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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有效減少車禍事故中乘員之傷亡，各大車廠不斷地研發各式各樣的安全防護配備。在評估車輛各項防護裝置能否符合預

期的安全功能中，必須經過各種實驗測試，來觀察乘員之動態行為，並量測計算實驗人偶所受到的損傷反應，以提供做為

研發之參考。評估測試方法包括整車碰撞測試與台車衝擊試驗；其中台車衝擊實驗具有可重複性及測試成本較低之優點，

故普遍被使用於評估車輛安全輔助系統之效能。由於電腦輔助工程與分析方法不斷突飛猛進，目前利用數值方法進行台車

衝擊實驗模擬已成為車輛業者的有效分析工具。然而採用數值方法進行模擬時，若欲模擬實驗測試結果，建立正確的數值

分析模型為首要工作。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建構與驗證一正確台車衝擊測試有限元素模型，以有效模擬車輛乘員

碰撞之損傷情形。在台車衝擊測試模擬中，首先依據Hybrid Ⅲ 50﹪實驗人偶來建構正面碰撞人偶有限元素模型；另在台

車數值模型設定中所須要的相關參數將利用實驗進行特性參數量測，如座椅之椅墊與椅背材質、座椅轉角器、安全帶織帶

拉伸率和捲收器抗拉強度等；最後並將有限元素人偶與台車有限元素模型結合，形成一真實有效的台車衝擊測試模型，以

利進行台車衝擊測試模擬；為確認本研究建構之台車衝擊測試模型的正確性，模擬結果並與台車衝擊實驗進行比對。本研

究所建立之模型將可進行車輛結構與安全防護裝置之安全性評估，以提供車廠與相關車輛研究單位進行研發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 : 台車衝擊測試，正面碰撞，LS-D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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