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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無人機分析交通衝突，改善路口交通安全 

為防範路口事故於未然，運輸研究所近年來與訊力科技公司合作，結

合無人機(UAV)空拍攝影及 AI 自動影像辨識兩項最新科技技術，以無人機

「上帝視角」清楚辨識並追蹤路口行人、車輛流動軌跡，並透過軟體分析

路口易發生交通衝突之地點及型態。今(110)年則應用此創新分析技術於兩

項先導測試計畫及易肇事地點改善，以驗證分析技術可行性，並做為後續

優化之依據。運輸研究所為分享並推廣研究成果，訂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星

期五)在該所 B1 國際會議廳，舉辦年度研究成果說明暨教育訓練，並邀請

中央與地方之道路及交通主管機關、顧問公司等共同參與，期能讓交通安

全從業人員更瞭解如何運用此一先進的分析工具，以共同改善路口交通安

全。 

過去道路主管機關需蒐集並分析 1~3 年交通事故資料後，才能發現路

口的安全問題。為防範事故於未然，運輸研究所與訊力科技公司合作，結

合並運用無人機空拍攝影及 AI 自動影像辨識技術，找出路口可能發生交通

衝突的地方，以協助道路主管機關診斷路口可能的危險熱區，並預先進行

改善，同時評估改善前後之成效。為應用並驗證此分析技術，今(110)年選

擇路口交通在「機會左轉(即左轉車無左轉專用時相，需趁對向直行車流之

空隙進行左轉)」與「路口穿越衝突(即直行車因搶黃燈、闖紅燈等而與橫向

來車發生衝突)」兩種情形，與北高兩市挑選 14 處路口進行先導測試計畫，

並在臺北市、桃園市及臺南市選擇 4 處易肇事路口進行分析，做為後續改

善之依據。 

為推廣此創新分析工具，運輸研究所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辦理

成果說明及教育訓練，邀請交通安全從業人員參與，除在上午場次分享今

年在 AI 影像辨識、分析軟體優化、先導測試計畫等研究成果，並於下午場

次安排教育訓練課程，說明無人機空拍申請及作業程序、分析軟體功能與

操作程序等。各界參與本活動情況熱烈，與會人數共計 89 人(其中 50 人係

採線上方式參訓)，過程中透過與參加人員交流，蒐集相關意見做為優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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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之參考，使分析軟體能更貼近實務之作業需求，以發揮更大的交

通安全改善功效。 

 

 

 

 

圖 1 無人機空拍攝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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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路口人車的 AI影像辨識 (紅線代表車頭方向) 

 

 

 

 

圖 3 路口車流軌跡繪製 (以機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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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路口車速分布圖 

 

 

 

 

圖 5 由軌跡圖發現部分駕駛人未達路口中心點即提前左轉 

 



 5 

 

圖 6 研究成果說明暨教育訓練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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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今(110)年與地方政府合作分析那些路口? 

Ａ１：今(110)年與北高兩市合作，就先導測試計畫兩項課題共分析 14 處

路口，另與臺北市、桃園市及臺南市合作，就易肇事改善共分析 4處

路口。詳細路口資料如下表。 

 

類別 編號 縣市 路口 衝突分析情境 

先導測試計畫 

1 臺北市 松仁路/信義路五段口 路口穿越衝突 

2 臺北市 東新街/市民大道七段 機會左轉 

3 臺北市 向陽路/市民大道八段 機會左轉 

4 臺北市 興隆路四段/忠順街二段 機會左轉 

5 臺北市 光復北路/健康路 機會左轉 

6 高雄市 中山一路/大同一路 機會左轉/路口穿越衝突  

7 高雄市 二聖二路/復興三路 機會左轉 

8 高雄市 瑞隆路/瑞福路 機會左轉 

9 高雄市 二聖一路/光華二路 機會左轉 

10 高雄市 興中二路/中山二路 機會左轉 

11 高雄市 青年路二段/建國路三段 路口穿越衝突 

12 高雄市 青年路二段/文衡路口 機會左轉 

13 高雄市 經武路/博愛路 機會左轉/路口穿越衝突  

14 高雄市 七賢一路/七賢二路/中山一路 機會左轉/路口穿越衝突  

易肇事改善 

1 臺北市 
松仁路/信義路五段口 (同先導測試

計畫編號 1路口) 
易肇事路口 

2 桃園市 新中北路/榮民路/榮民南路 易肇事路口 

3 臺南市 中正南路/中華路口 易肇事路口 

4 臺南市 公園南路 /公園路口 易肇事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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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２：衝突分析軟體的具體技術內容有哪些? 

Ａ２： 

1. 空拍影像資料蒐集： 

本研究選定具代表性及參考性之高事故風險地點，蒐集大量 2.7K/4K高

解析空拍影像，作為系統開發與測試所需之影像資料庫。另針對路口號誌

與空拍影像對時方案進行規劃設計，同步記錄空拍影像與路口號誌變化，

以利未來交通衝突分析情境應用。 

2. 影像處理技術： 

為了從空拍影像中取出計算交通衝突所需之基本參數，如車輛位置、軌

跡及車種等交通資訊，首先須透過影像處理消除空拍影像的晃動，取得穩

定的空拍畫面，再透過 AI深度學習技術偵測人車，以取出單張影像上的所

有人車位置，最後利用物件追蹤技術連結同一車輛或行人在時空上的連續

位置，產出每個車輛或行人的完整軌跡。本研究偵測對象區分為行人、自

行車、機車、小客車、貨車、大客車、聯結車等主要對象，並針對空拍影

像特性建立客製化的 YOLOv4深度學習模型，以便讓車輛的偵測結果可以貼

合空拍影像下的車輛矩形範圍，提供更豐富精確的車輛位置資訊。 

3. 交通衝突分析軟體： 

經由影像處理技術得到路口人車流動影像分析軌跡，進行交通衝突技術

分析，計算衝突的風險指標。首先以分析軟體讀取人車流動軌跡之路口影

片、路口底圖、車流軌跡檔，並輸入路口的基本設定（如號誌時制等），軟

體會進行運算，分析可得到衝突事件的結果，包括衝突事件的型態、嚴重

程度、衝突相關車種或行人等，使用者可進一步輸入過濾參數，找出確切

欲分析之重點問題，如某個車種或某個行向。本軟體可以計算車流特性的

相關圖表，如車種統計之衝突表、路口車速分布圖、號誌同步顯示影片、

衝突熱點圖。此外，更以視覺化方式繪製軌跡動線圖、車速分布圖等，以

呈現路口中的人車流動行為。交通分析人員可運用這些工具，快速找出路

口易發生衝突區域，並檢視各種交通工程設施的使用情況及安全性，研擬

後續如何進行改善。 
4. 相關技術及程序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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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３：為何不採用路側監視設備(CCTV)所拍攝的影像，而要採無人機拍攝

的影像進行人車流動之影像辨識及追蹤? 

Ａ３： 

1. 路側監視設備(CCTV)之固定式攝影機受限設置高度，係以斜拍方式取得

車流影像，對於觀察區域有視野遮蔽與拍攝角度的問題，除易發生後方

物件(如車輛、行人等)遭前方物件遮蔽而無法辨識之情況，且斜拍也不

易精確定位物件所在位置，不適合做為分析交通衝突使用。 

2. 利用無人機於道路正上方制高點俯拍(即上帝視角)之特性，可無死角拍

攝道路上車輛及行人流動狀況，不會發生觀察物件遭前方物件遮蔽而無

法辨識之情況，亦可精確定位物件所在位置，較適合做為分析交通衝突

使用。 

 

Ｑ４：以空拍機辨識與記錄路口人車，是否有侵犯個資的問題? 

Ａ４：空拍範圍皆為公共區域之路口，且空拍機拍攝採用正射投影影像，

距離至少 75 公尺，僅拍攝車頂、車型與行人頭頂，無法拍到車牌或

人臉，因此不會有侵犯個資或個人隱私的問題。 

 

Ｑ５：路口空拍不會有無人機掉落砸到人的風險嗎? 

Ａ５：本計畫執行之飛行空拍任務，必使用檢驗通過並經過註冊之無人機，

以及符合任務資格之合格操作人員執行飛行任務，並依規定向民航局

申請飛行活動許可，同時投保最高 2000 萬的無人機責任保險；在飛

行任務執行時確實依據下列標準作業程序，進行起降場準備、飛行前

檢查、正式飛行與飛行後檢查，以降低意外發生的風險。 

1. 起降場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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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適合起降場地 

(2) 架設警示標語 

2. 飛行前檢查 

(1) 填寫無人機任務檢查表 

(2) 填寫飛行前 360度檢查表 

3. 正式飛行 

(1) 隨時監控「無人機地面站」上是否有異常訊息 

(2) 如遇異常狀況立即進行排除 

(3) 如無法排除立刻緊急降落且任務中止 

4. 飛行後檢查 

(1) 登入「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進行活動後登載 

(2) 填寫飛行後 360度檢查表 

 

Ｑ６：路口空拍不用申請嗎? 

Ａ６： 

1. 能力審查：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執行無人機飛行任務，依據「遙

控無人機管理規則」規定，須提出申請。首先至「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

系統」上傳能力審查作業手冊，經民航局能力審查通過後始得從事遙控

無人機活動，能力審查核准效期為 2年，並得於屆期前 30 日內於民航

局指定之資訊系統申請延展。核准後可辦理禁限航區飛行或操作限制排

除之飛航活動申請，法人活動申請 3階段請見下圖。 

2. 活動申請：完成能力審查後才能進行活動申請，活動申請時需繳交所在

地各管轄機關同意文件、切結書、承諾書、保險證明等。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經申請核准後從事相關操作限制之活動，每次核准期間為 3

個月或 1 年（政府機關），期間內可依核准事項進行活動，期滿前可重

新提出申請（請於活動 15日前提出申請，如有涉及軍事航空管理區域，

請於 30日前提出申請。）。 

3. 執行任務：最後於每次活動前、後，請於指定時間內至遙控無人機管理

資訊系統進行報到及報離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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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７：衝突分析軟體何時可以上線? 

Ａ７：本計畫所發展之路口衝突分析軟體為單機版軟體，用於路口衝突分

析，分析結果供道路主管機關運用，目前並無對社會大眾開放之規

劃。 

 

Ｑ８：衝突分析軟體應用之具體成效為何? 

Ａ８：衝突分析軟體的開發與應用，將原本在事故發生後才進行道路安全

改善的機制，改變為事故發生前即可進行道路安全改善，將事後補

救改變為事前預防，更能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