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87322033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7	、訪客IP：3.82.145.95


  	姓名	
      	  王俊銘(Chun-Ming Wang)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土木工程學系
	論文名稱	
      	  符合設計譜人工地震之相位角對樓板反應譜之影響
      	   
	相關論文		★ 鋼筋混凝土構架制震設計與分析	★ 版牆結構隔減震設計
	★ 連續壁防治土壤液化之初步研究	★ 樁基礎橋梁地震反應分析
	★ 利用連續壁防治土壤液化之探討	★ Nakamura方法估算土壤第一模態頻率之適用性研究
	★ 黏性土層中隧道開挖引致之地盤沉陷及破壞機制	★ 側向非均勻土層之地表受震反應
	★ 砂土層中井樁承受反覆水平荷重之初步研究	★ 以人工地震探討二維不規則土層對建築物受震反應的影響
	★ 以離心模型試驗探討高含水量黏性背填土
加勁擋土牆之穩定性	★ 以加勁長度改善高含水量下粘土加勁擋土牆穩定性之研究
	★ 內扶壁在基一區(K1)對連續壁變位之影響	★ 打樁引致非均質土層地表振動數值之模擬
	★ 深開挖工程與鄰近捷運隧道受震反應的三維分析	★ 利用傅立葉轉換預測指南宮之地震動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本研究利用五層樓之剪力構造探討具不同相位的人工地震對樓板反應譜的影響，而所考慮的參數為種數、強度包絡曲線所圍成面積的切割數目、強度包絡曲線之上升與下降時間。由研究結果得知，改變此四個參數所產生具不同相位角之人工地震，對樓板反應譜和人工地震自身之FFT內涵有相當的影響，故僅取單一符合設計譜之人工地震作為地震力輸入，以評估結構的耐震性並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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