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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3  撓曲構材補充規定 
 

  未包含於第七章之其他斷面（含非結實斷面或細長肢材斷面）之標稱撓曲強

度為依下列極限狀態計算所得之最低值： 
(1)側向扭轉挫屈；(2)翼板局部挫屈；(3)腹板局部挫屈。 

對於各種極限狀態其標稱撓曲強度之決定如下： 

當λ≦λp： 
                      Mn＝Mp                                      (A-3-1) 

當λp<λ≦λr： 
              對側向扭轉挫屈之極限狀態： 
                      Mn＝Cb[Mp-(Mp-Mr)(λ-λp)/(λr-λp)]≦Mp    (A-3-2) 

              對翼板及腹板局部挫屈之極限狀態： 
                      Mn＝Mp-(Mp-Mr)(λ-λp)/(λr-λp)                              (A-3-3) 

當λ＞λr： 
              對於側向扭轉挫屈及翼板局部挫屈極限狀態： 
                      Mn＝Mcr＝SFcr   ≦Mp                         (A-3-4) 

              對於翼板之λ>λr，但其形狀不包含於表A-3.1，見附錄1。 

              對於腹板之λ>λr，見7.6節板梁。 

              上式中，Mr及Fcr之計算依表A-3.1所規定者。 

                     λ為控制之長細比參數 
                         ＝對側向扭轉挫屈之弱軸長細比Lb/ry 
                         ＝依4.5節定義之翼板局部挫屈之翼板寬厚比b/t 
                         ＝依4.5節定義之腹板局部挫屈之腹板深厚比h/tw 
                     λp＝當Mn=Mp時，λ之最大值 
                     λr＝非彈性挫屈時，λ之最大值 
                      Fcr＝臨界應力 

  本附錄所包含之構件斷面，其適用之極限狀態及Mp、Mr、Fcr、λ、λp及λr
之公式如表A-3.1所列，表中所用之符號定義如下： 
                  Re     ＝見7.6節 
                  (Sx)eff＝對強軸之有效斷面模數 
                  Sxc    ＝受壓翼板之斷面模數 
                  Sxt    ＝受拉翼板之斷面模數 
                  hc     ＝從中性軸至受壓翼板內面減去趾部或角隅半徑後距離之兩倍 
                  tf      ＝翼板厚度 
                  tw     ＝腹板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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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標 稱 強 度 參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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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ycyyc2 )/J)(h/L)(I/II-25[1B =                                      g.

2cr
1400F
λ

= 對軋製型鋼  
2cr

790F
λ

= 對銲接型鋼 

若受壓翼板大於受拉翼板， crM 可以雙向對稱構材之公式估計；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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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計算 X1與 X2值時，其上下翼板面積可使用壓力翼板之面積。            其中 ywF =腹板之規定最小降伏應力，t/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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