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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車由許多線條組成，組成不同，意象各異。本研究希望瞭解穩重感與運動感車型之側視線條的角度差異與規則。研究利

用五階區間尺度，請受測者針對34部樣車圖片就偏穩重感或偏運動感進行評價，再分析車身比例以及主要線條切線角度與

意象評價值之關係。結果顯示，不管穩重或運動車型，車全高與車全長比值接近0.30；肩線高與車全高比值則與由穩重到

運動意象平均值呈現近線性增加關係，亦即運動感愈明顯車型，其肩線高與車全高比值愈大；由車頭至擋風玻璃後緣之水

平距離與車全長比值與意象平均值的關係亦類似。前、後擋風玻璃中點切線之交點位置則顯示，運動感愈明顯車型，其高

度相對愈低，亦即，前、後擋風玻璃愈傾斜。由穩重感至運動感意象，前、後擋風玻璃中點切線與水平線夾角均略呈線性

遞減趨勢，兩者的夾角，則呈線性遞增關係；引擎蓋中點切線與前擋風玻璃中點切線夾角、後行李廂蓋中點切線與後擋風

玻璃中點切線夾角、以及車頭中點切線與引擎蓋中點切線夾角亦都呈現線性遞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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