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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特性研析與鑑識 

學生姓名：林志榮                                       指導教授：吳水威 
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中文摘要 

摘要 

車輛行車事故鑑定係以車輛行車事故現場偵查與鑑識技術為其基礎，因此致力於現

場偵查之有效性、完整性，並鑑識技術之系統性有其必要性。行車事故車輛油漆片與刮

痕鑑識屬車輛行車事故鑑定體系之重要一環，且不易獨立於其他鑑識技術，因而有待建

立具有一般性及系統性之國內行車事故油漆刮痕走向與特性於肇事鑑定應用，此係一值

得研究之課題。國內曾對於車輛油漆刮痕走向與特性進行分析研究，已提出單向刮痕走

向與特性之研究成果，另外，亦發現汽車間特別存在有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現象，

不僅刮痕走向較為不易判別，過去也鮮少有相關參考文獻。汽機車間刮擦痕多半較不明

顯，且大多於刮地過程中被磨去，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現象更為少見。因此，考量資料

取得之難易度與實驗之危險性，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汽車間為主，不予考慮汽機車間之

情形，而本研究將以單向刮痕走向與特性之研究成果為基礎，針對汽車間行車事故油漆

刮痕走向及特性之研究課題，並以微觀觀點深入探討汽車間油漆不同方向重覆刮痕之現

象。本研究並研擬當交通事故發生後，如何將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識之流程，將

可供行車事故鑑定之重要參考依據。 

 
 

 
關鍵詞：車輛事故、油漆面、刮擦痕、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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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peat Scratch on Vehicle Painting 

Student：Chih-Jung Lin                             Advisor：Shoei-Uei Wu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英文摘要 

ABSTRACT 

It is based on scene inspection of an accident and the technology of investig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traffic accident.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strive for the effectiveness, 
completeness of scene inspect and the systematicn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technology. The 
pieces of paint and scrape of vehicles in accidents are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nvestigation 
technology, and hard to discriminate from other investigation technology. It is a topic worth to 
study to build scratch dire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n investigation with generalization and 
systematicness. We have analysed and studied the scratch dire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ehicle painting, and present the outcome. We also found that there existed repeat scratches 
with vehicle-vehicle particularly. It is not only harder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but less 
reference about this. Scratches with motorcycle-vehicle are unapparent and generally rubbed 
off. Repeat scratch is more rare. Because of thinking about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and the 
danger to get data, this study focus on vehicle-vehicle without considering motorcycle-vehicle. 
This study will b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single scratch characteristics and 
direction of car painting with the topic of scratch dire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o discuss and 
research the phenomena of repeat scratches by microviewpoint. The study will draw up the 
procedure of how to use scratch characteristic in investigation after an accident was happened. 
The result could be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of investigation. 

 
Keywords: Vehicles accident, Painting, Scratch,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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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動機 

隨著車輛的日漸增多，每年交通事故的發生也越來越頻繁，交通事故發生常伴隨著

肇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故通常須藉助車輛行車事故鑑定來釐清肇事人之間的肇事責

任，以確保當事人之權益。因此，如何不斷提昇鑑定品質乃為鑑定機制努力的目標。車

輛行車事故鑑定技術牽涉層面廣泛，其中事故發生後現場所遺留的汽機車油漆片與油漆

刮痕及機車車殼刮痕與倒地時於地面所產生的刮痕之綜合鑑識，其受力特徵可供輔助判

斷刮痕受力方向，推測事故車輛之相對運動方向，係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技術中的重要一

環，再配合現場其他相關跡證鑑定，將可有效提升車輛行車事故鑑定之品質。過去研究

透過汽車與汽車間以及汽車與機車間在產生碰撞時可能在接觸面、車殼及其他處所可能

產生之油漆單向刮痕及走向進行相關特性分析，推定碰撞時肇事車輛之可能相對運動方

向與角度，再配合其它跡證，進行肇事重建過程，以提供可能的碰撞過程與原因，提昇

事故鑑定的品質。但汽車與汽車間常因兩車間不同情況之相對運動，例如同向之 A 車撞

擊 B 車後煞車減速，B 車保持原速前進或較慢煞車，來回碰撞之結果即會產生油漆不同

方向重複刮痕之現象，也就是刮痕之間相互覆蓋而使刮痕受力特徵受損或完全被磨去，

不僅刮痕走向較為不易判別，過去也鮮少有相關參考文獻可供參考，係一值得研究之課

題。因此，本研究將研析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特性與成因，以研判肇事車輛相對行

向之變化對重複刮痕之影響，以供肇事鑑定參考之依據。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可歸納如下： 

1. 以交通部委託交通大學車輛行車事故研究中心之「車輛油漆刮痕走向與特性分

析」研究計畫所得之成果為基礎，認定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特性。 

2. 透過不同角度與車速分類之車輛碰撞實驗，紀錄拍照並分析所得到之油漆不同

方向重複刮痕，歸納其特性，可藉其輔助研判肇事車輛之相對行進方向。 

3. 透過本研究可研析出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成因與特性，可供肇事鑑定單

位參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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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對象與內容 

因汽機車間刮擦痕多半較不明顯，且大多於刮地過程中被磨去，不同方向重複刮痕

之現象更為少見。考慮到資料取得之難易度與實驗之危險性等因素，因此本研究之研究

對象乃以汽車與汽車間之情況為主，暫不予考慮汽車與機車間之情形。本研究的主要內

容： 

1. 國內外文獻回顧與評析 

2. 汽車間不同方向重複刮擦痕行車事故型態研析 

3. 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碰撞不同方向重複刮擦痕調查與實驗分析 

4. 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不同方向重複刮擦痕特性與型態研析 

5. 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碰撞型態與不同方向重複刮擦痕型態關聯性分析 

6. 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識模式之構建 

7. 結論與建議 

1.4 研究流程 

本研究除將以交通部委託交通大學車輛行車事故研究中心之「車輛油漆刮痕走向與

特性分析」研究計畫所建立之行車事故車輛油漆刮痕走向及特性分析時所應用的研究方

法與理論基礎為根基，並以微觀觀點討論汽車間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現象，本研究

流程如圖 1.4-1 所示，過程中各階段之執行要點分述如下： 

1. 確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交通事故發生常伴隨著肇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故通常須藉助車輛行車事故鑑

定來釐清肇事人之間的肇事責任，以確保當事人之權益。故本研究將針對車輛油

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進行研析，以供肇事鑑定參考之依據。 

2. 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 

因考慮到資料取得之難易度與實驗之危險性等因素，本研究將不予考慮汽車與

機車間之情形，而以汽車與汽車間之事故車輛刮痕為研究對象進行分析與研究。 

3.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 

本研究將蒐集國內外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成因與肇事鑑定之相關研究

與文獻，回顧整理並加以研析，以了解有關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研究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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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理論基礎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理論基礎為碰撞原理、運動學原理、動力學原理、刮痕原理與車輛運

動學等，而所運用之研究方法為文獻評析法、現場實驗法、歸納分析法與關聯分

析法等。 

5. 蒐集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資料 

本研究將蒐集國內外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成因與肇事鑑定之相關研究

與文獻，回顧整理並加以研析，以了解有關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研究現

況。 

6. 資料照片整理與分類 

本研究將以上方法所得之資料歸納整理後，將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

特性進行分類與分析，所得之結論可作為未來行車事故鑑定工作之參考依據。 

7. 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與肇事型態之關聯性分析 

不同的碰撞型態可能造成不同的油漆刮痕，本研究將對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

複刮痕之特性及走向趨勢與肇事型態進行關聯性分析，歸納不同的碰撞型態可

能造成之刮痕走向型態。 

8. 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定模式之構建 

本研究於事故鑑識之流程，加入油漆刮痕特性之應用，並綜合單向刮痕與重

複刮痕之受力特性，試擬一事故鑑定模式，以供鑑識人員輔以進行事故現場之

重建。 

9. 結論與建議 

對本研究所得提出結論與後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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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對象與內容界定

國內外文獻蒐集與評析

現有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
向重複刮痕研究成果之研析

汽車間行車事故型態分析 建立理論基礎與研究方法

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向
重複刮痕資料收集與實驗分析

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
方向重複刮痕型態分類與分析

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
方向重複刮痕型態與肇事型態

關聯性分析

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定
模式之構建

結論與建議

 

圖 1.4-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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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5-1 所示，過程中各階段之執行要點分述如下： 

1. 文獻回顧 

回顧過去國內外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成因與肇事鑑定之相關研究與文

獻並加以研析，以了解有關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研究現況與過去研究不

足的部份。 

2. 收集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資料 

本研究將蒐集國內外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成因與肇事鑑定之相關資料

照片，整理並加以研析，建立樣本資料庫以利後續研究。 

3. 影響因素分析 

考慮事故發生時之車輛相關位置、碰撞點、車速、碰撞角度等因素，設計不同

類型之實地現場實驗，以了解擦撞時不同條件因素與車體油漆刮痕走向的關係。 

4. 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與肇事型態之關聯性分析 

不同的碰撞型態可能造成不同的油漆刮痕，本研究將對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

刮痕之特性及走向趨勢與肇事型態進行關聯性分析，歸納不同的碰撞型態可能造

成之刮痕走向與型態。 

5. 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定模式之構建 

本研究結合過去有關單向刮痕之受力特性之文獻與本研究所得之重複刮痕特

性，於事故鑑識之流程加入油漆刮痕特性之應用，試擬一事故鑑定模式，以供

鑑識人員輔以進行事故現場之重建 

6. 結論與建議 

對本研究所得提出結論與後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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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車輛行車事故型態
現有行車事故車輛油
漆刮痕相關研究現況

運動學原理
與運動定律

利用車輛刮痕等現場
證據進行事故重建

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
向重複刮痕資料的蒐集

設計現場實驗計畫

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
向重複刮痕與肇事型態

關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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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模式之構建

1.5-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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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過去有關車輛油漆刮痕特性之相關研究並不多見，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特性之相關文

獻更是少之又少。以往國內外之資料多半提到鑑定人員可藉由車輛油漆刮痕走向推定肇

事車輛之相對運動方向，以進行肇事重建，但其成因與特性並無多談。本研究先對車輛

事故碰撞與油漆刮痕對於肇事鑑定與重建之關聯性進行回顧與歸納分析，以了解國內外

對車輛油漆刮痕特性之研究程度，並針對過去文獻內容對此方面之不足，建立本研究之

思考方向與研究架構。 

2.1 國內外文獻回顧 

James C.C.[20]將兩車通常會發生衝突的情形分成以下五種，分別為對撞、追撞、

交叉碰撞、角撞以及側撞等衝突。對撞的特徵是兩車以車頭與車頭發生衝突，此類型衝

突車輛並不會有太多的轉動情形，且當兩車之車速與重量越接近，碰撞後兩車所停之位

置會越接近碰撞點。追撞是指兩車發生衝突時，一車之車頭撞擊另一車車尾，被撞擊之

車輛可能是行駛中或靜止，此類衝突兩車於碰撞後會傾向沿著撞擊車輛行進方向移動，

發生此類衝突之必要條件為撞擊車輛之車速需高於被撞車輛。交叉碰撞顧名思義是指兩

車發生衝突時之行進方向會相遇在一交叉點上，一車之車頭撞擊另一車之車身，兩車之

主軸彼此間存在一正角度，此類衝突通常發生在道路交叉路口或是車輛突然轉向。不能

歸類為對撞、追撞、交叉碰撞之車輛衝突都可稱之為角撞，當兩車以相反方向互相接近

時，兩車發生非車頭對車頭之衝突即為角撞，常見的情況為一車偏離中心線約 2 步間距，

使得車頭左前角撞擊對向來車之車頭左前角。側撞是指兩車相互重疊而發生衝突，或當

一車經過另一車時所發生之衝突，此類衝突對車輛造成的損害較輕微，通常不會留有煞

車痕跡等物理證據以供肇事重建之調查，且在此情況下，有些事故車輛會將其油漆轉移

黏附於另一事故車輛，因此可利用車輛黏附油漆之位置以及油漆之種類來判斷其當時碰

撞之情形。 

王肇基君[1]提出交通事故發生以後，遺留於事故現場的痕跡，其數量與種類相當

繁雜，有的相當明顯可維持數月之久，有的相當不明顯，可能數分鐘即消失不見，而這

些交通事故的痕跡，乃是日後責任鑑定與肇因分析主要科學依據，由於每一種痕跡的外

觀特徵，形成原因及對事故調查之貢獻功能不一，身為事故現場處理或鑑定人員均必須

事先了解，懂得如何辨認，方能以適當有效方法加以採證。並可將各種痕跡測繪並照相

記錄，甚至錄影、錄音存證，在不遺漏任何可用痕跡之原則下，圓滿完成現場處理與鑑

定之功能。文中並提到現場直接發生之剎車痕、刮地痕、拖地痕、撞痕、刮痕、反彈痕

跡、爆胎痕跡、凹痕、凸痕、壓痕、擠壓痕、碾壓痕等，都與車輛有關，統稱為現場直

接具體之跡證，過來車輛本身因現場碰撞、擦撞所發生之車損新痕都可說為直接有因果

關係之屬性跡證。 

R.W. RIVERS[25]車輛所遭受的損害將可輔助判斷事故是如何發生及事故發生之原

因，因此，調查員在調查事故時，必須調查車輛之損害處如凹陷、結構性損害、油漆刮

痕或摩擦處、輪胎胎痕等。鑑定車損有許多重要用途，包括判斷碰撞時車輛之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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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角度、行車方向與車速估計等。車輛之損害處有可能是此次事故所造成或是之前事故

所遺留下，也有可能是在道路救援的過程中而遭受到損害，因此鑑定人員必須事先判斷

哪些是這次的交通事故造成之車損。通常新的刮痕或其他車損看起來會比較光亮明顯，

而舊有的刮痕與車損則會因生鏽而變小或消失。當車輛上有油漆剝落或是有其他車輛或

現場其它物品造成之油漆刮擦痕，應該要仔細檢查是否是車輛本身不同層次的油漆或是

底部防鏽層。 

林慶銘君[2]乘用車車體的塗裝工程通常要進行下塗、中塗、上塗等三回合的塗裝

施工，下塗塗裝之目的主要為複合鋼板、箱型袋構造內部與車身外部鈑金的防锈，中塗

塗裝的目的在於使車體耐傷刃、提升施工與一般塗膜性能，上塗塗裝包括了光亮層及顏

色層，其目的為車體之美觀、耐候性與一般塗膜性能確保。而塗裝法方面，下塗為電著

塗裝，現今以防鏽力優異的陰離子電著塗裝為主流；中塗與上塗則是採用吹附法。 

車體痕跡是交通事故發生後遺留在車體上的、與事故有關的印痕，即車體變形和破

損[27]。通常分為︰ 
(1)碰撞痕跡，表現為車身外殼的凹陷、破損以及附著在碰撞部位的異物。 
(2)刮擦痕跡，除具有凹陷和破損的特徵外，還呈現車身灰塵、泥土被撩掉或漆皮被

刮剝的現象，而且多呈長條狀。 
(3)碾軋痕跡，呈現下車裙下沿或底盤下面，多是在碰撞以後才發生的，有碾軋痕跡

時往往也有碰撞痕跡。 
(4)車輛機件事故痕跡。主要存在於車輛操縱系、行駛系和制動系的機件上，往往表

現為構件的斷裂和連接部分鬆脫，是造成車輛事故的直接原因。 

Lynn B. Fricke[22]以牛頓三大運動定律作為交通事故之力學分析基礎，並利用運動

學基本三公式探討時間、速率、加速度、距離四變數間之關係，以描述車輛之運動狀態，

且以三角函數、平面向量平移（平行四邊形法則、三角形法則）及加減法觀念解析或合

成碰撞過程之作用力，並以質心運動代表車輛於交通衝突之整體運行行為，由作用力是

否與通過車輛質心則可推論碰撞車輛是否因力距之產生而發生旋轉，或僅產生平移運

動。 

J. Stannard Baker[21]交通事故調查手冊之車輛調查技術部份，提及肇事車輛上之附

著物可顯示車輛間表面碰觸情形，這些遺留在肇事車輛上之附著物通常為油漆，但也許

亦為由輪胎而來的合成橡膠，或由行人衣物而來的布料，或行人的皮膚、頭髮、血液，

或樹皮、道路塵土、泥漿，或玻璃碎片、車輛門窗鑲邊飾的一部分、以及其他物體等。 

警政署[3]關於處理車輛油漆部份，首先第○三○二九條規定勘查人員應依勘查組長

指示從「車輛上」蒐尋跡證時，對涉嫌肇事逃逸之車輛，應注意蒐尋車輛底盤、輪胎及

前方保險桿上之血跡、碎肉片、毛髮、布紋、油漆、玻璃、金屬碎片等，以確定嫌疑車

輛是否肇事，並應特別在駕駛座及車門之金屬表面上蒐尋指紋，以確定肇事時嫌犯是否

在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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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威[4]現場蒐證之拍攝現場照片問題部份，常見為車損情形之拍攝角度不恰

當，而限制現場照片對肇事鑑定之功效。車損照片係車禍鑑定工作人員據以判斷駕駛者

之駕駛行為重要依據，拍攝時應注意車輛碰撞角度之呈現，因此必須清楚表現近距離正

面之車損與刮、剎、擦痕之間之關係，並於與全景照片最後停止位置及刮剎痕關係照片

比較後，再對比警繪現場圖，以供後續肇事鑑定工作人員研判路權歸屬、駕駛行為，肇

事責任之用。 

陳高村[5]於側撞型態事故鑑定與案例分析列舉之三案例，皆將車輛刮擦痕(包括車

體油漆刮擦痕、輪胎刮擦痕)列為重要案情摘要內容與資料蒐集項目，並為肇事重建主

要跡證之一。文中並提到有經驗的事故現場處理人員，其勘查重點包括足以說明○1 肇事

人車的行向○2 碰撞地點○3 碰撞部位○4 碰撞後的運行軌跡的現場跡證以及○5 影響事故發

生的環境因素，一般而言包括車輛行駛過程的煞車痕跡或輪跡、發生碰撞時掉落的掉落

物、車體刮地痕跡、路面摩擦痕跡、人員受傷倒地之血跡、車輛損壞部位、人員受傷部

位及肇事後人車終止位置等，都屬事故原因分析的關鍵證物。 

黃東樺君[6]，油漆鑑識之研究主要適用於發生肇事逃逸案件時，為避免讓受害者

冤死輪下，可以利用現場遺留之油漆痕跡追查可疑之肇事者。每種油漆之特性都不同，

本研究利用樹脂固定與投影機放大檢查法、化學分析以及紅外光分儀檢驗的方式分析各

種油漆之特性，以作為肇事逃逸證物比對之用。 

張漢威君[7]，透過問答與實際案例說明的方式讓讀者能夠簡要地了解交通事故處

理與鑑定之要領，同時並摘錄重要之相關交通法規，以增加讀者對交通安全之概念。 

張漢威君[8]談肇事鑑定必談車損與人員受傷部位，因其牽涉到肇事因素之判定與責

任歸屬。一般現場之蒐證僅將重點放在落土、遺留物、血跡、水跡、碎片等，這些物證

僅能作參考用，真正能證明或用來研判兩車行向、各車駕駛行為的是剎痕、胎痕、刮痕、

車損、人員受傷部位。車損對肇事鑑定之功用有以下三點：可以判定行車方向、可以判

定駕駛行為，以及在叉路肇事時可以判定誰先進入路口與誰已將完成穿越或轉彎的動

作。透過車損可以判斷肇事車輛之同方向關係、對向關係、不同方向關係、前後關係、

左右關係等，進而分析肇事因素。 

Warrendale, PA [26]結合了十五篇與事故重建相關之研究，包括各種碰撞型態可能

造成之軌跡、ABS 系統造成之輪痕鑑識、簡單的俯視攝影技巧等，同時也介紹一些事故

重建、偵察時所需使用之工具。 

吳水威等[9,10,11,12,13,14]建立一行車事故車輛油漆刮痕走向及特性所需之相關研

究方法與理論基礎，並進而建立初步行車事故車輛油漆刮痕資料蒐集與調查分析方法計

畫。其經由現場採證法、事後訪問法、資料照片翻拍法等蒐集資料後加以研析、分類，

並初步歸納出事故型態與刮痕走向之關係。再藉由現場實驗法(含觸摸法)實際進行車體

碰撞試驗，並藉以驗證資料蒐集與調查分析方法所得結果，不同車輛碰撞型態將會產生

相對應之油漆刮痕走向與特性。產生不同形態刮擦痕的因素，可能有造成刮擦痕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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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其物理性質；出現刮擦痕的車輛表面，其物理特性；造成刮擦痕時的摩擦壓力大小、

角度方向、及其速度。行車事故車輛的油漆片與刮痕的鑑識係為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技術

中的重要一環，配合其他相關鑑定技術，將可提升車輛行車事故鑑定之品質，鑑定人員

可透過車輛接觸面油漆面刮痕走向，推定碰撞間肇事車輛之相對運動方向與角度，再配

合其跡證，可進行肇事重建過程，分析碰撞過程與原因。因此針對汽車間行車事故車輛

建立其間之油漆刮擦痕走向及其相關特性，配合其他跡證鑑識，以供研判碰撞過程。 

Donald J.V.K.[19]油漆轉移是指事故中碰撞發生時油漆會從一車的表面轉移到另一

車上。在碰撞過程中金屬受到彈性的變形，會產生些微的熱量。這些熱量足夠導致兩車

表面的油漆軟化而堆積在兩車碰撞的點上。油漆轉移在一開始只是一條細小的線，然後

沿著轉移的方向慢慢變寬變粗，尾端部分通常會特別的寬和粗，而在側撞的情況下可能

不是這樣。刮擦痕的成因可能因為車輛間的衝擊、車輛翻覆或與堅硬的障礙物發生側撞

而產生，鑑識人員可以透過刮擦痕判斷車輛在碰撞後的滑行過程中改變行進方向的情

形，刮擦痕的厚度也透露出車輛的某些特定部位在滑行過程中接觸障礙物的時間長度。 

刮痕測試儀（CSEM）之應用[28]，可應用於評估鍍膜與基材間之附著強度，以及

鍍膜本身之內聚強度，且其刮痕器可抽換，以檢測不同施力面積下之鍍膜破壞情形，其

操作原理為以刮痕器對實驗樣本施加垂直正向力，並橫向移動，使實驗樣本之表面刮出

一到彗星狀之刮痕。 

Special Issue: Automotive Applications[29]，（CSEM Instruments，2001）介紹刮痕測

試儀於汽車之應用，包括車身亮光漆之聚合物可塑性測試及車輛前保險桿塑膠塗料之附

著性測試，文中亦對密封塗裝之耐用性、汽車輪胎之機械性質等進行測試。 

2.2 綜合評析 

根據以上之文獻回顧，歸納後得知以下幾點： 

1.油漆特性方面，主要為車輛上漆過程中，不同塗裝層油漆塗料、塗裝法、主要成

分、塗裝目的之探討。 
2.汽車保養方面，除依車身表面油漆受損狀況區分傷痕種類外，並著重於油漆刮痕

之修復方法，至於形成刮痕原因則僅約略提及。 
3.材料科學與工程方面，則已發展出量測物體本身硬度或物體表面塗料附著力之儀

器（如刮痕測試儀，CSEM），其特性為以微觀角度觀察油漆刮痕，由於觀察與實

驗地點多於室內實驗室進行，因此現階段應用於車輛行車事故現場偵查之油漆刮

痕鑑識，其機動性尚待克服。 
4.刑事鑑識方面，對於車輛油漆較著重於油漆片鑑識，一般由行車事故現場處理人

員採集車輛油漆片後，再經由刑事鑑識人員以光學顯微鏡、微化學反應檢驗，物

理學研究中觀察原子之掃描電子顯微鏡，確認車輛參與肇事事故之可能性。 
5.肇事鑑定方面，雖將油漆刮痕列為行車事故現場跡證之一，並利用刮痕走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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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及配合其他現場跡證（如車輛相對運動、碰撞角度、行駛速率等）進行肇

事重建，但較缺少一般性、系統性之評判依據。 
6.物理學方面，利用動力學、運動學、碰撞等原理可分析車輛碰撞後之力學作用與

運動狀態，但尚無研究針對行車事故車輛油漆刮痕走向與特性分析者。 

綜觀各研究領域，可發現國內外涉及油漆刮痕之基礎或應用研究、報告，直接相關

研究車輛油漆刮痕走向與特性者較為欠缺或不足，有關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文

獻更是幾乎不曾見過。尤其與車輛油漆刮痕最為相關之肇事現場處理、調查方法等研究

領域，多僅將車輛油漆刮痕列為車損跡證之一，國內目前係有吳水威等進行相關車輛油

漆刮擦痕走向與特性之研究，進行較為完整且系統性之研析。車輛油漆刮痕走向與特性

係為車輛於擦撞過程未完成前，任何外力的介入干擾，導致摩擦壓力、相對速度、

運動軌跡等突然改變、或遽然脫離，均可造成刮擦痕的範圍深淺、變形、轉向、

中止等之急遽改變。此類形態突變的刮痕，當然不能以常態方法識別，但造成刮

痕的基本原理仍然相同。可仔細觀察形狀突變之範圍、深淺、長短、紋理方向角

度變化、停頓或遽然脫離等等跡象，推理其可能形成的各種因素(摩擦壓力、相對

速度、運動軌跡方向等之變動)，並參酌現場的相關跡證，亦可找出其真正形成原

因，確定變形擦撞過程狀況，以助還原肇事過程。有時擦撞接觸於瞬間完成，產

生的刮痕甚為短促，近似點狀；其刮痕走向亦頗難依常態方法辨別，仍需配合其

他事故跡證輔助，審慎研判。此外，汽車在一件事故中形成的刮痕可能不只一處，

亦可能分別與不同車輛或物體造成多處刮痕，仍需細心求證，自現場種種跡象之

比對中找出相互對應關係，以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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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理論基礎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計有文獻評析法、現場實驗法、歸納分析法與關聯分析

法，各方法詳述分述如下。 

3.1.1 文獻評析法 

文獻評析法乃指透過蒐集相關之研究論著，分析其研究方法、結果與建議，以作為

進一步研究之基礎，此法可協助初次從事某課題之研究者，以避免缺乏理論與根據而致

有失偏頗。本研究蒐集與評析國內外等有關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走向與特性相關

報告與文獻，探究各學科領域對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研究之現況與成果，以作為

本研究建立研究方法與理論基礎之依據。 

3.1.2 現場實驗法 

現場實驗法之目的係透過適當實驗設計，設計不同操作因素(如控制碰撞角度、碰

撞部位、行車速度等)之事故形態，實際進行車體碰撞試驗，並將結果配合過去文獻中

所提到之刮痕受力特徵進行歸納分析，以了解碰撞後車體上所遺留的車輛油漆不同方向

重複刮痕走向、特性與事故型態之關聯性。 

3.1.3 歸納分析法 

交通事故中所留下的汽車刮擦痕種類繁多、深淺不一，所造成的因素也不盡相同；

車輛刮痕之成因可能涉及不同的汽車油漆成分、特性，不同的碰撞方式，包括：不同的

碰撞速度、角度等因素。車輛刮痕與碰撞型態並非一對一的關係，不同的碰撞方式會造

成不同的刮擦痕，也可能留下相同的刮擦痕，因此在利用車輛油漆刮痕判斷事故發生經

過時，必須同時輔以其他的現場跡證，才不會產生偏頗，造成誤判。因此，歸納分析法

係將文獻評析法與現場實驗法等不同研究方式之分析結果，以系統性歸納整理方式，將

不同碰撞型式下所可能造成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結果，及刮痕形成原因歸納分

析。 

3.1.4 關聯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了文獻評析法、現場實驗法以及歸納分析法等方法分析交通事故發生後

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走向與特性，透過回顧國內外文獻的過程發現，以往對於交

通事故中汽車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的研究相當稀少，為使本研究更為完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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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之研究方法外，本研究將更廣泛蒐集與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相關之資料

進行研析，找出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與不同的肇事型態、車速與碰撞角度之間的

關聯性，以使本研究更為完整。 

3.2 理論基礎 

本研究之理論基礎以碰撞理論、運動學原理、動力學原理、刮痕原理與車輛運動學

為基礎，考慮車輛相關位置、碰撞點、行車速率、碰撞角度及可能油漆刮擦痕走向與特

性等，經由還原肇事過程與原因，並以其他配合跡證，進行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

走向及其特性分析。 

3.2.1 碰撞原理 

    碰撞係指兩物體相互接近於短時間內之交互作用，其運動狀態發生顯著之變化，此

交互作用結果將造成兩物體各自之動量與能量發生變化，於宏觀角度上，其物體碰撞代

表物體間係直接接觸作用，而物體間之直接接觸僅於碰撞期間發生，接觸前或分離後交

互作用並不存在。然碰撞物體間之接觸時間短促，而接觸時之交互作用強烈。 

1.碰撞型式 

    碰撞類型依物體質心之延伸是否成為一直線，可分為直接中心碰撞，以及斜向中心

碰撞兩大類。直接中心碰撞係指兩物體質心成一直線之碰撞，如圖 3.2.1-1 所示；斜向

中心碰撞則指碰撞物體質心並非於同一直線上，如圖 3.2.1-2 所示。 

 

圖 3.2.1-1 汽車間直接中心碰撞示意圖 

 

圖 3.2.1-2 汽車間斜向中心碰撞示意圖 

碰撞過程將遵守動量守恆定律以及動能守恆定律，如圖 3.2.1-3 所示，兩車輛之質

量為 Am 、 Bm ，碰撞前之速度分別為 Av 、 Bv ，碰撞後之速度則分別為 Av′ 、 Bv′ ，且質心

速度為 cmV ，則可得： 

                  A A B B A A B Bm v m v m v m v′ ′+ = + （動量守恆定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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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2
A A B B A A B B

1 1 1 1
2 2 2 2

m v m v m v m v′ ′+ = + （動能守恆定律）， 

    推導碰撞後之兩車輛之速度分別為： 

                       A B B
A A B

A B A B

2m m mv v v
m m m m

−′ = +
+ +

 

                       B A A
B B2 A

B A B A

2m m mv v v
m m m m

−′ = +
+ +

 

    又由於兩車碰撞遵守動量守恆，因此碰撞系統之質心速度必保持定值，則 

A A B B A A B B

A B A B
cm

m v m v m v m vV
m m m m

′ ′+ +
= =

+ +
 

 

圖 3.2.1-3 汽車間碰撞前後示意圖 

    在假設碰撞兩車輛之質量相同下，則可定義碰撞之彈性係數（恢復係數）為 e，其

碰撞前後速度具有以下關係： 

                      2 1

1 2

v ve
v v
′ ′+

=
−

（ 12

12

v
e

v

¢
= = 分離速率/接近速率） 

    當 1e = 時，碰撞系統即為完全彈性碰撞， 
      10 ≤≤ e 時，碰撞系統為非彈性碰撞， 
      0e = 時，碰撞系統為完全非彈性碰撞，碰撞後兩車輛將合為ㄧ體，且無分離速率。 

2.車輛碰撞之旋轉與行駛方向改變 

   力作用於物體可使物體產生線加速度，而使物體沿原運動方向運動或改變其原始運

動方向，如圖 3.2.1-4 所示，B 車對 A 車之作用力通過 A 車質心，而未產生力距，故 A
車僅改變其運動方向，並未產生力矩而出現旋轉之情形；但若以角撞型態行車事故為

例，由於 B 車對 A 車之作用力未通過 A 車質心，而產生力距，引起 A 車發生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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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4 汽車間碰撞之旋轉與行駛方向改變示意圖 

3.2.2 運動學原理 

運動學係探討物體運動之位置、位移、速度、加速度，及運動規律，研究如何描述

物體運動，及其與各運動學量關係，由於運動學著重於突出物體運動軌跡之表現，因此

基本上運動學並未涉及使物體產生加速度或發生變形之力之探討。 

1.直線運動方程式 

    當道路上車輛以直線等加速率行駛時，如圖 3.2.2-1 所示，將遵守以下直線運動基

本方程式： 

                        0V V at= +  

                        2
0

1
2

S V t at= +  

22
0 2V V aS= +  

式中 V =物體之最終速度（公尺/秒）， 

                       0V =物體之起始速度（公尺/秒）， 

                       a =物體之加速度值（公尺/秒 2）， 

                       S =物體之行經距離（公尺）， 

                       0S =物體之起始位置（公尺）， 

                       t =物體運動過程所經過之時間（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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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1 汽車直線運動示意圖 

2.等速率圓周運動 

    當道路上車輛轉彎運行之運動行為圓周軌跡時，此時車輛係以等速率 v進行圓周運

動，如圖 3.2.2-2 所示。 

θΔ

v
v

v
v

v
v

v
v

θΔ
vΔ
v

 

圖 3.2.2-2 汽車圓周運動示意圖 

    由圖 3.2.2-2 可知，車輛並無切線加速度，而僅具法線加速度，即 vΔ
v
指向圓心 O（又

稱為向心加速度）。  

    當 θΔ 為 0 時，則 

θΔ=Δ vv  

    再由加速度定義
va v
t t

θΔ Δ
= =
Δ Δ

替換，則 

ωva = （ω為角速度
t
θΔ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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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v與ω存有 ωRv = （R 為圓周軌跡之半徑） 

    故加速度 2a Rω= 或
2va

R
= 。 

3.2.3 動力學原理 

動力學則進而研究運體運動與物體間交互作用之間內在聯繫，亦即探討造成物體運

動之原因—力與運動之關係。其基礎為牛頓運動定律，其中又以牛頓第二運動定律明確

揭示運動力之理念。牛頓運動定律說明如下： 

    (1)牛頓第一運動定律係指任何物體在無外力改變其狀態下，將會永遠保持靜止或等

速直線運動之狀態，如圖 3.2.3-1 所示，由於慣性係指物體保持靜止或等速直線運動之

性質，因此牛頓第一運動運亦可稱為慣性定律（law of inertia Motion）。 

 

圖 3.2.3-1 汽車間碰撞後未繫安全帶之車輛駕駛者因慣性向前摔出車外示意圖 

    (2)牛頓第二運動定律係指物體於受到外力作用時，其所獲得之加速度大小與外力向

量和大小成正比，且與物體質量成反比，如圖 3.2.3-2 所示，其關係式表達如下： 

/a f m= ， 
亦即 f ma= （純量形式） 

                      式中，a =物體之加速度（公尺/秒 2）， 
                            f =物體所受之外力（公斤重）， 
                            m =物體之質量。 
 

Ba Ca
Am

AfAf

Am

Ba
Ca

Bm
Cm

 
圖 3.2.3-2 外力向量大小相同下之加速度比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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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牛頓第三運動定律係指兩物體間交互作用時，在同一直線上，作用力與反作用力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如圖 3.2.3-3 所示，因此，牛頓第三運動定律亦可稱為反作用力

定律，其關係式可表達為： 

2112 FF −=  
                   式中， =21F 第一個物體作用於第二個物體的力， 
                         =12F 第二個物體作用於第一個物體的力。 

 
圖 3.2.3-3 碰撞汽車間作用力與反作用力示意圖 

    牛頓第一運動定律係牛頓運動定律的出發點，而牛頓第二定律則為整個運動定律之

核心，牛頓第三定律則進ㄧ步解釋作用力與反作用力之定量關係，可作為第一定律與第

二定律之補充，故肇事鑑定碰撞過程推定即以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為力學分析基礎。 

3.2.4 刮痕原理 

    本研究經由觀察事故車輛油漆刮痕，並配合相關肇事資料，將車輛油漆刮痕原理特

性分為刮痕面積變化、刮痕的深淺、刮痕的整齊性、刮痕行經斷面、塑膠纖維刮痕毛邊

現象、魚鱗刮痕現象等六項，並配合事故車輛車體表面受力深淺加以解釋。但造成刮

痕之範圍、深淺、長短、紋理方向角度變化、停頓或遽然脫離等等跡象，應推理

其可能形成的各種因素(如摩擦壓力、相對速度、運動軌跡方向、碰撞角度等)之

變動，並配合參考現場之相關跡證。 

 

3.2.5 車輛運動學 

 車輛運動行為所探討的內容，包括車輛受動力作用所產生的直線運動與曲線運動，

而其基本運動原理常被運用在運輸工程中之道路幾何設計，諸如：平曲線（Horizontal 
Alignment）與豎曲線（Vertical Alignment）設計，藉以使道路系統達到運行舒適與安全

之目的。而交通事故發生常因車輛駕駛行為與道路設計標準無法匹配而產生，故在肇事

原因分析與鑑定的過程，對車輛運動原理之瞭解與認識為基本需求，除了簡單的一維運

動外，可能因為車輛彼此間的碰撞行為，導致運動方向產生變化，而有二維運動行為產

生；甚至因為碰撞激烈而產生彈跳、翻滾行為，而有三維的複雜運動行為產生。車輛運

動的行為取決於作用力之作用型式與特性而會有不同之結果，包括等速運動、等加速運

動與非等加速運動行為。以下將對各運動做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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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維運動行為：包括等速度運動、等加速度直線運動、變加速度運動。 

○1 等速度運動：因為加速度為 0，不論時間變化，速度永遠保持一定常數，其運動

物體之加速度、速度、行駛距離之關係變化如下圖 3.2.5-1。 

0t0t 0t

*v

圖 3.2.5-1 等速度運動 

○2 等加速度直線運動：因為加速度大小維持一固定數值、方向不變，而速度依時間

之變化而增加或降低，其運動物體之加速度、速度、行駛距離之關係變化如下圖

3.2.5-2。 

 
圖 3.2.5-2 等加速度運動 

○3 變加速度運動：車輛在加、減速的過程中是處於一種變加速度的運動狀態，假設

其加速度只有大小的變化而方向維持不變，則其運動行為為變加速度的直線運動，即駕

駛人在加速時「將油門踩到底」的過程，產生的初始加速度 A 與當時的初始行駛速度 0v

有關。假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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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面（二維）運動：包括定加速度平面運動、等速圓周運動、離心力與路面

摩擦力分析、角速度分析與複合運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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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加速度平面運動：係指質點運動加速度 a 的大小及方向均不改變，即 a 的各分

量也不改變， == yx aa 常數，其運動方程式如表 3.2.5-1 所示。 

表 3.2.5-1 X-Y 平面的定加速度運動方程式 

X 軸方向運動方程式 Y 軸方向運動方程式 

tavv xxx +=
0

 

tvvxx xx )(
2
1

00 ++=  

2
0 2

1
0

tatvxx xx ++=  

)(2 0
22

0
xxaVV xXx −+=  

tavv yyy +=
0

 

tvvyy yy )(
2
1

00 ++=  

2
0 2

1
0

tatvyy yy ++=  

)(2 0
22
0

yyaVV yyy −+=  

 ○2 等速圓周運動：已於 3.2.2 運動學原理討論過，此處不再贅述。 

○3 離心力與路面摩擦力分析：當車輛在彎道轉彎的行駛過程中，需藉由道路的超高

(Superelevation)設計和路面摩擦力來與急速行駛的離心力抗衡，其作用力如圖

3.2.5-3 所示。 

gR
WumaF

2

==

αcosa
g
W

 
圖 3.2.5-3 車輛轉向與作用力之關係 

 假設離心力與路面摩擦力之作用力趨於平衡，則在 X 軸方向的分力和為 0，即 

∑ +== ααα sincoscos:0 wwfa
g
WFx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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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   ，  ααα sincosco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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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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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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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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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6.3

Uu =Q   ，  
)(127

2

ef
UR

+
=∴  

其中 W：車重(公噸） 
 α：傾斜角(坡度) 
  f：摩擦係數 
  e≈  αtan 超高率(公尺/公尺) 
  g：重力加速度(公尺/秒 2 ) 
  T：輪距(公尺) 
  u：車速(公尺/秒) 
  U：車速(公里/小時) 
  H：車輛之重心高度(公尺) 
  R：曲線半徑(公尺) 

○4 角速度分析：當車輛(視為一剛體)繞固定軸轉動時，車體內各質點均在圓周上運

動，四個運動變數θ、ω、α及 t 間之關係式為 

t⋅+= αωω 12  ， t⋅+
=

2
)( 21 ωωθ  ， 2

1 2
1 tt ⋅+⋅= αωθ  

  其中 1ω =車輛繞轉 t 時間前之角速度 

    2ω =車輛繞轉 t 時間後之角速度 

     t =車輛運轉的時間長度 t 

θ =車輛繞轉 t 時間前之角位移 

α =車輛繞轉加速度 

○5 複合運轉：車輛碰撞後分離，若在喪失動力的情況下，其分離初速度及角速度運

行，藉由車輪與路面接觸所產生之摩擦力迫使車輛停止。在此過程中車輛並非以固

定減(加)速度作用之，其中涉及諸多因素，如路面摩擦係數、旋轉半徑、車輪鎖死

比例等，故速度及角速度的遞減與時間的關係並非以線性來表示。一般均以下列六

個方程式來描述車體碰撞後之運行軌跡： 

m
Fv

dt
du x+⋅= α   ，  

m
F

u
dt
dv y+⋅−= α   ，  2γα

⋅=
m

M
dt
d z  

αθ
=

dt
d

  ，  θθ sincos vu
dt
dx

−=   ，  θθ cossin vu
dt
dy

+=  

其中 u：車輛的縱向速度 
v：傾斜角(坡度) 
α：車輛的角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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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  行車方向最小夾角 
  x：慣性座標中縱軸 
  y：慣性座標中橫軸 
  m：車輛質量 
  r ：車輛繞車體質心旋轉之半徑 

 xF ：輪胎所受縱向力 

    yF ：輪胎所受橫向力 

zM ：車輛旋轉力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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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設計實施與研析 

4.1 引言  

吳水威等[9,10,11,12,13,14] 曾對事故型態對事故在車體表面油漆所留下之刮擦痕

兩者間的關係進行研究，歷經三年研究並獲得具體的結論，其結論僅討論車輛油漆單向

刮痕之特性。然而由資料照片發現，車體碰撞常伴隨一點受到二次或多次碰撞造成刮痕

重疊的情形，造成刮痕受力特徵變模糊甚至完全被磨去，增加鑑識工作的難度，刮痕的

受力方向更有可能為同向或異向。本研究為了瞭解汽車行車事故中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

複刮痕與事故發生之關連性，透過現場實地實驗，設計不同操作因素(如控制碰撞角度、

碰撞部位、行車速度等)之事故形態，實際進行車體碰撞試驗以了解碰撞後車體上所遺

留的油漆刮痕走向、特性與事故型態之關聯性。 

4.2 實驗設計與實施  

4.2.1 實驗設計 

器材方面，本研究以 Nikon Coolpix 5700 數位相機拍攝靜態之實驗刮擦痕型態，紀

錄實驗完成後兩車車身殘留之刮痕痕跡，以進行事後歸納分析，另以 Panasonic PV-GS400
數位攝影機拍攝實驗之動態過程，可供判斷刮痕走勢之原因，實驗中並準備捲尺以為比

對尺度之用。本研究並與新竹市「源利汽車修護廠」簽約合作，由廠商提供實驗用中古

兩台車與實驗後的烤漆、鈑金等修護工作，其所提供之兩輛實驗用車為裕隆霹靂馬及

TOYOTA Camry，其中在實驗型態一完成後考慮到修車維護以及相關成本，洽請修護廠

將裕隆霹靂馬更換為 TOYOTA CORONA。 

 參與實驗的人員以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的同學為主，現場請有

專業人員在場協助指導並，準備相關急救器材。考量到實驗場地必需空曠以確保實驗進

行的安全性與可行性，實驗地點選在「南竂第二停車場」進行。 

4.2.2 實驗實施 

 本研究模擬過去常見的交通事故型態，並根據[14]依碰撞車輛質心行車方向所形成

之碰撞夾角及行進方向，將肇事型態分為對撞、追撞、倒撞、側撞、角撞等五種型態，

其中兩車中至少有一車為倒車之行駛型態為倒撞，夾角幾近 0°為追撞，夾角介於 0°至
45°為側撞，夾角介於 45°至 135°為角撞，夾角介於 135°至 180°為對撞，如圖 4.2.2-1 所

示。車速方面由於考量到安全性問題，且高速的肇事型態對刮痕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較

多，因此本研究實驗設計之車速主要限制在 25 公里/小時以下進行。 



 24

0°

45°

90°

135°

180°

135°

90°

45°

側撞側撞

角撞

角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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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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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車方向

θ

θ 兩車碰撞最小夾角  

圖 4.2.2-2 汽車行車事故型態分類圖 

本研究共完成 30 個實驗型態，其型態如表 4.2.2-1 所示。 

表 4.2.2-1 實車實驗型態總表(三十種) 

 
型 1 型 2 



 25

 
型 3 

10~15km/h

45°

B車

A車

 
型 4 

 
型 5 

 
型 6 

 
型 7 

 
型 8 

 
型 9 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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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1 

A車

B車

10~15km/h

40°~45°
 

型 12 

A車

B車

10~15km/h

10°~15°

 
型 13 

 
型 14 

 
型 15 

 
型 16 

 
型 17 

 
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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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9 

A車

B車
10~15km/h

75°~80°

型 20 

A車

B車

45

15~20 km/h

 

型 21 
 

型 22 

 
型 23 

 
型 24 

 
型 25 

 
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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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27 

A車

B車

10 ~ 15 km /h

15°10°~

 
型 28 

型 29 
 

型 30 
型態說明： 
型態一：B 車靜止不動，遭成約夾角 10°~15°，從左前方速度為 15~20km/h 的 A 車以右車尾

倒撞 B 車左車身，之後 A 車再以原車速原角度往前行駛直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km/hr 直線行進，使 A 車右側車身擦撞 B 車左後

車身，兩車接觸後，B 車再以略微右彎的軌跡行進脫離。 
型態三：B 車停止不動，A 車(速度約 15km/h)以夾角 25°~30°軌跡行進，以左前保險桿擦撞

B 車之右車身，撞擊後 B 車約以速度 15km/h 直線前進脫離。 
型態四：B 車靜止不動，遭成約 45 度夾角，從左前方以速度為 10~15km/h 的 A 車倒車以左

車尾擦撞過 B 車左側車身至車接觸後煞車，而後 B 車以 10~15km/h 的車速向前行駛

直至兩車脫離。 
型態五：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20km、夾角約 15~20 度軌跡行進，使 B 車右前

保險桿擦撞 A 車之右車身，待 A 車撞擊靜止後，B 車再進行倒車脫離。 
型態六：A 車靜止不動，遭成約 60°~65°角，從後側而來之 B 車(速度約 10km/h)以直行的行

進軌跡，使 A 車之車尾擦過 B 車之右側車身，待兩車接觸後煞車，然後 B 車在倒車

脫離。 
型態七：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km/hr 略微左彎的軌跡行進，使 B 車左側車身擦撞

A 車右後車身，兩車接觸後，B 車再以直線後退的軌跡行進脫離。 
型態八：B 車停止不動，遭成夾角約 70°~75°，從左後方以速度 10~15km/h 而來之 A 車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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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車身擦撞 B 車右後保險桿處，前進約 1/2 車身後以原角度後退至兩車分離。 
型態九：B 車停止不動，A 車(速度約 15km/h)以 45～60 度軌跡行進，使 A 車之右車身擦撞

B 車之右前保險桿，待 A 車撞擊至左後門附近靜止後，A 車再進行倒車脫離。 
型態十：A 車停止不動，B 車(速度約 15km/h)以 25°~30°軌跡行進，使 B 車之右前保險桿擦

撞 A 車之左車身，待 B 車撞擊靜止後，B 車再進行倒車脫離。 
型態十一：A 車停止不動，遭成約 30~35 度角，從右方以速度 10~15km/hr 而來之 B 車以左

側車身擦撞 A 車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前進半個車身左右再以原角度後退至兩

車分離。 
型態十二：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km/h 略微右彎軌跡行進，使 A 車右側車門擦撞

B 車左前保險桿，兩車接觸後 A 車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止，再以原角度倒車至兩車

分離。 
型態十三：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略微左彎軌跡行進，使 A 車左側車門

擦撞 B 車右前保險桿，A 車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止，再以原角度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十四：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km/h 略微左彎軌跡倒車，使 B 車左後保險桿擦

撞 A 車右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倒車約半個車身後停車，再以原角度前進至

兩車分離。 
型態十五：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25km/h 直線倒車，使 B 車右後保險桿擦撞 A

車左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前進至兩車分離。

型態十六：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km/h 略微左彎軌跡前進，使 B 車右側車身擦撞

A 車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車，再以原角度前進至兩

車分離。 
型態十七：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夾角大於 45°，速度約 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右側車

身擦撞 B 車左前車頭至兩車脫離，然後 A 車再以原角度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十八：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略為左轉前進，使 A 車左側車身擦撞 B

車右前車頭至兩車脫離後煞停，此時 B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前進，兩車接觸後 A
車再左轉至兩車分離。 

型態十九：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倒車，使 A 車右後保險桿擦撞 B
車左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B 車再以速度約 15~20km/h 略

為左彎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前進，使 B 車右側車身擦撞 A 車右前

車頭，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車，B 車再以速度約相同車速與角

度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一：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夾角大於 45°，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左

前保險桿擦撞 B 車右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

速度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二：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右側車身擦撞 B

車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A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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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二十三：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25km/h 倒車，使 B 車右後車尾擦撞 A 車左

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5~20km/h
前進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四：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B 車左前保險桿垂直

撞擊 A 車右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五：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右前葉子板撞擊 B

車右前葉子板，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六：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km/h 略為左彎倒車，使 B 車右後車尾撞擊 A

車左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

進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七：B 車以速度約 10km/h 倒車，A 車以速度約 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右側車

身撞擊 B 車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以原速持續倒車，A 車繼續前進半個車身後兩

車都停車，A 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八：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倒車，使 A 車右後車尾撞擊 B 車左

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0~15km/h 前

進至兩車分離。 
型態二十九：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直線前進，使 B 車右側車身撞擊 A

車右前車頭，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0~15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型態三十：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B 車右前保險桿垂直撞

擊 A 車右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0~15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4.3 實驗分析  
一、實驗 01 

1.實驗日期：94.07.27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靜止不動，遭成約夾角 10°~15°，從左前方速度為 15~20km/h 的

A 車以右車尾倒撞 B 車左車身，之後 A 車再以原車速原角度往前行駛直至兩車

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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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1) 

相片 4.3-1.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1) 
 

 
相片 4.3-1.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01) 

A 車刮痕主要集中在右後車尾，因來回擦撞造成多處不同方向軌跡重疊之現象。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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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3  A 車右側車尾近拍(實驗 01) 
照片中 i 處刮痕往右變淡發散，刮痕方向應為由左往右。ii 處油漆成塊狀剝落，

剝落處並有油漆屑往左堆積，可知此處有受到由右往左之外力，刮痕之間的覆蓋

造成 i 處左側有部份刮痕被磨去之情形，說明此處先有由左往右之刮痕，再被由

右往左之刮痕覆蓋。 
 

 
相片 4.3-1.4  A 車右側車尾近拍(實驗 01) 

i 處油漆塊狀堆積在右方，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ii 處之受力方向原本與 i
處相同，但油漆翹起部份又平貼於車面，明顯是又受到車頭往車尾之外力之結

果，因此研判此處受到兩個不同方向之刮痕重疊所造成。 
 

A1 放大

A2 放大 

i 

ii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1.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2.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2.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1.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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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5  B 車左側車身近拍(實驗 01) 
B 車左側車身主要刮痕分佈位置。 

 
 

 

相片 4.3-1.6  B 車左側車身近拍(實驗 01) 
i 處車體斷面之堆積現象，油漆堆積於車體斷面處右側，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

左而右。ii 處彗星狀擦痕右側較為發散變淡，左側則較為集中，刮痕走向為由右

往左。此處也有刮痕重疊之情形發生。 
 

B1 放大 

i 
ii 

B1 
B2 

B3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1.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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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7  B 車左側車身近拍(實驗 01) 
i 處刮痕右側顏色較深受力較大，往左則是變淡且線型發散，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

往左。ii 處左側受力面積大，往右則變淡發散，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1.8  B 車左側車身近拍(實驗 01) 
i 處車體斷面形成堆積現象，油漆堆積在右邊因此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左而右。ii
處之堆積現象，油漆則是堆積在左側，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因此得知 B3 處有

兩個不同方向之刮痕重疊。 
 
 

B2 放大 
ii 

i 

B3 放大 

ii 

i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2.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1.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2.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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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9  B 車左側車身近拍(實驗 01) 

車體斷面形成堆積現象，油漆堆積在右邊，刮痕方向為由左而右。 

二、實驗 02 
1.實驗日期：95.03.08 
2.擦撞型態：追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km/hr 直線行進，使 A 車右側車身擦

撞 B 車左後車身，兩車接觸後，B 車再以略微右彎的軌跡行進脫離。 
6.刮痕走勢：A 車刮痕，兩次刮痕皆呈近似上升趨勢 

圖 4.3-2.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2) 
相片 4.3-2.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02) 

 

B4 放大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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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2  A 車右側車身(實驗 02) 
相片中，說明主要刮痕的分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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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3  A 車右側輪拱後方(實驗 02) 
相片中，i 處刮痕可由油漆堆積走向為明顯往左，ii 處刮痕與 i 處刮痕為同一次

刮擦形成之刮痕，呈現上升走勢，研判為煞車時 A 車體下沉所造成，研判刮痕

走向應為車頭往車尾；而 iii 處刮痕覆蓋住 ii 刮痕，研判為二次刮痕，其中由於

車體外型影響，刮痕受力突然消失，造成油漆堆積於終止處，而無發散之現象，

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尾往車頭。iV 處刮痕起始處呈類似塊狀，往終止處發散，

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往車尾，刮痕呈現上升趨勢，V 處刮痕終止處有油漆堆

積，且於堆積左方尚有油漆噴灑的現象，應是車體突然煞停，受力突然終止，而

油漆順勢飛出，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往車尾。 
 
 

A1 放大 

ii 

i 

iii 
iV 

V 

刮痕方向_1 
車尾 

車頭 

車頭車尾 

刮痕方向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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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4  B 車左後車身(實驗 02) 
相片中，說明主要刮痕的分佈。 

 

相片 4.3-2.5  B 車左後車身(實驗 02) 
相片中，i 處起始受力淺，由於 A 車突然煞停，造成油漆堆積於終止處研判刮痕

走向應為車尾往車頭，且因 A 車在煞車過程中下沉，造成刮痕呈下降趨勢，而

A 車煞停後反彈，造成油漆往車尾發散，ii 處可以明顯看出油漆堆積往車尾發散，

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往車尾；iii 處刮痕覆蓋在紅色刮痕上，研判為二次刮痕，

呈現魚鱗狀刮痕，魚鱗波峰所指方向為刮痕走向，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往車尾。

三、實驗 03 
1.實驗日期：95.03.03 
2.擦撞型態：側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速度約 15km/h)以夾角 25°~30°軌跡行進，以左

前保險桿擦撞 B 車之右車身，撞擊後 B 車約以速度 15km/h 直線前進脫離。 

B1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_1 

i ii 
iii 

刮痕方向_2 

車頭 車尾 

B1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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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車

B車

15 km/h

25°~30°

15 km/h

圖 4.3-3.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3) 
相片 4.3-3.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03) 

 

  
相片 4.3-3.2  A 車左前車頭 (實驗 03) 

相片中，A3 處前保險桿脫落為 A 車撞擊 B 車停止後，A 車向前行駛脫離

而產生。 
 

A3

A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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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3.3  A 車左前車頭刮損(實驗 03) 

相片中，i 處刮痕重疊處可看出刮痕先由左刮向右，且呈現向下走勢；i
處右側油漆堆積為車輛脫離時所產生，ii 處刮痕右側有油漆剝落現象，且

於左側產生堆積，故研判脫離時刮痕走向為由右至左。 
 

 
相片 4.3-3.4  A 車左前車頭刮損(實驗 03) 

相片中，放大後可看出 i 處刮痕波峰指向左側，刮痕方向應為由右往左，i
處下方可發現有部份白色刮痕紋路被磨去，推測白色刮痕可能為第一次碰撞

所留下，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ii 處刮痕紋路亦有被磨去之現象，惟跡

證不足無法判斷刮痕走向。 
 

A2 處放大 

ii

i 

i 

ii 

A1 處放大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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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3.5  B 車右側車身(實驗 03) 
B 車刮痕主要分布於右側兩門間的斷面處與右後車輪附近。 

 

 
相片 4.3-3.6  B 車右側門縫處 (實驗 03) 

相片中，i、ii 兩處皆在車體斷面處左側堆積，故可知受力方向由右到左；

iii 處產生刮痕重疊，由左至右之刮痕被由右至左之刮痕覆蓋，右側有油漆

脫落現象，推測第二次產生之刮痕為由右至左。 
 

B1 局部放大 

B1 B2 B3 

i 

ii 

iii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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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3.7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 (實驗 03) 

由相片中，i 處為車門與輪拱斷面左側有油漆堆積之情形，並由 ii 處發現

接近斷面處有跳越現象產生，且 iii 處有油漆剝落現象，推測刮痕為由右

向左。 
 

 
相片 4.3-3.8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 (實驗 03) 

相片中，i、ii 處右側邊緣處有油漆堆積現象，且 ii、iii 兩處右側油漆均剝落，

故推測刮痕方向為由右向左。 
 

B2 局部放大 

i 

ii 

B3 處放大 

i 

ii 

iii 

iii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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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 04 
1.實驗日期：95.03.08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寮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靜止不動，遭成約 45 度夾角，從左前方以速度為 10~15km/h 的

A 車倒車以左車尾擦撞過 B 車左側車身至車接觸後煞車，而後 B 車以 10~15km/h
的車速向前行駛直至兩車脫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4.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4) 
相片 4.3-4.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4) 

 

 
相片 4.3-4.2  A 車左後車尾 (實驗 04) 

A 車主要刮痕集中在左後車尾。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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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4.3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44A04) 
i 處油漆成塊狀脫落，右側有堆積現象的發生，故判斷刮痕走向為由左往

右。ii 處左側有堆積的情形，判斷刮痕走向為由右往左。iii 處之刮痕雖無法明顯

看出走向，但 iv 處之刮痕右側有堆積，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故 iii 處之

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且此處之刮痕為兩個不同方向之刮痕重疊所造成。

 

相片 4.3-4.4  B 車左側車身（實驗 04） 
B 車刮痕主要分布於左後車門與左後車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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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處放大 

iii 

ii 

B1 
B3 

iv 

B2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1.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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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4.5  B 車左後輪拱（實驗 04） 
i處與 ii處車體纖維撕裂之波峰皆指向右側，研判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4.6  B 車左後輪拱（實驗 04） 
車體斷面處之右側有堆積之情形，故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B2 放大 

刮痕方向
B1 放大 車尾  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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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4.7  B 車左後車門（實驗 04） 
相片中圈起處之上升刮痕乃因兩車接觸時 A 車因擠壓上移，故在 B 車車身留下

上升之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 

五、實驗 05 
1.實驗日期：95.03.08 
2.擦撞型態：對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20km、夾角約 15~20 度軌跡行進，

使 B 車右前保險桿擦撞 B 車之右車身，待 B 車撞擊靜止後，B 車再進行倒車脫

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5.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5) 
相片 4.3-5.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05) 

 

車頭 

車尾 

B3 放大 

刮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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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5.2  A 車右側車身刮損(實驗 05) 
相片中，為 A 車右側後車門受損情形。 

 

相片 4.3-5.3  A 車右側車身刮損(實驗 05) 
相片中，i 處與 ii 處皆有刮痕重疊而有部份刮痕紋路被磨去之情形，惟無明顯受

力特徵可供判斷刮痕走勢。iii 處油漆成塊狀剝落，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

 

A1 A2

A1 處放大 

i 

ii 

iii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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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5.4  A 車右側車身刮損(實驗 05) 
相片中，i 處與 ii 處均產生刮痕油漆堆積現象，但其刮痕方向相異，前者為由右

往左，後者為由左往右。由 iii 處纖維殘留堆積之方向說明其刮痕方向為由左往

右，亦可由 iv 處看出由左往右之刮痕重疊於由右往左之刮痕上，故判斷二次刮

痕受力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受到車尾往車頭方向之力。 
 

 
相片 4.3-5.5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5) 

B 車輛接觸後於右前保險桿產生刮痕，以 B1、B2、B3、B4 處分析討論。 
 

A2 處放大 

ii
i 

iii 

1 

2 

iv 

B1 

B4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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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5.6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5) 
i 處依據車體纖維剝落方向判斷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而 ii 處產生刮痕油漆堆積

現象，其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顯示此處曾發生二次相異作用力。iii 處與 iv 處

產生裂縫，由碎片剝落方向說明兩者受力方向相異，前者為由右往左，後者為由

左往右。 
 

B1、B2 處放大 
i 

ii 

iii 
iv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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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5.7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5) 
i 處中間產生油漆堆積，初步判斷發生二次刮痕現象，此處由右往左之刮痕先產

生，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其油漆堆積位置與第二次刮痕方向較吻合。 
 

相片 4.3-5.8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5) 
i 處刮痕末端有纖維發散情形，判斷先前發生由右往左之作用力。ii 處之作用力

為由左往右，且刮痕末端發散部分有重疊至 i 處現象。 
 
 

B3 處放大 

i 

B4 處放大 

i 

1 

2 

刮痕方向為先

車頭往車尾再

由車尾往車頭 

ii 

1

2



 51

六、實驗 06 
1.實驗日期：95.03.15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靜止不動，遭成約 60°~65°角，從後側而來之 B 車(速度約 10km/h)
以直行的行進軌跡，使 A 車之車尾擦過 B 車之右側車身，待兩車接觸後煞車，

然後 B 車在倒車脫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趨勢 

圖 4.3-6.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6) 
相片 4.3-6.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06) 

 

 
相片 4.3-6.2  A 車左後保險桿(實驗 06) 

A 車左後保險桿刮痕主要分佈位置。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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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6.3  A 車左後保險桿與局部放大(實驗 06) 
相片中，i 處白色油漆為第一次刮痕，其起始處平整，往終止處發散，但 B 車倒

車脫離，則由紅色刮痕所覆蓋；而 ii 處可發現因 B 車倒車脫離時產生由左往右

之油漆堆積覆蓋於原始刮痕上，故可推論刮痕方向先是右車尾往左車尾，再由左

車尾往右車尾。 
 

相片 4.3-6.4  A 車左後保險桿與局部放大(實驗 06) 
相片中，i 處可發現二次刮痕重疊處，先是由右往左之白色水平刮痕，之後由左

往右的紅色刮痕所覆蓋；，而於 ii 處可發現倒車脫離時所產生之油漆堆積覆蓋於

原始刮痕上，故可推論刮痕方向先是右車尾往左車尾，再由左車尾往右車尾。 
 

刮痕方向 

2.左車尾 

右車尾 

A1 放大處 

刮痕方向

右車尾 1.左車尾 

A2 放大處 

i

ii 

刮痕方向 
右車尾 

1.左車尾 

2.左車尾 右車尾 

i 
ii 

刮痕方向

刮痕方向為先右車尾往右車尾 

再由左車尾往右車尾 

刮痕方向為先右車尾往右車尾 
再由左車尾往右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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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6.5   B 車右側車身(實驗 06) 
B 車右側車身刮痕主要分佈位置。 

 
 

相片 4.3-6.6  B 車右側車身與局部放大(實驗 06) 
相片中，i 處可發現白色油漆為第一次刮痕，且油漆堆積於左方，而後因倒車拖

離，使得紅色油漆覆蓋於原始刮痕上，並將車體油漆纖維帶到右方，故可推斷刮

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在由車尾往車頭；而 ii 處為倒車脫離時所產生之油漆堆

積現象，由油漆堆積方向可以說明刮痕方向為車尾往車頭。 
 

刮痕方向 
1.車尾 車頭 

B1 放大處 

B1 
B2 

B3

刮痕方向 
2.車尾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車頭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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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6.7  B 車右側車身與局部放大(實驗 06) 

相片中，由 i 處的油漆堆積現象可推斷刮痕方向為車頭往車尾；ii 處可發現二次

刮痕重疊處，先是由車頭往車尾之白色水平刮痕，並於 a 處產生油漆堆積，而後

由車尾往車頭之紅色刮痕所覆蓋，並於車門夾縫處產生跳躍且在 b 處產生油漆堆

積情形；而由 iii 處油漆堆積現象則可推斷刮痕方向為車尾往車頭。 
 

相片 4.3-6.8  B 車右側車身與局部放大(實驗 06) 
由相片中可發現二次刮痕重疊處，先是紅色的水平刮痕，並於 i 處產生油漆堆積

情形，之後由於 B 車倒車脫離，使得白色刮痕覆蓋於原始刮痕上面，且油漆堆

積現象被磨除，因此使得 i 處之油漆堆積情形較為鬆散。 
 

刮痕方向 

1.車尾 車頭 

B2 放大處 

B3 放大處 

車頭 1.車尾 
刮痕方向 

刮痕方向 
車頭 2.車尾 

2.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i

ii 

iii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

再由車尾往車頭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a 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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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驗 07 
1.實驗日期：95.03.15 
2.擦撞型態：側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km/hr 略微左彎的軌跡行進，使 B 車

左側車身擦撞 A 車右後車身，兩車接觸後，B 車再以直線後退的軌跡行進脫離。 
6.刮痕走勢：A 車刮痕，B 車前進所造成之刮痕呈近似水平趨勢，後退所造成之刮

痕呈近似下降趨勢；B 車刮痕為水平趨勢。 

 
圖 4.3-7.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7) 
相片 4.3-7.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07) 

 

相片 4.3-7.2  A 車右後保險桿(實驗 07) 
相片中，說明 A 車主要刮痕的分佈情形。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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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7.3  A 車右後保險桿(實驗 07) 
相片中，i 處刮痕於終止處有發散現象，研判刮痕走向為車尾往車頭；ii 處刮痕

起始處受力淺，因車體外型影響受力無法連續，造成刮痕也突然終止，刮痕為下

降趨勢，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往車尾；於 iii 處可以發現 i 刮痕被 ii 刮痕所覆

蓋，研判 i 刮痕為 B 車前進時所造成，且被後退時造成的 ii 刮痕覆蓋。 
 

相片 4.3-7.4  A 車右後保險桿(實驗 07) 
相片中，i 處刮痕起始處呈類似塊狀往終止處發散，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尾往車

頭；ii 處刮痕覆蓋住了 i 刮痕，且有往車尾發散的現象，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

往車尾，刮痕走向為下降趨勢。 
 

A1 放大 

i 

刮痕方向_1 車尾 

車頭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_2 

A2 放大 刮痕方向_1 
車頭 

ii 

iii 

i 

ii 

車尾 

刮痕方向_2 
車頭 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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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7.5  A 車右後保險桿(實驗 07) 
相片中，i 處刮痕起始處呈類似塊狀往終止處發散，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尾往車

頭；ii 處刮痕覆蓋住了 i 刮痕，呈現魚鱗狀刮痕，魚鱗波峰所指方向為刮痕走向，

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往車尾，刮痕走向為下降趨勢。 
 
 
 
 
 
 
 
 
 
 

相片 4.3-7.6  B 車左側車身(實驗 07) 
相片中，說明 B 車主要刮痕的分佈情形。 

 

B1 

A3 放大 刮痕方向_1 
車頭 

i 
車尾 

ii 

刮痕方向_2 
車頭 

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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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7.7  B 車左前車身(實驗 07) 
相片中，i 處刮痕內油漆塊大多有往車尾發散現象，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頭往車

尾；ii 處刮痕覆蓋住了 i 刮痕，呈現彗星狀刮痕，彗星所指方向為刮痕方向，iii
處刮痕也呈現彗星狀刮痕，研判刮痕走向應為車尾往車頭。 

八、實驗 08 
1.實驗日期：95.03.15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遭成夾角約 70°~75°，從左後方以速度 10~15km/h 而

來之 A 車以左側車身擦撞 B 車右後保險桿處，前進約 1/2 車身後以原角度後退至

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8.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8) 
相片 4.3-8.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08)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_2 

i 

ii 

刮痕方向_1 

車頭 車尾 

iii 

B1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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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8.2  A 車左側車身(實驗 08) 
A 車刮痕主要分佈在左側車身附近。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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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8.3  4.3-8.4  A 車左後車輪(實驗 08) 
i 處因車體造型本身凹陷之故，刮痕延伸至此有跳越之現象，研判刮痕受力方向

為由右往左。ii 處車體斷面處右側有堆積的情形，可知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

右。iii 處之輪拱內側之堆積情形，說明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A1 放大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i ii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iii 

iii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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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8.5  A 車左後車門(實驗 08) 
A 車前進至停止時，受到 B 車延輪拱擠壓而造成車身上移，故 A 車後退時形成 i
處由下往上、受力方向由右往左之刮痕。ii 處之刮痕雖無明顯特徵可以判斷走向，

但因部份刮痕受到較晚形成之 i 刮痕覆蓋，推判應為 A 車前進時形成之刮痕，受

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8.6  A 車左側車體斷面處(實驗 08) 
i 處魚鱗狀之刮痕，波峰指向左側，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車體斷面處

右側之堆積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8.7  B 車左後保險桿(實驗 08) 
B 車刮痕集中於左後保險桿一角。 

 

A2 放大 

A3 處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i

i 

ii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ii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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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8.8  B 車左後保險桿(實驗 08) 
由 i 處油漆剝落之方向與 ii 處油漆堆積之方向，研判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

 

相片 4.3-8.9  B 車左後保險桿(實驗 08) 
i 處刮痕右側較為完整，且往左側發散，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魚鱗狀刮痕

之波峰指向左側，且左側之油漆刮痕紋路也有往左拉扯之情形，受力方向應為由

右往左。由 i 與 ii 可判斷 iii 為 A 車後退時形成之刮痕，且右側明顯有兩個不同

方向之刮痕重疊之情形。 

九、實驗 09 
1.實驗日期：95.03.15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速度約 15km/h)以 45～60 度軌跡行進，使 A 車

之右車身擦撞 B 車之右前保險桿，待 A 車撞擊至左後門附近靜止後，A 車再進

行倒車脫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B1 處放大 

右車尾 左車尾 

刮痕方向 

B2 處放大 

i 

ii 

iii 

右車尾 左車尾 

刮痕方向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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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09) 
相片 4.3-9.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09) 

 
 
 
 
 
 
 
 

 
相片 4.3-9.2  A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9) 

相片中，接觸後於右側車身產生刮擦痕，將以 A1～A5 處分析討論。 
 

A2 
A1 A5 A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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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9.3  A 車右前保險桿與葉子板受損(實驗 09) 
A 車前進時在 i 處車體斷面處產生跳越現象，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倒車脫離時，

ii 處可發現油漆片覆蓋在第一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受力方向可能為由左往右。

在 iii 車體斷面處右側留有油漆堆積，可說明刮痕方向為由左向右。 
 
 

 

相片 4.3-9.4  A 車右前葉子板受損(實驗 09) 
相片中，該處刮痕為 A 車倒車脫離時所產生，i 處產生油漆向右堆積現象，ii 處
產生彗星群之現象，其彗星行進方向為刮痕方向，可說明刮痕方向為由左向右。

 

A2處放大 

i 

ii 

A1處放大 

i 

ii 

iii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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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9.5  A 車右前門受損(實驗 09) 
相片中，i 處可以見彗星群之刮痕，其彗星行進方向為刮痕方向，故推判刮痕左

向右；ii 與 iii 處黑色纖維覆蓋在白色刮痕之上應為第二次刮擦時所產生。 
 

相片 4.3-9.6  A 車右前門與右後門處刮損(實驗 09) 
相片中，i 處為 A 車第一次碰撞所產生之刮痕，於兩車門縫左側產生油漆堆積現

象且刮痕往終止處線狀發散，推判刮痕為由右向左；ii 處於兩車門縫左側產生油

漆堆積現象，推判刮痕為由右向左，且在後車門接縫處因該接縫處之鋼板硬度較

周圍高，故當 A 車倒車脫離時，車門周圍受壓力致使接縫處較為突出，導致接

縫處第一次刮擦產生油漆堆積之現象被磨除，推判該處刮痕為由左向右；iii 處疑

似為二次刮痕重疊處，黑色纖維覆蓋原先之刮痕。 
 

A4 處放大 i 

A3處放大 

ii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ii 
i 

iii 

1

2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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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9.7  A 車右側車身刮損(實驗 09) 
相片中，i 處可以看見刮痕產生彗星群之現象，其彗星群行進方向為刮痕方向，

故推判該處刮痕為由右向左；ii 處於斷面處左側產生油漆堆積現象，故推判該處

刮痕為由右向左；iii 處於 A 車倒車脫離時所致於斷面處產生油漆堆積現象，故

推判該處刮痕為由左向右；iv 與 v 處可以發現兩次刮痕之現象，其刮痕先由右往

左，再由左往右，且亦可發現由左往右之刮痕產生彗星之現象，其彗星走向為刮

痕行進方向。 
 

 
相片 4.3-9.8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9) 

B 車輛於接觸後於右前保險桿處產生刮擦痕，將以 B1～B5 處分析討論。 
 

A5 處放大 
ii 

B1 

B2 

B3 

B4 

i 

iii 

iv 

v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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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9.9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9) 

相片中，i 處為 A 車第一次撞擊時所導致油漆向左掀起，推斷受力由右向左；

ii 處為 A 車脫離時致使油漆向右掀起，iii 與 iv 處皆可見油漆在右側產生堆積

現象，且 iv 處應車輛脫離時跳動之關係，致使該處刮痕呈現上下刮擦之現象，

故推斷刮痕由左向右。 
 

 
相片 4.3-9.10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9) 

相片中，i 處為 A 車倒車脫離時所產生之油漆向右堆積，ii 處產生彗星群，行

進方向為刮痕方向，且所產生之彗星刮痕覆蓋第一次撞擊時之刮痕，iii 處產

生油漆向右堆積之現象，故可推斷刮痕由右向左。 
 

B1 處放大 

i 

ii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iii 

iv 

B2 處放大 

i 

ii 

iii 

刮痕重疊覆蓋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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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9.11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9) 
相片中，i 處起始處較為平整且終止處產生油漆堆積之現象，ii 處亦可見油漆

向右堆積之現象，故可推斷刮痕由右向左。 
 

 
相片 4.3-9.12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實驗 09) 

相片中，i 處白色刮痕為 A 車第一次碰撞時所產生，其起始處類似塊狀往終止

處線狀發散，而再白色刮痕上覆蓋有 A 車倒車脫離時所附著之黑色油漆，故

推判刮痕由右向左；ii 處紅色刮痕為 A 車倒車脫離時所產生其刮痕往終止處

線狀發散，故推判刮痕由左向右，且紅色之刮痕覆蓋第一次刮擦產生之白色

刮痕。 
 
 

B3 處放大

i 
ii 

B4 處放大 

i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1 

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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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實驗 10 
1.實驗日期：95.02.22 
2.擦撞型態：側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速度約 15km/h)以 25°~30°軌跡行進，使 B 車之

右前保險桿擦撞 A 車之左車身，待 B 車撞擊靜止後，B 車再進行倒車脫離。 
6.刮痕走勢：由上往下。 

圖 4.3-10.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0) 
相片 4.3-10.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0) 

 

相片 4.3-10.2  A 車左側車身刮損(實驗 10) 
相片中，為 A 車左側後車門受 B 車保險桿側撞之刮痕，由車門之凹陷方向，可

輔助說明刮痕起始之受力方向。 
 

A1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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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0.3  A 車左側車身刮損(實驗 10) 

相片中，i 處與 ii 處放大後刮痕產生魚鱗之現象，其波峰方向為刮痕之方向，為

由上往下；其刮痕因受 B 車撞擊後，B 車車體下沈，故使刮痕產生由上往下之走

勢。 
 
 

相片 4.3-10.4  A 車左側車身刮損(實驗 10) 
相片中，i 處可以看出纖維殘留堆積之方向為向右堆積翻起，推論其刮痕方向為

由左往右，ii 處為二次刮痕處，可以明顯看見，其由上往下之刮痕被 i 處之水平

延伸刮痕所覆蓋，其刮痕特性於終止處範圍因車輛逐漸脫離而漸小。 
 

A2 處放大 

A1 處放大 

i 

ii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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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0.5  A 車左側車身刮損(實驗 10) 
相片中，i 處刮痕為 B 車初始撞擊 A 車時所產生之刮痕，其刮痕產生彗星群

之特性，其彗星走向為刮痕方向；ii 處可以看見二次刮痕重疊處，其由上往

下之刮痕被由左往右之水平刮痕所覆蓋；iii 處為 A 車撞擊後倒車脫離時所產

生，刮痕亦產生彗星群之特性，其彗星走向為刮痕方向。 
 
 

相片 4.3-10.6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 (實驗 10) 
B 車輛於接觸後於右前保險桿處產生刮擦痕，將以 B1、B2、B3、B4 處分析討論。 

 

B1 

B2 

B3 

B4 

A3 處放大 

i iii ii 

刮痕方向為先

上往下再由左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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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0.7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 (實驗 10) 

相片中，i 處為第一次碰撞時所留下之油漆堆積，但 A 車倒車脫離時，油漆堆

積現象被磨除，因此使得 i 處之油漆堆積情形較為鬆散，說明第一次刮痕方向

為車頭往車尾；ii 處為倒車時所產生之油漆堆積情形，由油漆堆積方向可以

說明刮痕方向為車尾往車頭。 
 

 
相片 4.3-10.8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 (實驗 10) 

相片中，i 處油漆堆積方向為由右往左堆積為刮痕方向；ii 處其刮痕呈現近似

彗星群之情況，其彗星行進方向為刮痕方向；另外，iii 處為車輛倒車脫離時

產生由右往左之油漆堆積覆蓋於原始刮痕上；此外，iv 處保險桿產生破裂痕，

該破痕之右側可發現油漆堆積之情形，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 
 

B1 處放大 

i 

B2 處放大 i 

ii iv 

ii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1 

2 

iii 

1 

2 

刮痕方向為先

車頭往車尾再

由車尾往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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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0.9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 (實驗 10) 

相片中，i 處刮痕產生彗星群之情況，其彗星行進方向為刮痕方向，可說明刮痕

方向為由左向右。 
 

 

相片 4.3-10.10  B 車右前保險桿受損 (實驗 10) 
相片中，i 處油漆堆積方向為由右往左堆積為刮痕方向，說明刮痕方向為由右向

左；ii 處於車燈罩上產生油漆由左往右之堆積情形，為 B 車倒車脫離時所產生，

此說明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 
 
 

B3 處放大 

i 

B4 處放大 

i 

ii 

i 處 

ii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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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實驗 11 
1.實驗日期：95.05.24 
2.擦撞型態：對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遭成約 30~35 度角，從右方以速度 10~15km/hr 而來

之 B 車以左側車身擦撞 A 車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前進半個車身左右再以

原角度後退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及上升趨勢。 

圖 4.3-11.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1) 
相片 4.3-11.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1) 

 

 

相片 4.3-11.2  A 車左後車尾受損情形 (實驗 11) 
相片中，說明 A 車刮痕主要分布於左後車尾。 

 

A2 

A1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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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1.3  A 車左後車尾刮損(實驗 11) 
i 處右側因車體本身凹曲，刮痕延伸至此處突然脫離而使得斷面處平整，研判刮

痕方向應為由左往右；ii 處刮痕左側變淡發散，且有粉末堆積，研判刮痕方向應

為由右往左；iii 處可以看見二次刮痕重疊處，配合其它跡證可知先有由左往右之

刮痕，並被後來產生的由上往下之刮痕所覆蓋，。 
 
 

相片 4.3-11.4  A 車左後車尾刮損(實驗 11) 
i 處左右兩側的刮痕斷面處都有被磨平的情形，研判應為二個不同方向的刮痕重

疊所致； ii 處左側有刮痕重疊的情況，由堆積情況與刮痕終止處平整研判應為

B 車後退時所產生之刮痕，故方向應為由右往左。 
 

A2 處放大 

A1 處放大 

i ii 

ii 

i 

1 2

2
1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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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1.5  A 車左側車身刮損(實驗 11) 
相片中，左側有油漆屑堆積，且油漆刮痕紋路有往左拉扯的情形，研判刮痕受力

方向應為由右往左。 
 
 

 
相片 4.3-11.6  B 車左側車身受損情形 (實驗 11) 

B 車輛於接觸後於左側車身多處產生刮擦痕，將以 B1、B2 處分析討論。 
 

B1 

A3 處放大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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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1.7、4.3-11.8  B 車左後車門受損 (實驗 11) 
相片中，i 為 B 車前進半個車身左右後所造成之刮痕，油漆刮痕紋路有往右拉扯

的情形，研判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ii 為 B 車以原角度後退至兩車分離後

之刮痕，由兩張照片比較明顯可以發現 i 處的刮痕被後來產生的刮痕所覆蓋，iii
處的彗星群刮痕說明刮痕行進方向為右下往左上。 

 
 
 
 
 
 

B1 處放大 

i 

ii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1 

2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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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1.9、4.3-11.10  B 車左後輪拱受損 (實驗 11) 
i 為 B 車前進所造成之刮痕，因兩車接觸面積逐漸變大，造成刮痕由細變粗，延

伸至右側因車體曲線而脫離，研判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ii 為 B 車後退至

兩車分離後之刮痕，比較照片原先 i 處之刮痕被磨去些許，並無明顯特徵可以看

出有刮痕重疊的情形，而由 ii 處左側油漆刮痕紋路拉扯的情形研判刮痕受力方向

應為由右往左。 

十二、實驗 12 
1.實驗日期：95.05.24 
2.擦撞型態：側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km/h 略微右彎軌跡行進，使 A 車右

側車門擦撞 B 車左前保險桿，兩車接觸後 A 車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止，再以原

角度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B2 處放大 

i 

ii 

刮痕方向為先車頭往車尾再由車尾往車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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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2) 
相片 4.3-12.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2) 

 
 

相片 4.3-12.2  A 車右側車身(實驗 12) 
A 車刮痕主要分佈在右側車身附近。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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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2.3  4.3-12.4  A 車右後輪拱(實驗 12) 
相片 4.3-12.3 為 A 車前進約半個車身所產生之刮痕，i 處在車體斷面處左側有堆

積的情形，還有 ii 處的跳越現象與車體斷面處左側的堆積，皆說明刮痕受力方向

為由右往左。A 車倒車至兩車分離所造成之刮痕主要為相片 4.3-12.4 的 iii 處，iv
處則有明顯刮痕重疊的情形，刮痕並無明顯特徵可看出受力方向，僅能推測因 A
車於倒車中因加速而使車身擠壓至 B 車車身上方，故形成左上往右下之刮痕。 

 

A1 放大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i 

ii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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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2.5  4.3-12.6  A 車右後車門(實驗 12) 
相片 4.3-12.5 為 A 車前進約半個車身所產生之刮痕，i 處與 ii 處刮痕左側皆較深

且完整，顯示刮痕左側應為終止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相片 4.3-12.6 為 A 車

倒車至兩車分離後刮痕的分佈情形，由 iii 處的跳越現象，可以研判斜向的刮痕

受力方向為由左下往右上。刮痕重疊的範圍相當大，原先水平的刮痕被後來斜向

的刮痕所覆蓋。形成往上走向的刮痕是因為原先 A 車因擠壓至 B 車車身上方，

後來兩車漸漸分離而使 A 車車身回到水平，因此造成往上之刮痕。 
 

A2 放大 

i 

iii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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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2.7  4.3-12.8  A 車右前輪拱(實驗 12) 
A 車前進時，於 i 處的車體斷面處左側有油漆堆積現象，ii 處與 iii 處可發現毛邊

現象，毛邊皆往左延伸堆積，顯示刮痕終止處在左方，三者皆說明刮痕受力方向

應為由右往左。A 車倒車所產生的刮痕如相片 4.3-12.12 所示，iv 處的油漆屑有

往右拉扯的現象，v 處有明顯的刮痕重疊以外，刮痕右側顏色較深顯示右側較靠

近終止處，說明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 
 

A3 處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i 

ii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iii 

i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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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2.9  B 車左前車頭(實驗 12) 

B 車刮痕主要為左前保險桿一角。 
 

相片 4.3-12.10  B 車左前車頭(實驗 12) 
因 B 車撞擊點集中於車頭一角，幾乎整個 B1 都有刮痕重疊的情形。i 處斷面處

的右側垂直面有被磨平的現象，可推斷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的情況則

是與 i 處相反，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iii 處右側有油漆堆積的情形，刮痕受

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B1 

B1 處放大 

i

ii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iii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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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2.11  B 車左前車頭(實驗 12)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 B1。i 處的油漆片破損的方向可看出衝擊力來自右側，受力方

向為由右往左。ii 處斷面處右側的油漆面因擠壓而高於左側，說明受到由左往右

的外力所致。 

十三、實驗 13 
1.實驗日期：95.05.24 
2.擦撞型態：側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略微左彎軌跡行進，使 A 車

左側車門擦撞 B 車右前保險桿，A 車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止，再以原角度倒車至

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13.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3) 
相片 4.3-13.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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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3.2  A 車左側車身(實驗 13) 
A 車刮痕主要分佈在左側兩扇車門。 

 
 
 
 
 
 
 
 
 
 
 
 
 
 
 
 
 
 

A1 A2 
A3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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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3.3  4.3-13.4  A 車左前輪拱(實驗 13) 

相片 4.3-13.3 為 A 車前進時在左前輪拱附近留下之刮痕，i 處刮痕右側顏色較深

顯示右側較靠近終止處，且刮痕紋路也有往右拉扯的情形，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

由左往右。A 車倒車至兩車分離所造成之刮痕如相片 4.3-13.4 所示，第一次撞擊

留下的刮痕幾乎都被磨去或覆蓋，輪拱附近因相對高度較高，刮痕延伸至此分別

在 ii 與 iii 處留下較深之刮痕，配合其他佐證研判刮痕方向應為由右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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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3.5  4.3-13.6  A 車左側車身(實驗 13) 
A 車前進時所產生的刮痕分別在 i 處與 ii 處有跳越現象的情形，且斷面處右側皆

有油漆堆積，iii 處彗星群刮痕也指向右側，三處皆可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

右。A 車倒車後在同一斷面處的左側留下油漆堆積，說明此處有受到由右往左之

外力。 
 
 

A2 放大 

iv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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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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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3.7  4.3-13.8  A 車左後車門(實驗 13) 
由相片 4.3-13.5 可得知相片 4.3-13.7 中 i 處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並配合 ii、
iii 與 iv 等處刮痕紋路的受力方向，研判此處均受到由左往右之外力。A 車倒車

時除了在斷面處另一側留下油漆堆積外，並在多處有刮痕被磨去或覆蓋的情形，

其中 v 處除了有刮痕重疊外，由跳越現象可以說明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下往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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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3.9  4.3-13.10  A 車左後車輪(實驗 13) 
由相片 4.3-13.9 中 i 處的跳越現象，與 ii 處車體斷面處右側的油漆堆積，得知此

處刮痕受力方向均為由左往右。iii 處輪拱內側的刮痕，以及輪拱附近有刮痕被

磨掉的情況，研判此處有刮痕重疊的情形，且後來的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經過

兩張照片的比較可以發現 iv 處的刮痕有被磨掉的情況，但並沒有明顯特徵可供

判斷刮痕方向，僅能配合其他現場跡證，推論此處應受到兩個不同方向的刮痕所

致。 
 
 
 

A4 處放大 ii

i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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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3.11  B 車右前車頭(實驗 13) 

B 車刮痕主要為右前保險桿一角。 
 

相片 4.3-13.12  B 車右前車頭(實驗 13) 
i 處油積有堆積在斷面處的左側的趨勢，且剝落的油漆片也有左移的現象，研判

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右側有些微的油漆堆積，且漆面有往右掀起的現

象，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iii 處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研判受到

兩個不同方向的刮痕重疊所致，配合其他跡證推得刮痕方向應先由左往右，再被

由右往左的刮痕重疊。 
 

B1 

B1 處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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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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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實驗 14 
1.實驗日期：95.06.14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km/h 略微左彎軌跡倒車，使 B 車左

後保險桿擦撞 A 車右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倒車約半個車身後停車，再

以原角度前進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14.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4) 
相片 4.3-14.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4) 

 

相片 4.3-14.2  A 車右側車身(實驗 14) 
A 車車損情形，刮痕散佈在右側車身多處。 

 

A1 A2 
A3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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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4.3  A 車右前輪拱(實驗 14) 
由 i 處車體凹陷的受力情況與 ii 處油漆片剝落的方向，研判刮痕方向應為由右往

左。 
 

相片 4.3-14.4  A 車右前輪拱(實驗 14) 
i 處左側有油漆堆積的現象；刮痕往左延伸，碰到車體較高處而留下顏色較深之

刮痕；i 處左側車體相對高度較高，刮痕延伸至此處留下顏色較深之刮痕，可知

其較為接近終止處；刮痕左側較為整齊，乃因刮痕延伸至此因碰到車體較高處而

被彈開，刮痕突然脫離所致。綜合以上各點，可知此處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

左。 
 
 

A1 放大 

i 

A2 放大 

i 

刮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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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刮痕方向 

車頭 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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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4.5  A 車右前葉子板(實驗 14) 
i 處魚鱗狀刮痕波峰指向行進方向，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刮痕延伸至接近

車體斷面處，因車體較硬而被彈開，故刮痕往左延伸至此忽然脫離造成終止處平

整，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i 有明顯刮痕重疊情形，但並無明顯特徵可判斷

刮痕受力方向，僅能依實驗設計兩車之行進方向得知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

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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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4.6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14) 
i 處刮痕往左慢慢淡出變細，且左側有油漆屑堆積的情形，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右

往左，另配合其他佐證可以推斷此處受到同向重複刮痕的情形。ii 處刮痕較為模

糊，推測可能受到其他外力所致，惟跡證不足，無法判斷兩外力為同向或反向。

同理 iii 處僅能得知有刮痕重疊的情形，無法判斷刮痕方向。 
 

相片 4.3-14.7  B 車左側車身(實驗 14) 
B 車刮痕散佈於左側兩車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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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4.8  B 車左後車門(實驗 14) 
照片中，i~iv 等多處皆可發現紅色刮痕上有白色刮痕或白色的油漆屑覆蓋，且紅

色刮痕較為模糊，推斷此處應有刮痕重疊的情形，但因為沒有明顯特徵，僅能依

實驗設計之兩車相對行車方向判斷，先有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的紅色刮痕，而被

由左往右的白色刮痕所覆蓋。 
 
 

相片 4.3-14.9  B 車左前車門(實驗 14) 
i 處刮痕左側顏色較深，說明其較接近終止處，刮痕方向應為由右往左。ii 處為

刮痕重疊處，部份 i 處刮痕被磨去，且殘留的刮痕也較為模糊，另由右側刮痕紋

路有往右拉扯的現象，推測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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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4.10  B 車左前車門(實驗 14) 
i 處白色刮痕覆蓋在紅色刮痕上，可能為刮痕重疊所致，但並無明顯特徵可供判

斷刮痕受力方向。 
 

相片 4.3-14.11  B 車左前車門(實驗 14) 
i 處油漆剝落的方向說明此處受到由右往左之外力。白色刮痕覆蓋在紅色刮痕

上，可能為刮痕重疊所致，但並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受力方向。 

十五、實驗 15 
1.實驗日期：95.06.14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25km/h 直線倒車，使 B 車右後保險

桿擦撞 A 車左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前進

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B3 處放大 

i

B4 處放大 

i 

車尾 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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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5.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5) 
相片 4.3-15.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5) 

 

相片 4.3-15.2  A 車左側車身(實驗 15) 
A 車刮痕主要在左側門縫附近。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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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5.3  A 車左側前後門縫處(實驗 15) 
i 處因為油漆剝落破壞了白色刮痕的完整性，且由剝落方向與左側堆積研判後來

受到由右往左之外力，白色刮痕因跡證不足無法判斷方向，僅能推測可能為第一

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ii 處可看到斷面處兩側皆有堆積的現象，可知此處有受到

兩個不同方向之外力。iii 處油漆成塊狀剝落，且兩側皆有堆積的情形，研判此處

有刮痕重疊的現象，並依實驗設計之行車方向得知先有由左往右之刮痕，再被由

右往左之刮痕所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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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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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5.4  A 車左側前後門縫處(實驗 15) 
i 與 ii 車體斷面處兩側皆油漆堆積的現象，可知此處有受到兩個不同方向之外

力。；iii 處油漆剝落後堆積在左側，研判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v 處油漆成

塊狀剝落，且往兩側發散淡出，研判為兩個不同方向之外力所致，配合其他跡證

可知先有由左往右之刮痕，再被由右往左之刮痕重疊。v 處車體破裂後兩側之相

對位置為右高左低，可知受到由左往右之外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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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5.5  B 車右後保險桿(實驗 15) 
B 車受損部份集中在右後車尾。 

 

相片 4.3-15.6  B 車右後保險桿(實驗 15) 
i 與 ii 處油漆片有往左掀起的現象，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i 處油漆片則是

往右掀起的現象，由受力情形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此處明顯有刮痕重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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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5.7  B 車右後保險桿(實驗 15) 
i 處油漆堆積在左側，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油漆片有往右掀起的情形，

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iii 處則是有油漆堆積在右側，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左

往右。 
十六、實驗 16 

1.實驗日期：95.06.14 
2.擦撞型態：側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km/h 略微左彎軌跡前進，使 B 車右

側車身擦撞 A 車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車，再以

原角度前進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16.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6) 
相片 4.3-16.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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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6.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16) 
A 車刮痕主要散佈在左後車輪至左後保險桿一帶。 

 
 

 
相片 4.3-16.3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16) 

i 處刮痕可明顯看出有刮痕重疊的現象，並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受力方向，僅能

由實驗設計得知先有受力方向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灰色刮痕所覆

蓋。ii 處刮痕左側可發現有油漆屑堆積的現象，說明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而

iii 處油漆屑有被擠滿且往右移的趨勢，顯示此處又有受到由左往右之刮痕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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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6.4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16) 
i 處在車體斷面處左側留有油漆堆積，說明灰色之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

而 ii 處有部份灰色刮痕被磨去或被白色刮痕所覆蓋，而由油漆屑有被往右拉扯現

象，推測後來所形成之白色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16.5  A 車左後輪拱(實驗 16) 
由 i 處車體凹陷方向研判其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而刮痕在 ii 處有被覆蓋的情

形，刮痕延伸至右側有堆積的現象，說明 i 處刮痕受到由左往右之刮痕所覆蓋。

iii 處因接近輪拱處車體相對高度較高，故刮痕延伸至此而留下較深之刮痕，且在

車體斷面處發現油漆屑有往左剝落的情形，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而在 iv
處為刮痕重疊處，右側有油漆堆積且油漆屑有往右拉扯的現象，說明此處有受到

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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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6.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16) 
B 車刮痕主要散佈在兩扇車門附近。 

 

相片 4.3-16.7  B 車右前車門(實驗 44A16) 
i 處刮痕其他處比起較為模糊，推測應有刮痕重疊的情況，並可發現油漆有往右

堆積且被擠壓過的現象，說明此處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所

覆蓋。ii 處可以發現白色刮痕被紅色刮痕所覆蓋，白色刮痕往左變淡發散，刮痕

方向為由右往左，紅色刮痕紋路往右拉扯，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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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6.8  B 車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44A16) 
i 處斷面處可發現兩側皆有油漆堆積，說明此處有刮痕重疊的現象。由 ii 處可發

現，B 車倒車時因接近斷面處之車體較硬，刮痕往右延伸至斷面處留下較深之刮

痕並產生跳越現象，此較深的刮痕磨去部份 B 車在前進過程中在此處留下的白

色刮痕，說明此處先有由右往左之白色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所覆蓋。 
十七、實驗 17 

1.實驗日期：96.03.15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夾角大於 45°，速度約 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右側車身擦撞 B 車左前車頭至兩車脫離，然後 A 車再以原角度倒車至兩車分

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及上升趨勢。 

A車

B車

20 km/h

45°

圖 4.3-17.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7) 
相片 4.3-17.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7) 

 

i 
B2 處放大 

ii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1.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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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7.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17) 
A 車刮痕主要散佈在右側兩扇車門附近。 

 
 
 
 

相片 4.3-17.3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17) 
i 處刮痕延伸至車體斷面處，產生跳越現象並在斷面處留下堆積，可知刮痕受力

方向應為由右往左。ii 處為刮痕重疊處，接近車體斷面處車體較硬，故在刮痕左

側受力較大顏色較深，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此處為同向刮痕重疊。iii 處的脫落

非本次實驗所造成。 
 
 
 
 

A1 放大 

A1 
A2 

ii 

i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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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7.4  4.3-17.5  A 車右後車門(實驗 17) 
相片 4.3-17.3 中，i 處在車體斷面處產生跳越現象，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

ii 處則有刮痕重疊，經由碰撞影像比對後發現，A 車前進時 B 車因受擠壓，車身

有下移的情形，車身回復水平時在 A 車車身留下上升走勢之刮痕，且其受力方向

為由右往右。iii 處刮痕由斷面處油漆堆積的位置判斷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

左，iv 處刮痕波峰指向左側，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此處之刮痕重疊應為

同向刮痕。相片 4.3-17.3 為 A 車倒車後車損照片，經比對後發現輪拱附近 v 處有

多處刮痕重疊，但並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受力方向，僅能依實驗設計推測刮痕受

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A2 放大 

i 

iii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1. 

刮痕方向 

車尾 車頭 2. 

ii 

i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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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7.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17) 
B 車車損集中在左前保險桿，其中 ii 處刮痕非本次實驗造成。 

 

相片 4.3-17.7  B 車左前車頭(實驗 17) 
i 處由油漆剝落的方向可知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ii 處右側受力較深，往左

有變淡發散的現象，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i 處車體纖維脫落的方向即為

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刮痕重疊的部份應集中於 iv 處，但並無明顯特徵

可供判斷刮痕受力方向。 
 

B1 

B2 

ii 
i 

B1 放大 
刮痕方向

右前車頭 左前車頭 1. 

刮痕方向

右前車頭 左前車頭 2.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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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實驗 18 
1.實驗日期：96.03.15 
2.擦撞型態：側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略為左轉前進，使 A 車左側

車身擦撞 B 車右前車頭至兩車脫離後煞停，此時 B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前進，

兩車接觸後 A 車再左轉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18.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8) 
相片 4.3-18.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8) 

 

相片 4.3-18.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18) 
A 車刮痕主要在左側兩扇車門與左後輪拱附近。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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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8.3  A 車左前車門(實驗 18) 
i 處起始處平整，往右逐漸變淡發散，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ii 處刮痕較為模糊，

為刮痕重疊處，刮痕左側受力較輕，往右受力面積較大，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

推測是因為 A 車前進時有略為左彎，導致 i 處與 ii 處對 B 車的接觸點不同，故

留下同向的二次刮痕。 
 

相片 4.3-18.4  4.3-18.5  A 車左後車門(實驗 18) 
相片 4.3-18.4 為 A 車前進後的受損照片，i 處刮痕的紋路明顯往右拉扯，可知刮

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相片 4.3-18.5 可以看到 B 車前進後留下 ii 處的刮痕並有

刮痕重疊的現象，白色的刮痕覆蓋在原本的灰色刮痕上，且白色刮痕左側顏色較

深，往右漸漸變淡發散，說明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A1 放大 
i 

A2 放大 

i 

ii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ii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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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8.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18) 
B 車受損部份為右前保險桿附近。 

 

相片 4.3-18.7  B 車右前車頭(實驗 44A18) 
相片中 i~iii 處有明顯刮痕重疊的現象，但並無明險特徵可供判斷刮痕走向，僅

能由實驗設計與現場碰撞影片，得知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且為同向刮痕重

疊。 
 

B1 

B1處放大 

i 

iii 

ii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B2 



 112

相片 4.3-18.8  4.3-18.9  B 車右前車頭(實驗 18) 
由相片 4.3-18.8 可以發現在 B 車右前車頭的左側，油漆屑往右掀起，說明有受到

由左往右的外力，而相片 4.3-18.9 裡 B 車右前車頭的右側則有油漆堆積的情況，

為 B 車前進時所留下，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故可知此處有刮痕重疊的情形 
十九、實驗 19 

1.實驗日期：96.03.15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倒車，使 A 車右後保險

桿擦撞 B 車左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B 車再以速度約

15~20km/h 略為左彎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及下降趨勢。 

A車

B車

15~20km/h

20°~30°

 
圖 4.3-19.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19) 
相片 4.3-19.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19) 

i 

B2處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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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9.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19) 
A 車刮痕主要集中在右後車尾附近。 

 

相片 4.3-19.3  A 車右後車尾燈附近(實驗 19) 
i 處因為車體受擠壓而凹陷，刮痕延伸至凹陷處而忽然脫離，刮痕受力方向應為

由左往右。ii 處有刮痕重疊的情形，第一次碰撞形成的白色刮痕被後來形成的綠

色刮痕所覆蓋，此處刮痕較其他處模糊，並可發現有多處呈「<」型的波紋，說

明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i 處的堆積也可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 
 

A1 

A2 

A1 放大 

i 

ii 

ii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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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9.4  A 車右後車尾(實驗 19) 

i 處油漆脫落後刮痕繼續往右延伸，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右側並有刮痕重

疊的情形，但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走向。ii 處油漆剝落的情況可以說明受到

由右往左之外力所致。 
 

相片 4.3-19.5  A 車右後車尾(實驗 19) 
i 處雖有刮痕重疊但無明險特徵可供判斷刮痕走向。ii 處刮痕左側有油漆堆積的

現象，且右側平整為刮痕起始處，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 
 

A2 放大 

i 
ii 

i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A3 放大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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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19.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19) 
B 車車損主要為左側車門間斷面處附近。 

 

相片 4.3-19.7  B 車左側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19) 
i 處可發現斷面處兩側皆有油漆堆積，說明此處受到兩個不同方向外力所致。另

外 ii 處、iii 處與 iv 處皆有刮痕重疊的情形，但因為刮痕並不明顯，無法判斷刮

痕的受力方向。 
 

i 

B1 

B2 

B1處放大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1.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2. 

ii 

iii 

iv 



 116

 
相片 4.3-19.8  B 車左側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19) 

i 處的車體斷面處右側有油漆堆積，說明此處受到由左往右之外力所致。ii 處刮

痕平整為起始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兩車第一次接觸後 A 車因受擠壓而造

成車身上移，待 B 車倒車時，A 車車身回復水平，並在 iii 處留下下降趨勢的刮

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 
 
二十、實驗 20 

1.實驗日期：95.05.24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前進，使 B 車右側車身擦撞

A 車右前車頭，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車，B 車再以速度約相

同車速與角度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20.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0) 
相片 4.3-20.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0) 

 

i 

B2處放大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1.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2.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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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0.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0) 

A 車刮痕為右前保險桿一角。可以發現 A2 處與 A3 處皆有磨損，但並無明

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走向。 
 

相片 4.3-20.3  A 車右後車頭(實驗 20) 
i 處刮痕右側有些微的堆積，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 

 

A1 

A1 放大 

i 

右車頭 
刮痕方向

左車頭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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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0.4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0) 
B 車刮痕主要分佈於右側兩扇車門附近。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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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0.5  4.3-20.6  B 車右後輪拱(實驗 20) 
i 處油漆屑往左掀起且堆積在左側，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B 車倒車時

產生 ii 處刮痕，並在 iii 處有部份刮痕重疊。ii 處右側有油漆屑堆積，且刮痕往右

發散淡出，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i 

ii 

B1 放大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iii 



 120

相片 4.3-20.7  B 車右側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20) 
經觀察並無發現明顯刮痕重疊現象。i 處右側受力較深，往左變淡發散且有油漆

屑堆積，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 
二十一、實驗 21 

1.實驗日期：96.03.28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夾角大於 45°，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

使 A 車左前保險桿擦撞 B 車右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

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21.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1) 
相片 4.3-21.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1) 

 

i 

B1 放大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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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1.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1) 
A 車刮痕主要集中在左前保險桿一角。 

 

相片 4.3-21.3  A 車左前車頭(實驗 21) 
i 處刮痕右側受力較深，往左有變淡發散的現象，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刮

痕較 i 處為模糊，且有多處刮痕因覆蓋而中斷，研判此處應有刮痕重疊。首先在

ii 處右側有油漆屑堆積的情形，說明此處有受到由左往右的外力；另外可以發現

ii 處左側的部份綠色刮痕，在刮痕的右側可以發現有白色油漆屑堆積，應為 A 車

倒車時將 ii 處右側的堆積往左拉扯，說明此處後來有受到由右往左的刮痕覆蓋。

A1 

A1 放大 

i 

ii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122

 

相片 4.3-21.4  A 車左前車頭(實驗 21) 
首先經觀察發現 i 處有刮痕被中斷的現象，為二次刮痕的特性。ii 處可發現油漆

往左堆積，說明有受到由右往左的外力，且為後來覆蓋在上面的刮痕。因為第一

次形成的刮痕多半因覆蓋而被磨掉，故由 iii 處發現刮痕紋路有往右拉扯的情形，

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所以此處先有由左往右之刮痕，再被由右往左之

刮痕覆蓋。 
 

相片 4.3-21.5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1) 
B 車車損主要為右前車門一帶。 

 

A1 放大 

B1 

i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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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尾 1.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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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1.6  B 車左側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21) 
A 車前進時在 i 處留下跳越痕，並在 ii 處留下油漆堆積，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

右。而由 iii 處車體斷面處的油漆堆積，可判斷為 A 車倒車時所產生之刮痕。iv
處可發現刮痕重疊的現象，左側的白色刮痕為第一次刮痕，刮痕紋路有往右拉扯

的情形，且因兩車接觸面積越來越大，越往右刮痕紋路越明顯，刮痕受力方向為

由左往右；右側油漆成塊狀剝落，油漆片往左掀起，說明第二次形成的刮痕受力

方向為由右往左。 
二十二、實驗 22 

1.實驗日期：96.03.28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右側車身

擦撞 B 車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A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再以原角度，速度

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i 
B1處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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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2.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2) 
相片 4.3-22.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2) 

 

相片 4.3-22.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2) 
A 車刮痕分散於右側車身多處。 

 
 
 
 

A1 A2 A3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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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2.3  4.3-22.4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22) 
相片 4.3-22.3 為 A 車前進後的車損照片，i 處車體斷面處左側有些微的刮痕，ii
處刮痕紋路往左拉扯，都說明此處有受到由右往左之外力。A 車倒車後由相片

4.3-22.4 可以發現原先 ii 處的刮痕紋路被往右拉扯，且在 iii 處有刮痕重疊的情

形。iv 處刮痕往左變淡發散，研判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且與 iii 為同次刮痕。

故此處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A1 放大 

i 

i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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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2.5  4.3-22.6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22) 
i 處彗星群刮痕波峰指向左側為受力方向，ii 處油漆屑往左拉扯，皆說明刮痕方

向為由右往左。A 車倒車後可發現 iii 處與 iv 處有刮痕重疊的情形，iv 處刮痕較

其他處模糊，為重複刮痕之特性，且 ii 處的油漆屑在第二次碰撞後有往右拉扯的

趨勢，可知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i 

ii 

A2 放大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iv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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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2.7  4.3-22.8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22) 
i 處刮痕往右變淡發散，且 ii 處刮痕紋路有往右拉扯的情形，說明刮痕方向為由

左往右。A 車倒車後產生 iii 處刮痕，並有刮痕重疊的情形，但並沒有發現明顯

的刮痕特徵可供判斷刮痕方向，僅能依實驗設計推測 iii 處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

且為第二次碰撞所形成之刮痕。 
 
 
 
 
 
 
 
 

A2 放大 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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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2.9  4.3-22.10  A 車右後車門(實驗 22) 
i 處車體斷面處油漆塊狀剝落，且往左側發散淡出，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A 車

倒車後產生 ii 處刮痕，並在 iii 處發現有刮痕重疊的現象。ii 處刮痕往右因接觸面

變大，刮痕受力較深，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iii 處原先往左發散的白色刮痕上覆

蓋有綠色刮痕且被往右拉扯，油漆剝落處也被綠色刮痕所覆蓋，故可知先有由右

往左之白色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綠色刮痕覆蓋。 
 
 
 

i 

A3 放大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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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2.11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2) 
B 車車損主要為左後車尾一處。 

 

相片 4.3-22.12  B 車左後車尾(實驗 22) 
i 處顆粒狀刮痕為第一次碰撞後之刮痕，但並無法由照片判斷刮痕方向，且 ii 處
有部份刮痕因重疊而被磨去。i 處顆粒狀刮痕左側皆有白色油漆堆積，ii 處右側

油漆屑往右剝落，說明覆蓋在上的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因此推斷第一次刮痕方

向應為由右往左。 
 

i 

B1 

B1處放大 

左車尾 右車尾 
刮痕方向 

1. 

ii 

左車尾 右車尾 
刮痕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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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實驗 23 
1.實驗日期：96.03.28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25km/h 倒車，使 B 車右後車尾擦撞

A 車左左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5~20km/h 前進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A 車為近似水平及上升趨勢。 

A車

B車

20~25km/h

20°~30°

圖 4.3-23.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3) 
相片 4.3-23.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3) 

 

相片 4.3-23.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3) 
A 車刮痕主要集中在左後保險桿一角。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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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3.3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23) 
i 處油漆成塊狀剝落，左右兩側皆有油漆堆積，為重複刮痕之特性，且左側之綠

色油漆堆積在白色刮痕上，為第二次形成之刮痕，故研判刮痕方向為先由左往

右，再被由右往左之刮痕覆蓋。ii 處右側因車體凹陷，刮痕延伸至此而忽然脫離，

且右側有些微油漆堆積，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且被 iii 處刮痕所覆蓋。iv 處亦

有兩個方向的油漆堆積。 
 

相片 4.3-23.4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23) 
i 處刮痕被 ii 處刮痕所覆蓋而磨去部份刮痕，而由現場拍攝之動態實驗過程發現

B 車倒車過程中因擠壓造成車身上移，且 ii 處右側有變淡發散的情形，研判 i 處
與 ii 處刮痕皆為由左往右，為同向刮痕重疊。iii 處刮痕又與 ii 處刮痕重疊，油漆

片往左剝落與堆積，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故此處先有由左往右之刮痕，再被由

右往左之刮痕覆蓋。 
 

A1 放大 

i 

A2 放大 

ii 

ii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iii 

iv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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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3.5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23) 
i 處油漆往左剝落，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油漆往右掀起，研判刮痕方

向為由左往右。故可知此處有受到兩個不同方向之外力。 
 

相片 4.3-23.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3) 
B 車車損主要為左側車門間斷面處附近。 

 

i

ii 

B1 
B3 

A3 放大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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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3.7  B 車右後輪拱附近(實驗 23) 
i 處右側車體塑膠被往右拉扯，並有油漆屑堆積在右側，說明刮痕方向為由左往

右。另外可發現部份油漆屑有受外力而往左移的趨勢，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

 

相片 4.3-23.8  B 車右後輪拱附近(實驗 23) 
i 處可發現有刮痕重疊的情形，但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方向，僅能由實驗設

計之車輛相對位置判斷刮痕方向。 
 

i 

B1 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i 

B2 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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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3.8  B 車右後輪拱附近(實驗 23) 
i 處車體斷面處右側有刮痕產生，並右側有變淡發散的趨勢，刮痕受力方向為由

左往右。ii 處可發現刮痕重疊的現象，但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方向，僅能由

實驗設計之車輛相對位置判斷刮痕方向。 
二十四、實驗 24 

1.實驗日期：96.03.28 
2.擦撞型態：追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B 車左前保險

桿垂直撞擊 A 車右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

速度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不明。 

A車

B車

15~20 km/h

圖 4.3-24.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4) 
相片 4.3-24.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4) 

 

i B2 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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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4.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4) 
A 車刮痕主要集中在右後車尾一處。 

 

相片 4.3-24.3  A 車右後車尾(實驗 24) 
此處可以發現有多處刮痕與油漆堆積，但並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方向。i 處
可以發現刮痕因重疊而中斷。。 

 
 
 

A1 

A1 放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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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4.4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4) 
B 車車損主要為左前保險桿附近，造成左前車破損與保險桿凹陷。 

 
 
 

相片 4.3-24.5  B 車左前車頭(實驗 24) 
i 處左前車頭保險桿的膠質塊狀剝落，周圍並有多處油漆屑散落，但並無明顯特

徵可供判斷刮痕方向。 
 
 
 
 
 
 

i 

B1 

B1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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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實驗 25 
1.實驗日期：96.04.11 
2.擦撞型態：對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右前葉子

板撞擊 B 車右前葉子板，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

速度約 15~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A 車近似水平及上升趨勢。 

圖 4.3-25.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5) 
相片 4.3-25.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5) 

 

 
相片 4.3-25.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5) 

A 車刮痕散佈於右前車燈與輪拱附近。 
 

A1 

A2 



 138

相片 4.3-25.3  A 車右前保險桿附近(實驗 25) 
i 處綠色刮痕覆蓋在灰色刮痕上，但並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方向。ii 處彗星

狀的綠刮痕覆蓋在白色刮痕上，波峰指向右側，研判綠色刮痕方向應為由左往

右，且為第二次碰撞所形成之刮痕，並可推測白色刮痕為第一次碰撞之刮痕。 
 

相片 4.3-25.4  A 車右前車燈附近(實驗 25) 
i 處油漆堆積於相對高度較低處，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ii 處油漆屑往

左堆積，且下方刮痕右側較完整，往左有變淡發散的情形，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右

往左。A 車前進過程中因受擠壓車身上移，倒車過程中車身回復水平，在 iii 處

留下上升趨勢的刮痕，並與 ii 處刮痕有部份重疊，刮痕紋路較其他處模糊。故此

處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A1 放大 

i 

A2 放大 
iii 

i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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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5.5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5) 

B 車刮痕同樣也是散佈於右前車燈與輪拱附近。 
 

相片 4.3-25.6  B 車右前保險桿附近(實驗 25) 
i 處刮痕往右延伸至此因車體彎曲而突然脫離，並有發散現象，研判刮痕方向應

為由左往右，並覆蓋 ii 處之白色刮痕，推測 ii 處刮痕應為由右往左。故此處先

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B1 

B2 

B1 放大 

i 

ii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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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5.7  B 車右前輪拱附近(實驗 25) 
i 處刮痕在左側產生堆積，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刮痕呈下降趨勢，為 A 車

倒車時留下之刮痕，右側留有堆積，並磨去部份 i 處刮痕。說明此處先有由右往

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相片 4.3-25.8  B 車左側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25) 

i 處油漆往左堆積，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ii 處油漆則是往右堆積，刮痕

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說明此處有受到兩個不同方向之外力。 
 
 
 
 

i 

ii 

i 

B3 放大 

ii 

B2 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車尾 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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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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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實驗 26 
1.實驗日期：96.04.11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20km/h 略為左彎倒車，使 B 車右後車

尾撞擊 A 車左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A 車近似水平及下降趨勢。 

 
圖 4.3-26.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6) 
相片 4.3-26.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6) 

 

 
相片 4.3-26.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6) 

A 車刮痕主要集中在左前車門附近。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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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6.3  A 車左前車門(實驗 26) 
i 處左側油漆成塊狀剝落，並往右變淡發散，最後在 i 處右側留下堆積，刮痕方

向為由左往右，且為下降趨勢。ii 處為刮痕重疊處，可發現有部份 i 處刮痕被磨

去，且左側堆積有往左移的現象，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此處刮痕受力情形

為先有由左往右之刮痕，再被由右往左之刮痕覆蓋。iii 處刮痕紋路向右拉扯，受

力方向為由左往右。iv 處為刮痕重疊處，可發現有部份刮痕被磨去，且油漆往左

擠壓並覆蓋在 iii 處刮痕上，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v 處油漆屑往左剝落，且有部

份綠油漆往左擠壓並覆蓋在灰色刮痕之上，由受力特徵研判綠色刮痕為由右往

左，灰色刮痕可能為第一次碰撞形成之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 
 
 
 

A1 放大 i 

ii 
iii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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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6.4  A 車左前車門(實驗 26) 
i 處油漆成塊狀剝落，左右兩側皆有堆積。由 ii 處發現，白色刮痕往右堆積，刮

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而綠色刮痕往左堆積並覆蓋在白色刮痕上，綠色刮痕

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故此處刮痕受力情形為先有由左往右之刮痕，再被由右

往左之刮痕覆蓋。iii 處可發現灰色刮痕覆蓋在白色刮痕上，但並無明顯特徵可供

判斷刮痕受力方向。 
 

相片 4.3-26.5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6) 
B 車車損主要為右後車尾附近。 

 

A2 放大 

ii 

B1 

B2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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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6.6  B 車右後車燈(實驗 26) 
i 處綠色油漆受擠壓後貼於車身且往左掀起，右側並留有白色堆積，為 A 車前進

時所留下，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而綠色油漆可能為第一次碰撞所留下，刮

痕方向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26.7  B 車右後車尾(實驗 26) 
B2 處油漆成塊狀剝落，i 處油漆往左掀起，ii 處油漆則往右掀起，故可知此處有

受到兩個不同方向之刮痕。惟跡證不足，僅能由實驗設計得知先有由左往右之刮

痕，再被由右往左之刮痕覆蓋。 
 
 
 
 

i 

B1 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i 

B2 放大 

ii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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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實驗 27 
1.實驗日期：96.04.11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以速度約 10km/h 倒車，A 車以速度約 20km/h 直線前進，使 A 車

右側車身撞擊 B 車後車尾，兩車接觸後 B 車以原速持續倒車，A 車繼續前進半

個車身後兩車都停車，A 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20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A 車近似水平及下降趨勢。 

 
圖 4.3-27.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7) 
相片 4.3-27.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7) 

 

相片 4.3-27.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7) 
A 車刮痕散佈於右側車身多處。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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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7.3  4.3-27.4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27) 

相片 4.3-27.3 為 A 車前進後所產生之刮痕，可以發現有多處同向刮痕重疊之情

形。i 處白色刮痕磨去部份綠色刮痕，油漆成塊狀脫落，且往左發散淡出並留下

堆積，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車體斷面處左側有堆積，說明有受到由右往左

之外力。iii 處亦有同向刮痕覆蓋的情形，除了有刮痕被磨去外，此處右側油漆成

塊狀剝落且往左發散，並在左側留有堆積，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A 車倒車後可

以發現 iv 處的堆積有部份被磨去且往右移的現象，v 處油漆原本往左發散淡出，

也因受到外力而變成往右發散淡出，vi 處綠色堆積可看出有受到擠壓，且往右覆

蓋在塊狀剝落的白色刮痕上，由 iv~vi 處可知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故可知此處

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A1 放大 

i 

ii 

ii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iv 

v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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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7.5  4.3-27.6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27) 
A 車在前進過程中，因受到 B 車撞擊而造成車身上移，並在 i 處形成下降走勢之

刮痕，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A 車倒車後可發現 ii 處有刮痕重疊的情形，刮

痕往右堆積淡出，研判刮痕方向應為由左往右。此處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

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A2 放大 

i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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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7.7  4.3-27.8  A 車右側前後車門斷面處(實驗 27) 
相片 4.3-27.7 中 i 處車體斷面處左側有堆積現象，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

A 車倒車後可由相片 4.3-27.8 發現，在 ii 與 iii 處皆有油漆屑往右堆積覆蓋的情

形，為刮痕重疊之特徵，且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27.9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7) 

B 車車損主要為左後車尾附近。 
 

i

ii 

B1 

B2 

A3 放大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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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7.10  B 車左後車尾(實驗 27) 
i 處可發現刮痕因重疊而中斷，但刮痕過於輕微，無明顯特徵可供判斷刮痕方向。

 
 
 
 
 

相片 4.3-27.10  B 車左後車尾(實驗 27) 
與相片 4.3-27.5 中 A 車的下降走勢刮痕對照可知，B2 的 i 處刮痕方向應為由右

往左且為上升走勢。ii 處原本往左掀起的油漆屑又受到外力往右貼於車身上，可

知先有由右往左之外力使油漆屑往左堆積，再受到由左往右之外力使油漆屑貼於

車身，為不同方向重覆刮痕所致。 
 
 
 

i 

B1 放大 

左後車尾 右後車尾
刮痕方向

1. 

i 

B2 放大 

ii 

左後車尾 右後車尾
刮痕方向

2. 

左後車尾 右後車尾 
刮痕方向

1. 

左後車尾 右後車尾 
刮痕方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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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實驗 28 
1.實驗日期：96.05.02 
2.擦撞型態：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B 車停止不動，A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倒車，使 A 車右後車尾撞擊

B 車左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A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速度約

10~15km/h 前進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28.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8) 
相片 4.3-28.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8) 

 

相片 4.3-28.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8) 
A 車刮痕散佈於左後車尾附近。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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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8.3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28) 
i 處刮痕往右變淡發散，刮痕方向應為由左往右，且由刮痕覆蓋的情形判斷為第

二次碰撞之刮痕。此處第一次碰撞之刮痕特徵多半被覆蓋或是難以辨別，僅透過

觀察判斷此處有刮痕重疊之情形。 
 

相片 4.3-28.4  A 車左後車尾(實驗 28) 
i 處車體斷面處兩側皆有堆積現象，說明有受到兩個不同方向外力所致。ii 處刮

痕的波峰指向左側為刮痕行進方向，研判刮痕為由右往左。而 iii 處可發現刮痕

重疊的情況，此處刮痕較 ii 處模糊，惟跡證不足無法判斷刮痕方向，僅能依實驗

設計之車輛相對運動判斷刮痕方向可能為由左往右。故此處為先由由右往左之刮

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A1 放大 

i 

A2 放大 

ii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iii 



 152

相片 4.3-28.5  A 車左後輪拱附近 (實驗 28) 
i 處可發現油漆屑有往左與往右兩個方向堆積，可知有受到兩個不同方向刮痕重

疊，但並無跡證可供判斷刮痕方向。 
 
 

相片 4.3-28.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8) 
B 車車損主要為左側兩扇車門附近。 

 

i

B1 
B2 

A3 放大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1.

車頭 
刮痕方向 

車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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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8.7  B 車左後車門(實驗 28) 
i 處刮痕波峰指向左側，且往右變淡發散，研判刮痕方向應為由右往左。ii 處刮

痕覆蓋於 i 處刮痕之上，且此處右側有油漆往右堆積，左側車體相對高度較低處

也可發現刮痕，若刮痕往左延伸至較低處應忽然脫離而不會留下刮痕，由以上兩

者皆說明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故可知此處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

之刮痕覆蓋。 
 

相片 4.3-28.7  B 車左後車門(實驗 28) 
i 處彗星群狀刮痕波峰指向左側，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並在此處左側發現

有刮痕重疊的情形，但無明顯跡證可供判斷刮痕走向。ii 處車體斷面處右側留有

堆積，說明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故可推測此處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

往右之刮痕覆蓋。 
 
 

i 

B1 放大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2.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1.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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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車頭 車尾 

刮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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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頭 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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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實驗 29 
1.實驗日期：96.05.02 
2.擦撞型態：角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0~15km/h 直線前進，使 B 車右側車身

撞擊 A 車右前車頭，兩車接觸後 B 車持續前進約半個車身後停車，再以原角度，

速度約 10~15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 

 

圖 4.3-29.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29) 
相片 4.3-29.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29) 

 

 
相片 4.3-29.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29) 

A 車刮痕集中於右前車頭附近。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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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9.3  A 車右前車頭(實驗 29) 
i 處可發現些微殘留的魚鱗狀刮痕，波峰指向左側，說明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

左，此處右側刮痕多半因覆蓋而被磨去，可知此處之刮痕為第一次碰撞所形成。

ii 處則有綠色刮痕覆蓋在白色刮痕之上，且刮痕往右變淡發散，研判刮痕方向為

由左往右。故可知此處先有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相片 4.3-29.4  A 車右前車頭(實驗 29) 
照片中 i 處可發現有刮痕重疊的情形，且重疊處刮痕較為模糊。刮痕往右發散淡

出且有油漆屑堆積，可知第二次碰撞形成之刮痕方向為由左往右，而第一次碰撞

之刮痕不易辨別其方向，僅能由實驗設計之相對運動方向推測應為由右往左。 
 
 

A1 放大 

i 

A2 放大 i 

ii 
右前車頭 

刮痕方向 

左前車頭 1.

右前車頭 

刮痕方向 

左前車頭 2.

右前車頭 

刮痕方向 

左前車頭 1.

右前車頭 

刮痕方向 

左前車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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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9.5  A 車右前車頭(實驗 29) 
照片中 i 處刮痕紋路較為清楚，ii 處則較為模糊，可推測 ii 處可能有刮痕重疊，

但並無法判斷其刮痕走向。 
 

相片 4.3-29.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29) 
B 車刮痕散佈於右側兩扇車門與右側葉子板附近。 

 

B1 B2 

A3 放大 
i 

右前車頭 

刮痕方向 

左前車頭 1.

右前車頭 

刮痕方向 

左前車頭 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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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9.7  4.3-29.8  B 車右前車門(實驗 29) 
i 處車體斷面處左側有些微堆積，ii 處刮痕往左淡出，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

B 車倒車後由照片 4.3-29.8 可以發現第一次碰撞所形成之刮痕幾乎因刮痕覆蓋而

不見。iii 處的刮痕紋路因刮痕覆蓋而被磨去，且覆蓋有白色油漆屑，iv 處油漆

屑往右擠壓貼平於車身，且往右發散，研判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左往右。 
 

i 
B1 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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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29.9  4.3-29.10  B 車右側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29) 
i 處車體斷面處左側有堆積現象，研判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B 車倒車後之車損

情形如照片 4.3-29.8，ii 處的刮痕紋路明顯右疑且受外力貼平於車身，可知有受

到往右之外力，iii 處亦有相同情況。故可知此處先受到由右往左之刮痕，再被

由左往右之刮痕覆蓋。 
 
 
 
 
 

i B2 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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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實驗 30 
1.實驗日期：96.05.02 
2.擦撞型態：對撞（如下圖） 
3.實驗地點：新竹南竂漁港第二停車場 
4.實驗照片：如下圖 
5.實驗經過：A 車停止不動，B 車以速度約 15~20km/h 直線前進，使 B 車右前保險

桿垂直撞擊 A 車右側車身，兩車接觸後 B 車停踩油門至自然停車，再以原角度，

速度約 10~15km/h 倒車至兩車分離。 
6.刮痕走勢：近似水平及下降趨勢。 

 
圖 4.3-30.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示意圖(實驗 30) 
相片 4.3-30.1  現場實驗擦撞型態相片(實驗 30) 

 

相片 4.3-30.2  A 車車損情形(實驗 30) 
A 車刮痕散佈於右側兩扇車門多處。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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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30.3  A 車右前車門(實驗 30) 

相片中，i 處刮痕較為清晰且被 ii 處刮痕覆蓋，而 ii 處刮痕較為模糊，並可發現

此處原本的魚鱗狀刮痕波峰往左為其刮痕受力方向，並無發現其他方向刮痕之特

徵，研判此處應為同向刮痕重疊所致。 
 

相片 4.3-30.4  A 車右側車門間斷面處(實驗 30) 
i 處在接近車門間的斷面處產生跳越現象，並在 ii 處車體斷面處的左側留有油漆

堆積，說明此處刮痕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左側並有小範圍的同向刮痕重疊。 
 

A1 放大 i 

A2 放大 

i 

ii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車尾 
刮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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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30.5  A 車右後車門(實驗 30) 
由相片 4.3-30.4 可知 A3 處右側刮痕之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而 i 處油漆塊狀剝

落，上面並有白色油漆堆積，往右並有下降的趨勢，此乃因 B 車在第一次碰撞後

車身上移，故於倒車過程中，車身逐漸恢復水平，故形成由左往右且下降走勢之

刮痕。 
 

相片 4.3-30.6  B 車車損情形(實驗 30) 
B 車車損主要為右前保險桿附近。 

 

i 

B1 

B2 

A3 放大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2.

車尾 
刮痕方向 

車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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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4.3-30.7  B 車右前輪拱(實驗 30) 
i 處輪拱內側有黑色油漆堆積，說明刮痕方向應為由左往右，並覆蓋在白色刮痕

上，由實驗設計之兩車相對運動方向推測白色刮痕受力方向可能為由右往左。ii
處白色刮痕往左發散淡出，刮痕受力方向應為由右往左。iii 處灰黑色刮痕則是

往右發散並覆蓋在 ii 處刮痕之上，受力方向應為由左往右。 
 

相片 4.3-30.8  B 車右前車頭(實驗 30) 
i 處彗星群刮痕波峰指向左側，研判刮痕受力方向為由右往左。ii 處雖有刮痕重

疊的情形，但受力特徵並不明顯，無法判斷為同向或異向刮痕重疊。 
 
 

i 
B1處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ii 

iii 

i 

B2處放大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2. 

車尾 車頭 
刮痕方向

1.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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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藉由吳水威等[9,10,11,12,13,14]所提出之車輛油漆單向刮痕受力特徵如刮痕受力深

淺、起始處與終止處之受力面積、形狀及跳越刮痕等特性，協助判斷刮痕走向，並以現

場其他跡證輔佐進行刮痕受力方向之鑑定，歸類刮痕的起迄點型態，大致可分為： 

(1)起始處受力深，終止處受力淺，判斷刮痕起迄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起始處受力淺，終止處受力深，判斷刮痕起迄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3)起始處為完整塊狀，終止處為線狀發散。 
(4)起始處呈線條狀，終止處線條發散狀。 
(5)起始處為發散線條狀，終止處為整齊塊狀，判斷刮痕起迄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6)起始處與終止處的刮痕形狀皆為線條狀，判斷刮痕起迄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7)魚鱗狀刮痕，其刮痕波峰方向指向刮痕終止處。 
(8)彗星狀刮痕，其彗星飛行方向為朝向刮痕終止處。 
(9)刮痕終止處有油漆堆積的情形。 

而由本研究之現場實驗所得到的 30 件案例，結合以上刮痕的起迄點形態之受力特

徵，刮痕重疊的型態大致可分為： 

(1)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例如白色刮

痕上有綠色刮痕覆蓋，便可知道白色刮痕為第一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綠色刮痕

為第二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其刮痕受力方向則是依照單向刮痕的受力特徵進行

判斷。 

(2)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當刮痕發生重疊時，刮痕重疊的部位會比單向刮痕的部

位較為模糊，故較清晰的刮痕為第一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較為模糊的刮痕為第

二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其刮痕受力方向則是依照單向刮痕的受力特徵進行判

斷。 

(3)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在區間內同時留有油漆片向右剝落與向

左剝落之情形，即為重覆刮痕之特徵，而產生刮痕之先後順序則需配合現場其他

相關跡證進行判斷。 

(4)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在區間內同時留有油漆屑向右堆積與向左

堆積之情形，即為重覆刮痕之特徵，有時第一次碰撞所產生之油漆堆積會受到第

二次刮痕覆蓋而產生移動之情形，故刮痕之先後順序仍需配合現場其他相關跡證

進行判斷。 

(5)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若刮痕在延伸的過程中有被其他刮痕覆

蓋而中斷，則可得知被覆蓋之刮痕為第一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覆蓋在上之刮痕

為第二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其刮痕受力方向則是依照單向刮痕的受力特徵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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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6)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

佐證：若油漆成塊狀脫落後，其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則可能為刮痕重

疊所致，而產生刮痕之先後順序與受力方向則需配合現場其他相關跡證進行判

斷。 

大部份發生車輛油漆重複刮痕時，第一次碰撞所形成之刮痕多半因被覆蓋或磨損而

造成刮痕受力方向難以判斷，因此自實驗型態十一開始，於兩車第一次碰撞後以不破壞

事故現場之完整性為原則，先就可拍攝刮痕分佈情形之角度進行拍攝，並於第二次碰撞

後再進行第二次的實驗靜態刮痕型態，藉由第二次刮痕覆蓋前後之照片比較，以利後續

對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與事故發生之關聯性進行分析。刮痕走勢方面，本研究所

作之 30 件現場實驗，經由歸納後大致有下列四種刮痕走勢： 

(1)刮痕呈現水平或近似水平趨勢。 
(2)刮痕呈現下降趨勢。 
(3)刮痕呈現上升趨勢。 
(4)刮痕走勢不明。 

上述四種刮痕方向，形成刮痕呈現上升或下降趨勢之原因，主要是兩車因擠壓造成

車身下沉或上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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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研析與鑑識 

5.1 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特性及走向趨勢分析 
經由本研究所採用的理論基礎，並以現場實車碰撞實驗所取得 30 筆樣本資料，透

過事後案例研討分析，所獲得之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特性如下： 
(1)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5)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6)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

證佐證。 

 在本研究設計的 30 筆樣本資料，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的樣本有 30 件，刮

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的樣本有 14 件，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的樣本有

11 件，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的樣本有 18 件，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

痕覆蓋而中斷的樣本有 30 件，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的樣本

有 6 件。 

至於刮痕走勢則有以下四種： 
(1)刮痕呈現水平或近似水平趨勢。 
(2)刮痕呈現下降趨勢。 
(3)刮痕呈現上升趨勢。 
(4)刮痕走勢不明。 

 在本研究設計的 30 筆樣本資料，刮痕呈現水平或近似水平趨勢的樣本有 29 件，刮

痕呈現下降趨勢的樣本有 6 件，刮痕呈現上升趨勢的樣本有 5 件，刮痕走勢不明的樣本

有 1 件。 

5.2 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與肇事型態關聯性分析 

本研究根據[14]，依碰撞車輛質心行車方向所形成之碰撞夾角及行進方向將肇事型

態分為追撞、對撞、倒撞、側撞、角撞等五種型態，其中兩車中至少有一車為倒車之行

駛型態為倒撞，夾角幾近 0°為追撞，夾角介於 0°至 45°為側撞，夾角介於 45°至 135°為
角撞，夾角介於 135°至 180°為對撞，並搭配現場實車碰撞實驗取得 30 筆樣本資料，其

中包括 2 次追撞，4 次對撞，8 次倒撞，7 次側撞與 9 次角撞。透過事後案例研討分析，

所獲得之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與肇事型態之間的關聯性如下：  

 



 166

1. 追撞型態可能的重複刮痕走向型態：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2. 對撞型態可能的重複刮痕走向型態： 

(1)兩車夾角介於 0°~15°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2)兩車夾角介於 15°~30°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3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4 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

它跡證佐證。 

(3)兩車夾角介於 30°~45°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3 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

它跡證佐證。 

3. 倒撞型態可能的重複刮痕走向型態： 

(1)兩車夾角介於 0°~15°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5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2)兩車夾角介於 15°~30°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5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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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兩車夾角介於 30°~45°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3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4 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

它跡證佐證。 

4. 側撞型態可能的重複刮痕走向型態： 

(1)兩車夾角介於 0°~15°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5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6 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

它跡證佐證。 

(2)兩車夾角介於 15°~30°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5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3)兩車夾角介於 30°~45°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5 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

它跡證佐證。 

5. 角撞型態可能的重複刮痕走向型態： 

(1)兩車夾角介於 45°~60°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5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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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

它跡證佐證。 

(2)兩車夾角介於 60°~75°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3 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3)兩車夾角介於 75°~90°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 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 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表 5.2-1 刮痕特性與肇事型態關聯表 
      刮痕 

特性 
肇事 
型態 

1 2 3 4 5 6 

追撞 ●    ●  
0°~15° ● ●  ● ●  
15°~30° ●   ● ● ● 

對

撞 
30°~45° ●    ● ● 
0°~15° ● ● ● ● ●  
15°~30° ● ● ● ● ●  

倒

撞 
30°~45° ●   ● ● ● 
0°~15° ● ● ● ● ● ● 
15°~30° ● ● ● ● ●  

側

撞 
30°~45° ● ●  ● ● ● 
45°~60° ● ● ● ● ● ● 
60°~75° ●  ● ● ●  

角

撞 
75°~90° ● ● ●  ●  

刮痕特性 1：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刮痕特性 2：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刮痕特性 3：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刮痕特性 4：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刮痕特性 5：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刮痕特性 6：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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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2-1 的統計結果顯示，單從肇事型態來看，由於對撞與追撞兩種型態的樣本

數較少，準確性可能較低以外，倒撞、側撞與角撞三種肇事型態，每種肇事型態都能得

到本研究所整理之六種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的特性，刮痕特性的重複性過高，因此無法單

從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的特性型態推測可能為何種肇事型態所致。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

本研究雖然有加入討論不同車速對不同方向重複刮痕可能造成之差異，但在考量安全性

問題，實驗設計中車速最慢為 10km/h，最快為 25km/h，車速之差異並不大，所可能形

成之單向刮痕特性有限，又因為重複刮痕是由兩個或更多的單向刮痕所組成，故可能形

成之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特性亦大致相同。 

而在對撞、倒撞、側撞與角撞四種肇事型態中，可以發現車頭行進方向的夾角較小

的肇事型態，所出現的重複刮痕特性都比車頭行進方向的夾角較大的肇事型態來得多。

也就是說，隨著車頭行進方向夾角的增加，可能產生的重複刮痕特性有變少的趨勢。由

於角度越大，兩車碰撞時的接觸面積會越小，多半僅造成車體凹陷而少有單向刮痕，單

向刮痕的組合情況有限，重複刮痕的特性也就隨之減少。 

另外，在本研究所設計的所有實驗型態，可以發現在所有的肇事型態下，不論車頭

行進方向夾角與車速如何變化，都能得到以下兩種重複刮痕的特性： 

(1) 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 
(2) 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因此，在對一件交通事故案例進行鑑識工作時，鑑識人員可將以上兩個刮痕特性做

為辨別有無刮痕重疊之參考依據，若車輛油漆刮痕出現以上兩種特性，可知極有可能為

兩個不同方向的刮痕重疊所致。 

5.3 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特性與鑑識應用 

本研究綜合以上結論，研擬當交通事故發生時，如何將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

識之流程，如圖 5.3-1 所示。 



 170

圖 5.3-1 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識流程圖 

1. 蒐集事故現場資料 

當事故發生時，由現場處理員警拍攝事故現場及車損照片，再依現場人員倒地位

置、車輛最後停止位置、撞擊點位置、地面痕跡以及散落物的位置等，由現場處理

員警繪製「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還原事故現場上視圖，以供鑑識人員進行事故

鑑定之用，鑑識人員再結合資料照片與現場相關跡證進行事故重建。 

2. 觀察車損情形 

由於鑑識人員沒有辦法直接到事故發生的當下親自到現場進行鑑識工作，故僅能

透過現場員警所拍攝之車損照片，觀察車損情形。若員警所提供之跡證不足，以致

於交通事故現場重建工作困難，則需鑑識人員親自前往事故現場實地勘查。 

3. 判斷有無刮痕重疊 

當事故發生時，其肇事車輛之相對運動可能產生單次或多次碰撞之情形，並在事

故車輛車身留下單向或多向車輛油漆刮痕。根據本研究 5.2 節所得到之結論，不同肇

事型態的事故車輛，當刮痕重疊時，其油漆刮痕特性可能出現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

刮痕重疊、或是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等兩種情形，因此鑑識人員

可以依據以上兩種不同方向重覆刮痕之特性，並配合現場其他跡證，判斷車輛油漆

刮痕是否有重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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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若無刮痕重疊 

當車輛碰撞過程較為單純，使刮痕沒有重疊的情況發生時，則可依據[14]所整理出

之單向刮痕的受力特徵，判斷刮痕的受力方向，並配合現場其他跡證及警繪圖相互

比對，推得事故發生時兩車之可能相對位置與相對運動方向，輔助完成事故重建之

工作，以還原事故發生時之現場情形。 

5. 若有刮痕重疊 

當碰撞過程較為複雜，使刮痕有發生重疊的情況下，可先由[14] 所整理出之單向

刮痕的受力特徵，判斷刮痕的受力方向是為同向或為不同向，再透過觀察判斷刮痕

產生的先後順序；通常在刮痕發生重疊時，覆蓋在上方之刮痕為第二次碰撞所留下

之刮痕，而刮痕有被磨損或是完全被磨去者為第一次碰撞所留下之刮痕。然後同樣

依據[14]所整理出之單向刮痕的受力特徵，判斷刮痕的受力方向，並配合現場其他跡

證及警繪圖相互比對，推得事故發生時兩車之可能相對位置與相對運動方向，輔助

完成事故重建之工作，以還原事故發生時之現場情形。 

6. 事故現場之重建 

鑑識人員可依據本研究所構建之鑑識流程圖，於鑑識過程中加入考量車輛油漆刮

痕之受力特徵，並依車輛油漆是否重疊，將刮痕型態區分為單向刮痕與重複刮痕，

再以刮痕受力特徵與現場其他相關跡證推測刮痕受力方向，以判斷事故車輛之相對

運動方向與車輛相對位置，輔以進行事故現場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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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建立初步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走向及特性之研究方法與理

論基礎，並據以建立初步行車事故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刮痕資料蒐集與調查分析方法

計畫，透過現場實驗法收集資料後並加以研析、分類，探討兩車之車速、行進方向之夾

角與不同肇事型態此三個變數對不同方向重複刮痕對應之特性。  

6.1 結論 

1.交通事故車輛之油漆刮擦痕的受力特徵，為鑑定人員推定碰撞間肇事車輛之相對運動

方向與角度的主要跡證之一，其中不同方向重複刮痕因刮痕彼此間相互覆蓋，易破壞

刮痕受力特性的完整性，增加鑑定工作之難度。因此，本研究目的將針對行車事故車

輛建立其間之車輛油漆不同方向刮擦痕走向及其相關特性，配合其他跡證鑑識，以供

研判碰撞過程。 

2.依據本研究之現場實車碰撞實驗，由不同的肇事型態、車速與行車方向夾角，設計 30
次的現場實車碰撞實驗，實驗型態依照行車方向夾角進行分類，其中包括 2 次追撞，4
次對撞，8 次倒撞，7 次側撞與 9 次角撞，所得到之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特性如下： 

(1)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跡證佐證。 
(2)刮痕比其他處較為模糊。 
(3)區間內油漆片剝落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4)區間內油漆堆積的方向有兩個或更多。 
(5)刮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 
(6) 油漆成塊狀脫落且兩側斷面處皆有被磨平的現象，是否為重複刮痕尚需其它

跡證佐證。 

3.依據本研究之現場實車碰撞實驗，刮痕走勢有以下四種：  
(1)刮痕呈現水平或近似水平趨勢。 
(2)刮痕呈現下降趨勢。 
(3)刮痕呈現上升趨勢。 
(4)刮痕走勢不明。 

形成刮痕呈現上升或下降趨勢之原因，主要是兩車因擠壓造成車身下沉或上移所致。 

4.依據本研究之現場實車碰撞實驗所取得之樣本資料分析後得知，單從肇事型態來看，

由於對撞與追撞兩種型態的樣本數較少，準確性可能較低以外，倒撞、側撞與角撞三

種肇事型態，每種肇事型態都能得到本研究所整理之六種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的特性，

刮痕特性的重複性過高，因此無法單從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的特性型態推測可能為何種

肇事型態所致。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本研究雖然有加入討論不同車速對不同方向重

複刮痕可能造成之差異，但在考量安全性問題，實驗設計中車速最慢為 10km/h，最快

為 25km/h，車速之差異並不大，所可能形成之單向刮痕特性有限，又因為重複刮痕是

由兩個或更多的單向刮痕所組成，故可能形成之不同方向重複刮痕之特性亦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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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據本研究之現場實車碰撞實驗 30 筆樣本資料中，在對撞、倒撞、側撞與角撞四種肇

事型態，隨著車頭行進方向夾角的增加，兩車碰撞時的接觸面積越小，刮痕不易產生

而多半造成車體的凹陷，單向刮痕的組合情況有限。故車頭行進方向的夾角較小時，

可能產生的不同方向重複刮痕特性會比車頭行進方向的夾角較小時來得多一些。 

6.依據本研究之現場實車碰撞實驗 30 筆樣本資料，可以發現在所有的肇事形態下，不同

的車頭行進方向夾角與車速，車損情形皆出現有兩種或更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或是刮

痕延伸過程中被其他刮痕覆蓋而中斷等兩種特徵。因此，在對一件交通事故案例進行

鑑識工作時，鑑識人員可將此兩種刮痕特性做為辨別有無刮痕重疊之參考依據，若車

輛油漆刮痕出現以上兩種特性，可知極有可能為兩個不同方向的刮痕重疊所致。 

7.本研究依據[14]之單向油漆刮痕特性，並結合本研究所得到之車輛油漆不同方向重複

刮痕之特性，試擬一油漆刮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識之流程，提供事故鑑識人員參考，

協助鑑識人員判斷事故車輛之相對運動方向與車輛相對位置，輔以進行事故現場之重

建。 

6.2 建議 

1.建議未來研究可延續本研究未盡完整處，特別是基礎資料的部份，可以增加實驗的次

數，以提高樣本數以提升分析結果之準確性。另外，可藉由設計更多的實驗型態，使

實驗結果更接近真實情況，以提升分析結果之適用性。 

2.本研究考量安全性問題，現場實驗之車速僅限於 10~25km/h，若能克服安全上的考量，

建議未來研究可加入更高速的實車碰撞實驗，配合不同肇事型態與夾角，設計更多的

現場實車碰撞實驗，以取得更多元性之樣本資料。 

3.本研究在進行實車碰撞實驗後欲進行靜態刮痕拍攝時，常因陽光照射而於車體反光，

造成車損照片之刮痕不易辨別，增加事後整理分析之難度，本研究試以報紙與雨傘等

工具遮蔽，但仍感效果不佳，建議若場地許可，可於室內或陰暗處進行拍攝工作。 

4.角撞與側撞型態碰撞實驗常因車身的某一點受到多次碰撞，第一次碰撞之刮痕受力特

徵大部份都被磨損，且這些碰撞型態在第一次碰撞後兩車車身均為緊貼在一起，無法

取得第一次碰撞後的車損照片來跟第二次碰撞後的車損照片進行比對，而兩車分離後

多半僅留下第二次碰撞之刮痕受力特徵，第一次碰撞後所產生之刮痕，其受力特徵多

被磨去不易辨識，增加事後分析的困難度。考量到經費的因素，可以針對此型態特別

進行討論，發現更多可供參考的特性，以供後續研究或鑑識單位參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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