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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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偵查之有效性與完整性，以及鑑識技術之系統性有其必要性。由於汽車與機車體積和

重量具有明顯差異性，產生之刮擦痕與擦地痕也因碰撞時的速度、角度及機車是否倒地

等情形而有所差別，機車倒地側與碰撞面為同側或異側亦會對鑑識過程產生巨大之影響，

進而影響整體肇事跡證與事故鑑識結果。本研究針對機車車身之刮擦痕與擦地痕為主要

研究範圍，事故碰撞後，機車若未倒地即由碰撞後留於機車車身之刮擦痕情況進行研析；

若機車有倒地情形，進一步探討機車車身擦地痕特性，研析機車左右側倒地方向、地面

因素、是否滑行及旋轉、撞擊部位等與擦地痕之相對應關係，以及車輛撞擊部位與倒地

方向是否同側，而使車身刮擦痕因與地面接觸而磨損，造成刮擦痕與擦地痕有重覆情形。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評析法、資料照片翻拍法以及現場實驗法等，而機車車身刮擦痕與

擦地痕將利用資料照片翻拍法分析 30 件相關案例，另外，機車車身擦地痕則利用現場

實驗法共 30 件實驗案例進一步深入探討，以微觀觀點研析機車車身刮擦痕與擦地痕之

主要特性差異，進行整體探討與研究，同時研議一機車車身刮擦痕與擦地痕辨識之架構

流程，以供辨識參考之用。 

關鍵詞：機車、刮擦痕、擦地痕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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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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車車殼刮擦痕與倒地時於地面所產生的擦地痕之綜合鑑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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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因設計與構造差異，當機車與汽車發生碰撞時，機車較可能無法維持

平衡而倒地。其中可發現機車車身常有與汽車互相碰撞之刮擦痕，以及機車倒地

後與地面摩擦而產生的擦地痕。機車的體積較小，其能檢測刮擦痕的面積範圍（如

機車漆面、塑板、車殼等）有限，資料的保留、蒐集、彙整與辨識更顯關鍵。若

機車車身受汽車擦撞之痕跡與機車倒地後留於車身的擦地痕重合，此時痕跡的明

顯度與刮擦痕、擦地痕之判斷，著實為一迫切的研究課題。對於肇事鑑定而言，

肇事車輛之間有無擦撞是一重要環節。若機車與汽車有擦撞之實，機車車身油漆

片將留下碰撞後之擦撞痕跡，但又機車於擦撞後可能因不穩倒地，倒地後是否因

與地面摩擦，磨損原來擦痕進而影響辨識與肇事鑑定的判斷。兩者相互影響下，

是否能從中判別機車車身刮擦痕與擦地痕之特性，成為肇事鑑定過程中關鍵的依

據。 

二、文獻回顧 

綜觀各研究領域，可發現國內外涉及針對機車車輛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之基

礎或應用研究、報告、［1,…,13］，直接相關研究機車車輛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

走向與特性者較為欠缺或不足，尤其與車輛油漆刮擦痕最為相關之肇事現場處理、

調查方法等研究領域多僅將其列為車損跡證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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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油漆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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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機車因質量較輕有倒地之虞，易造成擦

地痕之產生，甚或刮擦痕與擦地痕有覆蓋之情形，此類形態突變的刮擦痕與擦地

痕，當然不能以常態方法識別，但其原理仍然相同。可仔細觀察其刮擦痕與擦地

痕之特性，包括形狀突變之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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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地方向、地面因素等之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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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刮擦痕與擦地痕甚為短促，近似點狀；其走向亦頗難依常態方法辨別，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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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其他事故跡證輔助，審慎研判。此外，機車在一件事故中形成的刮擦擦與擦

地痕可能不只一處，亦可能分別與不同車輛或物體造成多處刮擦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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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理論基礎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計有文獻評析法、現場實驗法、資料照片翻拍法與

歸納分析法，理論基礎則以碰撞理論為基礎，考慮車輛相關位置、碰撞點、行車

速率、碰撞角度、倒地方向及可能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走向與特性等，並其他配

合跡證，進行車輛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走向及其特性分析。 

3.1 研究方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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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利用此法收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

整理並加以研析，以了解有關機車事故中機車擦痕與刮地痕對肇事重建之

研究現況，與過去研究不足的部份。 

（二）現場實驗法:係透過適當實驗設計，實際進行機車擦地痕試驗，以了解車體

上所遺留的刮擦痕特性，本研究將針對機車設計三十件之現場實驗，分析

機車擦地痕之特性。 

（三）資料照片翻拍法:藉由台灣省覆議會所提供三十件案例之翻拍肇事案例資料

照片，配合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與警方筆錄等案例佐證資料，進行機車車

身刮擦痕與擦地痕之特性分析。 

（四）歸納分析法:影響機車刮擦痕與擦地痕之成因複雜，將利用歸納分析法，將

文獻評析法、現場實驗法、資料照片翻拍法等不同研究方式之分析結果，

以系統性架構，綜合歸納並整理機車刮擦痕與擦地痕形成之原因歸納分

析。 

3.2 理論基礎 

本研究將應用碰撞原理、運動學原理、動力學原理、車輛運動學、刮擦痕與

擦地痕原理等觀念進行分析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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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車行車事故車身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資料照片翻拍蒐集

與分析 

4.1 資料照片翻拍蒐集計畫實施 

為研析機車行車事故中車輛車身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之特性，汽機車間行車

事故機車刮擦痕與擦地痕資料收集與調查方面，將採用資料照片翻拍法與現場實

驗法為主要方法，本章資料照片翻拍法計畫流程如圖4.1.1。而洽請台灣省覆議會提

供三十件案例進行分析，首先略述鑑定案例之案情摘要內容，並進行機車車身之

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或其他車損特性分析。主要分為兩大部分：（一）案情摘要

與（二）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特性。 

圖 4.1.1  資料照片翻拍計畫流程圖 

4. 2 案例分析 

本節舉一案例進行分析，而其過程與方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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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摘要 

1.肇事車輛：A 車為普通重型機車，B 車為自用小客車。 

2.時間：民國 96 年 10 月 O 日 7 時 40 分。 

3.地點：台中市南屯區 O 路與 O 路口。 

4.天候：晴；晨或暮光。 

5.路況：市區道路，設有行車管制號誌交岔路口，限速 50 公里。 

6.車損情形：A 車右後車身撞損，B 車左前保險桿撞損。 

7.傷亡情形：A 車駕駛死亡。 

8.肇事經過：B 車於肇事地點由 1 往 3 方向左轉，與同向由 1 往 2 直行於對

向快車道之 A 車發生碰撞肇事，A 車右後車身與 B 車左前保險桿碰撞以

致 A 車右側倒地滑行並留下刮地痕(圖 4.2.1)。 

9.事故現場示意圖：(圖 4.2.1) 

 

 

圖 4.2.1 事故現場示意圖  

 

10.肇事位置：路口。 

11.行車速率依當事者自稱：A 車未知、B 車約 20Km/hr。 

12.車輛行駛狀況：A 車於對向快車道直行，B 車欲左轉。 

13.相對運動方向及肇事型態：A 車、B 車之相對運動方向為同向側面接近，

肇事型態為側撞 (如圖 4.2.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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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碰撞型態示意圖 

 

（二）刮擦痕及擦地痕特性分析 

1.A 車 

(1)A 車基本資料表(表 4.2.1) 

表 4.2.1   A 車基本資料表 

車輛編號  A 

A 
車 
基

本 
概 
況 

車輛類型  □輕型機車 ■一般重型機車

路面因素  ■平坦粗粒柏油 □平坦細粒柏油 □水泥路面 □泥土路面 

撞擊部位 
□前車頭  □右把手 □右前車頭 □右側車身 ■右後車尾 
□後車尾  □左把手  □左前車頭  □左側車身  □左後車尾 

倒地方向  □左倒  ■右倒 □未倒地

滑行刮地  ■是  □否  □無法判斷 

事故後 
車輛移動 

□是  ■否  □無法判斷 

刮擦痕分布  □無  ■集中於車身某一處 □分散於車身二處以上

擦地痕分布  □無  □集中於車身某一處 ■分散於車身二處以上

（2）刮擦痕及擦地痕特性分析 

a.刮擦痕特性分析 

由於 A 車行經肇事地點，與同向右後方欲左轉之 B 車發生擦撞

(如圖4.2.3、照片4.2.1)，因而使車輛產生右後車身受損(如照片4.2.2)，
其中油漆刮痕群 V1 刮擦痕走向為由前往後，起始處受力較深，終止

處受力較淺，擦痕型態為帶狀，質地細而明顯，而其邊緣有明顯倒ㄑ

形，應為車體曲線造型所致擦撞之特殊形狀。V2 走向與 V1 相同(如
照片 4.2.2)，為由前至後，但起始處受力淺，終止處受力深，為一長

條線形，質地細而明顯，中間處有不同方向跳躍之刮痕，其受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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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應為接觸面不平整所致，但於終止處又與起始處受力方向一致。

V3(如照片 4.2.3)處凹痕依其位置以及走向與其他刮地痕不一致，應為

與 B 車擦撞導致。 

 
      圖 4.2.3    A車 B車碰撞示意圖 

b 擦地痕特性分析 

油漆擦地痕群 G1(如照片 4.2.3-1)因 A 車向右倒地而成，由許多

擦痕分散於排氣管各處，以及右側車身處，經比對擦痕走向及事故後

A 車倒地位置研判為由下至上，質地皆粗糙且明顯，該起始處類似集

中線狀，終止處則為分散之線狀擦痕且有三種擦痕方向，應為 A 車

倒地後之慣性作用造成車體轉動。G2(如照片 4.2.4)為多走向重疊，主

要走向為由下往上刮，質地粗糙且明顯，起始處受力深，終止處受力

淺，為集中之線狀分佈，而其不同方向之刮地痕應與車體倒地後有些

許旋轉而有部分不一致的情形。 

 
A車右後車身與 B車左前保桿碰撞照片 

照片 4.2.1  資料照片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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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車右後車身刮損情形 

照片 4.2.2  資料照片翻拍 A 車車身油漆刮痕 
V1刮擦痕走向為由前往後，起始處受力較深，終止處受力較淺，擦痕型態為帶狀，而其邊緣有
明顯倒ㄑ形，應為車體曲線造型所致擦撞之特殊形狀。 
V2走向與 V1相同，為由前至後，但起始處受力淺，終止處受力深，為一長條線形，中間處有不
同方向跳躍之刮痕，其受力方向變化應為接觸面不平整所致，但於終止處又與起始處受力方向一
致。 

 
A車右後排氣管受損情形 

照片 4.2.3  資料照片翻拍 A 車車身油漆刮痕（案例八） 

 
A車右後排氣管受損情形 

照片 4.2.3- 1 資料照片翻拍 A 車車身油漆刮痕 
V3處凹痕依其位置以及走向與其他刮地痕不一致，應為與 B車擦撞導致。
G1為滑行時產生之刮地痕，走向如箭頭所示，質地粗糙明顯。

V1 

V2 

VG1 

V3 
VG2 

G1 

V3 

G1 



369 

A車右側車身受損情形 
照片 4.2.4  資料照片翻拍 A 車車身油漆刮痕

G2 為多走向重疊，主要走向為由下往上刮，質地粗糙且明顯，起始處受力深，終止處受力淺，
為集中之線狀分佈，而其不同方向之刮地痕應與車體倒地後有些許旋轉而有部分不一致的情形。

c.刮擦痕與擦地痕重疊之特性分析 

由於 A 車排氣管也屬於與 B 車碰撞之撞擊面，其上留有部分 B
車之刮擦痕，爾後倒地與地面擦地痕有覆蓋之情況，依排氣管之位置

及與 B 車之相對運動，發現 VG1 中(如照片 4.2.5)具有明顯之兩種刮

痕，其兩種走向接近垂直，其中刮地痕 G 為由下至上，集中線狀，

受力一致；刮擦痕 V 為由前至後，單一線狀受力均勻。覆蓋情形應

為刮擦痕在擦地痕之上，但與事實有所出入，合理判斷應為刮擦痕產

生時，其深度較深，倒地後產生之擦地痕因受力面積較廣，無法蓋過

先發生之刮擦痕，致有此一情事。VG2 中(如照片 4.2.6)大部分痕跡為

與 B 車摩擦之刮擦痕，質地細而模糊，其中擦痕上方有明顯與其他擦

地痕走向相同之痕跡，研判為擦地痕，而照片中可稍微辨識出擦地痕

是覆蓋於刮擦痕之上。刮擦痕為帶狀，擦地痕為分散線狀。 

 
A車右後排氣管受損情形 

照片 4.2.5 資料照片翻拍 A 車車身油漆刮痕 
VG1中具有明顯之兩種刮痕，其走向接近垂直，其中擦地痕 G為由下至上，集中線狀，受力一
致；刮擦痕 V為由前至後，單一線狀受力均勻。

G2 

VG1 

V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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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車右後排氣管受損情形 

照片 4.2.6 資料照片翻拍 A 車車身油漆刮痕 
VG2中大部分痕跡為與 B車摩擦之刮擦痕，質地細而模糊，其中擦痕上方有明顯與其他擦地痕

走向相同之痕跡，研判為擦地痕，而照片中可稍微辨識出擦地痕是覆蓋於刮擦痕之上。刮擦痕

為帶狀，擦地痕為分散線狀。 

五、機車行車事故車身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實驗計畫與分析 

5.1 實驗計畫與分析 

機車行車事故車身擦地痕現場實驗，將與中央大學本年度「機車行車速度與

刮地痕距離之關係探討」之實驗配合，實際進行機車車身擦地痕試驗，共取得30
件以之實驗結果，將研析機車車身上之擦地痕特性。 

5.2 實驗案例分析 

本節舉一實驗案例進行分析，而其過程與方法，如下所示： 

（一）實驗日期：97.10.14 

（二）實驗地點：中央大學附近重劃區松勇路上 

（三）實驗速度：40 km/hr 

（四）實驗車輛基本資料(表 5.2.1) 

 

V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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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實驗車輛基本資料表 

車輛編號  6 

6 

車 

基

本 

概 

況 

車輛類型  ■輕型機車  □一般重型機車 

路面因素  ■平坦粗粒柏油  □平坦細粒柏油  □水泥路面  □泥土路面 

倒地方向  ■左倒  □右倒  □未倒地 

滑行刮地  ■是  □否  □無法判斷 

事故後 

車輛移動 
□是  ■否  □無法判斷 

擦地痕分布  □無  □集中於車身某一處  ■分散於車身二處以上 

（五）擦地痕特性分析： 

實驗機車擦地痕特性分析方面，機車實驗前車況如照片 5.2.1 所示，

現場實驗後狀況如照片 5.2.2，至於機車左前車頭擦地痕情形如照片 5.2.3
中之說明，車頭擦地痕情形照片如 5.2.4 中之說明，左車身擦地痕情形如

照片 5.2.5 中之說明，左車身擦地痕情形如照片 5.2.6 中之說明。 
 

照片 5.2.1  機車實驗前車況示意圖 

 

照片 5.2.2    現場實驗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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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2.3    左前車頭擦地痕情形 

G1為左側車頭部分，與實驗前照片比對發現擦地痕集中於一處，也就是車體凸起處，擦痕走向與

倒地磨擦相對方向一致，由前往後水平發展，具有密集的線狀。 

 

照片 5.2.4車頭擦地痕情形 

G2發生於左前腳踏護板外緣，走向與 G1相同為水平向車尾方向擦去，痕跡於兩處中間有斷層，

但在邊緣有擦痕發生。 

G1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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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2.5    左車身擦地痕情形 

G3為腳踏下方車體，擦地痕走向與 G1，G2相同，具有明顯擦地痕特性：密集線狀，邊緣有毛邊

及堆積現象，車體接縫處兩側有不連續擦痕。 

 

照片 5.2.6  左車身擦地痕情形 

G4走向與前三處不同，塑料堆積於右下方，配合實驗經過發現應為車體少許旋轉所致，此處有大

片塑料被磨平的跡象。 

六、綜合研析與鑑識 

6.1 機車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之特性與及走向趨勢分析 

經由本研究資料照片與實驗各30案例研討分析後，發現機車車身之刮痕特性，

大致可歸納如下： 

G3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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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車車身刮擦痕之特性： 

1.刮擦痕有連續性但方向不一，經斷面處亦有可能產生跳越現象。 

2.刮擦痕多為較細緻之線條狀。 

3.刮擦痕呈塊狀或帶狀分佈。 

4.刮擦痕伴隨有毛邊現象。 

5.車體倒地時，會使刮擦痕走向產生下沉或上升變化。 

6.留於機車車身之刮擦痕，亦伴隨車殼破裂之情形。 

（二）機車擦地痕之特性： 

1.擦地痕多由明顯且粗糙之密集線條刮痕組成。 

2.於擦地痕終止處多有油漆堆積之情形。 

3.擦地痕伴隨有毛邊現象。 

4.因碰撞倒地造成車體旋轉時，使擦地痕走向產生不規則變化。 

5.因失速及路面因素，使車體有跳越之情形，造成擦地痕彼此交疊。 

6.擦地痕多由明顯之線狀擦痕密集組成一片。 

7.擦地痕走向與受力整體較一致。 

（三）機車車身刮擦痕與擦地痕重疊之特性： 

1.包含兩種擦痕特性於同一區塊。 

2.此類刮痕較其他處為模糊。 

3.擦地痕通常覆蓋在刮擦痕之上。 

4.兩種擦痕之走向角度有明顯差異。 

6.2 機車車身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之鑑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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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綜合以上結論，研擬當交通事故發生時，如何將機車車身油漆刮擦痕

與擦地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識之流程，如圖6.2.1所示。 

蒐集事故現場資料

觀察車損情形

判斷刮擦痕
與擦地痕有
無重疊

無 有

利用刮擦痕
受力方向推
得兩車相對
運動方向

利用刮擦痕
受力特徵辨
識刮擦痕受
力方向

應用於事故
現場重建

判斷車輛
有無倒地

有

無

利用擦地痕受力特徵
辨識擦地痕受力方向

利用擦地痕受力方向推
得兩車相對運動方向

應用於事故現場重建

利用刮擦痕
受力方向推
得兩車相對
運動方向

利用刮擦痕
受力特徵辨
識刮擦痕受
力方向

應用於事故
現場重建

判斷刮擦痕與擦地痕
發生先後順序

利用擦地痕受力特徵
辨識擦地痕受力方向

利用擦地痕受力方向推
得兩車相對運動方向

應用於事故現場重建

利用刮擦痕
受力方向推
得兩車相對
運動方向

利用刮擦痕
受力特徵辨
識刮擦痕受
力方向

應用於事故
現場重建

 
圖 6.2-1  油漆刮擦痕與擦地痕特性應用於事故鑑識流程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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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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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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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親自前往事故現場實地勘查。 

（三）判斷車輛有無倒地:經由現場員警所拍攝之事故現場相關照片與佐證，確認

車輛於事故後有無倒地情形。 

（四）若車輛無倒地:若於相關照片與跡證比對後，車輛於碰撞後無倒地情形，則

可單純針對車損情形，依據刮擦痕之受力方向與特徵，結合資料照片與現

場相關跡證進行事故重建。 

（五）若車輛有倒地:若於相關照片與跡證比對後，車輛於碰撞後有倒地情形，則

需依現場員警所拍攝之事故現場相關照片與佐證，判斷倒地方向；若無法

由事故現場相關照片判斷正確倒地方向，則根據肇事過程與當事人筆錄相

比對，判斷正確之倒地方向。進一步探討碰撞點與倒地方向是否為同側。 

（六）判斷有無刮擦痕與擦地痕重疊:當事故發生時，其肇事車輛之相對運動可能

產   生單次或多次碰撞及倒地之情形，並在事故車輛車身留下單向或多向

車輛油漆刮 擦痕與捌意痕。根據本研究所得到之結論，不同肇事型態的事

故車輛，當刮擦痕與擦地痕重疊時，其油漆擦痕特性可能出現有兩種或更

多顏色之刮痕重疊、或是刮擦痕延伸過程中被擦地痕覆蓋而中斷等情形，

因此鑑識人員可以依據以上不同刮擦痕與擦地痕之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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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若無刮擦痕與擦地痕重疊:當車輛碰撞過程較為單純，使刮擦痕與擦地痕沒

有重疊的情況發生時，則可依據本研究所整理出之刮擦痕的受力特徵，判

斷刮擦痕的受力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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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若有刮擦痕與擦地痕重疊:當碰撞過程較為複雜，使車輛之碰撞點與倒地方

向皆為同側，造成刮擦痕與擦地痕有發生重疊的情況下，可先由研究判斷

刮擦痕與擦地痕的受力方向是為同向或為不同向，再透過觀察判斷刮擦痕

與擦地痕產生的先後順序；通常在刮擦痕與擦地痕發生重疊時，覆蓋在上

方者通常為倒地所留下之擦地痕，而刮擦痕則有被磨損或是完全被磨去之

情形。然後同樣依據所整理出之刮擦痕與擦地痕的受力特徵，判斷刮擦痕

與擦地痕的受力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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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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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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與建議 

7.1 結論 

（一）本研究目的將針對機車車身之刮擦痕與擦地痕探討其特性，可配合其他跡

證鑑識，以供研判碰撞過程。 

（二）經案例與實驗結果分析後，針對機車刮擦痕與擦地痕之特性對照如表 7.1.1： 

表 7.1.1 刮擦痕與擦地痕之特性對照表 

特性項目 刮擦痕 擦地痕 

發生順序 車體碰撞(先) 地面接觸(後) 

擦痕特性 連續性擦痕，質地細緻，常

會分散 

多為直線，有毛邊現象，粗糙

明顯，群集 

擦痕方向 與兩車相對運動有關，方向

較不一致，但車體造型會有

影響 

整體一致，但會因車體旋轉造

成擦地痕跳躍、方向紊亂等差

異 

擦痕形狀 帶狀、塊狀 片狀 

受力深淺 較淺 較深 

重覆特性 常被擦地痕蓋過，但會保留

痕跡特性 

常覆蓋於刮擦痕之上 

發生部位 兩車碰撞接觸面 車體相對於地面最接近處 

（三）以上識別方法，並非全部適用於可能產生於機車車身之的任何刮擦痕與擦  
地痕型態。在擦撞過程未完成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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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造成刮擦痕與擦地痕

的範圍深淺、變形、轉向、中止等之急遽改變。此類形態突變的刮擦痕與

擦地痕，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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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現場相關

跡證，確定變形擦撞過程狀況，以助還原肇事過程。 

7.2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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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來研究可延續本研究未盡完整處，增加現場案例的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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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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