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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研所致力混合車流路口事故改善之創新研發 
汽車與機車混合行駛同一車道空間中容易於路口處發生交織衝

突的危險，，我國 107 年底機車登記數量已達 1,380 萬輛，但道路面

積有限，汽、機車混合行駛不可避免，107 年發生的道路交通事故

(A1、A2)約 32 萬件，發生於路口的比例約占 58.6%，顯示路口安全

為混和車流事故改善的重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刻正進行一系列的改

善研究計畫，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結合尖端人工智慧技術與無人機

飛行攝影能力，評估路口事故發生的潛在風險，另一方面發展務實的

路口事故改善設計範例，用於改善路口各類型的事故型態，展現交通

部增進道路交通安全的努力與決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結合無人飛行載具、人工智慧影像辨識以及交

通衝突分析技術，利用滯留於路口上空的無人機拍攝人車流動影像，

導入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技術，自動辨識大型車(大貨車與聯結車)、小

型車、機車與自行車等，並描繪其流動軌跡，分析軌跡交錯情形，描

繪車輛衝突熱區，利用此新型交通衝突分析技術蒐集並發掘傳統事故

資料無法揭示的潛在路口問題，提前規劃改善與防範措施。 

在找出路口問題之後，該如何提出有效的改善方案消彌事故呢？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針對這個問題，亦針對各種路口衝突型態(包含右

轉側撞、左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同向擦撞、追撞、交叉狀等)，

彙整編纂交通工程設計範例，提出可供各單位依循的「改善方案」，

應用於路口常見事故的改善工作。以右轉側撞為例，104年起試辦「分

流式指向線」，在 12個試辦路口中，比較改善前與改善後的事故資料

可發現，與布設分流式指向線有關的事故由 127 件降低至 54 件，降

低幅度達 58%。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持續致力於交通事故改善之創新研發，一方面

透過無人機與人工智慧影像辨識技術，發掘未知的潛在事故風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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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透過交通工程設計範例，引導有效的路口改善工程。結合兩方

面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系統化、更科學化的預防事故發生，期許導入

尖端技術與創新作業方法，進一步保障所有用路人安全，創造人本、

安心的道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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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車道內右轉車輛靠右、直行車輛靠左行駛」的概念，是否表

示汽機車可在車道內併行？ 

Ａ１：不是的。汽機車在車道內併行會增加擦撞的風險，且車道越窄

風險越高。這裡所述的概念是希望直行機車避免行駛於右轉汽

車的右後方，尤其汽車右後方是視覺死角，很容易造成汽車在

不自覺的情形下右轉彎發生側撞。相對而言，直行機車行駛於

右轉車輛的左後方將不會發生此類衝突，從而降低發生右轉側

撞的可能。 

 

Ｑ１：有劃設新式箭頭的路口有哪些？ 

Ａ１：目前僅臺中市與高雄市有劃設，劃設路口詳如下表。 
 

表 1  新式箭頭標線劃設地點 

縣市 行政區 劃設路口 

臺中市 

北區 雙十路與精武路口 

北區 三民路與崇德路口 

東區 旱溪西路與振興路口 

南區 國光路與復興路口 

南區 文心路與向上路口 

北屯區 文心路與北屯路口 

北屯區 北屯路與太原路口 

高雄市 三民區 博愛一路與十全一路口 
 

Ｑ2：有沒有對於減少路口事故的統計資料與實證？ 

Ａ2：道路中兩輛車在時間空間上接近彼此，且若其行為維持不變會

立即產生碰撞者，稱為衝突。本研究對於劃設新式箭頭標線的

路口進行衝突分析，以臺中市向上路與文心路口為例，右轉汽

車與直行機車的潛在衝突次數降低 58％。另由於各劃設路口劃

設後迄今皆未滿 5 個月，所發生的事故件數上無法完全辨別事

故是否減少，因此，後續將持續觀察一年，分析肇事件數的變

化，若確實對路口肇事改善的成效卓著，將推廣至全國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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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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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中市文心路與向上路口南側的新式箭頭 

 

 

圖 2  臺中市北屯路與太原路口西側的新式箭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