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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鋼筋混凝土設計手冊內文將針對 midas Gen 程式中有關鋼筋混凝土耐震設計、強

柱弱梁檢討、極限層剪力檢核等主要功能進行介紹，藉以讓設計者快速了解 midas Gen

程式中選用台灣 TWN-USD111 混凝土設計規範的相關指令操作與功能選項說明，項

目包含： 

1. 指定 RC 設計規範 [TWN-USD111] 

2. RC 設計之材料強度與設計參數 

3. 指定鋼筋配置規則 

4. 執行 RC 構架耐震設計 

5. 查看梁、柱構件設計結果 

6. 檢視各層梁、柱配筋結果 

7. 執行 RC 構架強柱弱梁檢核 

8. 梁、柱設計力查詢 

9. 樓層極限層剪力檢核 

10. 調整梁、柱配筋再次檢討 

 

TWN-USD111 台灣新版混凝土設計規範為 Gen 2022v2.1 版本的新增設計項目，

新版本中 TWN-USD111混凝土設計規範係以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出版之[土木401-

110]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為基礎，並參考美國混凝土學會出版之 ACI 318-19 規

範所開發的設計功能。 

內政部營建署於 112 年 8 月 10 日公告最新版本 RC 規範，修正「混凝土結構設

計規範」，名稱並修正為「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並自 1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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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 RC 設計規範[TWN-USD111] 

由 Design 主選單下的 RC Design 設計功能選單選取 RC 設計規範。 

指令：Design > Design > RC Design > Design Code… 

 

RC Design 功能選單 

 點選功能後，指定 RC 設計規範的 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開啟如下圖： 

   

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1 (無耐震設計) 

有關 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內各項功能如下說明。 

Design Code：指定採用的鋼筋混凝土設計規範 

當 Design Code 指定為 TWN-USD111 則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112 年公

佈的「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進行 RC 設計。除了最新規範，亦可指

定民國 100 年與 92 年的 TWN-USD100 及 TWN-USD92 設計規範。此外，程

式另提供美國 ACI 318M-19、ACI 318M-14、ACI 318-11…ACI 318-89 及中國

GB 50010-10、GB 50010-02 等與其他國家設計規範。 

Apply Special Provision for Seismic Design：指定考慮構架耐震設計 

當 Design Code 指定為 TWN-USD111 時，勾選此項則考慮「建築物混凝土結

構設計規範」第十八章耐震結構物之規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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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Design Code 指定為 TWN-USD100 或 TWN-USD92 時，勾選此項則考慮「混

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十五章耐震設計之特別規定。不勾選則不考慮構架耐

震設計規定，不做韌性設計。 

 

  Apply Special Provisions for Seismic Design 勾選後即考慮構架韌性設計，執

行梁、柱設計可符合耐震配筋規定，並可進行強柱弱梁比檢核以及極限層剪

力檢討等功能！ 

 

當 Design Code 指定為 TWN-USD111 並勾選 Apply Special Provisions for Seismic 

Design 後，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將顯示如下： 

            

       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2 (考慮耐震設計) 

3 

5 

6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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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後續章節設計功能指令說明依 Design Code 指定為 TWN-USD111 項目進行

解說。 

 

Consider strong column-weak beam on last floor： 

指定屋頂層是否考慮強柱弱梁耐震檢核。柱在接頭上方不連續的接頭，如屋

頂層接頭節點，若柱軸力低時可以免除強柱弱梁之檢核，可不採用彎矩分配

設計力。預設值不勾選情況下，設計後仍可核算頂層節點的強柱弱梁比值。 

 

Shear for Design：梁柱構件設計剪力 

有關耐震設計章節中，對於梁柱構件設計剪力賦予“混凝土剪力強度參與係數

R”以及“剪力放大係數 a1,a2”，並決定設計剪力 Vu 的計算方法。 

 

(1) 混凝土剪力強度參與係數 R 

R*Vc (a1*SUM(Mpr)/L>max(Vu1,Vu2)/2)，預設值按規範規定 R 值設定為 0。

依 112 年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 18.3.5.2 與 18.4.6.2.1 節規定，當(a)與(b)

皆發生時，於剪力設計中應假設混凝土剪力強度 Vc=0。 

(a) 按規範規定計算地震所引致的剪力至少為最大需求剪力強度之半。 

(b) 含地震效應之因數化軸壓力 Pu小於 Ag fc’/20。 

 

 進行梁柱設計時若符合上述規範之相關規定，必須忽略混凝土提供的剪

力強度(Vc=0)，而由剪力鋼筋承擔全部設計剪力，此時 R 值設定為 0。 

 

 midas Gen 允許設計者修正 R 係數以便考量部分混凝土提供的剪力強度，

混凝土剪力強度參與係數 R 值輸入範圍為 0 ~ 1.0，由設計者自行斟酌採

用。 

 

(2) Method：選擇決定梁柱構件設計剪力的計算方法 

 

耐震構件設計剪力的計算方法可由以下四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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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Vu1,Vu2)：Vu1 與 Vu2 兩者取大值 

Min(Vu1,Vu2)：Vu1 與 Vu2 兩者取小值 

Vu1：僅考慮 Vu1 

Vu2：僅考慮 Vu2 

公式各項參數說明如下： 

Vu1=Vg + a1*SUM(Mpr)/L 

Vu2=Vg + a2*Veq  

Vg：因數化重力載重與垂直地震力加載所產生之剪力 

Veq：因數化橫向地震力加載所產生之剪力 

SUM(Mpr/L)：塑鉸產生後引致之剪力 

a1：塑鉸產生後引致之剪力的比例放大係數。 

a2：因數化橫向地震載重所產生之剪力的比例放大係數。 

 

 選台灣規範 TWN-USD111 時預設採用 Max(Vu1,Vu2)，即 Vu1 與 Vu2 兩者

取大值，a1, a2 為 1.0，不另考慮放大效應的方法決定設計剪力。 

 

SCWB Design/Checking Method：指定強柱弱梁設計/檢核方法 

此功能選項允許設計者選擇按設計撓曲強度(Design Strength)或標稱彎矩強

度(Nominal Strength)方法進行強柱弱梁設計/強柱弱梁比檢核。 

 

 

(1) Design Strength Method 設計撓曲強度 

採用梁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𝜑𝑏𝑀𝑛𝑏 )進行強柱弱梁分配，求得柱構件之設計

彎矩強度。並以梁柱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𝜑𝑏𝑀𝑛𝑏 , 𝜑𝑐𝑀𝑛𝑐 ,)計算強柱弱梁比值。 

𝑆𝐶𝑊𝐵 𝑅𝑎𝑡𝑖𝑜 = (
𝜑

𝑐
𝑀𝑛𝑐,𝑇 + 𝜑

𝑐
𝑀𝑛𝑐,𝐵

𝜑
𝑏
𝑀𝑛𝑏,𝐿 + 𝜑

𝑏
𝑀𝑛𝑏,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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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minal Strength Method 標稱彎矩強度 

採用梁構件之標稱彎矩強度(𝑀𝑛𝑏 )進行強柱弱梁分配，求得柱構件之設計彎

矩強度。並以梁柱構件之標稱彎矩強度(𝑀𝑛𝑏 , 𝑀𝑛𝑐 ,)計算強柱弱梁比值。 

𝑆𝐶𝑊𝐵 𝑅𝑎𝑡𝑖𝑜 = (
𝑀𝑛𝑐,𝑇 + 𝑀𝑛𝑐,𝐵

𝑀𝑛𝑏,𝐿 + 𝑀𝑛𝑏,𝑅
) 

(3) Don’t consider the k1 factor：不考慮 k1 係數 

當進行強柱弱梁分配計算柱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時，預設考慮 k1 係數適當

反映接頭處結構行為差異。倘若建築物結構系統屬特殊不規則或系統複雜的

模型，考慮 k1 係數可能會得到偏保守的柱設計彎矩強度，遇此情況時，設計

者可勾選此項目，程式會採用 k1=1.0 計算。 

前述 k1 係數為設計地震力載重作用下接頭處柱/梁彎矩比值： 

𝑘1 =
𝑀𝑐𝑒,𝑇 + 𝑀𝑐𝑒,𝐵

𝑀𝑏𝑒,𝐿 + 𝑀𝑏𝑒,𝑅
 

(4) Reduction factor of column：柱構件強度折減因數 

預設值採用 0.65，即壓力控制斷面，非螺箍筋的其他橫向鋼筋型式。 

強柱弱梁設計係將梁之計算彎矩強度和乘以 6/5，再經適當的分配得各柱之

計算彎矩強度，各載重組合之設計軸力配合上述柱之計算彎矩強度乘以強度

折減因數所得之設計彎矩，進行柱之設計而求得柱之主筋。 

 

 選用 TWN-USD111 進行韌性設計時，建議採用 Nominal Strength Method，

依標稱撓曲強度(𝑀𝑛𝑏)進行強柱弱梁設計與強柱弱梁比檢討。此方法計算

所得之柱構件鋼筋配置結果較為經濟，避免低矮樓層韌性配筋過於保守

或不易配置的問題。 

 

Member Type to be excluded in Seismic Design：指定不做耐震設計的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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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不必進行耐震設計的構件類型，如 Sub-Beam(小梁)、懸臂梁(Cantilever)

與地面以下樓層梁柱構件(Underground Beam/Column)。 

 

 程式所認定的地面以下樓層，係依設計者在 Structure > Building > Control 

Data…指令功能內設定的 Ground Level 座標點以下的樓層。預設值 Ground 

Level 為 Z 座標高程點為 0 的位置。若建立模型時，1 樓柱底的節點座標

點非 Z=0，應將 Ground Level 設定為 1 樓柱底節點的 Z 座標高程點。 

 

Torsion Design：指定是否考慮梁之抗扭鋼筋設計    

勾選此項目考慮梁構件之扭力鋼筋設計，其中根據結構版梁系統束制情況可

考慮採用扭力折減係數 Torsion Reduction Factor for Beam 折減部分之設計扭

力值。該值的範圍介於 0~1.0，由設計者自行斟酌採用。 

 

P-M Curve Calculation Method：指定 P-M Curve 計算方法    

 

(1) Keep P Constant：固定軸力 

(2) Keep M/P Constant：固定偏心比 

 

Check the interaction for biaxial shear：指定是否考慮雙軸剪力交互作用。    

勾選此項目，依據 112 年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 22.5.1.10 節與 22.5.1.11 節

規定，對於非圓形斷面之雙軸正交方向剪力的交互作用，按橢圓交互影響圖

方式評估構件實際剪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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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C 設計之材料強度與設計參數 

介紹進行 RC 構架設計與斷面強度檢討相關之設計參數，內容包含強度折減因數、

最大鋼筋量限制與修正混凝土抗壓強度、鋼筋降伏強度等設計參數的指派方法。 

 強度折減因數 

指令：Design > Concrete Design Parameter > Strength Reduction Factor…  

 

Strength Reduction Factors (TWN-USD111) 視窗 

此處強度折減因數參照規範第 21.2.1 節給定預設值，另於進行斷面設計時依據

規範表 21.2.2 判斷屬於"拉力控制斷面"、"壓力控制斷面"及"過渡斷面"，決定最

終採用之強度折減因數規定值。 

 最大鋼筋量限制 

指令：Design > Concrete Design Parameter > Limiting Maximum Rebar Ratio… 

 

Limiting Maximum Parameter 視窗 

Rebar Ratio：分別輸入剪力牆、柱構件、斜撐設計的最大鋼筋比，預設值

鋼筋比為剪力牆 4%、柱 3%、斜撐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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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強度 

指令：Design > Concrete Design Parameter > Modify Concrete Material… 

 

 

Modify Concrete Materials 視窗 

Material List：顯示分析模型檔案內已建立之鋼筋與混凝土材料性質資訊。 

Concrete Material Selection：指定混凝土強度等級與抗壓強度 

 Code：指定材料庫 

Grade：選定混凝土強度等級 

Specified Compressive Strength (fc｜fck)：混凝土抗壓強度 

當 Code 選用 CNS560-18(RC) 材料庫時，可於 Grade 選用 C210、C245、

C280、C315、C350、C420、C560、C700 等級混凝土。 

Rebar Selection：指定採用主筋、剪力筋的鋼筋降伏強度等級 

 Grade of Main Rebar：指定主筋採用鋼筋規格 

Grade of Sub-Rebar：指定剪力筋採用鋼筋規格 

Fy：主筋的鋼筋降伏強度 

Fys：剪力筋的鋼筋降伏強度 

當 Code 選用 CNS560-18(RC)材料庫時，可選用 SD280、SD280W、SD420、

SD420W、SD490W、SD550W、SD690 等級鋼筋規格。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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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者除在 Properties > Material Properties 功能設定基本的材料性質資料

外，有關混凝土抗壓強度 fc’及主筋、剪力鋼筋之降伏強度 fy, fys 需在設計

前透過 Modify Concrete Material 功能指定。若未加以設定修改，則程式會

依 Tools > Preference 功能內預設鋼筋降伏強度進行鋼筋設計與斷面檢核。 

 

 設計者可由 Tool > Preference 指令編輯程式內預設的基本資訊。預設的設

計規範與材料性質依 Preference視窗內 Environment > Design/Load Code選

項設定 Design Code, Material Code, Material DB 等。 

 

Preference 視窗 (Environment > Design/Load Code) 

 當選用 CNS560-18(RC)或 CNS560(RC) 材料庫時，鋼筋規格與降伏強度等級

如下表。 

材料庫 fy 
(kgf/cm2) CNS560-18(RC) CNS560(RC) 

SD280 SD280 2,800 

SD280W SD280W 2,800 

SD420 SD420 4,200 

SD420W SD420W 4,200  

SD490W SD490 4,900 

SD550W - 5,600  

SD690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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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鋼筋配置規則 

程式在進行 RC 構架斷面設計時，除了計算符合規範的需求鋼筋量(As,req)，另可

按照設計者給定的鋼筋配置規則進行實配鋼筋(As,usd)布置。透過此功能，設計者

可對梁、柱、斜撐、剪力牆構件等分別賦予鋼筋配置規則。 

 

指令：Design > Concrete Design Parameter >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或 Design > Concrete Design Parameter >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by Member...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視窗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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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提供設計者針對梁(Beam)、柱(Column)、斜撐(Brace)、剪

力牆(Shear Wall)構件個別指定鋼筋配置的規則，由設計者決定採用相關鋼筋配置

參數如下說明： 

For Beam Design : 梁構件鋼筋配置 

Main Rebar：主筋採用鋼筋號數 

Stirrups：剪力筋採用鋼筋號數 

Arrangement：剪力鋼筋受剪肢數 

（單一閉合箍筋 2-Legs 輸入 2，雙箍筋 4-Legs 輸入 4。） 

Side Bar：腰筋/扭力筋採用鋼筋號數 

dT：梁斷面混凝土上側外緣到主筋中心的距離 

dB：梁斷面混凝土下側外緣到主筋中心的距離 

For Column Design : 柱構件鋼筋配置 

Main Rebar：主筋採用鋼筋號數 

Ties/Spirals：橫向剪力筋或螺箍筋採用鋼筋號數 

Arrangement Y/Z：斷面 Y/Z 軸方向計算之剪力鋼筋受剪肢數 

（閉合箍筋 2-Legs 輸入 2，單箍筋+2 繫筋為 4-Legs 輸入 4。） 

do：柱斷面混凝土兩側外緣到主筋中心的距離 

For Brace Design : 斜撐構件鋼筋配置 

Main Rebar：主筋採用鋼筋號數 

Ties/Spirals：橫向剪力筋或螺箍筋採用鋼筋號數 

Arrangement Y/Z：斜撐斷面 Y/Z 軸方向計算之剪力鋼筋受剪肢數 

do：斜撐斷面混凝土兩側外緣到主筋中心的距離 

For Shear Wall Design : 剪力牆構件鋼筋配置 

Vertical Rebar：垂直向鋼筋採用鋼筋號數 

Horizontal Rebar：水平向鋼筋採用鋼筋號數 

End Rebar：端部鋼筋採用鋼筋最小號數 

de：剪力牆構件混凝土外緣到第一排垂直筋中心的距離 

dw：端部垂直鋼筋中心與剪力牆端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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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上述指令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所指定的鋼筋配置規則將套用到分析模型中所

有的梁、柱、斜撐、剪力牆構件，亦即指定給整體模型中的對應構件。如欲對個

別構件進行指派，諸如依樓層區分鋼筋號數，或依大梁小梁採用不同號數等不同

的配置條件，均可使用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by Member...指令，配合選取功

能圈選模型中部分構件後另行指派鋼筋配置規則。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by Member - Beam 視窗 

Doubly Rebar：梁構件採雙筋設計方法 ( k*0.75*Rhob , k = 1)。 

預設勾選此項考慮雙筋梁斷面設計，程式設定 k=1，亦即 k*0.75ρb=0.75ρb，

當彈性分析結果求得之需求拉力鋼筋量超過 0.75ρb者，採雙筋梁方法計算。

設計者可輸入 k 係數指定最大拉力鋼筋量反應拉、壓鋼筋配置，依彈性分析

結果求得之需求鋼筋量超過 k*0.75ρb者，即採雙筋設計法。 

Consider Spacing Limit for Main Rebar：檢核主筋最小間距規定 

勾選此項目配筋時將會考慮主筋之最小間距配置規則。 

None：配置主筋支數時不考慮搭接的影響 

50% ：配置主筋支數時考慮交錯佈置搭接的情況 

100%：配置主筋支數時考慮重疊搭接的情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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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量不同的搭接方法檢核斷面主筋最小間距限制，決定斷面尺度單層可

佈置的最多鋼筋支數，預設為勾選考慮主筋之最小間距限制並設定為

“None”不考慮搭接對主筋排放的影響。 

 一般建議梁、柱設計時依預設勾選考量主筋最小間距限制、搭接方法等決

定單層配置支數。另對於柱設計時，在無法增加柱斷面尺寸的前提下，可

考慮取消勾選預設“Consider Spacing Limit for Main Rebar”選項，避免因主

筋間距的限制而無法求得最大主筋需求鋼筋量，其後設計者可按需求鋼筋

量結果另行考慮擺放兩層、角隅主筋考慮束筋等後續措施。 

 

連結表格：表格內顯示已指派鋼筋配置規則的個別構件與配置設定，設計

者可直接在表格內按[Beam]、[Column]、[Brace]、[Wall]表單修改資料。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by Member 表格 [Beam]表單 

 梁、柱斷面混凝土外緣到主筋中心的距離(dT, dB, do)，預設值為 0，表示

該距離交由程式按配置的主筋與剪力筋號數自動計算，預設為淨保護層

4cm+箍筋直徑+1/2 主筋直徑。當環境條件與預設情況不同時，設計者可

自行輸入對應設計斷面的 dT, dB, do 等值取得設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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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 RC 構架耐震設計 

欲執行 RC 構架韌性設計，務必確認勾選 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內的 “Apply 

Special Provisions for Seismic Design”選項考慮耐震設計功能。 

 

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 

midas Gen RC 構件耐震設計/檢核觀念說明： 

執行 RC 梁、柱構件韌性設計時，按步驟依序執行設計流程大致說明如下： 

(1) 梁構件主筋配置：依彈性分析之設計載重組合進行梁構件斷面設計，求出需

求鋼筋量(As,req)，按照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中梁配筋規則進行主筋數量

配置，得到實配鋼筋量(As,usd) 並核算斷面撓曲強度 Mu/φMn 是否≦1.0。 

(2) 梁構件箍筋配置：梁構件主筋確認後，按實配鋼筋量(As,usd)以 1.25fy、φ=1.0

等條件計算梁端可能彎矩強度(Mpr)，決定梁設計剪力並完成梁構件之剪力箍

筋鋼筋量與間距配置，核算斷面剪力強度 Vu/φVn 是否≦1.0。 

(3) 梁構件扭力筋配置：當設計者在 Concrete Design Code 功能有勾選 Torsion 

Design 選項時，梁構件會依設計扭力配置需求之扭力橫向鋼筋量及扭力縱向

鋼筋量(As,v ; Asl)，核算斷面扭力強度 Tu/φTn 是否≦1.0。 

(4) 柱構件主筋配置：根據強柱弱梁彎矩分配方法(Design Strength 或 Nominal 

Strength)，採用梁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或標稱彎矩強度決定柱構件之設計彎

矩強度，並依各載重組求出需求鋼筋量(As,req)，按照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s

中柱配筋規則進行主筋數量配置，得到實配鋼筋量(As,usd)，依軸力-彎矩互制

方法(P-M Interaction Method)核算斷面軸力強度 Pu/φPn 是否≦1.0，斷面撓曲

強度 Mu/φMn 是否≦1.0。 

(5) 柱構件箍筋配置：由梁端可能彎矩強度求得柱構件之可能彎矩強度，計算決

定柱設計剪力並完成柱構件之剪力箍筋鋼筋量、間距配置，核算斷面剪力強

度 Vu/φVn 是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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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構件設計完成後，設計者方可進行梁柱接頭處節點撓曲強度計算，即強柱

弱梁比檢討，計算各層極限剪力並進行樓層極限層剪力檢核功能，由程式相關功

能獲取相應的報表結果。 

 

目前 midas Gen 提供的構件韌性設計執行方式有兩種，如下說明： 

(1) 梁、柱設計分開進行：執行全部構件或選取局部梁、柱構件個別單獨執行設

計，得到梁、柱構件配筋結果。 

   指令：RC Design > Concrete Code Design > Beam Design…或 Column Design… 

(2) 梁、柱設計同時進行：一個指令完成所有梁、柱構件設計，得到梁、柱構件

配筋結果。 

   指令：RC Design > RC Strong Column-Weak Beam > Ductile Design... 

 

設計者可根據模型內梁、柱構件的數量及結構系統的配置情況選取局部構件設計，

或是一次進行完整的整體構架梁、柱構件韌性設計。 

[請注意]單獨執行局部柱構件設計前，該柱構件上、下兩端接續之梁構件需已完

成斷面設計，方有數據資料可以進行接頭節點分配決定柱設計力。 

 

前述章節 1.~3.各項 RC 設計相關參數指派完成後，即可執行 Beam Design/Column 

Design 或 Ductile Design 指令，進行 RC 構架強柱弱梁韌性設計，程式會依照所指

定的設計規範、材料強度、設計參數與鋼筋配置規則等進行梁、柱構件耐震設計。 

執行 Concrete Beam Design/Concrete Column Design 或 Ductile Design 時，程式畫

面會顯示設計進度視窗提供參考。 

    

RC 梁構件設計執行中             RC 柱構件設計執行中 

執行設計的時間與設計構件的數量、載重組合的數量有關係。若分析模型設計構

件數量較多時，需要耐心等待程式完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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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梁、柱構件設計結果 

梁、柱構件韌性設計執行結束後，會出現依照台灣規範（TWN-USD111）進行

RC 構架耐震設計的梁構件與柱構件之設計結果視窗。 

 

 TWN-USD111 RC-Beam Design Result Dialog 梁設計結果 

 TWN-USD111 RC-Column Design Result Dialog 柱設計結果 

 

  
TWN-USD111 梁構件設計結果與柱構件設計結果視窗 

 設計結果視窗將顯示在全視窗的左側，當同時執行梁、柱設計時，兩者之設

計結果視窗會相疊在全視窗的左側，梁的設計結果視窗會疊在柱設計結果視

窗的下方，稍微移動一下柱設計結果視窗的位置將兩視窗錯開即可分別查看

梁、柱設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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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USD111 RC-Beam Design Result 視窗 

 

Sorted by  Property: 

設計結果將依 (Section ID) 

排序，表格中列出各斷面中

最不利的總合設計結果。 

(預設) 

Sorted by Member: 

設計結果將依(Member ID)

排序，表格中列出每根梁構

件的設計結果 

表格中該梁斷面強度檢核

不符合規範者(NG)，會標示

為紅色。 

 展 

開 

 

(1) 

 
 

 
 

RC梁設計結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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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設計結果視窗檢視欄位說明： 

    (1) Sorted by Property：按斷面檢視結果 

RC 梁配筋設計結果總表，資料顯示方式預設「by Property」，表格中列出所有梁

斷面之設計結果，並總合各斷面中所對應梁構件最不利的設計結果資料。 

 
按梁斷面檢視欄位 

表格中所列梁構件設計的相關資料有： 

MEMB：梁構件編號(Member ID) 

SECT：梁斷面編號(Section ID) 

Span：梁構件淨跨度 

Section：梁斷面名稱(Section Name) 

Bc, Hc, bf, hf：梁斷面寬度、斷面深度、T 型斷面梁腹寬度、梁翼深度 

fc, fy, fys：混凝土抗壓強度𝑓𝑐
′、主筋與剪力鋼筋降伏強度𝑓𝑦, 𝑓𝑦𝑠  

POS：I、M、J 表示梁構件 End-I 端、中段 M、End-J 端檢算位置 

CHK：依「POS：I, M, J」列出構件設計結果是否滿足規範需求 

= OK：正/負彎矩撓曲強度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滿足規範規定 

= N**：負彎矩撓曲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P*：正彎矩撓曲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V：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NP*：正/負彎矩撓曲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PV：正彎矩撓曲強度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N*V：負彎矩撓曲強度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NPV：正/負彎矩撓曲強度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主筋配置係由正/負彎矩撓曲強度控制，而剪力筋配置係由剪力強度控制。設計

者可根據「CHK」顯示的代碼判定斷面不符合規範的情況，針對「CHK」結果進一

步進行構件斷面的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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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orted by Member：按構件檢視結果 

若要查看每一根梁設計構件的結果，可將配筋設計結果之列表方式切換為「by 

Member」，表格中將列出所有梁構件之個別設計結果。 

在設計結果視窗右下方有一「>>」符號（如 RC-17 頁之），按此按鈕可展開梁

設計總表，表中詳細依「POS：I, M, J」列出構件 I 端、中段、J 端之主筋與剪力

筋設計結果，包含其控制載重組對應的設計力、鋼筋配置等，方便設計者直接檢

閱或查找各構件設計結果。 

 

按梁構件檢視欄位「>>」展開總表 

設計總表中所列梁構件「POS：I, M, J」設計輸出結果說明如下： 

N(-)Mu, LCB：設計彎矩(-)及其控制載重組合編號 

P(+)Mu, LCB：設計彎矩(+)及其控制載重組合編號 

AsTop, AsBot：梁斷面頂層(Top)或底層(Bot)主筋需求鋼筋量 

Rebar：梁斷面頂層(Top)或底層(Bot)實配主筋支數與主筋號數 

（Rebar：6-2-D22 為 8 支 D22，第一層配置 6 支，第二層配置 2 支） 

Vu, LCB：設計剪力及其控制載重組合編號 

AsV：梁斷面剪力需求鋼筋量 

Stirrup：箍筋配置剪力肢數與間距 

（Stirrup：2-D13@150 為 D13 單箍(2-Legs = 2Av )，間距 150 mm） 

Tu, LCB：設計扭力及其控制載重組合編號 

AsL, AsT：梁斷面縱向扭力鋼筋量及需求抗扭鋼筋量 

 

勾選設計結果視窗左下方「Connect Model View」可開啟連結模型視景選項（如

RC-20 頁之），當勾選「SEL」欄位中任一構件或多個構件，將於模型視景中自

動選取對應的設計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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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亦可反向操作，由模型視景先選取某些構件，會自動連結對應到表格中勾

選該構件的設計結果欄位。透過「Connect Model View」功能開啟連結，方便設

計者雙向對照模型中構件位置及其設計結果資訊。 

 

梁設計結果視窗下方功能按鈕 

設計結果視窗下方「Result View Option」為結果檢視篩選功能按鈕，預設為

All，表格中顯示所有執行設計的構件，設計者若將檢視切換為 OK 或 NG，即可

篩選出表格中 OK 或 NG 的構件。此功能可在執行設計完成後直接篩選查看 NG

構件，只要將「Result View Option」檢視切換到 NG，並配合「Connect Model View」

功能連結模型，用「Select All」按鈕勾選表中所有 NG 構件，即可於模型視景對

應出所有 NG 的構件，也就是說此時模型視景中被選取的構件就是設計結果表中

所列出的 NG 構件。 

 

配筋設計結果總表方便設計者以列表方式查看梁構件的設計結果，但無法檢視圖

形化輸出結果，因此程式另外提供兩種設計結果檢視方式，首先勾選「SEL」欄

位中任一構件，按視窗左下方之： 

「Graphic...」：以設計簡圖報表方式檢視梁構件詳細的配筋資訊。 

     注意報表中的剪力筋的間距以 mm 單位表示。 

「Detail...」：以 MS-Word 輸出梁構件斷面計算檢核的詳細計算過程。預設輸

出的位置為 End I. 端，設計者可由「Option for Detail Print Position」確認輸出詳

細計算書的位置( End I. 、Mid. 、End J.)。 

 

若要列印部分梁構件或全部梁構件之設計結果報表，請先勾選「SEL」欄位中任

一構件或多個構件，或按 全選，再按視窗下方「Summary...」按鈕

可以文字檔案方式輸出所選取構件之設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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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梁配筋簡圖設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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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梁設計詳細計算書(M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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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梁設計結果文字檔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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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USD111 RC-Column Design Result 視窗 

Sorted by  Property: 

設計結果將依 (Section ID) 

排序，表格中列出各斷面中

最不利的總合設計結果。 

(預設) 

Sorted by Member: 

設計結果將依(Member ID)

排序，表格中列出每根柱構

件的設計結果 

表格中該柱斷面強度檢核

不符合規範者(NG)，會標示

為紅色。 

 
展 

開 

 

RC柱設計結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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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設計結果視窗檢視欄位說明： 

    (1) Sorted by Property：按斷面檢視結果 

RC 柱配筋設計結果總表，資料顯示方式預設「by Property」，表格中列出所有柱

斷面之設計結果，並總合各斷面中所對應柱構件最不利的設計結果資料。 

 

按柱斷面檢視欄位 

表格中所列柱構件設計的相關資料有： 

MEMB：柱構件編號(Member ID) 

SECT：柱斷面編號(Section ID) 

Section：柱斷面名稱(Section Name) 

Bc, Hc：柱斷面寬度、斷面長度 

Height：柱構件淨高度 

fc, fy, fys：混凝土抗壓強度𝑓𝑐
′、主筋與剪力鋼筋降伏強度𝑓𝑦, 𝑓𝑦𝑠  

CHK：列出柱構件設計結果是否滿足規範需求 

= OK：軸力、彎矩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均滿足規範規定 

= N**：軸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M*：彎矩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V：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NM*：軸力與彎矩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MV：彎矩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N*V：軸力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不符合規範規定 

= NMV：軸力、彎矩與剪力強度的設計驗算均不符合規範規定 

 

主筋配置係由軸力與彎矩強度控制，而剪力筋配置係由剪力強度控制。設計者可

根據「CHK」顯示的代碼判定斷面不符合規範的情況，針對「CHK」結果進一步進

行構件斷面的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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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orted by Member：按構件檢視結果 

若要查看每一根柱設計構件的結果，可將配筋設計結果之列表方式切換為「by 

Member」，表格中將列出所有柱構件之個別設計結果。 

在設計結果視窗右下方有一「>>」符號（如 RC-24 頁之），按此按鈕可展開柱

設計總表，表中詳細列出主筋設計結果，並依「end, mid」列出柱構件端部圍束

區、中央段之剪力筋設計結果，包含其控制載重組對應的設計力、鋼筋配置等，

方便設計者直接檢閱或查找各構件設計結果。 

 

按柱構件檢視欄位「>>」展開總表 

設計總表中所列柱構件設計輸出結果說明如下： 

LCB：控制載重組合編號 

Pu, Mc：設計軸力與設計彎矩 

Rat-P, Rat-M：軸力應力比(Pu/φPn)與彎矩應力比(Mc/φMn) 

Ast：柱斷面主筋需求鋼筋量 

V-Rebar：柱斷面實配主筋支數與主筋號數 

（V-Rebar：12-4-D22 為 12 支分 4 排擺放的 D22 鋼筋） 

Vu.end, Vu.mid：柱構件端部及中央的設計剪力 

Rat-V.end, Rat-V.mid：柱構件端部及中央的剪力應力比(Vu/φVn) 

As-H.end, As-H.mid：柱構件端部及中央的剪力需求鋼筋量 

H-Rebar.end, H-Rebar.mid：柱構件端部及中央配置剪力肢數與間距 

（H-Rebar：4-D13@150 為 D13 鋼筋(4-Legs = 4Av )，間距 150 mm） 

 

勾選設計結果視窗左下方「Connect Model View」可開啟連結模型視景選項（如

RC-27 頁之），當勾選「SEL」欄位中任一構件或多個構件，將於模型視景中自

動選取對應的設計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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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亦可反向操作，由模型視景先選取某些構件，會自動連結對應到表格中勾

選該構件的設計結果欄位。透過「Connect Model View」功能開啟連結，方便設

計者雙向對照模型中構件位置及其設計結果資訊。 

 

柱設計結果視窗下方功能按鈕 

設計結果視窗下方「Result View Option」為結果檢視篩選功能按鈕，預設為

All，表格中顯示所有執行設計的構件，設計者若將檢視切換為 OK 或 NG，即可

篩選出表格中 OK 或 NG 的構件。此功能可在執行設計完成後直接篩選查看 NG

構件，只要將「Result View Option」檢視切換到 NG，並配合「Connect Model View」

功能連結模型，用「Select All」按鈕勾選表中所有 NG 構件，即可於模型視景對

應出所有 NG 的構件，也就是說此時模型視景中被選取的構件就是設計結果表中

所列出的 NG 構件。 

 

配筋設計結果總表方便設計者以列表方式查看柱構件的設計結果，但無法檢視圖

形化輸出結果，因此程式另外提供兩種設計結果檢視方式，首先勾選「SEL」欄

位中任一構件，按視窗左下方之： 

「Graphic...」：以設計簡圖報表方式檢視柱構件詳細的配筋資訊與 PM 圖。 

     注意報表中的剪力筋的間距以 mm 單位表示。 

「Detail...」：以 MS-Word 輸出柱構件斷面計算檢核的詳細計算過程。 

 

若要列印部分柱構件或全部柱構件之設計結果報表，請先勾選「SEL」欄位中任

一構件或多個構件，或按 全選，再按視窗下方「Summary...」按鈕

可以文字檔案方式輸出所選取構件之設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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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柱配筋簡圖設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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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柱設計詳細計算書(M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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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柱設計結果文字檔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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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SEL」欄位中任一構件並按視窗左下方「Draw PM Curve...」（如 RC-27 頁

之）按鈕可繪製柱構件之軸力-彎矩交互影響線圖(P-M Interaction Curve)。 

 

 

P-M Interaction Curve 視窗 

 

移動滑鼠到三維交互影響圖中，以滑鼠控制旋轉可檢視任意視角 P-M 交互影響

圖。按視窗右下角「Print Result」鍵，即會以 MIDAS/Text Editor 文字編輯器顯

示交互影響線圖各點計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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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視各層梁、柱配筋結果 

前述章節介紹完成 RC 韌性設計後查看 RC 梁、柱設計總表與各梁、柱構件的詳細

設計結果與輸出報表等方法。此處另介紹由模型視窗畫面查看梁、柱配筋設計結

果的功能。 

 

指令：Design > Result > Concrete Design > Concrete Design Result... 

 

 檢視 Combined Ratio 應力比 

如下圖所示，在 Ratio by Components 選 Combined 項目檢視應力比結果，勾

選 Type of Display 區域的" Values" 將數值顯示對應模型構件上，按 Apply 按

鈕後於模型視窗上顯示應力比結果。 

 

 

於模型視窗顯示 Combined Ratio 應力比 

 

 檢視 Reinforcement 鋼筋資料 

如下頁圖所示，在 Reinforcement 區域可選 "Rebar"、"Area"、" Ratio"分別

將設計之鋼筋配置、鋼筋量、鋼筋比等數值資訊顯示對應模型構件上，按

Apply 按鈕後於模型視窗上顯示相關鋼筋配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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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模型視窗顯示 Reinforcement: "Rebar" 鋼筋配置 

 

 

於模型視窗顯示 Reinforcement: "Area" 鋼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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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執行 RC 構架韌性檢核 

RC 構架韌性設計完成後，程式將依實配鋼筋量(As,usd)進行梁柱接頭之彎矩強度

檢核，確定柱之最小彎矩強度是否符合規範 § 18.3.4 節中公式(18.4.3.2)規定，滿

足強柱弱梁需求。 

∑𝑀𝑛𝑐 ≥ (6/5) ∑𝑀𝑛𝑏 

式中： 

∑ 𝑀𝑛𝑐= 連接於接頭各柱在接頭面之標稱彎矩強度之總和。 

∑ 𝑀𝑛𝑏= 連接於接頭各梁在接頭面之標稱彎矩強度之總和。 

 

指令：Design > RC Strong Column-Weak Beam > Strong Column-Weak Beam Ratio... 

 

執行 Strong Column-Weak Beam Ratio 強柱弱梁比檢核功能後，可於模型上梁柱

接頭節點處顯示計算之強柱弱梁比值，該比值(SCWB Ratio)依設計者於設計規範

Concrete Design Code 視窗內選定之 SCWB Design/Checking Method 進行檢核。 

如下兩種情況： 

(1) Design Strength Method 設計撓曲強度 

以梁柱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𝜑𝑏𝑀𝑛𝑏 , 𝜑𝑐𝑀𝑛𝑐 ,)計算強柱弱梁比值。 

𝑆𝐶𝑊𝐵 𝑅𝑎𝑡𝑖𝑜 = (
𝜑

𝑐
𝑀𝑛𝑐,𝑇 + 𝜑

𝑐
𝑀𝑛𝑐,𝐵

𝜑
𝑏
𝑀𝑛𝑏,𝐿 + 𝜑

𝑏
𝑀𝑛𝑏,𝑅

) 

(2) Nominal Strength Method 標稱彎矩強度 

以梁柱構件之標稱彎矩強度(𝑀𝑛𝑏 , 𝑀𝑛𝑐 ,)計算強柱弱梁比值。 

𝑆𝐶𝑊𝐵 𝑅𝑎𝑡𝑖𝑜 = (
𝑀𝑛𝑐,𝑇 + 𝑀𝑛𝑐,𝐵

𝑀𝑛𝑏,𝐿 + 𝑀𝑛𝑏,𝑅
) 

當選用 TWN-USD111 進行韌性設計時，建議按規範公式(18.4.3.2)採用 Nominal 

Strength Method，依標稱彎矩強度(𝑀𝑛𝑏)進行強柱弱梁比檢討。 

 

執行 Strong Column-Weak Beam Ratio 檢核強柱弱梁比值參數設定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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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 Column-Weak Beam Ratio 功能視窗 

 Output Option：輸出選項 

 Angle(Global Axis)：按全球座標軸方向顯示，X 向為 0 度/ Y 向為 90 度 

 Column Local Axis：按柱局部座標軸方向 Local-y / Local-z 顯示 

 Direction：顯示方向 

 Min. Ratio by Both Direction：順時針/逆時針方向兩者取最小值 

 Clockwise：顯示順時針方向強柱弱梁比 

 Counter-Clockwise：顯示反時針方向強柱弱梁比 

 Capacity Ratio：容量比 

 All：顯示所有節點之強柱弱梁比 

 Acceptance Limit：顯示出不符合係數 1.2 的節點與強柱弱梁比資料。

按規範公式(18.4.3.2)預設 Acceptance Limit = 1.2，設計者亦可修改。 

 

 按規範公式(18.4.3.2)說明，柱彎矩強度應為所考慮方向之側力作用下由各因

數化軸力計算所得之最小彎矩強度。因此程式考慮所有含地震力之載重組合，

以相對應的軸力與 P-M 交互影響曲線方法求得柱構件之彎矩強度，計算得強

柱弱梁比(SCWB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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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功能係於模型上直接顯示 SCWB Raito，直觀地以圖形化結果獲取強柱弱梁

比檢核結果。設計者若想要進一步獲取各節點相對應連接梁與柱所提供之彎矩

強度，可由強柱弱梁比結果資料表查看。 

 

指令：Design > RC Strong Column-Weak Beam > Strong Column-Weak Beam   

Ratio Table...  

 

執行 Strong Column-Weak Beam Ratio Table 強柱弱梁比檢核表功能後，將以表格

方式顯示各節點相對應控制載重組(LCB)、柱所提供之彎矩強度(Column Strength)、

相應順、逆鐘向梁所提供之彎矩強度(Beam Strength)，以及順、逆鐘向之強柱弱

梁比(SCWB Ratio)，並檢核是否符合規範 § 18.3.4 強柱弱梁比需求(OK/NG)。 

 

Strong Column-Weak Beam Ratio 強柱弱梁比的表格包含依全球座標系

Angle(Global Axis) (下圖)或柱局部軸方向Column Local Axis (下頁圖)兩表單，

表單內皆可列出順、逆鐘向(Clockwise & Counter-Clockwise)兩方向結果。 

 

 

強柱弱梁比表－Angle(Global Axis)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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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柱弱梁比表－Column Local Axis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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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柱設計力查詢 

由此功能可列出 Concrete Code Design 設計後相應各梁、柱構件設計力資料表。 

 

指令：Design > Forces/Properties > Concrete Design > Beam Design Force...  

      Design > Forces/Properties > Concrete Design > Column Design Force...  

 

梁構件 I 端、中段、J 端之設計彎矩值的決定，係考慮所有設計載重組合情況下，

取各分段區間內彎矩包絡最大值，故梁各區段彎矩設計力不一定是構件之 I端處、

1/4 處、1/2 處、3/4 處、J 端處各斷面位置的分析彎矩內力值。 

 

梁構件各區段彎矩值 

 

當考慮耐震韌性設計時，柱構件設計彎矩值多數由強柱弱梁彎矩分配所控制，因

此不一定是彈性分析所得之最大彎矩作為設計彎矩。此外，梁、柱構件之設計剪

力需考量塑鉸產生後引致之剪力，故梁、柱構件所採用設計力可能與彈性分析內

力結果表(Results > Result Tables > Beam Forces)所得不同，因此設計者應由 Concrete 

Design > Beam Design Force 與 Column Design Force 功能查詢梁構件與柱構件設計

時採用之設計力。 

 

無論是否考慮耐震韌性設計條件，均可透過此功能查詢最終梁與柱構件採用的設

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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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Design Forces 表格 

 

Column Design Forces 表格 

當設計者於 Concrete Design Code 設定 Apply Special Provision for Seismic Design 考

慮耐震韌性設計時，梁/柱構件設計彎矩、設計剪力的計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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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sign Strength Method 決定設計彎矩：採用梁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𝜑𝑏𝑀𝑛𝑏)進

行強柱弱梁分配，求得柱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 

 

(2) Nominal Strength Method 決定設計彎矩：採用梁構件之標稱彎矩強度(𝑀𝑛𝑏)進

行強柱弱梁分配，求得柱構件之設計彎矩強度。 

 



 

MIDAS 台灣邁達斯 技術部 

                                          RC - 41 

 柱端設計彎矩 

柱上、下端之設計彎矩是按規範 § 18.3.4 節，符合公式(18.4.3.2)採行強柱

弱梁分配方法計算，並依分析模型受設計地震力載重作用下該節點的柱端

彎矩等比例放大。 

   

柱上、下端設計彎矩計算方法說明如下： 

(1) 以 Design Strength 梁構件設計撓曲強度(𝜑𝑏𝑀𝑛𝑏)分配計算柱設計彎矩

 𝑀𝑐,𝑇 =
6

5
(𝜙𝑏𝑀𝑏𝑛,𝐿 + 𝜙𝑏𝑀𝑏𝑛,𝑅) × 𝑘1 ×

𝑀𝑐𝑒,𝑇

(𝑀𝑐𝑒,𝑇 + 𝑀𝑐𝑒,𝐵)
≥ 𝑀𝑢,𝑇 

𝑀𝑐,𝐵 =
6

5
(𝜙𝑏𝑀𝑏𝑛,𝐿 + 𝜙𝑏𝑀𝑏𝑛,𝑅) × 𝑘1 ×

𝑀𝑐𝑒,𝐵

(𝑀𝑐𝑒,𝑇 + 𝑀𝑐𝑒,𝐵)
≥ 𝑀𝑢,𝐵 

 

(2) 以 Nominal Strength 梁構件標稱彎矩強度(𝑀𝑛𝑏)分配計算柱設計彎矩

 𝑀𝑐,𝑇 =
6

5
(𝑀𝑏𝑛,𝐿 + 𝑀𝑏𝑛,𝑅) × 𝑘1 ×

𝑀𝑐𝑒,𝑇

(𝑀𝑐𝑒,𝑇 + 𝑀𝑐𝑒,𝐵)
× 𝜙𝑐 ≥ 𝑀𝑢,𝑇 

𝑀𝑐,𝐵 =
6

5
(𝑀𝑏𝑛,𝐿 + 𝑀𝑏𝑛,𝑅) × 𝑘1 ×

𝑀𝑐𝑒,𝐵

(𝑀𝑐𝑒,𝑇 + 𝑀𝑐𝑒,𝐵)
× 𝜙𝑐 ≥ 𝑀𝑢,𝐵

 

 

 

公式中，𝑘1 =
𝑀𝑐𝑒,𝑇+𝑀𝑐𝑒,𝐵

𝑀𝑏𝑒,𝐿+𝑀𝑏𝑒,𝑅
  ;而 

𝑀𝑐𝑒,𝑇

(𝑀𝑐𝑒,𝑇+𝑀𝑐𝑒,𝐵)
與

𝑀𝑐𝑒,𝐵

(𝑀𝑐𝑒,𝑇+𝑀𝑐𝑒,𝐵)
分別為上、下柱端彎

矩分配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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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修正係數為設計地震力載重作用下，構架接頭節點相應之梁、柱構件彎

矩比值。考慮 k1 係數可適當反映接頭處結構行為差異，修正梁有角度時（或

正交梁有角度）時，對柱構件產生之分力修正。 

 

 

(3) Probable Flexural Strength 決定設計剪力：計算梁端塑鉸產生後的梁、柱構件

可能彎矩強度，考慮塑鉸產生後引致之剪力，決定梁、柱構件設計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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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端可能彎矩強度（𝑀𝑝𝑟：Probable Beam Flexural Strength） 

程式以雙筋法推求順、逆鐘向之梁端可能彎矩強度𝑀𝑝𝑟，計算時採用之拉力

鋼筋降伏應力為 1.25fy，強度折減係數𝜑𝑏 = 1.0不考慮折減，計算方法如下

圖示說明。 

As,Bot,I

,pr IM +

,pr JM −

JI

As,Top,J

Clockwise 順時針向

AsTop,I

,pr IM −

,pr JM +

JI As,Bot,J

Counter-Clockwise 逆時針向

,e JV

,e IV

AsTop,I

As,Bot,J

As,Bot,I

As,Top,J

 

計算梁端可能彎矩強度𝑀𝑝𝑟  

 

 梁之設計剪力（𝑉𝑒） 

梁之設計剪力𝑉𝑒的計算係按規範 § 18.3.5.1 規定，採用塑鉸產生後引致之剪

力，加上垂直載重所產生之剪力計算之，公式如下： 

     

 

計算梁之設計剪力𝑉𝑒  

 

 柱端可能彎矩強度（𝑀𝑐𝑝：Probable Column Flexural Strength） 

柱上、下端之可能彎矩之計算，係採用梁構件塑鉸產生後所得之梁端可能彎

矩強度𝑀𝑏𝑝，按分析模型受設計地震力載重作用下該節點的柱端彎矩等比例

分配，公式如下： 

2

21 n

n

prpr

e

Wl

l

MM
v 

+
=

ln 



midas Gen 2023 技術文件 

Concrete Design Guide [TWN-USD111]  
 

                                          RC - 44 

𝑀𝑐𝑝,𝑇 = ∑ 𝑀𝑏𝑝 × 𝑘1 ×
𝑀𝑐𝑒,𝑇

(𝑀𝑐𝑒,𝑇 + 𝑀𝑐𝑒,𝐵)
 

𝑀𝑐𝑝,𝐵 = ∑ 𝑀𝑏𝑝 × 𝑘1 ×
𝑀𝑐𝑒,𝐵

(𝑀𝑐𝑒,𝑇 + 𝑀𝑐𝑒,𝐵)
 

前述計算所得之柱上、下端之可能彎矩𝑀𝑐𝑝，不應超過作用於每一柱端上各

種因數化軸力範圍內之最大可能彎矩強度𝑀𝑐𝑝𝑟。 

  柱設計剪力𝑉𝑒  

柱之設計剪力𝑉𝑒的計算係按規範 § 18.4.6.1 規定，需考慮柱每一端接頭面上

可能產生的最大力。按前述採用梁構件塑鉸產生後計算之柱端可能彎矩強

度引致之剪力。 

𝑉𝑒 =
𝑀𝑐𝑝,𝐵 + 𝑀𝑐𝑝,𝑇

𝐻
 

  

 當分析模型有考慮 Panel Zone Effect 剛域設定或 Beam End Offset 梁端偏

移指令時，梁、柱構件將以淨跨度(𝑙𝑛)來計算設計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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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樓層極限層剪力檢核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 2.17 節規定，為使建築物各層具有均勻之極限剪力

強度，無顯著弱層存在，應依可信方法計算各層之極限層剪力強度，不得有任ㄧ

層強度與其設計層剪力的比值低於其上層所得比值 80%者。包含所有二層樓以上

之建築物均須檢核極限層剪力強度。 

𝛽 =
(𝑉𝑝/𝑉𝑒)𝑖

(𝑉𝑝/𝑉𝑒)1+𝑖

≤ 0.8 

在梁、柱構件均完成韌性設計後，由以下指令查看樓層之極限層剪力結果表。 

指令：Results > Result Tables > Story > Ultimate Story Shear Force Check... 

 

極限層剪力按設計地震力作用之方向進行列表檢核，如下圖中、所示，X 向

與 Y 向分別須輸入相應的地震力作用角度，X 向 Angle=0 度、Y 向 Angle=90 度並

按 Apply 鍵確認後，方可得到相應正確之樓層極限層剪力檢核資料。 

 

 

Ultimate Story Shear Force Check 表格-X 向(Angle=0 度)  

 

Ultimate Story Shear Force Check 表格-Y 向(Angle=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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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在進行強柱弱梁韌性設計後，已求得各柱當其上、下梁端產生塑鉸時的柱剪

力，將整層的此等柱剪力相加即可得該層的極限層剪力(𝑉𝑝 )。按設計地震力作用

載重取得各層設計剪力(𝑉𝑒)，由 Ultimate Story Shear Force Check 表格中，分別對

順、逆鐘向檢討 Beta1(Vp/Ve)與 Beta2(Vp/Ve)後兩者取小值，決定各層之極限層剪

力強度比，若 MIN(Beta1,Beta2)≤ 0.8則表示為“NG”。 
H

(i+1)FL

(i)FL

1 ,

1 , 1

1 , ,( )

i ce T

i cp T bp

i ce T ce B

M
M M k

M M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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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1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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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p B bp

i ce T ce 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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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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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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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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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時針方向 ]

, ,bp bp L bp RM M M− += +

 

圖 柱端可能彎矩𝑀𝑐𝑝與柱剪力𝑉𝑝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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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調整梁、柱配筋再次檢討 

一般在梁、柱構件執行韌性設計後，程式已自動完成梁、柱構件之鋼筋配置，因

此強柱弱梁比檢討與極限層剪力檢核等均按照此實配鋼筋量計算，但設計檢核結

果要完全符合規範要求，需經設計者多次修改與再次檢討方能達成。另外由程式

自動配置的鋼筋也不一定符合鋼筋連續性等施工性考量，因此設計者可於 Modify 

Beam/Column Rebar Data 功能自行輸入與修改鋼筋配置，再次進行梁、柱構件各

項檢核讓設計結果更符合要求。 

 

指令：Design > RC Design > Modify Beam Rebar Data... 

Design > RC Design > Modify Column Rebar Data... 

 

 Update Rebar 自動寫入鋼筋資料 

執行完梁、柱構件設計後，由Beam Design…/ Column Design…或Ductile Design…

開啟 TWN-USD111 RC Beam/Column Design Result Dialog 梁、柱配筋設計結果

總表，由「Select All」全部選取或勾選「SEL」欄位中任一筆或多筆需要修改

鋼筋資料的構件，按視窗左下方之「Update Rebar」按鈕自動寫入鋼筋資訊。

根據設計結果的資料顯示方式，「Update Rebar」 功能可由設計者決定按 

"Member" 或 "Property" 將鋼筋資訊寫入對應之 "構件" 或 "斷面"中。鋼筋

配置資料寫入的方式說明如下： 

 

(1) 當資料顯示方式為 "by Property" 時，鋼筋資訊按 "斷面" 寫入鋼筋配置

資料，亦即將該斷面最不利的總合設計配筋結果寫入該斷面所對應的各構

件中。此種方式在鋼筋資訊修改時較為簡便，但鋼筋用量可能會稍有增加。 

(2) 當資料顯示方式為 "by Member" 時，鋼筋資訊按 "構件" 寫入鋼筋配置

資料，亦即將該構件之個別配筋設計結果寫入對應的構件中。相同斷面會

因不同構件賦予不同的鋼筋配置結果，設計資料較細分，相同斷面會衍生

許多 Sub Section 次斷面序號，鋼筋資訊修改可按個別構件逐一處理，但資

料整理上較為瑣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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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構件按斷面寫入鋼筋資訊        梁構件按構件寫入鋼筋資訊 

      

柱構件按斷面寫入鋼筋資訊       柱構件按構件寫入鋼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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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與修改自動寫入的鋼筋資料 

執行設計結果總表的「Update Rebar」功能自動寫入鋼筋資料後，設計者便可

由Modify Beam/Column Rebar Data功能查看自動寫入的梁/柱構件鋼筋資訊，

或在此功能視窗內進行鋼筋資料的編輯修改工作。 

 

(1) 梁構件鋼筋資訊：在 Modify Beam Rebar Data...視窗內「Bar」欄位顯示為

" In" 所對應的斷面，表示已寫入梁構件之鋼筋資訊 (如下圖中所示)。 

 

 

查看與編輯梁構件鋼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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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柱構件鋼筋資訊：在 Modify Column Rebar Data... 視窗內「Bar」欄位顯示

為" In" 所對應的斷面，表示已寫入柱構件之鋼筋資訊 (如下圖中所示)。 

 

 

查看與編輯柱構件鋼筋資訊 

設計者可針對「Bar - In」已寫入鋼筋資訊的斷面，由視窗內 Rebar data 表格

修改鋼筋配置，如主筋號數與支數(Main Rebar)、箍筋號數與間距(Stirrup, 

Tie/Spirals)、扭力筋號數與支數(Skin)、主筋到邊緣混凝土的距離(dT, dB, do)等，

下方的 Detail Figure 斷面配筋詳圖將動態同步更新，方便確認鋼筋配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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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視窗下方 Detail Figure 左側的"日"按鈕 (如前頁圖中所示)可關閉斷面

配筋詳圖，若點選符號"田"則可再次開啟斷面配筋詳圖的顯示。 

 

 手動輸入鋼筋資料的方法 

一般在既有建築物的耐震評估作業，既有建物的梁、柱構件配筋資料為已知情

況下，可直接開啟 Modify Beam/Column Rebar Data 功能視窗，此時「Bar」欄

位顯示為 " - "，表示該斷面尚未寫入任何鋼筋資訊，設計者可直接於視窗內

Rebar data 表格手動輸入梁、柱構件之鋼筋配置資訊後，按「Add/Replace」

按鈕加入鋼筋資料。 

 

 依表格編輯鋼筋資料的方法 

前述查看自動寫入的梁/柱構件鋼筋資訊，或在 Modify Beam/Column Rebar 

Data 功能視窗內進行鋼筋資料的編輯修改工作，當欲修改資料的筆數較多的

情況下，資料編輯相對耗時。建議設計者可依 Concrete Design Tables > Modify 

Beam Rebar Data...與 Modify Column Rebar Data...表格功能編輯梁、柱構件鋼

筋資料，亦可先由 MS-Excel 程式進行鋼筋資料彙整編輯後，複製/貼回此表格

功能。 

 

指令：Design > RC Design > Concrete Design Tables > Modify Beam Rebar Data... 

Design > RC Design > Concrete Design Tables > Modify Column Rebar Data... 

 

無論是由執行設計結果總表的「Update Rebar」功能自動寫入鋼筋資訊，或由設計

者自行手動輸入鋼筋資料，程式會將相關鋼筋資訊同步列入工作樹 (Works Tree)

表單內，方便設計者運用工作樹選單相關功能指令，諸如選取、查看、編輯與指

派、刪除...等進行各項修改工作，以及利用右鍵功能表的"Properties"選項，直接

連結開啟對應的 Modify Beam/Column Rebar Data 視窗，快速方便查看與編輯鋼

筋資訊。 

 

 



midas Gen 2023 技術文件 

Concrete Design Guide [TWN-USD111]  
 

                                          RC - 52 

透過 Modify Beam/Column Rebar Data... 功能重新確認梁/柱構件之鋼筋配置後，

對於已修改鋼筋配置的梁、柱構件須執行 Concrete Beam/Column Checking 指令重

新核算斷面強度。 

指令：RC Design > Concrete Code Check > Beam Checking... 

RC Design > Concrete Code Check > Column Checking... 

 

梁、柱構件 Beam/Column Checking 執行結束後，會出現依照台灣規範（TWN-

USD111）進行 RC 韌性設計的梁構件與柱構件之檢核結果視窗。 

   TWN-USD111 RC-Beam Checking Result Dialog 梁檢討結果視窗 

   TWN-USD111 RC-Column Checking Result Dialog 柱檢討結果視窗 

 

梁、柱構件檢討結果表的顯示資訊大致同梁、柱構件設計結果表，查看結果的方

式亦同前述方法。斷面再次核算後即可再次進行強柱弱梁檢討與樓層極限層剪力

檢核功能，重新獲取相關對應檢核報表資料，新的各項檢核結果係依據設計者修

正後之配筋條件核算而得。 

 
Beam Checking Result 梁檢討結果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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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Checking Result 柱檢討結果視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