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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競賽車輛Go-kart（亦稱為Karting）目前為台灣中華汽車 協會（ CTMSA）大力提倡之賽車運動，但此競賽所使用之

競賽車輛 主要由瑞士或義大利等國所進口。小型賽車（ Go-kart）本身不具 懸吊及差速器系統，在行進時車架直接承受來

自於路面之反作用力 及引擎的動力，故了解車架使用壽命並進而補強或改善使用壽命為 本論文之重點。本論文以自行研

製之小型賽車競賽車架為研究對象 ，首先建立疲勞分析程序，應用有限元素分析方法（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 ），

進行車架結構之靜態、動態負載分析，並使用 應變規儀器量測車架於動態高速測試時所承受之負載數據，觀察實 際狀況

下應力載荷譜的變化情形。 損傷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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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由靜態分析結果 發現，油箱下方

兩側之車架彎曲處及車架前輪羊角附近的焊接處呈 現應力集中現象，有疲勞破壞之可能性；此外另可探討動態負載下 其

他應力集中點。首先藉由雨流法將自製研發之 PhaseI 原型車在 溪湖小型賽車場測試時取得之應力載荷譜分解，即可得到

負載之量 值及次數，並配合S-N 曲線法與Goodman 疲勞理論之關係式來進行 疲勞運算以求得自製之小型競賽車使用壽命

。進而考量能否改善小 型競賽車架之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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