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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腳踏車ＢＢＳ煞車系統 

摘要 

本研究為一種具有煞車分配器之腳踏車煞車結構，其包括： 1.煞車分配器

2.左煞車鋼索 3.右煞車鋼索 4.後煞車鋼索及前煞車鋼索，其中煞車分配器具有兩

個半圓柱體、圓筒、上圓蓋及下圓蓋。本煞車系統不管先煞那一邊的煞車，都

可有效的控制前後煞車，並且一律先對後輪進行煞車作動，大大降低了人為或

誤動所導致的危險，使騎乘者能保有較高的安全性，其中並加裝彈簧，作為 ABS

作動構件。  

壹、研究動機： 

不可輕忽的煞車系統，過去煞車系統經常受到忽略，不過隨著腳踏車風氣的盛行，大家

對於舒適性及安全性的要求越來越高，於是煞車系統也逐漸受到重視。良好的煞車，除了有

輕鬆的手感，最重要的是該停的時候絕不拖泥帶水。 

最早騎的自行車是木頭做的，沒有腳踏也沒有煞車，木輪的轉動要靠騎士雙腳蹬地來控

制，煞車當然也只能靠雙腳踩地，如果車速太快煞不住，那騎事就只能跳車逃命去了！ 

直到西元 １８７０年前後，煞車裝置才被開發出來，當時的腳踏車胎已經改用橡膠材

質，而煞車器則是呈湯匙狀，位置和現今的煞車差不多，不同的是其制動方式是直接對輪胎

壓迫使其減慢轉動速度。之後隨著可充氣式的輪胎於１８９０年被發明，輪圈煞車器也跟著

誕生，經過不斷的改進和發明，除了輪圈煞車器逐漸衍生出不同作動方式，也出現了鼓式與

碟式等不同制動方式的煞車器，不過輪圈式仍是目前為止運用最廣泛的煞車器。 

一般認為緊急煞車時，制動力道越大、煞車距離越短，則表示煞車性能越好，真是如此

嗎？煞車距離要短，則制動力一定要大，但制動力大到一個限度之後，雖然腳踏車已經停止， 

但是騎士卻沒有繫安全帶，可能會因為慣性而被往前拋，造成騎士的危險。如何獲得如預期

的煞車性能，行進速度、制動力和路況各方面都有關係，制動力不足當然 會造成危險，但制

動力過大，也會造成後輪因鎖住而導致甩尾，或前輪因鎖住而往前翻車，所以也非制動力大、

煞車距離短就是性能好。 

因為我們過去都有向別人借腳踏車然後受傷的經歷，常常因為對方的腳踏車煞車前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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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把手位子與我們的腳踏車煞車不同，導致我們緊急煞車時按錯了煞車，造成翻車導致

身體受傷，有了此經歷我們才決定發明此系統，不管按哪一邊的煞車都是由後輪先煞，這樣

就不會按錯而導致翻車受傷了我們希望藉由此研究能讓腳踏車的事故減少，維護騎乘者安

全，避免因騎乘者人為錯誤動作而受到傷害。 

貳、研究目的： 

近幾年來，由於健康及運動觀念的不斷提升，騎乘腳踏車已經成為很多國家人民的主要

運動項目之一，不管是運動專用腳踏車、代步腳踏車、休閒腳踏車，或是公共腳踏車，使用

人口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在如此大量地使用腳踏車的同時，其騎乘事故亦無可避免的經常發生，嚴重的甚至造成

生命或財產的損失，報章雜誌上也經常出現腳踏車騎乘事故的報導。 

綜觀現行腳踏車製造技術及外加改良，大多又僅從結構材質、車體重量、風阻比例、騎

乘舒適、警示燈具添加或衛星定位追蹤搜尋等著手。對於真正與安全相關性甚高的煞車系統

的有效研發創新及人為誤動作的自動防範，卻甚少用心多加規劃而提出簡易有效的解決方案

或研究發表。 

當突然緊急煞車時，車輪停止轉動，但車仍存有向前衝的慣性，車會滑行一段距離才停

止，這種現象稱為「車輪鎖死」。由於輪胎在路面滑行時摩擦力降低，導致腳踏車無法達到預

期的煞車效果，而且無法控制車的方向，這是煞車時最危險的狀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緊急煞車危險性 

     利用煞車裝置將行駛中腳踏車能夠達到停止，但是煞車時，腳踏車並不會立即停下來，

而是需要一段時間與距離才停止。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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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所需的時間=反應時間+煞車作用 

 

圖 2.2 煞車停止的距離 

因此，如何發展及研究出一種對腳踏車騎乘者的任何煞車動作都能立即自動反應，並且

能自動且即時地將騎乘者的誤動作轉變為正確作動的腳踏車煞車結構，以確實維護騎乘的安

全與樂趣，便成現今腳踏車設計上的一個重要課題。 

    我們希望藉由此研究能讓腳踏車的事故減少，維護騎乘者安全，避免因騎乘者人為

錯誤動作而受到傷害。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材料： 
(一)煞車內線     (二) 煞車外管線      (三) 調整螺絲 

(四) Ｃ型煞車器     (五) 彈簧      (六) 腳踏車 

(七) 兩個半圓柱體    (八) 上圓蓋    （九）下圓蓋 

（十）圓筒 

二、工具及器材 

(一) １０號開口板手 (二) 黃油   (三) 十字螺絲起子 

(四) 切割砂輪機      (五)砂輪機  (六)電鑽 

(七) 電焊機          (八)車床    (九)銑床 

(十) 銼刀            (十一)鋸子  (十二)牙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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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本研究為一種具有煞車分配器之腳踏車煞車結構，我們先用電腦繪圖畫出

零件圖 (圖 4.1)，在來決定用鋁製的金屬材料來製作，其中包括：一左 .右煞車鋼

索 (如圖 4.2)；一前 .後煞車鋼索 (如圖 4.3)，我們利用電鑽台將兩個半圓柱體鑽出

我們想要的煞車線孔 (如圖 4.4、 4.5)，先用簽字筆在圓筒上畫出想要的螺絲孔，

並用電鑽台鑽孔 (如圖 4.6、 4.7) ，上圓蓋及下圓蓋上畫出螺絲孔標記，再用電

鑽台鑽孔並攻牙，鎖上調整螺絲 (如圖 4.8、4.9)，將所有製作完成零件 (如圖 4.10)，

組裝好以上的材料就能完成一個煞車分配器 (如圖 4.11)  。  

 

 

 

 

 

 

 

 

 

 

     

 

                      圖 4.1 零件圖         

 

 

 

 

 

 

 

 

      圖 4.2 左 .右煞車鋼索              圖 4.3 前 .後煞車鋼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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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 兩個半圓體鑽孔中                圖 4.5 完成鑽孔  

 

   

                  

 

 

 

 

 

         圖 4.6 圓筒鑽筒中                    圖 4.7 完成鑽孔  

 

 

 

 

 

 

 

         

        圖 4.8 上 .下圓蓋鑽孔中                 圖 4.9 完成鑽口  

 

 

 

 

 

 

 

 

圖 4.10 煞車分配器零件圖              圖 4.11 煞車分配器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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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具有煞車分配器之腳踏車煞車結構之創作，可有效的控制前後煞車，

並且一律先對後煞車作動，大大降低了人為或錯誤動所導致的危險，使騎乘者

能保有最高之安全性。  

為達上述功能，本創作係提供一種具有煞車分配器之腳踏車煞車結構，其

包括有：一煞車分配器，執行前後煞車之控制及分配；一左煞車鋼索，其一端

固設於煞車分配器，其另一端固接於腳踏車之左煞車把手；一右煞車鋼索，其

一端固設於煞車分配器，其另一端固接於腳踏車之右煞車把手；一後煞車鋼索，

其一端固設於煞車分配器，其另一端固接於腳踏車之後輪煞車裝置；以及一前

煞車鋼索，其一端固設於煞車分配器，其另一端固接於該腳踏車之前輪煞車裝

置。  

藉由本研究的實施，至少可以達到下列之進步功效：  

一、  有效控制前後輪煞車的時間及制動力。  

二、  一律先對後輪煞車作動，且令前後輪均產生制動之作動，增加總制動力。 

三、  確實維護騎乘者安全，避免因騎乘者人為錯誤動作而受到傷害。  

四、  產生 ABS 作動。  

  

伍、研究結果 

 我們先將本煞車作品裝上腳踏車，再準備一台附有相同煞車夾器的腳踏車，體型還要跟

我們的腳踏車相似才可以，這樣才能準確測試出結果，不然會有誤差。如圖5.1所示。以下我

們做了兩項測試，其結果如下： 

一、我們在斜坡上作煞車測試比較： 

首先我們在利用斜坡並在斜坡上分別標註5公尺的距離與10公尺距離，再分別在標駐點實

施煞車測試，測試按下煞車後多久才會停下，藉此表示兩輛煞車器的不同。    

 

                    圖5.1 選用同樣式的腳踏車在斜坡上測試煞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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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距離      5公尺處煞車  10公尺處煞車 

   組別   對照組  本研究組   對照組  本研究組 

  後煞車   1223cm   556cm   1618cm   924cm 

 ㄧ起煞車    751cm   504cm   1490cm   790cm 

讓以上資料作為對比，分別以5公尺、10公尺的煞車距離來測試本煞車器的煞車功能與其

他腳踏車煞車器的煞車功能的不同。如圖5.2所示。 

          

   對照組開始實施煞車功能測驗                  對照組測試完開始進行量測 

         

    本研究組開始實施煞車功能測驗                 本研究組測試完開始進行量測 

圖5.2煞車功能測驗及量測 

二、我們的作品中預留間隙與相關項目作比較： 

    我們分別以1㎜、2㎜、3㎜、4㎜、5㎜作實驗，分別作：1.煞住後輪時，煞車把手與煞車

拉桿距離 2.煞住前輪時，煞車把手與煞車拉桿距離 3.是否打滑 4.以時速20km/hr開始煞車，

測量煞車距離。如圖5.3所示。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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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間隙 1 ㎜ 2 ㎜ 3 ㎜ 4 ㎜ 5 ㎜ 

後輪煞住 3.5 ㎝ 3.5 ㎝ 3.5 ㎝ 3.5 ㎝ 3.5 ㎝ 

前輪煞住 3.4 ㎝ 3.3 ㎝ 3.2 ㎝ 3.1 ㎝ 3.0 ㎝ 

是否打滑 O O X X X 

停止距離 

（時速 20km/hr） 
3.8m 4m 4.3m 4.8m 5.1m 

 繪製曲線圖： 

0

1

2

3

4

5

6

1 2 3 4 5

 

依實驗數據推得：3㎜為最好，因為不會打滑且煞車距離是可容許範圍內。 

 

           

本研究開始實施煞車功能測驗              本研究實施煞車功能測驗進行中 

預留間隙（㎜） 

煞

車

距

離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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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測試完開始進行距離量測            本研究測試完開始進行距離量測   

圖5.3煞車功能相關項目比較距離測驗 

 

陸、討論 

我們本以為只是做出一種煞車系統而已應該很簡單，其事不然，我們在試做的過程中遇

到了很多的困難，不斷想盡任何方式來克服，不過還是失敗了，但是我們不氣餒，我們一起

去找了老師們來討論，經過我們不斷的試驗，找出問題點並解決它，終於讓我們做出了一套

安全的煞車系統。 

我們討論了幾個問題： 

一、為何預留距離選擇 3 ㎜： 

    由實驗數據分析，我們發現取 3 ㎜為最好，因為不會打滑且煞車距離是可容許範圍內。 

二、ABS 作動原理： 

    當前輪煞車開始作動或輪速過快時，彈簧會作彈性伸縮，使前輪不會馬上鎖死而導致打

滑。 

 

柒、結論  

    我們就是要減少社會中的腳踏車事故，所以才研究出可將腳踏車騎乘者不管是

來自左煞車把手或是右煞車把手之煞車動作，一律經由煞車分配器的控制，先自動進行對後

輪煞車，如此可避免騎乘者，因一時慌亂或失誤，先煞前輪而導致車身翻滾、歪斜

及難以駕馭所產生的危險，以大幅提升腳踏車的騎乘安全與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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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813  

本作品係應用於下坡腳踏車煞車用之煞車系統，透過簡易結構

以製作煞車分配器，結合煞車手把及鋼索，以供不同腳踏車系統及

使用習慣在煞車啟動時，預先實施後輪煞車，繼而啟動前輪煞車。

整體成果具備高度生活實用性，作品成熟度高。後續可朝上坡時前

輪先煞，後輪再煞之製作整合入煞車系統，以完備商品化運用。 

 

040813-評語 


	040813-封面
	040813-本文
	摘要
	壹、 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伍、研究結果
	陸、討論
	柒、結論
	捌、 參考資料

	040813-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