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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間接量測出來，並以實際試驗證實此量測方法之可行性；姚忠達教授發表了「具有懸垂梁效應之列

車–橋樑系統其振動減縮」（Vibration Reduction for the Train-Bridge System with Overhanging Beam 

Effects），論文指出車橋系統中之懸垂梁對於橋樑振動反應具有放大效果，為減縮其振動程度，建議

將一轉動約束裝置設置於相鄰之懸垂梁上，並經由有限元素之數值分析，驗證了此約束裝置之力學效

應；中原大學劉明怡教授發表了「兩相鄰建築物振動控制用黏滯性阻尼器之最佳設計」（Optimization 

of Viscous Dampers for Vibration Control of Adjacent Building Structures）, 為控制兩相鄰建築物振動程

度，經由新式數學模型、模態分析以及歷時分析之相互評估，可得兩相鄰建築物最佳阻尼比與線性黏

滯阻尼器之最佳阻尼係數，做為建築工程設計之重要參考；羅元隆教授發表了「正方型斷面棱柱橫風

向干擾效應之氣彈實驗研究」（Interference Effects on Across-Wind Response of a Square Prism based on 

Aeroelastic Tests），風洞試驗結果指出，對於兩相同正方型斷面剛性棱柱之配置，除在迎風向位置之

棱柱具有橫風向振動干擾效應，並觀察到位於背風向位置之棱柱亦具有橫風向干擾特性，振動幅度更

有甚者大於位於迎風向位置之棱柱，此類之干擾效應值得進一步地深入探討。 

在議程之第三階段中，邀請講者–同濟大學曹曙陽教授首先發表「龍捲風引致之冷卻塔風壓研究」

（Tornado-Induced Wind Pressures on a Cooling Tower），以實驗模擬設施分別進行靜止與移動之龍捲風

所引致冷卻塔風壓量測，實際量測數據顯示，龍捲風渦流在冷卻塔上產生較高的負風壓係數，分析結

果揭露此效應為大幅度的壓力下降與流體與結構互制之綜合影響所導致，而相較於靜止之龍捲風，移

動之龍捲風對於冷卻塔造成之風壓，並無明顯差異；淡江大學鄭啟明教授發表了「台灣地區強風作用

時之大氣邊界層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s under Strong Wind in Taiwan）論

文，透過實場量測與風洞模擬試驗，來探討台灣地區不同地況在強風作用時之近地表風場特性，除探

討颱風與季風的風場特性之異同外，並得到都市、鄉鎮及平坦等三種地況的平均風速剖面與其紊流特

性，研究產出可做為修定風力規範之重要參考；成功大學吳毓庭教授發表了「大漩渦模擬架構開發於

風能之研究」（Development of a Large-Eddy Simulation Framework for Wind Energy Studies），此模擬架

構成功掌握了風機尾流效應以及與其相關之渦輪機運轉功率之耗損；本人發表了「結構最佳設計力學

理論於對應載重歷時中系統最大反應研究」（Mechanics of Optimal Structural Design for Extreme Loads 

to Peak System Responses）論文，本研究提出一融合載重反應關聯法（Load Response Correlation Method）

新式結構最佳設計之力學理論，能以對應載重歷時中系統最大反應為設計限制條件，進行結構最佳設

計，並以桁架系統為例，成功地完成了結構最佳設計之計算程式實作；建國科技大學陳若華教授發表

了「架設於不同斜度屋頂太陽能板陣列之風載重研究」（Wind Loads on the Roof-Top Mounted Solar 

Panels Array with Various Roof Slopes），此研究進行了一系列之風洞氣動試驗，根據實驗數據系統性

解析，能夠掌握不同傾斜角度之陣列設置形式太陽能板所受最大風載重之風攻角度。 

最後進入議程之第四階段，邀請講者–中興大學方富民教授發表了「闊葉樹木周圍氣流之數值模

擬」（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s around Broad-Leaf Trees），透過數值模型的建立，提供了一個行人

徒步環境初始設計階段之分析工具，並同時進行風洞量測，除引導數值模型開發方向，並確認了預測

值之準確性；捷克國家科學院 Cyril Fischer 博士發表了「地表運動與移動載重對於簡支梁加乘影響

之數值模擬研究」（Simultaneous Effect of a Moving Load and a Ground Motion on a Simple Beam: 

Numerical Approach）論文，此研究成功地提出了簡單的數學模型，以掌握承受動態載重與垂直地震

力單跨橋樑之力學反應，並應用此新式方法分析承載動態高速列車 TALGO AV2 以及人工地震加速

度之混凝土橋樑反應；中央大學朱佳仁教授發表了「具兩開孔牆面之風力驅動通氣研究」（Wind-Driven 

Ventilation for Two Openings on a Single Wall）論文，此研究進行了風洞實驗以調查風速、風向與開孔

大小對於風力驅動建築物通氣的影響；王人牧主任發表了「矩型輪廓建築物之設計風力係數估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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