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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震前七日澆置混凝土構造物之安全鑑定 

6666.1.1.1.1        鑑定意義與目的鑑定意義與目的鑑定意義與目的鑑定意義與目的    

新拌混凝土澆置時為液態狀，在常態條件下，初凝約需一小時，終凝（固

化）約需一天，藉由水化作用歷時約28天發展達設計強度fc’以上，而7天齡

期之混凝土強度約達設計強度之70%。鋼筋混凝土構造物之結構強度主要來

自鋼筋與混凝土個別強度之結合，並藉由混凝土對鋼筋握裹力之發揮，而混

凝土之握裹強度則係隨其抗壓強度之發展而漸增。 

民國 88 年 921 大地震後，臺灣地區又發生多次規模六以上之強烈地

震，因地震造成建築物振動搖晃，對於剛澆置完成的混凝土結構體可能產生

不良影響，尤其是齡期在 7 天以內之混凝土，其強度尚未發展完全，與鋼

筋間之握裹能力亦不足，以致這段期間澆置之混凝土構造物之品質受到質

疑，諸如混凝土強度是否降低？鋼筋與混凝土間的握裹力是否減弱等。針對

上述疑慮，內政部曾數度發函各縣市建築主管單位（詳如附錄四），對於震

度達四級以上地區之施工中建築物，於地震前七日有澆置混凝土行為者，請

責成該工程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等，針對該樓層結構安全委託公會勘估，

並應將勘估成果報建築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可復工，以確保公共安全。 

6666....2222        鑑定工作項目鑑定工作項目鑑定工作項目鑑定工作項目    

地震前七日澆置混凝土構造物之安全鑑定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目視檢測目視檢測目視檢測目視檢測 

（一）鋼筋出露部位與混凝土密合性（鋼筋露出混凝土部位之分離情況）。 

（二）模板支撐穩定性。 

二、裂縫量測裂縫量測裂縫量測裂縫量測（（（（優先檢視受力較大處優先檢視受力較大處優先檢視受力較大處優先檢視受力較大處）））） 

（一）硬化混凝土表面裂縫狀況。 

（二）裂縫寬度及長度。 

（三）裂縫深度（必要時）。 

三、混凝土檢測混凝土檢測混凝土檢測混凝土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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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壓強度。 

（二）試錘強度檢測（參考用）。 

（三）超音波波速檢測（參考用）。 

四、鋼筋握裹力檢測鋼筋握裹力檢測鋼筋握裹力檢測鋼筋握裹力檢測（（（（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 

6666....3333        鑑定作業說明鑑定作業說明鑑定作業說明鑑定作業說明    

一一一一、、、、非破壞性檢測方法非破壞性檢測方法非破壞性檢測方法非破壞性檢測方法    

（一）對地震前七日澆置混凝土構造物進行安全鑑定時，首先應作目視檢

測，檢視鋼筋出露部位與混凝土密合性及模板支撐之穩定性；其次則

為量測硬化混凝土表面裂縫狀況，以受力較大處（如牆周界、梁端或

柱頂及柱底等）優先量測，並逐項記載，若有裂損狀況，須註明裂縫

之位置、寬度及長度。 

（二）另為初步瞭解混凝土品質之分佈情形及初估混凝土強度，可採用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鎚鎚鎚鎚檢測檢測檢測檢測或超音波波速檢測超音波波速檢測超音波波速檢測超音波波速檢測等非破壞性檢測方法，測定各部位混凝土之

相對強度或品質均勻性，供評估參考。 

二二二二、、、、鋼筋握鋼筋握鋼筋握鋼筋握裹力檢測方法裹力檢測方法裹力檢測方法裹力檢測方法    

（一）鋼筋握裹力檢測方法，可實際從結構體中鑽取軸向有鋼筋的鑽心體，

進行拉拔試驗。這種方法理論上是從構造物中取出試樣，可以直接測

出握裹力，惟這種方法是一種高度的破壞性試驗，取樣過程中，對於

鋼筋及混凝土的界面間產生極大的擾動能量，所測得的拉拔力，應是

包含地震後及取樣時所產生的擾動結果，很難判斷受那一種行為的影

響性比較大，比例也無從計算。另外，欲檢視鋼筋與混凝土接觸部位

是否有分離現象，亦可將水滴在鋼筋四週，觀察是否有浸濕現象加以

印證。 

（二）鋼筋握裹力檢測亦可採用半破壞性之藥液灌入法藥液灌入法藥液灌入法藥液灌入法，此方法係由國立臺

灣科技大學黃兆龍教授等研究團隊所開發，可作為鋼筋握裹力性質簡

易量測技術（半破壞性試驗的藥液灌入法），適用對象包含柱、梁、

版、牆等構件，試驗方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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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測試構件後，使用鋼筋探測器標定受測構件鋼筋位置。在間隔約

15~30 公分的距離，鑽取兩個鑽孔，直徑約10mm，確認鋼筋位置。

上端孔洞中固定貫注頭，連接空氣壓縮機，將液態環氧樹脂以壓力

灌入孔洞內，灌注壓力為1,000psi。測試時，量取灌入的量，同時維

持1,000psi 的壓力約10至15分鐘，觀察壓力的變化。 

2. 試驗過程中應詳實記錄環氧樹脂的灌入量、壓力損失量和下端孔是否

有環氧樹脂流出。 

3. 當灌注環氧樹脂的劑量有增加的現象，或灌注壓力有下降的趨勢時，

表示環氧樹脂經由壓力的驅動，流入鋼筋和混凝土分離的界面。 

4. 倘若從另一端孔流出，則顯示鋼筋和混凝土是分離的，握裹力有不足

的現象獲得印證，此時可利用環氧樹脂立即加以修補填入分離處，

達到檢測和補強的雙重目標。若環氧樹脂不是從另一端孔流出，而

是從其它部位溢出時，表示鑽孔附近的混凝土有蜂窩、冷縫或龜裂

等缺陷，這和握裹力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可利用測試的機會，進行

補強的工作。 

（三）其他經學術單位研發證實有效之鋼筋握裹力檢測法，亦可採用。 

6666....4444        鑑定注意事項鑑定注意事項鑑定注意事項鑑定注意事項    

地震前七日澆置混凝土構造物之安全鑑定工作，除參考前述各章一般注

意事項外，其餘事項補充如下： 

一、評估為安全之準則如下： 

（一）經檢視，澆置樓層頂版之鋼筋出露部位與混凝土密合性良好，模板支

撐無鬆動、位移、傾斜及爆開等現象。 

（二）澆置樓層於受力較大處（如牆周界、梁端或柱頂及柱底等）之硬化混

凝土表面未發現裂縫。 

（三）若澆置樓層之部分構件經前述兩款檢視結果確有裂損，應進一步採破

壞性之鋼筋握裹力檢測方法鋼筋握裹力檢測方法鋼筋握裹力檢測方法鋼筋握裹力檢測方法試驗以詳細評估其強度，必要時應進行補

強或局部拆除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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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符合內政部「混凝土結構施工規範」

第 18.5 節之規定。必要時，得採強度鎚抽樣檢測或超音波波速抽樣

檢測，以比對結果。 

二、申請單位應提供與標的物澆置樓層相關之建照核准圖，或經監造單位簽

核之施工圖影本。 

三、申請單位應提供標的物澆置樓層之混凝土進料單，以作為鑑定人研判之

依據。 

四、標的物澆置樓層之所有柱、梁、版與結構牆均應檢視，並予拍照記錄。 

五、非破壞性試驗法（如強度鎚試驗）僅能配合鑽心試驗，單獨非破壞性試

驗之結果不得直接作為混凝土品質評估、認可或拒收之依據。 

六、應隨機選擇對構件強度損壞最小之位置混凝土鑽心取樣，鑽心前應先進

行鋼筋掃描，以避免鑽斷箍筋或主筋。 

七、每一澆置樓層至少取樣三處，且須符合「混凝土結構施工規範」之規定，

同組試體之平均抗壓強度不低於規定強度 fc’之 85%，且任一試體之抗

壓強度不低於 fc’之 75%。 

八、鑽心取樣後之殘孔應以低坍度之同等強度混凝土或無收縮性水泥砂漿填

補之。 

6666....5555        鑑定報告書之格式鑑定報告書之格式鑑定報告書之格式鑑定報告書之格式    

地震前七日澆置混凝土構造物之安全鑑定報告書格式至少應包含以下

內容： 

一、申請單位或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 

二、申請日期及文號 

三、標的物坐落 

四、鑑定要旨 

五、鑑定依據 

六、會勘日期與參加人員 

七、鑑定經過 

八、標的物構造、用途及施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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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鑑定內容（各構件表面檢視及量測結果、取樣試驗結果、抽樣試驗結果） 

十、鑑定結論與建議 

十一、附件 

（一）鑑定申請書 

（二）標的物位置圖 

（三）會勘通知函 

（四）會勘紀錄表 

（五）標的物鑑定樓層平面圖 

（六）標的物現況外觀照片 

（七）標的物澆置樓層各構件現況調查紀錄表、照片及拍攝位置圖 

（八）標的物澆置樓層取樣試驗、抽樣試驗位置圖及試驗報告 

十二、鑑定人簽章及專業證照字號 

十三、報告書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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