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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賽車（Go-kart）本身不具懸吊及差速器系統， 在過彎時如何利用車架之負載轉移設計， 以提高抓地力爭取速度之問

題更顯重要。本研究以市售之車架為藍圖，用有限元素分析方法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進行車架結構之靜態、

動態及模態負載分析，同步使用靜、 動剛性測試夾具，進行相關車架之各項機械性能實驗測試，驗證模擬分析與實驗設計

之正確性。 對於大多的機械都有損傷累積的性質存在，是材料產生疲勞破壞之原因。一般疲勞試驗中最常 使用S-N曲線來

描述，但實際是需要結合適當的損傷模式，以求得材料之損傷累積值。在車架之疲 勞壽命方面，本文由靜態分析結果發現

，車架前輪附近的焊接處呈現應力集中現象，有疲勞破壞有 可能性，發現依有限元素法無法直接準確計算該處應力，之後

藉由等效平衡結構應力法，則解決此 問題且精準的計算此處的結構應力（Structure stress），配合Manson-Coffin應變與疲

勞壽命之 關係式，求得整體車架壽命。由於在模擬賽道上，路徑過短以致無法用應變振幅求出車架壽命，當 應變振幅放

大10倍時，可得到自製車架約可承受165之循環負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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