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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摘要 

我們台灣的地震發生次數算平凡，再加上現今的樓層越蓋越高，透過我們所做的核心筒

實驗來了解核心筒如何減緩建築物的搖晃情形。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表現第一名的是厚正

方形核心筒，加厚的構造使建築物的更加穩固而使建築物搖晃距離也最小。第二名的是不同

核心筒數量，當使用兩個核心筒時，建築物確實會比較穩定。第三名則是正方形 8支主支架

的核心筒，當我們加強核心筒的結構時當然也會使核心筒更穩定，使建築物比較不會搖晃。

所以核心筒可以用來幫助減緩建築物的搖晃達到防震的目的。 

 

貳、 研究動機 

     當我們看到地震特報時，裡面的場景慘不忍睹，令人傷心。我們很想了解有那些方式可

以防震，於是我們上網查了一下，發現有很多種的防震的方式，其中，令我們最印象深刻的

是「核心筒」的結構。核心筒就是在建築物的中央部分，以鋼筋混凝土建構而成，很常用在

於高樓層的建築物上。所以我們想研究核心筒對於防震效果的影響是什麼？ 

 

參、 研究目的 

一、 建築物中的核心筒是什麼？ 

二、 探討房子有無核心筒對防震的影響。 

三、 探討核心筒不同形狀對防震的影響。 

四、 探討不同面積大小的核心筒對防震的影響。 

五、 探討核心筒不同厚薄對防震的影響。 

六、 探討核心筒不同數量對防震的影響。 

七、 探討核心筒不同支架數量對防震的影響。 

八、 探討核心筒位置對防震的影響。 

 

肆、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研究器材及設備 

1.鋸弓 2.搖擺機 3.搖擺平台 4.切割墊 

5.熱熔膠槍 6.固定夾 7.夾子 8.計時器 

9.木頭固定器 10.攝影機 11.刀子 12.尺 

13白膠 14砂紙   

二、 研究材料 

1.木條 2.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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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器材與實驗照片 

   

圖 1、熱溶槍 圖 2、鋸弓 圖 3、割木頭的刀子 

   

圖 4、自製搖擺平台 圖 5、搖擺機 圖 6、切割墊 

   

圖 7、攝影機 圖 8、夾子 圖 9、夾子 

   

圖 10 、木頭固定器 圖 11、計時器 圖 12、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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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白膠 圖 14、尺 圖 15、木條 

   

伍、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架構圖 

 

 

 

 

 

 

 

 

 

 

二、 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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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測試示意圖 

 

 

 

 

※建築物的材料與搭建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辦的抗震盃」為依據。 

 

圖 16、畫設計圖 圖 17、畫木條和畫定位點 圖 18、切割木條 

   

圖 19、先蓋無核心筒的建

築物 

圖 20、蓋好有核心筒的房

子 

圖 21、放在搖擺機上並錄

影 

 

  

圖 22、最後用電腦分析   

3 層樓建築物 

搖擺機 

固定夾 
白色背景 

核心柱 

樓層定位點 

自製搖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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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築物中的核心筒是什麼？ 

核心筒是架構在建築物中央的結構，通常會把核心筒規劃成樓梯空間、公共廁

所、電梯井道等的中央核心筒結構。核心筒會以鋼筋混凝土組成，擁有絕佳的抗震

能力。核心筒也可以減少建築物內的支架數量，讓室內使用面積變大，所以樓層越

高的建築物中都會看到核心筒的構造。 

 

五、 探討房子有無核心筒對防震的影響(正方形中間) 

(一)  實驗步驟： 

1. 架好建築物並在正中央架好正方形核心筒 

2. 架好無核心筒的建築物 

3. 分別把兩棟建築放上搖擺平台實驗 

4. 錄影並電腦分析實驗結果 

六、 探討核心筒不同形狀對防震的影響(正方形、長方形) 。 

(一)  實驗步驟： 

1. 架好建築物並在正中央架好正方形核心筒 

2. 架好建築物並在正中央架好長方形核心筒 

3. 分別把兩棟建築放上搖擺平台 

4. 錄影並電腦分析實驗結果 

七、 探討不同面積大小的核心筒對防震的影響(正方形、長方形) 。 

(一)  實驗步驟： 

1. 架好兩棟建築物並架上正方形大的和小的核心筒 

2. 架好兩棟建築物並架上長方形大的和小的核心筒 

3. 分別把四棟建築物放上搖擺平台 

4. 錄影並電腦分析實驗結果 

八、 探討核心筒不同厚薄對防震的影響(1-2道牆) 。 

(一)  實驗步驟： 

1. 架好建築物並在正方形核心筒四周再增加一道牆 

2. 架好建築物並在正中央架好正方形核心筒 

3. 分別把兩棟建築放上搖擺平台 

4. 錄影並電腦分析實驗結果 

九、 探討核心筒不同數量對防震的影響(1-2核心筒) 。 

(一)  實驗步驟： 

1. 架好建築物並架上兩個正方形的核心筒 

2. 架好建築物並在正中央架好正方形的核心筒 

3. 分別把兩棟建築物放上搖擺平台  

4. 錄影並電腦分析實驗結果 

十、 探討核心筒不同支架數量對防震的影響(4支、8支) 。 

(一)  實驗步驟： 

1. 架好建築物並在不同位置架上右上的核心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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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架好建築物並在不同位置架上右上中間的核心筒 

3. 架好建築物並在不同位置架上正中間的核心筒 

4. 分別把三棟建築物放上搖擺平台 

十一、 探討核心筒位置對防震的影響(左上、左上中間、中間) 。 

(一)  實驗步驟： 

1. 架好建築物並在不同位置架上右上的核心筒 

2. 架好建築物並在不同位置架上右上中間的核心筒 

3. 架好建築物並在不同位置架上正中間的核心筒 

4. 分別把三棟建築物放上搖擺平台 

5. 錄影並電腦分析實驗結果 

 

陸、 研究結果 

一、 探討房子有無核心筒對防震的影響。 

(一)  研究結果 

   

圖 23、蓋核心筒 圖 24、測量搖擺程度 圖 25、分析搖擺程度 

  

圖 26、無核心筒 3F 搖晃情形。              圖 27、正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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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無核心筒和正方形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圖 29、無核心筒和正方形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二)  實驗討論 

1. 在這個實驗我們主要比較的是建築物無核心筒構造和建築物有核心筒的構

造，從圖 26-27為我們比較無核心筒的 3F和有正方心核心筒的 3F在建築

物搖晃的情況錄影起來並使用 tracker軟體所製出來的折線圖。從圖 28中

我們比較建築物搖晃的距離時，我們可以看見無核心筒的 3F所產生的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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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比較大，而有正方形核心筒的 3F所產生的搖晃距離比較小。從圖 29

中我們比較建築物搖晃的加速度時，我們可以看見無核心筒的 3F搖晃產生

的加速度比較快，而有正方心核心筒的 3F搖晃產生的加速度比較慢。 

2. 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我們發現三層樓高的建築物在我們地震模擬的狀態

下確實會產生搖晃的情況，且樓層越高搖晃得越大。我們無核心筒的建築

物不管是搖晃的距離或是搖晃的加速度確實都是比有正方形核心筒的建築

物還要來的激烈，這代表正方形核心筒確實可以幫助穩定建築物的結構並

減緩地震所產生的搖晃情形。 

 

二、 探討核心筒不同形狀對防震的影響。 

(一)  研究結果 

   

圖 30、蓋核心筒 圖 31、測量搖擺程度 圖 32、分析搖擺程度 

  

            圖 33、正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圖 34、長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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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正方形核心筒和長方形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圖 36、正方形核心筒和長方形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二)  實驗討論 

1. 在這個實驗我們主要比較的是建築物核形筒形狀的差別，從圖 33-36中我

們比較不同形狀的核心筒建築物搖晃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正方形核心筒

搖晃距離比長方形核心筒還要來的小；正方形核心筒加速度也比長方形核

心筒還要來的慢。這代表正方形核心筒的建築物搖晃的程度會比長方形核

心筒比較緩和。我們也可以看出無核心筒也是表現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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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得知正方形核心筒的表現較好，我們認為長方形核心筒

會比正方形核心筒還搖晃的原因是長方形有不同長度的底部構造所組成，

所以當建築物在搖晃起來的時候，力量分散不均勻所造成的結果。 

 

三、 探討不同面積大小的核心筒對防震的影響。 

(一)  研究結果 

   

圖 37、蓋核心筒 圖 38、測量搖擺程度 圖 39、分析搖擺程度 

  

圖 40、小正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圖 41、大正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圖 42、大正方形核心筒和小正方形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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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大正方形核心筒和小正方形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圖 44、小長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圖 45、大長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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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大長方形核心筒和小長方形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圖 47、大長方形核心筒和小長方形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二)  實驗討論 

1. 在這個實驗我們主要比較的是正方形核心筒或是長方形核心筒當面積加大

一倍的時候是否比較會減少建築物的搖晃，從圖 42中我們可以看到小正方

形核心筒建築物的搖晃程度比大正方心核心筒建築物小，而從圖 43中我們

可以看出小正方形核心筒建築物的搖晃加速度比大正方形核心筒慢。另

外，從圖 46中的小長方形核心筒建築物的搖晃距離比大長方形核心筒建築

物小且小長方形核心筒建築物加速度比大長方形核心筒建築物慢。這樣的

結果代表正方形核心筒和長方形核心筒面積大上一倍對於減緩建築物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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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比較好。 

2.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得知不管是正方形核心筒或是長方形核心筒的面積加大

的表現並沒有比較好，我們認為核心筒的目的是要以集中的一個結構來強

化建築物的穩定度，但是當我們把核心筒的面積加大後，就失去核心筒的

主要功能，反而讓建築物搖晃變大。所以建築物的核心筒的大小要適中，

不可以過大而失去核心筒的意義。 

 

四、 探討核心筒不同厚薄對防震的影響。 

(一)  研究結果 

   

圖 48、蓋核心筒 圖 49、測量搖擺程度 圖 50、分析搖擺程度 

  

圖 51、單層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圖 52、雙層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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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單層核心筒和雙層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圖 54、單層核心筒和雙層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二)  實驗討論 

1. 在這個實驗我們主要比較的是建築物單層結構(薄核心筒)的正方形核心筒

和雙層結構(厚核心筒)的正方形核心筒，從圖 53-54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方

形厚核心筒的 3F搖晃距離比較短，相對的，正方形薄核心筒的 3F搖晃距

離比較長。接下來我們比較建築物搖晃的加速度，同樣的正方形厚核心筒

建築物加速度比較慢，而正方形薄核心筒建築物加速度比較快。這樣的結

果代表雙層結構(厚核心筒)的正方形核心筒可以更加強化建築物的穩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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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較好的抗震表現。 

2.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得知雙層結構(厚核心筒)的正方形核心筒為最佳，我們

知道核心筒的結構就是要減少室內柱子數量並使用單一結構來強化建築

物，所以當我們把核心筒的結構做得更加堅固，使其結構變成雙層結構，

確實比單層結構(薄核心筒)的表現還要好。 

 

五、 探討核心筒不同數量對防震的影響 

(一)  研究結果 

   

圖 55、蓋核心筒 圖 56、測量搖擺程度 圖 57、分析搖擺程度 

  

圖 58、一個正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圖 59、兩個正方形核心筒 3F 搖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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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一個正方形核心筒和兩個正方形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圖 61、一個正方形核心筒和兩個正方形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二)  實驗討論 

1. 在這個實驗我們主要比較在一棟建築物中一個核心筒或兩個核心筒受到搖

晃時候的表現。從圖 60-61中我們比較一個正方形核心筒的 3F和兩個正方

形核心筒的 3F對建築物搖晃的距離和搖晃加速度的影響，我們可看到一個

正方形核心筒的搖晃距離比較長，而兩個正方形核心筒的搖晃距離比較

短；此外，一個正方形核心筒的搖晃速度較快，兩個正方形核心筒的搖晃

速度較慢。這樣的結果代表建築物中有兩個核心筒的時候可以更加穩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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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受到搖晃情況。 

2. 根據先前的實驗結果我們可以了解核心筒可以協助穩定建築物，當我們使

用兩個核心筒的時候確實有讓建築物更加穩固並使建築物搖晃情況變得更

小。但是相對的反而會減少樓層可以使用的面積，這個有違背使用核心筒

的優點，因為核心筒其中一項優點是用來減少樓層的柱子的數量。 

 

六、 探討核心筒不同支架數量對防震的影響 

(一)  研究結果 

   

圖 62、蓋核心筒 圖 63、測量搖擺程度 圖 64、分析搖擺程度 

  

圖 65、正方形核心筒 4 枝支架 3F 搖晃情形。    圖 66、正方形核心筒 8 枝支架 3F 搖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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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不同支架數量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圖 68、不同支架數量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二)  實驗討論 

1. 在這個實驗我們主要比較的是把一個正方形核心筒的結構做改變，把原本

4支主支架增加為 8支主支架來看哪種數量結構的核心筒會較穩定建築

物。從圖 67中我們可以看出正方形 8支主支架核心筒的搖晃距離比較小，

而正方形 4支主支架核心筒搖晃距離比較大，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正方形 8

枝主支架核心筒的加速度比較慢，而正方形 4枝主支架核心筒的搖晃加速

度比較快。這樣的結果代表增加為 8支主支架的正方形核心筒能有效減少

建築物的搖晃。 

2.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得到正方形 8支主支架核心筒和正方形 4支主支架核

心筒的比較不管是搖晃的距離或是搖晃的加速度都表現比較好。我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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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核心筒的支架數量增加的時候，也是強化了核心筒的穩定度，這

樣就有助於建築物比較不會搖晃了。 

七、 探討核心筒位置對防震的影響 

(一)  研究結果 

   

圖 69、蓋核心筒 圖 70、測量搖擺程度 圖 71、分析搖擺程度 

  

            圖 72、中間正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圖 73、右上(中間)正方形核心筒 3F搖晃情形。                                     

 
圖 74、右上正方形核心筒 3F 搖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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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不同位置核心筒搖晃距離的比較。 

 

圖 76、不同位置核心筒搖晃加速度的比較。 

 

(二)  實驗討論 

1. 在這個實驗我們主要比較的是當建築物在搖晃的時候正方形核心筒在樓層

不同的位置會有什麼影響。從圖 75中我們發現比較搖晃距離的時候以正方

形核心筒位置在正中間的搖晃最小，其次右上核心筒的位置，再來是右上

中間的核心筒的位置。從圖 76中我們所看到搖晃加速度的結果與搖晃距離

的結果相同，最好的是在正中間的核心筒方，其次右上核心筒的位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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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右上中間的核心筒的位置。這樣的結果代表正方形核心筒位置改變確

實會影響建築物的穩定性。 

2.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知道最佳的核心筒位置就是在建築物的正中間，最差的

為右上中間位置的地方。我們認為會有這樣的結果主要是核心筒在正中間

時等於使這個建築物的重心也是在中心位置上，所以當建築物搖晃的時候

產生的晃動會比較小。但是當核心筒在右上中間位置的時候，等於建築物

的重心偏移，反而造成建築物容易搖晃。不過當核心筒是在建築物的右上

角的位置時，受到兩側牆壁結構的支撐關係所以搖晃程度會比右上中間位

置的核心筒搖晃程度還來得小。 

 

柒、 結論 

一、 有無核心筒的實驗確實有核心筒的建築物可以降低搖晃情形，其原因是當建築物

有核心筒的結構可以強化建築物穩定之外並把搖晃的力量均勻分散開來，所以建築

物會比較穩固。 

二、 正方形核心筒比長方形核心筒還可以減緩建築物的的搖晃情形，原因是因為長方

形核心筒它就只有兩雙對邊，所以受力不平均；正方形核心筒它四邊都一樣長，所

以受力平均，因此可得知，正方形核心筒比長方形核心筒還更能防震。 

三、 當我們比較不同面積的核心筒時，我們發現小的核心筒比大的核心筒更能防震，

因為核心筒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搖晃的力量集中，一旦把核心筒的面積變大，就失去

它的用意。 

四、 當我們比較不同厚薄大小的核心筒時，我們看到正方形厚核心筒的搖晃加速度和

距離比正方形薄的核心筒還要慢、短，因為核心筒主要目的是強化主結構，因此增

加厚度會加強建築物的穩定性。 

五、 兩個正方形核心筒確實可以減緩地震的搖晃，因為一個正方形核心筒只有一個地

方可以集中搖晃的力量；兩個正方形核心筒卻有兩個地方可以集中，因此可得知兩

個正方形核心筒比一個正方形核心筒能防震。 

六、 當我們比較不同支架數量的核心筒時，我們看到正方形 4支主支架核心筒的搖晃

加速度和距離大小比正方形 8支主支架的核心筒表現差，因為當我們曾加核心筒的

支架的時候就是強化核心筒的結構，因此可以更加防震。 

七、 正方形正中間核心筒確實可以減緩地震的搖晃程度，因為正方形正中間核心筒把

受力集中在中間，且等於使建築物的重心在中間位置上所以搖晃程度比較小。而右

上中間核心筒把受力集中在右上中間的位置，其重心也等於在那個地方，這樣的偏

離就容易使建築物比較會搖晃。最後右上角正方形核心筒因為兩側有牆壁可以協助

支撐並分攤受力，所以搖晃起來會比右上中間核心筒的表現還來得好些。 

 

 

 



22 

 

捌、 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 黃子齊。第 52屆科展。「震不震」的住。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學。 

二、 張凱翔。第 44屆科展。921地震，房子倒不倒有關係。臺中縣后里鄉內埔國民小

學。 

三、 戴立嘉。第 47屆科展。十震九穩－建築物抗震之研究。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四、 蔡依儒。科展。不可思議的地震。臺北縣後埔國小。 

五、 孫振崴。第 58屆科展。天「柱」我也。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六、 邱垂青。第 45屆科展。天空之城耐震設計與隔震技術之探討。臺北縣立永和國民

中學。 

七、 邱垂青。第 44屆科展。抗震大作戰─建築結構耐震研究。臺北縣立永和國民中學。 

八、 施泓丞。第 53屆科展。"城市殺手"直下型地震。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 

九、 李宜家。第 45屆科展。建築結構拓樸對不同地震波形之耐震研究。臺北市私立衛

理女子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