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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客車及貨車車外突出限制介紹              車安中心 粘鴻祺 

一、前言 

車輛亮麗外型設計往往能創造出產品的高附加價值，讓產品產生差異

性，以吸引消費者。一部好的車輛外型設計須考慮相當多的因素，其中包含

高動力輸出，以及減少車輛行駛時的阻力等，車輛外表面的範圍包含引擎

蓋、車門及葉子板等部位，這些部位須兼顧流線造型且無明顯朝外之尖銳部

位，以避免造成人員被其外表面撞擊或磨擦時受傷害之風險。因此在聯合國

UNECE 法規內即訂有 UN R26 客車車外突出限制與 UN R61 貨車車外突出

限制。所謂車外突出限制，主要考量其設計車輛外表面限定範圍內不應有明

顯朝外之任何尖端或尖銳部位，以避免與其他道路使用者及空間產生干擾與

侵害，該規定有助於確保車輛製造廠所生產車輛無論是客車及貨車其車外零

組件得以妥適設計。 

為了提升道路使用安全性，交通部遂於 105 年 2 月 1 日發布新增車輛檢

測基準第七十七項「客車車外突出限制」及第七十八項「貨車車外突出限制」

規定。「客車車外突出限制」規定適用 M1 類車輛，新型式為 107 年 1 月 1

日起，各型式為 10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項法規不適用於間接視野裝置或

聯結裝置；另「貨車車外突出限制」規定適用 N 類車輛，新型式為 108 年 1

月 1 日起，各型式為 1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項規定不適用於間接視野裝

置及其支撐物，或天線、行李架。 

為協助外界進一步瞭解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客車及貨車車外突出限制

執行概況，以下將分別就國內外「客車車外突出限制」及「貨車車外突出限

制」實施情況及相關檢測內容等項目進行簡要介紹。 

 
二、國內外客車及貨車車外突出限制實施概況 

聯合國 UNECE 分別於 1972 年 7 月 1 日及 1984 年 7 月 15 日發布 R26

及 R61 此二項法規，並於 2016 年 7 月 11 日同時更新至最新版次，目前此二



 

 

項法規皆有 54 個國家採認，而歐盟、日本及中國等國家/地區亦早已制定並

實施此項規定(如表 1 所示)，相較之下我國實施時間較晚，但這二項法規的

導入仍有提升車輛安全及裨益於國內汽車產業升級。 

            表 1 國內外車外突出限制法規實施比較表 

項次 國家 客車前方車外突出 貨車前方車外突出 

1 

我國 

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 

調和 UN R26 03-S2 

實施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 

調和 R61 00-S2 

實施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2 

聯合國 

UNECE 

Regulations 

版本：R26 03-S2 

實施日期: 2013 年 07 月 15 日 

版本：R61 00-S2 

實施日期: 2013 年 07 月 15 日 

3 

歐盟 

EEC 

Directives 

EEC 2015/661/2009 

Directive 74/483/EEC 

(對照 UN R26 03-S1) 

Revised  L28/3 

實施日期: 2007 年 06 月 11 日 

EEC 2015/661/2009 

Directive 92/114/EEC 

(對照 UN R61 00-S1) 

Revised  L28/3 

實施日期:2006 年 10 月 10 日 

4 

日本 

道路運送車
輛保安基準 

道路運送車両の保安基準の細目を
定める告示別添 20(外装の技術基
準) 

實施日期: 2010 年 04 月 01 日 

--- 

5 
中國 

GB 

GB 11566-2009(備註 1) 

採用 R26，03 系列 

實施日期 2011 年 1 月 1 日 

GB 20182-2006(備註 1) 

採用 R61，00 系列 

實施日期:2007 年 04 月 01 日 

備註 1:中國大陸 GB 法規，依據大陸人體平均身高因素，將車外突出限制高度 2 公尺降為 1.8 

       公尺。 

 

三、客車車外突出限制法規規定介紹 

本項規定之測試，係在車輛處於最大重量且所有門、窗和孔蓋位於關閉

位置之狀態下，對於自車輛地板線(模擬用路人之小腿可能接觸車輛周遭所

有點之連線，到距地高二公尺(考量用路人的身高範圍內)的範圍內，對車輛

外表面進行量測，以確保其車輛外表面無論是道路使用者或車輛等可能碰觸

限定範圍內不應有明顯朝外之任何尖端或尖銳部位，以避免與其他道路使用

者及空間產生干擾與侵害，在此區域範圍內之車輛外表面至少應符合下述規

定: 

(一)不應有明顯朝外之任何尖端或尖銳部位，或任何突出物之形狀、尺寸、



 

 

方向或硬度，在發生碰撞時，可能增加人員被其外表面撞擊或磨擦造成身體

傷害之風險。 

(二)不應有朝外之任何可能勾住行人、自行車或機車駕駛人之部位。 

(三)任何外表面突出部位之曲率半徑應不小於 2.5 公釐。惟不包括突出小於

1.5 公釐之部位，或突出小於 5 公釐且外部邊角鈍化處理之外表面部位。 

(四)外表面突出部位其材質硬度不超過 60 Shore A 者，其曲率半徑可小於 2.5

公釐。硬度量測應採該部位實際於車輛上之狀態進行。如無法以 Shore A 程

序測量，則應使用等效量測方法進行評估。 

為了模擬用路人之小腿可能接觸車輛周遭所有點之連線(即法規所稱之

車輛地板線)，其量測方式為車輛於最大重量下，以一個具有垂直軸而高度

不限，且以半角 30 度之圓錐體模擬用路人之小腿，連續繞著接觸車身外表

面最低處，此等接觸點之幾何軌跡即構成車輛地板線，如圖 1 所示。量測車

輛地板線時，應排除千斤頂支撐點、排氣管與車輪等；輪弧間隙可假設被填

滿，形成平滑之連續外表面；車輛前後兩端之保險桿應一併納入考慮。特定

車輛之車輛地板線軌跡，可能發生在保險桿截面末端或保險桿下方之車身鈑

件。同時發生二個或二個以上接觸點時，以最低之接觸點為車輛地板線之組

成。 

 
圖 1 車輛地板線量測示意圖 

而檢測機構執行本項法規的確認方式，除須要求申請者提供車輛設計圖

面或 CAD 檔或足夠照片以供審視車輛外觀之外，為確認突出物是否符合規

定亦會搭配直徑 100 公釐球體、半徑規(Radius gauge)、硬度測試器或荷重傳

感器(Load cell)等儀器進行實際測量。 



 

 

舉列說明，下列左圖圈起處有尖銳部位但僅以膠帶纏繞，因隨著時間膠

帶可能脫落可能增加人員被其外表面撞擊或磨擦造成身體傷害之風險(如圖

2)。下列右圖以保護套包覆尖銳部位並妥適固定，可避免人員遭受傷害之風

險(如圖 3)。以直徑 100 公釐球體(模擬用路人之膝蓋)確認接觸部分是否有外

部邊角鈍化處理，避免人員被其外表面撞擊或磨擦造成身體傷害之風險(如

圖 4)。對於表面突出物以半徑規進行檢查，確認其外表面突出部位之曲率半

徑(如圖 5)。 

    

圖 2 不允許有尖銳部位僅以膠帶纏

繞 

圖 3 克服尖銳部位並妥適固定 

  

圖 4 以直徑一００公釐球體確認接

觸部分是否有外部邊角鈍化處理 

圖 5 以半徑規確認外表面突出部位

之曲率半徑 

[圖片出處: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dividual-vehicle-approval-iva-for-cars-help-t
o-get-a-pass/individual-vehicle-approval-iva-for-cars-help-to-get-a-pas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dividual-vehicle-approval-iva-for-cars-help-to-get-a-pass/individual-vehicle-approval-iva-for-cars-help-to-get-a-pas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dividual-vehicle-approval-iva-for-cars-help-to-get-a-pass/individual-vehicle-approval-iva-for-cars-help-to-get-a-pass


 

 

以上為客車車車外突出限制規定說明，除此之外尚須考量車輛外表面對

於特殊部位，如裝飾物、頭燈、網格護罩與間隙、擋風玻璃雨刷、保險桿、

車門(含尾門)、行李廂與引擎蓋之把手、鉸鏈及推壓式按鈕；燃油箱加油孔

蓋(Cap)及外板(Cover)、車輪、車輪螺帽、輪轂蓋及輪盤、鈑金邊緣、車身

鈑件、側面空氣或雨水導流板、千斤頂托架和排氣管、進氣和排氣柵板、車

窗、號牌托架、置放架、天線等皆另有特別規定要求曲率半徑範圍或容許間

距尺寸，囿於篇幅難以完整說明所有細節，可自行參閱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77 項法規相關規定。 

另裝飾物可能大家較不熟悉，大部分廠商所設計車輛裝飾物並不會設計

成突出其支撐點 10 公釐，因此特別舉例說明客車裝飾物之車外突出限制特

殊規定，此測試係對突出其支撐點 10 公釐以上之附加裝飾物施加 100 牛頓

測試力時，應以一直徑小於 50 公釐之平底撞槌進行測試，當裝飾物縮回、

分離或彎曲後，剩餘突出部分不應大於 10 公釐，且不應有任何尖端、尖銳

或銳利邊緣，如圖 6 及圖 7 所示，此案例以一直徑小於 50 公釐之平底撞槌

對裝飾物施加 100 牛頓測試力後，其裝飾物能縮回即符合法規要求。 

 
 

圖6 突出其支撐點一０公釐以上 
     裝飾物照片 

圖 7 裝飾物施力後縮回照片 

[圖片出處 http://www.tooopen.com/view/136395.html] 

四、貨車車外突出限制法規規定介紹 

貨車車外突出限制量測方式與客車大同小異，但配合車輛外表面設計，

法規規定車輛在可行駛狀態空車重狀態下，門、窗和孔蓋處於關閉位置時，

為了模擬用路人之小腿可能接觸車輛周遭所有點之連線(即法規所稱之車輛

地板線)，測量方式比照上述客車測量方式，或採參考平面(有二種方式，可

http://www.tooopen.com/view/136395.html


 

 

以通過前輪中心之水平面為參考平面或距地高 50 公分之水平面作為參考平

面，以兩者當中較低者為參考平面)與高度超過二公尺 (考量用路人的身高範

圍內) 的範圍內，對車輛駕駛艙後隔板前方之車輛外表面進行量測，以確保

其車輛外表面無論是道路使用者或車輛等可能碰觸限定範圍內，不應有明顯

朝外之任何尖端或尖銳部位，以避免與其他道路使用者及空間產生干擾與侵

害(如圖 8 所示)，在此區域範圍內之車輛外表面至少應符合下述規定: 

(一)不應有朝外之任何可能勾住行人、自行車或機車駕駛人之部位。 

(二)規範於特殊規定之任何組件，不應有明顯朝外之任何尖端或尖銳部位，

或任何突出物之形狀、尺寸、方向或硬度，可能增加人員被其外表面撞擊或

磨擦造成身體傷害之風險或嚴重性。 

(三)外表面突出部位其材質硬度不超過 60 Shore A 者，其曲率半徑可小於特

殊規定。 

     

                     

圖 8 車輛地板線量或參考平面量測示意圖 
    [圖片出處 http://www.lanimg.com/shiliang/201502/649839.html] 

檢測時貨車車外突出限制排除駕駛艙後隔板(指包含駕駛與乘客室之外

表面之最後部份，如無法確立駕駛艙後隔板之位置，則其為位於駕駛座 R 點

後方 50 公分處之垂直橫向平面)，此外另測量方式採用以參考平面為下限

者，僅考量位於兩垂直平面間之車輛部份，其一為接觸車輛外表面之垂直平

面，另一為由該平面朝車輛內側移動 80 公釐之垂直平面(如圖 9 所示)，另有

關貨車車外突出限制確認突出物是否符合規定測量方法同上述客車確認方

式，不在重複贅述。 



 

 

   

圖 9 貨車車外突出限制外表面量測區域示意圖 

[圖片出處

https://www.mascus.com/transportation/used-tractor-units/mercedes-benz-actros-1836-ls/
bt4rdt4s.html] 

以上為貨車車車外突出限制規定說明，除此之外尚須考量車輛外表面對

於特殊部位，如裝飾物、標章文字及數字、頭燈燈罩(Visor)和燈框(Rim)、網

格護罩、擋風玻璃清潔裝置及頭燈清潔裝置、防護裝置(保險桿)、車門、行

李箱、引擎蓋、排氣孔蓋、燃油箱加油孔蓋及握柄等之把手、鉸鏈與推壓式

按鈕、腳踏板(Running board)及階梯、側面空氣導流板、雨水導流板及車窗

抗污空氣導流板朝外之邊緣、鈑金邊緣、車輪螺帽、輪轂蓋及防護裝置、千

斤頂托架與排氣管等，同樣皆也另有特別規定要求曲率半徑範圍或容許間距

尺寸，囿於篇幅難以完整說明所有章節，可自行參閱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78

項法規相關規定。 

 

五、結論 

客車及貨車車外突出限制，兩者量測方式大同小異，惟客車與貨車外型

相較之下，客車車輛外表面較為兼顧流線造型。且實驗室人員針對車輛地板

線(Floor line) 以及相關需要量測的位置進行確認，隨即以符合規格要求的治

具依序比對，較特殊為客車及貨車附加裝飾物，大都數車輛製造廠所設計之

附加裝飾物，例如代表車車輛廠牌之 LOGO，除非裝飾物高度突出其支撐點

小於一０公釐否則皆須符合法規要求，惟少數車款之裝飾物設計為達到與眾

不同目的，往往需要別出新裁的設計，因此法規規定一旦觸碰其裝飾物應能

使其縮回、分離或彎曲，可避免造成人員被其外表面撞擊或磨擦造成身體傷

https://www.mascus.com/transportation/used-tractor-units/mercedes-benz-actros-1836-ls/bt4rdt4s.html
https://www.mascus.com/transportation/used-tractor-units/mercedes-benz-actros-1836-ls/bt4rdt4s.html


 

 

害之風險。以上為針對客車及貨車車外突出限制的介紹，相信國內導入實施

這二項法規後，有益於持續提升國內車輛及其他道路使用者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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