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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大客車全車骨架與車身段為研究對象，採用數值模擬軟體LS-DYNA模擬分析大客車翻覆與擺錘試

驗下之安全防護設計及車體結構受碰撞後之動態反應。首先以Belingardi等發表之簡易車身段為研究對象，根據歐規ECE

R66之規定，進行簡易車身段動態翻覆分析與驗證比較，數值分析結果與Belingardi等實驗值與數值分析之結果相近，因此

證明使用LS-DYNA模擬大客車翻覆之可行性，簡易車身段因翻覆造成車架最嚴重之10處產生永久變形部位，且能夠符合

歐規ECE R66殘留空間之要求；其次，以某車體打造廠之6公尺車身段進行翻覆數值模擬分析，結果顯示，6公尺車身段因

翻覆造成車架最嚴重之19處產生永久變形部位，且能夠符合歐規ECE R66殘留空間之要求；以簡易車身段進行擺錘數值模

擬分析，結果顯示，簡易車身段因擺錘碰撞造成車架最嚴重之12處產生永久變形部位，且未能夠符合歐規ECE R66殘留空

間之要求；以1.8公尺車身段進行擺錘數值模擬分析，結果顯示，1.8公尺車身段因翻覆造成車架最嚴重之13處產生永久變

形部位，且能夠符合歐規ECE R66殘留空間之要求；最後以大客車全車車架進行翻覆數值模擬分析，結果顯示，大客車全

車車架因翻覆造成車架最嚴重之41處產生永久變形部位，且未能夠符合歐規ECE R66殘留空間之要求，由於擺錘碰撞車身

段之角度與車身段翻覆碰撞地面之角度不同，因此將擺錘碰撞車身段角度與車身段翻覆地面角度設為相同，結果顯示擺錘

角度與翻覆碰撞地面角度相同時，擺錘試驗之殘留空間變形減小，且得知在符合歐規ECE R66要求之擺錘試驗殘留空間結

果比翻覆試驗結果之側向位移較為嚴重，擺錘測試在符合法規ECE R66之碰撞角度下殘留空間之結果未必能與翻覆測試之

結果相符合。本論文研究之成果希能作為將來大客車安全防護設計之參考。 關鍵字：大客車，翻覆，擺錘試驗，ECE R66

，數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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