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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越野沙灘車（Buggy）本身就是行駛於叢林小路，在遇到崎嶇路面時如何利用車架之負載轉移設計，以提高乘坐的舒適度

問題，即是車架設計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以有限元素分析方法（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A）與運動模擬分析軟

體ADAMS，藉以探討車體結構之靜態與行駛時的動態行為，車架結構本身之彈性變形撓度先以等效彈簧常數之方法，併

入原有之懸吊彈簧一起考量。如此便可以剛體車架模型做ADAMS之車輛動態模擬。改變車架結構設計進行整體車架特性

分析，在進行不同行車速度行駛於不規則路面，藉此探討其乘坐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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