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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Traditional Chinese) 及解說 (ACI 318R-14 Traditional Chinese)
 

 

 

前  言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Building Code Requirements for Structural Concrete)”（簡稱“本規範”）針對混凝土建築

結構物及可適用之非建築結構物，提供材料、設計及細節上之最低要求。本規範闡明包括場鑄、預鑄、純混凝土、

非預力、預力和合成建造物之結構系統、構材和接頭，其中項目涵蓋：強度、使用性和耐久性之設計與施工；載

重組合、載重因數和強度折減因數；結構分析方法；撓度限值；混凝土之機械和黏結式錨栓；鋼筋伸展和續接；

施工圖說資料；現場檢查與試驗；評估既有結構強度之方法。本規範亦參考 “混凝土薄殼建築規範(Building Code 
Requirements for Concrete Thin Shells)”（ACI 318.2）。 
    本規範使用者會發現 ACI 318-14 已大幅改編，並將前版本重新規格化。本次重組之主要目標為在個別專門章

節中，提供結構系統或個別構材之所有設計及細部需求，並符合一般設計與施工之過程及順序下安排章節。構材

設計共用之資訊及流程，則位於公用章節。 
施工材料品質和試驗參考相應 ASTM 標準規定，鋼筋銲接則參考相應美國銲接協會（American Welding Society, 

AWS）標準。 
    本規範可於一般建築規範中引用，較早版本之使用亦是如此。本規範撰寫格式允許此種引用方式，而不需改

變寫法。 
    因此，背景細節、執行規定之建議、規範條款之內容，無法包括在規範本身，解說則提供此功能。 
    在制定規範時，有些在委員會之考量會在解說中討論，將重點放在新的或修訂條文解釋。為了讓使用者對個

別問題進行更詳細研究，列舉規範制定時所引用許多研究資料。其他提供執行規範要求建議之文件也被引用。從

ACI 318-11 到 ACI 318-14 技術面改變，在 2014 年 5 月發行之國際混凝土期刊中有所論述。ACI 網站上混凝土主

題下 318 資源頁面內，說明規範如何重組之轉變關鍵。 

關鍵字 

摻料、粒料、錨定(結構)、梁-柱構架、梁(支撐)、建築規範、水泥、冷天施工、柱(支撐)、聯合應力、合成建造物 
(混凝土與鋼)、合成建造物 (混凝土對混凝土)、抗壓強度、混凝土建造物、混凝土版、混凝土、 施工縫、連續性 
(結構)、契約文件、收縮縫、保護層、養護、深梁、撓度、耐震結構物、埋置服務套管、撓曲強度、樓版、摺版、

基腳、模板(施工)、構架、熱天施工、監造、隔離縫、接縫(交界)、小梁、輕質混凝土、載重試驗(結構)、載重(力)、
材料、拌合、拌成物配比設計、彈性模數、彎矩、管狀柱、管(管材)、澆置、純混凝土、預鑄混凝土、預力混凝

土、預力鋼材、品質管制、鋼筋混凝土、鋼筋、屋頂、服務效能、剪力強度、剪力牆、殼(結構外型)、跨度、續

接、強度、強度分析、應力、結構分析、結構混凝土、結構設計、結構整體性、T形梁、扭矩、牆、水、銲接鋼

線網 (依原版英文字母次序排列) 

發行者的註解 

ACI 委員會報告、指南和解說，係作為規劃、設計、執行（施工）和（施工）檢查之指導。本解說（318R-14）
係提供給有能力評估其內容及建議之涵義與限制條件之個人使用，及提供對於其所包含資訊之應用須擔負責任的

使用者。ACI 不承擔所提出原則內容之任何及所有責任，該學會亦不承擔由此所產生之任何損失或損害責任。“參
考本規範”規定，不應成為契約文件一部分。如果規範中有某項目是建築師/工程師希望成為契約文件之一部分，

則應當由建築師/工程師以強制性語言重新編寫。規範中敘述之材料、流程、品質管制措施及檢驗，如適用時，應

由具有適當之 ACI 認證或相同資格之個人進行測試、監看或執行。ACI 318-14(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和 ACI 
318R-14(解說)，以併排雙欄位格式呈現。這是兩個獨立但同等重要文件，規範文字置於左欄，對應的解說則以對

齊方式置於右欄。解說章節號碼前加一個“R”，進一步與規範章節號碼區分。這兩部分文件放在一起，僅僅是為

了使用者方便性，而每個文件均有個別之強制和獨立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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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Traditional Chinese) 及解說 (ACI 318R-14 Traditional Chinese)
 

 

簡介 
 

解說中討論了一些 318 委員會在發展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條文過程

之考量，以下簡稱 “規範” 或 “2014 年規範”。對規範使用者可能較不熟悉之新條文或更

新條文，也加強了該條文的解釋。此外，也針對前版規範之某些項目提出評論，使本解說

獨立於前版。特定條文之評論也依照規範的相應章節號碼進行。本解說並不打算提出有關

規範發展過程之完整歷史背景，亦不想提出委員會在制定規範過程，針對學術研究和調查

數據之詳細簡歷。然而，提供某些研究數據之參考文獻，給那些想要更深入了解背景資料

者。顧名思義，“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就是要作為一個合法建築規範的一部分，因此必

須與那些提供詳細的規定、推薦實務的做法、完整的設計流程、設計輔助工具之文件，在

形式和內容上有所不同。本規範旨在涵蓋常用的建築物類型，包括大型和小型。特殊建築

可能需要比規範之規定更嚴格的要求。本規範和解說不能取代健全的工程知識、經驗和判

斷。建築規範只規定為了公眾健康和安全，必要之最低要求，而本規範即基於這個原則。

對於任何結構，所有者或有照設計專業人員可能需要比本規範為保護公共安全所訂必要之

最低要求，更高的材料和施工品質，然而，比本規範更低標準是不被允許的。解說將注意

力導引至提出建議去執行本規範條款及內容之文獻，但這些文獻和解說不是規範的一部分。

本規範不具法律地位，除非它被具有管轄權的政府機構有系統地用於建築設計及施工。當

本規範未被採用，即使它不具法律地位，但仍可將它視為優良施工的參考。本規範提供了

一個方法，讓合法任命的建築官員或其指定的代表，可藉以建立設計和施工的最低驗收標

準。本規範和解說不用於解決業主、工程師、建築師、承包商或者其代理商、分包商、材

料供應商或試驗機構之間的紛爭，因此，本規範不能訂定一般工程中各當事人的契約責任。

在計畫條文中去要求須符合本規範之一般參照，宜予以避免，因為很少有承包商具有設計

細節的知識，願意接受設計細節及施工要求所加諸的責任。但是，統包施工承商則通常結

合設計和施工的責任。一般而言，契約圖說宜包含所有必要的要求，以確保符合本規範。

某種程度上，可藉由在計畫條款中去參照本規範特定章節來實現。其他 ACI 出版物，如 “結
構混凝土規定 (Specifications for Structural Concrete ,ACI 301)” 是專門用於施工契約圖說。

建議依據本規範規定，對於參與工作執行之個別單位，能有測試和認證計畫。適用於此目

的有預鑄 /預力混凝土學會  (Precast/Prestressed Concrete Institute)、後拉預力學會 
(Post-Tensioning Institute) 和國家預拌混凝土學會  (National Ready Mixed Concrete 
Association)的工廠認證計畫；美國混凝土學會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及鋼筋混凝

土學會  (Concrete Reinforcing Steel Institute) 熔接環氧塗布施作工廠  (Fusion-Bonded 
Epoxy Coating Applicator Plants) 的自願性認證計畫(Voluntary Certification Program)。此外，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Agencies Engaged in Construction Inspecting and/or Testing” 
(ASTM E329-09) 規定了檢驗測試機構的性能要求。本規範要求的設計參考材料說明應用，

可在下列文件中找到，所列出的設計輔助工具亦可從贊助單位獲得。 
本規範係將 ACI 318-14 規範翻譯為正體中文版本，文中所採用單位亦依循 ACI 318-14

規範為英制單位，如欲取得本規範所用公式於 SI 制、公制與英制間之轉換，可參考附錄 B
之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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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Traditional Chinese) 及解說 (ACI 318R-14 Traditional Chinese)
 

 

 

設計輔助工具 

 “ACI 設計手冊  (ACI Design Handbook) ” Publication SP-17(11),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Farmington Hills, MI, 2011, 539 pp. (本手冊提供了 2009 年規範強度設計方法偏心受壓柱的設計圖

表，提供設計輔助工具作為在工程設計和雙向承受載重之鋼筋混凝土版系統的分析中使用，還提

供了樓板厚度的選擇和控制變形、確保足夠的抗剪和抗彎強度要求之鋼筋設計輔助工具。) 
 “ACI 細部手冊 (ACI Detailing Manual)—2004” ACI Committee 315, Publication SP-66(04),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Farmington Hills, MI, 2004, 212 pp. (包括 ACI315-99 標準與 ACI315R-04 報告，

提供鋼筋混凝土結構物中，工程圖繪製、一般細節及鋼筋配置繪圖之建議方法和標準。並有獨立

章節定義工程師和鋼筋細節布設者之責任。) 
 “耐久混凝土指引 (Guide to Durable Concrete) ACI201.2R-08)” ACI Committee 201,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Farmington Hills, MI, 2008, 49 pp. (本指引描述特定類型的混凝土劣化，包含劣化機制的

討論，和混凝土單一元件、混凝土拌成物品質考量、施工過程和暴露環境影響之建議要求。) 
 “耐久停車場結構之設計與施工指南 (Guide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Durable Parking 

Structures) (362.1R-12)” ACI Committee 362,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Farmington Hills, MI, 
2012, 24 pp. (本指南總結關於停車場結構之耐久設計實用資訊，亦包括有關停車場結構施工和維

護之設計議題資訊。) 
 “CRSI 手冊 (CRSI Handbook)” Concrete Reinforcing Steel Institute, Schaumburg, IL, tenth edition, 2008, 

777 pp. (本手冊提供了用於結構構件和版系統設計之設計表，有設計範例說明載重表的基本原理

和使用方式。設計表可供梁、方柱、圓柱、矩形柱、單向版及單向格柵小梁施工使用，亦有設計

表供雙向版系統使用，包括片版、平版和雙向肋版。基礎章節提供方形基腳、樁帽、鑽掘墩柱 (沉
箱) 及懸臂式擋土牆之設計表。其他的設計工具有裂縫控制和鋼筋發展長度及搭接。) 

 “鋼筋錨定和續接  (Reinforcement Anchorages and Splices)” Concrete Reinforcing Steel Institute, 
Schaumburg, IL, fifth edition, 2008, 100 pp. (提供鋼筋續接上可接受之實務作法，包括採用之搭接、

機械續接和銲接續接。鋼筋搭接及發展長度之設計數據也被提出。) 
 “結構銲接鋼線網標準實務手冊 (Structural Welded Wire Reinforcement Manual of Standard Practice)” 

Wire Reinforcement Institute, Hartford, CT, eighth edition, Apr. 2010, 35 pp. (本手冊描述了銲接鋼線

網材料，包括型號、鋼線尺度和重量表，列出了規格、性能和製造的限制。本手冊含有會影響銲

接鋼線網的最新規範要求，也提供發展長度和續接長度的表格，手冊包含慣用單位和公制單位。) 
 “結構銲接鋼線網細部手冊  (Structural Welded Wire Reinforcement Detailing Manual)” Wire 

Reinforcement Institute, Hartford, CT, 1994, 252 pp. (除了 ACI 318 規定及設計輔助外，本手冊還包

括：單向和雙向版的銲接鋼線網、預鑄/預力混凝土元件、柱及梁、場鑄牆和觸地版之詳細指引。

此外，還有用來比較高強度銲接鋼線網與傳統鋼筋之面積和間距的表格。) 
 “PCI 設計手冊 -預鑄及預力混凝土  (PCI Design Handbook—Precast and Prestressed Concrete)” 

Precast/Prestressed Concrete Institute, Chicago, IL, seventh edition, 2010, 804 pp. (本手冊提供一般工

業產品載重表，及預鑄/預力構件和這些構件組成之結構的設計分析程序，並提供設計輔助工具

和範例。) 
 “預鑄及預力混凝土設計和標準接合細節 (Design and Typical Details of Connections for Precast and 

Prestressed Concrete)” Precast/Prestressed Concrete Institute, Chicago, IL, second edition, 1988, 270 
pp. (更新結構和建築產品之接頭設計可用資訊及全系列之標準細節，並提供設計輔助工具和範

例。) 
 “後拉預力手冊 (Post-Tensioning Manual)” Post-Tensioning Institute, Farmington Hills, MI, sixth edition, 

2006, 354 pp. (本手冊提供詳細後拉預力系統、規格、設計輔助工具和施工理念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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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Traditional Chinese) 及解說 (ACI 318R-14 Traditional Chinese)
 

 

序 

混凝土結構在近代工程中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為廣泛使用之建築結構型

式之一，其構造品質直接影響結構物使用性、強度及耐久性，且攸關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因此建設良好的混凝土結構實為不可輕忽的重要課題，包括其結構

之設計分析、材料規格及施工作業等均需注意、要有所規定，以使混凝土結構

能有效發揮功能，達到使用目的。 

美國「ACI 318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與解說」為反應最近研究成果及為使規

範能更方便使用，其最新版 ACI 318-14 規範不但內容有所更新，且規範架構亦

重新更改，各章節名稱與編排方式均大幅變動，以使規範內容更為充實與包含

新進研究成果，且能更容易使用與方便查閱。 

本學會混凝土工程委員會成立於 1965 年，向來以提升混凝土技術為宗旨，

五十年來編訂混凝土工程相關設計、施工規範與技術手冊無數，深獲工程界信

賴與肯定。今值 ACI 318 規範變革之際，本學會混凝土工程委員會乃積極參與

ACI 318-14 規範之翻譯工作，以期更增進國內各界對最新混凝土結構規範發展

之瞭解，並可提供工程師在實務工作上之參考依據。 

由於我國鋼筋混凝土設計與施工規範，長年來均係以 ACI 318 規範為藍本，

本「ACI 318-14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與解說」中文翻譯本之完成，將方便我國

各界瞭解最新版的鋼筋混凝土規範，有助提升與推廣鋼筋混凝土工程，且可做

為我國後續修訂新版結構混凝土設計與施工規範之重要參考資料。 

本手冊得以順利出版，特別感謝本學會混凝土工程委員會王炤烈主任委員

及各委員，由於你們長期犧牲假期、不辭辛勞與熱心參與翻譯工作與審訂，才

得以順利完成。最後並祈希望各界工程先進、專家學者多多惠賜卓見與指教。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理事長

 
謹誌

 

2016 年 1 月 

 
  

v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Traditional Chinese) 及解說 (ACI 318R-14 Traditional Chinese)
 

 

序 

卜特蘭水泥混凝土具有低成本、原料易取得、多樣及易維護等特性，是今日

全世界使用在土木與建築工程中最重要的營建材料之一，也是建構現代社會最基

本的材料，例如混凝土鋪面、混凝土建築及混凝土橋梁等均直接或間接與人們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成功的使用混凝土必須依據個別工程專案需求，進行配比設

計及製程品質管理，以獲致符合工程要求的高品質產品，倘若混凝土未能依照工

程性能需求妥善設計、正確澆置或養護，其結果將明顯影響混凝土結構性能，特

別是對耐久性的影響。使用良好品質的混凝土，才能產生好品質的混凝土結構。

國內土木與建築結構，主要使用混凝土構材，為確保混凝土結構品質，首先需要

參照規範或標準訂定材料規格、取樣頻率、檢驗方法及允收標準等，使混凝土廠

商、工程設計工程師及監造工程師有所依循。目前與國內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而

經營建署頒布之「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及「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其主要內容

多參考美國混凝土學會(ACI)318 委員會訂定之規範及 ASTM 相關標準。美國混凝

土學會規範與 ASTM 標準，其內容均會定期增修，ACI 318-14 係增修的最新版，

其架構較舊版更為嚴謹，內容更加充實，過去國內從未針對學校及業界廣泛使用

的 ACI 318 Code 進行系統性地中文翻譯，主要原因為無法克服版權問題，所幸

在 ACI 台灣分會會長趙文成教授持續與 ACI 聯繫溝通，及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王炤烈主任委員與台灣混凝土學會張大鵬理事長協助下完成簽約手續，獲得翻譯

授權，並經學會、公會、顧問公司及國家地震中心等單位的財務贊助，2015 年始

得以啟動 ACI 318-14 中文翻譯工作。 

翻譯工作團隊涵括學會、公會、顧問公司及國家地震中心等成員，編譯委員

總計 31 位，主要為與混凝土科技相關之大學教授、政府工程部門資深工程司、土

木或結構技師及顧問公司資深設計經理等，彙集產官界的專業與心力，分成 3 組

於 2015 年間召開工作會議共計 70 餘次，中譯本於 2016 年 1 月完成 3 讀定稿。

ACI 318-14 中文版發行將有助於國內土木建築專業工程人員不受語言限制，更深

入瞭解美國混凝土學會 ACI 318-14 規範之條文內容與意義，此可具體提升國內混

凝土專業人員的設計與施工知能。台灣混凝土學會樂於參與協辦本計畫，期能對

國家社會永續工程的建構有一定貢獻，以盡社團法人之責。 

社團法人台灣混凝土學會 

理事長

   
謹序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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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Traditional Chinese) 及解說 (ACI 318R-14 Traditional Chinese)
 

 

序 

我國之房屋建築，公共工程，以混凝土結構佔大宗，從材料規格、取樣頻

率、檢驗方法、允收標準；外力假設、分布，到結構分析，構材設計，無不需

要標準與規範，正所謂不以規矩，何成方圓！  

我國之房屋設計規範須遵守營建署頒佈之建築技術規則，而與混凝土結構

相關規定，則依照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制訂之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之內

容。此一規範大多參考美國混凝土學會 318 委員會所制訂之規範而來。更重要

者，ACI 設計規範與 ASTM 標準，互相參照引用，形成對結構整體安全之可靠

度，而我國與混凝土相關之國家標準，則亦多參照 ASTM 而訂，故而引用 ACI

做為我國之設計規範藍本，實有其整體安全與可靠之考量。 

由於 ACI318-14 係重新整理更新，使其架構更嚴謹，使用更方便，閱讀更

容易，有鑑於此，三個單位集合國內大多數與混凝土相關之學校教授，政府部

門官員，顧問公司專業資深經理，集產官學智慧，將 318-14 規範翻譯成中文，

以利國內廣大使用者與從業人員能夠跨越語言，得睹全文，深入瞭解規範之內

容與其內含意義，歷時年餘，利用週末暇時，犧牲奉獻，充分討論，經過三讀，

方得完成，參與人員之辛苦付出，實需加以表揚與感謝。 

此書問世，將可提升國內混凝土相關人員背景知識與設計水準，進而提供

經濟、安全、創新之設計。然本書雖經再三校正，疏漏在所難免，若有需更正

或澄清之處，請不吝賜教。 

美國混凝土學會台灣分會 

會長 謹序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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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 (ACI 318-14 Traditional Chinese) 及解說 (ACI 318R-14 Traditional Chinese)
 

 

序 

我國鋼筋混凝土建築之設計與施工規範，係以美國混凝土學會之 ACI 318

規範為藍本而制定。隨著研究與知識之累積，美國 ACI 318 規範在 1963 年所設

定之構架已不符現今需求，故 ACI 318-14 規範作全面之更新改版。美國新版規

範之邏輯流暢且綱目清晰，較利於初學者理解與工程師引用，實為較佳之工具

用書。值此變革，我國土木工程界亦有跟進更新之想法，故而有將 ACI 318-14

規範翻譯為正體中文之規劃。 

於 2013 年，由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台灣混凝土學會與 ACI 台灣分會聯

合，與美國混凝土學會簽約翻譯 ACI 318-14 規範。由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在耐震設計上夙有專精，故而邀請國震中心負責與耐震設計有關章節之翻譯工

作。在構材設計部分，係由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負責。在材料與施工部分，

則由台灣混凝土學會與 ACI 台灣分會負責。至於會議場地與行政支援，係由國

震中心提供。而各分組工作之執行幹事，亦由國震中心同仁擔任。 

本次翻譯工作計有 31 位委員參與，於 2015 年之工作會議計有 70 餘次終告

完成。美國 ACI 318-14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與解說之中文正體字版的付梓，首

先要感謝三個學會的運籌帷幄，以及受邀學者專家不辭勞苦之奉獻。在國震中

心部分，要感謝黃世建副主任領導耐震設計之翻譯工作，也要感謝蕭輔沛博士、

劉光晏博士與翁樸文助理研究員義務擔任執行幹事之辛勞。此外，對於曾提供

寶貴意見與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與工程先進，亦致上敬意與謝忱。 

本書之出版應有助於鋼筋混凝土建築結構技術之推廣與精進，對我國建築

設計與施工規範之修訂亦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鋼筋混凝土為我國土木建設最

廣泛使用之材料，故而相關技術之提升相形重要。而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

上，時受震害之侵襲，所以耐震設計與施工技術之精進亦為當務之急。尚祈工

程先進、學者專家與各方賢達對本書多多惠賜卓見指導與支持愛護。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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