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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 2019 年》（《守則》）以屋宇署委託進行的顧問

研究為基礎，在督導委員會指導下編撰而成。督導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學術界、

專業學會和相關的政府部門。 

本《守則》新增的特點： 

(a) 側風風力及扭力的計算 

(b) 建築物橫向風力和扭力的荷載組合因數 

(c) 運用移位高度的概念降低建築物有效高度，以計算周邊建築物的直
接遮護效應，從而估算參考風壓及風力系數 

(d) 建築物加速度的計算及使用者舒適度評估 

(e) 因應不同方向出現強風的較低概率的風向因數 

本《守則》亦提供以下資料： 

(a) 用於設計香港一般建築物的風力系數及風壓系數 

(b) 採用隨高度增加的尺寸與動力效應因數，更新順風風力的垂直分布 

(c) 建築物附屬結構的設計指引 

(d) 風洞測試要求的進一步指引 

為方便應用，本《守則》以簡單易明的方式編撰，因此應同時參考本《守則》

的說明資料（說明資料），當中概述制定本《守則》時所審閱的背景資料及

考慮因素。該說明資料亦深入解釋本《守則》的主要更新及特點，並指出應

用本《守則》時須特別注意的情況。 

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在制定《守則》時貢獻良多，謹此致謝。 

封面的衞星雲圖由日本氣象廳的地球同步氣象衞星向日葵 8 號拍攝所得，香

港天文台提供作封面之用，特此鳴謝。 

本《守則》將定期檢討，歡迎業界提出改善建議。 

屋宇署 

第一版：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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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則 

1.1 範圍 

《香港風力效應作業守則 2019年》（《守則》）就建築物或建築

物構件的結構設計，訂明計算風荷載的方法，下稱“標準方法”。

遵照本《守則》所列的要求，將視為符合《建築物條例》及有關

規例的規定。 

本《守則》訂定在設計中使用的風荷載數值。該數值須適合於構

築物或結構構件的類型、其擬作用途、設計使用年限及承受的風

荷載。 

標準方法旨在涵蓋一般建築物結構。本《守則》使用者應確定有

關指引可合理地應用於所考慮的結構種類。 

標準方法適用於不高於 200 米的一般建築物，而下述情況則應採

用風洞測試方法： 

(a) 建築物高度超過 200 米； 

(b) 本《守則》未有涵蓋的形狀獨特建築物； 

(c) 所在地點因地形複雜或周邊環境對風力狀況有不利影響的

建築物； 

(d) 根據本《守則》計算的側風彎矩顯著大於順風彎矩的建築

物，詳見第 2.2.3 節；或 

(e) 𝐵/𝐷 >  6 的建築物，符合第 2.2.4 節所述條件無須考慮扭

力荷載的建築物除外。 

風洞測試的指引載於第 6 部分。 

1.2 符號 

對於條文所涉的結構、構件或條件，本《守則》使用的符號具有

以下含義。 

除特別註明外，本《守則》使用國際單位制。角度以度數為單位。 

下標使用小寫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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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z    在高度 Z 的最大加速度(m/s2) 

𝐵 建築物寬度，與風向成直角的建築物水平尺寸 

𝑏 特徵長度，用以釐定計算風壓系數時的受載面積，取 B 或

2H 的較小者 

𝐶𝑓 按照第 4 部分釐定的風力系數  

𝐶𝑝 淨風壓系數，或建築物構件的總風壓系數 

𝐶𝑝𝑒 外風壓系數 

𝐶𝑝𝑖 內風壓系數 

𝐷 建築物深度，與風向平行的建築物水平尺寸 

𝑑 圓柱體的直徑 

𝑒1,𝑒2 偏心距，用於計算可變扭力荷載 

𝐹𝑥1, 𝐹𝑥2 順風風力 

𝐹𝑦1, 𝐹𝑦2 側風風力 

𝐺𝑟𝑦 1 小 時 側 風 共 振 反 應 標 準 偏 差 的 峰 值 因 數 =

√2 𝐿𝑜𝑔𝑒(1800 𝑁𝑦) 

𝐻 以迎風向作考慮，建築物結構在地面水平以上至屋頂的高

度。對於斜坡上的建築物，其高度可能因風向不同而有

異。  

𝐻𝑏  建築物結構在地面水平以上的高度，不包括主屋頂上的不

規則屋頂設施的高度 

𝐻𝑒  考慮周邊建築物的遮護效應後，基於 H 計算的建築物有效

高度。可根據附錄 A2 中計算𝑍𝑒的方法，取𝑍 = 𝐻計算。 

𝐻𝑖  周邊阻擋風力的建築物的高度 

𝐻𝑑 因遮護效應而降低的參考高度 （“移位高度”） 

𝐻𝑡  按迎風面界定的山丘高度，見附錄 A3。 

ℎ 如沒有下標，即代表護牆高度、獨立牆高度、附設簷篷高

度或招牌高度 

𝐼𝑜,ℎ 在建築物有效高度 𝐻𝑒的湍流強度 

𝐼𝑣,ℎ 在建築物高度𝐻的湍流強度 

𝐼𝑣,𝑧 在高度𝑍的湍流強度 

𝐼𝑜,𝑧 在有效高度𝑍𝑒的湍流強度 

𝐿0.5𝑝 從屬面積的半周長 

𝑀𝑥𝑥,𝑏𝑎𝑠𝑒 （地面）底部的最高側風彎矩 

𝑀ℎ 建築物高於2𝐻𝑏/3的部分的質量。25%的外加荷載可與恆載

合計為𝑀ℎ的質量來源。計算機電房𝑀ℎ時，可依循上述規則

或採用實際外加荷載和恆載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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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 基本橫向振動模式的頻率，𝑁𝑥  或𝑁𝑦。 對於高度小於 100 米

的一般建築物，可使用算式𝑁 =  46/𝐻計算。否則，應使

用剛度及質量的最佳估算，透過模態動力分析得出固有頻

率 

𝑁𝑥 大致上與順風方向一致的模態的基本頻率 

𝑁𝑦 大致上與側風方向一致的模態的基本頻率 

𝑃 表面承受的淨風壓 

𝑃𝑒 外表面承受的風壓 

𝑃𝑖  內表面承受的風壓 

𝑄𝑜,𝑧 地勢平坦的開闊環境，按表 3-1 釐定在有效高度𝑍𝑒的參考風

壓  

𝑄𝑧 就地形效應及風向因素作出修正後，在高度 Z 的參考風壓

𝑄𝑜,𝑧 

𝑄ℎ 在建築物有效高度𝐻𝑒的參考風壓𝑄𝑧 

𝑅 風的重現期（年） 

𝑟 半徑 

𝑆𝑞,𝑧 建築物整體結構設計所施加風力的尺寸與動力效應因數 

𝑆𝑟  重現期 R 的風壓調整因數（期內的超越概率為 63.2%） 

𝑆𝑠 尺寸因數，取決於受載面積的半周長𝐿0.5𝑝（小型構件的數

值可能大於 1.0） 

𝑆𝑠𝑖  建築物有顯著開口，計算內風壓的尺寸因數，取決於該顯

著開口或其他開口的大小。該尺寸因數的定義見第 5.1 節。 

𝑆𝑡 風壓的地形放大因數，取高度 2H/3 計算，見附錄 A3。 

𝑠 地形位置因數，見附錄 A3。 

𝑆𝜃  風壓的方向因數 

Δ𝑇𝑧 在高度𝑍及寬度中心的縱軸，每單位高度的可變扭力荷載 

𝑉𝑧 每小時平均風速 

𝑤 如沒有下標，即代表凹角或去角楔形體的寬度 

𝑊𝑧 在高度 Z 每單位高度的順風荷載 

𝑊𝑧,𝑥1, 𝑊𝑧,𝑥2 從𝑋1、 𝑋2等方向施加於面積中心的順風風力，在各個高度

產生剪力及彎矩 

𝑋, 𝑋1, 𝑋2, 𝑒𝑡𝑐. 順風方向。對於可視為矩形的建築物，𝑋1和𝑋2為正交。 

𝑥, 𝑥1, 𝑥2 表示順風方向的下標 

𝑋𝑡 在順風情況下，建築物與坡頂或陡坡的水平距離，見附錄

A3。 

𝑋𝑖 建築物與周邊逆風位置建築物的間距，用於計算𝐻𝑒  

𝑌, 𝑌1, 𝑌2, 𝑒𝑡𝑐. 側風方向 

𝑍 在地面水平以上的高度 

𝑍𝑒 經考慮周邊環境遮護效應的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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𝑍𝑡 山丘上地盤的高度，見附錄 A3。 

𝛾𝑤 極限風荷載因數，取為 1.4 

𝜉𝑥,  𝜉𝑦 相關振動方向的阻尼與臨界阻尼比率 

𝜃 風吹來的方向（自北向東轉），或與建築物表面成直角的

風向 

𝜌𝑎 空氣的質量密度，取為 1.2x10-3 T/m3
 (=1.2 kg/m3) 

𝜑 牆或構架的密實比率 

𝜓𝑒 地形特徵的有效坡度，見附錄 A3。 

𝜓𝑢 地形特徵的逆風斜坡坡度，見附錄 A3。 

𝜂𝑦 側風方向隨高度變化的模態變形≈ (𝑍⁄𝐻)𝜂𝑦。建築物的數值

可透過模態分析比較計算，一般介乎 1.0 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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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風力作用 

2.1 風力計算流程 

標準方法概要載於圖 2-1 及圖 2-2 的流程圖，包括計算步驟和進

行風洞測試的條件。 

2.1.1 建築物承受風力 

(a) 根據第 2.2.1 節所述，計算（朝風向）順風風力。 

(b) 根據第 2.2.2 節所述，計算扭力。 

(c) 如有需要，根據第 2.2.3 節所述計算側風底盤彎矩。 

(d) 按照第 2.2.4 節所述的荷載組合，將兩個正交方向的風力和

扭力施加於建築物。 

2.1.2 建築物構件承受風力 

第 2.3 節計算建築物構件所受的風壓和風力。 

2.1.3 影響使用者的建築物加速度 

第 2.4.1 節說明最大加速度的計算方法，第 2.4.2 節則訂明可接受

的加速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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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築物承受風力 

2.2.1 順風風力 

對於平地上的建築物，在高度 Z 每單位高度的風荷載可用下列方

程式計算： 

𝑊𝑧 = 𝑄𝑧𝐶𝑓𝑆𝑞,𝑧𝐵     -     方程式 2-1 

其中 

𝑊𝑧  在高度 Z 每單位高度的順風荷載 

𝑄𝑧  按照第 3.1 節所述，就遮護、地形及風向效應作出調整

的參考風壓 

𝐶𝑓 按照第 4.2 節釐定的風力系數 

𝑆𝑞,𝑧 第 5.2 節所述的尺寸與動力效應因數  

𝐵 建築物寬度 

此方程式的組成部分可隨高度而變化，如第 3 部分所述的風壓𝑄𝑧、

第 4 部分所述的風力系數𝐶𝑓，以及第 5.2 節所述的尺寸與動力效

應因數。 

根據第 2.2.2 節所述，把𝑊𝑧從面積中心偏移，可得出在同一高度

的附加可變扭力彎矩𝛥𝑇𝑧。 

2.2.2 扭力 

對於可視為矩形的建築物，計算其在高度𝑍所承受的可變扭力荷

載𝛥𝑇𝑧時，假設各風向的順風風力𝑊𝑧（見圖 2-3）施加於從面積中

心偏移一段水平距離的位置，而該水平距離按以下方程式計算： 

𝑒 = ±0.05𝐵 for 𝐵/𝐷 ≤  1 

𝑒 = ±0.20𝐵 for 𝐵/𝐷 =  6 

如𝐵/𝐷介乎兩個數值之間，可採用直線插值法計算。上述範圍以

外的情況，應使用風洞測試數據。 

至於可視為矩形的非矩形建築物，可參考第 4.2 節𝐵和𝐷的相關尺

寸。 

可視為矩形的建築物，  

𝛥𝑇𝑧 = 𝑒1 ∙ 𝑊𝑧,𝑥1 或 𝛥𝑇𝑧 = 𝑒2 ∙ 𝑊𝑧,𝑥2 

以數值較大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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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可變扭力的定義 

2.2.3 側風底盤彎矩 

如建築物高度少於 100 米、各方向的 𝐻/𝐵 數值小於 5，而且基本

頻率大於 0.5 赫茲，即符合此部分的檢查。經計算的順風風力可

在無需修正的情況下使用。 

否則，對於可視為矩形的建築物，兩個正交風向的側風底盤彎矩

應按方程式 2-2 計算，如有需要，應按下文所述增強順風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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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側風動力產生的地面側風底盤彎矩，應按以下方程式計算，並

使用一致的單位，即 T、m、s 及 kPa： 

𝑀𝑥𝑥,𝑏𝑎𝑠𝑒 = ±
𝐺𝑟𝑦

𝛾𝑤 𝜉𝑦
0.5

𝜌𝑎

𝑁𝑦
1.3(𝐵𝐷)𝑏

0.15 (
0.215√2𝛾𝑤𝑄ℎ 𝜌𝑎⁄

1+3.7𝐼𝑣,ℎ
)

3.3
𝐻𝑏

2

3
  

-     方程式 2-2 

其中 

𝐺𝑟𝑦 1 小 時 側 風 共 振 反 應 標 準 偏 差 的 峰 值 因 數 =

√2 𝐿𝑜𝑔𝑒(1800 𝑁𝑦) 

𝛾𝑤 極限風荷載因數，取為 1.4 

𝜉𝑦 附錄 C2 中側風振動方向的阻尼與臨界阻尼比率 

𝜌𝑎  空氣質量密度，取為 1.2x10-3 T/m3   

𝑁𝑦 大致上與側風方向一致的模態的基本頻率 

(𝐵𝐷)𝑏 建築物由頂部起計三分之一高度的圍封矩形平均平面面

積 

𝑄ℎ 在建築物有效高度𝐻𝑒的參考風壓𝑄𝑧 

𝐼𝑣,ℎ 在建築物高度𝐻的湍流強度，相等於方程式 3-3 或 3-4中

的𝐼𝑜,ℎ，亦可透過風洞測試或 Engineering Sciences Data 

Unit （ ESDU）的方法計算得出 

𝐻𝑏 在地面水平以上的建築結構的高度，但不包括主屋頂上

的不規則屋頂設施的高度 

如經計算的側風底盤彎矩大於順風底盤彎矩，順風風力應乘上以

下因數，以配合側風彎矩，即 

(a) 如 
𝑚𝑎𝑥(𝑀−𝑥1𝑥1, 𝑀+𝑥1𝑥1)

|𝑀−𝑦2𝑦2|
> 1，𝑊𝑧,−𝑥2 應乘以  

𝑚𝑎𝑥(𝑀−𝑥1𝑥1, 𝑀+𝑥1𝑥1)

|𝑀−𝑦2𝑦2|
， 

(b) 如
𝑚𝑎𝑥(𝑀−𝑥1𝑥1, 𝑀+𝑥1𝑥1)

|𝑀+𝑦2𝑦2|
> 1，𝑊𝑧,+𝑥2 應乘以 

𝑚𝑎𝑥(𝑀−𝑥1𝑥1,𝑀+𝑥1𝑥1)

|𝑀+𝑦2𝑦2|
， 

(c) 如 
𝑚𝑎𝑥(𝑀−𝑥2𝑥2, 𝑀+𝑥2𝑥2)

|𝑀−𝑦1𝑦1|
> 1，𝑊𝑧,−𝑥1 應乘以  

𝑚𝑎𝑥(𝑀−𝑥2𝑥2, 𝑀𝑥2𝑥2)

|𝑀−𝑦1𝑦1|
， 

(d) 如 
𝑚𝑎𝑥(𝑀−𝑥2𝑥2,𝑀+𝑥2𝑥2)

|𝑀+𝑦1𝑦1|
> 1 ， 𝑊𝑧,+𝑥1 應乘以 

𝑚𝑎𝑥(𝑀−𝑥2𝑥2,𝑀𝑥2𝑥2)

|𝑀+𝑦1𝑦1|
。 

如因數 
𝑚𝑎𝑥(𝑀−𝑥1𝑥1,𝑀+𝑥1𝑥1)

𝑚𝑎𝑥(|𝑀−𝑦2𝑦2|,|𝑀+𝑦2𝑦2|)
 或  

𝑚𝑎𝑥(𝑀−𝑥2𝑥2,𝑀+𝑥2𝑥2)

𝑚𝑎𝑥(|𝑀−𝑦1𝑦1|,|𝑀+𝑦1𝑦1|)
 大於 1.5，則必須

進行風洞測試。風向 X1及 X2的順風效應及側風效應如圖 2-4(a)和

圖 2-4(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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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a) 順風作用及側風作用的坐標系統 - 從 X1 方向吹來的風引起

的橫向荷載效應 

圖 2-4(b) 順風作用及側風作用的坐標系統 - 從 X2方向吹來的風引起

的橫向荷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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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設計用的風力組合 

兩個正交方向的橫向荷載及扭力荷載，應按表 2-1 的組合因數同

時施加於建築物。 

表 2-1 可視為矩形的建築物的荷載組合因數 

情況 𝑾𝒛,𝒙𝟏

= 𝑴𝒂𝒙(𝑾𝒛,+𝒙𝟏, 𝑾𝒛,−𝒙𝟏) 

𝑾𝒛,𝒙𝟐

= 𝑴𝒂𝒙(𝑾𝒛,+𝒙𝟐, 𝑾𝒛,−𝒙𝟐) 

𝜟𝑻𝒛 

1 ±1.00 ±0.55 ±0.55 

2 ±0.55 ±1.00 ±0.55 

3 ±0.55 ±0.55 ±1.00 

各層的合成荷載必須施加於各層的面積中心（可隨高度而變化）。

該坐標系統如圖 2-5 所示。 

圖 2-5 風力坐標系統 

建築物的設計應能抵受本《守則》所述的扭力荷載及橫向荷載。

然而，如某些結構形式抗扭力荷載的能力較佳，並且符合以下情

況，則無須考慮上述的扭力荷載情況： 

(a) 高度不超過 10 米的單層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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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築物高度不超過 70米且具有抵禦橫向荷載的周邊結構； 

(c) 通過扭力規則檢查的建築物。在 X1 和 X2 兩個橫向方向，
各層由扭力荷載所致的最大層間相對位移，必須小於由橫
向荷載所致的位移的 25%，才可通過檢查。（如建築物具
有垂直連續的抵禦橫向及扭力荷載的結構，可以只在底部
及較高樓層進行檢查，惟較高樓層的抗載能力較附近樓層
低超過 25%）；或 

(d) 如計算所得的扭力層間相對位移不大於橫向位移的 50%，
則無需考慮表 2-1 情況 3 的荷載組合（以扭力為主）。 

2.3 建築物構件承受風力 

圍封式且無顯著開口的建築物（定義載於附錄 B1.1），實心表面

面積承受的淨風壓為： 

𝑃 = 𝑄𝑧𝐶𝑝𝑆𝑠  -      方程式 2-3a 

其中  

𝑃 表面承受的淨風壓 

𝑄𝑧  按照第 3.1 節所述，就遮護、地形及風向效應作出調整

的參考風壓。參考高度 Z 與風壓系數相匹配，但通常為

建築物高度𝐻。 

𝐶𝑝  按照第 4.3.1 節計算的淨風壓系數（總風壓系數包括內

風壓作用） 

𝑆𝑠  取決於受載面積的半周長 𝐿0.5𝑝的尺寸因數，其定義載

於第 5.1 節。 

方程式 2-3a 也可用作計算開敞式構架、建築物附屬物及獨立牆所

承受的淨風壓。 

有顯著開口的建築物，表面面積所承受的淨風壓為內外表面的風

壓差數。至於一般單層覆蓋層板，其淨風壓為： 

𝑃 = 𝑃𝑒 − 𝑃𝑖  - 方程式 2-3b 

𝑃𝑒 = 𝑄𝑧𝐶𝑝𝑒𝑆𝑠  - 方程式 2-3c 

𝑃𝑖 = 𝑄𝑧𝐶𝑝𝑖𝑆𝑠,𝑖      - 方程式 2-3d 

其中 

𝑃 表面承受的淨風壓 

𝑃𝑒 外表面承受的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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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𝑖  內表面承受的風壓 

𝑄𝑧  按照第 3.1 節所述，就遮護、地形及風向效應作出調整

的參考風壓。參考高度 Z 與風壓系數相匹配，但通常為

建築物高度𝐻。 

𝐶𝑝𝑒 外風壓系數，按照附錄 B1.2 計算 

𝐶𝑝𝑖 內風壓系數，按照附錄 B1.3 計算 

𝑆𝑠 取決於受載面積的半周長 𝐿0.5𝑝的尺寸因數，其定義載

於第 5.1 節 

𝑆𝑠,𝑖  如建築物有顯著開口，內風壓的尺寸因數取決於該顯著

開口或其他開口的大小，見第 5.1 節。 

2.4 建築物的風加速度 

2.4.1 最大加速度 

在高度 Z 及重現期𝑅的正交風向的最大加速度（以 m/s2為單位）

可按下列方程式個別計算，並應使用一致的單位（即 T、m、s 及 

kPa）。 

𝐴𝑧 =
𝐺𝑟𝑦 𝜌𝑎

𝜉𝑦
0.5𝑁𝑦

1.3(𝐵𝐷)𝑏
0.15

(
0.215√2𝑆𝑟𝑄ℎ 𝜌𝑎⁄

1 + 3.7𝐼𝑣,ℎ
)

3.3
𝐻𝑏 

3𝑀ℎ
.
2 + 𝜂𝑦

3
. (

𝑍

𝐻𝑏
)

𝜂𝑦

 

-     方程式 2-4 

𝐺𝑟𝑦 在 1 小 時 內 共 振 反 應 標 準 偏 差 的 峰 值 因 數 =

√2 𝐿𝑜𝑔𝑒(1800 𝑁𝑦) 

𝜉𝑦 附錄 C2 中側風振動方向的阻尼與臨界阻尼比率 

𝑁𝑦 大致上與側風方向一致的模態的基本頻率 

(𝐵𝐷)𝑏 建築物由頂部起計三分之一高度的圍封矩形平均平面面

積，不包括建築物高層的縮進部分。若(𝐵𝐷)𝑏 >

𝐻2⁄9，取(𝐵𝐷)𝑏 = 𝐻2⁄9 。 

𝑆𝑟 附錄 A1 中重現期 R 的風壓調整因數 

𝑄ℎ 在建築物有效高度𝐻𝑒的參考風壓𝑄𝑧 

𝜌𝑎  空氣的質量密度，相等於 1.2x10-3 T/m3
  

𝐼𝑣,ℎ 在建築物高度𝐻的湍流強度，相等於方程式 3-3 或 3-4中

的𝐼𝑜,ℎ，亦可透過風洞測試或 ESDU 的方法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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𝐻𝑏 在地面水平以上的建築結構的高度，但不包括主屋頂上

的不規則屋頂設施的高度 

𝑀ℎ 建築物高於2𝐻𝑏/3部分的質量 

𝜂𝑦  用於描述隨高度變化的大致模態變形情況的參數。如未

能透過對比模態分析結果得出參數，則可假設為 1.5 來

計算建築物由頂部起計的四分之一高度的加速度。 

2.4.2 最大加速度限值 

在重現期為 1 年及 10 年的情況下，如建築物的最大加速度小於下

圖 2-6 所訂明的限值，使用者的舒適度便屬可以接受。 

頻率 Ny（Hz） 

最
大
加
速
度
（

m
/s

2
）

 

10 年 寫字樓及旅館 

10 年 住宅樓宇 

1 年 寫字樓和旅館 

1 年 住宅樓宇 

圖 2-6 可接受的使用者舒適度 

2.5 臨時構築物的最小風荷載 

臨時建築物和相關結構如非作住宅用途，且存在不超逾一年時間，

其設計的最小風荷載可為永久建築物設計荷載的 70%。 

第15頁 



在設計與建築地盤相關的圍板及有蓋人行道、非住宅用途的承建

商屋棚、竹棚、帳幕或帳篷的最小風荷載時，𝑄𝑧相等於第 3.2 節

所界定的𝑄𝑜,𝑧的 37% ，不應再用其他調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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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風壓 

3.1 概要 

風壓𝑄𝑧為： 

𝑄𝑧 = 𝑄𝑜,𝑧 𝑆𝑡 𝑆𝜃     -     方程式 3-1 

其中 

𝑄𝑜,𝑧  其定義載於第 3.2 節  

𝑆𝑡   第 3.4 節的地形因數 

𝑆𝜃   附錄 A1 的風向因數 

3.2 有效高度的參考風壓 

本《守則》就開闊環境在有效高度𝑍𝑒的參考風壓載於下表 3-1。

𝑍𝑒的定義載於第 3.3 節。 

表 3-1 參考風壓 Qo,z 

有效高度 

𝒁𝒆 （米） 

參考風壓 

 𝑸𝒐,𝒛 （千帕斯卡） 

≤2.5 1.59 

5 1.77 

10 1.98 

20 2.21 

30 2.36 

50 2.56 

75 2.73 

100 2.86 

150 3.05 

200 3.20 

250 3.31 

300 3.41 

400 3.57 

500 3.70 

>500 尋求專家意見 

如有效高度介乎 2.5 米至 500 米之間，參考風壓可計算如下： 

𝑄𝑜,𝑧 = 3.7(𝑍𝑒⁄500)0.16     -     方程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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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強度可取為： 

𝐼𝑜,𝑧 = 0.087(𝑍𝑒⁄500)−0.11     -     方程式 3-3 

其中 

𝑄𝑜,𝑧 在有效高度𝑍𝑒的參考風壓 

𝑍𝑒 經考慮周圍環境的有效高度 

𝐼𝑜,𝑧 在有效高度𝑍𝑒的湍流強度 

至於側風底盤彎矩及加速度的計算，若0.25 ≤ 𝐻𝑒/𝐻 ≤ 0.5，則湍

流強度可修改為： 

𝐼𝑜,𝑧 = [4 − (6𝐻𝑒⁄𝐻)] 0.087(𝑍𝑒⁄500)−0.11     -     方程式 3-4 

3.3 遮護效應 

風壓、湍流強度及風力系數可用建築物的折減高度即有效高度𝑍𝑒

來計算，以考慮地盤周邊其他建築物的遮護效應。有效高度的計

算方法載於附錄 A2。 

𝑍𝑒 可保守地取建築物在地面水平以上的實際高度𝑍。 

3.4 地形效應 

地形效應應如附錄 A3 的定義予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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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力系數及風壓系數 

4.1 概要 

本部分的風力系數及風壓系數用於第 2 部分的方程式，分別用作

估算建築物及建築構件所承受的總風力。 

4.2 建築物的風力系數 

建築物矩形平面的風力系數載於第 4.2.1節，如遇矩形平面變化的

考慮因素載於第 4.2.2 及 4.2.3 節。建築物平面可視為矩形處理的

條件載於第 4.2.4 節。 

高度／直徑比不大於 6 的圓形平面建築物的風力系數可取 0.75。 

4.2.1 矩形建築物 

當建築物有別於簡單矩形平面時，第 4.2.1 至 4.2.4 節提供更多有

關使用下列公式的指引。 

圖 4-1所示的矩形建築物，其風力系數如圖 4-2所顯示，隨有效高

度𝐻𝑒、寬度𝐵及深度𝐷而變化。 

在計算整體風荷載（累計的剪力、扭力及彎矩）時，𝑄𝑧可隨高度

而變化（或保守地採用𝑄ℎ）。 

圖 4-1 建築物平面尺寸的基本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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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力
系
數

  
 

圖 4-2 簡單矩形棱柱形建築物的風力系數 Cf   

0.055 𝐻𝑒⁄𝐷
𝐶𝑓  = 1.1 +  

exp{|𝑙𝑜𝑔𝑒[(0.6𝐵/𝐷)(1 − 0.011 𝐻 ⁄𝐷) ]|[1.7−0.0013(𝐻 2
𝑒⁄𝐷) ]

𝑒 }
 

-     方程式 4-1 

其中 

𝐻𝑒  考慮周圍環境後，基於𝐻計算的建築物有效高度。 

𝐵 建築物的寬度 

𝐷 建築物的深度 

𝐻𝑒⁄𝐷 ≤ 12可利用方程式 4-1。 

第20頁 



4.2.2 平面隨高度變化的效應 

𝐵及𝐷的局部數值及建築物有效高度𝐻𝑒（𝐻𝑒⁄𝐷等於或小於 12）須

代入方程式 4-1 來計算在特定高度的風力系數𝐶𝑓。在計算𝐶𝑓時，

如平面尺寸的變化局部樓層高度不足𝐻的 10%，則可以無須理會。

風壓應施加於實際受風面積。 

4.2.3 角形效應 

有對稱角切口或去角位的矩形建築物，可利用下列因數折減風力

系數： 

𝑤
[1 − 2  (1 − cos 𝜃)]    -    方程式 4-2 

𝐵

其中  

𝑤、 𝐵 及 𝜃 的定義載於下圖 4-3， 且0≤ 𝑤⁄𝐵 ≤0.31 

若 𝑤⁄𝐵 > 0.31，取 𝑤⁄𝐵 = 0.31 或視作 X 形處理。 

圓角矩形建築物的風力系數可利用根據平滑圓角的半徑 r 求得的

因數來折減： 

[1 − 2.5 𝑟⁄𝐵]    -    方程式 4-3 

其中  

0≤ 𝑟⁄𝐵 ≤0.1 

若𝑟⁄𝐵 > 0.1，取 𝑟⁄𝐵 = 0.1。 

如屬不對稱的角形，應取折減最小者。 

風 風 

圖 4-3 考慮角形效應的基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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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附有翼樓的建築物（即 U 形、X 形、Y 形、Z 形 及 L

形） 

如建築物附有翼樓，其風力系數應根據同等矩形尺寸的矩形建築

物計算。 

如屬“U＂形及“X＂形建築物，其同等矩形見圖 4-4(a) 及 4-4(b)。 

如屬“Y＂形建築物，其同等矩形見圖 4-4(c) 及 4-4(d)。 

如屬“Z＂形及“L＂形建築物，其同等矩形見圖 4-4(e) 及 4-4(f)。 

上述建築物可如圖 4-4(b)至 4-4(d)所示把角形效應考慮在內。 

 

風 風 風 

圖 4-4(a) U 形建築物的基本尺寸 

 

風 風 

圖 4-4(b) X 形建築物的基本尺寸 

 

風 
風 

圖 4-4(c) 雙 Y 形建築物的基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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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風 

圖 4-4(d) 單 Y 形建築物的基本尺寸 

 

風 
風 

圖 4-4(e) 單 L 形建築物的基本尺寸 

 

風 

風 

圖 4-4(f) 單 Z 形建築物的基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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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築物構件風壓系數 

4.3.1 無顯著外牆開口的圍封式建築物的淨風壓系數 

就矩形方角的建築物而言，如沒有附錄 B1.1 所定義的顯著開

口，可按表 4-1 得出其建築表面的淨風壓系數（計及內風壓效應

的總風壓系數）。 

表 4-1 無顯著外牆開口的圍封式建築物的淨風壓系數 Cp  

情況 適用區域 𝑪𝒑 

牆壁 

邊緣負壓區 A -1.4 

其他負壓區 B -1.0 

正壓區 A 及 B +1.1 

平屋頂或坡度

小於 30 度的斜

尖屋頂 

 

角部負壓區 C -2.2 

邊緣負壓區 D -1.6  

其他負壓區 E -1.0  

正壓區 C、D、E +0.3 

坡度大於 60 度

的斜尖屋頂 

角部負壓區 C -1.4 

邊緣負壓區 D -1.4 

其他負壓區 E -1.0 

正壓區 C、D、E +1.1 

註： 

(a) 計算淨風壓時，應使用𝑄ℎ。 

(b) 尺寸因數（𝑆𝑠），取決於從屬面積（面板的結構跨度），可大
於 1.0。 

(c) 若高度在0.5(𝐻 − 𝐻𝑒)以下，覆蓋層風壓可減少 20%。 

(d) 當建築形式有重大區域變化，如設有平台，應遵從圖4-6(a)及圖
4-6(b)適用於塔樓及平台的高度規則。 

(e) 坡度在 30 度與 60 度之間的斜尖屋頂的𝐶𝑝值可採用直線插值法
計算。 

(f) 低矮建築物屋頂的風壓系數也可從其他可靠來源的公開資料取
得。 

有關如圖 4-5(a)所示，從平台邊緣向後退入的塔樓，其適用區域

的定義載於圖 4-6(a)和圖 4-6(b)。受塔樓影響的平台屋頂範圍，應

採用相鄰塔樓垂直面的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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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a) 塔樓從平台邊緣向後退入時的風壓參考高度及區域比例尺寸 

圖 4-5(b) 塔樓位處平台邊緣時的風壓參考高度及區域比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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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A 

區域 B 

區域 C 

區域 D 

區域 E 

圖 4-6(a) 承受風壓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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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風 

圖 4-6(b) 圖 4-6(a)的風壓區域尺寸 

如圖 4-5(b)所示位處平台邊緣的塔樓，其區域劃分的定義應參照

圖 4-6(a)，區域範圍則應參照圖 4-6(b)。至於平台的設計風壓，應

採用(𝑏1𝑡, 𝑏1𝑝)及(𝑏2𝑡, 𝑏2𝑝)的最大數值以釐定圖 4-6(b)中區域 A 的

範圍。釐定參考高度時應參照圖 4-5 (b)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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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有顯著外牆開口的建築物的風壓系數 

附錄 B1 闡釋顯著外牆開口的定義，並提供計算建築物外牆風壓

的方法。 

附錄 B1 亦提供釐定非顯著開口的影響的指引。 

4.3.3 開敞式構架的風壓系數 

表 4-2 就適用於平面構架（如附連在建築物上的外露格樑）的風

壓系數數值提供指引。  

表 4-2 開敞式構架的淨風壓系數 

密實比率 φ 風壓系數𝑪𝒑 

0.01 2.0 

0.1 1.8 

0.2 1.7 

0.3 1.6 

0.5 1.5 

0.8 1.5 

0.9 1.6 

1.0 2.0 

註： 

(a) 密實比率等於開敞式構架的有效投影面積除以與風向

成直角的構架邊界所圍封的面積。 

(b) 可用直線插值法得出中間值。 

(c) 風壓只施加於構架的實體部分。 

4.3.4 其他建築物附屬構件的風壓系數 

其他建築物附屬構件的風壓系數載列於附錄 B2.1 至 B2.3。 

4.3.5 獨立牆的風壓系數 

獨立牆的風壓系數載列於附錄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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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尺寸因數和尺寸與動力效應因數 

5.1 尺寸因數 

尺寸因數 𝑆𝑠取決於受載面積的大小和位置。如圖 5-1 所示，受載

面積的大小按該面積的半周長𝐿0.5𝑝估量。周長指圍繞產生主要荷

載效應的從屬面積量度的長度。至於形狀較為複雜的受載面積，

半周長的定義為以繃緊的繩子剛好圍繞該面積所有端點所得的長

度的一半（以直徑𝑑的圓形為例，𝐿0.5𝑝 = 𝜋𝑑/2 ）。 

𝑆𝑠 的取值如圖 5-2 所示或按照附錄 C1 計算。 

圖 5-1 受載面積的半周長 L0.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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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載面積的半周長 

尺
寸
因
數

 

角部區域 

邊緣區域 

其他區域 

（米） 

圖 5-2 尺寸因數 Ss  

角部受壓區域和邊緣受壓區域的定義見圖 4-6(a)和表 4-1。 

計算涉及附錄B1.1定義的顯著開口的內風壓時，尺寸因數𝑆𝑠𝑖，對

應最大開口的半周長，或圍繞多個開口（形成附錄 B1.1 所述的顯

著開口）的估計周長的一半（見圖 5-3）。此外，計算時應使用

圖 5-2 中的“其他區域”曲線取值。   

圖 5-3 因多個開口形成顯著開口面積 A0所得受載面積半周長 L0.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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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築物的尺寸與動力效應因數 

應用於建築物頂部的陣風風力的尺寸與動力組合效應因數按以下

方程式計算： 

𝑆𝑞,ℎ = 0.5 + √(𝑆𝑠(𝐿0.5𝑝=𝐵) − 0.5)
2

+
0.25

𝐵0.5𝐻𝑁𝑥
2𝜉𝑥

     -  方程式 5-1 

其中  

𝑆𝑠 尺寸因數，取決於建築物頂部受載面積的半周長 

𝐿0.5𝑝 = 𝐵。如要求出圖 5-2 中𝑆𝑠的數值，應使用“其他

受壓區”曲線。 

𝐻 建築物高度 

𝐵 建築物寬度 

𝑁𝑥 大致上與順風方向一致的模態的基本頻率 

𝜉𝑥 相關振動方向的阻尼與臨界阻尼比率 

尺寸與動力效應因數可按照以下方程式隨建築物高度遞減： 

𝑆𝑞,𝑧 = 𝑆𝑞,ℎ − 1.2(𝑆𝑞,ℎ − (10 𝐻⁄ )0.14)(1 − 𝑍 𝐻⁄ )   -  方程式 5-2 

以上方程式以米和赫茲為單位。 

如建築物的高度小於 50 米，可以使用以下簡化方程式計算各個

高度的𝑆𝑞： 

𝑆𝑞 = 1.1 𝑆𝑠(𝐿0.5𝑝=𝐻/1.5+2𝐵) -  方程式 5-3  

其中  

𝑆𝑠 尺寸因數，取決於建築物同等受載面積的半周長𝐿0.5𝑝。

對於方程式 5-3，半周長取𝐿0.5𝑝 = 𝐻/1.5 + 2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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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風洞測試要求 

6.1 概要 

以下指引用於按規定模擬整座建築物，以求得其總體風力、加速

度和表面風壓，並適用於香港一般測試的要求。 

6.1.1 風場模擬與使用儀器 

(a) 自然風應以物理方法或數值分析(*)再現，以反映適合該地盤

的每小時平均風速、湍流強度及湍流積分尺度隨高度的變化。 

(b) 測試儀器、其反應特性和數據記錄方法均應適合所需測量的

荷載。 

(c) 測量應滿足與本《守則》目的相符的峰值風荷載測量的可靠

性要求。 

(*) 來流中與渦激振動相關的湍流頻率應以物理方法模擬，而較

低頻率的湍流則可以數值分析模擬。 

6.1.2 動力反應模擬 

如有明顯共振動力反應，模型應按照公認的尺寸比例原則，以物

理方法或數值分析準確模擬結構的質量分布和剛度，以及恰當反

映結構的阻尼作用。 

如建築物形狀接近棱柱體且𝐻/𝐵和𝐻/𝐷數值小於 15，在計算因共

振（動力部分）而增加的風振反應時，可假設只需考慮兩個橫向

和扭力方向中的最低頻率模態（總共 3 個模態）。 

6.1.3 地形模擬 

如建築物的荷載可能明顯受到所處地形影響，則應透過小比例風

洞測試進行研究，或使用可靠的公開資料，以確定地形對風場特

性的影響。 

地形模型比例通常應大於或等於 1:5000。如地形模型比例需要小

於 1:5000，請參閱本《守則》的《說明資料》所闡述的詳細考慮

因素。 

地形模型應包括可能對地盤風力狀況產生重大影響的大部分地形

特徵。 

應以 20 度為間隔，量度最少 18 個風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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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形風洞測試的實測風剖面所得的地形放大因數可使用以下方

程式計算： 

𝑆𝑡 = {
[𝑉𝑧(1+3.7𝐼𝑣,𝑧)]

地形

[𝑉𝑧(1+3.7𝐼𝑣,𝑧)]
來流

}

2

  -  方程式 6-1 

其中  

“地形”是指地形測試中的地盤 

“來流”是指吹向測試模型的風剖面在離地面相同高度處的數

值。 

6.1.4 周邊景物模擬 

如建築物的荷載可能明顯受到周邊建築物或地形特徵影響，風洞

測試必須加入這些周邊特徵的模型。 

周邊景物模擬應包括所有可能明顯影響發展項目地盤風環境的建

築物。一般而言，周邊景物模擬應涵蓋地盤周邊半徑不小於 400

米的範圍。 

如當地地形太大而無法在周邊景物模擬中合理交代，則其影響應

按照第 6.1.3 節所描述的方法說明。 

就風壓與風荷載而言，通常需要以 10 度為間隔，量度最少 36 個

風向角。 

6.1.5 模型比例限制 

風洞測試所用的幾何比例和速度比例應確保模擬具有適當程度的

細節，並同時符合最小雷諾數的要求。 

一般而言，建築物模型比例不應小於 1:500。對於有尖角的建築

物模型，基於建築物模型的一般寬度的雷諾數不應低於 1x104。 

至於圓形建築物，以上條件通常並不足夠，須取得進一步資料，

以證明測試條件是否適用，例如以更大比例的模型進行測試，以

驗證表面貼條是否能夠在建築物表面邊界層產生合適的湍流。 

風洞阻塞比率可能隨風向而改變，測量結果應作適當修正。計及

周邊建築物的影響後，測試中的阻塞比率通常不應超過 10%。如

目測阻塞比率超過 10%，則需要測量驗證。 

6.1.6 風剖面 

移除周邊景物及測試模型後，每小時平均風速、湍流強度和湍流

積分尺度隨風洞高度的變化（在按適當的幾何比例和速度比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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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後），應與以符合 Harris and Deaves 模型的方法（例如 ESDU 

發布的 ESDU 01008 電腦程式充分闡述的方法）評估的實際比例

數值相若。如在較小比例的風洞測試中另行模擬地形的影響，則

該模擬所得的風剖面應與建築模型測試相匹配，並應注意第 3 部

分中的風剖面相當接近 ESDU 中開闊海面的風剖面。 

6.1.7 匹配風壓的要求 

應使用以下關係來匹配《守則》中的風壓。  

𝑄𝑧 =
𝑎

2
[𝑉𝑧(1 + 3.7𝐼𝑣,𝑧)]

2
  -  方程式 6-2 

其中  

𝑄𝑧 為目標峰值陣風風壓 

𝑉𝑧 為每小時平均風速，與移位高度（例如在空轉盤以上測量）的

風洞來流風速剖面比較 

𝐼𝑣,𝑧 為風洞中的湍流強度 

在建築物密集的地形，匹配高度𝑍應該取上風建築物高度（有效

高度）以上 150 米（實際比例），或測試建築物高度的三分之 

二，以較大者為準。對於空曠地貌，𝑍應取建築物高度的三分之

二。如屬兩種地形之間的情況，兩者均應考慮。 

在匹配高度，在測試條件下按照以上方程式計算的峰值陣風風壓

（轉換為實際比例）應予修正，從而與方程式 3-1 中的目標峰值

陣風風壓（實際比例）相匹配。 

計算風洞測試的𝑆𝑡的要求見第 6.1.3 節。 

6.2 荷載的目標可靠度 

用於結構設計的風荷載應相當於暴露於 1 小時的極限風壓的預期

峰值反應。極限風壓的計算方法，是將《守則》的參考風壓乘以

第 6.5.2節提及的風向因數𝑆𝜃，再乘以相關結構作業守則中的風荷

載因數 𝛾𝑤。 

6.3 覆蓋層的附加要求 

覆蓋層板的風荷載應根據一般的面板尺寸推算，例如半周長為 2

米至 5 米，以及 1 小時內的不超越概率為 80% 。如使用的面板尺

寸明顯較大，在適用的情況下，其風荷載可能需要作出折減。  

計算內風壓時，應考慮測量的外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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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築物被遮護時的最小荷載 

如果鄰近或周邊建築物能提供顯著的遮護效應（即如附錄 A2 所

定，在各個風向提供最大遮護效應的建築物），則應考慮該等建

築物一旦被移除後對建築物總荷載所帶來的影響。 

新建築物應可以抵抗不少於以標準方法計算所得的風荷載的 80%。 

如果在移除了有顯著遮護效應的建築物的情況（移除遮護物情況）

下進行額外的風洞測試，而採用的風荷載又不小於額外風洞測試

所得結果的 80%，則該限值可以放寬到以標準方法計算所得順風

向風荷載的 70%。 

移除有遮護效應的建築物的原則是，應考慮移除在各個風向提供

最大遮護效應的建築物／建築物群（作用最大的建築物）。決定

提供最大遮護效應的建築物的步驟載於附錄 A2。 

超出本《守則》範圍的新建築物，應能抵抗在移除遮護物情況下

測試所得荷載的 80%。採用的風荷載不得低於標準方法計算的順

風向風荷載的 70%。 

圖 6-1 總結了以上規則。在其他情況下，應採用現存和日後可能

出現的周邊環境下最大荷載 。 

圖 6-1 風荷載測試結果的最小荷載取值 

6.5 《守則》風壓與風向特性的採用 

6.5.1 使用極限風荷載 

如要計算極限荷載，應直接將按風向調整的風速乘以√𝛾𝑤，再將

所得的極限荷載除以𝛾𝑤，以計算出荷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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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守則》所得的風荷載應乘以各作業守則中適當的荷載因

數，包括𝛾𝑤。 

6.5.2 風向特性 

如使用“Sector Method”，可按附錄 A1 的風向因數調整參考風

壓，以反映各個風向的強風出現的概率減低的原因。 

另外，如使用“Storm Passage”、“Up-crossing”或類似方法得

出風力和風壓，取𝑆𝜃 = 1.0。 

6.5.3 計算加速度使用的風壓 

計算建築物加速度時，應使用附錄 A1 表 A1-2 中的重現期調整因

數，將《守則》的風壓調整至適當的重現期。 

或者，加速度的重現期可以使用組合方向概率法（即“Storm 

Passage”或 “Up-crossing”方法）及各風向的總合（即結合 X、

Y 和旋轉）反應計算。 

6.6 驗證要求 

如使用風洞測試驗證設計荷載，應提供足夠的測試條件和結果細

節，以便對模擬的適用性進行獨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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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第 3 部分補充資料： 

設計風壓 



A1 風氣候 

A1.1 風向特性 

參考風壓可按表 A1-1 的風向因數作出調整，以反映各個風向的

強風出現的概率降低。 

表 A1-1 風壓的風向因數 S𝛉 

風向 
風向因數 

𝑺𝜽 

北 0.82 

東北 0.84 

東 0.85 

東南 0.85 

南 0.85 

西南 0.84 

西 0.82 

西北 0.80 

表 A1-1中 8個方向之間的任何一個𝑆𝜃值都可以直線插值法求得。

使用標準方法時，應採用所考慮 90 度扇區中的最大𝑆𝜃值。  

風向因數不適用於圓形建築物。就圓形建築物而言， 𝑆𝜃 = 1 。 

A1.2 計算加速度使用的特定重現期風壓 

計算建築物加速度時，應使用表A1-2中的重現期R的風壓調整因

數，將參考風壓調整至適當的重現期。 

表 A1-2 重現期 R 的風壓調整因數 Sr 

重現期 R 

（年） 

重現期 R 的風壓調

整因數 𝑺𝒓 

1 0.25 

1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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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直接遮護效應的調整 

使用本《守則》的標準方法時，參考風壓、湍流強度及風力系數

可用建築物的已折減高度，即有效高度𝑍𝑒來計算，以考慮地盤周

邊其他建築物的直接遮護效應。 

有效高度𝑍𝑒，取(𝑍 − 𝐻𝑑)和(0.25𝑍)的最大值，其中𝐻𝑑是需折減高

度，可以取為零或以下方程式值的最小值：  

(a) 0.8𝐻𝑖     -   方程式 A2-1 

(b) 1.2𝐻𝑖 − 0.2𝑋𝑖 但 ≥ 0  -   方程式 A2-2 

(c) 0.75𝐻    -   方程式 A2-3 

其中 

𝐻  擬建建築物的實際高度 

𝐻𝑖  在地面水平以上並在所考慮風向±45 度範圍內提供遮護

效應的建築物的高度（圖 A2-1）。𝐻𝑖取值小於或等於

𝐻。 

𝑋𝑖  擬建建築物逆風面與提供遮護效應的建築物的水平距離

（圖 A2-2）。只須考慮距離𝑋𝑖小於擬建建築物高度 6 倍

的建築物。  

如只有一幢提供遮護效應的建築物，則不須考慮遮護效應。如逆

風方向有兩幢或以上提供遮護效應的建築物，則可以計算在該方

向提供第二大遮護效應的建築物所導致的高度折減 。 

圖A2-3可用以釐定提供最大和第二大遮護效應的建築物，即最大

和第二大的𝐻𝑑。𝑍𝑒按照以下方程式取值： 

𝑍𝑒 = 𝑍 − 𝐻𝑑，對於 𝑍 ≥ 1.33𝐻𝑑             -   方程式 A2-4a 

𝑍𝑒 = 0.25𝑍，對於 𝑍 < 1.33𝐻𝑑  -   方程式 A2-4b 

如在考慮風向±45 度範圍內的周邊建築物高度各有不同，應如圖

A2-4所示將𝐻𝑑取為扇區內各建築物的加權平均值，而每個分區中

的有效高度則根據上述段落所述的規則計算。為方便計算，每個

扇區可以劃分為不少於 4 個相等的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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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遮護效應的建築物的高度應為該建築物的實際高度或由擬建

建築物底部計起的折減高度（以提供較小遮護效應者為準）。有

關詳情，請參閱《說明資料》。 

擬建建築物 

提供遮護效應的建築物 

圖 A2-1 考慮風向為±45 度的平面圖 

擬建建築物 
提供遮護效應的建築物 

𝐻𝑑1、𝐻𝑑2、𝐻𝑑3等之中

的第二大數值 

風 

圖 A2-2 Hi和 Xi的的定義（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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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3 Hdi/H 隨 Xi/H 和 Hi/H 的變化 

擬建建築物 

提供遮護效應的建築物 

風 

圖 A2-4 扇區內建築物高度不一（4 個不等分區的平面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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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地形放大因數 

如使用標準方法時應用地形放大因數，可以按以下方法計算𝑆𝑡。

以下計算地形放大因數的方法適用於山丘和山脊或懸崖和陡坡，

而其橫切面按理可視為二維。 

就本《守則》而言，如𝜓𝑢 > 0.05，且地盤位於圖 A3-1(a) 和圖

A3-1(b)所示的地形明顯起伏區內，並符合以下定義，其局部地形

的起伏便屬於明顯。 

(a) 𝑍𝑡⁄𝐻𝑡 ≥  0.5  

(b) 位於順風坡上，且符合𝑋𝑡 < 1.5 𝐻𝑡⁄𝜓𝑒的地盤 

其中以下為適用的地形形式定義： 

𝜓𝑢  山坡向風面上半部分的山坡高度四分之一的最大坡度  

𝜓𝑒  𝜓𝑢或 0.3 的最小值 

𝐻𝑡 位於平均坡度小於或等於 5%的周邊地面上的向風面的

山坡高度   

𝑍𝑡 由𝐻𝑡的相同基準（即 𝑍𝑡 ≤ 𝐻𝑡）到地盤最高處的高度 

𝑋𝑡 如適用，由坡頂至順風坡上地盤的距離 

第 A5頁 



陰
影
部
分
為
地
形
明
顯
起
伏
區

 

當
坡
度

 

基
準

 

峰
值

 

如
地
盤
位
於
逆
風
面
，
採
用
橙
色
部
分
的
尺
寸
；

 

如
地
盤
位
於
順
風
面
，
採
用
藍
色
部
分
的
尺
寸
。

 

順
風
面
的

s
值
，

 應
取
山
丘

 /
 山

脊
和
懸
崖

 /
 陡

坡
的
較
小
值
。

 

圖
 

3
A

-1
(a

) 
山
丘
和
山
脊
的
地
形
尺
寸
的
定
義

 

第 A6頁 



如
地
盤
位
於
逆
風
面
，
採
用
橙
色
部
分
的
尺
寸
；

 

如
地
盤
位
於
順
風
面
，
採
用
藍
色
部
分
的
尺
寸
。

 

順
風
面
的

s
值
，
應
取
山
丘

 /
 山

脊
和
懸
崖

 /
 陡

坡
的
較
小
值
。

 

陰
影
部
分
為
地
形
明
顯
起
伏
區

 

當
坡
度

 

基
準

 

峰
值

 

當
坡
度

 

圖
 A

3
-1

(b
) 

懸
崖
和
陡
坡
的
地
形
尺
寸
的
定
義

第 A7頁 



如無須就地形作出調整，則 

𝑆𝑡  = 1.0  

否則，風壓的地形放大因數𝑆𝑡計算如下： 

𝑆𝑡 = [1 +
2𝜓𝑒𝑠

1+3.7𝐼𝑣,𝑧
]

2

     -     方程式 A3-1 

 
其中 

𝑠  圖 A3-2(a、b或 c)所示的或根據方程式 A3-2至 A3-11計

算所得的地形位置因數。 

𝑠 和 𝐼𝑣,𝑧應取高度𝑍 = 2/3𝐻計算 

𝐼𝑣,𝑧    可以取值方程式 3-3 或 3-4 中的𝐼𝑜,𝑧。 

圖 A3-2(a) 山丘／山脊和懸崖／陡坡的逆風坡面的地形位置因數 s  

（圖 A3-1(a) 和圖 A3-1(b)中橙色部分為地形明顯起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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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2(b) 山丘和山脊的順風坡面的地形位置因數 s  

（圖 A3-1(a)中藍色部分為地形明顯起伏區） 

圖 A3-2(c) 懸崖和陡坡的順風坡面的地形位置因數 s  

（圖 A3-1(b)中藍色部分為地形明顯起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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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山丘／山脊和懸崖／陡坡的逆風坡面（圖A3-1中橙色部分所示

的地形明顯起伏區），如符合以下條件： 

0.5 ≤
𝑍𝑡

𝐻𝑡
≤ 1.0 及  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0 

  則 𝑠可以按照以下方程式計算： 

𝑠 = 𝐾𝑢1 · 𝑒
[−𝐾𝑢2(1−

𝑍𝑡
𝐻𝑡

)]
     -     方程式 A3-2 

 

其中   𝐾𝑢1 = 0.1552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4
− 0.8575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3
+ 1.8133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
            

−1.9115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 1.0124                     

-     方程式 A3-3 

 

𝐾u2 = 0.3542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

− 1.0577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 2.6465 

                                                                                     -     方程式 A3-4 

否則， 𝑠 = 0。 

(b) 就山丘和山脊的順風坡面（藍色部分所示的地形明顯起伏區），

如符合以下條件： 

0.5 ≤
𝑍𝑡

𝐻𝑡
≤ 1.0 及  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0 

   則 𝑠可以按照以下方程式計算： 

𝑠 = 𝐾𝑑1 · 𝑒
[𝐾𝑑2(1−

𝑍𝑡
𝐻𝑡

)]
      -  方程式 A3-5             

     

其中 𝐾𝑑1  = 0.1552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4
− 0.8575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3
+ 1.8133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
 

−1.9115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 1.0124  

                                                        -     方程式 A3-6             

𝐾𝑑2 = −0.3056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

+ 1.0212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 1.7637 

                                                         -     方程式 A3-7             

否則， 𝑠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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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只限於懸崖和陡坡的順風坡面（藍色部分的地形明顯起伏區），

如符合以下條件： 

                     0 <
𝑋𝑡𝜓𝑒

𝐻𝑡
≤ 3.5 及  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0 

則應使用以下方程式計算 s 值，其中取 
𝑋𝑡𝜓𝑒

𝐻𝑡
 ≥ 0.1 及 

𝑧𝜓𝑒

𝐻𝑡
≥ 0.1  

𝑠 = 𝐾𝑒1 [log10 (
𝑋𝑡𝜓𝑒

𝐻𝑡
)]

2

+ 𝐾𝑒2 [log10 (
𝑋𝑡𝜓𝑒

𝐻𝑡
)] + 𝐾𝑒3 

                                                                            -     方程式 A3-8             

 

其中  𝐾𝑒1 = −1.3420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3
− 0.8222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
          

+0.4609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 0.0791 

        -     方程式 A3-9             

 

𝐾𝑒2 = −1.0196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3

− 0.8910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

 

+0.5343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 0.1156  

-     方程式 A3-10     

         

 𝐾𝑒3 = 0.8030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3
+ 0.4236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
 

−0.5738 log1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 0.1606  

                                                                         -     方程式 A3-11             

 

在 0 <
Zψe

Ht
< 0.1的範圍內，上述方程式應取 

Zψe

Ht
= 0.1。 

在0 <
Xtψe

Ht
< 0.1的範圍內，s 應利用(a)部分所述的方程式計算所得的

坡頂𝑠值𝑠(0)和本部分所載取
Xtψe

Ht
= 0.1所得的陡坡 s 值𝑠(0.1)，以直線

插值法計算。 

在順風坡頂上，應取山丘和山脊的𝑠值中的較小值或懸崖和陡坡的𝑠值。 

如不符合0 <
𝑋𝑡𝜓𝑒

𝐻𝑡
≤ 3.5 或  0 <

𝑍𝜓𝑒

𝐻𝑡
≤ 2.0的條件，則應取𝑠=0。 

 

 

 



附錄 B 

第 4 部分補充資料：風力系數

和風壓系數 



B1 有顯著外牆開口的建築物的風壓系數 

B1.1 顯著開口的定義 

如開口面積符合𝐴𝑜 > 1.5𝐴𝑡𝑜𝑡的條件，應視為顯著開口，其中  

𝐴𝑜   最大開口的面積，或在同一建築物表面上的相同或相近

風壓區域內各大小相近的開口面積的總和 

𝐴𝑡𝑜𝑡 建築物的其他表面上的開口面積總和，包括縫隙。縫隙

佔𝐴𝑡𝑜𝑡的比例定義為建築物其他外部表面總面積的 0.1%。

若理據充分，可使用其他數值，亦可諮詢專家意見。 

若建築物的開口並不顯著，可以通過考慮氣流的平衡來計算內風

壓。請參閱《說明資料》。 

B1.2 建築物外牆的外風壓系數 

有關矩形方角的建築物，其建築表面的外風壓系數載於表 B1-1。 

圖 4-6(a)及圖 4-6(b)載述風壓區域的定義。有關建築平面非簡單矩

形的建築物，其風壓區域的定義可參閱《說明資料》。 

表 B1-1 有顯著外牆開口的建築物的外風壓系數 Cpe 

情況 適用區域 𝑪𝒑𝒆 

牆壁 

邊緣負壓區 A -1.2 

其他負壓區 B -0.8 

正壓區 A 及 B +0.8 

平屋頂或坡度比小

於 30 度的斜尖屋

頂 

角部負壓區 C -2.0 

邊緣負壓區 D -1.4 

其他負壓區 E -0.8 

正壓區 C、D、E 0.0 

坡度大於 60 度的

斜尖屋頂 

角部負壓區 C -1.2 

邊緣負壓區 D -1.2 

其他負壓區 E -0.8 

正壓區 C、D、E +0.8 

註： 

(a) 計算外風壓時，應使用𝑄ℎ。 

(b) 尺寸因數（𝑆𝑠）取決於從屬面積（面板的結構跨度），可大於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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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高度在0.5(𝐻 − 𝐻𝑒)以下，覆蓋層風壓可減少 20%。 

(d) 當建築形式有重大區域變化，如設有平台，應遵從圖 4-6(a)及圖
4-6(b)適用於塔樓及平台的高度規則。 

(e) 坡度在 30 度與 60 度之間的斜尖屋頂的𝐶𝑝𝑒值可採用直線插值法
計算。 

(f) 低矮建築物屋頂的風壓系數也可從其他可靠來源的公開資料取

得。 

(g) 可通過考慮+0.2 及-0.3 的內風壓系數，從上文得出表 4-1 的淨風
壓系數。 

B1.3 有顯著外牆開口的建築物的內風壓系數 

有顯著外牆開口的建築物的內風壓系數，載於表 B1-2。 

表 B1-2 有顯著外牆開口的建築物的內風壓系數 Cpi 

情況 𝑪𝒑𝒊 

𝐶𝑝𝑒
1. 有顯著開口的情況 （𝐴𝑜 及𝐴𝑡𝑜𝑡

的定義，參閱 B1.1） 

 2𝐴𝑡𝑜𝑡[1 + ( ) ]
𝐴𝑜

2. 不符合顯著開口定義的情況 參閱《說明資料》。 

註： 

(a) 應一併採用內風壓系數及外風壓系數，以得出最壞情況下的淨風
壓系數。 

(b) 用作計算內風壓的參考高度應與在同一位置計算外風壓的參考高
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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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1 至 B1-4 描述須考慮的內外風壓組合。 

風 

風 

風 

核心 

外牆 

圖例 

圖 B1-1 因外牆顯著開口而產生的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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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風 

風 
圖例 

核心 

外牆 

内部牆壁 

圖 B1-2 因位於牆角以外位置的顯著開口對內部牆壁產生的風壓 

風 風 

圖例 

核心 外牆 内部牆壁 

圖 B1-3 因位於逆風牆角的顯著開口而對內部牆壁產生的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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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風 

圖例 

核心 外牆 内部牆壁 

圖 B1-4 因位於順風牆角的顯著開口而對內部牆壁產生的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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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建築物附屬結構的風壓系數 

B2.1 遮陽篷、建築鰭狀飾件及招牌 

表 B2-1載列計算附於建築物外牆的遮陽篷、建築鰭狀飾件及招牌

的淨風荷載所用的淨風壓系數 Cp。 

有關總風力對結構的效應，請參閱第 4 部分。  

表 B2-1 遮陽篷、建築鰭狀飾件及招牌的淨風壓系數 

情況 
處於建築物 

邊緣區域 

處於建築物 

其他區域 

1. 直接與外牆相連 ±1.8 ±0.9 

2. 與外牆有一定距離* ±3.0 ±1.5 

*如構件與外牆之間的間隙小於構件闊度的三分之二，假設間隙為

閉合狀態，則可以按情況 1 取值。得出的風荷載應施加於受載面積

中心。請參照圖 B2‑1(d)及圖 B2‑1(e)。 

註： 

(a) 應採用𝑄ℎ計算淨風壓。 

(b) 圖 B2-1(c)提供邊緣區域的定義。 

(c) 應視 𝑆𝑠 = 1.0 以作計算。 

(d) 若高度在0.5(𝐻 − 𝐻𝑒)以下，風壓可減少 20%。 

(e) 就情況 2 而言，應採用 𝐶𝑝−𝑐𝑎𝑠𝑒1 × 𝐴𝑔𝑟𝑜𝑠𝑠 或 𝐶𝑝−𝑐𝑎𝑠𝑒2 × 𝐴𝑛𝑒𝑡，以

較小者為準。請參照圖 B2-1(d)及圖 B2-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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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1： 水平／垂直排列 

（直接與外牆相連） 

圖 B2-1(a)  

情況 2： 水平／垂直排列 

（與外牆有一定距離） 

圖 B2-1(b) 

邊緣區域 

其他區域 

圖 B2-1(c) 風壓區域定義（b 為 B 及 2H 兩者中的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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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2-1(d)  圖 B2-1(e) 

圖 B2-1 遮陽篷、建築鰭狀飾件及招牌  

B2.2 露台  

表 B2‑2載列用作計算露台牆壁、樓板及欄杆的淨風壓系數。計算

系數時應參考露台所屬建築物屋頂高度的風壓。 

表 B2-2 露台樓板、牆壁及欄杆的淨風壓系數 Cp 

位置 Cp 

露台牆壁及欄杆 ±1.8 

露台樓板 +0.9 及-1.8 

註： 

(a) 應採用𝑄ℎ作為參考風壓，並視 𝑆𝑠 = 1.0 以作計算。 

(b) 若高度在 0.5(𝐻 − 𝐻𝑒)以下，風壓可以減少 20%。 

B2.3 建築物的簷篷 

若簷篷位於建築物中下方（ℎ/𝐻 < 0.5）且高度少於簷篷伸出尺

寸的兩倍，可採用+0.9 及-1.3 作為淨風壓系數。應採用𝑄ℎ作為參

考風壓。正風壓代表作用向下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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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獨立牆的風壓系數 

就獨立牆及護牆而言，表 B3-1 載列區域 A、B、C 及 D 的淨風壓

系數 Cp（如圖 B3-1 所示）。 

表 B3-1載列在兩種不同密實比率下的適用數值。兩種情況下的參

考面積均屬總面積。如密實比率介乎 0.8 與 1 之間，可採用直線

插值法。 

表 B3-1 獨立牆的淨風壓系數 

密實比率 區域 A B C D 

𝜑 = 1 

無轉角 

𝑙/ℎ ≤ 3 2.3 1.4 1.2  

𝑙/ℎ = 5 2.9 1.8 1.4 1.2 

𝑙/ℎ ≥ 10 3.4 2.1 1.7 1.2 

轉角長度≥ ℎ (a) 2.1 1.8 1.4 1.2 

𝜑 = 0.8(b) 所有情況 1.2 1.2 1.2 1.2 

註： 

(a) 若轉角長度介乎 0 與 ℎ之間，可採用直線插值法。 

(b) 若密實比率<0.8，則採用表 4-2 計算開敞式構架的系數。 

用作計算獨立牆及建築物護牆的風壓的參考高度，應為在地面水

平以上牆壁的頂部高度。如屬位於連續基座的懸臂式牆壁，應採

用𝐿0.5𝑝 = 2ℎ以計算尺寸因數。在其他情況下，應採用相關的從

屬面積以作計算。 

第 B9頁 



圖 B3-1 獨立牆的風壓區域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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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第 5 部分補充資料：尺寸

因數和尺寸與動力效應因

數 



C1 計算尺寸因數的方程式 

如圖 5-2 所示，尺寸因數 𝑆𝑠取決於受載面積的半周長𝐿0.5𝑝。此外，

𝑆𝑠也可使用以下方程式計算： 

其他區域和整體風荷載 

𝑆𝑠=𝐿0.5𝑝
= 𝐸𝑥𝑝(0.17 − 0.07 𝐿0.5𝑝

0.32)      -     方程式 C1-1a 

如 𝐿0.5𝑝 < 15 米並位於邊緣區域 

𝑆𝑠=𝐿0.5𝑝
= 1.3 − log𝑛(𝐿0.5𝑝) /9.0 > 1.0     -     方程式 C1-1b 

如 𝐿0.5𝑝 < 15 米並位於角部區域 

𝑆𝑠=𝐿0.5𝑝
= 1.5 − log𝑛(𝐿0.5𝑝) /5.4 > 1.0     -     方程式 C1-1c 

其中 

𝑆𝑠 尺寸因數，取決於受載面積的半周長𝐿0.5𝑝（對於較小

的構件，取值可大於 1.0） 

𝐿0.5𝑝 從屬面積的半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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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建築物和其他結構的阻尼 

評估結構動力反應所用的阻尼值，應取自相似結構的可靠測量結

果。一般建築物基本振動模態的阻尼比率載於下表。如屬鋼／混

凝土組合結構，可取兩者的中間值。 

如建築物的形狀特別窄長，可能適合取用較低的數值，並應尋求

專家意見。 

高寬比應根據建築物沿振動方向的總結構深度計算。用於評估阻

尼的高寬比計算方法，則是將基礎水平以上的總塔樓高度，除以

塔樓承受橫向荷載結構沿振動方向的尺寸。如果圖則上有向後退

入部分，則須比對高寬比與向後退入部分以上的高度除以向後退

入部分以上的總結構深度，並取兩者中的較大值。同樣地，建於

同一平台上的不同塔樓亦須基於平台水平以上的高度進行比對。 

表 C2-1 一般鋼筋混凝土結構的阻尼比率 ξx 、ξy 

振動方向的 

高寬比  

計算加速度用的 

建議阻尼比率 

最大阻尼比率 

計算結構荷載用的 

暫定阻尼比率 

最大阻尼比率 

≥ 8 0.010 0.015 

7 0.011 0.017 

6 0.013 0.020 

5 0.016 0.024 

<4 0.020 0.030 

表 C2-2 一般鋼結構的阻尼比率 ξx 、ξy 

振動方向的 

高寬比  

計算加速度用的 

建議阻尼比率 

最大阻尼比率 

計算結構荷載用的 

暫定阻尼比率 

最大阻尼比率 

≥ 8 0.005 0.008 

7 0.006 0.009 

6 0.007 0.010 

5 0.008 0.012 

<4 0.010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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