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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開車經驗的人來說，想加速就踩油門、想減速就踩煞車，是非常簡單的直覺動作，就算是生手，也可以在短時間內上

手，操作的有模有樣。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的去研究，這些簡單的直覺動作還是藏著許多秘密值得探討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從機械構造、物理特性，從更安全、更具經濟效益的角度來分析油門、煞車的動作。 

油門與煞車踏板的姿勢 

之前曾經討論過駕駛座姿，如果都按正確步驟調整適當，那踩踏油門與煞車踏板的動作就會非常的自然，接下來我們更進一

步來討論與踏板接觸的腳掌正確的位置。如圖 1 所示，這是踩踏煞車踏板的幾種情況，正確的踏位是右腳前掌置於踏板上，

腳跟與底板接觸，承受腳部的重量，以腳跟為支點，腳前掌做踏下或鬆開踏板的動作。如果用腳掌心部位來踩踏板，腳跟便

會離開底板，整隻腳懸空，這樣較不能精確的控制好踩踏力量，易踩踏過度，且易增加疲勞感。如果用腳尖(腳趾頭)部位來

踩踏板，容易造成打滑，緊急煞車時踏力可能會不足。 

 
圖 1 正確踩踏煞車踏板 



踩踏油門時，仍是以腳跟為支點，腳掌自煞車踏板順勢轉至油門踏板，反之亦然，重點是不論踩煞車踏板或油門踏板，腳跟

都是在同一支點上，腳掌左右轉動，形成輕鬆自然又有效率的動作(圖 2)。 

 

圖 2 以腳跟為支點移動腳掌 

 

現今車輛多半為自動排檔車輛，沒有離合器踏板，但不論是自排車或手排車，除非特殊情況，油門或煞車都應養成習慣使用

右腳踩踏，以避免緊急時慌亂同時踩或踩錯。另外駕駛自排車時，左腳是完全不需要操作，建議養成習慣置於「左腳踏板」，

一來讓左腳踩著休息，再者這個踏板設計角度可以讓駕駛者在緊急狀況、過彎操控時，左腳稍用力踩下，對於身體的支撐穩

固有非常大的幫助。 

油門踏板 

油門踏板是控制引擎節氣門，命令引擎調節動力輸出大小的裝置，早期多使用機械式傳輸，如連桿、鋼索等；現今已逐漸朝

電子控制發展，稱為電控式油門，可以由電腦判斷，更精確的控制動力輸出。但不論其構造為何，如何操作更具經濟性、安

全性，最終結果主要還是取決於駕駛者的控制。 

如何踩油門較省油?轉速許可下儘量以高速檔行駛。踩油門不宜猛急，且儘量避免到底，非必要時不急加速，一般情況，踩

踏次數越少、速率越緩、行程越短，則越省油，行車時與前車保持較長的跟車距離，較能實現省油的操作方式，還有煞車越

少踩，也越省油，試著用油門來控制車速，而儘量不要用煞車來控制車速，例如看見遠處前方已是紅燈，先鬆油門滑行緩慢

減速、緩慢煞車，比接近時再鬆油門、重煞車省油得多。 

另外若駕駛大馬力車輛，或是在溼滑路面上起步行駛，應注意過度踩油門會造成車輪打滑空轉，瞬間喪失路面抓地力，非但

對起步加速性能沒有幫助，反徒增油耗與車輛損耗，甚至可能造成危險。 

煞車踏板 

駕駛汽車必須以踩踏煞車踏板來使汽車減速或停止，構造上簡單說是利用腳踏板槓桿原理+真空倍力器負壓+液壓系統帕斯卡

原理，將腳踏力量放大至足夠將汽車減速停止之煞車力，此外煞車力的控制還必須能讓駕駛者輕易的掌握，反應快速，有良

好的線性感等性能。 

下面我們來分析踩煞車這個動作。汽車行駛中，駕駛者發現狀況意識到需踩踏煞車，右腳從加速踏板換至煞車踏板，採取煞

車動作，直到汽車停止時所需經過的距離，稱為煞車距離。圖 3 中顯示，煞車距離=空走距離+制動距離，以下分別說明。 



 

圖 3 煞車距離=空走距離+制動距離 

1.空走距離 

(1)反應時間：從駕駛者看到狀況，傳至大腦，研判需要踩煞車的時間，稱為反應時間，通常約為 0.3~0.6 秒。此段時間的長

短，可能因為性別、年齡、視線、氣候等而不同。 

(2)換踏時間：由大腦指揮右腳從加速踏板移到煞車踏板的時間，稱為換踏時間，通常約 0.15~0.25 秒。此段時間的長短，因

煞車踏板高度、由們踏板與煞車踏板的距離而異。 

(3)踩下時間：從開始踩下煞車踏板至煞車開始作用的時間，稱為踩下時間，通常約為 0.05~0.15 秒。此段時間因煞車踏板空

檔、煞車間隙的大小而不同。 

(4)空走距離：反應時間+換踏時間+踩下時間=空走時間。在空走時間內汽車行走的距離稱為空走距離。 

2.制動距離 

從踩下煞車踏板產生煞車作用開始，至汽車完全停止所需的時間，稱為制動時間，此段時間因煞車種類、煞車來令片與煞車

鼓(碟)磨擦力等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制動時間內汽車行走的距離稱為制動距離。 

由以上分析，空走距離約 1 秒時間，對煞車距離而言是浪費掉的，遇到緊急狀況下，這 1 秒時間可能決定一切。如果可以養

成習慣，通過路口，或校園附近道路等比較可能需要緊急應變的路段，右腳在鬆開油門減速但尚不需煞車時，經常移至煞車

踏板上方，預作煞車準備，這樣在緊急時，就可以搶先一步將車煞停，更有機會化險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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