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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較於大眾運輸工具，私人運輸工具的可及性與方便性較高。因

此，私人運輸工具的數量也日益增加中，然而在地小人稠的環境下，

道路上車流密度逐漸飽和，造成道路服務水準降低，道路上潛在的風

險以及交通事故的發生亦隨之增加，故現今道路交通混亂之整治以及

道路安全問題之解決係目前各級交通主管機關與相關學術研究單位

所重視的議題。 

本研究依據事故發生之條件：人、車、路、環境，自臺中市交通

事故資料之路口碰撞構圖資訊中，包含路口型態、碰撞型態、車種組

合、肇事因素等四種，將其作為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之邏輯規則；同時

透過國內外專家學者文獻，彙整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易肇事路口所提

出之改善策略，將改善策略分為主要策略及次要策略，主要策略由次

要策略所組合而成，建立系統資料庫。並將 2015年與 2016年之臺中

市道路交通事故資料進行初步分析，事故件數共計 195,279 件。分析

臺中市事故件數最高之前 5大易肇事高風險路口，探討 5處路口之碰

撞構圖，分析易路口需改善之事故熱點，應用本研究所建構之專家決

策支援系統研擬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方向，驗證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中

改善策略方向之準確性。 

 

 

關鍵詞：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專家決策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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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 

交通運輸的發展使得人民的生活品質提升，往返兩地的時間不斷

的縮短，生活的便利性也因此提升。但在便利性提升的同時，也衍生

出了許多與道路交通安全相關的課題。 

私人運輸工具數量不斷攀升，進而導致道路上車流密度逐漸飽和，

同時也造成道路服務水準逐漸降低，交通事故的產生以及潛在的道路

風險亦隨之增加，故現今道路交通混亂之整治以及道路安全問題之解

決仍是交通主管機關與相關學術研究單位所重視的議題。 

由於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是與「人」、「車」、「路」、「環境」

四個條件皆有所關聯。「車」的部分，近年來車輛輔助科技的進步，

使得車輛的主、被動安全設施越發健全，如盲點偵測、輔助剎車系統

等，進而提升了行車安全。「路」與「環境」部分，政府也針對道路

的天然缺失或工程缺失不斷的做改善，提出相關的改善策略或有效的

交通管理手段來提升道路安全。「人」為因素部分，無法提前預測或

干預，而事故知發生往往係因「人」的疏忽所造成，此情況又僅能以

事故後的資料分析，來探究事故發生之原因，還原事故當時之情況。

因此，事故資料的整理、統計與分析，對於政府致力於提升道路交通

安全就顯得格外的重要。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分析 2015年與 2016年臺中市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及路口

碰撞構圖，依據碰撞構圖所呈現的資訊進行整理，從該資料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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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之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之邏輯規則。並以文獻

回顧國內外專家學者所提出之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將路口改善策略

進行歸納，整理成專家決策系統之資料庫。期望完成系統建置後，相

關單位便能藉此在短時間內將路口改善策略進行初擬。同時，再依據

臺中市 2015年與 2016年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利用各地點之事故件

數篩選出臺中市 2015年與 2016年前 5大易肇事高風險路口，並參考

高風險路口之碰撞構圖，將路口之型態、常發生之事故類型，應用專

家決策支援系統進行實際的操作，並驗證所呈現之改善策略是否符合

該路口之現況，擬定風險路口之改善策略。 

本研究之目的係期望透過建置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之專家決策

支援系統，降低實施改善工程之期程，增進作業時間之效率，避免更

多不必要的道路交通事故產生。 

本研究欲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1. 將 2015 年與 2016 年臺中市事故資料進行彙整分析，並參考

其碰撞構圖之資料，作為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之邏輯規則。 

2. 透過文獻回顧彙整國內外專家學者所提之易肇事路口之改善

策略，建置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之資料庫。 

3. 分析本研究取得之臺中市現況事故資料，找出臺中市前 5 大

易肇事路口資料，並將其應用於本研究之專家決策支援系統，

研擬前 5大易肇事路口之改善策略。 

1.3研究範圍 

1.3.1 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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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臺中市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將其

路口之碰撞構圖進行分析，研擬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中重要之邏輯

規則；在改善策略資料庫的部分，以交通 3E之架構彙整國內外專

家學者研究之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並先以工程改善策略為主要

建置重點，執法與教育手段則為輔助項目。而資料庫具有滾動學

習之邏輯，後續若有新增之改善項目，可隨時輸入至系統當中，使

資料庫內容更加完善。 

1.3.2 時間範圍 

時間範圍由 2015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計兩年，而這

兩年臺中市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共計約 20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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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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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易肇事地點改善策略 

2.1.1 易肇事地點改善策略相關文獻 

湯儒彥【6】於 1998「道路交通事故成因與工程改善之對策」中，

將事故地點概略分成路口、直線路段、彎道、夜間事故等四類，強調

改善理念與改善手法，探討工程設計應配合駕駛人期望與習性，進而

提出導引、警告、阻滯、管制、禁制、防護及清除視障等八項具體改

善理念與手法。 

湯儒彥【7】於 1998「事故地點交通工程改善方法之探討」中，

針對造成事故之四大因素，包含人為過失、車輛機械、道路設計與天

候環境等進行研究，其中，考量車輛機械與天候環境兩因素並非交通

工程可改善之內容，而道路設計與人為因素中，確實有許多能夠藉由

交通工程之手段予以避免或改善。並結合作者所發表之八項具體改善

理念與手法，針對對應之原因加以分析，並進行工程改善之規劃與設

計。 

曾平毅等人【8】於 1999「易肇事路口改善措施與成效之研究」

中，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台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第十四、

十五期改善之路口，並歸納七種典型的易肇事路口主要肇因，其中刪

除與人因較有關的兩種，其餘五種包含視線或視距不良、車速太快、

號誌時制不當、路中有障礙物、車道突然縮減或變寬，並以問卷的方

式調查 61處易肇事路口附近民眾對於改善措施實施之滿意度。 



建構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之決策支援系統–以臺中市為例 

6 

逢甲大學 e-Theses & Dissertations（106學年度） 

蘇志哲等人【9】於 2003「易肇事地點改善作業手冊之研訂」中，

確認事故地點之道路型態，並根據警方事故資料之事故類型，透過道

路安全檢核表進行事故行態、風險影響因子以及檢核系項進行檢核，

並研擬不同的改善方法，單一地點的改善可由不同改善措施組合而成

不同之方案，在確認採取改善方法前須針對其方案進行評估，探討該

措施對於事故降低之能力，進而求出最佳之改善方案。 

吳易真【10】於 2004「基隆市交通肇事分析及安全改善之研究」

中，找出易肇事路口地點之變數因子，包含能見度、交通量、路面狀

況等共 6項，並針對事故之碰撞形態進行彙整，包含交岔撞、側撞、

擦撞等 8項，並以碰撞形態探討其可能發生之肇事因素，進而研擬出

其對應之改善對策。 

陳志聖【11】於 2010「易肇事路口與肇因分析之研究-以臺中市

為例」中，將美國不同肇事地點與時間之改善方式確認方法進行彙整，

包含路口左右轉碰撞事故、追撞事故、行人與車輛碰撞事故、道路環

境不良所致事故、路邊停車碰撞事故、側向碰撞事故、平交道事故、

雨天事故、夜間事故等，提出事故現場檢核事項以及改善措施。 

陳高村等人【12】於 2012「易肇事路口改善措施研擬作業流程標

準化研究」中，以簡化流動(專用道路、單行道等)、規範流動(槽化管

制、號誌時制管制)降低不同車種、車速、行向之衝突點。而易肇事路

口常見肇事成因如路口面積過大、動線紊亂、兩端停止線距離過長、

號誌時制設置不當、道路路肢歪斜、安全視距不足、轉向車流交織等

原因，改善策略首先檢討路口幾何配置，改善其潛在衝突，之後針對

號誌時制進行調整，並於過渡期進行交通管制與執法，最後便逐月進

行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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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清【13】於 2015「臺中市道路交通事故特性、肇事責任與改

善策略之研究」中，針對三種特定族群之事故，包含機車肇事、高齡

者肇事、酒駕肇事。因機車騎士不同於汽車駕駛，外在還有著車輛做

為防護，因此若發生事故，常造成騎士較嚴重之傷勢；另外高齡者發

生事故，也可能因個人身體狀況而導致較嚴重的傷勢；最後即為酒駕

肇事，酒後駕車事故多由於駕駛意識不清之狀態，無法在道路上做出

正確的判斷，導致事故通常也是較嚴重。因此針對此三種特定族群之

事故進行分析，並提出工程面、執法面、教育面等 3E改善策略。 

陳伯鑫【14】於 2016「易肇事路口碰撞構圖之研究–以臺中市為

例」中，依據碰撞構圖所示，依據不同碰撞型態與其可能導致事故發

生之肇因，產生道路檢核清單，建立所對應之改善策略。碰撞型態可

分為直角撞、側撞、追撞、擦撞、對撞、人車事故等共區分為 14種；

可能導致事故之肇因則分為未依規定讓車、未依規定減速、未注意車

前狀況等 17項。而改善策略則分為標誌、標線、號誌等 10類。 

張開國等人【15】於 2016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易肇事路段改善

分析技術之應用」中，透過碰撞構圖的繪製，歸納出易肇事路口之主

要事故類型，如交叉撞、左轉穿越側撞、追撞、人車事故等，針對個

別事故類型，對於號誌、路口幾何配置、標誌標線等方面進行對照分

析，研擬相對應之改善方案。 

許添本等人【16】於 2017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混合車流情境路

口交通工程設計範例」中，針對路口事故的碰撞型態個別加以分析，

分析其潛在肇事因素及其主要涉及因素，訂定對應之改善策略，其中

又將策略分為標誌、標線、號誌、其他等四類型，並持續追蹤已改善

路口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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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易肇事地點改善策略彙整 

本節回顧了 11 篇易肇事地點改善策略之相關文獻，多數文獻所

提及之改善策略係針對特定事故情況進行改善，如特定族群、特殊路

口、特殊路段等，較不適合直接納入本研究欲建構之專家決策支援系

統，因本研究欲建構之系統為了其廣泛使用性，並無法將所有路口特

徵皆納入考量條件，僅能路口型態的大方向進行討論，故須將改善策

略逐一檢核與修改，再將其加入至系統資料庫，使其能夠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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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易肇事地點改善文獻改善策略歸納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文獻資料 

改善策略分類 

1999 

劉正揚 

2003 

蘇志哲 

2004 

吳易真 

2010 

陳志聖 

2012 

黃瑋屏 

2015 

詹文清 

2016 

陳伯鑫 

2016 

張開國 

2017 

許添本 

標誌          

標線          

號誌          

分隔島          

平面線形          

縱斷線形          

橫斷面車道          

槽化島          

人行道、緣石          

排水          

照明          

鋪面          

交通安全設施          

平交道防護設施          

交通管理          

障礙物          

執法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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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況分析 

本章節之現況分析資料主要運用臺中市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間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之資料內容，並將資料進行基礎統計分

析。本章節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 2015年與 2016年臺中市事

故統計資料，第二部分將 2015年與 2016年臺中市事故件數較高之路

口進行排名，並觀察其路口之碰撞構圖，針對路口事故進行分析，同

時參考此時間範圍間路口實施之改善計畫，並以路口改善前後之碰撞

構圖做為參考，觀察期改善計畫實施後事故件數的變化，了解其改善

策略之成效。 

3.1 2015年與 2016年臺中市事故資料統計 

1. 事故類別分析 

藉由基本統計初步了解事故特性，在事故類別中 A1類事故共計

發生 224件，佔整體事故案件比例 0.1%；A2類事故共計發生 107,868

件，佔整體事故案件比例 55.2%；A3 類事故共計發生 87,187 件，佔

整體事故案件比例 44.7%，統計結果如下表 3.1。 

表 3.1、各年事故類別之統計表 

年份 

類別 

2015年 2016 年 總計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A1 118 0.1% 106 0.1% 224 0.1% 

A2 53,600 57.5% 54,268 53.2% 107,868 55.2% 

A3 39,521 42.4% 47,666 46.7% 87,187 44.7% 

總計 93,239 100% 102,040 100% 195,279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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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發生月份分析 

由事故發生月份之資料分析結果可以發現，以各月份資料檢視，

事故發生比例區間均落在 7%~10%之間，僅 2015年 12月份之事故稍

高，落在 10.3%；觀察事故件數之部分，僅 2015 年 2 月件數較少為

6,887 件，最多則為 2015 年 12 月的 9,645 件，整體觀察，並無事故

量明顯偏高之月份。而 2015年與 2016年兩年之比較，可以發現事故

件數提升了約 10,000件，統計結果如下表 3.2。 

表 3.2、各年事故發生月份之統計表 

年份 

月份 

2015年 2016 年 總計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1月 8,173 8.8% 9,352 9.2% 17,525 9.0% 

2月 6,887 7.4% 7,721 7.6% 14,608 7.5% 

3月 7,417 8.0% 9,301 9.1% 16,718 8.6% 

4月 7,012 7.5% 8,222 8.1% 15,234 7.8% 

5月 7,285 7.8% 8,245 8.1% 15,530 8.0% 

6月 7,447 8.0% 8,913 8.7% 16,360 8.4% 

7月 7,377 7.9% 8,999 8.8% 16,376 8.4% 

8月 7,584 8.1% 8,007 7.8% 15,591 8.0% 

9月 7,787 8.4% 7,930 7.8% 15,717 8.0% 

10 月 8,202 8.8% 7,529 7.4% 15,731 8.1% 

11 月 8,423 9.0% 8,231 8.1% 16,654 8.5% 

12 月 9,645 10.3% 9,590 9.4% 19,235 9.9% 

總計 93,239 100.0% 102,040 100.0% 195,279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3. 事故行政區域分析 

由事故發生之行政區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發現事故發生最頻繁之

區域皆落於屯區，其中西屯區發生事故數件數最多，佔 14.8%，其次

為北屯區及南屯區，分別佔 9.8%及 7.6%，而此三行政區域皆為臺中

市住商混合區，區內的人口數相較於其他行政區更多，且行政區範圍

遼闊，也因此事故件數亦為整體行政區域內最高。統計結果如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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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各年事故發生之行政區域統計表 

年份 

分區 

2015年 2016 年 總計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中區 1,265 1.4% 1,325 1.3% 2,590 1.3% 

東區 3,942 4.2% 4,311 4.2% 8,253 4.2% 

南區 4,428 4.7% 4,646 4.6% 9,074 4.6% 

西區 5,945 6.4% 6,346 6.2% 12,291 6.3% 

北區 5,952 6.4% 6,342 6.2% 12,294 6.3% 

西屯區 13,447 14.4% 15,487 15.2% 28,934 14.8% 

南屯區 6,937 7.4% 7,851 7.7% 14,788 7.6% 

北屯區 9,176 9.8% 10,008 9.8% 19,184 9.8% 

豐原區 3,621 3.9% 3,914 3.8% 7,535 3.9% 

東勢區 631 0.7% 673 0.7% 1,304 0.7% 

大甲區 2,168 2.3% 2,372 2.3% 4,540 2.3% 

清水區 1,769 1.9% 2,088 2.0% 3,857 2.0% 

沙鹿區 3,585 3.8% 3,907 3.8% 7,492 3.8% 

梧棲區 1,370 1.5% 1,544 1.5% 2,914 1.5% 

后里區 1,010 1.1% 1,255 1.2% 2,265 1.2% 

神岡區 1,861 2.0% 2,103 2.1% 3,964 2.0% 

潭子區 2,441 2.6% 2,438 2.4% 4,879 2.5% 

大雅區 2,909 3.1% 3,089 3.0% 5,998 3.1% 

新社區 419 0.4% 379 0.4% 798 0.4% 

石岡區 328 0.4% 280 0.3% 608 0.3% 

外埔區 420 0.5% 512 0.5% 932 0.5% 

大安區 291 0.3% 282 0.3% 573 0.3% 

烏日區 2,388 2.6% 2,483 2.4% 4,871 2.5% 

大肚區 1,048 1.1% 1,139 1.1% 2,187 1.1% 

龍井區 2,213 2.4% 2,382 2.3% 4,595 2.4% 

霧峰區 2,527 2.7% 2,710 2.7% 5,237 2.7% 

太平區 4,500 4.8% 5,026 4.9% 9,526 4.9% 

大里區 6,503 7.0% 6,955 6.8% 13,458 6.9% 

和平區 145 0.2% 193 0.2% 338 0.2% 

總計 93,239 100.0% 102,040 100.0% 195,279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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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5年與 2016年臺中市易肇事路口 

3.2.1 易肇事路口事故統計 

本節之易肇事路口係以臺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之碰

撞構圖內容進行進一步之事故資料分析，將各路口事故資料進行彙整，

並以事故地點之事故總件數來評定易肇事路口，依據各路口事故之總

件數進行排名，得出 2015 年與 2016 年的事故件數前 30 名之易肇事

路口排名，如下表 3.4與表 3.5。 

表 3.4、2015年前三十大易肇事路口 

排名 路口名稱 
事故

件數 
排名 路口名稱 

事故

件數 

1 環中路&五權西路 178 16 臺灣大道&東大路 65 

2 環中路&西屯路 135 17 環中東路&太原路* 63 

3 環中路&中清路 122 18 環中路&永春路 58 

4 臺灣大道&文心路 107 19 臺灣大道&民權路* 57 

5 臺灣大道&河南路 103 20 文心路&中清路* 56 

6 臺灣大道&安和路 98 21 臺灣大道&福元路* 54 

7 文心南路&建國北路 97 21 忠明南路&國光路 54 

8 環中路&向上路 93 23 環中東路&松竹路* 53 

9 環中路&市政路 92 24 環中路&朝馬路 52 

10 臺灣大道&惠中路 89 25 環中路&公益路 51 

11 環中路&崇德路* 83 26 國光路&復興路 50 

11 臺灣大道&朝富路 83 26 建國路&中山路* 50 

13 臺灣大道&惠來路 71 28 環中路&福科路 49 

14 臺灣大道&黎明路 69 29 五權南路&復興路 48 

15 忠勇路&向上路* 68 30 自由路&林森路 48 

備註：「*」表示 2015 年與 2016年未重覆出現之路口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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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16年前三十大易肇事路口 

排

名 
路口名稱 

事故

件數 

排

名 
路口名稱 

事故

件數 

1 環中路&五權西路 188 16 臺灣大道&惠來路 73 

2 環中路&中清路 118 18 環中路&公益路 70 

3 臺灣大道&文心路 111 19 五權西路&向上路(東)* 67 

3 環中路&市政路 111 20 河南路&西屯路* 63 

5 環中路&西屯路 104 20 臺灣大道&朝富路 61 

6 環中路&向上路 100 22 五權南路&復興路 60 

6 臺灣大道&惠中路 100 23 國光路&復興路 59 

8 臺灣大道&河南路 97 24 環中東路&德芳南路* 58 

9 臺灣大道&黎明路 91 24 復興路&臺中路* 58 

10 文心南路&建國北路 89 26 環中路&永春路 57 

11 臺灣大道&忠明南路* 82 26 臺灣大道&工業區一路* 57 

12 環中路&朝馬路 80 28 忠明南路&國光路 55 

13 三民路&五權路* 78 28 環中路&凱旋路* 55 

13 環中路&福科路 78 30 自由路&林森路 54 

15 臺灣大道&東大路 76 30 環中路&廣福路* 54 

16 臺灣大道&安和路 73    

備註：「*」表示 2015 年與 2016年未重覆出現之路口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由 2015 年易肇事路口與 2016 年易肇事路口之統計結果可以發

現，「環中路&五權西路」在各年度事故件數排序皆排名第一，且事故

件數比皆遙遙領先第二名之易肇事路口，因為此路口平時的車流量就

相當的大，高出其他路口許多，故路口事故件數也較其他路口高。在

2015年與 2016年臺中市前 30大易肇事路口中，各有 12處路口與環

中路有關、另外也各有 10 處路口與臺灣大道有關，其可能之主因為

環中路與臺灣大道皆為臺中市區之主要幹道，也與高速公路、快速道

路皆有交會，故交通流量較大，事故件數也相對較高；另外主要幹道

之道路寬敞且其路口面積較大，號誌時相複雜、快慢車道混流處多導

致路口交織處多等，皆可能為事故件數較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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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易肇事路口碰撞構圖分析 

續前章節所統計之易肇事路口，將 2015年與 2016年事故件數合

併，統計兩年間事故件數最高的前 5 大易肇事路口，如下表 3.6。並

將此前 5大易肇事路口之現況進行分析，本章節針對各路口之分析主

要分成兩部分，一是路口概述，簡述該路口之地理位置、車道配置等；

二則是將 2015年與 2016年的碰撞構圖進行比較，並將碰撞構圖統計

資料以表格化方式進行彙整，包含事故碰撞型態統計、第一當事人車

種統計、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統計、事故發生時段統計，找出 2015年

與 2016年路口事故的差異。 

表 3.6、2015與 2016年前五大易肇事路口 

排名 路口名稱 事故件數 

1 環中路&五權西路 366 

2 環中路&中清路 240 

3 環中路&西屯路 239 

4 臺灣大道&文心路 218 

5 環中路&市政路 203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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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中路&五權西路 

A.路口概述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係連接中彰快速道路(臺 74 線)與中山高速

公路(國道 1 號)之重要路口，又五權西路為臺中工業區與市區之主要

聯絡道路之一，故此路口兼顧市區與城際之連接與運輸，其尖峰時刻

之車流相當可觀，乃臺中市區相當重要之路口。路口幾何配置詳如表

3.7。 

表 3.7、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幾何配置表 

路口名稱 路名 方位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環中路 

與 

五權西路 

環中路 

路口北側 8 
快+快+快+匝+匝+匝+慢+慢 

直+直+直+直+直+右+直+右 

路口南側 8 
快+快+快+匝+匝+匝+慢+慢 

直+直+直+直+直+右+直+右 

五權西路 

路口東側 4 
汽+汽+混+混 

左+直+直+直右 

路口西側 5 
汽+汽+汽+汽+混 

左+左+直+直+直右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B.碰撞構圖分析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碰撞構圖，比較 2015年與 2016年之差異，

環中路南往北方向有明顯的變化，2016 年路口中端匝道與慢車道前

事故較 2015 年有所減少，如圖上標繪處 1；而路口近端快車道 2016

年事故較 2015 年有所增加，如圖上標繪處 2。碰撞構圖比較詳如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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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碰撞構圖比較表 

2015年 

碰撞構圖 

 

2016年 

碰撞構圖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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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碰撞型態分析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碰撞型態統計，該路口 2015 年排名前三名

碰撞型態分別為「追撞」(50件)、「擦撞」(47件)、「右轉側撞 2」(39

件)；而 2016年排名前三名碰撞型態分別為「擦撞」(61件)、「追撞」

(59 件)、「右轉側撞 2」(29 件)。其中較明顯差異的為「左轉穿越側

撞」，2015 年有 15 件事故，2016 年則減少至僅剩 1 件事故。各碰撞

型態件數詳如表 3.9。 

表 3.9、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碰撞型態統計表 

 年份 

碰撞型態 

2015年 2016年 前後比較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角撞 9  5.1% 12 6.4% 3 1.3% 

對撞 1 0.6% 0 0.0% -1 -0.6% 

追撞 50 28.1% 59 31.4% 9 3.3% 

右轉側撞 8 4.5% 18 9.6% 10 5.1% 

左轉側撞 5 2.8% 6 3.2% 1 0.4% 

右轉側撞 2 39 21.9% 29 15.4% -10 -6.5% 

左轉側撞 2 4 2.2% 2 1.1% -2 -1.2% 

左轉穿越側撞 15 8.4% 1 0.5% -14 -7.9% 

擦撞 47 26.4% 61 32.4% 14 6.0% 

總計 178 100.0% 188 100.0% 10 -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D.第一當事人車種分析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第一當事人車種統計，該路口事故第一當事

人車種以汽車為最大宗，另外較明顯的差異為 2016 年大車事故較

2015年增加了 13件。各車種事故件數詳如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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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第一當事人車種統計表 

年份 

第一當事人車種 

2015年 2016年 前後比較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大車 5 2.8% 18 9.6% 13 6.8% 

公車 1 0.6% 5 2.7% 4 2.1% 

汽車 152 85.4% 147 78.2% -5 -7.2% 

機車 20 11.2% 18 9.6% -2 -1.7% 

自行車 0  0.0% 0  0.0% 0 0.0% 

行人 0  0.0% 0  0.0% 0 0.0% 

總計 178 100.0% 188 100.0% 10 -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E.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分析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統計，該路口 2015 年

排名前三名肇事因素分別為「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38 件)、「違反

特定標誌(線)禁制」(35件)、「未注意車前狀態」(34件)、；而 2016年

排名前三名肇事因素分別為「未注意車前狀態」(104件)、「違反號誌

管制或指揮」(24件)、「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15件)。各肇事因素次

數詳如表 3.11。 

表 3.11、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統計表 

年份 

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 

2015年 2016年 前後比較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違規超車 2 1.1% 0  0.0% -2 -1.1% 

爭(搶)道行駛 0  0.0% 0  0.0% 0 0.0% 

蛇行、方向不定 0  0.0% 0  0.0% 0 0.0% 

逆向行駛 0  0.0% 0  0.0% 0 0.0% 

未依規定讓車 5 2.8% 9 4.8% 4 2.0%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6 3.4% 3 1.6% -3 -1.8% 

左轉彎未依規定 0  0.0% 1 0.5% 1 0.5% 

右轉彎未依規定 14 7.9% 5 2.7% -9 -5.2% 

迴轉未依規定 0  0.0% 0  0.0% 0 0.0% 

橫越道路不慎  0 0.0% 0  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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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 

2015年 2016年 前後比較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倒車未依規定 0  0.0% 0  0.0% 0 0.0% 

超速失控 1 0.6% 0  0.0% -1 -0.6% 

搶越行人穿越道 0  0.0% 0  0.0% 0 0.0%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16 9.0% 12 6.4% -4 -2.6%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9 5.1% 15 8.0% 6 2.9%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0  0.0% 0  0.0% 0 0.0% 

酒醉(後)駕駛失控 2 1.1% 0  0.0% -2 -1.1% 

未注意車前狀態 34 19.1% 104 55.3% 70 36.2%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38 21.3% 24 12.8% -14 -8.6%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35 19.7% 13 6.9% -22 -12.7%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0  0.0% 0  0.0% 0 0.0% 

開啟車門不當而肇事 0  0.0% 0  0.0% 0 0.0%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指

揮穿越道路 
0  0.0% 0  0.0% 0 0.0%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不定 0  0.0% 0  0.0% 0 0.0%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3 1.7% 0  0.0% -3 -1.7% 

不明原因肇事 5 2.8% 2 1.1% -3 -1.7%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7 3.9% 0  0.0% -7 -3.9% 

尚未設定 1 0.6% 0  0.0% -1 -0.6% 

總計 178 100.0% 188 100.0% 10 -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F.事故發生時段分析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事故發生時段之統計，依統計結果發現，該路

口 2015 年事故高峰期間約為 07:00~15:59 及 17:00~18:59，其中發生

次數最高點落在 17:00~17:59 這個時段，共有 20 件事故；而 2016 年

事故高峰期間約為 08:00~21:59，其中發生次數最高點落在

17:00~17:59這個時段，共有 16件事故。各時段發生事故次數詳如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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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事故發生時段統計表 

年份 

時段 

2015年 2016年 前後比較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00:00~00:59 4 2.2% 1 0.5% -3 -1.7% 

01:00~01:59 5 2.8% 1 0.5% -4 -2.3% 

02:00~02:59 1 0.6% 2 1.1% 1 0.5% 

03:00~03:59 0 0.0% 1 0.5% 1 0.5% 

04:00~04:59 1 0.6% 1 0.5% 0 0.0% 

05:00~05:59 1 0.6% 0 0.0% -1 -0.6% 

06:00~06:59 4 2.2% 0 0.0% -4 -2.2% 

07:00~07:59 11 6.2% 10 5.3% -1 -0.9% 

08:00~08:59 9 5.1% 15 8.0% 6 2.9% 

09:00~09:59 7 3.9% 14 7.4% 7 3.5% 

10:00~10:59 9 5.1% 10 5.3% 1 0.3% 

11:00~11:59 12 6.7% 12 6.4% 0 -0.4% 

12:00~12:59 12 6.7% 14 7.4% 2 0.7% 

13:00~13:59 10 5.6% 10 5.3% 0 -0.3% 

14:00~14:59 13 7.3% 14 7.4% 1 0.1% 

15:00~15:59 9 5.1% 10 5.3% 1 0.3% 

16:00~16:59 4 2.2% 11 5.9% 7 3.6% 

17:00~17:59 20 11.2% 16 8.5% -4 -2.7% 

18:00~18:59 17 9.6% 15 8.0% -2 -1.6% 

19:00~19:59 5 2.8% 5 2.7% 0 -0.1% 

20:00~20:59 7 3.9% 8 4.3% 1 0.3% 

21:00~21:59 3 1.7% 10 5.3% 7 3.6% 

22:00~22:59 8 4.5% 5 2.7% -3 -1.8% 

23:00~23:59 6 3.4% 3 1.6% -3 -1.8% 

總計 178 100.0% 188 100.0% 10 -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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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綜合研析 

透過碰撞構圖與事故型態統計比較後，則可發現 2015年與 2016

年中最明顯差異之處，即為 2016 年環中路北往南方向明顯地減少了

左轉穿越側撞與右轉側撞 2之事故，其最主要原因在於，臺中市交通

局於 2015 年開始實施易壅塞路段改善計畫，環中路與五權西路路口

因其車流量的關係，為此專案中最優先改善之路口，而此壅塞路段改

善專案計畫便是開放中彰快速道路(臺 74 線)匝道可以右轉，並於五

權西路開啟左轉保護時相時早開匝道右轉時相，減少匝道車流壅塞至

台 74 快速道路車道上，此改善計畫實施後也同時將環中路方向禁止

左轉、禁止併入快車道，於 2015 年 4 月 1 日正式實施，實施之目的

是為了解決壅塞狀況，但也因為環中路方向禁止左轉後，間接地改善

了環中路左轉車輛所產生的左轉穿越側撞問題。但是此路口 2016 年

的追撞、擦撞、右轉側撞等事故較 2015年有所增加的，也因此 2016

年總事故較 2015年總事故多出 10件，雖然禁止左轉已改善了左轉穿

越側撞之事故問題，但其他碰撞型態之事故的增加，是否為此次路口

改善後所導致，是相關單位須持續觀察及研擬改善策略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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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小結 

本章首先回顧了臺中市 2015年與 2016年的事故資料，共分析了

交通事故類別、事故發生月份、事故發生之行政區域等。事故類別部

份，A2類事故件數為最多，兩年共有 107,868件，佔總件數之 55.2%，

另外可見 2016 年 A3 類事故較 2015 年增加了 8,145 件，共有 47,666

件也相當可觀；發生月份部份，以 12 月份發生事故件數為最多，兩

年共有 19,235 件，佔總件數之 9.9%；事故發生之行政區域部份以西

屯區為最多，兩年共有 28,934件，佔事故總件數之 14.8%。 

將臺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之碰撞構圖內容進行進一

步之事故資料分析，以事故地點之事故總件數來評定易肇事路口，並

發現，在 2015年與 2016年臺中市前 30大易肇事路口中，各有 12處

路口與環中路有關、各有 10 處路口與臺灣大道有關，因環中路與臺

灣大道皆為臺中市區之主要幹道，也與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中

彰快速道路(臺 74線)皆有交會，故交通流量較大，事故件數也相對較

高。 

透過時間範圍的不同，將碰撞構圖進行分析，可以比較碰撞構圖

的差異，包含該路口事故熱點分布、碰撞型態、車種組成、肇事因素、

事故時段的差異，其中最明顯的便是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環中路與

西屯路口因易壅塞路段改善而採取禁止左轉管制後，左轉穿越側撞事

故的差異，若將碰撞構圖時間範圍設定成實施改善後的前後三個月或

是前後半年的時間，或許更能看出其碰撞型態與事故熱點分布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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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係為本研究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之建置步驟，首先利用 2015

年與 2016 年臺中市交通事故資料之路口碰撞構圖為基礎，將碰撞構

圖所呈現之事故相關資訊進行整理，並建構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之邏輯

規則，期望本系統未來能與碰撞構圖進行連結，透過本系統不但能找

出易肇事風險路口多事故發生之相關因素。並透過國內外專家學者文

獻所研擬各種不同路口改善策略，將其重新分類、歸納，彙整成專家

決策支援系統之知識資料庫，作為系統可提供之路口改善策略，且保

留知識資料庫可擴充性，未來若有新興的改善策略獲智慧交通設施時，

可持續更新資料庫。 

系統建置完成後，其運作方式如後：首先，根據所選定路口之碰

撞構圖所呈現之資訊，選擇需改善之事故資訊(如該路口之多數碰撞

類型、車種、肇事因素、事故位置等)；之後系統將會產出對應所選擇

資訊之改善策略，使用者在依該路口之現況去選擇最佳之路口改善策

略，並記錄於系統，待下次使用時若是相同之事故資訊，系統將優先

顯示先前有使用之改善策略供使用者作參考，多次操作系統後，系統

便能依照各項改善策略所使用之次數，依序排列呈現出此事故資訊對

應之最合適改善策略，使用者也能從介面清楚的暸解該條件所適合之

最佳改善策略。系統操作流程圖如下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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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系統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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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專家決策支援系統邏輯規則之建構 

碰撞構圖係將易肇事路口之事故資料以圖示方式呈現，即為將當

事人車種、碰撞型態、行向等資訊組合成插示圖，用來表達路口交通

事故之分布位置及事故碰撞型態。而本系統之邏輯規則係以 2015 年

與 2016 年臺中市易肇事風險路口之碰撞構圖為基礎，將碰撞構圖中

分布多數之事故位置及同類型碰撞型態之交通事故假設為優先改善

的項目，因此首先需要了解其碰撞構圖中所能呈現之資訊，做為本研

究建構系統之參考依據。 

回顧國內相關文獻，陳伯鑫 2016 年「易肇事路口碰撞構圖之研

究–以臺中市為例」中所開發之碰撞構圖系統，可透過資料篩選檢視

已匯入並完成繪圖模組之事故資料，並瀏覽其相關資訊。此碰撞構圖

的組成，是由一張路口底圖及事故碰撞插示圖所組合而成，從路口底

圖可以看出該路口之型態、道路之車道配置，而碰撞插示圖則是將該

路口所發生之事故繪製到圖上，可以看出該路口事故分布位置、碰撞

型態、車種組成及碰撞時間為白天或是夜晚。碰撞插示圖詳如下表

4.1~表 4.3。 

其中，左右轉側撞部份有分為 5種，包含「右轉側撞」、「左轉側

撞」、「右轉側撞 2」、「左轉側撞 2」、「左轉穿越側撞」。「右轉側撞」

與「左轉側撞」是指左、右轉車輛撞擊同向直行車輛車側之事故；「右

轉側撞 2」、「左轉側撞 2」是指左、右轉車輛於轉彎後遭同向直行車

輛撞擊車側之事故；最後「左轉穿越側撞」則是指左轉車輛遭對向直

行車輛撞擊車側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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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碰撞型態彙整表 

碰撞插示圖 

名稱 
圖示 

碰撞插示圖 

名稱 
圖示 

追撞 

直行

追撞  

側撞 

右轉

側撞 
 

右轉

追撞  

左轉

側撞 
 

左轉

追撞 
 

右轉

側撞
2  

擦撞 

直行

擦撞 
 

左轉

側撞
2  

右轉

擦撞  

左轉

穿越

側撞  

左轉

擦撞 
 

對撞 

左轉

對撞  

角撞 
 

直行

對撞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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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事故車種彙整表 

碰撞插示圖 

名稱 
圖示 

碰撞插示圖 

名稱 
圖示 

大車 

 

公車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行人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表 4.3、事故時間彙整表 

碰撞插示圖 

名稱 
圖示 

碰撞插示圖 

名稱 
圖示 

白天駕駛 
 

夜間駕駛 
 

資料來源：台中市交通安全高風險地點資訊網 

以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碰撞構圖為例，如下圖 4.2所示。於右上

方輸入指定日期範圍，即可瀏覽該路口於該日期範圍內之所有事故資

料，以 2015 年全年為例。完成日期之設定後，可從碰撞構圖上完整

了解所有事故資料，包含碰撞型態、車種組成、肇事原因、時間等，

另外也可從視窗右方欄位看到事故資料之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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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碰撞構圖完整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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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碰撞構圖所呈現之資訊包含以底圖得知路口型態，以碰撞插

示圖得知碰撞型態、車種組成、肇事因素、事故時間、事故位置分布

等。本研究依據構成事故的主要條件，人、車、路、環境四項要素，

將碰撞構圖中路口型態、碰撞型態、車種組成、肇事因素納入為邏輯

規則之必要選擇之條件；另外針對事故時段所產生之視線問題，將事

故時段為黑夜設置為非必要條件選擇，若是事故時段多為黑夜時段，

可與改善策略中改善照明之策略進行連結；最後，多事故之路口的路

段是否有快慢車道分隔島或分向島的設置，也將其列為非必要之條件，

若有選擇此選項，可與清除障礙物、改善視距，或是行車管制內外側

車道禁止左右轉或是匯入匯出快慢車道之改善策略進行連結，邏輯規

則架構圖如圖 4.3。所有條件之選項彙整如下表 4.4~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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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邏輯規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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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口型態(必選條件) 

本研究將路口整理歸納成四種類型，分別為十字路口、T字路口、

Y字路口與多岔路口，其中路口管制型態又可劃分為號誌化及無號誌，

故總計為 8項，詳細內容如表 4.4所示。 

表 4.4、路口型態之條件選項列表 

項次 條件選項 項次 條件選項 

1 號誌化十字路口 5 無號誌十字路口 

2 號誌化 T字路口 6 無號誌 T字路口 

3 號誌化 Y字路口 7 無號誌 Y字路口 

4 號誌化多岔路口 8 無號誌多岔路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2. 碰撞型態(必選條件) 

本研究將碰撞構圖中，碰撞型態插示圖將其歸納整理分為直角撞、

側撞、追撞、撞擦、對撞，並細分左右方向，以及人車事故，並依據

不同方向進行細分，故總計 14項，詳細內容如表 4.5所示。 

表 4.5、碰撞型態之條件選項列表 

項次 條件選項 項次 條件選項 

1 路口直角撞 8 路口追撞(右轉追撞) 

2 路口側撞(右轉側撞) 9 路口追撞(左轉追撞) 

3 路口側撞(左轉側撞) 10 路口擦撞(直行擦撞) 

4 路口側撞(右轉側撞 2) 11 路口擦撞(同向右轉擦撞) 

5 路口側撞(左轉側撞 2) 12 路口擦撞(同向左轉擦撞) 

6 路口側撞(左轉穿越側撞) 13 路口對撞(左轉對撞) 

7 路口追撞(直行追撞) 14 人車事故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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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種組成(必選條件) 

在本研究中，車種組成因碰撞構圖中呈現之車種組成僅以兩車碰

撞呈現，故本研究延續碰撞構圖中之規則，車種組成之條件選擇也僅

以兩車碰撞為限。依據碰撞構圖之車種插示圖將其歸納整理分為大車、

公車、小車、機車、自行車與行人等六種，並兩兩進行配對成各項組

合，故總計 20項，詳細內容如表 4.6所示。 

表 4.6、車種組成之條件選項列表 

項次 條件選項 項次 條件選項 

1 大車與大車 11 公車與行人 

2 大車與公車 12 小車與小車 

3 大車與小車 13 小車與機車 

4 大車與機車 14 小車與自行車 

5 大車與自行車 15 小車與行人 

6 大車與行人 16 機車與機車 

7 公車與公車 17 機車與自行車 

8 公車與小車 18 機車與行人 

9 公車與機車 19 自行車與自行車 

10 公車與自行車 20 自行車與行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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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必選條件) 

依據本研究範圍之肇事因素將針對道路事故調查表之肇因索引

表中之「駕駛人」因素做為主要討論之項目，另外，因為有考慮到人

車碰撞，故也將道路事故調查表之肇因索引表中「行人及乘客」因素

的「行人」部分納入討論，詳細內容如表 4.7所示。 

表 4.7、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組成之條件選項列表 

項次 條件選項 項次 條件選項 

1 違規超車 16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2 爭(搶)道行駛 17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3 蛇行、方向不定 18 
停車操作時，未注意其他車

(人)安全 

4 逆向行駛 19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5 未靠右行駛 20 吸食違禁食物後駕駛失控 

6 未依規定讓車 21 酒醉(後)駕駛失控 

7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22 疲勞(患病)駕駛失控 

8 左轉彎未依規定 23 未注意車前狀態 

9 右轉彎未依規定 24 搶(闖)越平交道 

10 迴轉未依規定 25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11 橫越道路不慎 26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12 倒車未依規定 27 
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

地下道、天橋而穿越道路 

13 超速失控 28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

勢指揮穿越道路 

14 未依規定減速 29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15 搶越行人穿越道 30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不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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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明狀態(非必選條件) 

照明狀態主要考量之因素為夜晚時道路是否有足夠之照明設施，

因此此選項中僅需要選擇黑夜即可，此選項可依管理者認定是否需要

將改善策略以此條件進行更詳細的考量，而進一步設置選擇此黑夜選

項之改善策略的不同，詳細內容如表 4.8所示。 

表 4.8、照明狀態之條件選項列表 

項次 條件選項 

1 黑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6. 分隔島(非必選條件) 

分隔島主要考量之因素為進入路口前是否有分隔島相關設施，此

選項與照明撞態同為非必選條件，若管理者考量有需要將此做進一步

的改善策略研擬分類便可針對此進行操作，加以設置此類設施之改善

策略後，再進行細部選擇，詳細內容如表 4.9所示。 

表 4.9、分隔島之條件選項列表 

項次 條件選項 

1 有設置分向島 

2 有設置快慢車分隔島 

3 有設置分向島及快慢車分隔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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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專家決策支援系統資料庫之建構 

資料庫被視為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中非常重要之角色，主要存放系

統中所需的所有知識基礎，也就是本研究所彙整之所有改善策略。本

研究主要將改善策略分為兩大類，主要改善策略及次要改善策略，主

要改善策略為多項次要改善策略所組合而成，資料庫架構圖如下圖

4.4。 

回顧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易肇事路口所研擬之改善策略，並將其

彙整，規劃為本研究中之主要改善策略，如下表 4.4所示；另外，事

故的發生並非全然為人為因素，亦有可能為道路規劃疏失或是標誌標

線設置有誤、號誌故障等，故本研究亦參考我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彙整交叉路口所使用之標誌、標線、號誌整理為資料庫

中基本的策略，也是本系統中的次要改善策略，分類成標誌、標線、

號誌、其他等四大類，如下表 4.5。 

 

圖 4.4、資料庫架構圖 

表 4.10、系統資料庫之主要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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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主要改善策略 編碼 所包含之次要改善策略 

M01 增設紅燈右轉時相 117 增設"車道預告"輔助標誌 

201 塗銷不適當標線 

219 劃設"指向線" 

221 劃設"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 

222 劃設"機慢車停等區線" 

224 
劃設"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

字 

231 增設機慢車專用道 

233 增設右轉車道 

317 增設紅燈右轉時相 

M02 增設右轉車道 117 設置"車道預告"輔助標誌 

201 塗銷不適當標線 

219 劃設"指向線" 

224 
劃設"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

字 

231 增設機慢車專用道 

233 增設右轉車道 

M03 增設左轉保護時相 117 設置"車道預告"輔助標誌 

216 劃設"左轉待轉區線" 

219 劃設"指向線" 

220 劃設"轉彎線" 

224 
劃設"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

字 

232 增設左轉車道 

318 增設左轉保護時相 

M04 路口禁止左轉 113 增設"禁行方向"禁制標誌 

120 增設"禁制性質"告示牌 

201 塗銷不適當標線 

307 換置箭頭燈號 

320 取消左轉保護時相 

M05 路口禁止右轉 113 增設"禁行方向"禁制標誌 

120 增設"禁制性質"告示牌 

201 塗銷不適當標線 

307 換置箭頭燈號 

M06 實施機車左轉待轉 
112 

增設"機慢車兩段左轉"遵行標

誌 

221 劃設"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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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主要改善策略 編碼 所包含之次要改善策略 

M07 增設行人專用時相 201 塗消不適當標線 

217 劃設"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218 
劃設"對角線行人穿越道"(行人

專用時相) 

311 
設置行人號誌加裝倒數計時顯

示器 

322 增設行人保護時相 

M08 增加路口清道時間 314 調整全紅清道時間 

M09 增設"岔路"警告標誌(警 11) 105 增設"岔路"警告標誌  

109 增設"慢行"警告標誌 

110 增設"停車再開"遵行標誌 

111 增設"讓"遵行標誌 

201 塗消不適當標線 

202 劃設"減速標線" 

203 劃設"慢"標字 

209 劃設"讓路線" 

212 劃設"停"標字 

302 增設閃光號誌 

403 增設駝峰 

405 增設反射鏡 

406 調整反射鏡角度 

M10 增設"岔路"警告標誌 

(警 12-14) 

105 增設"岔路"警告標誌  

109 增設"慢行"警告標誌 

110 增設"停車再開"遵行標誌 

111 增設"讓"遵行標誌 

118 增設"安全方向導引"輔助標誌 

201 塗消不適當標線 

202 劃設"減速標線" 

203 劃設"慢"標字 

209 劃設"讓路線" 

212 劃設"停"標字 

302 增設閃光號誌 

403 增設駝峰 

405 增設反射鏡 

406 調整反射鏡角度 

M11 增設"岔路"警告標誌 105 增設"岔路"警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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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主要改善策略 編碼 所包含之次要改善策略 

(警 15-19) 109 增設"慢行"警告標誌 

117 增設"車道預告"輔助標誌 

118 增設"安全方向導引"輔助標誌 

201 塗消不適當標線 

202 劃設"減速標線" 

203 劃設"慢"標字 

209 劃設"讓路線" 

212 劃設"停"標字 

225 增設危險標記 

228 增設軟質回復式反光分隔桿 

236 增設"槽化線" 

302 增設閃光號誌 

403 增設駝峰 

405 增設反射鏡 

406 調整反射鏡角度 

M12 無號誌路口啟用號誌 101 移除不適當標誌 

108 增設"注意號誌"警告標誌 

201 塗銷不適當標線 

301 增設號誌 

323 啟動號誌運作 

M13 加強路邊禁止停車 115 增設"禁止停車"禁止標誌 

201 塗消不適當標線 

206 劃設"禁止停車線" 

207 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 

234 塗銷路旁停車格 

M14 實施車道分向 102 調整標誌位置 

204 劃設"分向限制線" 

226 增設反光路面標記 

227 增設座式導標 

228 增設軟質回復式反光分隔桿 

M15 增設固定式取締設備 

(屬於執法類) 

119 增設"警告性質"告示牌 

402 增設闖紅燈測速照相設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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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系統資料庫之次要改善策略(標誌類) 

分類類別 編碼 次要改善策略 

標誌類 101 移除不適當標誌 

102 調整標誌位置 

103 調整標誌尺寸 

104 調整標誌個數，不使資訊量過重 

105 增設"岔路"警告標誌 

106 增設"匝道會車"警告標誌 

107 增設"禁止行人通行"禁止標誌 

108 增設"注意號誌"警告標誌 

109 增設"慢行"警告標誌 

110 增設"停車再開"遵行標誌 

111 增設"讓"遵行標誌 

112 增設"機慢車兩段左轉"遵行標誌 

113 增設"禁行方向"禁止標誌 

114 增設"禁止迴車"禁止標誌 

115 增設"禁止停車"禁止標誌 

116 增設"禁止臨時停車"禁止標誌 

117 增設"車道預告"輔助標誌 

118 增設"安全方向導引"輔助標誌 

119 增設"警告性質"告示牌 

120 增設"禁制性質"告示牌 

121 增設"行車指示性質"告示牌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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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系統資料庫之次要改善策略(標線類) 

分類類別 編碼 次要改善策略 

標線類 201 塗消不適當標線 

202 劃設"減速標線" 

203 劃設"慢"標字 

204 劃設"分向限制線" 

205 劃設"禁止變換車道線" 

206 劃設"禁止停車線" 

207 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 

208 劃設"停止線" 

209 劃設"讓路線" 

210 劃設"車種專用車道"標字 

211 劃設"機慢車優先"標字 

212 劃設"停"標字 

213 劃設"車道線" 

214 劃設"路面邊線" 

215 劃設"快慢車道分隔線" 

216 劃設"左轉待轉區線" 

217 劃設"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218 劃設"對角線行人穿越道"(行人專用時相)  

219 劃設"指向線" 

220 劃設"轉彎線" 

221 劃設"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 

222 劃設"機慢車停等區線" 

223 劃設"自行車道穿越線" 

224 劃設"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字 

225 增設"危險標記" 

226 增設"反光路面標記" 

227 增設"座式導標" 

228 增設"軟質回復式反光分隔桿" 

229 增加車道寬 

230 縮減車道寬 

231 增設機慢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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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類別 編碼 次要改善策略 

232 增設左轉車道 

233 增設右轉車道 

234 塗銷路旁停車格 

235 增設"網狀線" 

236 增設"槽化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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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系統資料庫之次要改善策略(號誌類) 

分類類別 編碼 次要改善策略 

號誌類 301 增設號誌 

302 增設閃光號誌 

303 移除號誌 

304 調整號誌桿位置 

305 調整號誌燈面方向 

306 換新燈面 

307 換置箭頭燈號 

308 改變燈面透鏡直徑 

309 增設行人穿越道號誌 

310 設置行人觸動號誌 

311 設置行人號誌加裝倒數計時顯示器 

312 調整綠燈時間 

313 調整黃燈時間 

314 調整全紅清道時間 

315 調整紅燈右轉時間 

316 調整左轉保護時間 

317 增設紅燈右轉時相 

318 增設左轉保護時相 

319 取消紅燈右轉時相 

320 取消左轉保護時相 

321 調整行人時相 

322 啟動號誌運作 

323 增設行人保護時相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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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系統資料庫之次要改善策略(其他類) 

分類類別 編碼 次要改善策略 

其他類 401 增設測速照相設備 

402 增設闖紅燈測速照相設備 

403 增設駝峰 

404 植栽 

405 增設反射鏡 

406 調整反射鏡角度 

407 增設行人穿越立體設施 

408 清除路側障礙物 

409 清除有礙視距的障礙物 

410 清除路霸 

411 清除廣告物 

412 遷移或改善固定物設置 

413 遷移相關設施桿 

414 遷移號誌控制箱 

415 遷移電箱 

416 遷移行道樹 

417 修剪植栽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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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專家決策支援系統模式之建構 

在完成前項之系統邏輯規則與資料庫後，專家決策支援系統之初

步結構已經完成，最後便是模式的建立，透過模式的建立將使用者介

面與資料庫進行連結，建立系統之模式，完成連結後系統便能透過使

用者輸入之事故條件，從資料庫初擬改善策略，系統模式架構圖如圖

4.5。後續便由資訊工程師將此系統以程式語言進行系統建置與架設，

待系統完整建立後，便針對系統進行實際操作與測試。 

在連結使用者介面與資料庫的步驟時，因本研究所建構之邏輯規

則，條件之組合數種類繁多，共有超過 60,000種組合，故在進行模式

之連結時，將車種中大車與公車合併、機車與自行車合併進行建置，

待後續使用時再依使用者需求進行區分並陸續新增，合併項目如下表

4.15。另外也尚未將非必選條件進行連結，僅以必選條件與資料庫進

行結合，將系統架構簡化如下圖 4.6。同時因改善策略眾多，在連結

資料庫時，僅以主要改善策略進行連結，若主要改善策略非為使用者

所需之改善策略時，可直接連接進資料庫選擇次要改善策略之項目，

或是直接進入管理頁面，新增主要改善策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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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系統模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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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車種選擇之條件簡化表 

項次 條件選項 項次 條件選項 

1 大車與大車 11 公車與行人 

2 大車與公車 12 小車與小車 

3 大車與小車 13 小車與機車 

4 大車與機車 14 小車與自行車 

5 大車與自行車 15 小車與行人 

6 大車與行人 16 機車與機車 

7 公車與公車 17 機車與自行車 

8 公車與小車 18 機車與行人 

9 公車與機車 19 自行車與自行車 

10 公車與自行車 20 自行車與行人 

↓合併項次簡化如下↓ 

1 大車與大車 6 小車與機車 

2 大車與小車 7 小車與行人 

3 大車與機車 8 機車與機車 

4 大車與行人 9 機車與行人 

5 小車與小車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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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簡化之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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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案例分析 

本章節係接續第三章所分析之臺中市前五大易肇事風險路口，針

對這些路口 2016 年碰撞構圖中，以本研究建立之專家決策支援系統

進行其多事故風險位置的改善，進行改善策略的研擬，其中，碰撞構

圖的條件設定，以該風險位置中多數型態為主，輸入條件後，檢視系

統所產生之改善策略是否有對應該路口之主要事故問題，進而改善系

統之完整度。 

5.1路口改善案例 

5.1.1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 

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自 2015 年 4 月 1 日實施易壅塞路段改善計

畫後，將環中路方向禁止左轉，且開放匝道右轉時相，路口發生左轉

穿越側撞之碰撞型態已明顯被改善，但觀察該路口 2016 年之碰撞構

圖，該路口仍有許多易發生事故之位置需要改善，且多為同向直行車

的擦撞，如碰撞構圖所標示處(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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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2016年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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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彙整事故型態(詳如 5.1.1步驟 1~步驟 5) 

將圖中標繪之事故進行進一步彙整分析，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為

號誌化十字路口，上圖(圖 5.21)標繪處碰撞型態多為直行擦撞，多數

車種組成為小車與小車，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多為未注意車前狀態，

彙整如下表 5.1。 

表 5.1、環中路與五權西路事故型態彙整表 

決策系統輸入 選擇條件 

路口型態 號誌化十字路口 

碰撞型態 直行擦撞 

車種組成 小車與小車 

肇事因素 未注意車前狀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2.選取可用之改善策略(詳如 5.1.1步驟 6~步驟 7) 

將條件輸入系統後系統初擬改善策略如下表 5.2。此事故型態輸

入後，系統初擬改善策略僅有「M13加強路邊禁止停車」。 

但依照碰撞構圖所顯示之事故位置，事故發生於環中路皆位於匝

道與快車道，而路口西側五權西路段則為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南

屯交流道之出口處，路邊皆無多餘空間供車輛停靠，故此策略明顯不

可行，故須自行於改善策略管理後台新增改善策略。 

表 5.2、環中路與五權西路系統改善策略初擬表 

↓系統改善策略↓ 

編碼 主要改善策略 編碼 所包含之次要改善策略 

M13  加強路邊禁止停車 

115 增設"禁止停車"禁止標誌 

201 塗消不適當標線 

206 劃設"禁止停車線" 

207 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 

234 塗銷路旁停車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之專家決策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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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改善策略於系統資料庫(詳如 5.1.2步驟 1~步驟 8) 

車輛於路口近端發生擦撞，潛在之肇因可能為駕駛人無法及時的

選擇其應駕駛的車道，到了路口端強行變換車道，故造成擦撞。因此

能解決此碰撞型態的改善策略，應為提早提醒駕駛人，依行向行駛正

確的車道，因此新增之主策略詳如下表 5.2。 

表 5.3、新增之主要改善策略 

編碼 主要改善策略 編碼 所包含之次要改善策略 

M16 提前依行向分流 

117 增設"車道預告"輔助標誌 

219 劃設"指向線" 

224 
劃設"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

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透過提前提醒駕駛人依行向分流，行駛正確之車道，較能避免駕

駛人於路口端時緊急切換車道所導致事故的發生，故針對此近路口端

多擦撞之碰撞型態，以此改善策略為目標進行路口改善，應能有效降

低事故的發生。 

5.2小結 

前節以專家決策支援系統實際應用在臺中市前 5 大易肇事路口

進行實際改善策略的應用後，針對前 5大易肇事路口事故型態，可以

獲得以下幾個結論： 

1. 前 5 大易肇事路口中， 4 處為環中路沿線路口，1 處為臺灣

大道沿線路口，皆為路幅廣闊且車流量大之大型路口。有 4個

路型態為十字路口，1個為 T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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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 5 大易肇事路口中共有 6 個事故熱點，其碰撞型態多為路

口近端同向直行車之事故，有 2處為直行擦撞、2處為直行追

撞、1處為右轉側撞、1處左轉擦撞。 

3. 前 5 大易肇事路口中共有 6 個事故熱點，其車種組成有 4 處

為汽車與汽車之事故，另有 2處為汽車與機車之事故。 

4. 前 5 大易肇事路口中共有 6 個事故熱點，其第一當事人肇事

因素中，有 5 處為未注意車前狀態所產生之事故，另有 1 處

為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所產生之事故。 

 

而針對系統產出的改善策略初擬，可以獲得以下幾個結論： 

1. 系統產出的改善策略初擬與事故之碰撞型態有極大的關聯，

然而系統輸入的其他條件，包含路口型態、車種組合或是肇

事因素，似乎不會影響到系統產出之改善策略。 

2. 系統產出的改善策略初擬對於易肇事路口的改善方向是明

確的，但卻無法針對每個路口的特性提出更精確且詳細的改

善策略，仍需由使用者至現場進行會勘後，針對現況可實施

之改善策略提出更詳細的改善內容，供工程單位實施改善。 

3. 系統針對 5大易肇事路口之事故熱點所產出的改善策略多數

皆為相同策略，其原因除了事故型態皆十分相近外，同時也

可能是因為系統資料庫之改善策略有所不足，故需後續正式

上線後，相關單位使用並持續新增改善策略使系統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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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臺中市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的彙整分析及交通安全

高風險地點資訊網中的碰撞構圖應用，建立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之專

家決策支援系統，並實際驗證系統的正確性，期望系統建立完成後，

可供相關單位能夠準確地找出路口風險位置且更快速的完成改善工

程。 

6.1結論 

1. 本研究最終彙整於資料庫之改善策略係以標誌、標線、號誌及

其他道路交通工程為基礎，並將其依照其他相關文獻所提及

之改善策略進行組合，建立資料庫之主要策略。 

2. 碰撞構圖系統可透過時間範圍的不同，比較碰撞構圖的差異，

如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環中路與西屯路口因易壅塞路段改

善而採取禁止左轉管制後，左轉穿越側撞事故的差異。 

3. 因本研究所評選之臺中市易肇事風險路口排名係以臺中市交

通安全高風險資訊網中的碰撞構圖之數量，也就是事故總件

數法進行統計，故可以發現前幾名之路口皆是位於屯區，尤其

西屯區更包辦前五名中的四名，這些路口皆是臺中市人口密

集處，且又為主幹道之交會路口。 

4. 系統邏輯規則的建立透過碰撞構圖的資訊進行整合與架構，

目標也是加速易肇事路口改善策略的研擬，並非取代使用者

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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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為資料庫之改善策略內容皆以工程改善為主，故系統產出

的改善策略初擬與事故之碰撞型態有極大的關聯，其他事故

條件對於改善策略的影響較不明顯。 

6. 警方填表之第一當事人肇事因素是對駕駛人責任取向之肇事

因素，並非交通工程改善措施導向之肇事因素，故該條件無法

成為決策邏輯，不會對於改善策略的產出有所影響。 

7. 系統產出的改善策略初擬對於易肇事路口的改善方向是明確

的，但卻無法針對每個路口的特性提出更精確且詳細的改善

策略，仍需由使用者至現場進行會勘後，針對現況可實施之改

善策略提出更詳細的改善內容，供工程單位實施改善。 

8. 系統若正式上線後，剛開始操作系統，無法針對改善策略的可

行性進行排列，待持續使用一段時間後，藉由系統的學習功能，

應能針對前次有採用之改善策略進行排序，能給予更明確的

改善方向。 

9. 改善工程施工完成後，可透過碰撞構圖系統，將時間範圍設定

為改善工程完工前後三個月或半年，進行碰撞構圖的比較，檢

視事故該路口之事故熱點是否有所改善，如本研究現況分析

中檢視易壅塞路段改善計畫實施後環中路與五權西路口、環

中路與西屯路口之碰撞構圖差異。 

10. 系統是以碰撞構圖之資訊為主進行探討，但在實際進行事故

路口條件篩選時卻無法以構圖為條件進行討論，僅能探討路

口之事故型態，如此一來便無法討論事故發生點位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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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建議 

1. 改善策略之資料庫目前所有的改善策略較少，建議使用者開

始操作系統後，持續新增其單位較常使用之改善策略，使其資

料庫更健全。 

2. 建議使用本系統之使用者，需對碰撞構圖有初步的認知，因為

系統是以碰撞構圖為主所建置，有初步認知之使用者操作系

統較容易上手。 

3. 碰撞構圖的事故資訊建議可將該事故的嚴重程度 (如

A1.A2.A3)一併顯示於後台，有事故嚴重程度後，在易肇事路

口的評選上可採用當量法，與採用事故總件數法求得之易肇

事路口或許會有所差異。 

4. 目前系統資料庫之次要策略多為路口標誌、標線、號誌等設施，

建議後續可彙整現行易肇事路段改善報告所進行之路口改善

計畫，並將其加入資料庫，使資料庫更加完整。 

5. 系統的建立有預留其擴充功能，未來若是有更多的改善策略，

可持續新增至系統，如與其他單位合作，將教育類型改善策略、

執法類型改善策略，甚至新興的智慧型交通應用等納入系統

資料庫，更完整齊改善策略。 

6. 未來若使用此系統後，建議於路口會勘時，以問卷調查方式，

讓參與現場會勘之委員將改善策略的優先順序進行排列，並

研擬更詳細的改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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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來可將已進行改善策略之路口改善進行事故前後比較，以

探討改善策略是否實用、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再針對策略進

行改善使策略能夠更加完整。 

8. 天候狀況可能使駕駛視線不佳、道路路面狀況不佳等問題產

生，是潛在事故因子之一，後續相關研究可將其列入探討之條

件。 

9. 未來若能將碰撞構圖與碰撞型態的討論進行結合，可以更精

準地找出事故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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