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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富庶，車輛安全法規逐漸受到國人及交通主管機關重視，有關大貨車及拖車等大型車輛之安全防

護裝置亦因前幾年頻傳砂石車交通事故中，扮演防護機車及行人重要角色，而顯得格外重要。 本文蒐集並整理比較國內外

大型車輛(側方與後方)安全防護裝置之法規，並嘗試以不同材質（如低碳鋼、鋁合金及不銹鋼）及不同結構形狀，應用有

限元素法進行安全防護裝置之成本及材質強度分析，評估其安全性及提供改良建議，以期協助車輛製造廠或車身打造業者

於設計大型車安全防護裝置時選用結構方式與材質之參考

關鍵詞 : 車輛(側方與後方)安全防護裝置、有限元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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