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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面碰撞為車禍發生比例與死亡率最高的碰撞事故，因此，為了有效降低乘員的傷亡，各大車廠不斷的研發智慧型的被動

安全系統，其中正撞氣囊為主要的裝置之一，氣囊主要可緩衝乘員頭部在事故中的衝擊力，以及避免與車內結構接觸碰撞

導致受傷與死亡。為了證實正撞氣囊在碰撞事故中的防護性能，必須進行台車或全車撞擊測試及人體損傷分析，以通過各

式安全性法規檢測。由於各項安全檢測及碰撞試驗的成本過於龐大且重複性低，故各大車廠及氣囊研發單位為節省成本及

人力資源，採用CAE分析工具取代高成本的實驗測試。本研究首先以MADYMO軟體建立正撞氣囊數值模型；為評估氣囊

模型的安全性，並進行氣囊靜態展開、擺錘試驗之數值模擬分析；最後針對台車衝擊試驗及正面偏置碰撞測試進行數值模

擬，並分析人偶損傷程度，以評估所設計之正撞氣囊模組對乘員保護的安全性與有效性。為驗證本論文氣囊模型與碰撞測

試數值模擬的正確性，相關模擬結果並與實驗測試結果進行比對。本論文除可建立國內車輛碰撞數值模擬分析能量，並提

供各大車廠及研發單位進行安全且有效氣囊的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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