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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影像辨識．大車安全管理新利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道客運業者合作，透

過蒐集實際營運的行車紀錄器影像、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警示紀錄及行車速度等各項駕駛行

為資料，應用影像辨識技術從大量的 ADAS 警示紀錄當中找出具有

高度事故風險的行車異常事件(包含前車距離過近、偏離車道、過彎速

度過快)，可做為業者進行長期安全管理、教育訓練等各項精進策略之

基礎。 

依據近10年統計，每年平均因大客車、大貨車等大型車輛交通事

故造成336人死亡及近萬人受傷，今(111)年截至5月底也已造成120人

死亡及3,938人受傷，整體社會成本損失達新台幣上百億元。為了改善

安全，近年運輸業者導入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透過即時偵測危

險事件，主動警示駕駛人即早因應。但這些警示難以呈現當下是否因

為駕駛人操作不當或疏失導致危險狀況，亦無法反映警示發生後的避

讓操作是否得當，往往必須耗費人力檢視大量行車影像確認該起警示

紀錄是否可歸責於駕駛人，才能找出真正具事故風險的異常事件。因

此，就業者對轄下駕駛人安全管理需求而言，整合 ADAS 警示紀錄及

行車影像，提高異常事件判讀效率，是提升安全管理能量的關鍵環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110年起，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合作推動多

年期計畫，110年為第1年計畫，主要針對車外行車異常事件，透過導

入影像辨識技術及蒐集近千小時實際行車影片，觀察國道客運駕駛人

在每次 ADAS 警示響起前後，駕駛人本身駕駛行為，及與其他周遭車

輛互動狀況，藉此判斷該次警示的風險程度。經實際蒐集分析近千小

時的實際影片及高達2,532件 ADAS 警示紀錄發現，透過影像辨識技

術，所有 ADAS 警示當中，4%屬於具有極有可能造成事故發生的行

車異常事件，19%屬於具有安全隱憂的輕度行車異常事件。藉由本研

究找出此等關鍵事件，可以協助運輸業者更加適當地判斷駕駛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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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採行對應策略、對症下藥，有效提升行車安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後續年度將持續發展車內影像辨識技術，並

進一步整合車內(如駕駛人分心、操作不當等)、外行車異常事件，發

展適合國內運輸業者的高風險駕駛分析工具，做為大型車安全管理之

利器。 

 

圖 1、應用 ADAS 警示及影像辨識技術分析行車異常事件概念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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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行車異常事件影像辨識技術開發範例 

 

 
圖 3、異常事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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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 

 

Q1：應用影像辨識分析異常事件，對運輸業安全管理的用途為何？ 

A1：(1) 找出潛在風險來源、提出量化風險的指標、設定可接受風險

水準等三項工作為安全管理的關鍵環節，其中對於如何「量

化」風險一節，過去往往應用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做為指標，

近期因 ADAS 系統逐漸普遍，越來越多業者應用 ADAS 警

示次數做為安全管理之用(發生次數越高，代表此一駕駛人

風險水準越高)。 

(2) ADAS 警示係為在危險狀況發生當下警告駕駛人避讓，但實

際上，警示發生仍可能會有下列不可歸責駕駛人的狀況：1)

其他車輛切入造成警示，但駕駛人本身反應得宜； 2) 警示

提醒駕駛人注意，但實際上狀況仍在掌握中，不需要立即避

讓；3) 本身偵測錯誤，為誤警報。  

(3) 單一 ADAS 警示無法確認駕駛人是否處置得宜，亦無法釐

清周圍車流對此警示發生的影響，因此不適合做為長期安全

管理之用；本計畫開發之影像辨識技術，可以長期安全管理

角度，自警示事件當中找出真正具有安全隱憂的行車異常事

件，以長期管理角度，透過觀察駕駛人行車異常事件的發生

頻率、態樣等，評估駕駛人安全水準，並依其較常發生之異

常事件態樣決定對應之安全管理策略。 

 

Ｑ2： 僅有 23%的 ADAS 警示屬於行車異常事件，是否代表現行

ADAS 設備品質不佳？ 

Ａ2：(1) ADAS 系統目的在於發現危險事件，並在當下即時警示駕駛

人避讓，漏報的成本代價高(意味著事故發生)，因此系統設

計較傾向「容許一定誤報率，儘量降低漏報率」，換言之，寧

可錯殺不可縱放，如此方能確保即時警示發揮作用。 

(2) ADAS 在「提供駕駛人即時警示」的需求上，可提供相當顯

著的事故預防績效，但如 Q1 所述，該警示發生可能會有不

可歸責駕駛人的狀況。依據本計畫分析結果，不可歸責駕駛

人的警示約佔全部警示紀錄的 77%，這些警示代表駕駛人反

應得宜或與駕駛人本身操作無關，若將此些警示納入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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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將無法找到真正需要精進的駕駛人。 

(3) ADAS 警示為即時提醒駕駛人避讓的有效工具，以影像辨識

為核心之行車異常事件分析技術則適用於長期安全管理，兩

者可充分互補但無法互相取代，應該搭配使用，以達到先進

設備在安全管理與事故預防上的最有效運用。 

 

Q3： 本計畫僅針對國道客運，在一般省道、市區道路甚至一般小客

車的適用性為何？ 

A3：(1)本計畫首先以國道環境為案例，初步開發影像辨識技術以及

後續高風險駕駛行為分析工具，運輸業者可據以找出行車異

常事件好發的情境與駕駛人，雖僅針對國道環境，但安全提

升效果可擴及到整體營運環境。 

(2) 本 4 年期計畫仍在技術開發初期，後續在掌握相關技術能量

後，將評估擴展到一般省道及市區道路。 

(3) 國道客運因營運特性，其裝設之設備、攝影機相對完整，目

前小客車相關設備、攝影機角度等與大客車差異大，後續設

備持續發展，將有移轉至小客車之潛力。 

 

Q4：透過影像辨識技術，可從行車影像中取得什麼資料？ 

A4：(1) 本計畫開發 12 宮格影像辨識技術，亦即將本車周圍分成 12

個格位(如下圖，其中左前、正前及右前方各自又可分為 20

公尺內、20-40 公尺內)，透過影像辨識技術，可判斷各格位

是否有車輛及其他相關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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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宮格影像辨識技術 

(2)影像辨識技術可取得之資料包含： 

⚫ 特定格位是否有車輛 

⚫ 是否為大型車 

⚫ 本車與其他車輛相對距離 

⚫ 本車與其他車輛相對速度 / 相對加速度 

⚫ 本車與左、右方車道線距離 

⚫ 本車位於第幾車道 

⚫ 日夜 

⚫ 天候 

 

Q5：如何從影像判斷該起警示為異常事件或非異常事件？ 

A5：(1) 於影像辨識過程中，依據 ADAS 警示紀錄(以未保持安全車

距為例，採用 ADAS「與前車車距小於 0.4 秒」的警示)，擷

取該起警示紀錄前 15 秒、後 5 秒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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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斷異常事件必須觀察本車及前車動態，以未保持安全車距

為例，若兩車在觸發「與前車車距小於 0.4 秒」的警示後，

兩車車距立即拉開，則屬非異常事件，反之，若兩車車距持

續維持近距離，代表危險程度未改善，屬輕度異常，若兩車

車距持續接近，代表危險程度不但未改善，還有惡化趨勢，

屬異常事件。 

(3)下圖為非異常事件、輕度異常事件、異常事件之實際案例。 

 

 
圖 5、非異常事件案例 

 

 
圖 6、輕度異常事件案例 

 
圖 7、異常事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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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本計畫成果目前的應用狀況與未來的推動計畫？ 

A6：(1) 本計畫相關技術仍在研發中，尚未達可立即提供業者應用或

進行試辦之階段。 

(2) 4 年期計畫之第 1、2 年主要進行車外及車內影像辨識技術開

發。 

(3) 第 3、4 年規劃以分析工具及管理工具開發為主軸；後續年

度將以影像辨識技術為核心，發展高風險駕駛行為分析工具，

主要將前期發展之技術，整合開發適合國內運輸業者之套裝

工具，同時就管理層面，針對國內汽車運輸產業經營現況，

提出可讓業者將高風險駕駛行為分析工具整合至安全管理

的可行方案。 

 

Q7：運輸業者要如何將本計畫現階段成果應用至日常營運管理？ 

A7：(1) 短期內，業者倘無法立即建立相關能量，可先參考本計畫透

過實際案例找出來的行車異常事件好發情境，訂定安全管理

策略，並據以執行。 

(2) 以本計畫研究成果為例，可以從三個不同面向訂定安全管理

策略： 

1) 針對駕駛疲勞，派車時應儘量給予適當休息時間，尤其針

對長途城際客運，在回程班次要特別注意駕駛人的精神狀

態。 

2) 針對車速高造成的異常事件，目前多數管理平台已能紀

錄車速或超速資料，可從駕駛人管理角度，強化速度管理。 

3) 日常教育訓練必須對症下藥，可以參考本計畫成果，針對

小車比例低(車種混合較高)、坡度大、晨間尖峰等可能會

出現速度變異大的狀況下，告訴駕駛人應如何保持適當車

距、速度，尤其針對較年輕、新進駕駛人，更應強化訓練

的週期、強度。 

(2) 中、長期階段，運輸業者應以本身營運需求，購置適當的

ADAS 系統，以及建置完整的資料蒐集、分析機制。 

(3) 未來透過車內影像辨識技術可進一步找出可能造成行車異

常事件的根本原因，例如分心講手機、飲食、調整車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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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前述車內次要行為，從業者營運管理角度可採取下列

措施： 

1) 針對與行車異常事件高度相關的車內異常行為，可訂定

內部規章以及適當之抽查制度(配合定期執行影像辨識作

業)，限制特定行為之發生。 

2) 針對可能有必要執行但仍有分心隱憂的次要作業，例如

調整車內設備、適當飲水或飲食(避免分心或正常生理需

求)等，則可透過教育訓練方式，提醒此等作業可能帶來的

風險，並教育駕駛人採取適當之補償措施，例如減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