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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時，採取有效的措施，降低危險，減少傷亡，則車輛必須具備相關的安全裝置。事故發生時，造成駕

駛及乘客受傷、昏迷、或是車體嚴重變形，車上人員無法行動，離開肇事現場，在等待救援之黃金時間內，本撞擊後智慧

型車輛安全防護裝置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功能，則必能大幅降低傷亡程度。 」 撞擊後智慧型車輛安全防護系統運用氣壓迴

路控制氣壓缸作動縮回的方式，來解除車門鎖止的作用，使車門能順利開啟並配合火焰偵測系統、撞擊感知器模擬電壓的

輸出，將兩者的信號送至單晶片8051控制系統作信號判斷進而用控制程式來控制電路分別執行輕撞擊時(1)解除車門中控

鎖(2)警示系統作用；重撞擊訊號輸出及火焰探測系統偵測到火焰信號時(1)五口三位電磁閥開啟使氣壓缸動作解除車門鎖止

裝置(2)切斷燃油泵電源(3)警示系統作用(4)切斷引擎點火系統用電。 本研究對車輛撞擊後影響最大的火燒車及人員救援方面

進行探討，在發生撞擊意外時能避免車門鎖卡死而妨礙搶救作業進行及對周圍車輛進行警告，防止造成追撞，避免因漏油

、漏電引起火燒車事件減少傷亡，希望本系統整合更加完善時，能於未來普及裝載於車輛上，造福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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