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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車頭燈照明長期以來多為單一光源(燈泡)，以反射式配光， 雖有法規規範配光分佈，但並無法有效提供駕駛者對各種路

況之所 需。近年來由於半導體的發展，高效率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 又稱LED）元件省能源，可多光源分散配

光的特性，提供了 未來汽車照明新的趨勢，因此本研究嘗試探討以LED 應用於汽車頭 燈設計之可行性。 由於現行之LED 

亮度尚未達汽車頭燈所需亮度之標準，因此本 研究先以轉彎輔助照明為目標。研究採實車測試方式，先探討現行 轎車轉

彎照明之不足區域，據以進行LED 燈組輔助配光測試，驗證 對轉彎輔助照明之效益與近距離照明之可能性。 研究最終設

計製作出一實體轉向輔助燈組模型裝於實車上，符 合功能且兼具造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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