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門防護裝置之抗撞性能分析

潘建道、鄧作樑

E-mail: 9419903@mail.dyu.edu.tw

摘 要

車輛遭受側邊撞擊的可潰縮空間遠小於正面撞擊，因此當車輛發生側撞事故時，靠近撞擊側乘員因車門的侵入而受到嚴重

的傷害。世界各大車廠也不斷的研發各種抗撞結構與安全輔助裝置，以加強車輛抗撞能力與乘員安全。?了滿足各國的車

輛安全法規與消費者對車輛安全的需求，必須建立一有效的安全防護結構與裝置之評估與分析工具。目前各大車廠與設計

人員已廣泛運用數值方法來進行實車碰撞模擬，以研發有效的車輛安全結構與防護裝置。相關評估方法與分析結果將可提

升車輛抗撞能力及降低乘員損傷。為了了解防護結構與裝置的安全性及進行結構之設計，本論文以車門防撞鋼樑為分析與

設計對象，並以LS-DYNA 3D有限元素軟體依據美國FMVSS-214側撞法規建構側撞測試模型，計算人偶模型之胸部與骨盆

損傷值，以評估車門防撞鋼樑設計之安全防護效果。另探討防撞鋼樑之位置、形狀及材料對乘員側撞防護影響評估，並提

出防撞鋼樑之設計準則，以有效降低乘員的損傷。本論文研究成果除可建立車輛側撞安全評估分析工具外，更可提供各大

車廠針對車輛側邊安全防護結構及裝置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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