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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則 - 2004 年》(以下簡稱為《守則》)是在檢討風力效應

專責委員會指導下完成的，以取代《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則 - 1983 年》。   
 
本 《 守 則 》 引 入 若 干 新 概 念 ， 這 些 概 念 與 了 解 構 築 物 對 風 力 反 應 的 發

展，以及本港量度所得的新風速記錄一致。  
 
本《守則》作出的主要改動，是因為我們認識到風活動隨時間而變動的

本質。因此，本《守則》相應加入了共振動力反應的評估，並對評估風

力的平均值及湍流風特性提供指引。  
 
關於評估共振動力反應，本《守則》提供一個指標，以衡量應否考慮共

振動力效應。如需要考慮該效應，本《守則》載有若干新評估元素，使

估計動力反應可以更加準確。這些元素包括估計湍流強度、阻尼、自然

頻率及其他風能參數描述符。如共振動力反應並不顯著，風力效應的評

估大致與《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則  -  1983 年》相若。  
 
《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則  -  1983 年》所採用的兩類地勢，在本《守則》

已改為一個單一的概括地勢。本《守則》並就地形對局部受風範圍的影

響提供新的指引。   
 
本《守則》亦就風洞測試作出新指引，有關指引是參照多個國家的研究

結果和其他國際風力守則訂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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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範圍  
 
1.1 本《守則》就如何計算風荷載提供一般方法，俾能在建築物或建築物某些

部分的結構設計中使用。本《守則》並不適用於形狀獨特的建築物或所在

地點因複雜地形對風力狀況有不利影響的建築物。如能獲得參照建築物附

近環境而建立的風洞測試數據，這些數據則可用以替代本《守則》所載的

數值。風洞測試的必要規定載於附錄 A。  
 
1.2 本《守則》的設計風壓是根據重現期為 50 年的時均風速及最高陣風風

速釐定的。如建築物須有較長的受風期，其設計風壓須根據 50 年以上重

現期的風速釐定。附錄 B 載有重現期多於  50 年設計風壓的倍增因數。  
 
1.3 除第  4.3 及第  7.4 條款所述建築物外，建築物的設計風壓不得根據

重現期少於  50 年的風速釐定。 
 
 
2. 定義  
 
 以下定義在本《守則》內適用： 
 

“建築物＂（building）指《建築物條例》第  2 條所界定的建築物。  
 

“寬度＂（breadth）指與風向成直角的建築物水平尺寸。 
  

“深度＂（depth）指與風向平行的建築物水平尺寸。 
 

“正面投影面積＂（frontal projected area）指與風向成直角平面上投影的

建築物面積。 
 

“高度＂（height）指由貼鄰建築物的地面水平之上至建築物頂部的高

度。建築物頂部的柱杆或其他附建物不應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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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荷載計算  
 
3.1  除非建築物有明顯共振動力反應，否則建築物或建築物某些部分的

設計風力應按第  4、5、6 部分計算。  
 
3.2 有明顯共振動力反應的建築物較那些表現基本屬靜態的建築物需要

更詳盡分析。  
 
3.3 就本《守則》而言，建築物如具備以下其中一項特性，可視作有明

顯共振動力反應；如能證明建築物的基本固有頻率高於  1 Hz，則作

別論：- 
 
 (a) 高度多於最小水平尺寸的五倍。  
 
 (b) 建築物的高度多於  100 m。  
 
 這裡所指的最小水平尺寸應為包圍建築物主要垂直結構構件矩形範

圍的最小尺寸。  
 
3.4 有明顯共振動力反應的建築物，其順風力應按第  7 部分予以評估。  
 
 
4. 設計風壓  
 
4.1 除第 4.3 條款的規定外，在高度  z  的設計風壓 qz 須為表 1 所載的數值。 
 
4.2 如果地形有明顯起伏，設計風壓應乘以地形因數，該地形因數乃按附

錄  C 評估。  
 
4.3 如屬臨時建築物或某些存在不超逾一年時間的建築物，則可選取設計風

壓為不少於表 1 所列風壓的百分之七十。 
  
4.4 不可將其他構築物或天然特徵所形成的一般或特殊遮護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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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設計風壓 
 

地盤地面水平以上的高度 設計風壓 qz  

（kPa）   
  

 

 
 

≤ 5m  1.82 
 10 m 2.01 
 20 m 2.23 
 30 m 2.37 
 50 m 2.57 
 75 m 2.73 
 100 m 2.86 

150 m 3.05 
200 m 3.20 
250 m 3.31 
300 m 3.41 
400 m 3.58 

≥ 500 m 3.72 

 
 
 
 
 
 

  
 

 

 
註：如高度介乎兩個數值之間，可以按直線插值法計算。  

 

5. 建築物承受風力  
 
5.1 建築物承受的總風力  F 須設定為對建築物有效投影面積施加的壓力

總和，並以下列方程式釐定：  
 
  F   = Cf ΣqzA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        Cf       代表建築物的力系數，按照附錄 D 釐定；  
 
  qz 代表在高度  z 的設計風壓，按照第 4 部分釐定；及  
 
  Az 代表與  qz  對應的建築物部分的有效投影面積。  
 
5.2 一幢圍封式建築物的有效投影面積應為正面投影面積。至於開敞式構

架構築物如招牌構架和格子形搭架的有效投影面積，應為與風向成直

角的平面上所有構件的總投影面積。  
 
5.3 每幢建築物均須設計每個關鍵方向的風壓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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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築物構件承受風力 
 
6.1 個別構件，如牆壁、屋頂、覆蓋層或開敞式構架構築物的構件，所承受與

構件成直角的總風力  Fp  該以下列方程式釐定： 
 
  Fp  = Cp  qz  A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其中      Cp     代表個別構件的總壓力系數，按照附錄 E 釐定； 
 

qz 代表與構件高度 z 對應的設計風壓，按照第 4 部分釐

定；及 
 
      Am     代表構件的表面面積。 
 
6.2  除開敞式構架構築物構件外，建築物底部的設計風壓 qz  須為一個固定

數值。這固定數值出現的高度範圍相等於建築物的寬度或建築物的

實 際 高 度 ， 以 較 小 者 為 準 。 該 固 定 數 值 應 視 作 在 這 高 度 的 設 計 風

壓。   
 
 
7. 動力效應 
 
7.1 有明顯共振動力反應的圍封式建築物，其承受的總順風力  F 該以下

列方程式釐定：  
 
  F   = G Cf ΣqzA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其中  G      代表動力放大因數，按照附錄 F 釐定； 
 

   
Cf      代表構築物的力系數，按照附錄 D 釐定； 

  qz 代表於表  2 高度  z 的設計時均風壓；及  
 
  Az 代表有關建築物部分的有效投影面積，該部分與  qz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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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有明顯共振動力反應的建築物的個別構件，如牆壁、屋頂、覆蓋層或

開敞式構架構築物的組件所承受的力度和壓力須按第 6 部分釐定。  
 
 表  2：設計時均風壓  
 

地盤地面水平以上的高度  設計時均風壓  qz

    （kPa）  

  

 

≤ 5 m 0.77 
10 m 0.90 
20 m 1.05 
30 m 1.15 
50 m 1.28 
75 m 1.40 
100 m 1.49 
150 m 1.63 
200 m 1.74 
250 m 1.83 
300 m 1.90 
400 m 2.03 
≥ 500 m 2.13 

 

 

 

 
 註：如高度介乎兩個數值之間，可以按直線插值法計算。  
 
 
7.3 如地形有明顯起伏，設計時均風壓便應乘以地形因數，該地形因數乃

按附錄  C 評估。  
 
7.4 如屬臨時建築物或某些存在不超逾一年時間的建築物，則可選取

設計時均風壓為不少於表  2 所列風壓的百分之七十。  
  
7.5 不 可 將 其 他 構 築 物 或 天 然 地 勢 所 形 成 的 一 般 或 特 殊 遮 護 計 算 在

內。  
 
7.6 有明顯共振動力反應的開敞式構架建築物或基本固有頻率少於  0.2 

Hz  的建築物、或有明顯側風共振反應／扭力共振反應的建築物，

其共振動力效應須根據已發表文獻的建議及／或透過進行動力風

洞模型研究予以測定。這類建築物的總反應通常會以三個基本震

動模式的反應組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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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風洞測試的必要規定 
 
A1. 靜態構築物  
 

(a) 模 擬 天 然 風 的 時 均 風 速 和 湍 流 強 度 須 考 慮 隨 高 度 出 現 的 變

化，並適合該地盤。  
 
(b) 量度儀器及其反應特徵須切合所規定的荷載。  
 
(c) 量 度 必 須 能 釐 定 最 高 風 荷 載 ， 並 同 時 符 合 本 《 守 則 》 的 原

意。  
 

A2. 動態構築物  
 

如有明顯共振動力反應，除須符合有關靜態構築物的規定外，還須

按照公認的尺寸比例原則，準確標示（實質上或數學上的）質量分

布和剛度，以及恰當反映結構的阻尼作用。  
 

A3. 地形模擬  
 
如建築物的荷載會受局部地形的顯著影響，可進行小型風洞測試或

根據已發布的可靠數據來評定風力特性的效應。  
 

A4. 鄰近景物模型  
 

如建築物的荷載顯著地受到周圍建築物或地形特徵的影響，則必須

在風洞測試中加入該等鄰近景物的模型。如因局部地形太大而未能

在模型中合理顯示，則應如第  A3 條款所述計算其效應。如建築物

明顯被某幢毗鄰建築物或周圍建築物遮擋，則應同時考慮這些建築

物移除後的效果。  
 

A5. 模型比例限制  
 

風洞測試採用的幾何比例和速度比例應符合最小雷諾數的規定。就

帶有尖角的建築物模型而言，根據建築物寬度計算的雷諾數不得少

於  1 x 104。一般的準則是建築物模型比例通常不可少於  1:500，而

測試風速必須高於實際風速的百分之十。  
 
就 易 受 雷 諾 數 效 應 影 響 的 圓 形 建 築 物 而 言 ， 這 些 條 件 可 能 並 不 足

夠，或須取得進一步資料，以證明測試條件的合適性。  
 
除非使用有耐阻塞的風洞，否則風洞的阻塞通常應少於百分之十。

如阻塞超逾百分之十，則須使用特別的方式來修正阻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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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風剖面和設計風壓  
 

在風洞內，在移除鄰近景物及測試模型後，風洞內的時均風速和湍

流強度隨高度出現的變化應近似（根據合適的幾何比例和速度比例

按比例增大後）附錄  F 所列的實比時均風速和湍流強度。    
 
風洞數值和實比數值應予調校，使風洞測試中參考高度的最高陣風

風壓與表  1 所載的設計風壓相符。所採用的參考高度通常須是  90 
m（實比的）或相當於建築物高度的三分之二，以較大者為準。  
 
如按第  A3 條款模擬地形的影響，建築物模型測試應採用由小型地

形模型所釐定的風剖面。  
 
為方便對照，風洞的最高陣風風壓應計算如下：  
 
 

q = 1/2 ρ ⊽² (1+3.7 I)² 
 
 
ρ  = 空氣密度   = 1.2 kg/m3 

 
 ⊽ = 時均風速   
 
  I  = 湍流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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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重現期多於 50 年的倍增因數 
 
本《守則》所列的設計風壓乃按  50 年重現期的時均風速和最高陣風風速

釐定。受風期多於 50 年的建築物，其承受的設計風壓須乘以下列因數：- 
 

⎛ 5 + ln( R  ) ⎞
2

 ⎜ ⎟⎜ ⎟  
⎝ 5 + ln( 50 ) ⎠

 
  其中  R 為受風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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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C：地形因數  
 
C1.  就本《守則》而言，如地盤位於圖  C1 所界定的地形明顯起伏區

內，其局部地形的起伏便屬於明顯。  
 
C2.  有關地形尺寸的定義載於圖  C2。  
 有效坡度  αe  和有效坡長  Le 均以下列尺寸界定：  
 
 (a) 逆風緩坡，0.05 <  αu < 0.3：  

 
   αe   =  αu  及  Le  =  Lu  
 
 (b) 逆風陡峭坡，  αu > 0.3：  

   αe  =  0.3 及  Le  =  H/0.3 
 
C3.  當地形有明顯起伏，在高度  z 的設計風壓須乘以該高度的地形因

數  Sa。在地盤地面水平以上高度  z 的地形因數  Sa  須以下列方程

式釐定：- 
 

 Sa  =  (1 + 1.2 αe. s )2  
 

 

 

 s 為地形位置因數，山丘和山脊的相關數值載於圖  C3，

懸崖和陡坡的相關數值載於圖  C4。  

C4.  如地形複雜，應徵求專家意見及／或進行風洞模型測試。  
 
 
鳴謝：附錄  C 的圖  C1、C2、C3、C4 均

 其中  αe 為第  C2 條款所界定地形特徵的有效坡度。  
 

按照節錄自英國標準的數字加以

修 改 。 有 關 節 錄 已 得 到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 BSI ） 許 可 （ 許 可 證 號 碼 ：

2002/SK0004）。英國標準可向英國標準協會顧客服務部（BSI Customer 
Services ） 索 取 （ 地 址 ： 389 Chiswick High Road, London W4 4AL, 
United Kingdom；電話：+44(0)208996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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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山丘和山脊（逆風坡度 > 0.05；順風坡度 > 0.05） 

風 

順風坡度 αD > 0.05 

深色區為明顯地形起伏 

LU = 坡長 

風 

b) 陡坡（0.3 > 逆風坡度 > 0.05；順風坡度 < 0.05）和懸崖（逆風坡度 > 0.3；順風坡度 < 
0.05） 

0.5  x  坡長，如 αU < 0.3 
1.6  x  坡高，如 αU > 0.3 

逆風坡度 αU > 0.05 

H = 坡高  
       

順風坡度 αD < 0.05 

深色區為明顯地形起伏 1.5  x  坡長，如 αU < 0.3 
5  x 坡高，如 αU > 0.3 

逆風坡度 αU > 0.05 

H = 坡高 

LU = 坡長 
  

圖 C1   明顯地形起伏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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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山丘和山脊（αU > 0.05，αD > 0.05） 

風 

αU 

αD 

地盤所在地 

X < 0 X > 0 

LU LD 

X

風 

αU 
地盤所在地 

X < 0 X > 0 

LU 

X

b) 陡坡 （0.3 > αU > 0.05，αD < 0.05）和懸崖（αU > 0.3，αD < 0.05） 

圖例 
 
LD  朝風向的順風坡長 
LU 朝風向的逆風坡長 
X 地盤與坡頂的水平距離 
H 斜坡的有效高度 
 

αU 朝風向的逆風坡度 H / LU  

αD 朝風向的順風坡度 H / LD  
 
 

αD 

αD 與前地面水平相交  

H 

H 

圖 C2    地形尺寸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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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坡頂順風向坡頂逆風向

水平位置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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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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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高
度

比
率

 z
 / 

L e
 

0.80

0.60

0.40

0.20

0.10
0.05

X /LD

圖 C3   山丘和山脊的地形位置因數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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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頂順風向 坡頂逆風向 

水平位置比
率

X / Le

地
面

以
上

高
度

比
率

 z
 / 

L e
 

X / LU

1

0.600

0.20

0.10

0.05

0.40

0.80

圖 C4    懸崖和陡坡的地形位置因數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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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D：力系數 
 
D1. 圍封式建築物 
 
 D1.1 圍封式建築物的力系數 Cf  應為：- 
  

(a) 高度狀況因數 Ch  乘以形狀因數 Cs，兩者分別載於表 D1 及
表 D2；或 

  
(b) 建築事務監督接受的其他國際守則所指明的合適值。 

 
D1.2 在下述情況，力系數應使用於整幢圍封式建築物： 

 
(a) 如建築物有獨立大樓伸出一般屋頂水平之上，便應採用與每

座大樓高度及形狀對應的個別力系數。 
 

(b)  如 建 築 物 由 多 個 以 伸 縮 縫 分 隔 類 似 的 相 連 構 築 物 組

成，力系數便應使用於整幢建築物。  
 

D1.3 如建築物中受 Cf  影響部分的正面投影面積大於 500 m2，可將按第 
D1.1 條款釐定的力系數乘以表 D3 所載的折減系數 RA。該折減系

數不得應用於按第 7 部分計算的總風力。 
 
 
D2. 開敞式構架建築物 
 
 D2.1 開敞式構架建築物的力系數  Cf   應為： 
 
  (a) 表  D4  所載的數值；或 
 

(b) 建築事務監督接受的其他國際守則所指明的合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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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截面形狀大概一致的圍封式建築物的高度狀況因數Ch 
 

 
 

             
 

  
 
 

高度 
寬度

高度狀況因數 Ch  
  

1 .0 或以下 

 

 0.95 
2.0 

 
 
 

 1.0 
4.0  1.05 
6.0  1.1 

10.0  1.2 
20.0 及以上  1.4 

註：可用直線插值法以求得中間值。

 
 
 

表  D2：截面形狀大概一致的圍封式建築物的形狀因數 Cs  

一般平面形狀 形狀因數 Cs 

矩形  
 

b                  d         
d

 

=       
1.0或以下 
2.0 
3.0 及以上 

風                             b 
 

 
 

 
 

 

 
 

 
 
 

 
 
 
 
 
 

      
 
 
 

  
 

 1.0 
1.1 
1.3 

 用直線插

值法 

圓形

 
 

  風  

             

  

0.75 

                      其他形狀  圍封矩形在朝風向的 Cs 值

註：  當建築物因其實際形狀關係，而容易受不與建築物表面成直

角的風力影響，則應考慮對角風力效應和扭力風力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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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根據正面投影面積釐定的圍封式建築物的折減系數 RA 

 

 

 

 

 
 

 
2正面投影面積 m  折減系數 RA 

500 或以下  1.00 
800 0.97 

 1 000 0.96 
 3 000 0.92 
 5 000 0.89 
 8 000 0.86 
 10 000 0.84 
                15 000 及以上  0.80 

1.  註： 可用直線插值法以求得中間值。 
 

 
 表  D4：  開敞式構架建築物的力系數 Cf 
 

  
密實度比  φ  力系數  Cf  

 0.01 2.0 
 0.1 

 
 
 
 
 
 
 

1.9 
 0.2 1.8 
 0.3 1.7 
 0.4 1.7 
 0.5 1.6 
 0.8 1.6 
 0.9 1.8 
 1.0 2.0 
  
註：1. 密實度比 φ  等於開敞式構架建築物的有效投影面積除以與風向成直角構

架邊界所圍封的面積。 
 

2. 可用直線插值法以求得中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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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E：個別構件總壓力系數 Cp 

 

 
E1. 在一幢圍封式建築物的特定區域，其個別構件的總壓力系數 Cp：- 
 

(a) 如在強烈風暴吹襲期間，而建築物出現顯著孔洞的可能性極低，

便應為表 E1 所載的數值；及 
 
 (b) 如在強烈風暴吹襲期間，而建築物有可能出現顯著孔洞，便應按

建築事務監督接受的已公布資料或經風洞模型研究來釐定有關數

值。 
 
 
E2.  開敞式構架建築物個別構件的總壓力系數 Cp 應為：- 
 
 (a) 2.0；或  
 

(b) 建築事務監督接受的其他國際守則所指明的合適值。 
 

 
表  E1：只有極低可能性出現顯著孔洞的圍封式建築物的總壓

力系數 Cp 
 

牆壁及覆蓋層  
(a) 建築物的邊緣區  -  1.4 或  + 1.0 
(b) 其他表面  -  1.0 或  + 1.0 

平屋頂  
(a) 屋頂邊緣區  -  2.2 
(b) 其他表面  -  1.2 

 
 
斜尖屋頂 

 屋頂角度  
 10°  30°  60°

(a) 屋頂邊緣區  -  2.2 - 1.7 - 1.0
(b) 屋頂屋脊區  -  1.4 - 1.3 - 1.0
(c) 其他表面 
 

(i) 吹過屋脊的風，逆風表面  -  1.4 - 1.2或  + 0.3 +1.0

(ii) 吹過屋脊的風，背風表面  -  0.8 - 0.7 - 
0.8 (iii) 與屋脊平行的風 

 

 

 

 -  1.0 - 1.0 - 
1.0 
 

（採用直線插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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簷篷    
(a)  邊緣區    +2.0 及  -2.0 

(b)  其他區域   +1.2 及  -1.2 
 

註：        1. Cp 的負數值顯示合成力是向外或向上的。 
 
2. 如有多個可供選擇的系數，應把構件設計至符合所有荷載狀況。 

 
3. 建築物的邊緣區是指建築物邊緣一段距離內的區域，該距離相等

於 0.25 乘以建築物的較小水平尺寸。 
 

4. 屋頂邊緣區是指屋頂邊緣一段距離內的區域，該距離相等於0.15 
乘以屋頂的較小水平尺寸。 

 
5. 屋脊區是指屋脊一段距離內的區域，該距離相等於 0.15 乘以斜尖

屋頂跨距。 
 

6.  簷篷是指任何由建築物牆壁伸出超過  500 mm，並且高度不

高於地面  7.5 m 的構築物，其作用為遮擋雨水或陽光。  
 
7.  簷篷的邊緣區是指簷篷邊緣一段距離內的區域，該距離相等於 

0.2 乘以簷篷的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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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F：動力分析  

F1.  建築物的順風動力反應須採用陣風反應因數法來評定。這方法涉

及動力放大因數的評估，該因數代表時均風力應倍大的數額，以

顧及動力變化。動力放大因數  G 可用相等於表  F1 或表  F2 的數

值，或以下列方程式釐定：- 

2 g 2SEG =  1 + 2 Ih      g B + fv
ζ

其中  Ih  為建築物頂部的湍流強度，相等於  0.1055(h/90)- 0 . 1 1，

其中  h 等於建築物以  m 為單位的高度。  

gv  為背景反應的峰值因數，相等於  3.7。  

gf   為共振反應的峰值因數，相等於 2 log  (3600 ae n ) ，其中  
na  為建築物以  Hz  為單位的基本固有頻率，可當為相等

於  46/h，或由更詳盡的分析釐定。  

B 為 背 景 因 數 ， 是 量 度 波 動 反 應 的 緩慢變動背景部分，

該波動反應乃由較低頻率風速變化造成，數值相等於

1
36 h 2 +  64 b 2

1 +
Lh

其中  h = 建築物以  m 為單位的高度  
 b =  建築物以  m 為單位的寬度  

⎛ h ⎞
0.25

Lh = 有效湍流長度比例  = 1000 ⎜ ⎟
⎝10 ⎠

0.47NE   為風能譜，等於  
( )2 + N 5/ 62

n L
其中  N = 有效折減頻率  = a h

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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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為 尺 寸 大 小 因 數 ， 以 顧 及 建 築 物 所受的相關壓力，並

等於  

1    
⎡ 3.5 nah ⎤⎡ 4 nab⎤+ +⎢1  

V ⎥⎢1  ⎥⎣ h ⎦⎣ Vh ⎦
 
 

其中  na = 建築物基本固有頻率（以  Hz  為單位）  
    
   = 46/h，或由更詳盡的分析釐定   

 Vh =  在高度  h 的設計時均風速，相當於表  F3 
的數值。  

 
                   

 
 

ζ  是基本模式的阻尼比率。通常鋼結構的數值為  1.5%，鋼筋混

凝土構築物的數值為  2%。某些窄長的建築物，較小數值或會

較適合，應徵求專家意見。低矮建築物的阻尼值或會較高。  
 

 
表  F1：當  ζ  = 1.5% 時的動力放大因數  G 

 
         寬度  (m)  

20 30 40
高度（m）  

 

 

200 1.994 1.955 1.922 
180 1.983 1.943 1.909 
160 1.972 1.930 1.896 
140 1.959 1.916 1.882 
120 1.945 1.902 1.868 
100 1.929 1.886 1.853 

 註：可用直線插值法，以求得中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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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當 ζ  = 2.0% 時的動力放大因數  G  
 

 30 

 
 
 
 
 
 

  
  
  
  
  
  

        寬度（m）  

 20 40

高度（m）  

 

 

 
 
 
 
 
 

200 1.907 1.874 1.847
180 1.900 1.867 1.840
160 1.894 1.859 1.832
140 1.886 1.851 1.824
120 1.879 1.843 1.816
100 1.871 1.836 1.808

 註：可用直線插值法，以求得中間值。 
 
 

 
表  F3：設計時均風速  

 

  

地盤地面水平以上

的高度  
設計時均風速

      V  （m/s）  

≤ 5 m 35.8 
10 m 38.7 
20 m 41.7 
30 m 43.6 
50 m 46.2 
75 m 48.3 
100 m 49.8 
150 m 52.1 
200m 53.8 
250m 55.1 
300m 56.2 
400m 58.0 

>500m 59.5 

 
 註：如高度介乎兩個數值之間，可以按直線插值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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