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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些強度設計及規範的資訊不足。本報

告將介紹如果要制定竹構造建築技術規範準

則前，有哪些必須先討論及思考有足夠的試

驗項目及數據提供資訊，以擬訂規範準則提

供建築師設計規劃的參考依據，而設想哪些

資訊是未來研究議題並介接努力的方向。 

竹材之潛力

根據臺灣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結果，

全臺竹林面積約18.3萬公頃，占總林地面積

8.3%，顯示臺灣的竹材資源豐富。相較於木

材，竹材亦屬天然生態環保木質材料，由纖維

素、半纖維素及木質素等所構成，具有可再生

性、固碳及天然等優良特性，二者在組成分上

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另一個優點是竹材具有

生長快速、輪伐期短及高抗拉強度等特性，竹

類在生長季節中，平均僅需5~11週即長大成

材，3年生以上竹齡幾已達成熟狀態，且其生

長與更新遠較林木所需時間短，竹材較造林

木收穫生產對環境保全的干擾更低，因此在

做為替代木材的利用上竹材被認為是一具有

高度發展潛能之材料。而不同栽植地、竹種、

竹齡、竹稈橫斷面形狀等皆會影響竹材強度，

而直接影響竹結構建築的應用，這些基本竹

材性能資料需要研究介接提供資訊。

竹材之特性

竹材雖然有生長快速以及優良之強度

性質，但自砍伐至使用製造階段，易產生乾

竹構造建築技術規範準則之芻議想定

前言

在早期社會中，竹子是做為生活用材、

家具、建築及食物等不可或缺的材料之一，舉

凡食衣住行都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由此可

見竹材在臺灣是一種相當重要的森林資源。

然而，隨著工業社會發展，材料科學技術的演

進，臺灣地理環境條件因素等，目前臺灣建築

上多使用鋼筋、混凝土來做為主要建材原料，

以竹材做為建築材料的經濟產業規模是低的。

近來環境保全議題受到重視，許多建築師紛紛

指出竹子為對環境最為友善的綠色建材之一，

現代社會所使用的建築材料產生的高耗能、加

工不便性及汙染環境等負面形象，致使目前建

築物發展逐漸走向環保、綠能、節能、友善環

境等大方向，這些趨勢讓具有可再生性的生態

木質材料重新掀起熱潮，已有許多建築師將竹

材列為結構建築的材料，竹結構建築案例已經

獲得社會大眾的正面迴響評價。

然而，使用竹材(原竹、圓竹、竹稈材、

竹複合材等)做為結構建築之木構件應用時，

建築師往往缺少設計規劃的技術規範做為依

據，以致於竹材應用時有安全性的疑慮，而

不利將竹構造做為設計建築的考慮對象及發

展。例如以竹稈材做為結構建造時，節點的

構造體系可區分為捆綁連接(椰子的纖維、棕

櫚葉、樹的內皮和竹藤)、鐵釘及螺栓螺母固

定(穿孔)節點、及鋼構件連接(套筒式)節點三

種類型，這些又有不同的形式及連接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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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黴害、變色、腐朽、蟲蟻等危害，且在儲

存過程中，竹材之澱粉、蛋白質與水分等，

易受微生物侵襲而危害竹材品質，生物劣化

因子對竹材的影響，如菌類、白蟻、蛀蟲等，

比木材更易受危害。另外，竹材為一種生物

複合型材料，為中空圓稈狀之型態，如竹稈

壁上竹纖維內外側密度分布，或頂端、基部

位置等差異，在使用上會因其組織結構的差

異，而造成不同的利用效果。為了提高竹稈

材利用，使用各種保存處理(乾燥、熱處理、

藥劑等)，竹稈材改質處理將會影響竹建築的

結構強度、使用期限及建築日常維護管理。

規範準則之籌議項目

在國內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已有磚構造、

木構造、鋼構造、混凝土構造、鋼骨鋼筋構

造及冷軋型鋼構造等，皆有相對應之法規依

循基準，其中木構造規範雖然發展較晚，但

內容也漸趨完備，已經有「木構造建築物設

計及施工技術規範」，相對於竹稈材應用

於建築構造時，尚未建立評估項目、防火規

定、搭建坪數、強度預測模型、物理標準、

力學標準、耐久性等準則，近年來有許多建

築師反應，目前竹材應用於建築結構時，相

關法規技術規範準則明顯不足，暫時沒有設

計規劃的依據標準可以引用而造成困擾，致

使竹材應用於結構建築時有很大的限制發

展。竹材因結構稈型態特殊，需重新設計符

合檢驗竹材性質之方式，如耐燃特性，目前沒

有類似木構集成材規範，有一定厚度可計算

碳化深度及耐燃時間；力學性質方面，竹材為

中空圓稈狀，非板材類規則形式，須重新建立

圓竹稈力學評估方式；屬非耐燃建材，搭建坪

數受限；竹材比木材具有更多的糖分，生物

性危害問題嚴重，以及須進行竹材保存改良

處理作業等，以上都顯示竹材應用於結構建

築使用的技術規範準則，有許多要努力的目

標，而竹材與木材組織構造、組成分及性能雖

然類似，但在材料型態、應用組成、力學利用

性、耐久(候)性、耐蟲性等皆有很大的差異。

在現行「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

規範」內各章節內容，包括結構計畫及各部

分構造、結構分析、材料及容許應力、構材

設計、構材接合部設計、框組式構造、建築

物之耐久性與維護計畫、建築物之防火規定

等，又包括容許應力與彈性模數之修正、種

類及其材料分等、剪力牆設計、構造牆壁、

樓地板和屋頂系統，如果以木材換成竹材擬

應用於結構建築時，仍須針對竹材特性重新

進行評估各個項目並制定相關規範準則。

而根據大陸中國工程建設標準化協會

的要求，目前制定「竹結構建築技術規程」

中，規程編制組經過廣泛調查研究，努力

總結實踐經驗，參考有關國際標準和國外先

進標準，並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制

定本規程。其主要內容包括總則，術語與符

號，材料，竹結構的模數化和工廠化，結構

設計基本規定，荷載、作用效應計算，水平

荷載、作用下的設計，豎向荷載作用下的

設計，竹混合結構，地基和基礎，連接計

算，構造規定，防火設計，保溫、節能和

通風空調設計，竹結構耐久性設計，隔聲

設計，施工質量驗收共17章。另大陸國家

技術監督局發布「竹材物理力學性質試驗方

法」，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發布「竹

地板」、「竹集成材地板」、「結構用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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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板」，建設部發布「建築用竹物理力學

性能試驗方法」，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住房和

城鄉建設部發布「建築及園林景觀工程用複

合竹材」，國家林業局發布「非結構用竹集

成材」、「圓竹物理力學性能試驗方法」、

「竹塑複合材料」、「單板用竹集成材」、

「竹單板膠合板」等不同標準規範，可見大

陸地區各部門單位對竹材產業應用相當重

視。臺灣地區有豐富的竹材資源及竹文化發

展歷史，大陸發展的各式標準規範，及採取

類似行業標準或單位等級標準規範，可提供

建立相關技術規範及研究議題之參考。

規範準則之籌議想定方向

一、竹材基本性能資料建立

建立竹構造建築技術規範準則前，先建

立竹材相關基本性質，包括物理、力學、耐久

性、防火等，制定相關的檢測規範及標準模

式。林業試驗所期望統合建立規範準則之籌

議共識，研擬竹材相關基本試驗研究計畫，或

與各大專院校合作，結合各單位研究能量，先

從建立臺灣常見竹材基本性質及蒐集基礎數

據為主，包括圓(原)竹(稈)、竹集成材、竹複

合材等型態性質分析，研擬適合臺灣竹種之

單位等級模式檢測標準規範準則共識。

二、竹材分類、分級制度

將竹材的用途及種類訂定分類分級制

度，建立不同材料使用型態，如各竹種之特

性及竹種間之差異，圓(原)竹、竹集成材或竹

複合材之差異，不同取材部位及不同處理(防

腐、防火、保存處理等)後性質之變化等相關

資料，並建立相關防腐、防火處理檢測標準

規範準則共識。

三、歸納國外竹材施工規範

參考國際對於竹結構的應用類別先將其

定義，如公共建築、住宅建築等是否適用，才

能考慮是否能將竹構造比照木構造之應用方

式，並持續蒐集各國有關竹構造建築之相關資

料，探討適合臺灣及可行之竹建築類型，參考

及歸納後提出可行之方案做為規範準則共識。

四、設立階段性里程碑

即使建立單位級別的「竹構造建築技

術規範準則」里程較長，仍須審慎思考規範

準則建立前所需具備的基本資料，先對材料

竹構造屋，要考慮竹材耐久性。(林振榮 攝)

竹構造橋，要符合結構安全性。(林振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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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明確，建立各階段目標並逐步完成。為

求未來竹構造建築技術規範於應用時的完備

性，會將基礎資料及性質測定方法建置完畢

後，再著手進行規範準則各個項目之籌議研

擬，建立各階段性目標，採循序漸進，逐步

完成各階段及整體目標。

五、溝通協調達成共識

建立技術規範準則並非容易，須結合政府

各部門、專家學者及各現場執業人員之建議及

經驗，經長時間的不斷溝通修正，才能研擬出

一個適合國內使用的規範準則，同時考量竹構

造建築在臺灣的應用需求、適用性等。因此，

建議由竹產業或單位來制定行業或單位等級規

範準則，籌議想定竹構造建築技術規範準則，

在草擬行業或單位準則前先和政府各相關單位

討論(如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討論準則之方向性及未來性，才有著手整體架

構。未來先和營建署配合國內專家學者，討論

建立適合臺灣竹材性質標準及適合性，檢測標

準以能延伸至未來竹構造技術規範準則，籌議

提供其引用及參考基準為主要著手想定方向。

結語

在世界各國發展中，竹子除了在傳統

的家具、食器、編織類使用文化外，已經有

許多建立的大型公共建築典範，非常具有未

來發展潛力及扮演地位角色。雖然現代已有

高科技技術的工業建築成果展示，由於缺乏

竹構造建築及竹結構研究資料及技術規範準

則，使現代人們所追求的永續建築理念無法

對竹建築產生信心。

目前在臺灣運用竹材的建築師仍居少

數，一方面是對材料本身的特性不了解，竹

稈構件彼此間之節點接合部分處理不易，以

及容易蟲蛀等缺點，使竹材應用發展受到限

制。此外，也有部分民眾認為「竹構屋是窮

人的房子、不堅固耐用」，政府部門也傾向

保守的鋼筋混凝土建築，而導致竹建築在推

廣上仍無法順遂。

不僅是臺灣，世界各地也正面對傳統竹

建築的諸多偏見，近來環保意識抬頭，各國開

始限制原木伐採，面臨原木取得日益困難及價

格走揚等問題。竹子具有生長快速、輪伐期短

等特點，在做為替代木材的使用上也不失為是

一相當具有發展潛能的綠色材料，以竹材為建

築材料，以竹代鋼的嶄新設計型態，開創竹建

築更多可能性，是我們共同的目標。因此，有

必要制定竹構造建築技術規範準則提供建築

師設計規劃引用，故須逐步致力於完成準則項

目的試驗數據，或歸納資料及研發成果，以提

供擬訂技術規範準則應用基礎資訊。

竹構造牆，要注意消防安全性。(林振榮 攝) 竹構造戶外涼亭，竹構件需要保存處理。(林振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