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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第一章 緒論 

目前國內既有之交通工程設計參考工具，例如交通工程規範、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等，其內容可略分為兩類，一為以各單一設施為主體(例如停

止線、行人穿越道)，論述其形式與功能，二為列舉多種道路型態(例如正交 4 岔
路口、T 字路口)，舉例說明各型道路適用的設計範例。一方面可供交通工程師瞭

解各式交通工程設施之基本型態、設置目的與管制功能等，卻未必能清楚闡述各

設施間的搭配設置方式與交互影響。另一方面，可讓交通工程師瞭解各式交通工

程設施的相互搭配型態與應用範例。但道路環境多變且道路型態各異，難以完整

列舉所有道路型態，並製作相對應的設計範例，且各路型設計範例對於道路交通

安全與肇事型態的影響難以評估，尤其針對既有路口發生特定型態交通事故時，

更難以對症下藥提出改善方案。 

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是一個精緻化的改善作業，必須有一套有系統的診斷分析

的程序，本手冊基於肇事診斷學的診斷分析程序，整合各項交通安全工程設施的

設計與配置，針對各肇事型態的可用改善措施提供設計範例，供道路管理單位與

道路設計者使用。使用時需先蒐集路口之肇事資料，輔以交通特性及幾何特性等

資料，同時須考慮到上下游關係、路邊停車狀況、周邊設施出入口等情況。若能

蒐集到肇事現場圖，則據此繪製肇事碰撞構圖後，依肇事診斷學來進行交通安全

改善工作，參考此一範例參考手冊，產生改善方案。但是也可以由經驗判斷出各

個肇事經常發生的位置，對照此範例參考手冊的做法，產生改善方案。在產生交

通安全工程改善方案過程中，針對各個肇事型態，可對應設計範例參考手冊所歸

納出之肇事碰撞起因，找出可能的道路工程與交通工程現況問題，再依本參考手

冊研擬之改善對策與改善設計範例研擬出改善方案。本設計範例參考手冊使用程

序如圖 1-1，相關步驟如下。 
A.蒐集路口肇事資料 

蒐集路口近三年肇事現場圖、路口土地使用資料、路口幾何配置與交通量等。  
B.繪製路口肇事碰撞構圖 

將肇事現場圖繪製成碰撞構圖，分類各個肇事型態，並統計各種肇事型態發

生次數，以釐清現況主要肇事型態。 
C.判定路口主要肇事原因 

首先透過肇事碰撞構圖，釐清路口主要的肇事型態與對應之空間位置。接著

分析路口土地使用、幾何與交通配置，瞭解路口可能涉及的問題。並分析交通號

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流動特性，藉由路口的交通管制、交通量、號誌時制調

查與分析，可瞭解目前路口對於車流之管制方式與號誌時制設計上的可能問題，

便可較精準判定該肇事型態產生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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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對照手冊改善範例 
判定路口主要肇事型態後，就個別肇事型態對照手冊之肇因分析，確認該肇

事型態之肇因後，參照其對應之改善策略及改善範例。 
E.產出肇事改善方案 

使用者可透過範例所詳細敘述之各改善措施的設計元素以及須搭配的相關

標誌標線，繪製以改善肇事為目標之路口設計圖。 
 

 

圖 1-1 手冊使用流程圖 
 

  

A.蒐集路口肇事資料

B.繪製路口碰撞構圖

C.判斷路口主要肇因

D.對照手冊改善範例

E.產出肇事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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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肇事診斷學及應用 

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是一個精緻化的改善作業，必須有一套有系統的診斷分析

的程序，以便能針對不同的地點及區位環境，因應交通狀況提出有系統有效的交

通安全的改善措施。 

肇事診斷學是確保改善方案與減低肇事的方法，可以有效判斷及改善易肇事

路口之主要肇事類型。以下將針對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十全一路交岔路口作肇

事診斷學之流程示範說明。 

肇事診斷法之步驟如圖 1-2 所示： 

 
圖 1-2 肇事診斷流程 

 
其中，產生改善措施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肇事碰撞形態的現況，參照道路現

況設施配置，來推論與判斷肇事碰撞的起因。並依此檢討道路工程與交通工程的

缺失，進而研擬改善措施，如圖 1-3 所示。 

 
圖 1-3 易肇事路口改善的診斷與處方相連結架構 

  

一、肇事特性分析
(聽診)：依據路口
現況資料進行初步

分析

二、繪製碰撞構圖
(電腦斷層診察)

三、預擬改善方案
(對照碰撞構圖產生
道路與交通工程改

善構想)

四、現場會勘(檢核
改善方案)

五、確立改善方案
(製作改善方案設計

圖)

六、實施、評估與
回饋(車流與肇事前

事後分析)

診斷

確認肇事
碰撞型態

◎未能及時反應前
方車輛狀況導致

◎在保持距離下仍
可能被側撞

◎因緊急煞車或突
然變換車道以避
免碰撞，卻導致
其他的碰撞

處方

判定肇事
碰撞起因

選取改善
措施

◎車輛左右轉未行
駛於轉向車道

◎轉向與行車車輛
位在同一車道

考慮分流轉向與直
行車輛
◎設置右轉專用道
◎設置左轉專用道
◎改善號誌

診斷

確認肇事
碰撞型態

◎未能及時反應前
方車輛狀況導致

◎在保持距離下仍
可能被側撞

◎因緊急煞車或突
然變換車道以避
免碰撞，卻導致
其他的碰撞

處方

判定肇事
碰撞起因

選取改善
措施

◎車輛左右轉未行
駛於轉向車道

◎轉向與行車車輛
位在同一車道

考慮分流轉向與直
行車輛
◎設置右轉專用道
◎設置左轉專用道
◎改善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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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分析內容包括路口

土地、肇事資料分析…等，說明如下： 

路口土地使用、幾何與交通配置分析 
透過瞭解路口周邊的土地使用情況、幾何與交通配置方式，初步瞭解路口可

能涉及的問題。如：轉角處設置加油站，其出入口之設計不當，即易造成出入車

輛與直行車輛之衝突。 

土地使用與交通配置範例如圖 1-4 及表 1-1，改善地點位於商業區，交岔路

口設有公車站於快車道。並有三民公園、三民國中、博愛國小等在交岔路口附近。 

 

圖 1-4 土地使用調查範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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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路口各類交通配置調查表 
交岔

路口

名

稱： 

三民區十

全一路/博
愛一路 

路段全名 

十全一路 十全二路 博愛一路 博愛二路 

車道

配置 

車道數量/
車道配置 1 混 2 混+混 4 

汽+汽+
汽+混 3 

汽+汽+
混 

轉向配置 左直+右直 左直+右直 左+直+右直+右直 左+直+右直+右直 

車道

種類 

中央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快慢分隔/
植栽(影響

視距) 
    V  V  

分隔島電

箱/路側電

箱 
 V       

左轉專用

道   V V 

右轉專用

道     

機車專用

道     

機慢車優

先道     

慢車道 V V V V 
路肩 V    

公共設施帶或植栽 V V V V 
人行道 V V  V 

行人穿越道 V V V V 
自行車道     

自行車穿越道 V V V V 
兩段式機車左轉待

轉區 V V V V 

直行機車待轉區 V V V V 
汽車號誌 V V V V 
自行車號誌 V V V V 
行人號誌 V V V V 
公車站   V  
其他     

資料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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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資料分析 
針對路口肇事型態、車種、路面狀態、發生時間…等，進行分析，可瞭解目

前路口肇事之時空環境，並可提供後續交通調查時間的選擇。分析路口範例如圖

1-5，該路口主要肇事形態為側撞及追撞。 

 
圖 1-5 肇事資料分析示意圖 

資料來源：[2]  

 

交通號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流動特性分析 
藉由路口的交通管制、交通量、號誌時制調查與分析，可初步瞭解目前路口

對於車流之管制方式與號誌時制設計上的可能問題。並能針對相關肇事，提供交

通管制與號誌時制之調整建議。 

分析路口之交通管制、號誌時制分析及車流量調查如圖 1-6。從右轉、直行

汽機車交通量及交通管制與號誌時制並搭配肇事資料分析可看出，此路口潛在的

側撞為右轉側撞，而南北側有較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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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交通號誌時制、管制現況與交通流動特性分析示意圖 

資料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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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肇事現場圖資料，繪製路口肇事碰撞構圖，提供路口總和各種肇事之碰撞

類型、肇事傷亡、當事者類別、道路狀況、光線情形…等，其所對應的碰撞位置

資訊。並可由肇事構圖，發現路口主要的碰撞型態與對應之空間位置，能較精準

的掌握目前碰撞問題之所在。 

如圖 1-7 所示，分析路口主要發生之碰撞有北往南直行機動車之追撞、右轉

小汽車與直行機車之右轉側撞與南往北右轉小汽車與直行機車之右轉側撞。 

 

圖 1-7 分析路口肇事碰撞構圖 
資料來源：[2]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十全一路

十全二路

博
愛
一
路

博
愛
一
路

2

m
m

0

mm2

m
1

m
1

0

m1

m 1

m

B
1

m
1

1

m
m

m

0

1
P

m
m

2

m

1

0

0

0
m

m

0

0
B

us0

m

1

0

0m

m0

mm

2

m 1

0
0

0

0

0

m

1

m

1

m

1

m

1

m

1

m 1

m

1
m

1
m

m

1
m

m

1
m

m

1
m

m

m

1

m

1

m

1

m

1

m

2

m

2

1

2

3



 

9 

 

三、預擬改善方案(對照碰撞構圖產生道路與交通工程改善構想) 
應用肇事構圖與現況照片，並搭配現況號誌時制分析、道路交通特性分析、

道路安全檢核分析…等，初步研擬路口針對路口各類型碰撞，其所對應之道路工

程、標誌標線、號誌時制、其它管制方式…等之改善方案。 

由路口介間時間表(表 1-2)及 Google map 現場圖、道路安全檢核分析，研擬

出初步改善方案。如圖 1-8 所示。 

表 1-2 分析路口介間時間調查與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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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分析路口預擬改善方案說明示意圖(紅色圈圈) 
資料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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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2 同向右轉側撞, 快慢分隔下的慢車道劃
成兩車道, 一直進, 一右轉, 取消路口範圍30

公尺內的路邊停車格, 快車道禁止右轉。
3.夜間發生同向追撞,號誌燈反應不及,增長
黃燈一秒,並且調整號誌燈頭位置, 增加明視
度
4. 鄰向交叉撞，增長東往西的全紅時間, 調
整北側路口的兩段式左轉待轉區位置
5. 左轉對向側撞, 增長左轉專用號誌的全紅
時間，劃設左轉導引線，後退北側機車兩段
式左轉待停區
6. 同向追撞，停止線前移，增設一組遠端
號誌，提高遠端號誌的明視性，增長黃燈時
間一秒
7. 同向追撞，發生在行駛機車的慢車道，
停止線前移，提高遠端號誌的明視性，增長
黃燈時間，檢討快慢分隔之間的設置差異。
8. 同向右轉側撞, 快慢分隔下的慢車道劃成
兩車道, 一直進, 一右轉, 取消路口範圍30公
尺內的路邊停車格, 快車道禁止右轉。
9. 同4. 鄰向交叉撞，增長東往西的全紅時
間, 調整北側路口的兩段式左轉待轉區位置
10.同6. 同向追撞，停止線前移，增設一組
遠端號誌，提高遠端號誌的明視性，增長黃
燈時間一秒

3 

9 
4 

5 
6 

7 

8 

1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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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場會勘(檢核改善方案) 
研究單位與交通警察、工程單位等會勘，由研究單位說明肇事診斷與初步方

案，依相關權責單位對照與分析，如相關方案存有疑慮，現場針對該方案進行討

論，如有需要時立即於現場實際量測相關空間位置與相關方案之可行性。 

路口現場會勘如圖 1-9 所示： 

 

圖 1-9 路口現場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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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由會勘討論之結果，調整初步改善後確立路口之道路工程、標誌標線、號誌

時制…等之相關改善方案，並繪製施工圖說，並提供相關設計方案所需經費估算，

如表 1-3、圖 1-10 所示。 

表 1-3 路口改善設計經費估算 
路口改善經費估算表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一、直接工程成本 

2.標誌工程 
   (3)標誌(懸掛式) 面 4 4,000 16,000 
3.標線工程 
   (1)標線磨刨除 m2 52 300 15,600 
   (2)標線繪設 m2 133 300 39,900 
   (4)標字圖案繪設-指向線 組 14 600 8,400 
4.號誌工程 
   (2)發光二極體燈頭 組 3 6,050 18,150 
二、間接工程成本(約為『一、直接成本』之 15%)   15,737 

三、工程預備金(約為『一、直接成本』之 5%)   5,246 

     資料來源：[2] 

 

 
圖 1-10 分析路口改善設計圖 

資料來源：[2]  

劃設禁停紅線(50m)並取消
30m內之汽車停車格

快車道禁止右轉
慢車道劃設(直進、右轉箭標)

並增設『右轉車靠右』標誌

劃設左轉導引線

路口南側與北側快車道號制
分別加設附牌並增設『右轉
車靠右』標誌

路口南側與北側慢車道劃設分流
式機車停等區

快車道禁止右轉
慢車道劃設(直進、右轉)箭標

快車道禁止右轉劃設禁停紅線
(50m)並取消路口30m內之汽
車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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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前事後分析) 
提供可立即改善之短期方式，以供相關單位立刻實施。同時提供相關方案之

績效評估，並待成效評估後，分析各種方案之績效，回饋於改善設計。此外，另

針對需要研擬長期方案或道路工程者，並進行細部設計及編列預算。 

其中，路口安全評估方法，包含：衝突分析及碰撞構圖分析。分述如下： 

 衝突分析 
路口衝突分析可分為潛在衝突分析及實際衝突分析兩類，潛在衝突分析係以

車輛相互位置判斷其衝突之潛在風險；實際衝突則採用後侵占分析，係以兩車輛

軌跡交錯之時間差做為衝突判定。改善方案評估方式會視研究路口之特性選定適

用之衝突分析判定指標，以下詳述兩者之評估方法。 

1. 車流位置變化 

以分流式指向線之評估為例，其自路口上游處，距機車停等區下緣約 50 公

尺處開始繪設，旨在提醒右轉之汽機車駕駛人提前靠車道右側行駛，直行之汽機

車靠車道左側或於左側直行車道行駛。因此評估方式即由直行與右轉汽機車與該

車道左側車道線距離來判斷改善績效，離車道線距離越小代表車輛越靠左側行駛；

距離越大則代表車輛越靠右側行駛。 

為檢測分流式指向線之成效，分別進行事前及事後直行機車與右轉汽車通過

不同斷面之座標之顯著性分析，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和 95%信賴區間來比較兩

組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異，並提出下列假設： 

 虛無假設 0 mean meanH :事前 事後   

對立假設 1 mean meanH :事前 事後  

若路口接受虛無假設，代表該路口之事前事後之車輛軌跡無明顯差異，並探

討無法通過顯著性分析之緣由，並用其他方式評估改善措施之效益。 

此方法之調查方式由所攝之影像將接近路口處切成 3 至 5 個參考斷面。參考

斷面分別訂定為路段處、停等區處以及停止線處，路段處為距離前方停止線 15
公尺以上之斷面處；停等區處則是定義為機車停等區的下緣；停止線則是進入路

口前之停止線，若遇試辦路口無繪製機車停等區，則採距前方停止線 6 公尺之斷

面處。高樓錄影有角度清晰及影像廣闊之優點，因此可觀察到車輛於較上游處之

變化趨勢。平面錄影及高樓錄影分別調查直行與右轉汽機車通過參考斷面時與道

路邊線的距離，以做為改善措施之改善指標。 

2. 潛在衝突分析 

針對不同肇事型態有不同的潛在衝突分析方式，在此分別以右轉側撞潛在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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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分析與交岔撞潛在衝突分析為例，如下所述。 

右轉側撞潛在衝突可由右轉車位置與直行車位置判斷，當右轉車行駛時其右

側有足夠空間容納直行機車，此時直行機車即有機會行駛於右轉車的右側而形成

潛在衝突。是否允許右轉車輛與直行機車併行，所需最小寬度如圖 1-11 所示，

從汽車中心至路緣約 2.5 公尺包含汽車寬度一半約 1 公尺、機車離汽車、機車離

路緣行駛間所需淨間距各 0.4 公尺、機車寬度 0.7 公尺等，故若汽車行駛之車輛

中心點與路緣之淨間距大於 2.5 公尺，則機車即可從該汽車之右側併行，即有右

轉側撞肇事之可能性。因此先定義汽車右轉潛在衝突位置範圍從車道最左側起至

路緣左側 2.5 公尺止，汽車右轉安全範圍則為汽車中心點至路緣小於 2.5 公尺的

範圍。為方便比較路口改善前後差異，將行駛於距路緣大於 2.5 公尺的右轉汽車

的百分比與行駛於距路緣小於 2.5 公尺之直行機車百分比相乘後之數值，做為潛

在衝突指標。 

潛在衝突指標的計算方式為：超過 2.5 公尺的右轉汽車百分比*小於 2.5 公尺

的直行機車百分比。 

 

圖 1-11 汽機車併行所需最小淨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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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岔撞為直進車與鄰向直進車輛之碰撞，一般發生於兩鄰向時相轉換時，結

束(先行)方向車輛於綠燈時間結束後穿越交岔路口，與啟動(後行)方向行進之車

輛發生碰撞，啟動方向碰撞車輛一般為待轉區機車，因其停等位置靠近交岔路口，

較易與結束方向違規穿越之車輛碰撞，如圖 1-12 所示。 

 

 

圖 1-12 綠燈介間時間車流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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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易發生交岔撞之路口潛在衝突時，分別分析先行方向車輛於綠燈結束後

通過停止線之直進車流時間與數量，以及後行方向車輛於全紅時間後之通過機車

待轉區邊線之時間與數量，再依照雙向車流之時間分布探討此路口發生交岔碰撞

之潛在衝突，如圖 1-13 所示。 

 

圖 1-13 機車待轉區邊線示意圖 
 

3. 後侵佔時間(Post Encroachment Time)分析 

後侵佔時間定義為前車離開衝突區域到後車抵達衝突區域的時間，在右轉側

撞衝突類型中，右轉汽車右轉軌跡與後抵達的直行機車軌跡相交。後侵佔時間定

義為右轉車離開交會點至直行車抵達交會點的時間間隔。在交岔撞衝突類型中，

直進車與鄰向直進車之軌跡相交，後侵佔時間定義為先行直進車離開交會點至後

行車抵達交會點的時間間隔。先將影像以 ”Free Video to JPG Converter”將影片一

秒分割成三畫格，由人工讀取記錄後侵佔時間秒數。 

後侵佔時間讀取範例如圖 1-14。圖中 3 個畫格為 1 秒，以黃色線標示右轉車

輛－黑色汽車的軌跡，紅色線為直行車輛－機車的軌跡。右轉車與直行車軌跡相

交於畫格 18，右轉車於畫格 8 時到達交會點，表右轉車通過交會點 10 個畫格

（3.33 秒）後直行車抵達，因此記錄後侵佔時間為 3.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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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右轉側撞後侵佔時間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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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右轉車接續前一右轉車通過或同時有多輛車右轉時以後侵佔時間最小

的兩車記錄。由於兩車抵達同一地點的時間可相差無限大，因此需定義門檻做為

判定衝突的標準。 

4. 碰撞時間（Time to Collision）分析 

定義為在某瞬間兩車維持當前速度與方向，至碰撞所需的時間。由於此指標

為連續型，即每個時點均能產生一筆資料。因此，針對路口追撞衝突類型，定義

為在號誌轉為黃燈直至全紅時，距停止線最接近之車輛與其後方車輛之碰撞時間。 

5. 減速分析 

此分析方法主要應用於非號誌化路口，為了調查車輛行經非號誌化路口時之

減速效果，以紀錄車輛距離路口近端路緣延伸線「25 公尺至 20 公尺之平均行駛

速率」以及「5 公尺至 0 公尺之平均行駛速率」，此兩種速率分別用以表示「上

游速率」以及「近路口速率」，藉以比較車輛在非號誌化路口上游及近路口時之

行駛速率是否會有顯著速度差。此外，為了避免研究過程中，機動車輛受其他外

在因素影響其速率，例如：受前車減速影響而減速，在選取車輛樣本時，若在行

經距離路口近端路緣延伸線 25 公尺至 0 公尺之間，有受到其他車輛干擾之車輛，

將排除於樣本之外。此外，也將車種以及轉向對於車輛近路口速率之影響納入車

輛減速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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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碰撞比較分析 
在有完整的碰撞構圖的前後對照之下，可以清楚判別改善措施及其改善績效，

如圖 1-15 所示。以「混合車流情境之機車交通安全工程設計方法研究驗證與推

廣」[4]進行的北屯路/太原路為例。其事前事後之碰撞構圖如下圖所示，其經由

改善措施之後，可以確認有哪些碰撞將會因此而消除。 

 

 
圖 1-15 北屯路/太原路交岔路口改善事前事後碰撞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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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分析方法中，潛在衝突分析主要是針對右轉側撞的分析，若要以此衝

突分析方式評估其他碰撞型態，則須重新定義各參數。後侵占時間則能針對不同

的肇事型態進行分析，並做事前事後比較。然而後侵占時間需要先去求得不同側

撞型態的門檻值，才能避免誤差過大。事前事後碰撞比較分析為一種能清楚釐清

肇事是否改善的方法，然而所需時間過長，資料蒐集不易，因此搭配衝突分析與

碰撞分析的結果更能表現路口的改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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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肇事碰撞構圖定義與繪製分析 

肇事碰撞構圖，是以路口特性構圖為背景，事故資料為基礎。其所採用的符

號，如圖 1-16 所示，各箭標方向表示肇事關係者位移情形，應用適當符號，以

表達事故調查資料中相關肇事要件欲由肇事構圖分析達成確認交通工程設施相

關肇事因子之目的，須先進行：一、道路及交岔路口特性構圖繪製，二、肇事構

圖繪製，三、其他資料蒐集。其內容及方法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道路及交岔路口特性構圖繪製道路或交岔路口特性構圖 (Condition Diagram)
要件是指研究路口之實體設施，依路口幾何設計、交通管制設施及環境特性

可區分為: 

 幾何設計特性：路口輪廓、路型、車道數、安全島、專用道等。 

 交通管制設施：號誌、標誌、標線等。 

 環境特性：建築線位置、公用設施、漸近路口特性等。 

二、肇事構圖繪製 
肇事構圖(Accident or Collision Diagram)或稱為碰撞構圖，其繪製的主要目的

有三： 

 以簡單符號描繪單一事故的各種肇事要件。 

 明確表達研究路口肇事狀況。 

 做為交通工程設施肇事因子分析之基礎。 

 
三、其它資料蒐集 
   部分於交岔路口特性及肇事構圖中無法取得之資料，尚須以現場踏勘或調查

方式，蒐集地區型態、車速、交通量特性，車種組合，號誌時制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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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肇事碰撞構圖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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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針對臺中市旱溪西路/樂業路交岔路口 105 年事故資料為例，依據下

方各步驟進行碰撞構圖製作： 

一、繪製底圖 

將 Google 空拍圖做為底圖，以空拍圖為底圖繪製道路及交岔路口特性構圖，

如圖 1-17 所示。 

 

圖 1-17 交岔路口特性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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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現場圖及調查報告，繪製碰撞構圖 

 

圖 1-18 臺中市旱溪西路/樂業路現場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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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臺中市旱溪西路/樂業路現場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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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方向及位置，將碰撞構圖放置於正確位置 

樂業路

樂業橋

公 車 停 靠 區

樂業路

旱
溪
西
路
一
段

1

1

 

圖 1-20 碰撞構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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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主要車流方向及交岔路口的「井」字區位重新排列碰撞構圖 

如前所述，在依據肇事的現場圖採用圖 1-16 的箭標來完成各肇事碰撞型態

的繪製之後，因為各肇事的位置可能會分散在交岔路口的不同區位，例如同樣是

同向右轉側撞，可能會在近停止線或過了停止線才碰撞，故為了能較為明確了解

同一方向的同一碰撞類型，以方便對照該碰撞所對應的道路與交通工程設施，以

做為研擬對應的改善措施，須檢視整體交岔路口之各類碰撞，將同一類型碰撞依

據區位排列，如圖 1-21 所示。 

 

圖 1-21 交岔路口整體碰撞構圖區位歸類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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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區位歸類方式由一個交岔路口依據一個「井」字的 9 個方位來歸類，亦即

依各碰撞類型的較可能的方向來分類。如圖 1-22 所示，在東往北右轉相關的右

轉側撞、追撞、擦撞則歸類在圖的東北角；東側路口的直進相關的直行追撞與直

行擦撞則歸類在東側的直進車道；東往南左轉相關的左轉側撞、追撞、擦撞則歸

類在近中間處，另外，針對直行與鄰向車流的交岔撞，則放置於兩個車流方向交

會處，介於右轉撞與左轉撞之間的位置，如圖所示。以此原則針對各個路口依序

排列，以方便看出這些衝突的可能方向及位置，如此，即可以對照該方向的碰撞

型態，依據道路工程及交通工程相關的現況設計及可能的設計問題，即可按各項

道路與交通工程的設計規範的規定及相關的設計原則產生可能的改進措施。 

 

圖 1-22 碰撞構圖區位排列原則 

 

直行側撞 
直行擦撞 
直行追撞 

右轉側撞 
右轉擦撞 
右轉追撞 

左轉側撞 
左轉擦撞 
左轉追撞 

交岔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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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易肇事型態分析 

1.3.1 主要肇事型態分析 

國內現有肇事型態分類如圖 1-23 所示，首先肇事型態可因不同碰撞方式區

分為側撞、擦撞、交岔撞、追撞、對撞及其他，再因造成碰撞之原因細分，例如

側撞可分為右轉側撞、左轉側撞及左轉穿越側撞。 

 
圖 1-23 肇事型態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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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口常見肇事型態空間探討 
以無實體快慢車分流之正交路口為例，分類說明路口各位置所常見的肇事型

態，以釐清肇事原因。肇事發生地點分為路段、鄰近路口、路口近端、路口中端、

路口遠端等處，並根據過去肇事資料分析各點好發之肇事型態繪製如圖 1-24 所

示。 

 
圖 1-24 路口各位置常見的機車肇事類型 

 
根據圖 1-24，將肇事位置區分為五個區段，圖中 1 至 5 分別代表路段、鄰近

路口處、路口近端、路口中端及路口遠端，針對各個區段肇事型態之空間分布分

析如下述。 
 

 路段 
追撞：路段中因駕駛人變換車道之決策不當，或路邊停車造成車道壓縮使駕

駛人造成追撞意外發生。 
同向擦撞：在路段中可能會因為車道選擇或變換車道時機不恰當，造成與相

鄰車道之車輛擦撞。 

 鄰近路口 
停等追撞：前後駕駛人進入黃燈猶豫區間時，是否通過路口之判斷不一致而

造成近路口端之停等追撞意外。 
同向擦撞：在路段銜接漸變至路口處，當直行車輛欲變換至右轉車道進行右

轉時，可能會因為變換車道時機不恰當，或是漸變銜接設計不良，造成與相鄰車

道之車輛擦撞。 

 路口近端 
右轉側撞：時常發生於路口近端處，當號誌為圓形綠燈時，汽車欲在路口轉

彎，未注意到後方機車的情況下易生此類型側撞。此類型側撞也會發生於機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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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間，原因在於欲直行或兩段式左轉的機車若太靠近車道外側，則會與欲右轉

的機車產生衝突，發生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此類型碰撞多為圓形綠燈點亮時，左轉車輛與直行的機車造成的

碰撞。當汽機車的車道分流並不完全時，機車在車陣中鑽行的狀況下，容易造成

此類側撞的發生。另一方面，多車道左轉的路口，由於沒有車道線的區隔，也容

易造成同向左轉側撞的狀況發生。 
交岔撞：常發生在路口中間的情況，可能因為號誌設計不當，路口清道時間

不足使兩方向車輛造成碰撞。而停止線與機車待轉區距離路口過近，汽機車停等

超越停止線或停等區時，容易造成側向來車的碰撞。另待轉區內搶快的機車也容

易與搶黃燈之汽機車產生此種類型之碰撞。此外，在行人行穿線上由於行人綠燈

時間過短，或是行人搶快時也會造成通過車輛與行人之間的交岔碰撞。 

 路口中端 
左轉穿越側撞：多發生在路口中端處，對向來車進行左轉時，由於對向左轉

車輛之停等空間不足，而內車道車輛多以較快的速度直行時，反應不及的情況下

造成碰撞，當路口路幅寬且道路左轉導引標線不清或導引標線難以理解時，左轉

車輛並不清楚左轉後前進方向時，也容易造成轉彎時與對向來車之側撞。 

 路口遠端 
匯入擦撞：發生情況有二，一為當左轉車輛與右轉車輛匯入同一車道時，其

號誌設計不當或標線不清楚的狀況下，兩車並未注意到對方車輛時易造成匯入情

況之擦撞；其二為同向右轉擦撞情形，多為當汽機車分流不當時，機車與汽車右

轉的情況，汽車對右側情形不注意的情況下易造成此類型擦撞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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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各肇事型態改善範例 

路口主要肇事型態，依序為側撞、擦撞、交岔撞及追撞，此 4 類肇事型態約

占整體路口事故的 7 成，其他型態的肇事型態(如對撞、其他失控肇事等)，在交

岔路口情境中，相對較少，因此本手冊目前僅以 4 種主要事故型態為對象，探討

各肇事型態之肇因分析、改善策略以及設置範例。其中，側撞又可分為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如圖 1-25 所示。 

 
圖 1-25 肇事型態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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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第二章 右轉側撞改善設計範例 

2.1 右轉側撞肇因分析 

右轉側撞容易發生在靠近停止線處，駕駛在直行穿越路口的過程中，因右轉

機動車未能於接近路口的過程中靠右行駛，而造成直行車輛與右轉車輛之碰撞，

如圖 2-1 所示。 

 
圖 2-1 右轉側撞示意圖 

 
然而若該路口型式為快慢實體分隔，會產生另一種情形之右轉側撞，其為

快車道右轉車輛與慢車道直行之右轉側撞。路口右轉側撞主要由於快、慢車共

用一個號誌時相，快車道右轉車輛必須利用綠燈時間右轉通行，慢車道車輛仍

可直行通過路口，易使快車道右轉車與慢車道直行車輛產生碰撞，如圖 2-2 所
示。 

 
圖 2-2 快慢實體分隔型式之右轉側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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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造成右轉側撞之涉及因素可能為： 
 路口設置機車道、機慢車優先道、慢車道、公車停靠區、路邊停車格。 
 機車停等區內之機車並無依照行駛方向停等。 
 右轉車輛未靠右右轉。 
 在快慢分隔路型且未分隔快慢車道時相路口，未禁止與取締快車道右轉。 

2.2 右轉側撞改善策略 

針對右轉側撞可能涉及之因素提出改善策略，分別為(1)鄰近路口取消慢車

道、(2)停等區分流及(3)快慢實體分隔之快車道右轉管制，以下各小節針對各改

善策略之設計元素、設置條件、設置範例分別敘述。 

2.2.1 鄰近路口取消慢車道 

慢車道取消後可能漸變為右轉專用道、直右混合車道(合併式指向線)及直右

混合車道(分流式指向線)，以下將分別說明設計元素、設置條件及設置範例。 

一、設計元素 

 右轉專用道 
當路口右轉交通量過大時，設置右轉專用道紓解準備右轉之車輛，避免與直

行車輛衝突。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十三條，右轉專用車道寬度不得

小於二點七公尺。且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七十六條，應標繪

指向線，每隔三十公尺標繪一組，連續至交岔路口，相關標線設置位置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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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右轉專用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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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車道(分岔箭頭) 
依據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第一百八十八條指向線，用以指示車輛行

駛方向。以白色箭頭劃設於車道上。本標線設於交岔路口方向專用車道上與禁止

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時，車輛須循序前進，並於進入交岔路口後遵照所指方向行

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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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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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混合車道(分岔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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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車道(分流式指向線) 
為使車輛於接近路口時，能提早改變行駛位置，降低因於不正確位置進行轉

向，而引發右轉側撞或擦撞之發生機會。設置規則第 188 條之分流式指向線，適

合於車道寬度較寬之混合車道(建議 3.5 公尺以上設置)，相關標線設置位置原則

與圖例如下。在足夠空間下，以分流指向線搭配「輔 1」標誌為主；若空間有限，

可在路口遠端劃設指向線以供預告。 
- 分流式指向線(1)劃設位置距機車停等區上游處 1 公尺處。 
- 分流式指向線(2)劃設位置距機車停等區上游端約 30 至 50 公尺處。 
- 合併式指向線劃設位置距停等區上游端約 60 公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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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混合車道(分流式指向線) 



 

39 

 

二、設置條件 
若路口設有慢車道，往往會造成右轉汽車與直行機車衝突，導致右轉側撞的

發生，因此建議慢車道可漸變為直右車道或右轉專用道，通常設置於路段之最外

側。由於慢車道的寬度不一致，故取消慢車道需考量外側兩車道。依照市區道路

最低 D 級之服務水準，以直進車流量和右轉車流量當作界定門檻值，擬定外側

兩車道配置準則如下： 

 若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足以設置兩車道，則依照右轉車流量判斷。 
1. 一小時之右轉車流量大，建議設置直進車道+右轉專用道。 
2. 一小時之右轉車流量小，建議設置直進車道+直右共用車道。 

(右轉車流量大小評估，建議參考值為 500PCU) 

 若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僅能設置單車道，則依照車道寬度判斷。 
1. 車道寬度小於 3.5 公尺，建議設置直右混合車道，並繪製分岔箭頭。 
2. 車道寬度大於 3.5 公尺，建議設置直右混合車道，並使用分流式指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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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路口取消慢車道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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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範例 

 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A 
適用時機： 

 車道數(不含慢車道)為雙車道以上時，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為

5.8 公尺以上(含)且右轉車流量大時。 
車道配置及尺寸： 

 外側車道設置一直行車道及一右轉專用道。 
 直行車道於近路口 60 公尺處繪製直右指向線，30 至 50 公尺處、停等

區上游 1 公尺處繪製直行指向線。 
 右轉專用道繪製右轉指向線，近路口 30 公尺處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第 176 條視需要配合繪製禁止變換車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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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A 
(左圖：一般車道配置/右圖：偏移式車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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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B 
適用時機： 

 路車道數(不含慢車道)為雙車道以上時，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

為 5.8 公尺以上(含)，且右轉車流量較小時適用。 
車道配置及尺寸： 

 外側車道設置一直行車道及一直右共用車道。 
 直行車道與直右共用道建議於近路口 30 至 50 公尺處、停等區上游 1 公

尺處分別繪製直行指向線與直右指向線。直行車道另外於近路口 60 公

尺處繪製直右指向線。 
 直右共用道之停等區後端繪製縮小型指向線 (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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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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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C 
適用時機： 

 車道數(不含慢車道)為雙車道以上時，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不

足 5.8 公尺。 
車道配置及尺寸： 

 設置一直右混合車道。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直、右) 。相關標線設置位置原則如下: 

(1)第一組分流式指向線劃設位置: 距停等區上游 1 公尺 
(2)第二組分流式指向線劃設位置: 距停等區上游 30 至 50 公尺 
(3)合併式指向線劃設位置: 距停等區上游 60 公尺 

 混合車道之停等區後端繪製縮小型指向線(直、右) 

 
圖 2-9 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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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D 
適用時機： 

 車道數(不含慢車道)為單車道時，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達 5.8
公尺以上且右轉車流量大時。 

車道配置及尺寸： 
 設置一直左共用車道與一右轉專用道。 
 直左共用車道於近路口 30 公尺處、機車停等區上游 1 公尺處繪製指向

線。 
 右轉專用道繪製右轉指向線。 
 直左共用車道之停等區後端繪製縮小型指向線(左、直) 。 
 註：最外側車道可涵蓋路肩或停車格。 

 
圖 2-10 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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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E 
適用時機： 

 車道數(不含慢車道)為單車道時，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達 5.8
公尺以上，且右轉車流量較小時適用。 

車道配置及尺寸： 
 取消慢車道且設置一直左共用車道及一直右共用車道(或設置一左轉車

道與一直右共用車道)。 
 直左共用車道(或左轉車道)與直右共用車道於近路口 30 公尺處、停等

區上游 1 公尺處分別繪製指向線。 
 共用車道停等區後端繪製縮小型指向線。 

 
 圖 2-11 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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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F 
適用時機： 

 車道數(不含慢車道)為單車道，取消慢車道後最外側車道寬度達 3.5 公

尺但不足 5.8 公尺。 
車道配置及尺寸： 

 設置混合車道且繪製分流式標線(左、直右)。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左、直右)，相關標線設置位置原則如下: 

(1)第一組分流式指向線劃設位置: 距停等區上游 1 公尺 
(2)第二組分流式指向線劃設位置: 距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 

 停等區後端繪製縮小型指向線(左、直右)。 

 
圖 2-12 路口取消慢車道-範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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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停等區分流 

機車停等區分流可分為機車停等區內之分流及車道化停等區，以下將分別說

明設計元素、設置條件及設置範例。 
一、設計元素 

 停等分流箭標 
因應機車有向前鑽行之動態特性，將機車停等區設置於路段最前端，以用來

區隔停等狀態時的機車與其他車輛，以達到車種分流之效果。然而在停等區內機

車並無方向分流，可能會造成右轉車與直行車的側撞。設置規則第 174-2 條規定

停等區內得劃設縮小型指向線，相關標線設置位置原則與圖例如下。 
1. 指向線長度 1 公尺、寬度 0.3 公尺，詳細尺寸如圖 2-13 所示。 

 
圖 2-13 停等區分流箭標標線尺寸圖 

 
2. 劃設於停等區內，停等箭標之底端距離停等區線間隔 0.2 公尺，側邊與停等

區標線間隔 0.2 公尺。機車右轉箭頭標示在停等區內右側，左轉箭頭則標示

在停等區內左側。當單一車道機車可直進與左右轉時，直進箭頭標示於左右

轉箭頭中間；若單一車道機車可右轉或左轉，則直進箭標標示於轉彎箭標之

相對側，如圖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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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機車停等區內部之指示標線設置位置 

 

 車道化停等區 
降低停等區中不同行車方向之機車交織問題，當機車可行駛之車道數達兩車

道以上時，機車停等區依機車可行駛之車道分別劃設停等區。車道化停等區劃設

方式建議為合併式畫法，停等區標線與車道線、分向線等標線予以結合，以利簡

化機車停等區標線及增進明示性，如圖 2-15 所示。(備註：禁行機車道不得劃設

機車停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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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兩車道之車道化停等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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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條件 
機車停等區設置考慮因素包含：有無機車直接左轉設計、有無右轉專用道、

車道數是否為 3 車道以上等，依序評估其適用性。 
綜合由路口之左轉設計型式與車道配置現況，擬定機車停等區設計準則如圖

圖 2-16 所示： 

 在路口有機車直接左轉設計與右轉專用道，且車道數為 3 車道以上(禁行機

車道)，則依車道屬性，繪設左轉、直行箭頭於機車停等區。 

 在路口無機車直接左轉設計，且車道數為 3 車道以上、有右轉專用道時，則

繪設直行箭頭於機車停等區。 

 在有機車直接左轉設計，且車道數為 2 車道以下，或車道數為 3 車道以上且

無右轉專用道時，則分別繪設左轉、右轉箭頭於機車停等區最左側、最右側

角落。另依車道屬性繪設停等區之直行箭頭。 

 在無機車直接左轉設計且車道數為 2 車道以下，或車道數為 3 車道以上且無

右轉專用道時，則依車道屬性繪設右轉、直行箭頭於機車停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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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機車停等區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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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範例 

 機車停等區範例 A 
適用時機： 

 在路口有機車直接左轉設計，且車道數為 3車道以上時、有右轉專用道。 
車道配置及尺寸： 

 繪設左轉、直行箭頭於機車停等區 
 右轉專用道得視需要亦可畫設機車停等區 

 
圖 2-17 機車停等區範例 A 

 

機車停等區範例 B 
適用時機： 

 在路口為兩段式左轉設計，內側有禁行機車道，且車道數為 3車道以上、

有右轉專用道時。 
車道配置及尺寸： 

 在此配置下，機車停等區不繪製箭頭 
 右轉專用道得視需要亦可畫設機車停等區 

 
圖 2-18 機車停等區範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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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停等區範例 C 
適用時機： 

 在有機車直接左轉設計，且車道數為 2 車道以下，或車道數為 3 車道以

上且無右轉專用道時。 
車道配置及尺寸： 

 分別繪設左轉、右轉箭頭於停等區最左側、最右側角落。另依車道屬性

繪設停等區之直行箭頭。 

 
圖 2-19 機車停等區範例 C 

 

機車停等區範例 D 
適用時機： 

 在兩段式左轉設計且車道數為 2 車道以下，或車道數為 3 車道以上且無

右轉專用道時。 
車道配置及尺寸： 

 依車道屬性繪設右轉、直行箭頭於停等區。 

 
圖 2-20 機車停等區範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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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快慢實體分隔之快車道右轉管制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零二條第六點，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之道

路，在慢車道上行駛之車輛不得左轉，在快車道行駛之車輛不得右轉彎。但另設

有標誌、標線或號誌管制者，應依其指示行駛。以下將分別說明設計元素、設置

條件及設置範例。 
一、設計元素 

 快車道禁止右轉 
快車道禁止右轉時，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三十一條，需

於上游路口設置繞道標誌「指 67」，用以預告前方路口實施交通管制措施，並指

示轉彎車輛之正確行駛路線。本標誌上游得設「左（右）轉車繞道」附牌。提醒

用路人提前於路口轉向前變換車道，以便能於慢車道右轉。建議設置快車道專用

號誌、標誌牌及慢車道專用號誌、標誌牌，如圖 2-21 所示。 

 
圖 2-21 「指 67」右轉繞道標誌牌 

 
根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七十四條，禁行方向標誌，用以告示

車輛駕駛人禁行之方向。禁止右轉用「禁 17」。設於禁止各種車輛右轉顯明之處。

故需於快車道設置禁止右轉標誌牌搭配快車道附牌，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禁 17」快車道禁止右轉標誌牌與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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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時相區隔快車道右轉車流與慢車道直行車流 
為了避免快車道右轉車流與慢車道直行車流發生衝突，可以時相區隔兩股車

流。可行的方式有三種，分別為設置右轉保護時相、快車道右轉早開或遲閉、及

快車道獨立時相。其中之區別為，右轉保護時相及右轉早開或遲閉需使用箭頭綠

燈且需搭配右轉專用道；若而快車道採獨立時相，則可選擇採用圓頭綠燈。 
1. 右轉保護時相 

右轉保護時相需搭配設置右轉專用道，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一百七十六條，行車方向專用車道標字，設於接近交岔路口之行車方向專用車道

上，得視需要配合禁止變換車道線使用。用以指示該車道車輛行至交岔路口時，

應遵照指定之方向左彎、右彎或直行。此外，具有右轉保護時相之號誌設計須設

置右轉箭頭燈，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二百零三條，行車管制號誌

燈面中各鏡面之排列方式，得以橫排或縱排安裝之，橫排者由左至右，依次為圓

形紅燈，圓形黃燈，左轉箭頭綠燈，直行箭頭綠燈，右轉箭頭綠燈，如圖 2-23 所
示。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二百零六條，箭頭綠燈表示僅准許車輛

依箭頭指示之方向行駛。且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二百一十三條，

道路某些方向受到管制，或實際上不能行駛時，其交岔路口號誌宜以箭頭綠燈替

代圓形綠燈，指示車輛遵循方向行駛。建議設置快車道專用號誌、標誌牌及慢車

道專用號誌、標誌牌，如圖 2-24 所示。當快車道為右轉保護時相時，慢車道若

有設置右轉專用道，可選擇同時開啟慢車道右轉箭頭綠燈。 

 
圖 2-23 號誌燈面之鏡面排列順序圖 

 
2. 快車道右轉早開、遲閉 

快車道右轉早開、遲閉亦需搭配右轉專用道，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第一百七十六條，行車方向專用車道標字，設於接近交岔路口之行車方向專

用車道上，得視需要配合禁止變換車道線使用。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第二百一十三條，交岔路口進行早開、遲閉等號誌運轉時，可以箭頭綠燈替代

圓形綠燈，使在早開、遲閉時段中，僅有右轉車輛可以行駛，若慢車道若有設置

右轉專用道，可選擇同時開啟慢車道右轉箭頭綠燈。建議設置快車道專用號誌、

標誌牌及慢車道專用號誌、標誌牌，如圖 2-24 所示。 
 

3. 快車道獨立時相 
設置快車道獨立時相表示該時相僅有快車道之車流可以行駛。以號誌區隔快

車道車流與慢車道車流。在號誌的選擇上，可以使用圓形綠燈。必須分別設置快

車道專用號誌與慢車道專用號誌。並且需搭配設置快車道專用號誌標誌牌及慢車

道號誌專用標誌牌，以確保駕駛人能依所屬車道遵循行駛。快車道專用號誌、標

誌牌及慢車道專用號誌、標誌牌如圖 2-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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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快車道專用號誌標誌牌及慢車道號誌專用標誌牌 

 
二、設置條件 

快車道應禁止右轉或實施右轉專用號誌或以時相區隔，原則上禁止右轉。並

設置須獨立時相(箭頭燈)，且需設置「指 67」標誌。因此燈面配置型式為：當無

左轉或右轉專用道時，快車道以直、左兩種箭標設計為原則；慢車道以直、右箭

標設計為原則；當有左轉或右轉專用道時，快車道以直、左、右三種箭標設計為

原則；慢車道以直、右箭標設計為原則。如因地制宜准許快車道右轉，須以時相

區隔快車道右轉車流與慢車道直行車流。 
 
三、設置範例 

 快車道禁止右轉 
適用時機： 

 快車道禁止右轉時。 
車道配置及尺寸： 

 於路口上游設置「指 67」，於路口下游設置「禁 17」。 
 號誌設計為箭頭燈。 

 

圖 2-25 快車道禁止右轉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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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快車道右轉 
適用時機： 

 設置快車道右轉保護時相。 
車道配置及尺寸： 

 快車道最外側車道為右轉專用道。 
 號誌設計為箭頭燈。 

 

 
圖 2-26 快車道允許右轉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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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右轉側撞應用案例 

本節以高雄市王生明路/國泰路一段/維武路/鳳頂路與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

二路口，做為右轉側撞應用範例，以下各路口將以肇事初診、肇事診斷以及實施

與評估分別細述各項內容[3]。 

2.3.1 王生明路/國泰路一段/維武路/鳳頂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非建成區，有公園、軍營官校等鄰近該路口。 
 幾何特性分析：本路口為十字型交叉，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

下表所示： 
表 2-1 高雄市國泰路/維武路/鳳頂路/王生明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 車

站 

東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 / 槽化 汽+汽+汽+機 左+直+直右+直右 --- -- 
離 3 / 標線 汽+汽+機 ---- --- -- 

西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 / 汽混實

體  分隔 
汽+汽+汽+機 左+直+直右+直右 格位 --- 

離 3 / 汽混實

體分隔 
汽+汽+混 ---- 格位 --- 

南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3 / 汽混實

體分隔 
汽+汽+混 左直+直+直右 --- --- 

離 3 / 汽混實

體分隔 
汽+汽+混 ---- --- --- 

北 聯絡道 
標線分隔 

進 1+肩 / 標線 汽混 左直右 --- --- 
離 1+肩 / 標線 汽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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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1) 北側王生明路(往小港)：機車兩段式左轉  
(2) 南側鳳頂路(往鳳山市區)：快車道禁止右轉、慢車道禁止左轉、慢車道-機慢

車兩段式左轉 

(3) 西側國泰路一段 (往陸軍官校): 慢車道-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4) 東側維武路(往市議會) : 快車道禁止右轉、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西側國泰路一段：5-24 時禁止 15 噸以上大型車輛左轉 (公車及客運車除外) 
3. 速限 
(1) 鳳頂路(往小港)：快車道速限 60kph、慢車道速限 40kph 
(2) 國泰路一段(往陸軍官校) : 快車道速限 50kph 
4. 號誌時制 

表 2-2 高雄市王生明路/國泰路一段/維武路/鳳頂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假日昏峰由國

泰路一段往維武路有 1251 輛機車直行，易與同向右轉之汽車發生碰撞。 

  

4 1 5 4.2 4.42
理論介間時間<

現況介間時間
5

4 3 7 4.17 4.36
理論介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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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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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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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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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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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紅

(秒)

路口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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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燈

(秒)

綠燈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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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秒)

綠燈介間

時間60(秒)

綠燈介間

時間40(理

論)(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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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5%），其次為同向擦撞(佔 12%)，再來為追撞(佔 15%)。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

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

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2-27 高雄市國泰路/維武路/鳳頂路/王生明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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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2-28 高雄市國泰路/維武路/鳳頂路/王生明路肇事碰撞構圖 

    由碰撞構圖顯示: 

 北向鳳頂路快車道右轉維武路之車流與鳳頂路慢車道直行車流發生最多次

的車禍。 
 其次為維武路左轉鳳頂路之車輛與國泰路直行之車輛的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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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為針對追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2-3 高雄市國泰路/維武路/鳳頂路/王生明路右轉側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南側 1. 延伸鳳頂路快慢車分隔島。 

2. 鳳頂路南側路口停止線前移，並禁止快車道右轉。 

3.鳳頂路號誌配合停止線一併移設。 

 

 

圖 2-29 高雄市王生明路/國泰路一段/維武路/鳳頂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劃設機車停等區

增設左轉專用號誌

劃設機車待轉區

停止線與號誌調整前移

延長快慢分隔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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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2-4 高雄市王生明路/國泰路一段/維武路/鳳頂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24 6 0 5 0 0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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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住商混合區，並有商店位於路口轉角處，使該路

口常有臨停車輛。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

所示： 

表 2-5 高雄市仁心路仁雄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 +肩 / 標線 
汽+汽+混+混 左直+直+右直+

右直 
白線 灣子內 

離 4 +肩 / 標線 汽+汽+混+混 ---- 白線 灣內村 

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 +肩 / 標線 
汽+汽+混+混 左直+直+右直+

右直 
白線 灣子內 

離 4 +肩 / 標線 汽+汽+混+混 ---- 白線 灣內村 

東 
次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1 肩 / 標線 混 左直右 --- --- 
離 1 肩 / 標線 混 ---- --- --- 

西 
次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1 肩 / 標線 混 左直+右直 白線 --- 
離 1 肩 / 標線 混 ---- 白線 ---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1) 北側鳳仁路(往南): 機車兩段式左轉 
(2) 南側鳳仁路(往北): 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1) 南側鳳仁路(往北):快車道-禁行機車 
(2) 北側鳳仁路(往南):快車道-禁行機車 
3. 禁止標誌:無   
4. 速限  
  鳳仁路:快車道最高速限 60kph、機車道最高速限 4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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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誌時制 
 

表 2-6 高雄市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假日昏峰有

1479 輛機車由北往南直行、164 輛汽車由北往南右轉，由於機車之交通量大，常

與右轉仁雄路之汽車發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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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8%），其次為同向擦撞(佔 18%)，再來為追撞(佔 7%)與交岔撞(佔 7%)。除了針

對該路口之碰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

狀況以及肇事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2-30 高雄市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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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2-31 高雄市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肇事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鳳仁路北往南直行機動車與右轉機動車之右轉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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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為針對追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2-7 高雄市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右轉側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西北側 1. 鳳仁路南北兩側路口與近上游路口處，重繪車道指向線箭標，及最內側

車道增繪左轉專用標誌。 

2.路口北側、南側行穿線改對齊路口轉角處。最外側兩車道停止線前移。 

3. 鳳仁路北往南及仁雄路往東近路口繪設禁停紅線。 

4. 鳳仁路北往南上游路口處「輔 1」車道預告標誌應隨車道變更後一同調

整。 

 

圖 2-32 高雄市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2-8 高雄市仁心路/仁雄路/鳳仁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0 6 0 1 1 0 9 5 

劃設四車道，車道配置
左/直/直/直右

行穿線採斜交劃設

前移外側車道之停止線

採偏移車道方式，劃設兩
硨道，車道配置直左/右

劃設中心導引線與左轉
導引線

前移外側車道之停止線

劃設四車道，車道配置
左/直/直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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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第三章 左轉側撞改善設計範例 

3.1 左轉側撞肇因分析 

左轉側撞容易發生在靠近停止線處，當左轉車未於最內側車道左轉，導致其

左轉穿越路口的過程中，與內側直行車輛發生碰撞，如圖 3-1 所示。 

 

圖 3-1 左轉側撞示意圖(一) 
 
若該路口最內側車道為直行左轉車道，並且無禁行機車時，直行機車可能

鑽行於左轉車輛左側，當綠燈始亮時，將與左轉機動車產生左轉側撞，如圖 3-2
所示。 

 
圖 3-2 左轉側撞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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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造成左轉側撞之涉及因素可能為 
 路口上游欠缺車道指向標線；路口上游欠缺「輔 1」車道指示標誌。 
 在非正交路口，採機車兩段式左轉設計，易造成機車駕駛違規左轉。 
 在主車流動線為左轉之路口，採機車兩段式左轉設計，易造成機車駕駛

違規左轉。 
 多叉路口，未適當分隔不同車流方向行駛空間，或未有適當時相分隔不

同方向車流。 

3.2 左轉側撞改善策略 

針對左轉側撞可能涉及之因素提出改善策略，分別為(1)機車左轉設計及(2)
車道化停等區。其中，(2)車道化停等區已於右轉側撞改善設計範例中詳述，故此

處不再贅述，以下針對(1)機車左轉設計之設計元素、設置條件、設置範例分別細

述。 

3.2.1 機車左轉設計 

機車左轉方式可分為機車兩段式左轉及機車可直接左轉，以下將分別說明設

計元素及設置條件。 
一、設計元素 

 機慢車左轉待轉區 
當路口過大時，設置機慢車左轉待轉區使機慢車可採兩段式左轉。根據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六十五條，機慢車兩段左（右）轉標誌「遵  20」、
「遵  20.1」，用以告示左（右）轉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或慢車駕駛人應遵照

號誌指示，在號誌顯示允許直行時先行駛至右（左）前方路口之左（右）轉待轉

區等待左（右）轉，俟該方向號誌顯示允許直行後，再行續駛，以兩段方式完成

左（右）轉。本標誌設於實施機慢車兩段左（右）轉路口附近顯明之處，並配合

劃設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標線。本標誌上游得設「機慢車兩段左(右)轉」附

牌。建議設置於路口停止線上游 80-100 公尺處。同時在路口處，可與號誌共桿

增設。 

 
圖 3-3 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牌及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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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九十一條，機慢車左（右）轉待轉

區線，用以指示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或慢車駕駛人分段行駛。視需要設於號

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本標線線型為白色長方形，線寬十五公分。劃設於停止線前

端，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者，劃設於枕木紋行人穿越道前方。本標線前緣以不

超出橫交道路路面邊緣為原則。 

 
圖 3-4 機慢車左轉待轉區 

 

 左轉專用道(汽機車共用)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於欲左轉車輛行駛之規定為：變換車道時，應讓

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不得

占用轉彎專用車道。 
當路口左轉交通量過大時，設置左轉專用道紓解準備左轉之車輛，避免與直

行車輛衝突。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十三條，左轉專用車道寬度不得

小於二點七公尺。且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七十六條，應標繪

指向線，每隔三十公尺標繪一組，連續至交岔路口。為減免標線之繪製，不繪製

標字，僅每隔三十公尺標繪一組，並以雙白實線區隔其他車道，相關標線設置位

置如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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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左轉專用道(汽機車共用) 

 
為了能提早告知駕駛人前方路口的車道配置，在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中，訂有「輔 1」標誌的設置規則。可將標誌設置於路口前方 30 公尺處左右，以

提前告知駕駛人前方之車道配置，如圖 3-6 所示。 

  
圖 3-6 左轉專用道(汽機車共用)之「輔 1」標誌牌 

 
為提醒機車騎士此路口之直接左轉管制方式，使左轉機車即早變換至機車直

接左轉車道，可設置指示標誌如圖 3-7 所示，建議設置在上游 80-100 公尺處與

「輔 1」標誌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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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機車可以直接左轉標誌牌 

 

 機車左轉專用道 
為減少左轉機車與其他車種交織，並能提早決定行駛位置，設置機車左轉專

用道，降低因於不正確位置進行轉向，而引發左轉側撞或擦撞之發生機會。依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七十四條，車種專用車道標線，用以指示僅

限於某車種行駛之專用車道，其他車種及行人不得進入。本標線由白色菱形劃設

之，菱形之二對角線分別為縱向長二百五十公分，橫向長一百公分，線寬十五公

分。自專用車道起點處開始標繪，每隔三十至六十公尺標繪一組，每過交岔路口

入口處均應標繪之，並於每兩個菱形中間，縱向標寫白色車種專用車道標字或圖

示配合使用。為減免標線之繪製，及增加駕駛明視性，以試辦性質之方式，將機

車左轉專用道繪製成兩組左轉指向線及機車圖示，並以雙白實線區隔其他車道，

當機車左轉專用道設置於外側車道時，需搭配左轉保護時相。相關標線設置位置

原則與圖例如下。 
- 第一組左轉指向線位在停止線下方約 1 公尺處。 
- 第二組左轉指向線位在停止線下方約 30-50 公尺處。 
- 第二組左轉指向線底部下 1 公尺處繪製機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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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機車左轉專用道(右圖) 

 

為區分「輔 1」標誌牌中車種之左轉專用道，將此左轉專用道允許左轉之車

種標示於下方，若該車道為汽車專用之左轉專用道，則在「輔 1」標誌牌上所指

車道標誌底下標明汽車圖示，機車亦同，如圖 3-9 所示，內車道為汽車左轉專用

道，中間車道及外側車道則為機車左轉專用道。 
 

  

圖 3-9 機車左轉專用道之「輔 1」標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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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條件 
目前路口針對機車左轉方式，一般以車道數做為區分，如下所示： 

 兩車道以下之路口，視路口事故及交通特性因地制宜。 
 三車道以上之路口，基於安全考量，採兩段式左轉，以降低機車在變化車道

時，與其他車輛發生之碰撞風險。 
但若遇特殊路型或大量機車左轉需求，在有左轉保護時相下，則建議使用機

車直接左轉，使用時機如下所示： 
 丁字路待轉區無有效庇護空間，以致於路口大量機車之交岔撞。 
 大量機車直接左轉導致違規。 
 左轉機車過多，無足夠待轉空間。 
 路口幾何特性適合直接左轉，例如：斜交路口。 
機車左轉設計因素包含：是否有汽車左轉保護時相、路型是否為快慢分隔、

車道數是否為 3 車道以上等，綜合由路口之左轉設計型式與車道配置現況，擬定

機車左轉管制方式設計準則如 
圖 3-10 所示。其中，兩段左轉設計範例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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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機車左轉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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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左轉設計範例

是否為丁字路口

是否有轉向專用
車道

否

否 是

是

兩段左轉
範例A

兩段左轉
範例B

兩段左轉
範例C

 
圖 3-11 兩段左轉設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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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範例 

 機車左轉設計-直接左轉範例 A 
適用時機： 

 路口路型無快慢實體分隔，路段上游為三車道以上，且有左轉保護時相

時，須以標誌標線導引直接左轉之機車至指定區域停等，並於左轉保護

時相時直接左轉。路口機車直接左轉，原則上配合路段內側車道未禁行

機車時實施。 
車道配置及尺寸： 

 不計慢車道，車道寬度達 10.8 公尺，則可增設一條機車左轉專用道，寬

度需至少 1.5 公尺，並繪設機車停等區。 
 不計慢車道，車道寬度未達 10.5 公尺，則機車與汽車共用左轉專用道，

並在路口處繪設機車停等區。 
 近路口處之雙白線長度建議為 30~50 公尺，用以禁止變換車道。 
 「輔 1」標誌牌建議設置於路段漸變處，停止線上游 50 至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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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機車左轉設計-範例 A 
 
 
備註： 

 鄰近路段需一併檢視公車站位及巷道進出等問題。 
 機車左轉車道可繪製彩色鋪面。 
 機車左彎專用道停止線位置宜考慮大型車內輪差及左彎待停區適度調

整位置。 
 車道寬 10.8 公尺=左轉車道(2.8 公尺)+機車左轉道(2 公尺)+一般車道

*2(6 公尺)的最小寬度設計所做的原則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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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左轉設計-直接左轉範例 B-1 
適用時機： 

 路口路型為快慢實體分隔，有左轉保護時相，且慢車道無汽車左轉車道

時，以標誌標線之指示導引直接左轉之機車進入機車左轉專用道，並於

左轉保護時相時直接左轉。 
車道配置及尺寸： 

 慢車道上游為兩車道以上，無汽車左轉專用道，車道寬度達 7.8 公尺，

可於內側或外側增設機車左轉專用道，寬度需至少 1.5 公尺。 
 近路口處之雙白線長度建議為 30~50 公尺，用以禁止變換車道。 
 「輔 1」標誌牌建議設置於路段漸變處，停止線上游 50 至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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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機車左轉設計-範例 B-1 

 

 

備註： 

 鄰近路段應一併檢視公車站位及巷道進出等問題。 
 得設置機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 
 機車左轉車道可繪製彩色鋪面。 
 機車左彎專用道停止線位置宜考慮大型車內輪差及左彎待停區適度調

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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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左轉設計-直接左轉範例 B-2 
適用時機： 

 路口路型為快慢實體分隔，有左轉保護時相，且慢車道有汽車左轉車道

時，以標誌標線之指示導引直接左轉之機車進入機車左轉專用道，並於

左轉保護時相時直接左轉。 
車道配置及尺寸： 

 慢車道上游為兩車道以上車道寬度達 7.8 公尺，且其汽車左轉專用道為

附加車道者，或三車道以上寬度達 10.8 公尺，當有設置汽車左轉專用

道時，可於內側或外側增設機車左轉專用道，寬度需至少 1.5 公尺。 
 上述做法欲可採用汽車與機車共用專用道，並在路口處繪設機車停等區。 
 近路口處之雙白線長度建議為 30~50 公尺，用以禁止變換車道。 
 「輔 1」標誌牌建議設置於路段漸變處，停止線上游 50 至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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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機車左轉設計-範例 B-2 
 
 
 
備註： 

 鄰近路段應一併檢視公車站位及巷道進出等問題。 
 得設置機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 
 機車左轉車道可繪製彩色鋪面。 
 機車左彎專用道停止線位置宜考慮大型車內輪差及左彎待停區適度調

整位置。 
 車道寬 10.8 公尺=左轉車道(2.8 公尺)+機車左轉道(2 公尺)+一般車道

*2(6 公尺)的最小寬度設計所做的原則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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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左轉設計-兩段左轉範例 A 
適用時機： 

 三車道以上，非丁字路口，無轉向專用車道。 

車道配置及尺寸： 
 近端號誌桿及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至 50 公尺處設置機慢車兩段左轉標

誌「遵 20」及附牌。 
 若外側第三車道無禁行機車，則於分隔島設置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遵

20」及附牌。 
 路口處繪製機慢車兩段左轉待轉區，以不超過路緣邊線為準。 
 禁行機車車道前不繪設機慢車兩段左轉待轉區。 

 

 
圖 3-15 兩段左轉設計-範例 A 

  



 

82 

 

機車左轉設計-兩段左轉範例 B 
適用時機： 

 三車道以上，非丁字路口，有轉向專用車道。 

車道配置及尺寸： 
 「遵 20」標誌及附牌。 
 路口處繪製機慢車兩段左轉待轉區，以不超過路緣邊線為準。 
 若外側第三車道無禁行機車，則於分隔島設置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遵

20」及附牌。 
 禁行機車車道或或紅燈允許右轉車道前不繪設機慢車兩段左轉待轉區。 

 

 
圖 3-16 兩段左轉設計-範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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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左轉設計-兩段左轉範例 C 
適用時機： 

 三車道以上，丁字路口。 

車道配置及尺寸： 
 近端號誌桿及停等區上游 30 公尺至 50 公尺處設置機慢車兩段左轉標

誌「遵 20」及附牌。 
 若外側第三車道無禁行機車，則於左側分隔島設置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

「遵 20」及附牌。 
 原則上兩段左轉待轉區以削切人行道為主，保留人行道至少 0.9 公尺行

走空間。 
 若無法削切人行道，則設槽化線。(長度原則至少為 3 公尺，漸變段依

現場需求加長。) 

 
圖 3-17 兩段左轉設計-範例 C 

3.2.2 機車停等區分流 

機車停等區分流可分為機車停等區內之分流及車道化停等區，詳請參照右轉

側撞改善設計範例 2.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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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左轉側撞應用範例 

本節以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與義和路/九和路/鳳屏二路二路口，做為左

轉側撞應用範例，以下各路口將以肇事初診、肇事診斷以及實施與評估分別細述

各項內容[3]。 

3.3.1 中山三路/時代大道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住商混合區，也有軍營於路口附近，使該路口有

較多臨停車輛存在。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有軍營出入口之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

與幾何配置如下所示： 

表 3-1 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西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5 /汽混實體分

隔 
汽+汽+汽+
汽+混 

直+直+直+直
+右 

紅線 夢時代 

離 4 /汽混實體分

隔 
汽+汽+混+
混 

---- 紅線 --- 

東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5 /汽混實體分

隔 
汽+汽+汽+
混+混 

直+直+直+直
右+直右 

紅線 凱旋站 

離 4 /汽混實體分

隔 
汽+汽+混+
混 

---- --- 凱旋站 
(公車彎) 

西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肩/ 標線 汽+混 左直+直右 黃線 --- 
離 2+肩/ 標線 汽+混 ---- 黃線 ---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本路口現況交通管制措施與號誌時制如下所示： 
1. 轉向管制 
(1) 北側中山三路(往光華路)：慢車道-右轉光華路車輛請行駛慢車道、慢車道-

往時代大道車輛請至前方光華路迴轉行駛慢車道 
(2) 南側中山三路(往小港)：快車道-禁止左右轉 
(3) 西側時代大道 (往中山三路): 機車兩段式左轉 
(4) 東側聯勤 205 軍營(往時代大道) : 無 
2. 禁行車輛 : 無  
3. 禁止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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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側中山三路(往小港機場)：快車道-禁止迴轉、快車道-禁行機車、快車道車

道嚴禁右轉 
(2) 北側中山三路(往光華路)：快車道-禁止迴轉 
4. 速限  
(1) 中山三路(往小港)： 快車道最高速限 60kph、機車道最高速限 40kph 
(2) 中山三路(往光華路)： 快車道最高速限 60kph、慢車道最高速限 40kph 
5. 號誌時制 

表 3-2 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晨峰有

3,394 輛機車、平日昏峰有 1,774 輛機車由南往北直行，由於該方向直行之交通

量大，常與左轉時代大道之汽車發生碰撞；且直行機車間常發生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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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5%），其次為追撞(佔 34%)，再來為同向擦撞(佔 15%)。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

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

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3-18 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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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3-19 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肇事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中山三路左轉時代大道汽車與直行車左轉側撞。 
 中山三路往北直行機車停等追撞。 
 時代大道上由南北向中山三路轉進之匯入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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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左轉側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3-3 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路口左轉側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東南側 1. 中山三路南邊路口左轉時代大道增設左轉導引線。 

2.中山三路南邊路口慢車道增設機車禁止左轉標誌。 

3.設置中山三路北向違規左轉之自動違規取締照相設備。 

長期方案：兩段左轉機車時相早開。 

 

 

圖 3-20 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改善方案設計圖 
  

協調營區停車空間

機車待轉區標線重繪

增設靠右轉行駛標誌

新增左右轉導引線

增設機車禁止左轉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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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3-4 高雄市中山三路/時代大道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6 8 0 3 0 0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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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義和路/九和路/鳳屏二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住商混合區，有交流道和加油站鄰近於該路口。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非正交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

置如下所示： 

表 3-5 高雄市義和路/九和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東 
主要幹道 
高架橋分隔 

進 4 / 標線 混+混+混+混 左+直+右+右 --- --- 

離 2+肩 / 標線 混+混 ---- --- --- 

西 
主要幹道 
高架橋分隔 

進 3 / 標線 混+混+混 左+左+直右 --- 磚仔窯 

離 3 / 標線 汽+混+混 ---- --- 磚仔窯 

南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1+肩 / 標線 混 左直右 --- --- 
離 1+肩 / 標線 混 ---- --- --- 

東北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汽+混 左直+直右 --- --- 
離 2+肩 / 標線 汽+混 ---- --- ---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西側鳳屏二路(往東): 機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  
(1) 南側義和路(往北):內側車道-禁行機車 
(2) 東側鳳屏二路(往西):內側車道-禁行機車 
(3) 西側鳳屏二路(往東):內側車道-禁行機車 
3. 禁止標誌: 
(1) 義和路 : 限高 4.6 公尺 
(2) 九和路 :限高 4.6 公尺 
4. 速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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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誌時制 
表 3-6 高雄市義和路/九和路號誌時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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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昏峰有

252 輛機車由西往東直接左轉、1,567 輛機車由西往東直行，由於直接左轉機車

交通量大，路口易發生同向側撞。此外，有 2,294 輛機車由東往西直行，在路

口綠燈介間時間不足之下，易發生垂直交岔撞。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5%），其次為同向擦撞(佔 23%)，再來為交岔撞(佔 11%)。除了針對該路口之

碰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

事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3-21 高雄市義和路/九和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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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3-22 高雄市義和路/九和路肇事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鳳屏二路東往西直行機車與九和路北往南直行機車之垂直交岔撞。 
 鳳屏二路西往東直行機車與鳳屏二路西往東左轉機車之左轉側撞。 
 鳳屏二路東往西右轉公車與鳳屏二路東往西直行機動車之右轉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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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左轉側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3-7 高雄市義和路/九和路路口左轉側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西側 1. 西側路口採機車直接左轉，加設左轉導引線。 

2.路口西側變更車道配置，設置機車優先道，提供機車直接左轉。 

長期建議：鳳屏二路西側加「輔 1」標誌 (2 左 1 直右)，並將機車待轉

區與機車直接左轉附牌於「輔 1」下方，加機車待停區。 

 

 
圖 3-23 高雄市義和路/九和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3-8 高雄市義和路/九和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25 0 0 4 0 0 21 0 

 
  

二車道(左/直右)以槽化方式調
整交角，並劃設機車停等區，
另將號制燈桿前移

路口配置改1左2直1右，機車停等區改設置於右
側第二車道，採車道偏移方式

停止線與行穿線前移

劃設車道導引線
劃設二混合車道，內側車道
為左轉專用道，並劃上機車
停等區

採車道偏移方式，路口配
置1左1直右，並劃上機車
停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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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第四章 左轉穿越側撞改善設計範例 

4.1 左轉穿越側撞肇因分析 

左轉穿越側撞發生在交岔路口間，在左轉專用時相下，若直進車輛在全紅時

間未能完全紓解，接續左轉車流啟動，容易與對向直行車輛產生碰撞。或者在無

左轉專用號誌路口，左轉汽車通過路口時，在閃過汽車之後，卻與跟隨於汽車後

方的直行機車產生側撞。 
斜交路口由於本身幾何特性的關係，駕駛人在轉向時的路徑動線相對較不易

維持一定的轉彎動線，若再加上沒有提供專用的左轉時相，就會增加左轉穿越側

撞之風險。或者在具左轉專用道路口，但若沒有設置左轉停等帶，以致左轉車停

等位置會有差異，有時會停等在容易引發衝突的位置。對於左轉車輛而言，可能

造成左轉車輛停等位置過於前方，造成與對向車輛發生碰撞，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左轉穿越側撞示意圖(一) 
 
丁字路口由於幾何特性的關係，若主幹道設有機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且兩

段左轉機車與支道共用綠燈時相時，則直行之待轉機車與支道上的左轉車可能會

產生衝突，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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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左轉穿越側撞示意圖(二) 
 

歸納左轉穿越側撞之涉及因素包含： 
 欠缺左轉導引線。 
 欠缺左彎待轉區線、欠缺左轉專用號誌設計。 
 左轉車流與直行車流之間的全紅時間不足。 
 T 字路口機車待轉區，欠缺早開時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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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左轉穿越側撞改善策略 

針對左轉側撞可能涉及之因素提出改善策略，為左轉導引設計，以下針對各

改善策略之設計元素、設置條件、設置範例分別細述。 
左轉導引設計包含左轉導引線、左轉專用道、左彎待轉區，以下將分別說明

設計元素及設置條件。 
一、設計元素 

 路口行車導引線 
當路口無禁止左轉時，左轉車應沿左轉導引線行駛，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一百八十九條，路口行車導引線，用以指示車輛轉彎之界限，依實

際需要劃設之。本標線為白虛線，線寬 10 公分，線段與間距均為 50 公分。相關

繪製如圖 4-3 所示。 

 
圖 4-3 左轉導引線 

 

 左轉專用道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於欲左轉車輛行駛之規定為：變換車道時，應讓

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不得

占用轉彎專用車道。 
當路口左轉交通量過大時，設置左轉專用道紓解準備左轉之車輛，避免與直

行車輛衝突。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十三條，左轉專用車道寬度不得

小於二點七公尺。且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七十六條，行車方

向專用車道標字，設於接近交岔路口之行車方向專用車道上，得視需要配合禁止

變換車道線使用。用以指示該車道車輛行至交岔路口時，應遵照指定之方向左彎、

右彎或直行。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自該專用車道之起點開始標寫，標字之前方

應標繪指向線，每隔三十公尺標繪一組，連續至交岔路口。 



 

98 

 

4
 公

尺

約
3

0
 公

尺

約
60

 公
尺

 
圖 4-4 左轉專用道 

 
為提早告知駕駛人前方路口的車道配置，在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

訂有「輔 1」標誌的設置規則。可將標誌設置於路口前方 30 公尺處左右，以提前

告知駕駛人前方之車道配置，如圖 4-5 所示。 

  
圖 4-5 左轉專用道之「輔 1」標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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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彎待轉區線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八十四條，左彎待轉區線，用以指

示左彎車輛可在直行時相時段進入待轉區，等候左轉，左轉時相終止時，禁止在

待轉區內停留。本標線應配合左彎專用車道及左轉時相使用，設於左彎專用車道

之前端，伸入交岔路口，距離中心不得少於三公尺。本標線為兩條平行白虛線，

線寬 10 公分，線段及間距均為 50 公分，其前端應標繪停止線。本標線得以白色

變體字之「左彎待轉區」標字標寫於待轉區內，用以指示左彎待轉區之範圍。如

圖 4-6 所示。 

4
 公

尺

約
3

0
 公

尺

約
60

 公
尺

 
圖 4-6 左彎待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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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條件 
當路口無禁止左轉時，原則上統一繪製左轉導引線。而當路口有左轉專用道、

左轉時相及中央實體分隔時，則繪製左彎待轉區(備註：若是早開時相則不設置

之)。 
燈面配置型式，當路口為快慢實體分隔，且有左轉專用道：快車道以直、左

兩種箭標設計為原則；慢車道以直、右箭標設計為原則。若路口為一般標線分隔，

且有專用時相則以直、左、右三種箭標設計為原則。 

左轉導引設計

是否為左轉專用道

是否有
中央分隔

是 否

範例
A

範例
B

範例
C

是 否

 
圖 4-7 左轉導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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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範例 

左轉導引設計-範例 A 
適用時機： 

 路口有左轉專用道，有左轉時相，且路型有中央實體分隔。 
車道配置及尺寸： 

 繪製左轉導引線。 
 繪製左彎待轉區線。(備註：若是早開時相則不設置之) 

 
圖 4-8 左轉導引設計-範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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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轉導引設計-範例 B 
適用時機： 

 路口有左轉專用道，無中央實體分隔。 
車道配置及尺寸： 

 繪製左轉導引線。 

 
圖 4-9 左轉導引設計-範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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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轉導引設計-範例 C 
適用時機： 

 路口無左轉專用道。 
車道配置及尺寸： 

 繪製左轉導引線。 

 
圖 4-10 左轉導引設計-範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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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左轉穿越側撞應用範例 

本節以高雄市中山西路/澄清路與中華一路/同協路/同盟二路二路口，做為左

轉穿越側撞應用範例，以下各路口將以肇事初診、肇事診斷以及實施與評估分別

細述各項內容[3]。 

4.3.1 中山西路/澄清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位於住商混合區，並有大型量販店鄰近該路口 100
公尺處，故有較大的路口交通量。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

所示： 

表 4-1 高雄市中山西路/澄清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 
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東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肩/ 標線 汽+混 直左+右直  --- 
離 2+肩/ 標線 汽+混 ---- --- --- 

西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肩/ 標線 汽+混 直左+右直 --- 高雄市政府 
鳳山行政中心 離 2+肩/ 標線 汽+混 ---- --- 

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2+肩/ 標線 汽+混 直左+右直 格位 --- 
離 2+肩/ 標線 汽+混 ---- 紅線 --- 

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2+肩/ 標線 汽+混 直左+右直 格位 --- 
離 2+肩/ 標線 汽+混 ----- 格位 ---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本路口現況交通管制措施與號誌時制如下所示： 
1. 轉向管制 
(1) 北側澄清路(往國泰路)：大貨車左轉禁止、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2) 南側澄清路(往澄清湖)：大貨車左轉禁止、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3) 東側中山西路(往鳳山) : 機車兩段式左轉 
(4) 西側中山西路(往苓雅) : 機車兩段式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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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號誌時制 
表 4-2 高雄市中山西路/澄清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晨峰有

1,922 輛機車、平日昏峰有 2,197 輛機車由北往南直行，由於該方向直行之機車

交通量大，常與對向左轉之汽車發生碰撞。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8%），其次為同向擦撞(佔 21%)，再來為追撞(佔 12%)。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

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

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4-11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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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12 高雄市中山西路/澄清路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澄清路南往北左轉汽車與澄清路北往南直行機車碰撞。 
 中山西路西往東左轉汽機車與中山西路東往西汽車碰撞。 
 中山西路東往西直行汽機車之同向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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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左轉穿越側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4-3 高雄市中山西路/澄清路路口左轉穿越側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西側 中山西路西側採偏移車道方式，新設左轉車道。劃設左轉導引線。 

東側 中山西路東側採偏移車道方式，新設左轉車道。劃設左轉導引線。 

南側 澄清路南側近路口處採偏移車道方式，新設左轉車道。劃設左轉導引線。 

北側 澄清路北側近路口處採偏移車道方式，新設左轉車道。劃設左轉導引線。 

 

 

圖 4-13 高雄市中山西路/澄清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取消50m內路邊停車，
改為車道線

新設左轉車道，採車道
偏移方式

增設左轉專用號制

遷移號制燈桿與路燈
新設左轉車道，採車道
偏移方式

增設左轉專用號制

新設左轉車道，採車道
偏移方式

取消50m內路邊停車，
改為車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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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4-4 高雄市中山西路/澄清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5 9 0 2 1 0 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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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中華一路/同協路/同盟二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位於住商/公園區，除鄰近河堤且有自行車設施外，

路口亦設有加油站，使該路口交通易受加油站出入車輛影響。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

所示： 

表 4-5 高雄市中華一路/中華二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東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混+混 左直 + 直 +

右直 
紅線 客家博物館 

離 2/ 標線 混+混 ---- 紅線 客家博物館 

西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混+混 左直 + 直 +

右直 
紅線 -- 

離 2 / 標線 混+混 ---- 紅線 -- 

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5 /標線+分
隔 

汽+混+混 直 +左 +右

直 
格位 變電所 

離 3 /標線 汽+汽+混 ---- 格位 -- 

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 /標線 汽*4+混 直+左+右 紅線 龍子里 

離 4 /標線 汽*4+混 ---- 紅線 龍子里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1) 北側中華一路(往前鎮)：快車道禁止右轉、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2) 南側中華二路(往左營)：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3) 西側同盟三路 (往後驛):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4) 東側同盟二路(往同盟三路) :無  
(5) 東側同協路(往同盟三路) : 無 
2. 速限  
(1) 同盟路 : 快車道最高速限 50kph 
(2) 中華路 : 快車道最高速限 6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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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誌時制 
表 4-6 高雄市中華一路/中華二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昏峰由中

華二路往北直行之機車有 2,168 輛，同時有 49 輛小型車與 12 輛大型車由中華二

路由南往東右轉，由於快車道之間有植栽影響視距，使汽機車常在轉角處發生碰

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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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52%），其次為追撞(佔 24%)、交岔撞(佔 9%)。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撞類型進行

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原因等因素

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4-14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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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4-15 高雄市中華一路/中華二路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中華二路南往北直行機車與中華二路北往南左轉汽車碰撞。 
 中華二路南往北直行機車追撞。 
 中華二路南往北同向右轉汽車擦撞。 
 中華二路北往南機車與同盟二路東往西機車交岔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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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左轉穿越側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4-7 高雄市中華一路/中華二路路口左轉穿越側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北側 1.中華一路左轉同盟二及三路，北向南增設左轉專用號誌，以消除左轉

與對向之左轉穿越側撞。 

2.劃設左轉導引線。 

南側 劃設左轉導引線。 

 

 

圖 4-16 高雄市中華一路/中華二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增設左轉專用號誌

延長中央分隔島

劃設分隔島槽化線

劃設路邊導引線
(迴轉角處)

劃設分隔島槽化線

增設右轉專用號誌

增設左轉專用號誌

分隔島植栽移除

近路口30公尺
劃設紅線



 

114 

 

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4-8 高雄市中華一路/中華二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23 10 0 7 2 0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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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第五章 擦撞改善設計範例 

5.1 擦撞肇因分析 

擦撞可分為同向右轉擦撞、同向直行擦撞、同向左轉擦撞、對向擦撞及匯入

擦撞。其中，在路段銜接至路口處以同向直行擦撞為主；在路口近端以同向右轉

擦撞及同向左轉擦撞為主；在路口中則以同向直行擦撞及對向擦撞為主；在路口

遠端則以匯入擦撞為主，以下將分別探討可能的肇事原因。 
在路段銜接漸變至路口處，當直行車輛欲變換至右轉車道進行右轉時，或直

行車輛欲變換至左轉車道進行左轉時，可能會因為變換車道時機不恰當，或是漸

變銜接設計不良，無法及時針對車道的選擇加以判斷，一旦到了路口強行變換車

道，造成與相鄰車道之同向直行擦撞，如圖 5-1 所示。 

  
圖 5-1 同向直行擦撞示意圖 

 
在路口中，而當左轉導引標線不清楚且路口範圍大的情況下，車輛左轉時沒

有標線導引至車道；或是當路口範圍大且路口非正交或是多岔路口的情況下，車

輛直行時沒有標線導引至車道，路口中之車輛形同行駛於沒有車道線的道路，容

易造成同向左轉擦撞或同向直行擦撞發生，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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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擦撞示意圖 
(左：同向左轉擦撞，右：同向直行擦撞) 

 
對向擦撞發生情況有二，一為當路段車道數較少且有路邊停車時，車輛往往

容易受路邊停車的影響，導致行駛空間被壓縮，使得行駛位置靠近道路中央，此

時若無中央分隔設施，容易與對向來車造成擦撞，如圖 5-3 所示。 

   
圖 5-3 對向擦撞示意圖 
(左：路段，右：路口) 

 
歸納擦撞之涉及因素包含： 
 路口上游欠缺車道指向標線、車道指示標字。 
 路口之內側左轉車道漸變，未能於路口上游告知駕駛。 
 無左彎待轉區線及左轉導引線。 
 號誌設計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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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擦撞改善策略 

針對擦撞可能涉及之因素提出改善策略，針對路段銜接漸變至路口處分別為

(1)鄰近路口取消慢車道、(2)停等區分流、(3)路口上游車道提示；針對路口中及

路口遠端則為(4)左轉導引設計及左彎待轉區。其中，(1)鄰近路口取消慢車道、(2)
停等區分流、(4)左轉導引設計已於右轉側撞改善設計範例中詳述，故此處不再贅

述，以下針對(3)路口上游車道提示之設計元素、設置條件、設置範例分別細述。 

5.2.1 鄰近路口取消慢車道 

慢車道取消後可能漸變為右轉專用道、直右混合車道(合併式指向線)及直右

混合車道(分流式指向線)，詳請參照右轉側撞改善設計範例。 

5.2.2 停等區分流 

停等區分流可分為停等區內之分流及車道化停等區，詳請參照右轉側撞改善

設計範例。 

5.2.3 路口上游車道提示 

路口上游提示包含車道預告輔助標誌及路名方向指示標字，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設計元素 

 「輔 1」標誌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三十三之一條，車道預告標誌「輔

1」，用以預告前方道路車道配置情形。本標誌為藍底白色圖案。其箭頭方向應與

前方道路車道管制狀況一致，視需要設於車道管制路段前方適當位置，如圖 5-4
所示。 

 
圖 5-4 「輔 1」標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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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名方向指示標字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九十二條，地名、路名方向指示標

字，用以指示行車車道可通往之地點、道路之方向。設於路段中或路口將近之處。

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標字之前方應標繪箭頭以指示方向。如圖 5-5 所示。 

 
圖 5-5 路名方向指示標字示意圖 

 
二、設置條件 

當路口車流行向可左轉或是車道數為三車道以上時，建議設置車道預告輔助

標誌，以提醒路段上之車流及早變換車道。當該路口為五岔路以上時，建議設置

路名方向指示標字，並提醒車輛行駛於正確車道以導引車輛方向分流。 

5.2.4 左轉導引設計及左彎待轉區 

左轉導引設計包含左轉導引線、左轉專用道、左彎待轉區，詳請參照左轉穿

越側撞改善設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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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擦撞應用範例 

本節以高雄市中山西路(台 1 戊)/中華街/光遠路/自由路/復興街與翠華路/華
榮路二路口，做為擦撞應用範例，以下各路口將以肇事初診、肇事診斷以及實施

與評估分別細述各項內容[3]。 

5.3.1 中山西路(台 1 戊)/中華街/光遠路/自由路/復興街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住商混合區，並設有鳳山捷運站與於該路口，並

有中華街觀光夜市。 
 幾何特性分析： 該路口為五叉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

下所示： 

表 5-1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東北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1 /  混 左直右 --- --- 
離 --- --- ---- --- --- 

西北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混+混 直+直右 紅線 --- 
離 2 / 標線 混+混 ---- 白線 --- 

西 
次要道路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混+混 直右+直右 黃線 --- 
離 2 / 標線 混+混 ---- 格位 --- 

西南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1 / 混 左直右 紅線 --- 
離 1 / 混 ---- --- --- 

東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肩 / 標線 汽+混 

左直+直 紅線 
捷運鳳

山站 

離 
3 / 標線 汽+混+混 

---- 紅線 
捷運鳳

山站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1) 北側復興街(往中華街)：無 
(2) 南側中華街(往復興街)：無 
(3) 東側光遠路 (往苓雅):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4) 西側中山西路(往光遠路)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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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側自由路(往光遠路) : 無 
2. 禁行車輛 
中華街 : 禁止汽車進入 
3. 號誌時制 

表 5-2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昏峰由光

遠路往自由路有 994 輛機車、有 1095 輛機車往中山西路、有 140 輛機車往中華

街、有 1 輛機車往復興街，因為由光遠路駛出之機車交通量大且方向眾多，易在

路口造成同向擦撞。 

  

4 3 7 6.38 7.7

理論介間時

間>現況介

間時間

8

4 3 7 6.38 7.7

理論介間時

間>現況介

間時間

8

4 3 7 4.24 4.48

理論介間時

間<現況介

間時間

7

中山

西路

/中

華街

理論綠燈介

間時間

V=50kph

理論綠燈介

間時間

V=40kph

說明

會勘

建議

時間

黃燈

(秒)

全紅

(秒)

綠燈

介間

路口

名稱
時相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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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8%），其次為同向擦撞(佔 21%)，再來為追撞(佔 12%)。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

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

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5-6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肇事碰撞類型 

 
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5-7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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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光遠路東往西直行之機車與汽車同向擦撞。 
 自由路西往東直行汽機車與光遠路東往西左轉汽機車碰撞。 

 
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擦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5-3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路口擦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東側 1. 光遠路東邊路口內側車道標字“自由路”、中間車道無標字、外側車道

標字“中山西路”，上游增設車道配置預告標誌，分流往中山西路及自由

路車流，消除光遠路路口的同向擦撞。 

2. 光遠路右轉中華街前增設“中華夜市”標誌。 

3. 光遠路右轉中華街前的機車停車場標誌改為燈箱式，增加夜間辨識度。 

4.增設路口紅色禁停標線 

 

 

圖 5-8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改善方案設計圖 
  

延伸槽化線至中華街口
車道標字(內側：自由路，
外側：中山西路)

劃設自由路與光
遠路間之導引線

停止線調整前移

設置(燈箱式)機車停車場標誌

設置中華夜
市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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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5-4 高雄市中山西路/中華街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5 6 0 1 2 0 14 4 

 

  



 

124 

 

5.3.2 翠華路/華榮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住宅區，也有鐵路平交道於路口附近。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

所示： 

表 5-5 高雄市翠華路/華榮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

站 

東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汽+混 左+直+直+直 紅線 --- 

離 4/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汽+混 ---- 紅線 --- 

西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5/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汽+混+混 直+直+直+直+右 紅線 --- 
離 5/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汽+混+混 ---- 紅線 --- 

東南 
次要道路 
實體分隔 

進 1+肩/ 標線 混 左右 --- --- 
離 1+肩/ 標線 混 ---- --- ---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翠華路 : 慢車道-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2. 禁行車輛 
(1) 翠華路(往東北):快車道禁行機車  
(2) 翠華路(往西南):快車道禁行機車 
3. 禁止標誌   
(1) 華榮路(往東南):車輛限制高度 4 公尺 
(2) 翠華路(往楠梓) : 行駛快車道車輛禁止右轉 
4. 速限  
(1) 西南側翠華路:快車道最高速限 50kph 慢車道最高速限 40kph 
(2) 榮華路:工區最高速線 3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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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誌時制 
表 5-6 高雄市翠華路/華榮路號誌時相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昏峰有

1,421 輛汽車由北往南直行、1,194 輛汽車由北往南左轉、1,135 輛汽車由南往北

直行，由於直行與左轉之交通量大，故易發生同向側撞與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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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34%），其次為追撞(佔 24%)，再來為交岔撞(佔 14%)。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撞

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原

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5-9 高雄市翠華路/華榮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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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5-10 高雄市翠華路/華榮路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翠華路南往北直行機動車之同向擦撞。 
 翠華路北往南直行機動車之同向擦撞。 
 翠華路南往北直行機車與翠華路北往南左轉機動車之左轉穿越側撞。 
 華榮路北往南直行機車與華榮路南往北左轉車輛之左轉穿越側撞。 

 
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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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擦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5-7 高雄市翠華路/華榮路路口擦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東北側 1. 上游路口設置車道指示標誌，上游加「輔 1」標誌，車道指向箭頭標

線。 

西南側 1.華榮路改為兩車道（1 左＋1 右）。 

2.慢車道車道指示標誌牌易誤解，加「慢車道」附牌。 

3.華榮路左轉翠華路劃設左轉導引線。 

 

 

圖 5-11 高雄市翠華路/華榮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5-8 高雄市翠華路/華榮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5 9 0 4 1 0 11 8 

機車停等區移回原實體
槽化停等區

劃設左轉車停等帶

劃設左轉導引線

加「輔1」標誌，車道
指向箭頭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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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第六章 追撞改善設計範例 

6.1 追撞肇因分析 

追撞可分為直行追撞、右轉追撞、左轉追撞、倒車撞、停等追撞及臨停追撞。

其中，在路段處以直行追撞及臨停追撞為主；在鄰近路口處則以右轉追撞、左轉

追撞及停等追撞為主。 

在路段處，前方車輛當接受間距不足時變換車道，易導致後方車輛無法及時

煞車而其車頭撞上前方車輛之車尾，亦或者是前方車輛受到路邊停車壓縮而減速，

使後方車輛一時不及反應前方車輛之減速行為，即可能造成直行追撞，如圖 6-1
所示。 

 

 

圖 6-1 直行追撞示意圖 
 

在路口處，當車輛進行轉向時，無論是左轉或是右轉，其車速因轉向而降低

或煞停，此時即可能與後方欲直行之車輛產生較大的速差，當後方車輛反應不及，

易造成左轉追撞以及右轉追撞，如圖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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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追撞示意圖 
(左:左轉追撞，右:右轉追撞) 

 

倒車撞主要之肇事原因可能為前方車輛倒車時，受到車輛之視線死角或疏忽

而未注意到後方來車，造成後方來車無法及時迴避而撞上倒車車輛之尾部，如圖

6-3 所示。  

 
圖 6-3 倒車撞示意圖  

 

在鄰近號誌化路口處，由於車輛之行進受號誌控制，因此當駕駛人進入黃燈

猶豫區間時，若前方駕駛人認為該煞停，而後方駕駛人卻認為要通過路口，雙方

對於是否通過路口之判斷不一致，易導致後方車輛撞上前方車輛，如圖 6-4 所示，

因此，針對停等追撞為避免駕駛對於通過路口之判斷不一致，號誌設計之黃燈秒

數、號誌燈位置、數量以及停止線之劃設位置可能導致駕駛對於通過路口之判斷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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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停等追撞示意圖 
臨停追撞之肇事可能原因有二，一為駕駛人受左側車輛影響，導致行駛空間

被壓縮至外側，且無法及時煞停於路邊停車之車輛前；二為駕駛人之精神狀況不

佳，未能察覺路邊停車之車輛，而疏忽撞上，如圖 6-5 所示。 

 
圖 6-5 臨停追撞示意圖 

總結以上各種追撞型態可知，追撞主要發生於車與車之間的速差，因此，追

撞涉及之肇事因素可歸納為以下五點: 

 黃燈秒數不足 
 號誌燈面位置設計不當 
 號誌燈數量不足 
 號誌位置與停止線不一致 
 停止線離路緣太遠，造成路口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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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追撞改善策略 

針對追撞可能涉及之因素提出改善策略，分別為(1)停止線前移、(2)號誌燈

面增設及位置調整及(3)黃燈秒數調整，以下針對各改善策略之設計元素、設置條

件、設置範例分別細述。 

6.2.1 停止線前移 

停止線前移相關元素包含停止線、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及機慢車左轉待轉區。 

一、設計元素 

 停止線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七十條，停止線，用以指示行駛車

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分不得伸越該線。本標線設於已設有「停

車再開」標誌或設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鐵路平交道或行人穿越道之前方及左彎待

轉區之前端。本標線為白實線，寬 30 至 40 公分，依遵行方向之路面寬度劃設

之。與行人穿越道線同時設置者，兩者淨距以一公尺至三公尺為原則，如受實際

情形限制，得酌予加大淨距。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八十五條，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設於交岔路口；其線型為枕木紋白色實線，線段長度以二公尺至八公尺為度，寬

度為四十公分，間隔為四十至八十公分，儘可能於最短距離處銜接人行道，且同

一組標線之間隔長度需一致，以利行人穿越。 

 機慢車左轉待轉區 
機慢車左轉待轉區已於左轉側撞改善設計範例中之機車左轉設計詳述，故此

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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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條件 
判斷路口易發生追撞之設計包含：路口停止線與行穿線距離、路口號誌燈面

數量、路口是否有高架橋通過且路寬較大、路口雙向四車道以上正前方右側是否

有號誌、黃燈秒數是否符合設置規則等，綜合路口設計型式與車道配置現況，擬

定追撞改善策略之設置條件如圖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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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追撞改善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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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範例 

範例 A-檢核停止線是否符合設置原則 (以新竹縣自強南路/文興路口為例) 
適用時機： 

 停止線與行穿線距離超過 3 公尺，造成路口太寬 
車道配置及尺寸： 

 調整停止線位置 

 
圖 6-7 範例 A-停止線前移設計(調整前) 

 

 
圖 6-8 範例 A-停止線前移設計(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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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號誌燈面增設及位置調整 

號誌之增設調整包括號誌燈面設置位置及數量，以下分別說明設計元素及設

置條件。 

一、設計元素 

 號誌燈面位置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行車管制號誌之佈設原則：

行車管制號誌至少應有一燈面設於遠端左側，且距近端停止線 10 公尺以上。如

係以柱立式設置，應有二燈面分設於遠端兩側。但路型特殊時，主管機關得調整

設置於其他適當位置。 

 號誌燈面配置 
不同的路幅寬度與不同的車道數，其號誌燈的數量需求可能也不同。 

 

二、設計條件 
當雙向車道數超過 3 車道以上之路口，應注意遠端燈面是否放置在駕駛人的

行車 20 度視野內，故如車道數超過 2 車道，可能應加設標準懸臂式或門架式之

號誌燈面，以提供道路駕駛人易於接受之號誌燈面位置。另外建議，如路口有高

架橋通過且路寬較大之路口，應增設號誌於高架橋，必要時採用懸掛式號誌燈面，

以提升駕駛對於號誌燈之注意力。 

若停止線位置受到交岔路口幾何條件限制，號誌燈桿的位置易受分隔島或路

旁建築物的限制。因此，很容易造成設置位置不當的問題。建議號誌應依照路口

停止線位置，設置於同一水平面，使得駕駛人對於是否通過路口之判斷較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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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範例 

範例 B-號誌燈面數量及位置調整設計 
適用時機： 

 路口雙向四車道以上，且交岔路口遠端右側無設置號誌 
車道配置及尺寸： 

 調整號誌位置 

 
圖 6-9 範例 B-號誌燈面數量及位置調整設計(調整前) 

 

 
圖 6-10 範例 B-號誌燈面數量及位置調整設計(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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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黃燈秒數調整 

黃燈秒數設計與車速成正相關，因此黃燈長度依速限為基礎設計。 

一、設計元素 

黃燈秒數 
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對黃燈時間採用對照表方式規定，

如所示表 6-1 所示。 

 

表 6-1 行車速限與黃燈時間對照表 

 

二、設計條件 
當路口行車管制為號誌管制時，需進行綠燈介間時間之計算，綠燈介間時間

包括黃燈及紅燈時間，而當路口路型為快慢實體分隔，則依快車道之速限為基礎

計算黃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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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追撞應用範例 

本節以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與自由路 285 巷/南京路/國泰路二段二路

口，做為追撞應用範例，以下各路口將以肇事初診、肇事診斷以及實施與評估分

別細述各項內容[3]。 

6.3.1 中山南路/岡山南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住商混合區，並有公園和加油站鄰近於該路口。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 Y 字型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

如下所示： 

表 6-2 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

站 

東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3/ 標線 汽+混+機 直+直+直 --- --- 
離 3/ 標線 汽+混+機 ---- --- --- 

西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3/ 標線 汽+混+機 直+直+直 --- --- 
離 3/ 標線 汽+混+機 ---- --- --- 

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5/ 汽機實體分隔 汽+汽+汽+汽+機 直+直+右+右+直右 槽化線 --- 
離 4/ 汽機實體分隔 汽+汽+汽+機 ---- 槽化線 ---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無 
2. 禁行車輛  
(1) 南側岡山南路(往北)：內側車道-禁行機車  
(2) 北側岡山南路(往南)：快車道-禁行機車 
(3) 中山南路：快車道-禁行機車 
3. 禁止標誌   
南側岡山南路(往北)：快車道禁止迴轉 
4. 速限  
(1) 中山南路：最高速限 60kph 
(2) 岡山南路：最高速限 60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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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誌時制 
表 6-3 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假日晨峰有

812 輛汽車、假日昏峰有 911 輛機車由南往北直行，由於該方向直行之交通量大，

以及路口寬度過大、車道配置不良之情況下，南往北車輛常發生追撞。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追撞（佔

34%），其次為側撞(佔 21%)，再來為同向擦撞(佔 18%)。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

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

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6-11 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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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6-12 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肇事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岡山南路南往北之停等追撞。 
 岡山南路北往南之追撞與停等追撞。 
 岡山南路北往南與南往北之右轉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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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追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6-4 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口追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南側 1. 路口南側慢車道專用號誌上移至標誌同一高度，改為橫式號誌。 

2. 檢討綠間介間時間, 增加全紅一秒。 

3. 前移岡山南路南側路口之停止線。 

4. 岡山南路南側路口之號誌隨停止線一併前移。 

北側 1. 前移岡山南路北兩側路口之停止線。 

2. 岡山南路北側路口之號誌隨停止線一併前移。 

 

 

圖 6-13 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改善方案時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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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6-5 高雄市中山南路/岡山南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0 8 0 1 1 0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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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自由路 285 巷/南京路/國泰路二段 

一、 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建成區，有公園、學校及市議會等鄰近該路口。 
 幾何特性分析：本路口為斜交十字型交叉，國泰路二段於進入路口方向各佈

設有二快一慢車道，其中左轉南京路之快車道內側設有左轉專用車道；南京

路於進入路口方向各佈設有二快一慢車道，並未佈設左轉專用車道，設有南

京路右轉國泰路與國泰路左轉南京路之槽化島；自由路 285 巷於進入路口方

向各佈設有一快一慢車道。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6-6 高雄市國泰路二段/南京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 車

站 

東北 
次要道路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汽混+汽混 左直+直右 --- --- 
離 2 / 標線 汽混+汽混 ---- --- --- 

西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3 / 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混 直+直+直 紅線 --- 
離 3 / 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混 ---- 格位 --- 

南 
次要道路 
實體分隔 

進 3 / 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混 直+直右+直

右 
格位 --- 

離 3 / 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混 ---- 格位 --- 

東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 / 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汽+

混 
左+直+右直

+右直 
格位 --- 

離 
4 / 汽混實體分隔 汽+汽+混+

混 
---- 格位 --- 

 
       槽化車道配置資料 

位置 車道數及型式   轉向配置 停車 

東南 1 / 混 右 ---- 
西南 3 / 汽+汽+混 直+直+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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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1) 北側國泰路(往市議會)：慢車道-禁止左轉、慢車道-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2) 南側國泰路(往澄清湖)：快車道-禁止右轉、慢車道-禁止左轉、慢車道-機

慢車兩段式左轉 
(3) 南側南京路(往國泰路) : 快車道禁止右轉、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4) 自由路 285 巷 : 無 
2. 禁行車輛 : 無 
3. 南京路(往五甲) : 南向慢車道限高 3.5 公尺 
4. 號誌時制 

表 6-7 高雄市國泰路二段/南京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分析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昏峰由國

泰路二段往北直行有 1465 輛機車、1015 輛汽車，並有 1315 輛機車、855 輛汽車

右轉，為本路口交通流量較大的車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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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3%），其次為追撞(佔 25%)，再來為同向擦撞(佔 19%)。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

撞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

原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6-14 高雄市國泰路二段/南京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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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6-15 高雄市國泰路/南京路肇事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國泰路快車道左轉南京路之車輛與國泰路對向直行車輛發生最多次的車禍。 
 國泰路直行之車輛的追撞車禍。 
 南京路左轉國泰路之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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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追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6-8 高雄市國泰路/南京路口追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西北側 1. 調整國泰路二段左轉南京路的左轉專用號誌時制，及增設左轉燈頭，

以消除左轉穿越側撞，及快車道的直行追撞。 

2. 南京路左轉國泰路二段配合檢討時制，以消除同向追撞。 

3. 增設行人號誌。 

 

 

圖 6-16 高雄市國泰路/南京路口改善方案設計圖 
 
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6-9 高雄市國泰路/南京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3 10 0 2 1 0 11 9 

新增左轉導引線

劃設機車待轉區

增設左轉專用號制

增設行人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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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第七章 交岔撞改善設計範例 

7.1 交岔撞肇因分析 

交岔撞通常發生在路口交會處，在全紅時間不足的狀況下，當綠燈結束方向

車輛欲在燈號由黃燈轉為紅燈之時通過路口，而綠燈啟動方向車輛欲在綠燈始亮

或未亮前起步。倘若前車尚未完全通過路口，則兩方向之車輛便容易因此而發生

碰撞。交岔撞之示意圖如圖 7-1 所示。 

路口轉角之視距不足亦是造成交岔撞的可能原因，位於交岔路口轉角處的人

行空間與建築物若不具有道路截角，縮短駕駛人對臨向車輛的反應時間。電線桿、

店家招牌、路邊停放車輛以及交通標誌牌等靜止物體亦會遮蔽駕駛人的視線，產

生了視野死角並降低視距。 

此外，車輛前緣過於靠近路口會導致臨向車輛之間的反應時間縮短，例如機

車待轉區在路緣延伸線之前方、停止線與路口交會處之距離太過接近，此皆為造

成交岔撞的原因之一。 

 
圖 7-1 交岔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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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交岔撞改善策略 

針對交岔撞可能涉及之因素提出改善策略。針對路口幾何的部分，淨空路口

交會處的停等空間，將機車待轉區與停止線退縮至路緣延伸線之後方，並增加號

誌的全紅時間長度。在視距不足之路口進行遮蔽物的排除以及路口截角的設置。

交岔撞改善策略之設置條件如圖 7-2 所示： 

 
圖 7-2 交岔撞改善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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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增加全紅時間 

一、設置條件 
當一路口之全紅清道時間不足，致使車輛無法在該時間內完整通過路口，則

根據圖 7-3 之全紅時間計算公式，若現下之全紅時間不符合之，應予以調整。此

外，同一路段之快、慢車道有其速限上的差異，依公式所求得之快車道所需全紅

時間較短，慢車道所需全紅時間較長，為使所有車道之車輛皆安全通過路口，在

計算上應以慢車道速限為基準。 

 
圖 7-3 全紅時間計算公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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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範例 

 範例 A-含快車道與慢車道之混合路段 
快車道速限為每小時 60 公里(約為每秒 16.67 公尺)；慢車道速限為每小時

40 公尺(約為每秒 11.11 公尺)。假設 P 為 35 公尺，依照圖 7-3 之公式計算，快車

道所需全紅時間為 1.23 秒至 2.46 秒；慢車道所需全紅時間則為 1.85 秒至 3.69
秒。因慢車道所需之全紅時間較長，故以慢車道速限為基準，該路口之全紅時間

應為 1.85 秒至 3.69 秒之間，路口示意圖如圖 7-4 所示。 

 
圖 7-4 快車道與慢車道之混合路段路口示意圖 

範例 B-各車道無速限差異之路段 
各車道之速限皆為每小時 40 公里(約為每秒 11.11 公尺)，且該交岔路口設有

行人穿越道。假設 P 為 30 公尺，依照圖 7-3 之公式計算，全紅時間應為 1.62 秒
至 3.24 秒，路口示意圖如圖 7-5 所示。 

 
圖 7-5 各車道無速限差異之路段示意圖  



 

153 

 

7.2.2 提高路口視距 

一、設置條件 
路口轉角處之建築與其他靜止物體如路燈、標誌牌面、號誌桿、停放車輛以

及電線桿等，遮蔽了駕駛人之視野，延遲了駕駛對於臨向車輛的反應時間。此情

況易發生於非號誌化路口，應移除障礙物或調整其設置位置，若情況許可則應拆

除部分建築。 

二、設置範例 

 範例 C -轉角處設置有遮蔽影響之靜止物體 
圖 7-6 中，路口轉角若有電線桿、路燈等靜止物體，則可能會遮蔽駕駛人的

視野，停駐在近路口轉角處之車輛亦是如此。應將可能遮蔽駕駛人視野之障礙物

移至不影響駕駛人之位置，並將停駐車輛拖吊排除，如圖 7-7 所示。 

   
圖 7-6 轉角處障礙物 

 

 
      圖 7-7 障礙物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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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D-無路口截角之建築物 
位於路口轉角處之建築物應設有截角，以拓展用路人的可視範圍，對於臨向

車輛的行為能提早反應，並擁有更為充足的反應時間，圖 7-8 為不具有路口截角

之轉彎處，應將該空間向內退縮，形成圖 7-9 之具有路口截角之轉彎處。 

 

   
  圖 7-8 無路口截角之建築物   

 

 
圖 7-9 有路口截角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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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機車待轉區退縮 

一、設置條件 
以路緣延伸線為界線，若機車待轉區位於該界線前方，則應將其設置位置完

整地退縮至路緣延伸線的後方，以增加與臨向車輛間的距離並提升反應時間。 

 
二、設置範例 
範例 E-機車待轉區位於路緣延伸線前方 

如圖 7-10 所示，機車待轉區已位於兩側路緣延伸線的前方，應將該待轉區

的劃設位置以及整體的交通標線向後退縮，移至延伸線的後方如圖 7-11 所示。 

 

  
圖 7-10 機車待轉區凸出   

  
圖 7-11 機車待轉區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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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交岔撞應用範例 

本節以高雄市大順二路/建興路與沿海一路/康莊路二路口，做為交岔撞應用

範例，以下各路口將以肇事初診、肇事診斷以及實施與評估分述如下[3]。 

7.3.1 大順二路/建興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位於住商混合區，並有加油站設置於該路口，進出

加油站之車流對於通過路口之交通亦造成一定程度之衝突。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非正交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

置如下所示： 

表 7-1 高雄市大順二路/建興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

段 
位

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東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混+混 左直+直+

右直 
紅線 -- 

離 2/ 標線 混+混 ---- 紅線 -- 

西 
主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2 / 標線 
混+混 左直+直+

右直 
紅線 建興市場 

離 2 / 標線 混+混 ---- 紅線 建興市場 

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3 /標線 
汽+混+混 直+直+右

直 
紅線 樹德家商 

離 3 /標線 汽+混+混 ---- 紅線 樹德家商 

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3 /標線 汽+混+混 直+左+右 紅線 正興國小 

離 3 /標線 汽+混+混 ---- 紅線 正興國小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本路口現況交通管制措施與號誌時制如下所示： 
1. 轉向管制 
(1) 北側大順二路(往建工路)：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2) 南側大順二路(往九如一路)：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3) 西側建興路 (往樹德家商): 機車兩段式左轉 
(4) 東側建興路(往建德路) :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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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號誌時制 
表 7-2 高雄市大順二路/建興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昏峰有

1,040 輛機車由大順二路北往南行駛，同時又有 202 輛機車由大順二路北往東兩

段式左轉，以及平日昏峰有 412 輛機車由建興路西往東行駛，在目前路口號誌之

綠燈介間時間不足之情況下，常在路口發生機車與機車之交岔撞。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2%），其次為交岔撞(佔 19%)，再來為追撞(佔 18%)。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撞

類型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原

因等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7-12 大順二路/建興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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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7-13 高雄市大順二路/建興路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大順二路北往南直行機車與南往北左轉汽車碰撞。 
 建興路西往東直行機車與大順二路北往南機車交岔撞。 
 大順二路南往北與北往南直行機動車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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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交岔撞所提出之改善項目： 

表 7-3 高雄市大順二路/建興路口交岔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北側 大順二路往南的綠間介間時間調整，增長全紅時間 2 秒 

東側 改善建興路的視線，以消除交岔撞。 

西側 改善建興路的視線，以消除交岔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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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高雄市大順二路/建興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六、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7-4 高雄市大順二路/建興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4 2 0 2 1 0 12 1 

 
  

停止線調整前移

行人穿越道及機車停等
區前移

設置行人號誌
原單車道，劃設為兩車道

停止線調整前移

原單車道，劃設為兩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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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沿海一路/康莊路 

一、肇事特性分析(聽診)：依據路口現況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區位與土地使用：該路口為住商混合區，有銀行、便利商店等鄰近該路口。 

 幾何特性分析：該路口為丁字路口，路口路段相關配置資料與幾何配置如下

所示： 

表 7-5 高雄市沿海一路/康莊路交通相關配置資料 

路段 
位置 

路段功能 
方向分隔 

方

向 
車道數量 
車道分隔 

車種配置 轉向配置 停車 公車站 

東北 
次要幹道 
標線分隔 

進 1 +肩 / 標線 混 ---- 格位 -- 
離 1 +肩 / 標線 混 ---- 格位 -- 

西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5 / 汽混實體

分隔 
汽+汽+汽+
混+機 

左+直+直+直
+直 

紅線 -- 

離 
5 / 汽混實體

分隔 
汽+汽+汽+
混+機 

---- 紅線 -- 

東南 
主要幹道 
實體分隔 

進 
4 肩 / 標線 汽+汽+汽+

混 
直+直+右直+
右直 

白線 -- 

離 
4 肩 / 標線 汽+汽+汽+

混 
---- 紅線 -- 

 

 交通號誌與管制措施現況 
1. 轉向管制 
(1) 北側沿海一路(往小港機場)：機慢車兩段式左轉、禁止大貨車左右轉 
(2) 南側沿海一路(往林園)：機慢車兩段式左轉、禁止大貨車左轉 
(3) 東側康莊路(往沿海一路) :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4) 西側民益路 64 巷 72 弄(往沿海一路) :禁止左轉 
2. 禁行車輛 :  
康莊路 (往金府路) : 禁行聯結車、禁行大貨車 
3. 禁止標誌 : 
民益路 64 巷 72 弄(往沿海一路) : 沿海路口禁止左轉違者受罰 
  



 

162 

 

4. 號誌時制 
表 7-6 高雄市沿海一路/康莊路號誌時相與介間時間表 

 

 交通量與流動特性 
依據平日與假日之晨峰與昏峰交通量調查結果可知，此路口在平日晨峰有輛

22 機車、平日昏峰有 81 輛機車由沿海一路北往南左轉；平日晨峰有輛 1,324 機

車、平日昏峰有 1,187 輛機車由沿海一路南往北直行，由於該方向直行之交通量

大，常與對向直行之機車發生碰撞。 

 肇事統計分析 
依據該路口近三年的肇事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可知，該路口最常發生側撞(佔

48%)，其次為交岔撞(佔 17%)，再來為追撞(佔 8%)。除了針對該路口之碰撞類型

進行分析外，氣候、時間、事故嚴重程度、肇事車種、鋪面狀況以及肇事原因等

因素進一步做統計分析。 

 

圖 7-15 高雄市沿海一路/康莊路肇事碰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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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碰撞構圖(電腦斷層診察) 

依據 2012 年該路口的肇事現場圖，繪製碰撞構圖如下所示： 

 

圖 7-16 高雄市沿海一路/康莊路肇事碰撞構圖 
 

此路口最常發生之碰撞如下： 
 沿海一路北往南左轉汽車與對向直行機車碰撞。 
 康莊路南左轉機車與巷道駛出違規車輛碰撞。 
 沿海一路兩段式左轉機車與鄰向車交岔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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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擬改善方案(略) 

四、現場會勘(略) 

五、確立改善方案(製作改善方案設計圖) 

下表僅針對交岔撞提出改善項目： 

表 7-7 高雄市沿海一路/康莊路口交岔撞改善項目表 
路口分支 改善項目 

西北側 

1. 畫設機車待轉區導引線。 

2. 增設路口紅色禁停標線。 

3. 沿海一路慢車道加強取締違規停車，以改善機車無法停在機車停

等區之情況。 

4. 增設左轉時相及左轉停等帶。 

 

 

圖 7-17 高雄市沿海一路/康莊路改善方案設計圖 
 
六、實施與評估 實施、評估與回饋(車流與肇事事前事後分析)  

依據 2012 年之肇事現場圖分析，可以透過上述提出之改善項目，估算改善

後減少之碰撞數量，而產出改善後之預期碰撞數量，其預期改善效益如下所示： 

表 7-8 高雄市沿海一路/康莊路預期改善效益表 
 2012 肇事碰撞現況 改善後預期碰撞 減少之碰撞 

事故類別 A1 A2 A3 A1 A2 A3 A1 A2 A3 
肇事次數 0 15 7 0 1 1 0 14 6 

增設車道配置指示標誌

增設遠端號誌燈

劃設左轉停等帶

劃設機車待轉區導引線

增設遠端號誌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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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第八章 綜合應用案例 

為了將本手冊提供之右轉側撞、左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擦撞、追撞與交

岔撞等改善設計方式實際應用於交岔路口，本章以三個易肇事交岔路口做為案例，

應用本手冊的相關改善方法。 

8.1 手冊應用於交岔路口改善設計之原則 

本手冊之肇事改善方式，主要依交通事故肇事診斷學的程序，針對各重複發

生的碰撞型態，研擬道路與交通工程相關的改善措施，包括：透過幾何設計與車

道配置的調整，及標誌、標線與號誌的改善設計，來達到降低肇事的效果。同時

需將下列各種交岔路口安全設計原則，納入改善方案中： 

 在斜交交岔路口，應透過幾何線型調整或槽化島的輔助，將交岔路口交角角

度盡可能設計為直角，並且達成在空間上區隔衝突的目的。 

 在丁字交岔路口或 Y 字交岔路口，應配合其汽機車左轉及支道匯入的動線，

指定主要車流動線為主要幹道，除了配合主要動線調整設計，亦應使交岔路

口盡量達成正交。 

 在號誌化交岔路口，如左轉車會妨礙同向直行車，原則上應設置左轉專用道。 

 各種標誌與標線皆應能提早提供用路人事先確認經過交岔路口的動線，符合

駕駛人預期，不致於臨時或被迫進行車道或動線變換。 

 號誌設計應能讓用路人清楚辨識，且能及時反應，並且達成以時間區隔衝突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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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英才路/中清路 

  為近似十字正交交岔路口，位於商業區與加油站專用區，在交岔路口東南轉

交與東北轉角處皆設有有加油站。北側路口與南側路口皆為四車道（左、直、直、

直右），東側路口與西側皆為二車道(直左、直右)。 

一、碰撞構圖與肇事型態分析 

 
圖 8-1 臺中市英才路/中清路交岔路口碰撞構圖 

(一) 東側路口右轉側撞：慢車道致使右轉汽車無法提前靠右行駛。 

(二) 直行擦撞：車道指示不清、路邊停車縮減行駛空間。 

(三) 左轉側撞：車道指示不清。 

(四) 南側路口直行追撞：駕駛人反應時間不足。 

(五) 左轉穿越側撞：左轉時間不足。 

(六) 西側路口右轉側撞：慢車道致使右轉車輛無法靠右。 

(七) 北側路口右轉側撞、右轉追撞：慢車道及路邊停車致使右轉車輛無法靠右。 

(八) 北側路口直行追撞：駕駛人反應時間不足。 

(九) 交岔撞：介間時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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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事改善初步方案說明 

 
圖 8-2 臺中市英才路/中清路交岔路口改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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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側中清路口上游繪製指向線(直左、直右)。取消一個停車格，慢車道線近

路口 60 公尺處改成車道線，車道改成四車道，一左、兩直、一直右，增加

視距，並減少轉彎衝突，以消除同向擦撞。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二) 東西側英才路之路口繪製車道指向線(直左、直右)，近路口 60 公尺處取消

機車優先道，改成混合直右車道，西側路口 30 公尺處與停等區上游處分別

繪製分流式指向線(直右)。東側路口則繪製合併式指向線。停等區內繪製停

等區分流箭標。 

(三) 在東西側英才路劃設中央導引線，並增加黃燈及全紅各 1 秒，減少轉彎車

與直行車之衝突。 

(四) 在南北側中清路一段增加黃燈及全紅各 1 秒。 

(五) 在北側中清路口，上游繪製指向線(直左、直右)。慢車道線近路口 60 公尺

處改成車道線，車道改成四車道，一左、兩直、一直右，減少右轉與直行車

之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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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方案確立 

針對英才路/中清路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無改善項目，篩

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肇事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8-1 所示。根據表

8-1 顯示，英才路/中清路路口東西側皆取消機車優先道並繪製分流式指向線，且

在停等區內繪製分流箭標；南北側皆取消慢車道並改變車道配置，因此該路口四

個方向之相關肇事類型皆為右轉側撞、左轉側撞及擦撞。 

表 8-1 臺中市英才路/中清路口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無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肇

事型態 

東側 1.繪製車道指向線(直左、直右)，近

路口 60 公尺處取消機車優先道，改

成混合直右車道，繪製合併式指向

線。 
2.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1.劃設中央導引

線。 
2.增加黃燈及全

紅各 1 秒。 

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 
擦撞 

南側 1.上游繪製指向線(直左、直右)。取

消一個停車格，慢車道線近路口 60
公尺處改成車道線，車道改成四車

道(左、直、直、直右)。 
2.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增加黃燈及全紅

各 1 秒。 
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 
擦撞 

西側 1.繪製車道指向線(直左、直右)，近

路口 60 公尺處取消機車優先道，改

成混合直右車道。路口 30 公尺處與

停等區上游處分別繪製分流式指向

線(直右)。 
2.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1.劃設中央導引

線。 
2.增加黃燈及全

紅各 1 秒。 

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 
擦撞 

北側 上游繪製指向線(直左、直右)。慢車

道線近路口 60 公尺處改成車道線，

車道改成四車道(左、直、直、直右)。 

增加黃燈及全紅

各 1 秒。 
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 
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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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與評估 

事前、事後第一年、事後第二年以及事後第三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8-3 所示。 

 

圖 8-3 臺中市英才路/中清路口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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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三年之肇事資料顯示，路口東側右轉側撞、左轉側撞與擦撞至事後第

二年以後已無發生；路口南側右轉側撞、左轉側撞與擦撞至事後第二年以後已無

發生；路口西側雖然在事後第二年仍有 1 件左轉側撞與 1 件擦撞，但事後第三

年皆降為 0；路口北側右轉側撞與擦撞有減少之趨勢，路口分支肇事表如表表 8-2
所示。 

表 8-2 臺中市英才路/中清路口分支肇事表 
分支  右轉側撞 左轉側撞 擦撞 總數 

東側 事前一年 1 1 0 2 

事後第一年 1 0 0 1 

事後第二年 0 0 0 0 

事後第三年 0 0 0 0 

南側 事前一年 0 2 3 5 

事後第一年 1 0 0 1 

事後第二年 0 0 0 0 

事後第三年 0 0 0 0 

西側 事前一年 2 2 0 4 

事後第一年 0 0 0 0 

事後第二年 0 1 1 2 

事後第三年 0 0 0 0 

北側 事前一年 2 0 1 3 

事後第一年 1 0 0 1 

事後第二年 1 0 0 1 

事後第三年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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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清路一段/漢口路三段 

  為近似十字正交交岔路口，位於住宅區，路口南側為四車道(左、直、直右、

慢車道)，路口北側為三車道(左、直、直右)，路口東側為兩車道(直左、直右)，
路口西側為三車道(直左、直右、慢車道)。 

一、碰撞構圖及肇事型態分析 

 
圖 8-4 臺中市中清路一段/漢口路三段交岔路口碰撞構圖 

 

(一) 南側路口右轉側撞；慢車道致使右轉車輛無法靠右。 

(二) 南側路口直行追撞：駕駛人反應時間不足。 

(三) 北側路口右轉側撞：慢車道及路邊停車致使右轉車輛無法靠右。 

(四) 北側路口直行擦撞：車道指示不清楚。 

(五) 西側路口直行追撞：駕駛人反應時間不足。 

(六) 西側路口右轉擦撞：慢車道致使右轉車輛無法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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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左轉穿越側撞：左轉時間不足。 

(八) 東側路口直行擦撞：車道指示不清楚。 

(九) 直行擦撞：近路口處有停車格及公車停靠區干擾。 

 

二、改善方案 

 

圖 8-5 臺中市中清路一段/漢口路三段交岔路口改善圖 



 

174 

 

(一) 針對(1, 3)，南北側中清路一段路口，慢車道線近路口 60 公尺起改成車道線，

近路口 10 公尺之停車位取消。南側路口改為 4 車道(左、直、直、右)，北

側路口為 3 車道(左、直、直右)。北側路口黃網線開始外側繪製直右分流式

指向線。南北側路口皆在上游 50-100 公尺處設置「輔 1」標誌牌。 

(二) 針對(2,4)，南北側中清路一段路口之黃燈增加 1 秒，全紅增加一秒。 

(三) 針對(5,6)，東側漢口路三段近路口 60 公尺慢車道線取消，改成一直右混合

車道，劃設分流式標線。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四) 針對(7, 8)，劃設東西側漢口路中央導引線，並增加黃燈及全紅各 1 秒，上

游增繪一組指向線。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五) 針對(9)，取消 2 個停車格，公車停靠站增長 5 公尺。 

(六) 針對(4)，取消 3 個停車格。 

(七) 針對夜間肇事，增設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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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方案確立 

首先針對中清路/漢口路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無改善項目，

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肇事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8-3 所示。根據

表 8-3 顯示，中清路/漢口路路口東西側皆取消慢車道並繪製分流式指向線，且繪

製中央導引線，因此相關肇事為右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及擦撞；南北側皆取消

慢車道並改變車道配置，因此相關肇事類型為右轉側撞及擦撞。 
 

表 8-3 臺中市中清路/漢口路路口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無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肇

事型態 

東側 1.近路口 60 公尺慢車道線取消，改成

一直右混合車道，劃設分流式標線。 
2.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3.劃設東西側漢口路中央導引線。 

黃燈與全紅增

加 1 秒。 
右轉側撞 
左轉穿越側撞 
擦撞 

南側 1.慢車道線近路口 60 公尺起改成車

道線，近路口 10 公尺之停車位取消。 
路口改為 4 車道(左、直、直、右)。 
2.上游 50-100 公尺處設置「輔 1」標

誌。 
3.北往南方向取消 2 個停車格，公車

停靠站增長 5 公尺。 

黃燈與全紅增

加 1 秒。 
右轉側撞 
擦撞 

西側 1.近路口 60 公尺慢車道線取消，改成

一直右混合車道，劃設分流式標線。 
2.上游增繪一組指向線。 
3.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黃燈與全紅增

加 1 秒。 
右轉側撞 
左轉穿越側撞 
擦撞 

北側 1.慢車道線近路口 60 公尺起改成車

道線，近路口 10 公尺之停車位取消。 
路口改為 3 車道(左、直、直右)。 
2.自黃網線開始，外側繪製直右分流

式指向線。 
3.上游 50-100 公尺處設置「輔 1」標

誌。牌。 
4.取消 3 個停車格。 

黃燈與全紅增

加 1 秒。 
右轉側撞 
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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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與評估 

事前、事後第一年、事後第二年以及事後第三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8-6 所示。 

 

圖 8-6 臺中市中清路/漢口路路口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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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三年之肇事資料顯示，路口東側右轉側撞、左轉穿越側撞及擦撞皆無

發生；路口南側右轉側撞下降為 1，南往北方向因取消停車格，擦撞下降為 0；
路口西側左轉穿越側撞與擦撞降為 0；路口北側之相關肇事皆下降為 0。各路口

分支肇事表如表 8-4 所示。 
 

表 8-4 臺中市中清路/漢口路路口分支肇事表 
分支  右轉側撞 左轉穿越側

撞 
擦撞 總數 

東側 事前一年 1 3 0 4 
事後第一年 1 0 0 1 
事後第二年 0 0 0 0 
事後第三年 0 0 0 0 

南側 事前一年 2 - 1 3 
事後第一年 0 - 0 0 
事後第二年 0 - 0 0 

事後第三年 1 - 0 1 
西側 事前一年 0 1 1 2 

事後第一年 0 1 0 1 
事後第二年 1 0 0 1 
事後第三年 0 0 0 0 

北側 事前一年 4 - 3 7 
事後第一年 0 - 0 0 
事後第二年 0 - 0 0 

事後第三年 0 - 0 0 
註解 “-“：不涉及或未執行相關改善策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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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忠明南路/復興路 

    交岔路口為六肢交岔路口，交岔路口位於商業區與住宅區，交岔路口西北處

設有公共自行車站。西北側復興路二段 71 巷巷口為二車道（直、直），東側下

橋五巷為單車道，其餘方向路口皆為四車道(左、直、直右、慢車道)。 

一、碰撞構圖與肇事型態分析 

 
圖 8-7 臺中市忠明南路/復興路交岔路口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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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東南側路口右轉側撞：慢車道致使右轉車輛無法靠右行駛。 

(二) 西北側路口右轉側撞：慢車道致使右轉車輛無法靠右行駛。 

(三) 東北側路口直行追撞：路口過寬導致駕駛人反應時間不一致、車速過快。 

(四) 西南側路口直行追撞：停止線距路口過遠。 

(五) 左轉側撞、左轉擦撞：機車違規左轉、左轉車輛未靠左行駛。 

(六) 西北側路口直行追撞：駕駛人反應時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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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事改善初步方案說明 

 

圖 8-8 臺中市忠明南路/復興路一段交岔路口改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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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1)，東南側忠明南路口上游繪製車道指向線(左直、直、右)，60 公尺處

慢車道線取消，改成四車道，最外側改為右轉專用，另福德街出口劃設黃網

線，且將下橋五巷改為往福德路單行，並繪製停標字、停止線及設立禁止進

入牌面。 

(二) 針對(2)，西北側忠明南路口的慢車道於路口 60 公尺取消慢車道，漸變處繪

製合併式標線(直右)，30 公尺處與停等區上游處分別繪製分流式指向線(直
右)。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三) 針對(3,4)，西南側復興路二段路口的停止線 2 公尺前移至行穿線，縮小路

口範圍，並將黃燈及紅燈各增長 1 秒，以減少追撞。同時路口 60 公尺取

消慢車道，漸變處繪製合併式標線(直右)，30 公尺處與停等區上游處分別繪

製分流式指向線(直右)。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四) 針對(5)，加設一面機車兩段式左轉標誌於近端及遠端號誌共桿。 

(五) 針對(6)，且將號誌黃燈增長 1 秒。 

(六) 東北側忠明南路路口 60 公尺取消慢車道，漸變處繪製合併式標線(直右)，
30 公尺處與停等區上游處分別繪製分流式指向線(直右)。停等區內繪製停等

區分流箭標。 

(七) 復興路二段 71 巷增設禁止進入牌。 

 

三、改善方案確立 

首先針對忠明南路/復興路路口各方向分支，探討其有改善項目及無改善項

目，篩選出與改善項目相關之肇事型態，以釐清改善方案成效，如表 8-5 所示。

根據表 8-5 顯示，忠明南路/復興路路口東南側與有改善項目相關之肇事型態為

右轉側撞及擦撞；西南側為右轉側撞、擦撞、追撞及交岔撞；西側因僅掛設禁止

進入牌，故無相關肇事；西北側則為右轉側撞、擦撞及追撞；東北側為右轉側撞、

擦撞、追撞及交岔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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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臺中市忠明南路/復興路口分支改善項目表 
分支 有改善項目 無改善項目 與改善項目相關肇

事型態 

東 南

側 
( 忠明

南路) 

1.上游繪製車道指向線(左直、直、

右)，60 公尺處慢車道線取消，改成

四車道，最外側改為右轉專用。 
2.福德街出口劃設黃網線 

下橋五巷改為往

福德路單行，並

繪製停標字、停

止線及設立禁止

進入牌。 

右轉側撞 
擦撞 

西 南

側 
( 復興

路 二

段) 

1.停止線 2 公尺前移至行穿線，縮

小路口範圍，並將黃燈及紅燈各增

長 1 秒。 
2.路口 60 公尺取消慢車道，漸變處

繪製合併式標線(直右)，30 公尺處

與停等區上游處分別繪製分流式指

向線(直右)。 
3.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分流箭標。 
4.加設一面機車兩段式左轉標誌於

近端及遠端號誌共桿。 

無 右轉側撞 
擦撞 
追撞 
交岔撞 

西側 
( 復興

路 二

段 71
巷) 

增設禁止進入牌 無 無 

西 北

側 
( 忠明

南路) 

1.於路口 60 公尺取消慢車道，漸變

處繪製合併式標線(直右)，30 公尺

處與停等區上游處分別繪製分流式

指向線(直右)。停等區內繪製停等

區分流箭標。 
2.號誌黃燈增長 1 秒。 

無 右轉側撞 
擦撞 
追撞 

東 北

側 
( 復興

路 二

段) 

1.路口 60 公尺取消慢車道，漸變處

繪製合併式標線(直右)，30 公尺處

與停等區上游處分別繪製分流式指

向線(直右)。停等區內繪製停等區

分流箭標。 
2.黃燈及紅燈各增長 1 秒。 

無 右轉側撞 
擦撞 
追撞 
交岔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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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與評估 

事前、事後第一年、事後第二年以及事後第三年之碰撞構圖如圖 8-9 所示。 

 

圖 8-9 臺中市忠明南路/復興路口碰撞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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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三年之肇事資料顯示，路口東南側右轉側撞自 6 件降為 0 件；路口

西南側之右轉側撞與追撞事後降為 0 件，事後第三年則僅有 1 件擦撞與 1 件
交岔撞；路口西北側右轉側撞事後降為 0 件，事後第三年則僅有 2 件追撞；路

口東北側則在事後第三年多了 1 件追撞與 1 件交岔撞，路口分支肇事表如表

8-6 所示。 

表 8-6 臺中市忠明南路/復興路口分支肇事表 
分支  右轉側撞 擦撞 追撞 交岔撞 總數 

東 南

側 
事前一年 6 0 - - 6 
事後第一年 1 0 - - 1 
事後第二年 2 0 - - 2 

事後第三年 0 1 - - 1 
西 南

側 
事前一年 1 0 2 2 5 
事後第一年 0 0 0 0 0 
事後第二年 0 1 0 2 3 

事後第三年 0 1 0 1 2 
西 北

側 
事前一年 3 0 2 - 5 
事後第一年 1 0 2 - 3 
事後第二年 0 0 0 - 0 
事後第三年 0 0 2 - 2 

東 北

側 
事前一年 0 0 1 0 1 
事後第一年 1 0 0 0 1 
事後第二年 0 0 1 0 1 
事後第三年 0 0 1 1 2 

註解 -.不涉及或未執行相關改善策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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