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灾后重建考察报告 

受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先生的邀请，由四川省政协解洪率团

对台湾地震灾后重建进行了考察，考察重点围绕台湾在 921 地震后的

灾后重建的经验及抗震技术的发展。在考察期间，考察团不仅考察了

台湾地震灾后重建的经验与技术，还与台湾各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介绍了四川灾后重建的基本情况及今后建设的设想，特别到台北木栅

动物园看望了大熊猫团团圆圆。 

1、 建筑抗震技术 

考察团参观了台大土木研究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蓝海红树

林超高层住宅等应用抗震新技术的建筑。在这些建筑中不仅采用了建

筑隔震、设置阻尼器减震等措施，并采用了多螺箍、一笔箍及钢筋连

接技术提高柱的抗震能力。通过采用减震措施，可使建筑物对地震的

反应大幅度减小，使建筑物即使遭受大地震也可以保证正常的使用；

而通过采用多螺箍、一笔箍等技术可以提高建筑中最重要的构件——

柱的承载能力和抗震延性，并有效地避免施工中出现影响构件抗震能

力的缺陷。 

台大土木研究所为地下1层、地上9层（局部11层）建筑，在2

楼设置了隔震层(中间层隔震) ，隔震层以上采用框架结构，隔震层

以下采用框架结构+剪力墙。在建设中有意识地将采用的各种抗震技

术展示在建筑中，使该建筑不仅能发挥正常的使用功能，还可以作为

抗震技术教育的实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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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箍筋节点大样                           柔性管道连接 

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为地下 2 层、地上 7 层（局部 8 层）建

筑，隔震层位于负一层，隔震层以上部分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过

程中详细考虑了隔震层以上部分在地震中发生位移时对建筑的

影响，在相应的部位设计了可滑动的配置，便于在地震时不产生

其它严重破坏，并在地震后能及时恢复使用功能。 



   

 

蓝海红树林超高层住宅 

该建筑为地下 3 层、地上 38 层建筑，建筑高度 133.2m。建

物结构地上部分采用预铸 C，地下部分采用 RC，隔震层设在

负一层。总建筑面积 65,553.76 m

R

2，施工工期为 919 天。 

 
         隔震垫   



    在以上各工程中均采用了多螺箍、一笔箍。根据试验资料，

配置多螺箍的柱构件，其抗剪承载能力提高 7%，抗剪变形能力

提高 37%，这种配置方式使得柱的抗震能力显著提高。 

多螺箍试验结果多螺箍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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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螺箍生产 

 

                             

  

                                多螺箍现场安装 



在隔震技术的应用中，机电管道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其设计必须能适应地震产生的位移。上述项目中均事先采用

三维图形来反映机电管道的安装情况。 

 

2、 灾害应急处置 

台北市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是台湾 921 地震后兴建的台北市灾 

害应急指挥中心，其职能覆盖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 

 

建设的目标：地震不倒、水灾不淹、水电不停、通讯不断、救灾

没有停止 

8

二、建築設計理念
臺北市災害應變中心

-地震：隔震設計
-颱風、洪水：防洪設計

地震、颱風及洪水

不中斷之維生系統

與里民良好互動

新聞媒體之需求

-充足飲用水、緊急水井(簡易自來水)
-不斷電系統(UPS)
-緊急發電機

-SNG停車場
-媒體發佈室、休息室
-獨立運作之應變指揮空間

-周邊開放空間(廣場及步道)
-一樓里民活動中心

-整合各局處防救災資訊系統

-無線電、衛星、微波設計
-遠端監控及備援系統

完善的資通訊系統

 

 



中心电源采用「双馈线引进」设置，有效地备援并提升供电可靠

度，避免单点故障损及安全系统。考虑到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备用发

电设备设置在屋顶，地下储油罐在楼层上设置了供油孔，即使在下部

楼层被水淹没的情况下，仍能通过水运保证油料的供应。穿越隔震层

的管路也采用隔震配置。 

中心通讯系统包含四种通讯设备：有线电通讯、卫星通讯、微波

通讯及无线电通讯（VHF、UHF、EDACS）。 

中心还设置了远程监控系统如 86x 高倍 3CCD 摄影机(架于台北

101 金融大楼)，监测系统如强震仪、风向风速计、100m 深井式地震

仪等。中心还将所辖区域内各种与救灾相关的信息系统连接在一起。  

在发生灾害后，应变中心根据灾情的程度报请启动不同等级的响

应，随即相关部门进驻应变中心，在必要时，应变中心可以将所有的

无线电台统一在一个平台上。应变中心还设有专门的广播电台发射装

置，可以将广播电台作为信息发布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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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民中心 

地下停车场

松山地政事务所

灾害应变中心

土地开发总队

1999市府话务中心

“成功的灾害防救工作在于「实时的灾情信息、完善的救灾资源

及精良的救灾人力」，本市灾害应变中心兴建后，已责由专人专责负

责各项软、硬件系统设施训练测试，并全力做好各项营运管理维护计

划，将可有效提升整体应变能力，期将本市建构成一座「抗灾、耐灾

的优质防灾台北城」而努力不懈。” 

 

3、 地震教育 

在 921 地震教育园区，园区主任吴德棋亲自担任解说，介绍了园

区建设的基本思路、设计的理念及运营的基本状况。该教育园区是台

湾 1999 年大地震后建设的，目前主要作为开展地震教育的重要场所，

由政府出资修建及管理，管理人员中正式员工 28 人，日常的解说与

维护工作主要依靠义工，正式员工的主要工作是策划园区开展的各种

活动，通过活动来吸引大众的参与，进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园区建设的目的是：通过自然科学、人文、历史记录等三个方面



的展示和教育活动，使普通民众认识地震这个自然现象，了解大自然

的应力造成的灾害及灾害的起源，建立正确的防灾观念，学习保护自

己及帮助别人，进而体会地震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减少未来地震灾害

的损失。 

园区建设的出发点是：纪念—在百年最大震灾中伤亡的人们；反

省—政府与民众救灾与防灾的缺失；教育—认识、体验大自然的力量，

建立正确的防灾观念。 

该园区中系统地介绍了台湾 921 地震发生的原因，造成的灾害的

基本情况；比较完整的保留了地面断层的情况以及教学楼倒塌的状

况；选择了部分有代表性的遭地震破坏的建筑与构件，展现破坏的基

本原因；选择了典型构件进行了加固处理，展现了基本的抗震加固方

法；在展厅中还陈列了实际破坏构件及节点，对应展示了应当采用的

设计与施工方法；制作了模型以演示如不同地基基础、不同的建造方

式及减震隔震技术在地震中的不同表现，使参观者能够通过简单的对

比试验了解建筑抗震的知识。清楚地展现了地震灾害的原因、哪类建

筑容易受损、如何使建筑物更抗震、地震中人们应如何反应减少伤亡

等。园区更多的展现了人类认识自然、防范灾难、面向未来的精神。 

园区选址主要考虑以下要素：1、环境及天然条件：具有防震教 

育价值，建馆的安全度、基地面积及其腹地面积、基地景观之丰富性

及气候等因素。2、社会条件：交通的便利性、地方及小区的配合意

愿、与地震科学研究机构之配合程度、附近观光休憩的配合条件、地

方经费之配合、土地取得之难易度及小区人口等因素。3、以地貌及



建物之防震教育价值与建馆之安全度两项因素最为重要。4、地震遗

址的选择必须足以呈现 921 地震、交通必须便捷、小区居民同意、能

够永续经营。  

 

       
 

 

 

遗址现场图 

                       

   
                     园区建设的基本思想 

 

园区由重建纪念馆、断层保护管、损毁教室保护馆、地震工 

程教育馆、影像馆、防灾馆等组成 

车笼埔断层保护馆： 

在断层部位实际开挖，保留了地震造成的断层扭曲。 



    
室内断层保护 

       
                        室外断层破坏情况 

地震安全馆： 

 倒塌Y 安全建筑物 

 以实验室为规划概念，交互式展示结合科学演示的效果，适合 

亲子互动学习与校外教学。 

 展示主题：安全的家、先进楼房减震技术、公共安全等三大主 

题。 

 主题：建造安全的住家；交互式建筑架构模型，交互式验证楼 

房的抗震原理、减震技术。核电厂、瓦斯输送系统、铁路、桥梁等能

源设备与交通系统等公共工程的抗震技术与应变方法。 

 利用保存的毁损教室与立柱，展示建筑结构的补强工法及减震、 

避震的制震器及制震组件，对照户外保存的损毁教室，揭示校舍在地

震中损毁的原因与改善策略。 

 目的：增进观众对建筑减震、避震的了解，注意居家及公共建 



筑的安全。 

 

 

 

 

 
             园区中因地震倒塌的建筑物 

             
               园区中因地震严重受损的建筑物 

            
             馆内陈列的地震中严重受损构件  



   
不同结构及构件的抗震性能比较 

 

影像馆： 

 主题：纪念 921 地震Y 走出阴霾。 

 影像馆：展示 921 地震的图像以及影音数据，以记录的方式呈

现 921 地震的记忆。 

 展示地震后各地区的灾情、救难人员救灾、各界温情送暖、家

园重建，国际援助及小区学校重建。 

 展示：共同灾害记忆 Y 百年大地震 Y 灾后大事记Y 民间救灾

活力Y 国际协助 Y重新走向希望。 

 地心剧场：将画面投影在地下八公尺的弧形屏幕，观众以鸟瞰

方式，感受来自地心的能量，目睹车笼埔断层沿线建筑物瞬间

被破坏的情景。 

 地震体验剧场：以情境影片配合地震平台的运作，模拟六级地 

震的摇晃震动，体会地震经验。 

 真情剧场：以舞台剧之方式，描述受灾户重生的故事。 



 交互式影像：展示台湾百年十大震灾。 

 

防灾教育馆： 

 主题：灾害Y安全Y 重生Y 回首 

 建立正确防灾观念，防患于未然。 

 展示主题：自然的力量、从角色认识防灾、受灾与救灾、防灾

超级市场、地球活动观测、地震观测作业、逃生体能指数、户

外演练区及九二一故事厅。 

 以实际体验、影音展演、感应互动等方式，介绍自救与救人的

方法，以及专业救难人员的搜救工具、救灾历程。 

 模拟「防灾良品商店」，陈列家庭应准备的逃生避难用品，强调

日常防灾的重要性。 

 逃生体能指数展区，以游戏设施，让民众了解自己的体能指数

和感官反应。 

 

对园区建设的建议： 

 地震博物馆之设置有其必要性Y 保存震灾场景，蜕变为灾害防

救，减少未来灾害损失。 

 展馆内容应具多元性，以强化未来之营运可行性。 

 地球科学之断层展示可强化科学教育性，增加全民对地震之认

识。 



 断层剖面及断层实体展示可提升整体国小、国中及高中地球科

学之教学成效。 

 地震影像之展示应随时间调整灰色之悲伤性，增加重建之希望

性。 

 防灾教育之展示为重大灾害之希望所在，应强化地震及二次灾

害之防救。 

 为确保未来营运可行性，应深思营运主轴、目的及方向，以确

保经营之走向。 

 灾后应由博物馆筹建小组尽速着手搜集各种地震抢救、重建之

文物、数据、影像及完整之相片，以为将来展示之所需。 

 

4、 工业化的建筑建造技术 

润泰集团在建筑业的发展上立足于技术创新，以提高建筑产品质

量，使建筑物的品质稳定，确保结构安全；施工快速，缩短工期；成

本降低，效率提高；机械化量产，减少对技术工的依赖；使建设的过

程环保等为目标。润泰集团在世界各地拥有专利技术 255 项，直接促

进了企业业绩的快速成长。润泰集团在新材料的研发上也有大量的成

果，如自充填混凝土、10,000 psi 混凝土、活性粉混凝土、自平泥、

透明混凝土、抗白华砂浆、高弹性磁砖黏着剂、透气不透水砂浆、钢

筋套筒续接器灌浆料、发光混凝土、气象混凝土、轻质混凝土等。高

弹性磁砖黏着剂用于黏贴磁砖时，可保证磁砖在地震力或外力扰动下

不剥落；轻质混凝土通过在混凝土中添加轻质材料，使混凝土容重降



低到 800kg/m3左右，并能提高混凝土的保温隔热性能，适用于建筑中

的非承重墙。 

    润泰集团采用的预铸结构的主要形式为：梁、柱预制，节点现浇，

楼板预制+现浇的叠合板，墙板预制。 

 

润泰集团预铸结构中的技术主要包括：柱箍筋采用多螺箍、梁柱

节点箍筋采用一笔箍、柱钢筋的连接采用 SA 级的钢筋套筒续接技术；

钢筋制作采用机械成型与人工绑扎相结合，并分单元制作，便于现场

安装；采用信息技术收集构件加工过程的各种信息，为每个构件制作

了身份牌，便于追溯；在构件加工前采用计算机技术对整体建筑的机

电管线进行安装模拟，消除现场管线冲突的现象，并可在工厂中精确

预留管线孔，减少现场施工中的困难。 

采用预铸技术把传统的现场手工作业转变为工厂产业化生产，使

得施工质量过多的依赖于技术工人的技术水准转变为简单的工作，使

得施工质量由难于控制转变为可在工厂中实现严格控制并易于施行，

使现场的湿作业大幅度减少，加快施工进度；减少现场搭设脚手架的

工作量，及减少相关费用同时提高施工中的安全性。在楼层的施工中

可以基本上除管道安装外，不需要另外的作业，由于无需拆运脚手架

等，因此可立即进行安装等作业。与工厂生产相对应，采用信息技术



将各构件的生产信息及时储存并可随时读取，确保生产的可控性。 

台北 2009 年世界听障运动会主会场整体建设采用了预铸技术建

造，通过对细节的设计使得建设速度加快，施工质量得到保证。 

 

   

 

  

蓝海红树林超高层住宅、台大土木研究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

等工程均采用了预铸技术，建造的速度可达到 5~7 天/层，而且不需

要进行抹面的工序，其构件表面质量完全超过现场浇注的清水混凝

土。在施工过程中，不需要搭设脚手架，免除拆运脚手架的工作，安

装工程可以及时插入。 

 



工业化的生产线由于将大量原来在现场进行的工作移到了工厂

中，使建筑产品的质量控制有可能像制造汽车等机械产品一样来控

制。如外墙的装饰面材就可以在预铸场内完成，所需的节能保温材料

也可一次性埋设与混凝土中；由于可以较方便的利用机械设备，梁柱

抗震性能中最关键的箍筋可以采用高强度钢筋并能有效保证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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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铸梁 

已完成外墙装饰的墙板                          钢筋续接器 

 



    

 
                      钢筋加工生产线 

          

    构件生产 

                         
                          构件生产信息采集   

5、 签署支持四川灾后重建备忘录 

在台期间，考察团还与台湾技术界等各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

与润泰集团就提供技术与培训以支持四川灾后重建等事宜签署了备

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