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第           章交通事故處理與
其他資訊

6.1 交通事故現場處理與責任

6.2 駕駛汽、機車之交通違規通知

6.3 警察攔停稽查

6.4 駕駛訓練 ( 駕訓班 )

6.5 酒駕與超速罰則

6.6 環保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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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有人傷亡事故處理原則
A. 撥打「119」叫救護車

救護傷患是事故現場處理的首要工作，先確定傷患及救

援 ( 護 ) 者無進一步危險，且傷患可自行移動時，可協助移至

路旁安全處；若傷患無法自行移動，應在一旁戒護直到專業

醫護到來，不可任意移動傷患，以免造成傷勢加重。

B. 撥打「110」報警處理

當事人應避免私下和解。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時間

、車號、車種、傷亡人數、受傷情形及報案人姓名、聯絡方

法 ( 電話或地址 ) 等資料；報案後在原地等候警察抵達處理。

˙ 如果手機遭到鎖定或找不到網路，或尚未插入 SIM 卡時，

只要手機仍位於任一電信業者訊號涵蓋範圍內，仍可撥打「112」緊急求救。

       交通事故現場處理與責任6.1

交通事故處理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駕駛人應立即停車處理，可遵循「放、撥、劃、移、等」口訣之順

序處理事故。下車前須先打開危險警告燈，並在適當距離處放置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

設施，提醒後方其他用路人，以避免造成二次事故。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車輛故障標

誌放置之適當距離如下 :

事故地點

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或最高速限超過 60 公里路段

最高速限超過 50 公里至 60 公里路段

最高速限 50 公里以下路段

交通壅塞或行車時速低於 10 公里以下路段

後方設置故障標誌
的最小距離

100 公尺處

80 公尺處

50 公尺處

30 公尺處

5 公尺處

遇雨霧致視線不清時，放置車輛故障標誌之適當距離應酌予增加；有雙向或多向車流通過

時，應另於前方或周邊適當處所作必要之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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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角定位法 ( 以三角形標示車頭方向 )

自行和解

離開

撥打 110

( 報警 )

配合警察

處理車輛定位

移離

保持現場

完整撥打

110( 報警 )、

119( 救護 )、

112( 緊急救護 )

車輛尚能行駛

當事人

同意

保持現場

完整

車輛定位

移離

事
故
發
生

放
置
車
輛
故
障
標
誌

嚴
重
程
度

有人
死亡

有人受
傷，但
無死亡

無人
傷亡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B. 當場和解或撥打「110」報警處理

發生僅有車輛或財務損失的輕微事故時，如在當場進行和解，可不報警處理，但仍應將和

解條件具體記錄並簽名作為憑據。若當事人無法當場自行和解，或必須由保險公司理賠，應該

親自撥打「110」報警處理。

車胎定位法 ( 以三角形標示車頭方向 )

C. 保持事故現場完整

如果事故現場有人死亡，在警察到達前，千萬不得移動肇事車輛及破壞現場。如為肇事致

人受傷案件，當停車位置嚴重妨礙交通時，在傷患可自行移動且同意的情況下，可先將車輛位

置標繪「定位」後，移置不妨礙交通處所。

⑵ 無人傷亡事故處理原則
A.  拍照、標繪事故現場並移開車輛

如果車輛還能行駛，應先拍照、標繪事

故車輛及現場跡證之位置後，再將車輛移置

不妨礙交通處所。現場車輛定位的標繪方法

如下： 機 ( 慢 ) 車定位法 ( 以把手位置標示車頭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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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交通事故其他注意事項
A.   拍照存證：當事人可將「現場路況」、「車輛位置」、「車損情形」、「人員傷勢狀況」

等拍照存證，既可提供警察參考，亦可作為保險理賠的依據。

B.  仔細閱讀文件後再簽名：當警察到達事故現場後，事故當事人應配合處理，詳細說明事故

之發生經過。當事人在現場 ( 草 ) 圖及筆錄上簽名前應詳加審閱，如有遺漏或不明之處，應

請警察補正後再簽名。

C.  找尋證人 / 證物：若有現場目擊者、民宅或路口監視器，當事人應請求警察調閱監視錄影資

料並製作證人筆錄，若駕駛人車上裝有行車紀錄器，亦應一併提供給警察，以利案情之釐

清及責任的歸屬與分配。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
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報警處理時，若需要事故相關資料，得於事故現場向警察申請提供「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於事故 7 日後得向警察申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事

故現場照片」；30 日後得向警察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若交通事故當事人對初步分析研判意見持有異議，可在事故發生後 6 個月內，向發生地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會自費申請鑑定。若當事人對鑑定結果仍有異議，可在收到鑑定意見書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附鑑定意見書影本 1 份，向發生地所轄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

會自費申請覆議。若交通事故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當事人得向「司法機關」提出聲請，由

司法機關 ( 含地檢署、法院 ) 轉送事故鑑定或覆議。鑑定意見為提供事故當事人和解、調解或

司法機關偵查、裁定的參考，不屬於行政處分。

結
案

收到鑑定書
次日起30日內

申請覆議

註 1：地檢署偵查期間尚可透過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一旦調解成立，仍可向地檢署申請和解撤告。

註 2： 若已進入司法程序者，須送鑑定或覆議者，則請應向「司法機關」提出聲請，由司法機關 ( 含地檢署、法院 )

決定是否轉送鑑定或覆議。

警
方
現
場
處
理

地檢署偵查 ( 註1) 法院裁定 ( 註2)

各市區公所
調解委員會

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

車輛行車
事故覆議會

肇事現場 肇事後續處理

和解

肇事
30日後

肇事
7日後

申請照片
與現場圖

申請
初步分析
研判表

警方 是
否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肇事次日起
6個月內申請

申請調解

申請調解

申請調解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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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理賠與其他注意事項

⑴ 保險理賠之申請
A.   發生交通事故後如要申請保險理賠，可利用強制保險證所提供的 24 小時客服專線電話向保

險公司申報，並且詢問後續的理賠程序，以維護自身的保險權益。

B.   交通事故發生起 5 日內，填寫理賠申請書，向保險公司提出理賠申請。被保險人應攜帶保

險卡 ( 單 )、行車執照、駕照、被保險人印章及警察開立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到

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以免權益受損。

C.   若需要申請保險理賠，即使未涉及重大損傷，在初判表出來之前，請勿與對方自行和解賠

錢，否則可能影響後續之理賠權益。

D.   汽、機車發生事故致他人受傷或死亡，若該肇事的汽、機車肇事逃逸或沒有投保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時，受傷者本人或家屬或死亡者遺屬可向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 (0800-565-678) 。

⑵ 交通事故民事賠償
A.   僅車輛毀損、財物損失而無人員傷亡之事故係屬民事案件，當事人可自行協調理賠或委託

保險公司辦理；若無法達成和解，請逕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之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或向

被告住所地或行為地之地方法院民事庭訴請審理 ( 民事賠償依法警察不得干涉 )。

B.    民事案件「不告不理」，警察單位無權處理，所以一定要自行依法辦理，警察單位不會主

動通知催辦。

C.    民事賠償請求具有時效性，自事故發生，知道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2 年內如果不行使就

會失去效力；另進行刑事訴訟時，亦可附帶民事賠償請求。

⑶ 交通事故刑事傷亡告訴
A.    事故當事人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 6 個月內主動向肇事地點轄區分局偵查隊 ( 交通分隊 ) 請求

偵辦或向該管地方檢察署提出過失傷害自訴，超過期限就喪失權利。

B.    若發生過失致死的交通事故，處理單位會主動移送該管轄地方檢察署，由檢察官依法提起

公訴。

C.   非死亡的一般過失傷害案件，屬於告訴乃論，當事人若能達成和解，應請提告者撤銷告訴

，以維護各當事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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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逃逸相關法律責任與處理要領
肇事逃逸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發生交通事故後，雙方當事人無論本身有無過失，是否有人

傷亡，都應該立即停車處理。

⑴ 肇事逃逸相關法律責任
駕駛人肇事無人受傷而逃逸者，吊扣其駕照 1 個月至 3 個月；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

銷其駕照；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銷其駕照，並不得再考領；肇事故意或過失致人

死傷，將會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⑵ 避免肇事逃逸處理要領
A.  若對方肇事逃逸，請立即向交通大隊勤務中心 (110) 報案並在現場原地等候派員處理。

B.    肇事逃逸現場處理或受理報案後，處理單位將先以雙掛號通知肇事車主，再轉知駕駛人約

定時間調查。並另以電話通知報案當事人同時到案說明 ( 時間約需 10 至 15 日 )，故報案人

應留下本人詳實之連絡電話號碼並靜候處理單位掛號通知。

C .   若為輕微交通事故，可以當場停下與對方談妥，並簽具和解書，避免對方檢舉肇事逃逸 ( 因

處罰甚重，避免對方藉機敲詐 )。

D.  對方要求索賠費用過高或不願接受，請報警處理，避免對方檢舉肇事逃逸。

E.   當場對方有施暴力，因恐懼受到傷害而逃離現場，請立即向警察報案，避免被檢舉肇事逃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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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汽、機車之交通違規通知6.2

⑴ 收到罰單之處理
駕駛人收到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

知單 ( 以下簡稱罰單 ) 時，應在應到案日期內到

案或繳清罰鍰；逾期未到案或罰單未繳，會收到

處罰機關的裁決書，並告知期限內需到案接受

處罰或提起行政訴訟，否則將強制執行處罰。

⑵ 查詢 / 繳納罰單
透過監理服務網、監理服務 APP（僅供自

然人使用）或超商（統一、全家、OK、萊爾富）之多媒體資訊機，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

日 ( 公司查詢則輸入統一編號 )，便可查詢交通違規紀錄及應繳罰單，但需注意交通違規紀錄

並不會即時更新。

交通違規罰鍰繳納方式包含：❶監理服務網或監理服務 APP 線上繳納、❷以多媒體資訊機

列印繳款單後至超商櫃檯繳納、❸持有三段式條碼之罰單至超商櫃檯繳納（限未逾應到案日期

之案件，若逾期建議先使用超商之多媒體資訊機補單，再於超商櫃檯繳納）、❹郵局窗口繳納

、❺直轄市交通裁決機關或各監理所 ( 站 ) 窗口繳納…等。除了在直轄市交通裁決機關或各監

理所 ( 站 ) 窗口以現金繳納外，以其他方式繳納交通違規罰鍰皆需收取額外之手續費。

⑶ 不服違規處罰之救濟
A.   收到罰單時，若發現罰單項目不符合事實或有爭議之處，可於罰單應到案時間內向直轄市

交通裁決機關及其他縣市各監理所 ( 站 ) 陳述意見 ( 申訴 )，並檢附罰單、陳述書 ( 敘明理由

、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 )、採證照片及其他足資佐證之資料。

B.   如對陳述意見 ( 申訴 ) 結果不服，可申請開立裁決書，並在收受裁決書 30 日內，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裁罰。

C.   若對地方法院判決或裁定不服時，可於判決書送達後 20 日內向高等行政法院上訴（上訴理

由狀提出於原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於裁定書送達後 10 日內向原法院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將轉由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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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意見 結果
無異議

結果無異議

有意見 裁決書

結果不服

判決書

結果不服

裁定書結果不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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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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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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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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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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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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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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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罰

接
獲
罰
單

依
裁
定
或
判
決
內
容
辦
理

不服違規處罰之救濟

       警察攔停稽查6.3

遭遇攔停稽查時
駕駛人於道路上駕駛汽車或機車，遭遇警察攔停稽查時，駕駛人應依照下列之程序處理：

(1) 警察示意停車時，應該馬上減速停車。 (2) 停車後，可詢問警察臨檢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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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訓練班 ( 以下簡稱駕訓班 ) 為教導駕駛人駕駛車輛相關知識、技能、法規及駕駛倫

理的場所，一般會提供教練車供學員學習及實際操練，欲查詢我國立案之駕訓班者請至監理服

務網查詢。駕訓班之教學目標在培養優良的汽機車駕駛人，並協助學員考領駕照，除了指導學

員學習基本駕駛技能、瞭解交通法令及車輛保養常識外，更強調守法觀念及駕駛道德的培養。

普通小型車駕訓班
普通小型車駕駛訓練之課程包括「學科」與「術科」兩大部分，學習時數總計 56 小時，

其中學科 24 小時，術科 32 小時。

       駕駛訓練 ( 駕訓班 )6.4

．場地駕駛訓練 ( 含基本駕駛及應用駕駛 )

．道路駕駛

普通小型車

駕駛訓練課程

．駕駛道德    ．肇事預防與處理

．急救常識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

．駕駛原理與方法 ．車輛構造及修護常識

 ( 含安全駕駛 )   （含實習） 

術科

學科

拒檢加重罰則
汽、機車駕駛人若有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經交通警察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

稽查而逃逸，可能會危及執勤警察及民眾安全。為降低民眾拒檢逃逸之意圖，我國修法加重罰

則，逃逸者將處以新台幣 1 萬至 3 萬元罰鍰，並吊扣駕照 6 個月或 1 年，若拒檢逃逸致人受傷

或死亡，將處以更高罰鍰，並吊銷駕照及施以道安講習。因此民眾遇到警察攔停稽查時應配合

臨檢，維護社會安全。

(3) 出示行車執照、駕照或身分證以供查驗。 (4)  若經警察認定違規屬實，則會當場開罰單

並由駕駛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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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道德    ．肇事預防與處理

．急救常識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

．駕駛原理與方法 ．車輛構造及修護常識

 ( 含安全駕駛 )  

大型重型機車駕訓班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訓練之課程包括「學科」與「術科」兩大部分，汽缸總排氣量逾 250 c.c

且在 550c.c 以下或電動機車輸出逾 40 馬力且在 54 馬力以下之大型重型機車學習時數總計 32

小時，其中學科 4 小時，術科 28 小時；汽缸總排氣量逾 550c.c 或電動機車輸出逾 54 馬力之

大型重型機車學習時數總計 43 小時，其中學科 15 小時，術科 28 小時。

普通重型機車駕訓班
過去民眾考領普通重型機車駕照都是自行練習後報考，由於缺乏完整之機車安全駕駛知識

與技能訓練，對道路交通規則及防衛駕駛觀念也不甚了解，導致民眾在剛考取機車駕照上路時

，非常容易違規甚至發生事故。雖然我國目前尚無相關法規強制規定報考普通重型機車駕照須

參加機車駕駛訓練，惟在強化國人機車安全駕駛能力之目標下，均積極鼓勵民眾報名參加駕訓

班的專業機車駕駛訓練，藉以提升機車駕駛人安全駕駛之能力、危險感認知的意識及遵守交通

規則之習慣，以減少我國機車交通事故之死傷人數。

普通重型機車之駕駛訓練課程包括「學科」與「術科」兩大部分，學習時數總計 16 小時

，其中學科 6 小時，術科 10 小時。課程同時融入各項防禦駕駛觀念，讓民眾在騎車上路前，

能獲得較為完整的交通安全觀念，以保障機車之行車安全。

普通重型機車

駕駛訓練課程
．場地駕駛訓練

．駕駛道德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

．車輛構造及修護常識

術科

學科

．場地駕駛訓練 ( 含基本駕駛及應用駕駛 )

大型重型機車

駕訓班課程

術科

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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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與超速罰則6.5

車種

酒
駕
初
犯

一併處罰

罰鍰

加重處罰

汽車 機車

3 萬元～ 12 萬元 1 萬 5 千元～ 9 萬元

1. 汽機車將移置保管。

2. 強制參加酒駕違規道安講習。

3. 吊扣駕照 1 ～ 2 年。

1. 導致人員重傷或死亡，吊銷駕照並不得再次考領。

2.車上有未滿12歲的兒童或肇事導致人員受傷，吊扣駕照2～4年。

3. 駕駛營業大客車吊銷駕照，４年內不得考領。

車種

酒
駕
累
犯(

5
年
內
2
次
以
上)

一併處罰

罰鍰

加重處罰

汽車 機車

5 年內 3 次以上 上次罰鍰金額再加罰 9 萬元 ( 逐次累計無上限 )

5 年內第 2 次 12 萬元 9 萬元

1. 汽機車將移置保管。

2. 強制參加酒駕違規道安講習。

3. 吊銷駕照，3 年內不得考領。

導致人員受有重傷或死亡，吊銷駕照且不得再次考領，同時沒入車

輛。

酒駕罰則

⑴ 酒駕裁罰
當汽機車駕駛人吐氣的酒精濃度達 0.15mg/L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 以上且駕車即為

「酒後駕車 ( 簡稱酒駕 )」。由於酒駕肇事傷人、危及他人性命的憾事太多，為了有效遏止酒駕

行為，除了高額之罰鍰外，同時還納入吊扣、吊銷駕照、沒入車輛、同車乘客連坐處罰等嚴重

之行政處罰。

汽機車駕駛人吐氣的酒精濃度達 0.25mg/L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5% 以上且駕車，同車

乘客連坐處罰新台幣 600 元至 3,000 元罰鍰，但未滿 18 歲、年滿 70 歲、心智障礙者及汽車運

輸業乘客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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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拒
絕
酒
測

一併處罰

罰鍰

加重處罰

初犯 再犯

18 萬元
5 年內第 2 次以上，每次按前次罰鍰金額

再加罰 18 萬元 ( 逐次累計無上限 )。

1. 汽機車將移置保管。

2. 強制參加酒駕違規道安講習。

3. 吊銷駕照，初犯 3 年內不得考領，再犯 5 年內不得考領。

導致人員受有重傷或死亡，吊銷駕照且不得再次考領，並沒入車輛。

⑵ 酒駕吊銷駕照重考流程
因酒駕吊銷駕照的駕駛人，須自費上完 15 小時的「酒駕防制教育」訓練課程才可重新考

照。如因駕駛汽、機車酒駕，合併違反 3 次以上 ( 含 3 次 ) 者，除了要完成酒駕防制教育訓練

外，還要至醫院接受 12 個月且至少 12 次之酒癮評估治療，並取得完成證明書，該證明書之有

效期限為 3 個月。

考取駕照 ( 駕駛車輛須裝設酒精鎖 )

完成酒駕防制教育

(15 小時 )

一年內持訓練證明至

監理單位報考駕照

至監理所（站）申請

酒癮治療轉介單

持訓練證明及酒癮治療完成證明書至

監理單位報考駕照

至醫院接受酒癮評估治療

滿 12 個月且至少 12 次

是否違反酒駕達 3 次以上

酒駕 ( 含拒檢、拒測 ) 吊銷駕照

有意重新申請考領駕照

未滿 3 次 違反 3 次以上

(

15
小
時
，
1
年
內
有
效)

完
成
酒
駕
防
制
教
育

取得酒癮治療完成證明書

(3 個月內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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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重新考領駕照，須於車輛裝設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 ( 以下簡稱酒精鎖 )1 年，未通

過酒測無法啟動車輛。酒精鎖會連接汽車啟動系統，駕駛人發動車輛前須對酒精鎖吐氣，確認

駕駛人沒有測出酒精濃度時才可以發動車輛。酒精鎖的安裝費用須由管制車輛車主、其授權人

或受限駕駛人自行負擔。其他注意事項包括：

． 駕駛人須吹酒精鎖，檢測通過後才可啟動車輛：每隔 45-60 分

鐘駕駛必須重新檢測，否則車輛熄火後將鎖死，還會受罰。

． 酒精鎖查驗後須辦理註記：酒精鎖安裝或拆卸後，須於 3 日內

至監理所 ( 站 ) 查驗並註記。

． 每月檢查與下載紀錄：每月須至酒精鎖廠商服務中心進行設備

檢查，並下載紀錄。

若為多人聚眾在路上進行飆車活動，因該行為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符合刑法第 185 條妨害

交通罪 ( 屬於公共危險罪 )，最高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因而致人於死，可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超速 60 公里 ( 含 ) 以上者之附加處罰：

❶當場禁止其駕駛，吊扣牌照 3 個月。❷違規記點數 3 點。❸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照，3 年

內不得考領。❹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未滿 18 歲者與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並得由警察機關公布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

超速 20 公里以內依規定時間繳納罰鍰

超速逾 20 公里至 40 公里以內依規定時間繳納罰鍰

超速逾 40 公里至 60 公里以內依規定時間繳納罰鍰

超速逾 60 公里至 80 公里以內依規定時間繳納罰鍰

超速逾 80 公里至 100 公里以內依規定時間繳納罰鍰

超速逾 100 公里依規定時間繳納罰鍰

超速駕駛違規行為
罰鍰額度 ( 元 )

機車

1,200

1,400

1,600

8,000

12,000

24,000

小型車

1,600

1,800

2,000

超速罰則
超速行車為我國駕駛人最普遍的交通違規行為之一，也是多數交通事故的重要肇事原因。

我國對超速行車之處罰除了會隨超越「最高速限」的嚴重程度而不同外，也會因其超速駕駛之

道路不同 ( 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與一般道路 ) 而有差異。此外，汽車與機車的超速處罰也不相

同，且不論汽車或機車，只要行車速率超過速限達 60 公里以上，都要面對嚴重超速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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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駕駛6.6

環保駕駛是一種強調安全、經濟又環保的開車方式，可以增進道路交通安全、節省個人不

必要的燃油消耗、以及減少 CO2 的排放；此外，環保駕駛更可以有效地降低用路人駕駛車輛所

需支付的費用。

「環保駕駛」之目的
環保駕駛的優點包含減少油耗、車輛維修成本、噪音及 CO2 排放。透過減少油耗及溫室氣

體排放以保護環境，同時有助於行車費用的節省；研究結果更顯示，環保駕駛更可減少 40%

的道路交通事故。

「環保駕駛」之執行

⑴ 環保駕駛應具備之條件
A. 良好的駕駛習慣，輕踩油門加速及煞車減速，以降低油耗。

B. 適當地使用空調系統。

C. 合宜的胎壓及載重。

D. 適度的油門控制。

⑵ 落實做好環保駕駛
一般開車的過程可以分成：❶引擎發動前；❷引擎發動後；❸減速；❹停車等四個階段，

每個階段都要做好對應的動作，才能符合正確的環保駕駛要求。

做好引擎發動

前的準備

引擎發動後

平順地加速

減速時提早鬆開油門

利用引擎煞車減速

長時間停車時

引擎要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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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環保駕駛之訣竅
A.   依據車廠之建議選用適當的汽油種類，使用不當的汽油容易造成機件損壞並增加油耗。加

油時加到油槍自動跳停即可，可以避免汽油溢出油箱的風險。

B.   空調系統需額外占用到車輛的電力與機械所需能源，因此會明顯增加油耗。我國氣候環境

較為炎熱，在非開空調不可的情形下，發動引擎後請先開車窗並開啟送風模式，待車內的

熱氣排出後，再啟動空調；並在到達目的地前 3 至 5 分鐘，將空調先行關掉，改成送風，

讓空調系統之蒸發器中剩下的冷氣排出，此做法不僅省油，更可以防止蒸發器因熄火後溫

度太低，凝結水氣而發霉，造成空調系統產生異味的現象。

C.   保持適當的胎壓且定期檢查胎壓，胎壓不夠會增加車輛與道路的摩擦力，進而增加車輛的

耗油量，且易造成輪胎異常磨損。

D.  應儘量避免無謂的怠速，長時間停車時應熄火。

E.   避免不必要的載重，在不需要使用時拆掉車頂貨架和自行車架，也不要將沉重物件 ( 例如高

爾夫球桿等 ) 長期放在車中。

F.    準備好再發動引擎，發動引擎時勿踩油門，發動後平順地加速，並保持規定之速限行駛。

車速過快會增加耗油量，加速到一定速度後維持穩定的速度駕駛，有助於耗油量的減少。

G.   現今的車輛不需要預熱引擎。除非在寒冷的氣候且長期不用的情況下，車輛行駛前並不需

要預熱引擎，平穩地駕駛已經足夠達到預熱引擎的效果。

H.   定期保養車輛，保持引擎具有足夠的機油和

冷卻水，讓引擎可以正常運轉，以延長引擎

的使用壽命。

I.   駕駛手排汽車時，在引擎轉速較低時換檔以

避免引擎過度運轉。使用適當的檔位行駛，

運用合理的齒輪傳動比。例如以 50 公里 / 小

時的速度行駛時，一般駕駛人經常維持在三

檔，但四檔或五檔的效果會更好，這樣可以

讓引擎運轉速度降低，減少油料的消耗。

J.   確認好行駛之方向，並預測可能的駕駛動向

，以便保持車速穩定。嘗試預期前方車流狀

況、保持安全距離、平穩地煞車。（上圖）

K.   長距離下坡時使用引擎煞車；彎道駕駛時提

早放開油門。變速箱排檔至較低速檔位或 L

檔，就能發揮「引擎煞車」作用。（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