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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鋼構建築在921大地震後，呈現新的發展趨勢。因其抗震特性，由80~90年代的超高層建築轉為中低層住宅之運用，但

由於鋼構廠缺乏分級管理制度，中低層鋼結構住宅工程常由非專業之鐵工廠承造，且缺乏完善的檢驗機制，造成許多施工

品質缺失，反而形成潛在的結構安全問題。此外，調查發現，目前常用之美式工法，其樑柱接頭焊接不良或搭接方式錯誤

情況普遍。而目前鋼構件因模距化程度低，在同樣耐震設計強度條件下，以標準施工方式，造價均較鋼筋混凝土造高出許

多。 本研究以探討構件尺度的方式，解決鋼構造建築的安全與經濟性問題。研究首先蒐集中低層鋼結構住宅案例，分別就

其樓層高度、結構跨距、經濟性等加以分析，提出構件模距化的尺度建議。研究結果顯示若於設計時考量構件之規格化，

並經較易確保品質的日式工法進行生產與施工，且搭配合適的相關建材，將能達成品質與成本控制目標，使得鋼構成為中

低層住宅更具競爭力的建築方式。 關鍵詞：鋼結構、模距化、經濟性、安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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