸發展資
訊輸出，並在第一行需
填入UNITS：kgf-cm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構件塑鉸發展狀態

轉角

彎
矩

(1
0
^3

)

斜撐構件塑鉸發展狀態

位移

軸
力



E BCR

縣/市 村/里 距斷層距離 用途係數

鄉/鎮/區 地盤類型 結構行為

定義工址及分析參數，需要使用者編輯/建立

57

劣化係數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塑鉸定義

破壞機制

成果顯示

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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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V頂樓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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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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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ra

l 
F

o
rc

e

Lateral Disa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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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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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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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地震等級
用途係數

I = 1.0 I = 1.25 I = 1.5

中度地震 PLA PLA* PLA**

設計地震 PLB PLB* PLB**

最大考量地震 PLC PLC* PLC**

性能狀態
一般工址 臺北盆地

I=1.0 I=1.25 I=1.5 I=1.0 I=1.25 I=1.5

PLB 1/2 - - 1/3 - -

PLC 1 - - 2/3 - -

PLB* - 5/12 - - 7/24 -

PLC* - 5/6 - - 7/12 -

PLB** - - 1/3 - - 1/4

PLC** - - 2/3 - - 2/4

註： 非彈性譜位移 降伏譜位移 極限譜位移





d dy

du dy

S S
r

S S
 :dS  :dyS  :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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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一般工址之建築物耐震性能狀態

臺北盆地之建築物耐震性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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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一般工址之建築物耐震性能狀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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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dy

du dy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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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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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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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S

表示耐震性能合格


dA dy

S S
dBS

dC duS S

   1.0a I

EPA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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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S

表示耐震性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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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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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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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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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dy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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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
S



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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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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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L
EPA S

表示耐震性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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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duS
dS

EPA

APL



BPL


C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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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臺北盆地之建築物耐震性能檢核

   0.4
B

DSPL
EPA S

表示耐震性能合格


dA dy

S S
dBS dCS

duS
dS

EPA

APL BPL CPL

0.4 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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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dy

du dy

S S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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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C dy

du dy

S S

S S

   1.0a I

    0.4
B

DSPL
EPA S

表示耐震性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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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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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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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B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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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RC建築物層間相對位移角檢核標準

性能狀態PLB對應之任一樓層相對位移角，應小於或等於3%。若結
構物達到性能點前，任一樓層之層間相對位移角已達到3%，則定
義該樓層最大層間位移角為3%對應之EPA為性能狀態PLB，並且應
大於或等於475年回歸期地震之EPA(= )。0.4 DSS

【用途係數I=1.0】

【用途係數I=1.25】性能狀態PLB*對應之任一樓層相對位移角，應小於或等於2.4%。若
結構物達到性能點前，任一樓層之層間相對位移角已達到2.4%，則
定義該樓層最大層間位移角為2.4%對應之EPA為性能狀態PLB*，並
且應大於或等於475年回歸期地震之EPA(=       )。0.4 DSS

【用途係數I=1.5】 性能狀態PLB**對應之任一樓層相對位移角，應小於或等於2%。若
結構物達到性能點前，任一樓層之層間相對位移角已達到2%，則定
義該樓層最大層間位移角為2%對應之EPA為性能狀態PLB**，並且應
大於或等於475年回歸期地震之EPA(=       )。0.4 DSS

地震等級
用途係數

I = 1.0 I = 1.25 I = 1.5

475年回歸期地震 3 % 2.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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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塑鉸定義

破壞機制

成果顯示

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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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降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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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tep Sd (C) Sa (C) Displacement Base Force Drift (%)

0 0.000 0.000 0.000 0 0.000

1 8.459 0.077 7.765 348759 0.230

2 17.174 0.147 15.765 660941 0.460

3 25.889 0.206 23.765 927815 0.690

4 34.604 0.259 31.765 1165610 0.930

強度準則 4~5 42.384 0.292 38.907 1313635 1.161

5 43.319 0.296 39.765 1331420 1.180

6 52.034 0.323 47.765 1455230 1.500

7 60.749 0.344 55.765 1547390 1.800

8 69.464 0.353 63.765 1591250 2.050

分析結果

若其用途係數為I=1.5，性
能點之最大層間位移並沒
有超過2%則表示為適用強
度準則。
因性能點不一定在各步數
上，需透過內插找出性能
點對應之結果。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4 5 4 5

最大層間位移
於7-8步之間



E BCR

降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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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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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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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Step Sd (C) Sa (C) Displacement Base Force Drift (%)

0 0.000 0.000 0.000 0 0.000

1 8.459 0.077 7.765 348759 0.230

2 17.174 0.147 15.765 660941 0.460

3 25.889 0.206 23.765 927815 0.690

4 34.604 0.259 31.765 1165610 0.930

強度準則 4~5 42.384 0.292 38.907 1313635 1.161

5 43.319 0.296 39.765 1331420 1.180

6 52.034 0.323 47.765 1455230 1.500

7 60.749 0.344 55.765 1547390 1.800

8 69.464 0.353 63.765 1591250 2.050

分析結果

若其用途係數為I=1.5，性
能點之最大層間位移已超
過2%則表示為適用位移準
則。
因最大層間位移角不一定
在各步數上，需透過內插
找出最大層間位移角對應
之結果。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4 5 4 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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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

2.203

2.459

2.629

2.801

位移準則

性能點於
6-7步之間



E BCR只看P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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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y -y

現況耐震能力結果

NG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只看P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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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y -y

補強耐震能力結果

OK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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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平面圖 正視圖

分析模型圖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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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位置圖

X1 X2 X3 X4 X5

Y6

Y5

Y4

Y3

Y2

Y1

鋼板包覆8 mm

RC牆 40 cm

增設40x65 cm梁

補強位置合理性
實際施工面可行性
補強工法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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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鉸資訊

塑鉸資訊

構件塑鉸狀態

牆塑鉸狀態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塑鉸定義

破壞機制

成果顯示

視覺操作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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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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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名稱
建築概述

現況損壞概述

震區分區
臨近之斷層與距離 □ 斷層，距離 公里；□無

鋼筋 評估採用fy值

□fy=2800 kgf/cm2

□#6以下fy=2800 kgf/cm2 

#6以上(含)fy=4200 kgf/cm2

□其他：

現況
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X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X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Y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Y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現行法規耐震需求 AT目標值(g)

CDR= Ap/AT
X向
Y向

補強方案 方案一

工法

+X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X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Y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Y向
AP (g) Ay (g) Au (g)
Sdp (cm) Sdy (cm) Sdu (cm)

總表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dS
dy

S dp
S

duS

a
S

p
A

y
A

u
A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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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別 用途 活载重(kg/m2) 1/2活载重

2F~RF

各樓層活載重

各樓層靜載重計算

樓層 柱重 梁重 版重
牆與其
他重量

樓層總
重量

樓版面積 單位重

單位 tonf tonf tonf tonf tonf m2 tonf/m2

RF

3F

2F

Total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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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耐震能力評估

耐震能力評估 正X向 負X向 正Y向 負Y向

控制準則(強度或位移)

性能目標之基底剪力(kgf)

性能目標之質心點位移(cm)

性能目標之V/W

性能目標EPA Ap(g)

性能目標譜位移 Sdp(cm)

降伏點EPA Ay(g)

降伏點譜位移 Sdy(cm)

極限點EPA Au(g)

極限點譜位移 Sdu(cm)

耐震需求AT(g)

CDR= Ap/AT

彈性週期(sec)

評估結果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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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耐震能力評估

性能目標之各樓層
層間位移(%)

正X向 負X向 正Y向 負Y向

RF (%)

3F (%)

2F (%)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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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方案一耐震能力評估

耐震能力評估 正X向 負X向 正Y向 負Y向

控制準則(強度或位移)

性能目標之基底剪力(kgf)

性能目標之質心點位移(cm)

性能目標之V/W

性能目標EPA Ap(g)

性能目標譜位移 Sdp(cm)

降伏點EPA Ay(g)

降伏點譜位移 Sdy(cm)

極限點EPA Au(g)

極限點譜位移 Sdu(cm)

耐震需求AT(g)

CDR= Ap/AT

彈性週期(sec)

評估結果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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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目標之各樓層
層間位移(%)

正X向 負X向 正Y向 負Y向

RF (%)

3F (%)

2F (%)

補強方案一耐震能力評估 自主檢核

審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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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課程詳述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流程，從建模常見之錯誤與分
析細節、SERCB基本理論、SERCB操作流程到最後結果之檢核，並
透過自主檢核與審查檢核兩方面來確保結構物所進行之耐震能力評估
正確性，希冀可透過此課程供相關作業人員更了解建築物之耐震能力
流程與SERCB之作業方法。

破壞機制 成果顯示視覺操作 塑鉸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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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SERCB於2017年12月出版了「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SERCB-理論背景與系統操作」一書，書裡有更詳細的背景介紹、理
論、系統簡介與案例操作。
本書版稅收入將如數捐給「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與「中國土木水
利工程學會」。
購買資訊：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p=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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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著：宋裕祺、蔡益超
發行者：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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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電 話：(02) 2392-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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