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型競賽車輛Go-Kart之轉向動態模擬之研究

王凱駿、陳志鏗

E-mail: 9708045@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小型競賽車輛Go-Kart作為研究對象，使用SolidWorks軟體建立電腦模型，其中除了Go-Kart本身的車體模型

外，還包含路面的模型與人偶的模型，為了達到較為真實車輛配重情形，我們實際量測各元件的重量，並在動態模擬軟體

中，確切的設定各元件的質量，藉以探討行駛時的動態行為。 由於小型競賽車輛以簡單為訴求，規定不能有差速器與避震

器的裝置存在，因此由車架與轉向系統的特殊設計來彌補這兩項裝置，所以本研究以有限元素軟體針對車架做彈性

體(Flexible-Body)的處理，使得車架在動態模擬軟體中，也可以計算其形變、應力與應變，並以幾個不同運動條件，分別來

比較彈性體車架與剛體車架的差異性，且為了探討車架軟硬與轉向行為的關係，我們製造了兩台不同材質的彈性體車架，

進行探討。最後為了使模擬結果更接近真實的運動情形，在輪胎方面，我們採用PAC89格式的非線性輪胎。 在轉向系統方

面，分析討論方向盤的轉角與左右輪轉向角之間的關係，並由左右輪轉向角之間的關係來探討其對車體動態的影響，最後

在不同的摩擦力路面下進行模擬，來討論整車的行駛動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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