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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系統介紹 

汽車的轉向系統是用來改變汽車行駛方向和保持汽車直線行駛的機構。傳統小型車轉向機構如圖 1 所

示，其轉向原理是依四連桿組中的雙曲柄機構，如圖 2 所示 AC 和 BD 兩等長而不平行的曲柄，及 AB 和

CD 兩平行而不等長的連桿設計而成阿克曼轉向幾何。而所謂阿克曼轉向幾何原理如圖 3，即是兩前輪

的輪軸中心延長線與後軸中心的延長線必交於一點，此點即是轉向中心之點。理論上在符合這個條件

下，汽車才能順利轉彎。 

 

 

 



 

圖 2 轉向系統四連桿組雙曲柄機構 

 

圖 3 阿克曼轉向幾何 

 



 

駕駛一部車輛無論是直行或轉向的動作，均依靠方向盤的轉動來完成，因此方向盤不但要操作容易，尚

須具相當的穩定性，方能提供駕駛的安全。操作方向盤，駕駛員向左或向右轉 3~5 公分(或 10~15 度)時，

而轉向機構卻不動的現象，稱為方向盤之空檔或自由行程，此空檔角度會影響方向盤操作的敏感度，太

大會造成轉向不靈敏，太小則會使轉向太靈敏，易產生不安定的現象。 

 

此外，汽車轉向如要省力則可增大轉向減速比，但增大轉向減速比，則方向盤的操作角度須增大，如此

便會降低轉向的靈敏性，而影響行車之安全。因此現代的車輛，均將動力轉向列入車輛的基本配備，利

用引擎動力來幫助轉向，不但能使用較小的方向盤減速比，使轉向時具靈敏性(省時)，更能節省方向盤

的操作力(省力)。 

正確的方向盤操作方式 

方向盤的操作看似簡單，其實也存在一定的技巧，因為攸關行車安全，可說是非常重要的駕車常識，下

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如何正確操作方向盤。 

握方向盤時，應用雙手將方向盤圍繞，力量適中地握住，不必抓得太緊。握住方向盤時，手肘應略微彎

曲。駕駛汽車時，兩手應握於方向盤上的三點鐘及九點鐘方位，如圖 4。 

 

圖 4 手握方向盤 3 點 9 點位置 

舉個例子來說，現在許多車上都配了安全氣囊，遇到緊急情況氣囊彈出，手握方向盤的位置過高，手臂

抬得過高就會被碰傷，甚至會撞傷頭部。 

另外，行車打方向盤若達需換手角度時，應一手送，另一手接，一手接一手的轉彎(平緩的輸送式轉向)。

兩手不可交叉，也不可反打方向盤，更不可用手掌推轉方向盤；在慢速需要大角度轉向時，如路邊停車、

倒車入庫或巷弄內大角度轉彎，可將一手移開，跨越另一手握方向盤，交叉換手以快速轉動方向盤(快速

的交叉式轉向)，如圖 5。 



 

圖 5 轉動方向盤換手要領 

方向盤的操作需依車速快慢而有不同的程度轉向動作，當車速越高，方向盤的轉動幅度就須要更謹慎。

行車速度越高，越不容許大幅度打方向盤。 

動力方向盤使用常識 

現在的新車大都有動力轉向系統，但大部分的新車車主或使用中的車主對動力轉 向的正確使用仍一知

半解，以致車輛的動力方向機或高壓油管經常有漏油的情形。絕大部分的動力轉向系統是靠泵浦所產生

的油壓來輔助駕駛者轉動前輪，當未打方向盤時，轉向系統內的油會在泵浦和轉向控制閥之間不斷的循

環，而此時系統內的油壓是比較小的情況。 

 

當車主打方向盤時，轉向控制閥會根據扭力桿被扭轉的程度，將動力油送往左右 動力缸的某一缸，而

另一缸的動力油則會被送回儲油筒，而此時系統內的油壓會 稍高，依整體轉向系統的阻力而定，若輪

胎加寬、胎壓不足或路面磨擦係數高則系統內的油壓會較高，但以上都是系統內正常的油壓，都不會影

響動力轉向的使用壽命。 

 

如果您的駕駛習慣是常常需要大幅度的轉向，如倒車入庫或迴車等，需要將方向盤打到底的操作，則要

當心在方向盤打到底時，不可以用力打到底超過 10 秒，這是所有廠家的維修規範中有明文規定的，其

道理是當方向盤用力打到底時，控制閥內的扭力桿會一直被扭轉著，此時泵浦的油會不斷的流到方向機

的動力缸，直到壓力超過泵浦內釋放閥作用為止，而這時候整個系統內的油壓會保持在最大正常油壓情

況。所以廠家有規範不可超過 10 秒，但一般車主常在不知情的狀態下超過時間，而方向機就在經常處

於正常高壓下，就易發生漏油的情況。 

 

但不是不可將方向盤打到底，而是方向盤打到底時儘量不要再用力轉動方向盤，就不會再扭轉扭力桿，

而系統內的油壓就不會在高壓的情況下，就算需要打到底也不要超過 10 秒，以避免造成動力轉向系統

漏油。如果用車環境無法改變常打方向盤到底的情況，則駕駛習慣就得留意一下，若注意這些小細節，

則可延長轉向系統使用壽命。 

方向盤的操控，對於經常開車的人來說，是下意識的行為判斷。很多駕駛者都因為過度依賴意識，而忽

略了一些正確的操作，也正因為如此才為意外埋下了伏筆。所以，無論你是剛拿到駕照的新手，或者已

經是擁有多年駕駛經驗的司機，都希望大家能重視正確操作方向盤，莫因事小而不為，卻導致大禍閃避



不及。 

 

歡迎您留下您寶貴的意見至 newspaper@artc.org.tw 信箱，我們將立即與您聯繫回復您的問題，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