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FPA13 針對建築物內消防管線之耐震設計簡介 

 

 本文件之內容針對室內的消防管線之耐震設計資料做一簡單說明，主要是依據美

國NFPA13中，對於消防管線的相關設計程序部分加以註解說明，協助首次接觸此一議

題者，對於NFPA13有初步的概念。 

 

1. 耐震之相關案例與說明： 

(1) 國外：FEMA (US)。 

FEMA內文為講述管線於地震中常見的損壞狀況，且概述管線耐震補強之相關

措施與其安裝方式。 

 

2. 耐震之相關規範： 

(1) 國內：無。 

目前國內針對消防管線之耐震補強設計，並無相關規範之說明可參考。 

(2) 國外：NFPA 13 (US)。 

NFPA 13為目前實務界最常用來之參考規範，該內容主為講述消防系統之設

置與安裝標準，其中於第 9.3章節 Protection of Piping Against Damage 

Where Subject to Earthquakes，主要說明了消防水管的安裝與耐震設置

規範。 

 

3. NFPA 13規範之大致內容： 

美國防火協會 NFPA 13為目前實務界，針對消防水管耐震設計最常用來參考之規

範。 

(1) 原理： 

消防水管的防災設計必須考量到管線在飽水的狀態下，其耐震強度不可低於

建築物的耐震設計，以及應避免建築物內的非結構物對震動中的消防管線系

統造成任何傷害。 

 

(2) 規定： 

 9.3.5.3 節 側向耐震斜撐 

(A) 側向耐震斜撐應設在給水主管、分流主管，並應設在管徑

65mm(2.5in)以上支管與其他管線。 

(B) 側向斜撐其間距最長不得超過 12.2m (40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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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後一個側向防震吊架與管線末端的距離，不得超過1.8m(6ft)。 

 

 9.3.5.4 節 縱向耐震斜撐 

(A) 給水主管與分流水管應設有間距不大於 24.4m (8 ft)的縱向耐震斜

撐。 

(B) 最後一個縱向防震吊架與管線末端的距離，不得超過12.2m(40ft)。 

 

 9.3.5.6 節 水平地震力 

(A) 消防水管的重量(Wp)應取管線滿水重量之 1.15 倍(包含配件、安裝

材等所取的安全係數) 。 

(B) 水平地震力之計算 𝑭𝑭𝑷𝑷𝑷𝑷 = 𝑪𝑪𝑷𝑷 × 𝑷𝑷𝑷𝑷。其中 Cp 為地震係數，可由

短周期反應譜係數𝑆𝑆𝑠𝑠值，從表 1 選取。 

 

表 1 地震係數CP(資料來源 NFPA13 table 9.3.5.6.2) 
Seismic coefficient Table 

Ss Cp 

0.33 of less 0.35 

0.4 0.38 

0.5 0.40 

0.6 0.42 

0.7 0.42 

. . 

. . 

. . 

2.80 1.31 

2.90 1.35 

3.00 1.40 

𝑆𝑆𝑠𝑠：𝑠𝑠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𝑝𝑝𝑝𝑝𝑜𝑜𝑝𝑝𝑜𝑜𝑝𝑝 𝑜𝑜𝑝𝑝𝑠𝑠𝑝𝑝𝑜𝑜𝑟𝑟𝑠𝑠𝑝𝑝 𝑝𝑝𝑝𝑝𝑜𝑜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𝑜𝑜𝑝𝑝𝑜𝑜 

𝐶𝐶𝑝𝑝：seismic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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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8 節 耐震斜撐安裝 

斜撐桿件之細長比需小於 300 (𝑙𝑙
𝑟𝑟

< 300)。 

 

(詳細請參閱 NFPA 13 第 9.3章節) 

 

4. NFPA 13之消防管線耐震設計程序範例： 

 

(1) 根據天花版與懸吊配管的距離與角度，參照 NFPA 13中的防震吊架表格

Table 9.3.5.8.7(a)、(b)、(c)，挑選可供使用的防震吊架型式。 

 
圖 1 L 與 θ示意圖 

 

(2) 依照主管、分流主管、支管順序，暫定側向與縱向耐震斜撐吊架位置。 

(a) 暫定配管上之側向防震吊架之最大間距為 40英呎(12公尺) 

(b) 暫定配管上之縱向防震吊架之最大間距為 80英呎(24公尺) 

 

圖 2 縱向與側向防震吊架示意圖(資料來源:美國 TOLCO公司) 

 

(3) 計算暫時決定之防震吊架影響區域範圍內的荷重，求得施加於各防震吊架上

之水平地震力：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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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h = 0.4𝑆𝑆𝐷𝐷𝐷𝐷𝐼𝐼𝑝𝑝
𝑝𝑝𝑝𝑝
𝑅𝑅𝑝𝑝𝑝𝑝

�1 + 2
ℎ𝑥𝑥
ℎ𝑛𝑛
�𝑊𝑊𝑝𝑝 

SDS：工址短周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 

Ip：構體、構材或設備用途係數 

ap：構體或構材自重或設備之共振放大係數 

Rpa：構體、構材或設備等之地震反應折減係數 

hx：構體、構材或設備所在樓層 x 距基面之高度 

hn：建築物基面至屋頂高度。 

Wp：構體或構材自重或設備操作載重 

 

(4) 當總荷重大於該特定斜撐及方位的最大容許值，則需增加額外的斜撐。 

 

(5) 檢查連接耐震斜撐到結構體上的繫件是否足以承受耐震斜撐上的荷重，若不

能，再一次增加額外耐震斜撐。 

 

 

圖 3 防震吊架位置-樹狀形系統(資料來源：NFPA13 Figure A.9.3.5.6(b)) 

 

 圖即為樹狀形消防灑水系統，經 NFPA 13耐震設計程序後，得到放置斜撐之典型

位置，該圖中，其配管側向防震吊架間距為 40英呎(12公尺)。 

 

(詳細請參閱 NFPA 13) 

 

5. 國內相關技術之廠商： 

MASON (美笙台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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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直接參考 MASON之型錄，該文件已明確告知該如何操作與實施。 

 

 

 

圖 4 MASON 之型錄與安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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