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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人們在駕駛二輪車遇緊急狀況時，通常為了閃避而大力作用煞車，但是當作用力過大時，常常使煞車系統提供的煞車力

大於輪胎與地面之間的摩擦力，造成煞車鎖死等不必要的意外。本文以二輪車「可調式液壓煞車系統」為創新設計點，此

設計基於當煞車時，重心會轉移至前輪；此時為了將車輛停止，前輪煞車將擔負更大的責任，所以藉由新設計的調壓式連

動煞車系統使前後輪煞車扭力皆能得到適當分配。首先，本創新設計流程為利用心智圖法導出煞車系統可發展之趨勢，同

時檢索煞車專利來選擇參考或閃避其專利點。第二，利用TRIZ矛盾矩陣解決系統發展時所面臨的設計問題，並且採用通

用設計法則驗證本創新設計已確實達到大眾需求。第三，根據衍生的解決方案發展出一套功能與外觀皆符合設計目標的系

統，且估算各項機件的合理尺寸。最後，模擬機件受負載之強度以確定其變形量不足以造成材料破壞後即加工出實體，隨

後架設於平台以進行壓力調整測試。研究結果顯示本文所發展之調壓連動煞車系統可完成預定目的。

關鍵詞 : 創新設計、萃智、連動煞車、鎖死、材料強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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