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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計畫背景 

1.1  計畫目的與重要性 

公路設施的規劃、設計和運轉需要深入瞭解現有或預期的交通狀況，以

降低運輸成本並提高經濟效益。公路容量分析的重點在於探討公路設施之硬

體設備、運作策略與交通需求之互動關係，提供規劃及設計人員客觀的資

訊，以決定適當的公路設計與交通運轉方案或策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

下簡稱本所)在民國 79年發表第一版的「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該版手

冊的分析公式和標準大多參考美國 1985 年的公路容量手冊。有鑑於臺灣地

區的交通設施、車流特性和用路人習慣與美國有相當的差異，本所於是展開

長期公路容量本土化之研究，以適用於國內公路設計及交通評估作業。 

民國 90年，本所整合過去 10年國內外學術單位與專業顧問公司的研究

成果，出版「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國內較少使用的交通設施

及本土化資料不足的部分，則沿用民國 79 年版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的內

容，並參考美國 1998 年的公路容量手冊作修正。手冊採用的分析方法，是

將數量化的交通特性和公路幾何特性代入分析公式運算，輔以查閱圖表，得

到各種交通設施的服務水準。其中「高速公路收費站」和「號誌化交叉路口」

因車流特性較為複雜，除原有之分析性模式外，亦可採用模擬模式分析。 

以「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評估交通設施的服務水準，須對照

手冊的內容、公式，逐條逐項計算，因此，分析人員必須對容量手冊有相當

程度的瞭解，才能進行運算分析工作。為改善容量分析作業的效率，本所於

民國 94、95年度推動「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aiwan Highway Capacity 

Analysis Software，以下簡稱 THCS)(2006年版)」之開發工作；接著於民國

96、97 年度推動第一期「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出

版「THCS(2008年版)」；後續於民國 98、99年推動第二期能量提升計畫，

出版「THCS(2010年版)」。 

本所於民國 100 年出版「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並同步發布

「THCS(2011年版)」，該軟體係配合「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內容修

訂完成。而因應長期維護之需求，於民國 110年針對 THCS 16 個子軟體進

行拆分，拆分後各子軟體採獨立封裝，減少後續軟體擴充更新及維運之困難

性，並配合「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出版修訂及更新部分子軟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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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THCS(2021 年版)」，分析人員除可以電腦運算方式提供精確數值外，

亦可於最短時間內瞭解操作方法並獲得結果，對於協助交通界在規劃、設計

及訂定道路運轉之策略擬定工作上有相當之助益。 

為進ㄧ步提高 THCS操作之便利性、親和性與擴大使用範圍，並推廣近

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本計畫除新增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子軟

體、更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之模擬模組、軟體及網頁維護、提供教育

訓練外，並延聘專家學者提供公路容量分析之諮詢服務，以及針對計畫重要

成果製作展示海報電子檔等工作。 

1.2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茲就 111年度辦理之工作項目彙整如下： 

(一)新增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分析功能 

1. 依據 110 年辦理「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

之研究(3/3)-快速公路分析及容量手冊研析」案於公路容量手冊之

修訂成果，新增 THCS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分析功能。 

2. 增訂使用手冊文件及相關例題。 

(二)更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之模擬模組 

彙整 2021HTSS 使用手冊內各檔型之輸入檔，並檢核與既有使

用 2018HTSS 輸入檔差異之處，更新 THCS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

體之坡度路段模擬模組。 

(三)「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及「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

頁維護與更新 

1. 配合「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出版發布，整理更新「臺灣

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相關說明資料及下載專區檔案。 

2. 配合軟體更新，提供使用手冊、技術報告與教學影片檔，並置於

網頁下載專區供使用者下載。 

3. 提供 THCS 軟體使用者操作及應用之諮詢窗口，對於使用者所提

意見進行處理。 

4. 辦理網站使用問卷調查，分析網站滿意度及蒐集使用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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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教育訓練課程 

於臺北及高雄各舉行一場次，每場 3 小時之課程。課程內容包

含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簡介，及配合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非阻斷性車流方法論之修訂，針對高速公路基本路段、郊區多車道

公路及郊區雙車道公路進行方法論及軟體操作教學。 

(五)延聘具發展公路容量分析方法專長之學者專家，提供技術諮詢服務 

1. 講授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之模式邏輯及基本概念。 

2. HTSS模擬程式語言改版之技術諮詢。 

3. 與容量研究有關之工作方針及研究報告審查意見諮詢。 

4. 容量研究應用技術講習。 

(六)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可供展示之海報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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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發展歷程 

為落實公路容量分析之本土化，本所自民國 70 年代開始公路容量相關

研究，並於民國 79年 10月出版第一版之「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之後，

持續進行研究，於民國 90年 3月出版第二版之「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

手冊」、民國 100年 10月出版第三版之「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以

及民國 111年 6月出版第四版之「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公路容量本土化研究之歷程如圖 1.3-1、表 1.3-1所示，而 THCS配合發

展之足跡則如表 1.3-2所示，前期開發之「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21

年版)」已將公路容量第 1~44項研究成果納入，公路容量研究及公路容量分

析軟體之發展歷程說明詳附錄一。 

 

 

圖 1.3-1  公路容量研究發展歷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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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臺灣公路容量研究歷程 

項次 研究主題 出版日期 

1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初稿草案(市區街道部分) 75.10 

2 研擬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技術報告(市區街道部分) 75.10 

3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初稿草案(第二部分) 76.05 

4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技術報告(第二部分) 76.05 

5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初稿草案(高速公路部分) 76.05 

6 一般公路交通特性分析與基本容量訂定 76.08 

7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容量研究 76.09 

8 一般公路容量調整因素之研究 76.10 

9 市區街道交通特性分析與基本容量訂定 76.11 

10 高速公路交通特性分析與基本容量訂定 76.11 

11 市區街道容量調整因素之研究 77.10 

12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容量影響因素與服務水準分析 77.12 

13 日本道路容量手冊(本書譯自日本"道路交通容量" ) 79.07 

14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79.10 

15 台灣地區高速公路容量與服務水準評估指標之研究 82.11 

16 
Revised Chapter 1, Part IV of Highway Capacity Manual for Taiwan 
Area：Signalized Intersections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四篇第一章
修訂版－號誌化交叉路口) 

85.11 

17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二篇第五章高速公路主線收費站) 86.04 

18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容量分析手冊 86.11 

19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手冊 87.01 

20 市區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容量分析手冊 87.10 

2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路段容量分析之架構 88.11 

22 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90.03 

23 城際二車道公路容量修訂之研究(二) 90.04 

24 城際二車道公路容量修訂之研究(一) 91.02 

25 台灣地區城際快速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西部濱海快速公路部分) 91.06 

26 機車專用道車流特性與容量探討 91.10 

27 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一) 92.04 

28 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二） 93.05 

29 臺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三) 94.06 

30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1/2) 95.07 

31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2/2) 96.08 

32 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1/3) 97.07 

33 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2/3) 98.09 

34 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3/3) 99.09 

35 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路段容量與車流特性研究(1/3) 100.06 

36 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100.10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2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27&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4&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7&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629&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8&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9&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630&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631&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737&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70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852&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0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0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0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164&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16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3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374&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46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19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479&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551&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57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57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64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105602&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105796&ctNode=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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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臺灣公路容量研究歷程(續) 

項次 研究主題 出版日期 

37 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路段容量與車流特性研究(2/3) 101.07 

38 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路段容量與車流特性研究(3/3) 102.04 

39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1/3) 103.05 

40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2/3) 104.07 

41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3/3) 105.09 

42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1/3) 106.07 

43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2/3) 107.05 

44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3/3) 108.10 

45 
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1/3)-獨立進出
口分匯流區 

109.10 

46 
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2/3)-非獨立進
出口分匯流區 

110.08 

47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111.06 

48 
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3/3)-快速公路
分析及容量手冊研析 

111.11 

 

 

表 1.3-2  THCS軟體配合發展歷程 

項次 研究主題 出版日期 

1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1/2) 95.05 

2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2/2) 96.07 

3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1/2) 97.09 

4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2/2) 98.09 

5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1/2) 99.09 

6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2/2) 100.09 

7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推廣計畫 101.06 

8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調查與軟體介面整合計畫 102.04 

9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1/2) 103.05 

10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2/2) 104.05 

11 104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 105.06 

12 105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 105.12 

13 106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 107.05 

14 107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 108.08 

15 108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與專區網站更新維運服務 109.07 

16 109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與專區網站更新維運服務 110.07 

17 110年度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教育訓練及維運服務 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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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子軟體

增訂 

本所於民國 110 年辦理「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

之研究(3/3)-快速公路分析及容量手冊研訂」計畫，該計畫依據近年臺灣高快

速公路匯流區之調查資料，分析匯流區之交通特性，並修訂臺灣公路容量手

冊第五章「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內容(簡稱新版)。本項工作以修訂之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分析方法為基礎，進行「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

流區」子軟體之增訂與程式撰寫。 

本章將就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容量評估方法，以及子軟體之運

算架構與畫面進行彙整與說明；軟體開發之技術報告及測試報告詳附錄四及

附錄五。 

2.1  評估方法與分析流程 

一、績效指標及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之評估標準係，利用 2022 年臺灣公

路容量手冊中非阻斷性車流之雙績效指標服務水準劃分，其中服務水準

第一碼衡量指標根據現場調查所得之車流特性微調其劃分級距，以需求

流率與容量之比值(V/C 比)來衡量壅塞程度，而第二碼之評估指標為平

均速率與速限之比值，除可適用於不同速限之非阻斷性車流路段評估，

並且配合用路人感受及公路主管單位於道路資訊之顯示方式，調整服務

水準劃分級距，如表 2.1-1所示。 

表 2.1-1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服務水準 
需求流率/容量比 

(V/C) 服務水準 
平均速率/速限比 

𝑉/𝑉𝐿 

A V/C≦0.25 1 𝑉/𝑉𝐿≧0.90 

B 0.25<V/C≦0.50 2 0.80≦𝑉/𝑉𝐿<0.90 

C 0.50< V/C≦0.80 3 0.60≦𝑉/𝑉𝐿<0.80 

D 0.80<V/C≦0.90 4 0.40≦𝑉/𝑉𝐿<0.60 

E 0.90<V/C≦1.0 5 0.20≦𝑉/𝑉𝐿<0.40 

F V/C>1.0 6 𝑉/𝑉𝐿<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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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方法與流程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之分析程序包含七步驟，如圖 2.1-1

所示，各步驟所需蒐集之資料、計算式、參數等如以下說明，其中車道

編號於主線行車方向最外側車道為車道 1、其次為車道 2。 

 

圖 2.1-1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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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蒐集匝道匯流區幾何資料 

分析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首先需蒐集路段相關幾何資料，

包括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進口匝道加速車道長、主線及匝道之速

限、分析匝道與上、下游匝道間之距離及判斷進/出口匝道，以作為

後續分析之基礎資料。 

(二)蒐集分析時段之交通量，並進行尖峰需求流率調整 

以現場調查或是未來年預測之主線及匝道交通量，並利用各設

施之車種組成、尖峰小時係數、各車種之小車當量等參數，代入式

2.1計算主線及匝道之大車調整因素，再利用式 2.2 計算各設施之對

等小車流率。 

)1()1(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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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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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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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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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2.2) 

 

)(iHVf ：設施 i(上游主線 F 或匝道 R)之大型車調整因素 

Pf ：駕駛人特性調整因素 

)(iTP ：設施 i(上游主線 F 或匝道 R)之大型車比例 

)(C iP ：設施 i(上游主線 F 或匝道 R)之聯結車比例 

TE ：大型車之小車當量(建議值 1.6) 

CE ：聯結車之小車當量(建議值 2.0) 

iv：設施 i(上游主線 F 或匝道 R)之對等小車流率(小車/小時) 

iV ：上游主線 F或匝道 R之小時流量(輛/小時) 

(三)界定匝道匯流區檢核點與檢核點各設施之最大服務流率 

匝道匯流區檢核點建議位置位於加速車道終點之主線下游

80~100 公尺範圍內，於檢核點中，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主線之最大服

務流率係利用表 2.1-2之速限對照自由速率後，再以路段自由速率以

及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查表 2.1-3得單一車道之容量；而匝道之容量

則由表 2.1-4所對應階段與車道數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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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公路設施速限與自由速率對照建議表 

公路設施 
速限

LS  

(公里/小時) 

自由速率
FS  

(公里/小時) 

快速公路 ≦80 
LS +10 

高、快速公路 90 100 

高、快速公路 100 105 

高速公路 110 115 

 

表 2.1-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容量對照表(未開放路肩) 

自由速率 Vf  
(公里/小時) 

每車道容量(小車/小時/車道) 進口匝道區下游主線車道

1+2容量( 2R12(Max)
v ) 2車道 3車道 4車道 

115 2,050 2,000 1,950 3,800 

110 2,000 1,950 1,900 3,800 

105 1,950 1,900 1,850 3,800 

100 1,900 1,850 1,800 3,800 

90 1,850 - - 3,700 

 

表 2.1-4  進口匝道(匯入主線段)及出口匝道(分出主線段)容量建議表 

類型 
速限 

(公里/小時) 
階段 車道數 

容量 
(小車/小時/車道) 

進口匝道 

50或 60 規劃設計 
1車道 1,800 

2車道 3,000 

50或 60 運行分析 
1車道 1,800 或儀控率 

2車道 3,000 或儀控率 

出口匝道 

50或 60 規劃設計 
1車道 1,900 

2車道 3,800 

50或 60 運行分析 
1車道 視出口匝道下游路口交

通控制型式而定 2車道 

 

(四)界定匝道組合類型，檢視相鄰上、下游匝道影響範圍 

分析匯流區時，新版方法論將分析匝道分為獨立匝道與非獨立

匝道。其中獨立匝道係指分析匝道上、下游 1,000 公尺內無其他進、

出口匝道，而非獨立匝道則受其上、下游 1,000公尺內受到其他進、

出口匝道分匯流影響。而藉由匝道之間距及類型，共區分為 9 種匝

道組合類型，詳如圖 2.1-2 所示。後續匯流區上游主線 1、2 車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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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流比例將以上述 9 種匝道組合類型判別所需使用之估算式。 

 

圖 2.1-2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組合類型 

 

(五)估計檢核點各車道之分布流率 

利用上述之匝道組合類型判斷匝道匯流區主線外側兩車道之尖

峰需求流率，須以式 2.3進行估計。其中式中所用之進口匝道匯流區

主線外側車道 1、2之比例 FMP ，可由表 2.1-5中判斷估算式類別，再

對照至表 2.1-6 估算式之迴歸式，並將相關參數帶入計算，即可得進

口匝道匯流區主線外側車道 1、2之比例，而後再將所得之比例代回

式 2.3計算其流率。 

FMF12 Pvv =                        (式 2.3) 

 

12v ： 進入匯流區上游主線車道 1與 2之流率(小車/小時) 

Fv ： 進入匯流區上游主線總流量(小車/小時) 

FMP ：  進入匯流區上游之主線車流量中，仍留在主線外側兩車

道(車道 1、2)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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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進口匝道匯流區流率比例 PFM估算式表 

編號 匝道類型 
匝道位置 2車道 3車道 4車道 

上游 中間 下游 𝑃𝐹𝑀算式 𝑃𝐹𝑀算式 𝑃𝐹𝑀算式 

On-1 

 

無 進口 無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5 

On-2 

 

無 進口 進口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5 

On-3 

 

無 進口 出口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5 

On-4 

 

進口 進口 無 估算式 1 估算式 3 估算式 5 

On-5 

 

出口 進口 無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4 
估算式 5 

On-6 

 

進口 進口 進口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3 
估算式 5 

On-7 

 

進口 進口 出口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3 
估算式 5 

On-8 

 

出口 進口 進口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4 
估算式 5 

On-9 

 

出口 進口 出口 估算式 1 
估算式 2 

估算式 4 
估算式 5 

資料來源：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3/3)-快速公路分析及容量手冊研

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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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進口匝道匯流區主線外側車道 1、2之 PFM估算迴歸式 

算式標號 FMP 估算式 

估算式 1 00.1=FMP
 

估算式 2 
RAFM vLP −+= 000073.00.0000870.6260

 

估算式 3 
U

R

U

F

U

R

U

FM
vv

vv
P

+

+
=

)(9813.0 12

 

估算式 4 URAFM DvLP +−+= 000042.00.00000950.0000550.5581
 

估算式 5 
RAFM vLP −+= 000073.00.0000870.3263

 
 

AL ：加速車道長度(公尺) 

Rv ：匝道之對等小車流率(小車/小時) 

U

Fv ：進入上游進口匝道區主線之總流率(小車/小時) 

U

Rv ：上游進口匝道路段流率(小車/小時) 

Uv12：進入上游進口匝道主線外側車道 1、2之分布流率(小車/小

時) 

UD ：與上游匝道區間距(公尺) 

(六)檢查匯流區檢核點各設施之流率 

藉由前述步驟三各設施之容量，以及步驟二、步驟四及步驟五計

算之流率，檢視各檢核點之流量是否超過容量，檢核點包含四處，

示意如圖 2.1-3 所示。 

1.匝道匯流區檢核點全部車道總尖峰流率 )( RFFO vvv +=  

2.匝道匯流區檢核點之車道 1+2 估計尖峰流率 )( 1212 RR vvv += (若主線

車道數為 2，則 )12 FOR vv =  

3. 匝 道 匯 流 區 檢 核 點 之 主 線 內 車 道 平 均 尖 峰 流 率

)2(/)( 12)( −−= Nvvv FOAvgO (其中車道數N>2，若N=2則不檢核本項) 

4.進口匝道路段之尖峰小車流率 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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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流量檢核點示意圖 

 

(七)計算檢核點各設施之 V/C 值與評估各設施之服務水準 

使用步驟六之四個檢核點之流率及容量，進一步計算流率容量

比 V/C，再對照至表 2.1-1之服務水準劃分標準，以進行服務水準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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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程式增訂 

因應本期工作內容，以及軟體長期維護需求，本子軟體程式擬以.NET 

Framework 進行開發，該軟體包含許多應用功能之迅捷開發技術，較能提升

輸出入介面的親和力。茲就重點程式畫面與欄位安排之初步構想說明如下。 

一、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THCS分析軟體的子軟體可經

由開啟功能表中直接啟動，因 2022 年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內尚未發布新版高

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之修訂版本，一

般使用者仍需使用既有的子軟體進行

分析，故新版分析軟體名稱採備註「新

版」方式與既有子軟體區別；此外，考

量 112 年度計畫預計增訂新版高速公

路出口匝道分流區子軟體，為使高速公

路分匯流區子軟體更具整合性，爰將

112年度欲開發之高速公路出口匝道分

流區子軟體與本年度高速公路路進口

匝道匯流區子軟體整併，故子軟體名稱

先行以「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

分析(新版)」命名。 

因此本子軟體分析程式啟動路徑

為：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

量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進出口匝

道分匯流區分析(新版)，如圖 2.2-1 所

示。開啟子軟體後將顯示軟體版本偵測

之提示，如圖 2.2-2 所示，使用者可根

據顯示內容判斷其已下載之分析軟體

是否為最新版本，若非最新版本，則須

至「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之下載專

區最新軟體安裝檔。 

  

 

圖 2.2-1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

匯流區子軟體啟動方式 

 

圖 2.2-2  軟體版本偵測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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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式架構說明 

配合其他子軟體使用介面設定架構，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

子軟體擬同樣以頁籤式畫面呈現，並分為「基本資料」、「資料分析」、

「參考資料」與「分析報表」等頁籤。 

(一)「基本資料」頁籤 

「基本資料」係供使用者輸入日期、分析對象、計畫概述、分析

者等資訊之介面，如圖 2.2-3 所示。 

(二)「資料分析」頁籤 

「資料分析」頁籤是本子軟體之主要分析介面，可分為運轉分析

與規劃及設計分析模組，使用者選擇後可於畫面輸入各項欄位，包

括分析路段幾何設計、需求流率及車種比例等資料，輸入後程式可

自動計算與判斷，並將輸出結果呈現於畫面下方，輸入畫面詳如圖

2.2-4～圖 2.2-5 所示。 

(三)「參考資料」頁籤 

「參考資料」頁籤係呈現本子軟體之重要參照資料，如服務水準

劃分標準等方法論之重要圖表，如圖 2.2-6所示。 

(四)「分析報表」頁籤 

「分析報表」頁籤即使用者輸入資料與程式分析結果之彙整，如

圖 2.2-7 所示。 

 

圖 2.2-3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分析畫面—「基本資

料」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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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運轉分析畫面—「資料分析」

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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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規劃及設計分析畫面—「資料分

析」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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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分析畫面—「參考資料」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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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分析畫面—「分析報表」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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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輸入欄位說明 

根據前述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之評估方法，茲彙整新增之分析功

能所需之輸出入項目如下： 

(一)道路幾何設計群組，如圖 2.2-8 所示，以下茲就各欄位說明： 

1.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分析主線單向車道數總計。 

2.高速公路主線速限：分析主線之行車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 

3.高速公路主線自由速率：分析主線之自由速率，單位為公里/小

時。 

4.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間距：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間之距離，單

位為公尺。 

7.分析匝道、鄰近匝道加(減)速車道長度：匝道之加速或減速車道

長度，單位為公尺。 

6.分析匝道、鄰近匝道車道數：匝道之車道數。 

7.分析匝道、鄰近匝道速限：匝道之行車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 

8.分析匝道類型：分析匝道之類型，依據匝道間距及進、出口匝道

型式，可區分為 9 種匝道組合類型，子軟體可根據輸入參數自

動辨別匝道類型。 

 

圖 2.2-8  「幾何設計」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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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流率群組，如圖 2.2-9所示，以下茲就各欄位說明： 

1. 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之流率，

單位為輛/小時。 

2. 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係數：為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與

尖峰 15 分鐘流率之比值。 

3. 分析匝道、上/下游匝道尖峰小時流率：匝道尖峰小時之流率，

單位為輛/小時。 

4. 分析匝道、上/下游匝道尖峰小時係數：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與尖

峰 15 分鐘流率之比值。 

 

圖 2.2-9  「需求流率」欄位示意圖 

 

(三)車種比例群組，如圖 2.2-10所示，以下茲就各欄位說明： 

1. 高速公路主線車種比例：高速公路主線之小型車、大型車、聯結

車占總車輛數之比例，單位為%。 

2. 高速公路主線小車當量：高速公路主線之小型車、大型車、聯結

車轉換為小車單位之當量值。其中小車當量 1.0為固定值，大型

車之小車當量建議值為 1.6，聯結車之小車當量建議值為 2.0，

使用者可視需求適當調整。 

3. 上、下游匝道車種比例：上、下游匝道之小型車、大型車、聯結

車占總車輛數之比例，單位為%。 

4. 上、下游匝道小車當量：上、下游匝道之小型車、大型車、聯結

車轉換為小車單位之當量值。其中小車當量 1.0為固定值，大型

車之小車當量建議值為 1.6，聯結車之小車當量建議值為 2.0，

使用者可視需求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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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0 「車種比例」欄位示意圖 

2.2.2  輸出欄位說明 

運轉分析與規劃及設計分析之分析結果群組之欄位，如圖2.2-11及圖

2.2-12所示。其中，因規劃及設計分析部分輸出欄位與運轉分析不同，規

劃及設計分析主要關注匝道路段及匯流區剩餘容量之分析，故各項說明後

備註欄位適用之分析階段，以下茲就各欄位進行說明： 

(一)上游匝道區之上游主線(運轉分析) 

1. 流率：進入匯流區上游主線單向流率，單位為小車/小時。 

2. 容量：匯流區上游主線單向之容量，單位為小車/小時。 

3. V/C：上游匝道區之上游主線流率除以容量得到之比值。 

4. 服務水準：將 V/C 之結果查表後得到之服務水準。 

(二)分析匝道、上/下游匝道區檢核點主線(運轉分析) 

1. 流率：通過匝道分匯流區後之主線流率，單位為小車/小時。 

2. 容量：通過匝道分匯流區後之主線容量，單位為小車/小時。 

3.V/C：上、下游匝道區檢核點主線流率除以容量所得到之值。 

4. 服務水準：將 V/C 之結果查表後得到之服務水準。 

(三)分析匝道、上/下游匝道區檢核點 1+2 車道(運轉分析與規劃及設

計分析) 

1. 流率：分匯流區檢核點之主線車道 1+2 估計尖峰流率，單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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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車/小時。 

2. 容量：分匯流區檢核點之主線車道 1+2 容量，單位為小車/小時。 

3. V/C：分匯流區檢核點之主線車道 1+2 估計尖峰流率除以容量

所得到之值。 

4. 服務水準：將 V/C 結果查表後得到之服務水準。 

(四)分析匝道、上/下游匝道區每一內車道(運轉分析) 

1. 流率：匝道分匯流區檢核點之主線內車道平均尖峰流率，單位

為小車/小時。 

2. 容量：匝道分匯流區上、下游主線單一車道容量，單位為小車/

小時。 

3. V/C：上、下游匝道區每一內車道流率除以容量所得到之值。 

4. 服務水準：將 V/C 之結果查表後得到之服務水準。 

(五) 分析匝道、上/下游匝道路段(運轉分析與規劃及設計分析) 

1.流率：匝道路段全部車道之總尖峰小車流率，單位為小車/小時。 

2. 容量：基本狀況下，匝道路段總容量，單位為小車/小時。 

3. V/C：匝道路段流率除以容量所得到之值。 

4.服務水準：將 V/C 之結果查表後得到之服務水準。 

(六)匝道允許最大通行流率(規劃及設計分析)：檢核點外側車道剩餘容

量，為檢核點外側車道 1+2 容量減主線 1+2 車道流率，單位為小

車/小時。 

(七)匝道實際容量(規劃及設計分析)：匝道運行容量及檢核點外側車道

剩餘容量(同匝道允許最大通行流率)取小值，單位為小車/小時。 

(八)匝道估計溢流量(規劃及設計分析)：進口匝道分析使用，為匝道路

段流率與匝道實際容量之差值，單位為小車/小時。 

(九)匝道溢流回堵速率(規劃及設計分析)：進口匝道分析使用，為匝道

估計溢流量造成車隊回堵之速率，單位為公尺/分鐘。(假設前後車

身間距 8 公尺) 

(十)匝道尖峰小時溢流回堵長度(規劃及設計分析)：進口匝道分析使

用，為匝道估計溢流量造成車隊回堵之長度，單位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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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 運轉分析之「分析結果」欄位示意圖 

 

 

圖 2.2-12 規劃及設計分析之「分析結果」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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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手冊範例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草案中，提供 5

個範例。其中範例 5 屬於回推新建匝道之最大服務流率及服務流量範圍，非

針對匯流區進行服務水準分析，因此本節針對手冊範例 1~範例 4 說明軟體

操作步驟。 

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選擇「開啟舊檔」，選取已製作完

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THCS\samples\範例 1.rapln 

例題 2：C:\ THCS\samples\範例 2.rapln 

例題 3：C:\ THCS\samples\範例 3.rapln 

例題 4：C:\ THCS\samples\範例 4-1.rapln 

C:\ THCS\samples\範例 4-2.rapln 

C:\ THCS\samples\範例 4-3.rapln 

一、範例 1、獨立進口匝道匯流區 

(一) 範例描述 

下圖顯示某一單車道進口匝道併入一條都會區六車道高速公路

(每方向三車道)之主線段，已知主線與進口匝道之現況幾何、交通資

料如圖所示，假設天候環境良好、無任何交通事故，且為一般通勤

車流；由於此匝道口距離上、下游相鄰匝道甚遠，故可視為一獨立

匝道區(On-1)，這種匝道區約占國道 1、3號全部進口匝道類型的 44%；

本分析主要在決定此匝道匯流區各組成設施預計之服務水準。 

 

  



 

2-21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

析(新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因此範例屬於運轉分析，故需於分析工作欄位選「運轉分析」。 

步驟 3： 

於幾何設計區塊中，輸入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 3 車道，速限

100 公里/小時，自由速率依照臺灣公路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

表 5.8後，自動對照至 105公里/小時。 

步驟 4： 

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之間距是為判斷匝道屬於獨立匝道或非

獨立匝道之依據，其中間距大於 1,000 公尺為獨立匝道，小於等

於 1,000 公尺則為非獨立匝道。依題意，本範例屬獨立匝道，因

此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之間距輸入大於 1,000 公尺之數字即可，

本題以 1,200 公尺作為輸入範例。 

步驟 5： 

於分析匝道處，點選「進口匝道」，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560 公

尺，匝道車道數 1 車道，匝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匝道類型將依

匝道位置、類型等自動對照至臺灣公路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

表 5.7，本範例之匝道類型為 On-1。 

步驟 6： 

在需求流率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3,150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5；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1,210 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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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 

車種比例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1%、8%及 1%；分析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7%、3%及%。各車種之小車當量採手冊建議值，大型

車為 1.6，聯結車為 2.0。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3-1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3-

2所示。檢視軟體分析結果，與容量手冊內之分析結果一致，僅有些

差距，乃因軟體內流率以四捨五入進位至整數。整體分析本匝道匯

流區目前各車道設施均處於穩定車流運行狀況，服務水準大概一致，

約 C~D 級。而若有檢核點之現況速率，應加以計算服務水準第二碼

「速率與速限之比值」。 



 

2-23 

 

圖 2.3-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1輸入與分析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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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1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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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例 2、進口匝道區上游緊鄰另一進口匝道區 

(一) 範例描述 

下圖為在一條六車道高速公路(每一方向三車道)，某主線路段上

之相鄰兩處匝道區，已知主線與兩處匝道之現況幾何、交通資料如

圖所示，此圖例顯示目前匝道區(進口匝道區 R2)上游 700 公尺處另

設有一進口匝道 R1，這種匝道區約占國道 1、3 號全部進口匝道類

型的 6%；兩匝道區的交通運作有可能不影響，但也可能因彼此間距

較短，導致其中某一匝道區受另一匝道進出車流的影響，故必須確

認各匝道區車流是否在受影響的運作狀況下，以合理分析其運行的

品質。本範例將在以下每一步驟中，分別對此兩處匝道區進行幾何、

交通資料彙整與影響分析，以決定每一匝道區各組成設施在現況下

預期之服務水準。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

析(新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因此範例屬於運轉分析，故需於分析工作欄位選「運轉分析」。 

步驟 3： 

於幾何設計區塊中，輸入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 3 車道，速限

90公里/小時，自由速率依照臺灣公路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表

5.8後，自動對照至 100 公里/小時。 

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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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之間距是為判斷匝道屬於獨立匝道或非

獨立匝道之依據，其中間距大於 1,000 公尺為獨立匝道，小於等

於 1,000 公尺則為非獨立匝道。依題意，範例之分析匝道與鄰近

匝道之間距輸入 700 公尺。 

步驟 5： 

依題意，目前匝道為進口匝道，因此於分析匝道處點選「進口

匝道」，並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230 公尺，匝道車道數 1 車道，匝

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而本範例說明目前匝道之上游 700 公尺處

另有一進口匝道，因此於鄰近匝道處點選上游匝道、進口匝道，

並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200公尺，匝道車道數 1車道，匝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軟體依匝道位置、類型等自動判斷目前匝道類型為 On-

4。 

步驟 6： 

在需求流率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2,680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0；上游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450 輛/小

時、尖峰小時係數 0.85；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910輛/小時、

尖峰小時係數 0.92。 

步驟 7： 

車種比例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4%、5%及 1%；上游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8%、2%及 0%；分析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100%、0%及 0%。各車種之小車當量採手冊建議值，大

型車為 1.6，聯結車為 2.0。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3-3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3-

4所示。檢視軟體分析結果，與容量手冊內之分析結果一致，僅有些

差距，乃因軟體內流率以四捨五入進位至整數。整體而言，上、下游

匝道匯流區之各檢核點均為穩定車流，服務水準大致約維持於 C~D

級。而若有各檢核點之現況速率，應加以計算服務水準第二碼「速

率與速限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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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2輸入與分析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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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2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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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範例 3、進口匝道區上游緊鄰另一出口匝道 

(一) 範例描述 

下圖為在一條六車道高速公路(每一方向三車道)，某主線路段上

之相鄰兩處匝道區，已知主線與兩處匝道之現況幾何、交通資料如

圖所示，此圖例顯示目前匝道區(進口匝道區 R2)上游 480 公尺處另

設有一出口匝道 R1，這種匝道區約占國道 1、3 號全部進口匝道類

型的 42%；兩匝道區的交通運作有可能不影響，但也可能因彼此間

距較短，導致其中某一匝道區受另一匝道進出車流的影響，故必須

確認各匝道區車流是否在受影響的運作狀況下，以合理分析其運行

的品質。本範例將在以下每一步驟中，分別對此兩處匝道區進行幾

何、交通資料彙整與影響分析，以決定每一匝道區各組成設施在現

況下預期之服務水準。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

析(新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因此範例屬於運轉分析，故需於分析工作欄位選「運轉分析」。 

步驟 3： 

於幾何設計區塊中，輸入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 3 車道，速限

90公里/小時，自由速率依照臺灣公路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表

5.8後，自動對照至 100 公里/小時。 

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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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之間距是為判斷匝道屬於獨立匝道或非

獨立匝道之依據，其中間距大於 1,000 公尺為獨立匝道，小於等

於 1,000 公尺則為非獨立匝道。依題意，範例之分析匝道與鄰近

匝道之間距輸入 480 公尺。 

步驟 5： 

依題意，目前匝道為進口匝道，因此於分析匝道處點選「進口

匝道」，並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370 公尺，匝道車道數 1 車道，匝

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而本範例說明目前匝道之上游 480 公尺處

另有一出口匝道，因此於鄰近匝道處點選上游匝道、出口匝道，

並輸入減速車道長度 170公尺，匝道車道數 1車道，匝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軟體依匝道位置、類型等自動判斷目前匝道類型為 On-

5。 

步驟 6： 

在需求流率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4,510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4；上游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550 輛/小

時、尖峰小時係數 0.87；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810輛/小時、

尖峰小時係數 0.91。 

步驟 7： 

車種比例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2%、6%及 2%；上游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7%、2%及 1%；分析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8%、2%及 0%。各車種之小車當量採手冊建議值，大

型車為 1.6，聯結車為 2.0。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3-5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3-

6所示。檢視軟體分析結果，與容量手冊內之分析結果一致，僅有些

差距，乃因軟體內流率以四捨五入進位至整數。整體而言，上、下游

匝道匯流區之各檢核點均為穩定車流，服務水準大致約維持於 C~D

級。而若有各檢核點之現況速率，應加以計算服務水準第二碼「速

率與速限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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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3輸入與分析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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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3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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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範例 4、新建交流道之進口匝道方案評估 

(一) 範例描述 

某城市因區域土地開發與交通系統擴建計畫，由目前交流道進

入高速公路往東方向之流量已逐年顯著成長，預計數年後通勤尖峰

進入高速公路設施會達到飽和，但因地區環境限制，目前預擬以下

三個方案因應成長之交通需求，並希望對這些方案進行事前評估分

析。 

方案一：目前交流道進口匝道維持一車道，但將加速車道長度延伸

至 200公尺，以增加目前匝道車輛之匯入空間。 

 

 

方案二：將目前交流道進口匝道之車道數擴增為二車道，並調整目

前加速車道長度至 300 公尺，以增加目前匝道之容量。 

 

 

方案三：在緊鄰目前交流道進口匝道上游 500 公尺新設一處一車道

進口匝道，以分散目前匝道之交通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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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一 

1.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

析(新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因此範例屬於事前評估分析，故於分析工作欄位選「規劃及

設計分析」。 

步驟 3： 

於幾何設計區塊中，輸入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 3 車道，速限

100 公里/小時，自由速率依照臺灣公路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

表 5.8後，自動對照至 105公里/小時。 

步驟 4： 

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之間距是為判斷匝道屬於獨立匝道或非

獨立匝道之依據，其中間距大於 1,000 公尺為獨立匝道，小於等

於 1,000 公尺則為非獨立匝道。因方案一為維持既有匝道，且為

無相鄰匝道之獨立匝道，故分析匝道與鄰近匝道之間距輸入 1,200

公尺作為範例。 

步驟 5： 

依題意，目前匝道為進口匝道，因此於分析匝道處點選「進口

匝道」，並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200 公尺，匝道車道數 1 車道，匝

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軟體依匝道位置、類型等自動判斷目前匝

道類型為 On-1。 

步驟 6： 

在需求流率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3,200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5；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1,700 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5。 

步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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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種比例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5%、5%及 0%；分析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7%、3%及 0%。各車種之小車當量採手冊建議值，大

型車為 1.6，聯結車為 2.0。 

2.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3-7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3-

8所示。檢視軟體分析結果，方案一延伸匝道之加速車道長度至 200

公尺，雖可增加匝道車輛併入主線之緩衝距離，但預計增加主線車

輛使用外側車道之比例，降低匝道車輛併入主線之自由度，因此匝

道將有 22 小車/小時之溢流量，回堵長度約 176公尺。 

整體軟體計算結果與容量手冊內之分析結果一致，僅有流率及

溢流量以四捨五入進位至整數，以及容量手冊內之回堵長度係以小

數位之溢流量乘每車 8 公尺計算，而軟體則以整數溢流量推算，故

數值與容量手冊內之計算結果有些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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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4情境一輸入與分析結果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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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4情境一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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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案二 

1.操作步驟 

步驟 1： 

因本方案屬方案一為基礎擴增匝道車道數為二車道，並且調

整加速車道長度至 300 公尺，故延續使用方案一之檔案，將分析

匝道之加速車道長度調整為 300 公尺，以及匝道車道數輸入 2 車

道。 

步驟 2： 

其餘參數皆與方案一相同，故無需調整。 

2.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3-9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3-

10所示。檢視軟體分析結果，方案二擴充匝道車道數至 2 車道，並

且延伸匝道加速車道長度至 300 公尺，匝道容量較方案一高，匝道

實際容量由 1,800 小車/小時提升至 1,999 小車/小時。此方案將不造

成車輛溢流及回堵。 

軟體計算結果與容量手冊內之分析結果一致，僅有流率以四捨

五入進位至整數，故數值與容量手冊內之計算結果有些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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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4情境二輸入與分析結果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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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0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4情境二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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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方案三 

1.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

析(新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因此範例屬於事前評估分析，故於分析工作欄位選「規劃及

設計分析」。 

步驟 3： 

於幾何設計區塊中，輸入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 3 車道，速限

100 公里/小時，自由速率依照臺灣公路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

表 5.8後，自動對照至 105公里/小時。 

步驟 4： 

依題意，範例之目前匝道與預計新建匝道距 500 公尺，於鄰

近匝道之間距輸入 500 公尺。 

步驟 5： 

目前匝道為進口匝道，因此於分析匝道處點選「進口匝道」，

並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200公尺，匝道車道數 1車道，匝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而預計新建之進口匝道距分析匝道上游 500 公尺處，

因此於鄰近匝道處點選上游匝道、進口匝道，並輸入加速車道長

度 200 公尺，匝道車道數 1 車道，匝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軟體

依匝道位置、類型等自動判斷目前匝道類型為 On-4。 

步驟 6： 

在需求流率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3,200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5；上游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1,200 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5；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500 輛/小

時、尖峰小時係數 0.95。 

步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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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種比例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5%、5%及 0%；上游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7%、3%及 0%；分析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7%、3%及 0%。各車種之小車當量採手冊建議值，大

型車為 1.6，聯結車為 2.0。 

2.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3-11 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3-12所示。檢視軟體分析結果，方案三新建匝道及分析匝道皆不會

發生溢流、回堵狀況，惟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已接近匝道容量，

因此若增加分析匝道分配流量，則該匝道預期將發生溢流。 

軟體計算結果與容量手冊內之分析結果一致，僅有流率以四捨

五入進位至整數，故數值與容量手冊內之計算結果有些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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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4情境二輸入與分析結果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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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2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範例 4情境三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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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操作例題 

本節設計兩操作範例，協助使用者了解軟體使用方式。使用者可依據操

作步驟自行輸入，或選擇「開啟舊檔」，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THCS\samples\sample1.rapln 

例題 2：C:\THCS\samples\sample2.rapln 

一、例題 1：獨立進口匝道匯流區之運轉分析 

(一) 例題描述 

國道 1 號后里交流道南向之匝道採先出後進配置，兩匝道之間

距約 1.2 公里，兩者分別可界定為獨立匝道。 

111年 10 月 17 日昏峰時段 VD 資料顯示，此路段於進口匝道前

之高速公路主線南向車流量為 2,589 輛/小時，其中小型車比例為

86%、大型車 12%、聯結車 2%，尖峰小時係數為 0.9；車道配置為

雙向 6車道，速限為 110公里/小時，時速 100公里/小時，過匯流區

後(𝑉𝐹𝑂)之車速為 96 公里/小時。 

南向進口匝道車流量為 1,172 輛/小時，小型車比例為 96%、大

型車 4%、聯結車 0%，尖峰小時係數為 0.9；匝道車道配置為 1 車

道，加速車道長度約 280 公尺，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試分析此匯

流區之運轉績效。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

析(新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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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此例題為現況調查資料，欲進行服務水準分析，故需於分析

工作欄位選「運轉分析」。 

步驟 3： 

於幾何設計區塊中，輸入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 3 車道，速限

110 公里/小時，自由速率依照臺灣公路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

表 5.8後，自動對照至 115公里/小時。 

步驟 4： 

本例題與上游出口匝道距離 1.2 公里，因此於分析匝道與鄰

近匝道之間距欄位輸入 1,200 公尺。 

步驟 5： 

於分析匝道處，點選「進口匝道」，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280 公

尺，匝道車道數 1 車道，匝道速限 50 公里/小時，匝道類型將依

匝道位置、類型等自動對照至 On-1 類型。 

步驟 6： 

在需求流率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2,589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0；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1,172 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0。 

步驟 7： 

車種比例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86%、12%及 2%；分析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6%、4%及 0%。各車種之小車當量採手冊建議值，大

型車為 1.6，聯結車為 2.0。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4-1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4-

2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現況后里交流道南下進口匝道匯流區車流

狀況穩定，各檢核點之服務水準介於 C~D 級間。 

且因本例題有部分檢核點之速率資料，故須加以評估速率與速

限之比值。經計算匝道上游主線及分析匝道區檢核點主線之速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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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限之比值，匝道上游主線為 0.91、分析匝道區檢核點主線為 0.87，

約介於服務水準第二碼 1~2 級。 

 

 

圖 2.4-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例題 1輸入與分析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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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例題 1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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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題 2：進口匝道區上游緊鄰一出口匝道之運轉分析 

(一) 例題描述 

國道 3 號竹林交流道北向有兩處距約 620 公尺之連續匝道，採

先出後進之配置。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昏峰時段之交通量相關資料

如下表所示，試分析此匯流區之運轉績效。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

析(新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此例題為現況調查資料，欲進行服務水準分析，故需於分析

工作欄位選「運轉分析」。 

步驟 3： 

於幾何設計區塊中，輸入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數 3 車道，速限

110 公里/小時，自由速率自動對照至 115 公里/小時。 

 

步驟 4： 

本例題與上游出口匝道距離 620 公尺，因此於分析匝道與鄰

近匝道之間距欄位輸入 620公尺。 

步驟 5： 

目前匝道為進口匝道，因此於分析匝道處點選「進口匝道」，

並輸入加速車道長度 260 公尺，匝道車道數 1 車道，未設有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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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故以 50 公里/小時作為分析匝道之速限。 

而上游出口匝道距分析匝道上游 620 公尺處，因此於鄰近匝

道處點選上游匝道、出口匝道，並輸入減速車道長度 170 公尺，

匝道車道數 1 車道，而因分析方法內無速限 40 公里/小時，因此

亦以 50 公里/小時作為分析。軟體依匝道位置、類型等自動判斷

目前匝道類型為 On-5。 

步驟 6： 

在需求流率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2,055輛

/小時、尖峰小時係數 0.90；上游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604 輛/小

時、尖峰小時係數 0.90；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882輛/小時、

尖峰小時係數 0.90。 

步驟 7： 

車種比例區塊中，高速公路主線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69%、26%及 5%；上游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6%、2%及 2%；分析匝道小車、大型車及聯結車比例

分別輸入 96%、3%及 1%。各車種之小車當量採手冊建議值，大

型車為 1.6，聯結車為 2.0。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4-3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4-

4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竹林交流道於昏峰時段北向進、出口匝道

分匯流區各檢核點之服務水準尚佳，雖進口匝道之車流量較出口匝

道高，但仍不至於影響上游主線之運作，整體呈現穩定車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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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例題 2輸入與分析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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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例題 2分析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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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模擬模組更新 

目前 THCS 中，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之坡度路段模擬模組係使用

2018 HTSS模式，而本計畫聘僱之專家學者林豐博教授利用臺灣現況本土車

流特性調校模擬邏輯，同時針對模式輸入檔進行調整，更新為 2021 HTSS模

式，「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亦納入出版。故本次進行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子軟體之坡度路段模擬模組更新作業，以下分為「新舊版模擬模式檔型差

異」、「軟體操作介面更動」、「軟體容量估計值擷取方式調整」，以及「軟

體修改成果展示」四部分，說明如下。 

3.1  新舊版模擬模式檔型差異 

針對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之坡度路段模擬模組所使用之 2021 HTSS

與 2018 HTSS 檔型差異，整理於表 3.1-1 所示，說明如下。 

一、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於 2018 HTSS 中，為能模擬最接近實際情況之車流狀況，須於欲模

擬之節線前自行設定另一虛擬節線供車流行走，待行走過虛擬節線之車

流穩定後，再進入原先設定之節線接續模擬，避免車輛直接進入該節線

模擬，造成車流瞬間不穩定而影響後續分析。因此，使用 2018HTSS 版

本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組中，於每一條節線設定時，須於使用者

輸入參數後，協助於輸入檔中設定「虛擬節線」相關性質。而於 2021 

HTSS 中，此虛擬節線部分已由 2021HTSS 內部自動設定，輸入檔無須

額外處理。故原先使用 2018HTSS 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組，須調

整虛擬節線輸入檔之寫法，包含刪除含有虛擬節線部分、修改節點與節

線編號等。本次共計刪除原檔型 1、5、20、21、45、46、50、60、61、

95之虛擬節線做法。 

以檔型 5 為例，於 2018 HTSS 中，在欲模擬之節線前，須先設定虛

擬節線，即節線 1 與 3為虛擬節線，節線 2與 4為欲模擬之節線，並於

該檔型每一節線加以設定參數；而於 2021 HTSS中，僅需設定欲模擬之

節線，即節線 1 與 2，並將原檔型寫法修改調整，如刪除虛擬節線、修

改節線編號等，相關示意圖如圖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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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檔型 5 (2018 HTSS) 

(b) 檔型 5 (2021 HTSS) 

圖 3.1-1 刪除虛擬節線示意圖(以檔型 5為例) 

 

二、刪除/新增檔型 

在刪除檔型部分，本次刪除檔型 2 與 3，該二檔型原先是用於設定

虛擬節線之行車方向與進入節點，由於虛擬節線改由程式內部自行操作

設定，使用者不須於檔型中額外處理，故刪除檔型 2與 3。 

在新增檔型方面，本次新增檔型 12，作為 HOV 車道相關參數設定，

只有當檔型 11 的 Ku 參數為 2 時才須設定。其由 9 個參數所組成，分別

為 Link、Per1、Per2、Per3、D1、D2、N1、N2、N3，其中 Link 為一節

線之代號、Per1 為小車使用 HOV 車道之百分比(%)、Per2 為大客車使用

HOV 車道之百分比(%)、Per3 為其他大車使用 HOV 車道之平均百分比

(%)、D1為可進入 HOV 車道之進口的平均距離(公里)，若只有一進口，

則 D1= -99、D2 為可離開 HOV 車道之出口的平均距離(公里)，若車輛

須走完全程才能離開，則 D2 = -99、N1~N3為檔型 11設定可使用 HOV

車道之車種之外，另外可使用 HOV 車道之 3車種。 

三、刪除/新增參數 

在刪除參數方面，本次刪除原檔型 0 之 Tbeg、Tend 參數，分別代

表開始蒐集時間之瞬間(秒)、資料蒐集結束之瞬間(秒)，其改由程式內部

自行操作設定；刪除原檔型 50 之 Adj 參數，代表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

整係數。本次無新增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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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改參數定義 

本次修改檔型 11之 Ku參數定義，於 2018 HTSS 中，Ku=1表示特

定車種必須使用之車道，其他車種不能進入、Ku= 2 表示特定車種可用

也可不用之車道，但一進入必須走完全程，其他車種不能使用、Ku= 3表

示特定車種可隨意進出之車道，其他車種不能使用；而於 2021 HTSS中，

配合 HOV 車道納入模擬模組，本次修改 Ku 參數代表意義，Ku = 1 表

示特定車種 100%使用之車道，其他車種不能進入，如公車專用道、Ku= 

2修改為 HOV 車道、Ku= 3 修改為ㄧ般車道及 HOV 車道除外，特定車

種可用也可不用，如慢車道。 

表 3.1-1新舊版模擬模式檔型差異 

檔型 說明 2021HTSS 輸入格式 與 2018HTSS差異說明 

0 模擬參數設定 
Nrun Np Warm Dur T Tbeg 

Tend Iseed 
刪除 Tbeg、Tend參數 

1 
模擬路段車道性質、

寬度設定 

Link Nup Ndn In Cont N Wid 

W2 ID SHR SHL Alen GEO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2 行車方向設定 - 刪除檔型 

3 進入節點設定 - 刪除檔型 

5 附屬短車道設定 
Link Iside Aux L1 L2 L3 Start Ex 

Xw Off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11 車道專用/保留設定 
Link Lane Ku X1 X2 L(1) L(2) 

L(3) 
修改 Ku 參數定義 

12 HOV 車道設定 
Link Per1 Per2 Per3 D1 D2 N1 

N2 N3 
新增檔型  

20 節線轉向設定 Link Itu L(1) L(2) ... L(6)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21 車種轉向比例設定 
Link ITY L(1) X(1) L(2) X(2) … 

L(6) X(6)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30 流率及車種組成設定 
Node Iget IP IQ X(1) X(2) … 

X(6) 
未變更 

45 速限區速限設定 Link Post L(1) L(2) L(3)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46 速限區自由速率設定 Link Zone V1 V2 V3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50 節線容量設定 Link Zone Cap VC Adj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刪除 Adj 參數 

60 坡度設定(坡度) Link ID Begin Over Slope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61 坡度設定(高程) Link ID X E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95 偵測器設定 Link D(1) D(2) … D(10) 刪除虛擬節線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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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軟體操作介面更動 

一、新增 2021HTSS 檔型 12 操作介面 

配合 2021HTSS 檔型 12之 HOV 車道設定，本軟體於主畫面之進階

設定「保留/專用車道設定」下方處，新增 HOV 車道相關輸入資料格位，

如圖 3.2-1 所示，其中 HOV 車道額外使用車種 1~3，對應檔型 12 之

N1~N3，且不可與檔型 11 之 L(1)~L(3)車種重複；小車使用 HOV 車道

之百分比、大客車使用 HOV 車道之百分比、其他大車使用 HOV 車道之

平均百分比分別對應檔型 12 之 Per1、Per2、Per3。 

為方便使用者輸入資料，本軟體不直接要求使用者輸入檔型 12 之

D1與 D2，即可進入 HOV 車道之進口的平均距離，以及可離開 HOV 車

道之出口的平均距離，而是請使用者輸入「可進入 HOV 車道之入口數

量(N1)」、「可離開 HOV 車道之出口數量(N2)」，並由D1 = L/(N1 −

1)、D2 = L/N2，其中 L 為節線長度，此部分由程式內部自行換算。 

 

圖 3.2-1 檔型 12之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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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充相關文字說明 

為便於使用者輸入資料，本次於操作介面之進階設定「路肩或爬坡

道設定」與「保留/專用車道設定」，以「紅字」補充相關文字說明輔助

使用者操作，用以改善過去使用者須事先查閱各欄位限制條件，或透過

按下「確定」鈕，若有輸入不合規定時，藉由彈跳視窗之錯誤訊息加以

提醒修正，此將可大幅提高使用者之操作效率，相關介面如圖 3.2-2 與

3.2-3所示。 

 

圖 3.2-2 路肩或爬坡道設定之操作介面 

 

圖 3.2-3 保留/專用車道設定之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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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限制條件 

本次增加「爬坡道車道數須為 1，且須於『保留/專用道』設定相關

大車管制方式」條件，原因為使用者於「路肩或爬坡道設定」設定爬坡

道時，若僅有設定一爬坡道，而未有設定使用車種及其管制方式，將造

成最後模擬結果與無爬坡道之情況無明顯差異，故使用者設定爬坡道時，

須同時於「保留/專用車道設定」進行該使用車種與管制方式設定；本軟

體亦於「路肩或爬坡道設定」之文字說明第 4點，以及增加相關防呆軟

體機制輔助使用者操作。 

四、新增模擬進度顯示 

本次於主畫面新增模擬進度顯示，如圖 3.2-4所示，用以改善過去當

軟體運作時，滑鼠游標顯示圓圈轉動圖案，使用者誤以為軟體當機之情

況，此可讓使用者掌握目前軟體的操作情形。 

 

圖 3.2-4 主畫面之模擬進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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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軟體容量估計值擷取方式調整 

由於 HTSS 模式無法直接估計路段之容量，因此本軟體之模擬模式藉由

逐步提升輸入流率之方式，觀察輸出流率呈穩定上升或降低情況，當輸出流

率隨著輸入流率穩定上升時，表示未達到路段容量值；反之，若輸出流率呈

現突降情況，表示需求流率等於或超過容量，並以此訂定能從一節線離開之

最高流率，即為容量估計值。 

於 2018 HTSS 中，容量估計流程如圖 3.3-1所示，起始輸入流率值為 50*

車道數，並以此執行模擬，將輸出流率值紀錄儲存，後續每次模擬時，輸入

流率值增加 50*車道數，共計模擬 50 次，透過觀察此 50 次的輸入流率與模

擬所得之輸出流率，可發現輸入流率在超過某一數值後，其輸出流率值會呈

現上下來回震盪，表示輸出流率值已接近一收斂值，此即為估計之容量，故

本軟體取輸出流率最大的 5個值平均，並四捨五入取至十位數做為路段之容

量估計值。 

 

 

圖 3.3-1 容量估計流程與示意圖(2018 HTSS) 

 

而於 2021 HTSS 中，由於模式模式之調校，輸出流率線形與 2018 HTSS

不同，於接近容量時，輸出流率沒有顯著變化，或開始下降；反之，當超過

一數值後，輸出流率會有大幅的下降，此一數值表示模擬過程中所產生之最

大輸出流率，即為估計之容量，故 2021 HTSS 的容量擷取方式調整為取輸出

流率之最大值，並將個位數無條件捨去後取至十位數。新版容量估計流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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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所示。 

 

 

圖 3.3-2 容量估計流程與示意圖(2021 H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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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軟體修改成果展示 

一、範例描述 

一長 4公里，雙向各 2車道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車道寬 3.6 公尺，

路肩寬 3 公尺，路段的速限為 90公里/小時，平均自由速率 100 公里/小

時，臨界速率 90 公里/小時，A 方向至 B 方向為一 3%之上坡路段，尖

峰需求流率為 2,400 輛/小時，其中小車約占 60%、大客車 2%、大貨車

15%、半聯結車 23%。從 A 往 B方向之縱面線形如圖 3.4-1所示。 

情境一：試估計路段容量、平均速率及服務水準。 

情境二：若加一 3.5 公尺寬爬坡車道，並限制僅大型車可使用爬坡道，

且大型車必須使用外側爬坡車道。試與情境一結果比較路段容量、平均

速率及服務水準。 

圖 3.4-1 路段之縱面線形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情境一： 

 步驟 1：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根據

路段特性，點選「坡度路段」，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

專案。 

 步驟 2：輸入節線基本設定。於節線 1輸入節線長度 4.00 公里，車

道數輸入 2，車道寬輸入 3.60 公尺，外路肩寬輸入 3.00 公尺，速限

拉選至 90 公里/小時，小車自由速率、容量及臨界速率之值會根據

所輸入之速限，自動對照至容量手冊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之流率速率

代表性關係模式，若使用者有相關資料亦可自行輸入，輸入畫面如

圖 3.4-2 所示。 

 步驟 3：輸入進階設定，設定坡度。點選節線 1之「坡度」設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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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坡度路段設定視窗中選擇「坡度」，下拉選擇 1 個坡度路段，節

線一表格輸入起點為 0.00 公里，終點為 4.00 公里，坡度 3.0%，輸

入畫面如圖 3.4-3所示。 

 步驟 4：輸入節點設定。節點 610 兩模擬時段的流率皆為 2,400 輛/

小時，車種比例設定為小車 60%、大客車 2%、大貨車 15%、半聯

結車 23%，輸入畫面如圖 3.4-4 所示。  

 步驟 5：點選介面上的船舵圖形，跳出模擬作業設定視窗。依據問

題描述，設定偵測器位置於終點 4.00 公里，輸入畫面如圖 3.4-5 所

示。  

 步驟 6：點選執行模擬，軟體自動啟動 2021HTSS 模擬程式，並執

行容量之估計。 

 情境二： 

 步驟 1：利用情境一之檔案，點選「路肩或爬坡道」設定，依據問題

描述，「開放路肩及爬坡道行駛之個數」拉選至 1，於編號 1 之橫

列，車道種類選擇「爬坡道」，起點輸入 0.00 公里，終點 4.00 公里，

車道數 1，車道寬 3.5 公尺，輸入畫面如圖 3.4-6 所示。 

 步驟 2：點選「保留/專用道」設定。依據問題描述，「路肩或爬坡

道 1」之管制方式選擇「必須使用，其他車種不能進入」，並於使用

車種 1~3 中，依序選擇遊覽車、大貨車及半聯結車，輸入畫面如圖

3.4-7所示。 

 步驟 3：點選執行模擬，軟體自動啟動 2021HTSS 模擬程式，並執

行容量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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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範例之輸入畫面(所有情境) 

 

 

圖 3.4-3 範例之坡度設定(所有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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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範例之節點流率與車種比例設定(所有情境) 

 

 

圖 3.4-5 範例之偵測器設定(所有情境) 

 

 

圖 3.4-6 範例之爬坡道設定(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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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範例之保留/專用車道設定(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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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情境一、二輸出結果分別如圖 3.4-8~圖 3.4-11

所示。情境一中，路段容量為 3,200 輛/小時，平均速率為 85.8 公里/小

時，V/C值為 0.75，平均速率與速限比值為 0.95，路段服務水準為 C1；

從情境一的偵測器設定，可了解大車在坡度路段的速率變化。偵測器的

輸出結果需直接閱讀模式的輸出檔案，檔案可從工具列選擇「模式」→

「檢視模式輸出檔」開啟，如圖 3.4-9 所示，車道 1(外側車道)的速率為

78.7 公里/小時、車道 2(內側車道)為 89.8 公里/小時，且從車種比例可

知，大車全部行駛車道 1(外側車道)。 

  情境二為上坡路段設置爬坡道後之改善狀況，其路段容量為 3,740

車輛數/小時，平均速率為 95.7 公里/小時，V/C 值為 0.64，平均速率與

速限比值為 1.06，路段服務水準為 C1；情境二的偵測器結果如圖 3.4-

11，車道 1(外側車道)的速率為 92.0 公里/小時、車道 2(內側車道)為 98.5

公里/小時，爬坡道無偵測器之結果，但從車道 1、2 之車種比例可知，

大車將全部行駛爬坡道。 

  比較情境一與情境二，雖路段服務水準皆為 C1 級，但設置爬坡道

後容量有些微增加，且路段的平均速率有顯著提升，平均速率由 85.8公

里/小時提升至 95.7 公里/小時，表示在大型車或聯結車比例高之上坡路

段增設爬坡道，能改善車輛行車速率。由於模擬模式每次模擬結果略有

差異，故使用者模擬結果亦可能與圖 3.4-8~圖 3.4-11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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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 範例之分析結果輸出圖(情境一) 

 

 

 

圖 3.4-9 範例之偵測器資料輸出檔(情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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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 範例之分析結果輸出圖(情境二) 

 

 

 

圖 3.4-11 範例之偵測器資料輸出檔(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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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軟體與網頁更新維護及相關服務工作 

4.1  THCS軟體及網頁維護與更新 

一、配合新版手冊內容，整理更新「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相關說明資料

及下載專區檔案 

本所於 2011 年發布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後，仍持續致力於臺灣公路

容量之研究，並且藉由臺灣本地之交通調查資料，發展符合本土化交通

特性之公路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方法，於民國 111 年出版 2022 年臺灣

公路容量手冊。故本計畫配合新版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發布時程，調整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站之版面，並配合新版手冊之方法論、例題等

內容，更新各頁面之資訊，以及重新檢視下載專區檔案與納入使用者常

問問題於常見問題頁面中，以利使用者參考。 

(一)「首頁」更新內容 

於「首頁」頁籤中，配合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發布時程，

公告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已公布並提供下載之最新消息，以利使用

者可下載查閱及使用，首頁頁面詳圖 4.1-1所示。 

 

圖 4.1-1  專區網站「最新消息」頁面 

(二)「軟體介紹」更新內容 

「軟體介紹」頁籤中，新增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背景說明，

並配合修正容簡介文字，並新增歷年教育訓練舉辦成果彙整表，詳

如表 4.1-1 及圖 4.1-2 所示。 



 

4-2 

表 4.1-1  常見問題彙整 

項次 內容 修改說明 

一、容量分析之
目的 

公路設施為交通系統之重要基礎，無論新建或改善，有
關其規劃、設計及運作與管理策略之訂定，均需要針對各設
施在計畫或現況條件之交通容量與服務水準有深入的了解
與評估，以提出適切之規劃設計方案或運作與管理策略，提
升車流運轉效率，亦可減少對環境品質之影響、降低經濟及
社會活動成本，達成資源有效配置。而公路容量分析可以提
供規劃及設計人員客觀的資料以決定適當之設計及運作，其
重點在於探討公路設施之硬體設備、運作策略與交通需求
（traffic demand）之互動關係以協助完成下列在規劃、設計
或運作時常須執行的工作： 

1.訂定在欲維持一特定服務水準時所需之交通設施或運作策
略。 

2.評估現存或將來交通設施之服務水準，以作為規劃或分配
資源以改善交通及運作策略之依據。 

3.評估土地開發對交通及環境之衝擊。 

調整說明文字 

二、本土化容量
分析發展背景 

因為公路系統規劃、設計及運作分析之需要，我國第 1

版容量手冊為根據美國 1985 年公路容量手冊（1985HCM）
所編訂之民國 79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歷經多年長期性之本
土化研究工作，逐步修訂民國 79 年版之公路容量手冊，以適
用於國內之分析。 

民國 89 年時，為將階段性之本土化研究成果提供各界
參考，乃進行公路容量手冊之彙整編修工作，於民國 90年初
出版「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現再歷經 10 年的
在地化研究，陸續完成多車道郊區公路、市區號誌化路口、
市區幹道、公車設施及機車專用道等章之修訂，同時也更新
第 3版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與第 2版收費站模擬模式，完
成出版第三版「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而後續配合持
續進行之本土化資料蒐集及容量研究工作，完成修訂非阻斷
性車流與市區地下道號誌化路口等章節內容，於民國 111年
出版第四版「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本手冊共有 19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說明容量分析
之基本觀念，第三章到第十九章則各別說明高速公路、市區
高架快速道路、市區地下道號誌化路口、郊區多車道及雙車
道公路、號誌化路口、非號誌化路口及圓環、市區幹道、公
車設施、機車專用道、行人設施等公路設施之運作特性及分
析方法。近期並新增第 20章「公路隧道」，提供分析公路隧
道容量與服務水準評估之方法，以及對於第 10章「市區地下
道」之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 

新增 2022 年臺
灣公路容量背
景說明，並配合
修正容量手冊
內容簡介文字 

三、臺灣公路容
量分析軟體之
開發 

由於容量手冊所提之容量分析方法，為以公式及圖表為
基礎之方法，在運用上常須執行一連串的計算。這種分析過
程費時而且容易被誤用，因此自民國 94 年起，本所乃根據
「202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內容，並配合歷年修訂分析方
法修訂成果，開發「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aiwan Highway 
Capacity Software, THCS）」，希望藉由友善的輸入界面、整
合性圖表分析及格式化報表輸出，方便各界應用，以利容量
分析之推廣。 

修改公路容量
手冊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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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專區網站「軟體介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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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載專區」更新內容 

「下載專區」頁籤中，主要調整版面配置，將下載檔案分類為公

路容量手冊、分析軟體及教育訓練相關檔案等子頁籤。 

公路容量手冊子頁籤中，配合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發布，

提供全冊檔案及分章節檔案供使用者下載參閱，以及手冊提及之運

算執行檔、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2021HTSS)及輸入範例檔，詳如

圖 4.1-3 所示；分析軟體子頁籤中，上傳各子軟體之安裝檔，以及提

供軟體使用手冊檔案供下載使用，並且將教學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平台以供使用者線上觀看，詳如圖 4.1-4 所示；而教育訓練相關檔案

子頁籤中以提供最新年度之教育訓練講義及相關軟體使用輔助講義

或表格，詳如圖 4.1-5所示。 

(四)「常見問題」更新內容 

「常見問題」頁籤之問題可分類為軟體系統性問題、程式應用問

題及方法論相關問題等子頁籤，主要以既有的問題為基礎，並配合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修正手冊年份及文字與刪除不適用之問

題，以及新增近年來使用者來電或來信較常問的問題至問題集中。

常見問題頁面詳圖 4.1-6~4.1-8所示，修正內容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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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專區網站「下載專區-公路容量手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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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專區網站「下載專區-分析軟體」頁面 

  



 

4-7 

 

圖 4.1-5  專區網站「下載專區-教育訓練相關檔案」頁面 

 

 

 

圖 4.1-6  專區網站「常見問題-軟體系統性問題」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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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專區網站「常見問題-程式應用問題」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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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專區網站「常見問題-方法論相關問題」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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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2
 
 
常
見
問
題
修
正
彙
整

 

分
類

 
問
題

 
解
答

 
說
明

 

軟
體
系
統

性
問
題

 

各
子
系
統
所
產
生
之
報
表
如
何
應
用

? 
使
用
者
可
另
存
新
檔
為
網
頁
格
式
或
文
字
格
式
另
作
應
用
，
亦
可
選

取
「
列
印
」
功
能
進
行
列
印
。

 
無
修
改

 

容
量
手
冊
及
本
土
化
例
題
如
何
存
取

? 
本
軟
體
已
將
容
量
手
冊
以
及
軟
體
增
訂
之
演
算
例
題
置
於

C
:\

P
ro

g
r

am
 
F

il
es

 
(x

8
6
)\

T
H

C
S

\s
am

p
le

s
或

C
:\

P
ro

g
ra

m
 
F

il
es

\T
H

C
S

\s
am

p
le

s 
C

:\
T

H
C

S
各
子
軟
體
之

sa
m

p
le

s
資
料
夾
中

 

配
合
拆
分
後
軟
體
安
裝
路
徑
更

新
例
題
路
徑
位
置

 

安
裝

T
H

C
S
軟
體
時
出
現
缺
少

F
ra

m
ew

o
rk
…

元
件
之
提
示
訊
息
，
該
如
何
處
理

? 

因
本
軟
體
之
部
分
子
系
統
係
以

.N
E

T
 F

ra
m

ew
o

rk
 
程
式
語
言
開
發
，

請
上
網
下
載

.n
et

 F
ra

m
ew

o
rk

 3
.5
以
上
程
式
安
裝
後
，
即
可
順
利
安

裝
T

H
C

S
軟
體
。

 
無
修
改

 

程
式
應
用

 
問
題

 

進
行
號
誌
化
路
口
分
析
時
，
沒
有
分
車
道
的
交
通

量
調
查
資
料
，
要
如
何
評
估

?同
樣
在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公
路
子
系
統
，
如
無
實
際
調
查
快
車
道
與

混
合
車
道
個
別
之
選
擇
比
例
車
種
比
例
，
該
如
何

因
應

? 

號
誌
化
路
口
與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子
系
統
係
以
分
車
道
之

V
/C
為
基

礎
進
行
分
析
，
故
交
通
量
需
有
分
車
道
的
資
料
，
建
議
可
於
實
際
調

查
時
預
先
細
分
車
道
實
施
，
或
以
一
般
經
驗
值
作
區
分
。

 
無
修
改

 

在
進
行
號
誌
化
路
口
分
析
時
，
發
現
車
道
類
型
為

0
，
且
無
分
析
結
果

? 

號
誌
化
路
口
評
估
方
法
提
供

7
類
車
道
分
析
類
型
，
包
括
：

1
.直
行

快
車
道

2
.無
衝
突
直

/左
快
車
道

3
.無
衝
突
直

/右
快
車
道

4
.無
衝
突

直
/右
混
合
車
道

5
.無
衝
突
左
轉
車
道

6
.其
他
無
衝
突

7
.衝
突
左
轉
，

如
分
析
對
象
非
上
述
分
析
類
型
，
則
軟
體
之
”
車
道
類
型
”
會
判
定

為
0
，
無
分
析
結
果
。

 

無
修
改

 

如
欲
分
析
之
號
誌
化
路
口
為
衝
突
左
轉
型
態
，
要

如
何
評
估

? 

衝
突
左
轉
路
口
確
不
在
號
誌
化
路
口
子
系
統
之
評
估
範
圍
中
，
建
議

採
用
另
一
子
系
統
「
公
路
交
通
系
統
模
擬
模
式
」

(H
T

S
S

)分
析
此
類

複
雜
路
口
。

 
無
修
改

 

號
誌
化
路
口
分
析
軟
體
中
有
一
欄
為
「
車
隊
到
達

型
態
」
，
其
意
義
為
何

?對
評
估
結
果
有
何
影
響

? 

車
隊
到
達
路
口
型
不
同
，
將
參
採
不
同
之
調
整
因
素
進
而
影
響
路
口

容
量
與
延
滯
，
到
達
型
態
分
為

6
種
，
詳
見
使
用
手
冊
第

1
1
章
之
說

明
，
該
欄
位
以
下
拉
式
選
單
作
到
達
型
態
之
選
擇
，
如
為
獨
立
路
口

建
議
建
議
選

3
.隨
機
到
達
。

 

無
修
改

 

在
使
用
高
速
公
路
隧
道
子
系
統
時
，
當
分
析
對
象

之
相
關
數
值
已
超
過
該
欄
位
之
值
域
時
，
或
是
無

法
自
動
產
生
分
析
類
型
時
，
該
如
何
因
應

?
是
否

無
法
分
析

? 

分
析
方
法
論
建
議
，
受
限
於
本
土
化
資
料
之
蒐
集
，
確
有
適
用
範
圍

與
值
域
之
限
制
，
在
超
出
適
用
範
圍
的
狀
況
下
，
建
議
以
值
域
界
值

作
近
似
的
分
析
，
並
依
評
估
對
象
隧
道
之
特
性
以
類
比
方
式
選
擇
適

合
之
分
析
類
型
繼
續
評
估
。

 

無
修
改

 

隨
著
市
區
快
速
道
路
的
建
置
，
常
有
下
匝
道
出
口

緊
鄰
平
面
號
誌
化
路
口
之
情
形
，
可
用

T
H

C
S
軟

體
評
估
該
下
匝
道
路
口
嗎

? 

手
冊
尚
無
針
對
此
種
型
態
設
施
的
評
估
方
法
，
應
用
時
可
將
該
下
匝

道
視
為
另
一
受
坡
度
影
響
的
道
路
，
運
用
號
誌
化
路
口
子
系
統
作
近

似
的
評
估
，
或
利
用

H
T

S
S
模
擬
儘
量
貼
近
實
務
。

 
無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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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解
答

 
說
明

 

多
車
道
公
路
號
誌
化
路
口
評
估
方
法
中
，
僅
可
算

出
各
車
道
容
量
，
要
如
何
應
用

? 

容
量
之
計
算
有
助
於
得
知
規
劃
對
象
之

V
/C
，
亦
即
其
壅
塞
程
度
，

可
為
車
道
數
預
測
等
規
劃
作
業
之
參
考
，
或
是
利
用

H
T

S
S
作
較
細

部
的
模
擬
，
可
獲
致
路
口
延
滯
，
作
進
一
步
之
服
務
水
準
評
估
。

 
無
修
改

 

郊
區
多
車
道
分
析
結
果
中
，
快
車
道
與
混
合
車
道

是
分
開
評
估
其
服
務
水
準
，
如
需
該
方
向
的
整
體

服
務
水
準
，
該
如
何
因
應

? 

因
郊
區
多
車
道
係
以

V
/C
評
估
服
務
水
準
，
可
將
快
車
道
與
混
合
車

道
之
交
通
量
與
容
量
分
別
加
總
後
計
算
整
體
的

V
/C
，
再
進
行
評
估

服
務
水
準
。

 
將
此
題
刪
除

 

H
T

S
S
的
輸
出
結
果
分
為
各
節
線
、
各
車
道
，
如

需
各
方
向
或
是
全
體
路
口
整
體
的
延
滯
結
果
該

如
何
因
應

? 
建
議
以
交
通
量
為
基
礎
作
加
權
平
均
，
以
獲
致
總
體
性
的
評
估
結
果
。

 
無
修
改

 

H
T

S
S
模
擬
次
數
有
限
制
嗎

?以
幾
次
較
為
適
當

? 
模
擬
次
數

(r
u
n
s)
不
同
，
在
相
同
流
率
下
代
表
不
同
的
可
能
到
達
情

形
；
模
擬
次
數
越
多
，
模
擬
時
間
越
長
，
分
析
者
可
依
據
分
析
對
象

之
複
雜
程
度
及
電
腦
資
源
，
儘
量
增
加
模
擬
次
數
。

 
無
修
改

 

H
T

S
S
之
「
熱
機
時
間
」
為
何
意

?要
如
何
設
定
較

為
適
當

? 

模
擬
開
始
不
久
之
期
間
內
，
車
流
尚
未
達
正
常
狀
況
，
在
這
熱
機
時

段
內
，
不
宜
蒐
集
資
料
。
原
則
上
，
可
視
路
網
概
況
，
至
少
可
使
一

輛
車
穿
越
最
長
街
廓
長
度
之
時
間
為
宜
。

 
調
整
文
字

 

H
T

S
S
輸
入
項
數
量
大
且
繁
瑣
，
對
於
重
複
的
輸

入
項
是
否
有
複
製
功
能

? 

最
新
的

T
H

C
S
版
本
已
針
對

H
T

S
S
之
輸
入
需
求
增
訂
複
製
功
能
，

可
利
用
滑
鼠
右
鍵
複
製
與
貼
上
功
能
，
在
格
式
相
同
的
狀
況
下
，
可

快
速
複
製
輸
入
元
件
之
資
料
，
包
括
節
線
設
定
、
路
口
設
定
、
流
率

設
定
與
公
車
設
定
等
。

 

無
修
改

 

H
T

S
S
建
立
之
路
網
中
，
各
節
點
可
接
的
節
線
數

量
是
否
有
限
制

? 
依
據
程
式
之
設
計
原
意
，
目
前
程
式
最
多
可
分
析
至

5
岔
路
口
。

 
無
修
改

 

在
使
用

H
T

S
S
時
，
分
析
對
象
之
車
道
原
為

2
車

道
，
至
近
路
口
時
劃
分
為

3
車
道
以
利
轉
向
，
故

於
上
下
游
車
道
數
分
別
設
為

2
車
道
與

3
車
道
，

但
進
行
模
擬
時
發
生
錯
誤
無
法
執
行

? 

依
據
程
式
之
設
計
原
意
，
如
無
側
向
非
全
長
車
道
之
設
定
，
則
上
下

游
車
道
數
應
是
相
同
的
，
亦
即
當
路
口
有
增
畫
車
道
、
上
下
游
車
道

數
不
同
時
，
尚
應
設
定
非
全
長
車
道
之
長
度
方
能
執
行
。

 
無
修
改

 

公
路
交
通
系
統
模
擬
模
式

(H
T

S
S

)輸
入
參
數
較

多
，
是
否
有
預
設
值
可
提
供
參
考

? 

因
公
路
交
通
系
統
模
擬
模
式
之
輸
入
檔
需
輸
入
較
多
參
數
，
故
建
議

使
用
者
可
由

C
:\

T
H

C
S

\H
T

S
S

\s
am

p
le

s
選
取
已
建
立
完
成
之
範
例

檔
，
直
接
將
範
例
檔
修
改
為
所
需
之
個
案
，
可
減
少
輸
入
錯
誤
的
情

況
發
生
。

 

新
增

 

使
用
公
路
交
通
系
統
模
擬
模
式
時
，
於
號
誌
化
路

口
時
相
設
定
中
，
由
於
早
開
遲
閉
時
相
轉
換
並
無

黃
燈
與
全
紅
時
間
，
若
於
輸
入
檔
中
將
黃
燈
與
全

紅
時
間
設
定
為

0
秒
，
則
無
法
進
行
模
擬
，
其
時

相
該
如
何
設
定

? 

由
於
目
前

H
T

S
S
版
本
中
號
誌
化
路
口
模
擬
模
式
的
限
制
，
尚
無
法

完
全
考
慮
早
開
遲
閉
的
情
況
，
建
議
可
以
利
用
趨
近
現
況
的
方
式
，

將
黃
燈
時
間
設
定
為
最
短
的
黃
燈
時
間

(2
秒

)，
全
紅
時
間

0
秒
，
以

模
擬
早
開
遲
閉
的
情
況
。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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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
題

 
解
答

 
說
明

 

方
法
論

 
相
關
問
題

 

高
速
公
路
出
口
匝
道
之
服
務
水
準
評
估
結
果
包

含
第
一
車
道
與
最
內
車
道
二
個
數
值
，
應
以
何
者

為
準

? 

若
無
特
別
的
設
計
考
慮
要
點
，
建
議
可
保
守
觀
測
，
取
較
差
之
評
估

結
果
來
作
判
斷
服
務
水
準
與
後
續
規
劃
的
基
礎
。

 
無
修
改

 

高
速
公
路
基
本
路
段
子
系
統
中
關
於
「
使
用
內
側

車
道
之
大
車
比
例
」
似
乎
與
實
務
上
部
分
內
側
車

道
限
制
大
車
使
用
之
狀
況
不
符

? 

軟
體
中
對
於
使
用
內
側
車
道
之
大
小
車
比
例
係
以
容
量
手
冊
第

4
章

表
4
.2
為
預
設
值
，
其
係
以
有
限
資
料
之
假
設
比
例
，
未
來
視
需
求

狀
況
發
表
模
式
以
估
計
大
車
及
小
車
之
各
車
道
分
布
比
例
。

 
此
題
刪
除

 

2
0

1
1
年
臺
灣
公
路
容
量
手
冊
之
高
速
公
路
與
後

續
之
公
路
隧
道
均
以
兩
碼
的
代
號
來
表
示
服
務

水
準
，
和
過
往
的
使
用
習
慣
不
同
，
請
問
改
變
服

務
水
準
方
式
之
原
因
為
何

? 

一
般
公
路
使
用
者
所
關
心
的
服
務
品
質
可
分
成
壅
塞
程
度
及
平
均
速

率
，
原

2
0
0
1
年
手
冊
係
以
密
度
反
映
壅
塞
程
度
，
但
應
用
上
沒
有

V
/C
值
方
便
。
因
此

2
0
2
2
年
手
冊
高
速
公
路
基
本
路
段
、
高
速
公
路

隧
道
、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
郊
區
雙
車
道
公
路
等
非
阻
斷
性
車
流
路

段
採
用

V
/C
值
來
衡
量
壅
塞
程
度
，
而
因
通
常
現
有
公
路
之
需
求
流

率
難
以
調
查
，
因
此
速
率
指
標
可
對
照
檢
核
，
故
採
用
速
限
與
平
均

速
率
的
比
值
，
由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評
估
服
務
水
準
。

 

更
新
新
版
容
量
手
冊
年
份

 

郊
區
公
路
與
市
區
道
路
或
市
區
幹
道
的
差
別

?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包
括
每
方
向
最
少
有
兩
車
道
，
但
有
平
面
交
叉
路

口
之
市
郊
道
路
及
城
際
公
路
。
市
郊
道
路
係
指
都
市
邊
緣
地
區
之
路

段
，
其
平
面
交
叉
路
口
之
間
距
一
般
在

2
公
里
以
下
；
城
際
公
路
則

是
在
城
市
之
間
，
不
在
市
區
或
市
郊
之
公
路
。

 

無
修
改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子
系
統
之
流
率
單
位
是
車
輛

數
還
是

p
cu

?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評
估
方
法
之
流
率
單
位
為
車
輛
數
，
詳
見

2
0

2
2
年

臺
灣
公
路
容
量
手
冊
第

1
1
章
。

 
更
新
新
版
容
量
手
冊
年
份

 

雙
向
二
快
車
道

+
二
機
車
道
是
適
用
於
郊
區
雙

車
道
或
多
車
道
系
統
評
估

? 

郊
區
雙
車
道
公
路
包
括
每
方
向
只
有
一
車
道
之
市
郊
或
城
際
公
路
，

雙
車
道
公
路
之
兩
側
如
設
置
機
慢
車
專
用
道
者
稱
為
標
準
雙
車
道
，

如
未
設
置
機
慢
車
專
用
道
者
稱
為
混
合
雙
車
道
。

 
無
修
改

 

橫
向
淨
距
包
含
機
慢
車
道
嗎

? 
具
有
無
分
隔
機
慢
車
道
之
快
車
道
的
容
量
，
將
慢
車
道
視
為
同
向
車

道
，
故
橫
向
淨
距
不
包
含
外
側
之
機
慢
車
道
。

 
無
修
改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小
客
車
當
量
要
從
何
處
查

? 

郊
區
多
車
道
公
路
類
型
Ⅰ
車
道
各
車
種
之
小
車
當
量
手
冊
建
議
值

為
：
大
客
車

1
.2
、
大
貨
車

1
.2

5、
聯
結
車

1
.5
，
機
車
可
參
照
圖

1
1

.2
，

而
若
採
簡
化
方
式
，
則
大
型
車
輛
之
建
議
值
統
一
為

1
.4
；
類
型
Ⅱ
大

型
車
之
小
車
當
量
建
議
值
亦
為

1
.4
，
機
車
建
議
值
為

0
.3

3
。

 

根
據
新
版
郊
區
多
車
道
章
節
修

正
各
車
種
之
小
車
當
量
建
議

值
，
並
調
整
圖
號

 

雙
車
道
公
路
之
評
估
方
法
中
，
「
方
向
性
」
之
意

義
為
何

? 
郊
區
雙
車
道
公
路
是
以
雙
向
合
併
作
評
估
，
故
需
輸
入
方
向
係
數
，

即
雙
向
的
流
率
比
例
，
此
有
別
於
其
他
子
系
統
，
也
特
此
提
醒
。

 
此
題
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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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使用者反映意見進行處理或修正軟體內容 

本計畫於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頁尾提供聯絡人員資訊，使用者使

用網站或THCS若有相關技術問題時，可利用「服務專區」或網頁下方

「聯絡人員」之電子信箱或電話與本團隊聯繫，針對使用者問題進行處

理及提供相關操作建議，並視需求重新檢視軟體分析之正確性或進行修

正，以期達到準確之分析結果，專區相關聯絡資訊詳如圖 4.1-9所示。 

本年度使用者來信或來電詢問事項為軟體使用相關問題，以及教育

訓練舉辦事宜，皆已協助回覆軟體使用問題與通知教育訓練時間。問題

與回覆彙整如表 4.1-3所示。 

 

 

圖 4.1-9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聯絡人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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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本年度使用者問題回應紀錄 

日期 問題 回應 

111.04.18 
號誌化路口軟體，T 字路口簡單二時
相，有些車道類型顯示 0? 

由於簡單二時相且車道數少的路口，
車道設定不符合方法論定義的類型，
無法進行分析。 

111.08.11 
方才與您通過電話，麻煩今年度執行
教育訓練時將我們列入通知名單，感
謝您! 

屆時舉辦教育訓練將再以信件通知您
相關資訊，謝謝。 

111.08.18 
請問今年教育訓練是否將在南部舉
行?以及是否針對第 11 及 12 章部份
進行教學? 

今天度教育訓練地點及內容尚未確
定，若有確定後，將再以信件通知您，
謝謝。 

111.08.26 
請問近期是否會辦理111年THCS教
育訓練? 

本年度預定於 9 月~10 月舉行教育訓
練，待地點及相關資訊確定後，將再以
信件通知您，謝謝。 

 

三、統計網站使用情形及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 

(一)統計網站使用情形 

近年來本所除了持續公路容量研究外，亦建置臺灣公路容量分

析專區進行推廣作業，其中專區提供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分析軟體、

軟體使用手冊及軟體教學影片等完整公路容量相關資訊，使用者可

隨時隨地下載使用及分析。 

為了解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整體使用情形及推廣成效，本計

畫針對網站使用情形進行統計，除了保留專區中既有網站之累積瀏

覽人次外，亦於後台統計各分頁瀏覽累積次數、下載專區各檔案之

下載計次，詳如圖 4.1-10所示，相關人員可統計各項目之計次結果，

以便做為後續探討推廣成效之依據。 

  



 

4-15 

 

圖 4.1-10 專區網站後台分頁瀏覽及下載累積次數計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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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滿意度調查 

本計畫為了解使用者對於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之使用感受及

建議，作為改善及精進之依據，設計一滿意度問卷提供使用者填寫

回饋，內容主要針對使用者特性、使用網站主要目的、網站架構設

計、網站實用性、網站整體滿意程度及較常使用的子軟體等進行詢

問；此外，為了提供更彈性的意見回饋內容，亦有整體網站建議之

欄位，使用者可輸入相關建議文字內容，以供本計畫參考。相關問

卷內容詳如表 4.1-5 所示，問卷網址：https://forms.gle/mcsmsyhwVn

pu3Drv5。 

網站滿意度問卷已配合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發布，常態

性公布於網站最新消息中，亦於教育訓練課程後進行調查，請學員

針對專區網站使用感受填寫網路問卷。針對網站滿意度調查之分析

說明如下： 

1. 受訪者基本特性 

截至本年度 11 月止，網站滿意度問卷共蒐集 43 份有效問

卷，主要來自於參加教育訓練之學員所填寫。其中，受訪者性別

比例為男性 60%、女性 40%；職業以業界人士為主，占 65%，亦

有部分公務機關人員、學生及研究人員；而年齡以 26~50 歲占多

數比例，約有 60%。相關基本特性詳如圖 4.1-11~圖 4.1-13所示。 

 

圖 4.1-11 網站滿意度調查性別比例 

 

60%

40%

性別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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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2 網站滿意度調查職業比例 

 

 

圖 4.1-13 網站滿意度調查年齡分布 

 

2. 網站滿意度 

網站滿意度分為網站架構、網站實用性及網站整體滿意度進

行調查，由圖 4.1-14~圖 4.1-16 可知，使用者針對上述三項的感

受皆為非常滿意至滿意，無不滿意之意見；主要滿意度以「滿意」

為主，約有 60%~63%，而非常滿意約 37%~40%。整體而言，使

用者對於網站的使用感受優良。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公務機關人員 業界人士 學生 研究人員

職業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9~25歲 26~50歲 50歲以上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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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4 網站架構滿意程度 

 

圖 4.1-15 網站實用性滿意度 

 

圖 4.1-16 網站整體滿意度 

40%

60%

網站架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37%

63%

網站實用性

非常滿意 滿意

37%

63%

網站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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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常用之軟體 

藉由本次網站滿意度之調查，本計畫亦針對使用者最常用的

五個軟體進行調查，由表 4.1-4 可知，郊區多車道公路、市區號

誌化路口、郊區雙車道公路、高速公路基本路段、郊區多車道公

路號誌化路口最常被使用之子軟體，其中因市區號誌化路口及公

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皆屬於號誌化路口分析，故兩者加總後之約

達 70%之使用者曾經使用過。整體基本統計分析可觀察出多數使

用者使用 THCS 進行路口、屬非阻斷性車流之高速公路及郊區公

路分析，後續可做為公路容量手冊方法論修訂順序參考之用。 

 

表 4.1-4  使用者最常用之五個子軟體調查結果 

子軟體名稱 

受訪者曾經 

使用之比例 

郊區多車道公路 58% 

市區號誌化路口 49% 

郊區雙車道公路 4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33% 

郊區多車道公路號誌化路口 26%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 14%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 14%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12%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 9% 

高速公路隧道 7% 

市區公車設施 5%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 5% 

市區地下道號誌化路口 2% 

圓環 2% 

機車專用道 2% 

行人設施 0% 

 

 

四、維護網頁正常運作及更新資訊，並配合本所網頁弱點掃描之修正補強 

配合本所定期檢測或相關要求進行網頁維護工作，並做必要性之網

頁程式碼更新，以利提升運作效率與網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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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5
 
 
「
臺
灣
公
路
容
量
分
析
專
區
」
網
站
使
用
滿
意
度
調
查
問
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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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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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
研
究
人
員

 
□
公
務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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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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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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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
男

 
□
女

 
 

 

3
.年
齡

 
□

1
8
歲
以
下

 
□

1
9
~

2
5
歲

 
□

2
6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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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歲
以
上

 

4
.您
使
用
本
網
站
之
頻
率

 
□
每
週

1
~

3
次

 
□
每
月

1
~

3
次

 
□
偶
爾
需
要

 
□
第
一
次
造
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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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本
網
站
之
主
要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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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務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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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術
研
究

 
□
隨
意
瀏
覽

 
□
其
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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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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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架
構
、
網
頁
設
計
編
排
之
滿
意
度

 
□
很
滿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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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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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不
滿
意

 
□
很
不
滿
意

 

7
.您
對
本
網
站
實
用
程
度
之
滿
意
度

 
□
很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很
不
滿
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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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本
專
區
網
站
之
整
體
之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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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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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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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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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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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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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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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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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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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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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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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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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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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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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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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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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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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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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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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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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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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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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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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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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誌
化
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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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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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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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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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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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路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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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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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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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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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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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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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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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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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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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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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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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育訓練推廣課程 

本計畫除針對軟體進行維護修訂外，更期透過舉辦教育訓練方式，推廣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的使用，本年度教育訓練規劃及辦理成果說明如下。 

一、辦理地點與課程內容 

(一)舉辦地點 

於過去十年中，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教育訓練已分別於北、中、

南、東部區域辦理，歷年教育訓練舉辦地點彙整詳如表 4.2-1 所示。

早期於 101 年~102 年曾與地方政府合作，而近期於 106 年~110 年則

與區域運輸中心合作辦理，以廣邀集產、官、學界人員參加，並透過

區域運輸發展中心向校內學生推廣教育訓練。 

本年度除依慣例於臺北舉辦一場次之教育訓練外，並加開線上

場次；此外，考量 110 年高雄場次報名踴躍，故中南部場次延續於

高雄場次舉辦。而場地挑選則依過去學員回饋之意見，以交通方便

且可提供桌上型電腦之場地為主，兩場次分別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及中國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高雄分部辦理，增加學員到達之便利性。 

(二)課程內容 

本年度配合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發布，以主要修訂之非

阻斷性車流章節作為子軟體教學之目標，包含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郊區多車道公路及郊區雙車道公路。課程共安排 3 小時，包含公路

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簡介、子軟體分析性模式及模擬模式操作方式

示範，且製作範例讓學員實際演練，並提醒分析者及審查者分析過

程參數使用注意重點，以及教導判讀分析結果。 

(三)使用者問卷調查 

為了解學員意見，本計畫於教育訓練結束後提供使用者填寫意

見調查問卷，針對教育訓練之授課方式及學習效果、軟體操作介面，

以及講習辦理與環境設施進行回饋，做為後續軟體修改及教育訓練

精進之參考依據。調查問卷詳如表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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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歷年教育訓練舉辦地點彙整 

年度 場次 地點 合作單位 

101年 
臺中場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場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102年 
花蓮場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高雄場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03年 
臺北場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臺中場 文化大學臺中教育中心 - 

104年 
臺北場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高雄場 文化大學高雄教育中心 - 

105年 
臺中場 文化大學臺中教育中心 - 

臺北場 台灣世曦公司 - 

106年 
臺北場 台灣世曦公司 - 

臺南場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雲嘉南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107年 

臺北場 台灣世曦公司 - 

臺中場 逢甲大學本部 
逢甲大學智慧運輸與 
物流創新中心 

公總場 交通部公路總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年 
臺北場 台灣世曦公司 - 

臺南場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雲嘉南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109年 
臺北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臺中場 逢甲大學本部 中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110年 

臺北場 台灣世曦公司 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高雄場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 
推廣部高雄分部 

高屏澎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交工場 
臺北市政府 

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交通管制工程處 

 

(四)技師、公務人員積分 

為邀集更多產、官界人員參加教育訓練，本計畫將 3 小時之課程內

容，納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學習時數 3小時，以及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之技師積分 30點，以提高各界之參加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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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教育訓練使用者調查問卷 

111年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實機教育訓練及軟體使用滿意度調查 

一、軟體操作介面滿意度？ 

1.操作介面親和度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郊區多、雙車道公路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2.分析結果呈現方式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郊區多、雙車道公路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3.未來工作上實際應用程度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非常相關 □相關 □普通 □不相關 □非常不相關 

 郊區多、雙車道公路 □非常相關 □相關 □普通 □不相關 □非常不相關 

      

二、講席辦理及環境設施方面滿意度？ 

1.行政事務服務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2.交通便利性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3.教學環境設備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 對於本套軟體所提供之功能、操作介面等，您尚有何綜合性之建議或想法？ 

 

 

 

 

◼ 您認為我們未來辦理教育訓練時，尚有哪些部份需要注意或加強？(如：課程安排、

講授內容等) 

 

 

 

 

◼ 其他建言，亦請不吝提供，謝謝您～ 

 

 

  
◼ 請不吝指教，您所回饋的意見將是我們未來改善及修正的重要依據！ 

單 位： 姓名： 

Email：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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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辦理情形 

本年度之教育訓練於 111/09/20及 111/09/21分別於臺北及高雄各舉

行一場次，為了多加推廣 THCS 軟體於產官學界之使用，兩個場次皆與

區域運輸發展中心洽談合作。其中，臺北場與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

心合辦，高雄場則與高屏澎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合辦，實際辦理情況

說明如下： 

(一) 課程內容 

1. 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簡介 

主要介紹公路容量研究歷年歷程，說明新增/修改之公路容量

章節內容，以及 THCS 軟體之發展緣由、架構、應用層面等；另

外對於 THCS 專章網頁之內涵、資訊及下載方法也介紹予使用者

了解與操作。 

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郊區多車道公路及郊區雙車道公路子系統簡

介與演練 

配合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非阻斷性車流方法論之修訂，

針對高速公路基本路段、郊區多車道公路及郊區雙車道公路進行

分析方法及軟體操作方式之教學，除軟體「分析性模式」及「模

擬模式」操作說明外，亦介紹新舊版分析方法之差異，幫助使用

者熟悉分析方法。 

 (二)實機操作 

在前述各課程進行的同時，本課程也另外提供相對應之例題供

學員實機操作，讓學員一方面由講師之操作說明了解軟體使用方法，

一方面也可藉由本課程提供之操作手冊之逐步學習，建立日後對其

他子系統自學的基礎，而提供的例題則以前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子系統」、「郊區多車道公路」、「郊區雙車道公路」之容量手冊

例題與本土化例題為主。 

(三)與會人數 

今年度於臺北及高雄各辦理一場次，辦理情形如圖 4.2-1~圖 4.2-

3 所示，辦理方式說明如表 4.2-3，因受疫情影響，臺北場除了實體

課程外，另有加開線上直播課程，實體參與人數共 17 人、線上 63

人，而高雄場共有14人參加。就本年度而言，公務機關人員占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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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人士占 64.5%，研究人員占 2.5%，學生約占 16.1%。公務體系

學員主要來自公路管理單位或地方政府，顧問公司則多為交通規劃

公司及環境評估公司之人員前來，亦有相關科系之學生參與訓練課

程。 

 

圖 4.2-1  臺北場教育訓練 

 

 

圖 4.2-2  高雄場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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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教育訓練辦理方式 

地點 舉辦日期 
課程安排 

(約 3 小時) 
對象 參加 

人數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111/9/20 

⚫ 報到、軟體安裝 

⚫ 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簡介 

⚫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 評估方法簡介及操作 

– 案例操作與軟體實機演練 

⚫ 郊區多、雙車道公路： 

– 評估方法簡介及操作 

– 案例操作與軟體實機演練 

⚫ 綜合討論、意見調查 

交通主管機
關、顧問公
司、交通相
關 系 所 學
生。 

80
人 

中國文化
大學教育
推廣部高
雄分部 

111/9/21 
14
人 

(四)使用者意見回饋 

本計畫於訓練結束後提供使用者填寫意見調查問卷，絕大部分

學員針對操作介面親和性、分析結果呈現方式、行政事務服務、交

通便利性、教學環境等有 67%為「很滿意」、33%「為滿意」，而針

對本軟體於未來實務應用程度上有 57%~89%為「非常相關」或「有

相關」。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分析如圖 4.2-3所示。 

另外，學員亦針對軟體及教育訓練內容提出以下建議： 

1. 希望能提供環評交通評估實務操作訓練，可由參訓人員提供實際

監測交通數據進行演練。 

2. 建議提供各子軟體之包裹式壓縮檔供下載。 

 

圖 4.2-3  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分析 



 

4-27 

4.3  延聘學者專家提供技術與諮詢服務 

配合本所研究作業之推動，聘請學者專家提供公路容量分析方法相關之

服務。延續與合作多年的林豐博教授為本案之諮詢顧問，林教授為美國

Clarkson大學之退休名譽教授，於公路容量分析領域擁有豐碩的研究成果，

過去曾經參與本所多項計畫，其中包含：「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

路段容量及車流特性之研究(1/3)」、「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

(1/3)」、「公路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1/3)」…等，擁有相

當專業之能力，能提供公路容量分析方法之技術與諮詢服務。 

本年度林豐博教授提供之諮詢成果包含以下一~五項，其中第一、二項

成果可於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下載，第三項成果已提供本所，第四、五項

詳附錄二、三。 

一、2021HTSS 模式調校及使用手冊修訂 

二、提供 2021HTSS 模式輸入檔範例 

三、繪製 2021HTSS 模式流程圖 

四、現場調查停等延滯之替代方法研究 

五、8 月 16 日線上出席「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發表說明會」，進

行「臺灣公路容量研究心得及展望」視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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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計畫成果海報 

本計畫根據今年度之執行成果製作展示之海報，海報詳如圖 4.4-1所示。

內容主要除了介紹計畫目的，亦針對本年度開發之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

子軟體與更新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模擬模組進行分析流程及介面展

示，以及臺北場與高雄場所舉辦之教育訓練成果。 

 

圖 4.4-1  計畫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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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為進ㄧ步提高 THCS 操作之便利性、親和性與擴大使用範圍，並推廣近

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本計畫除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

性成果，新增 THCS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子軟體、更新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子軟體之模擬模組、編修軟體使用手冊、維護網頁及提供教育訓練外，並

延聘專家學者提供公路容量分析之諮詢服務，以及針對重要成果製作海報電

子檔，使公路容量分析工作能益臻完善。 

茲就本計畫之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5.1  結論 

本(111)年度已完成之工作項目概述如下： 

一、增訂新版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子軟體 

依據 110 年「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

(3/3)-快速公路分析及容量手冊研訂」之成果，增訂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子

軟體，以利使用者分析與運用，並完備相關例題、軟體使用手冊等配合

事項與文件。 

二、更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組 

配合 2021HTSS 之發布，針對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之坡度路段

模擬模組進行更新作業。主要更新項目包含：刪除虛擬節線、刪除/新增

檔型、刪除/新增參數及定義、調整輸入介面、新增限制條件、新增模擬

進度及調整容量估計值擷取方式等。 

三、「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及「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頁維

護與更新 

(一)配合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發布時程，整理更新「臺灣公路容

量分析專區」相關說明資料及下載專區檔案。 

(二)配合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之坡度路段模擬模組更新，提供使用

手冊、技術報告與教學影片檔，並上傳至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供

使用者下載。 

(三)提供軟體使用諮詢窗口，以及針對使用者所提意見進行處理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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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內容。 

(四)針對本年度網站使用情形進行統計，並且辦理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

區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及意見蒐集。 

(五)依據本所之需求及弱點掃描結果，修正更新軟體內容及網頁。 

四、辦理教育訓練 

本年度共舉辦兩場次教育訓練，分別與北區區域運輸發展中心及高

屏澎運輸發展中心合作辦理，臺北場於 9 月 20 日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舉行，現場及線上共 80人參加；高雄場於 9月 21日假中國文化大學教

育推廣部(高雄分部)舉辦，共 14人參加。 

課程內容配合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發布，以主要修訂之非

阻斷性車流章節作為子軟體教學之目標，包含高速公路基本路段、郊區

多車道公路及郊區雙車道公路，說明整體評估流程與方法，以及例題手

動及軟體操作演練，幫助學員自學軟體，增進熟悉度。 

五、延聘具發展公路容量分析方法專長之學者專家 

延聘與本所合作多年且於公路容量分析領域擁有豐碩研究成果的

林豐博教授擔任諮詢顧問，提供容量分析方法改善及相關技術與諮詢服

務，協助推動公路容量研究工作。 

六、製作展示之海報或影片電子檔 

本計畫根據今(111)年度之執行成果製作展示之海報電子檔，內容介

紹計畫目的、本年度開發之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子軟體與更新之高

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組之分析流程及介面，以及臺北場與高雄場所舉

辦之教育訓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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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一、 THCS 軟體維護持續進行 

由於公路容量分析研究持續進行，相關軟體內容亦需持續配合維護，

建議未來可針對下述項目進行後續作業： 

(一)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 2021」維護，建議配合公路容量手

冊各章節之修訂成果，進行既有公路容量分析軟體之更新作業，並

配合軟體修正，更新使用手冊與技術報告。 

(二) 各子軟體應隨 Windows 作業系統生命週期更新，建議每五年檢討

一次，將過舊的程式開發元件更新，以配合作業系統生命週期需求

以符合作業系統需求。 

二、 教育訓練與推廣精進 

建議本計畫配合辦理軟體教育訓練以利推廣，經與使用者實際溝通

並參考其回饋意見，未來可進行下列工作： 

(一) 可持續供機關申請由本工作團隊前往進行教育訓練，或徵詢大專院

校交通相關課程辦理一堂推廣講習，有助於本項工作之辦理效率，

在地化問題的溝通與回饋深度，培養學生公路容量分析之基本概念

及軟體應用。 

(二) 於教育訓練時，持續帶領學員瀏覽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中下載專

區內提供的各類檔案，以增加網站曝光度及宣導網站上有豐富的資

源可使用，以利學員操作軟體或服務水準評估有任何問題時參考，

增加使用軟體之意願。 

三、 軟體或評估方法需求建議 

藉由本計畫工作團隊於實際執行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模擬模組

更新，以及過去開發其他子軟體模擬模式之感受，建議可針對各檔型輸

入參數之限制於 HTSS 手冊內詳加說明，以利程式之開發或使用者自行

建立時使用。 

 





 參-1 

 

4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2 年臺灣公路容量手冊」，111-043-1453，民

國 111年 6月。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高快速公路匝道分匯流區容量及服務水準分析之

研究(3/3)-快速公路分析及容量手冊研析」，111-074-1458，民國 111 年

11月。 

 





附
錄
一 

公
路
容
量
研
究
及THCS

發
展
歷
程 





附 1-1 

附錄一  公路容量研究及 THCS發展歷程 

一、公路容量研究 

(一)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一)－92年 4月 

臺灣地區目前郊區多車道公路號誌化路口甚多，而多數郊區公路之容量及

服務水準受號誌影響。為提供一適用之方法以分析郊區多車道公路容量研究，

本所於民國 91 年 2 月份開始進行為期三年之計畫，希望藉由該計畫之研究成

果，修訂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一章多車道郊區公路。 

在「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一章中，分析多車道郊區公路之

方法僅考慮不受號誌化路口影響之基本路段，其內容多半引用美國 1985 年的

公路容量手冊。由於臺灣交通界在分析多車道郊區公路之工作上，因無適用的

分析方法，而遭遇到相當大的困擾，因此本計畫的目的在於蒐集現場資料，以

增進對多車道郊區公路車流特性之瞭解，並建立一初步容量分析方法，以作為

後續研究之基礎。 

本計畫之研究對象為單向二快車道加一慢車道之公路，研究工作包括：(1)

文獻回顧，(2)建立估計平均自由速率之方法，(3)訂定劃分路段之標準，(4)調查

及分析平均速率及流率之關係，(5)建立不受號誌路口影響路段之初步分析方法，

(6)擬定後續研究方案，及(7)編訂研究報告。 

本計畫所蒐集之現場資料著重於速限 70 公里/時路段的自由車流旅行速率

及流率與速率之關係。限於臺灣郊區公路之幾何條件與交通特性，流率與速率

關係之調查乃利用號誌化路口間距不長、接近市區，而且流率較高的路段。所

得的現場資料用以測試及微調模擬模式，再利用模擬模式探討不受號誌化路口

影響路段之流率與速率的關係。根據現場調查之自由車流速率資料及模擬之結

果，本計畫最後提出一不受號誌化路口影響路段的初步分析方法。 

(二)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二)－93年 5月 

本所為修訂「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之第十一章關於郊區多車道

公路之容量分析方法，推展兩階段為期三年之研究計畫。本計畫為第二年工作，

主要研究號誌化路口之運轉特性，其工作包括：(1)建立非阻斷性車流路段自由

車流速率推估模式之補充資料蒐集與分析，(2)建立非阻斷性車流路段流率與速

率之基本關係，(3)建立尖峰小時係數、車種組成、方向係數、車道車種組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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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特性，(4)蒐集與分析無衝突車流之停等車紓解特性，(5)蒐集與分析停止線

下游加速區之旅行時間與速率，與(6)利用現場資料微調號誌化快速公路模擬

（SES）模式。 

根據本期所蒐集之現場資料顯示，停等車之紓解率即使在第 20部停等車位

後仍存有持續上升之現象，不同於傳統上認為停等車之紓解率會在綠燈亮後很

快達到最大的穩定值，造成號誌化路口利用飽和紓解率推估單一車道或車道群

容量的困難度，因此，本計畫另建議一較佳之方法進行分析。 

由於要建立一分析方法以處理作業複雜之號誌化路口工作量大，本階段工

作著重在建立一模擬模式。根據本模式微調之結果顯示，SES 模式可以展現與

現場相同之停等車紓解特性。預計蒐集更多的號誌化路口現場資料並微調 SES

模式後，模擬模式可作為分析多車道公路之主要工具。 

(三)臺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三)－94年 6月 

本期計畫為三年期計畫之最後一年，針對郊區多車道公路之號誌化路口車

流特性進行研究，主要工作包括：(1)蒐集與分析停等車之紓解特性，(2)蒐集與

使用停等車紓解車距、滯留時間、旅行時間及延滯等資料，校估模擬模式，(3)

利用現場資料與模擬分析結果，以顯示號誌化路口之運轉特性，(4)綜合先前與

目前之研究成果，建立一郊區多車道公路容量分析的方法，(5)修訂公路容量手

冊第十一章。 

(四)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1/2)－95 年 7 月 

回顧關於號誌化路口容量與服務水準分析之相關文獻，蒐集與分析都市號

誌化路口現場資料以探討其交通特性，發展直行車道、無衝突左轉車道、直行

/左轉共用車道、直行/右轉共用車道之容量分析性模式。蒐集不同交通狀況下之

停等車隊長度與延滯資料，以測試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ighway Traffic 

Systems Simulation Model，簡稱 HTSS 模式)，及利用現場觀察之停等車紓解行

為微調 HTSS 模式。 

現場的資料顯示，都市地區號誌化路口之尖峰小時係數(PHF)隨著交通量而

增高，當流率高於 800 輛/小時/車道時，通常在 0.75 到 0.95 之間。現場資料也

顯示，傳統利用飽和流率來估計號誌化路口車道容量的方法並不適用於臺灣地

區。新的估計方法納入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三章。本年度工作中計畫進

一步發展分析性模式，以推估不同車道之容量方法，並配合資料蒐集持續微調

HTSS模式，以符合臺灣地區現場號誌運作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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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2/2)－96 年 8 月 

本期計畫承接「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1/2)」，第二

年工作內容包括蒐集不同類型車道之停等車紓解特性的現場資料，蒐集現場資

料以評估公車站運作及行人對於車道容量之影響狀況，微調公路交通系統模擬

(HTSS)模式第一版，建立容量推估模式及研擬修訂之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三章初

稿。 

本計畫調查之車道包含以下車流移動的類型：(1)直行，(2)無衝突左轉，(3)

衝突左轉，(4)直行與左轉共用車道，(5)直行與右轉共用車道，(6)僅有機車。所

研究的車道主要位於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嘉義市、新竹市、桃園市及中

壢市。現場資料顯示，停等車紓解特性隨著車道類型及所在位置而變，但非線

性迴歸模式可以準確地反映出絕大部分類型車道之紓解特性。 

微調後之 HTSS 模式可以提供停等車紓解率之理想估計值。惟此模式之實

用性仍有改進之空間。本計畫檢討評估第十三章之方法論，修訂後之第十三章

已經改善原方法論。 

(六)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1/3)－97年 7月 

民國 96 年本所開始一為期三年工作的研究計畫，以修訂 2001 年台灣地區

公路容量手冊之三個章節。此計畫共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包括第十八章機車專

用道之修訂，以及蒐集現場資料以探討都市幹道之交通特性。 

本階段之工作與成果，包括：(1)機車專用道及都市幹道之文獻回顧，(2)蒐

集與分析機車專用道之停等車紓解率、停止線之後輪軌跡分布、自由車流速率

及車隊擴散行為，(3)發展容量分析方法及修訂第十八章機車專用道，(4)蒐集資

料以了解都市幹道旅行時間之時間與空間變異情形，(5)蒐集都市幹道之自由速

率及加速特性資料，以微調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 

第十八章機車專用道已經完成修訂，且使用新的參數「有效車道寬」以估

計機車專用道之飽和流率及容量。微調後之 HTSS 模式可以可靠的重現機車專

用停等車之紓解行為。修訂後的第十八章詳細說明此模式於機車專用道服務水

準分析之應用。 

(七)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2/3)－98年 9月 

本計畫在民國 97 年初展開第二階段執行都市幹道及郊區二車道公路之運

作特性資料蒐集。由蒐集的都市幹道現場資料顯示，可以很容易地估計不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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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間之平均自由車流速率的差異情形，此差異情形在不同幾何設計的幹道亦相

當一致。 

(八)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3/3)－99年 9月 

本計畫在民國 98 年初展開第三階段執行公車設施及郊區雙車道公路之運

作特性資料蒐集。修正後的第十七章建議採用平均服務車距、準點到站可靠性、

公車乘客平均佔用面積、平均路段停等延滯及平均旅行速率評估公車營運作業。

指標值之估計以現場調查為原則，延滯及平均速率之估計則可利用公路交通系

統模擬(HTSS)模式，專用道的路段容量可利用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七章

發展之分析性模式，或使用 HTSS 模式。 

(九)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路段容量與車流特性研究(1/3)－100 年 6月 

本所於民國 99 年開始進行一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發展高速公路收費站、

隧道及公路坡度路段之容量分析方法。本計畫為第一階段工作，目的為發展一

套改良的高速公路收費站容量分析工具，並修訂 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

冊第八章，此外，本案亦探討國道 1 號三義坡度路段之車流，以提出未來對於

公路坡度路段之研究方針。本年期計畫研究完成後，產出兩套模擬軟體(TPS-

2.exe 及 TSS-v1.exe)。 

(十)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路段容量與車流特性研究(2/3)－101 年 7月 

本所於民國 99 年開始進行一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發展高速公路收費站、

隧道及公路坡度路段之容量分析方法，本計畫為第二階段工作，共計有四項工

作，包括運用車輛偵測器資料分析國道 5 號公路隧道車流特性，研提公路容量

手冊新的章節：公路隧道，並探討受市區地下道影響之自由車流速率與停等車

紓解特性，以及持續蒐集高速公路坡度路段資料。 

(十一)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路段容量與車流特性研究(3/3)－102 年 4月 

本所於民國 99 年開始進行一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發展高速公路收費站、

隧道及公路坡度路段之容量分析方法，本計畫為第三階段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研提公路容量手冊新的章節「公路隧道」；補充市區地下道車流特性資料，修

訂容量手冊第十章「都市地下道」；建立一模擬坡度路段交通作業模式之雛形，

以做為發展一實用模擬工具之基礎。 

(十二)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1/3)－103 年 5月 

民國 102 年起，本所展開一為期三年的研究工作，發展公路坡度路段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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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並利用模式，建立相關之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方法。本計畫為此研究之

第一年期工作，著眼於發展高速公路坡度路段(沒有上匝道或下匝道影響之路段)

車流之微觀模擬模式，包括坡度路段模擬模式(Traffic-on-Grade Simulation, TGS)

與坡度路段速率模式(Speed-on-Grade, SOG)，以為後續應用於有交流道的高速

公路路段及郊區雙車道公路之基礎。 

(十三)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2/3)－104 年 7月 

本計畫為公路坡度路段車流特性與容量研究工作的第二年期，目標為發展

一微觀模擬模式以分析郊區雙車道公路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之容量與服務水準。

研究工作包括回顧郊區雙車道公路之車流特性與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的課題、

模擬邏輯的發展、模式微調與校估、模式應用之使用說明撰寫等。 

(十四)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3/3)－105年 9月 

本計畫為公路坡度路段車流特性與容量研究工作的第三年期，目標為整合

與改良前兩年研究成果，建立一模擬高速公路有進出口匝道及郊區雙車道公路

有交叉路口之車流運作之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2015 HTSS 模式)，利用現場

資料微調與校估模式。 

(十五)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1/3)－106年 7月 

民國 105 年起，本所展開一為期三年的研究工作，以近年容量研究成果為

基礎，補充現場調查資料、調校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以修訂更新相

關章節出版新版容量手冊。本計畫為此研究之第一年期工作，研究工作包括整

理及分析現場資料，發展 2016HTSS 模式，建立郊區雙車道公路容量及服務水

準之分析方法，並修訂手冊第十二章「郊區雙車道公路」、第一章「緒論」及

第二章「基本觀念」。 

(十六)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2/3)－107年 5月 

本計畫為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修訂工作的第二年期，

研究工作包括整理及分析現場資料，發展 2017HTSS 模式，建立郊區多車道公

路容量及服務水準之分析方法，並修訂手冊第十一章「郊區多車道公路」及第

十章「市區地下道」章節。 

(十七)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3/3)－108年 10 月 

本計畫為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修訂工作的第三年期，

工作重點為分析高速公路車流特性，以調校前一期發展之新版 HTSS 模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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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修訂容量手冊第四章「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編訂新章節「公路隧道」、

編訂 2018HTSS 模式使用者手冊，以及編輯「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將

納入新版手冊之章節。 

(十八)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1/3)-獨立進出口分匯

流區－109年 10 月 

本研究運用無人機空中拍攝技術進行現場調查，蒐集高速公路分匯流區範

圍內之車流特性資料包括車流量、車流密度、車道變換頻次等，分析分匯流區

內的車流特性、影響區範圍及臨界點，並依據本年度蒐集與分析之車流特性，

分別建立獨立進口匝道匯流區與獨立出口匝道分流區之服務水準分析方法。 

(十九)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2/3)-非獨立進出口分

匯流區－110 年 9月 

本計畫為研究之第 2 年期，分析對象為非獨立進出口分匯流區，探討上游

或下游 1 公里範圍內有其他匝道的進口匝道類型及出口匝道類型；並與第一年

期的研究結果整合，以建立適合國內車流情況之主線分匯流區與匝道之容量及

服務水準分析方法。 

(二十)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3/3)-快速公路分析及

容量手冊研訂-111 年 11月 

本計畫為研究之第 3 年期，工作重點為歸納第一、二期所發展主線分匯流

區之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方法，修訂容量手冊第五章及第六章，並針對快速公

路其幾何設計及運作條件與高速公路相近之路段，補充快速公路進出口分匯流

區之參數及分析方法，提升容量手冊在應用上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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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HCS發展 

(一)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1/2)－95年 5月 

依據本所「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並參考近年來本所在公路容

量之研究成果及美國公路容量手冊(HCM 2000)的分析方法，製作一套本土化的

容量分析軟體，以提供相關交通規劃、設計與管理專業人員一套便捷客觀之分

析工具，促進相關作業效率。 

作業軟體的執行環境為 Windows 98/ME/2000/XP，軟體的安裝與移除都依

照標準程序進行，視窗化與圖形化的操作介面，提供工程師一個有效率且親和

性高的分析工具。作業軟體使用標準的視窗介面，視窗劃分為檔案瀏覽區、專

案分析區及訊息顯示區。軟體的操作主要在專案分析區和訊息顯示區，輸入分

析資料後，可以獲得即時的運算結果；資料的輸入與計算分別位於分析工作區

和訊息顯示區，訊息顯示區的資料可以直接列印，也可以複製到其他的程式中

使用。本期計畫完成公路容量手冊軟體與使用者輸出入介面構建，並開發包含

高速公路路段、郊區公路路段、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行人設施等子系統。 

(二)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2/2)－96年 7月 

本期計畫承接「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1/2)」，為後續

之第二期計畫，接續前期計畫完成市區道路系統，包括號誌化路口、非號誌化

路口、都市幹道、圓環、市區高架道路、市區地下道等子系統，並辦理學者專

家說明會以及教育訓練推廣。 

(三)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1/2)－97 年 9 月 

本所於民國 94、95 年度已將「2001 年台灣地區容量手冊」內容，開發電腦

輔助軟體「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06 年版)」，提供相關交通規

劃、設計與管理專業人員一套便捷客觀之分析工具，促進相關作業效率。此版

本雖已具備基本功能，但在圖形化與視窗化操作介面、使用者親和程度及本土

化分析案例之數量仍有改進空間，加上本所持續進行相關容量分析方法與模式

之修訂，相關軟體內容亦須配合持續修訂與維護工作，以提高容量分析軟體之

整體效能。 

本計畫將 THCS(2006 年版)改版為 THCS(2008 年版)，工作項目包括軟體進

階除錯測試、改善操作介面及版面配置、檢核更新參數預設值及範圍，蒐集高

速公路、郊區公路之本土化例題，並完成英文版介面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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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2/2)－98 年 9 月 

本計畫承接「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1/2)」，工作項

目包括蒐集國外公路容量軟體，並與本軟體做比較評析，蒐集市區道路、公車

設施、機車專用道及行人設施之本土化例題，加強軟體畫面之親和性及美工設

計，並推動軟體國際化。 

(五)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1/2)－99 年 9 月 

本計畫承接「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 (Ⅰ-2/2)」，將

THCS(2008年版)改版為 THCS(2010年版)，工作項目包括配合手冊修訂成果更

新「市區道路及路口」子系統，完成「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TSS)」輸出介

面視窗化、針對 HTSS 進行系統測試及除錯、蒐集 HTSS 本土化例題、製作使

用手冊，蒐集國外公路容量軟體，並與本軟體做比較評析。 

(六)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2/2)－100 年 9 月 

本計畫承接「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 (Ⅱ-1/2)」，將

THCS(2010 年版)進一步更新修訂，工作項目包括配合手冊修訂成果更新「市區

公車設施」子系統，加強「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TSS)」輸出入介面之使用

親和性、針對 HTSS 及市區公車設施進行系統測試及除錯、蒐集 HTSS 幹道及

路網例題、製作 THCS2010 年版使用手冊及技術報告，並針對產、官、學界進

行本軟體推廣訓練。 

(七)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推廣計畫－101 年 6月 

配合本所針對公路容量手冊部分章節之修訂，完成整體軟體系統之階段性

版本，包括 HTSS 偵錯功能、公車與機車專用道子系統畫面功能增進等工作，

本計畫除配合手冊之修訂成果進行軟體更新工作外，並持續進行推廣軟體內容，

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之服務，另配合「臺灣公路容量手冊」2011年版之發

行，協助辦理展示說明會。 

(八)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調查與軟體介面整合計畫－102年 4月 

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1 年版)之功能，針對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與多車道郊區公路等子系統進行圖形化與批次功能之增訂，以增加「臺灣公

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之便利性、親和性與擴大使用範圍，同時配合近年來

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使軟體及網頁能

正常運作外，並協助本所辦理相關公路容量之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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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永續發展。 

(九)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1/2）－103 年 5月 

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2 年版)之功能，針對公路容量手冊新

增之第二十章：公路隧道進行子系統增訂，改善與提升 HTSS 介面、增加其親

和力與便利性，檢視容量手冊第十一章與第十三章之例題並配合修正軟體，同

時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使

軟體及網頁能正常運作外，並協助辦理相關公路容量之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

之分析工作能永續發展。 

(十)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2/2）－104 年 5月 

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3 年版)之功能，新增市區地下道號誌

化路口容量分析子系統，持續改善與提升 HTSS介面、增加其親和力與便利性，

並新增特殊路口之本土化例題以利使用者參考應用，同時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

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使軟體及網頁能正常運作

外，並協助辦理相關公路容量之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能永續發展。 

(十一)104 年度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105 年 6月 

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4 年版)之功能，增加「臺灣公路容量分

析軟體 THCS」之便利性、親和性與擴大使用範圍，使軟體及網頁能正常運作

外，並新增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範例，以及協助公路容量調查工作，

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能永續進行。此外，也提供教育訓練，推廣近年來公路

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 

(十二)105 年度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105 年 12月 

本計畫除維護既有 THCS(2015 年版)及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頁之功能

外，並辦理教育訓練推廣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以及協助辦理公路容量

調查之前置工作，使公路容量之研究分析工作能永續發展。 

(十三)106 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107 年 5月 

本計畫配合 105 年度容量手冊修訂成果，新增新版郊區雙車道公路分析功

能，並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5 年版)之功能、維護軟體及網頁以及辦理教

育訓練，推廣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此外，也協助公路容量調查

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能永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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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07 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108 年 8月 

本計畫除維護既有 THCS 之功能及網頁能正常運作外，並新增新版郊區多

車道公路分析功能、更新市區地下道分析子系統操作手冊，以及辦理軟體使用

教育訓練與相關公路容量研究之資料前置處理工作，使公路容量之研究分析工

作能永續發展。 

(十五)108 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與專區網站更新維運服務－109 年 7 月 

本計畫除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新增新版公速公路基本

路段分析功能外，並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重新架設「臺灣公路容量

分析專區」網站，及編輯新版之軟體使用手冊，使公路容量之研究分析工作能

永續發展。 

(十六)109 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與專區網站更新維運服務－110 年 8 月 

本計畫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新增高速公路隧道分析功

能、配合新版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內容進行軟體及使用手冊之編修及提供教育訓

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並且編輯新版之軟體使用手冊，使公路容量之研究分析工

作能永續發展。 

(十七)110 年度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教育訓練及維運服務－110 年 12月 

THCS分析軟體自民國 94年開始發展，配合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逐年更

新或新增，目前計有 16個子軟體且採全部包裹式開發及安裝，導致長久下來程

式開發元件新舊混雜不易維護，又因 Windows 作業系統顧及資安問題近年來頻

繁更新，故本計畫工作重點為拆分各子軟體、更新老舊程式開發之元件，以及

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使公路容量之研究分析工作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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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調查停等延滯之替代方法 

 
Feng-Bor Lin 

Profess Emeritus, Clarkson University 

July 21,2022 

 

1.0 緒論 

 

停等延滯(Stopped delay)指車輛進入一路口之前，因受號誌控制或

前方停等車隊之限制而停車的時間。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1】，

以分析時段內車輛之平均停等延滯，評估號誌化路口之運作績效，非

號誌化路口則仍引用美國1985HCM以「保留容量」評估路口績效，惟

該方法已過於老舊，因此亦應改採平均停等延滯評估為宜。 

根據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附錄B【1】，現場調查停等延滯時

需每隔數秒(如10~15秒)記錄停等車數。停等車輛包括下列兩種: 

(1)參考線上游第一部已停下之車輛或正在減速準備停車而距離參考線

不到一小客車車長之車輛。 

(2)非參考線上游之第一部車輛，但該車輛已停下(或車速小於12公里/小

時)或該車前面有一部停等車輛，而距離前車不到一小客車車長之車

輛。 

此外，也須在取樣時間內，紀錄通過基準線之總車輛數、車種及

行進方向【1】。 

當一車道只有很少量之機車，而且停等車隊之形成(formation)及疏

散(dissipation)單純時，上述的調查工作還不難執行。但有大量機車或

號誌路口有壅塞狀況時，調查員很難判斷一車輛是否屬停等車輛，並

且每數秒就必須記錄停等車輛數。因此顧問公司經常只算小車及大型

車輛，導致所估計的平均停等延滯不能合理的反映實際狀況。 

消除延滯調查工作困難的一對策，是用其他績效指標替代平均停

等延滯。與停等延滯直接有關的指標包括臨近路段延滯(approach delay)

及總延滯(total delay)。臨近路段延滯指車輛通過一路口之前，因減速、

停等及加速所造成的額外旅行時間。總延滯則包括臨近路段延滯及進

入路口之後加速期間之額外旅行時間。這兩種延滯都包含停等延滯。

現場調查估計這兩種延滯的工作比調查停等延滯複雜。 

其他績效指標，如流量(volume)/容量(capacity)比(簡稱V/C比)，雖

然比較容易蒐集現場資料來估計，但如圖1所示，號誌化車道之V/C比

相同時，相關之停等延滯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若延滯是反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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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性車流路段最適用的指標，則V/C比會造成誤判運轉品質。最長停等

車隊或平均瞬間停等車隊長度也不能在不同狀況下反映停等延滯之長

短。 

基於上述的考量，有必要簡化調查停等延滯的工作，否則常無法

取得可靠的現場資料以估計平均停等延滯。本文討論簡化調查工作之

可行性。 

 

 

2.0 停等車隊之形成及疏散(Queue Formation and Dissipation) 

 

非號誌化路口的流率通常不大，各車道上之停等車隊也不長，所

以每數秒紀錄停等車數的工作並不困難。號誌化路口的車流狀況比較

複雜，因為在一號誌週期(signal cycle)抵達路口的車輛，不一定能在同

一週期紓解，進入路口。 

號誌化路口之需求流率(traffic demand)不高時，一車道上停等車隊

之行成及疏散可能如圖2所示。在紅燈時段中(red interval)，第一輛停等

車之位置在停止線附近(如圖2之A點)。最後一輛停等車的位置會隨新

加入停等車隊之車輛而向上游移動(如圖2之A點傳到B點)。綠燈開始之

後，停等車隊前頭之車輛陸續加速離開車隊，因此第一輛停等車之位

置逐漸向上游傳輸(如圖2從E點傳至D點)。如果最後一輛停等車能在紅

燈起亮之前加速進入路口，則沒有停等車須等到下一週期才能疏解(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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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 spillover，亦即無車隊外溢)。在這情況下，圖2在曲線ABC及曲

線ED之間的面積代表該週期內之總停等延滯。數週期內總停等延滯之

和除以在同一時段內進入路口的車輛數代表平均停等延滯。 
 

 

如果在一號誌週期中抵達路口之車輛不能全部在同一週期疏解進

入路口(有 queue spillover，亦即有車隊外溢)，則停等車隊之形成及疏

解可能很複雜。如圖3所示，車1~6在第1週期中抵達路口，但到第2週

期方能疏解進入路口。這些車輛所造成的停等車隊可能迫使隨後加入

停等車隊之車輛在第3週期或甚至更往後的週期才能疏解。在V/C大於1

之情況下，停等車輛數會隨時間而增高，平均延滯也隨著增長。 

此外，從圖3可知，有些車輛(如車1~9)加入停等車隊之後，隨著前

方車輛疏解而加速行向路口，但未能在紅燈開始之前離開入口而被迫

再度加入停等車隊。圖3線條AB代表這些車輛開始加速的時間及地

點，線條CD代表這些車輛再度加入停等車隊之時間及地點。公路容量

手冊所述之停等延滯傳統調查方法，不納入線條AB及CD之間的加速時

間及大部分減速時間。但從反映停等延滯的立場而言，這些加減速時

間也宜包括在停等延滯之估計值。將再度加入停等車隊之前加減速之

時間納入停等延滯又可減輕調查工作的負擔。因為調查員只需判段第1

輛及最後1輛停等車，而不須將加速然後再度加入停等車隊之車輛與其

他已停等之車隊分開。 

一般而言，停等車輛數越大，停等車隊的長度也越長，因此，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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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停等延滯調查工作宜探討現場蒐集停等車隊長度以替代停等車數的

適用性。 

 
 

3.0 停等車隊長度與停等延滯之關係 

 

本文用2021HTSS模式【2】在下列狀況下模擬所得之資料，探討

以停等車隊長度估計平均停等延滯之適用性: 

1. 定時號誌週期長度C，綠燈時段G及燈號轉換時段(黃燈及全紅時段) 

•C=60秒，G=26秒或36秒。 

•C=180秒，G=46秒或86秒。 

•燈號轉換時段=4秒。 

2. 機車及小車共用車道 

•車道寬3.5公尺或3公尺。 

•機車百分比為 0%、20%、50%、85%或100%。 

3. 機車專用道使用率 90%之有效車道寬度 W90 (見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第

18章之定義及估計方法) 

•W90 =1.5、2.0、2.5、3.0或3.5公尺 

4. V/C比 

•0.7~1.15 

 

在模擬過程中，資料蒐集從紅燈啟亮到最少10週期之後紅燈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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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瞬間為止。2021HTSS模式將車速不超過5公里/小時，而且已停車或

減速準備停車之車輛皆視為停等車。此模式根據各模擬車之停等時間

直接估計平均停等延滯。因為2021HTSS模式每0.5秒更新車輛之加減速

率一次。所以模式之平均停等延滯估計值相當於根據每0.5秒之現場資

料，但用下式所估得之平均延滯： 

 

         
Q

tN
D i 

=1                                                 (1) 

 

此式中， 

 

    Di=傳統調查方法估計得之平均停等延滯(秒/車)， 

    Ni=第i樣本之停等車數(輛) ， 

   Δt=0.5秒， 

     Q=資料蒐集期間進入路口(通過停止線)之車輛數(輛)。 

 

此外，2021HTSS模式亦用一新增的子程式，每0.5秒記錄停等車中

第1輛及最後1輛車之個別位置Xi1及Xi2，並估計相關停等車隊長度Xi2 -

Xi1，然後用下式估計每一進入路口車輛所造成之平均停等車隊長度： 

 

        
Q

tXX
L ii −
=

)( 12
                                           (2) 

 
此式中， 

  

    L=平均每進入路口車輛所造成之平均停等車隊長度乘以取樣時間(0.5

秒)，單位：秒・公尺/車， 

   Xi1=第i樣本停車隊第1輛停等車之位置(公尺)， 

   Xi2=第i樣本停車隊最後1輛停等車之位置(公尺)， 

  Δt=0.5秒， 

    Q=在取樣時間內進入路口(通過停止線)之車數(輛)。 

 

如果每一停等車所占用的平均車道長度為β(公尺)，則式2可改寫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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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中， 

 

     D2 =從平均停等車隊長度所估計之平均停等延滯(秒/車)， 

     β=平均每停等車所占之車道長度(公尺)， 

     Ni
*=從第i樣本停等車隊長度所估計之停等車數(輛)。 

 

當需求流率高，因而常有車隊外溢(queue spillover)時，式3之Xi1及

Xi2之間的車輛包括加減速中但隨後再度加入停等車隊之車輛，這些車

輛不包括在式1之Ni中。因此常有車隊外溢時(如V/C比接近1.0或超過

1.0)，式3之D2 預期會高於式1之D1。 

需求流率不高時，少有車隊外溢，而且β正確時，D2 理應等於

D1。因此，β之值可跟據模擬之平均停等延滯Ｄ1及平均停等車隊長度

Ｌ，估計如下： 

 

      
1D

L
=                                                (4) 

 

圖4、5及6分別顯示3種不同性質車道之β的性質。 

圖4及圖5顯示機車及小車共用車道所屬的β明顯受到機車比例及

有無機車停等區之影響。無停等區時之β也稍微受到車道寬的影響。

一般而言車道越寬，機車併排之可能性越高，因此每停等車占用之平

均車道長度會縮短。有停等區時，沒有機車或全部都是機車之β與無

停等區之β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在這兩極端狀況之間之β，則大於沒

有停等區之β。因受停等區存在的影響，車道寬只有在機車比例約高

於80％時才對β值稍有影響。 

至於機車專用道，圖6顯示β值深受使用率90%之有效車道寬影

響。W90等於1.5公尺及3.5公尺之β代表值分別為1.2公尺／車及0.76公

尺／車。這現象也是因為機車併排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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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在不同狀況之β值可用下列式5~式9來估計: 

• 機車及小客車共用，無機車停等區之車道 

1.車道寬 3.5公尺 

    
25

5.3 10436.20518.0180.6 PP −−−=                                 (5) 

2. 車道寬 3.0公尺 

   
25

0.3 10009.30508.0189.6 PP −−−=                                 (6) 

• 機車及小客車共用，有機車停等區之車道 

1.停等區縱深 5公尺 

    
24

5 10376.30188.0128.6 PPL
−−−=                                (7) 

2.停等區縱深 10公尺 

    
244

10 10228.510585.4144.6 PPL
−− −−=                          (8) 

• 機車專用道 

003.2

5.190

695.0504.0

−
−

+=

W

m e                                      (9) 

 

這些公式中， 

    β=平均每停等車占用之車道長度(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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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機車百分比(%)， 

    W90=使用率90%之有效機車專用道寬度(公尺)。 
 

在車隊外溢不多之情況下，圖7及圖8顯示根據停等車隊長度Xi2 -Xi1

及式5-式9之β所估得之平均停等延滯D2與根據停等車數所估計得之平

均停等延滯D1，有接近D1=D2的關係。因此只要β能合理的估計，現場

調查可以用比較容易觀察並紀錄的Xi1及Xi2。 

圖9顯示常有車隊外溢時(如V/C>1之情況)，根據停等車隊長度所

估計之D2可能比傳統方法所估計之D1大得多。這是因為D1不包括車輛

在再度加入停等車隊之前加速期間的時段，也不包括減速中速率大於5

公里/小時之時段。 

 

 
 

D1-3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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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現場調查之樣本間隔(Sampling Interval) 

 

用現場資料估計平均停等延滯的目的，在於訂定相關設施之服務

水準。臺灣公路容量手冊根據平均停等延滯所設定之服務水準等級劃

分標準如表1所示。 

 

表1 阻斷性車流設施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 

服務水準 平均停等延滯時間，d(秒/車) 

A d<=15 

B 15<d<=30 

C 30<d<=45 

D 45<d<=60 

E 60<d<=80 

F d>80 

資料來源:【1】 

 

從表1可知A到D級之服務水準，每等級之平均停等延滯範圍只有

15秒/車。如果已知延滯的估計誤差不會超過3秒/車，則有40%之延滯

範圍屬實際服務水準不能確定的範圍。例如平均停等延滯估計在30-33

秒/車之間時，實際的服務水準是屬C級或B級。平均停等延滯估計在

42-45秒/車之間時，實際的服務水準是屬C級或D級。此外，只要估計

誤差稍大於0秒/車，服務水準等級之劃分可能會相差一等級。 

所以從運用表1的觀點而言，平均延滯的估計值不能有誤差。事實

上，延滯估計值難免有誤差，但須盡量減低。此外，估計值在兩等級

之劃分界線附近時，如何運用訂定的服務水準等級協助規劃、設計、

運轉策略之訂定或資源的分配需特別考量。 

影響平均停等延滯估計值之一大因素，是現場調查時之樣本間

隔。如果在現場調查時能0.5秒(或不到0.5秒)記錄第1輛停等車的位置Xi1 

及最後1輛停等車的位置Xi2，而且沒有其他估計誤差，則從式2所估計

所得之平均停等延滯代表實際延滯。如圖10及圖11所示，樣本間隔越

長，估計誤差有越大的趨勢。如果每號誌週期可取得5-6以上之樣本，

而且v/c<1.0，則估計誤差很少會超過3秒/車。但如圖11所示，當v/c>1.0

時，即使樣本間隔在10秒以下，估計誤差也可能超過3秒/車。一般而

言，在其他狀況相同，v/c>1.0時之估計誤差比v/c<1.0時之估計誤差

大。 

圖10亦顯示，樣本間隔超過10秒，因而導致每號誌週期中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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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本數不到5-6之情況下，如果週期長度除以樣本間隔為一整數。則

估計誤差常比稍長或稍短的樣本間隔所造成之誤差大。例如週期長度

為60秒，樣本間隔15秒，兩者之比等於60/15=4(整數)，其相關誤差為

4.7秒/車，樣本間隔為16秒及14秒之相關估計誤差則各為3秒/車及-0.4

秒/車。如將樣本間隔增長到19，20或21秒，則估計誤差分別為2.3，-

20.8及-0.4秒/車。這現象是因為週期長度除以樣本間隔是整數時，取樣

瞬間皆在各週期中紅燈啟亮後之同一瞬間，因此容易造成系統性估計

誤差(樣本皆代表車隊長度過低或過高之狀況)。非號誌化路口之車隊的

形成及消散沒有週期性，所以不會有這種現象。 

總而言之，樣本間隔宜不超過10秒。現場調查時，這種作業須有

一調查員追蹤第1輛停等車位置，另一調查員追蹤最後1輛停等車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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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現場調查及資料分析之替代方法 

 

根據上述的討論，傳統蒐集現場資料以估計平均延滯的方法可用一

在現場比較容易執行的方法來取代。此一替代方法之程序如下: 

1. 選擇一樣本間隔(Sample interval) 。 

樣本間隔(Sample interval)以不超過10秒為原則。此外，如果調

查對象有號誌化路口，而且若樣本間隔不能在每號誌週期之紅燈及

綠燈時段各取得至少3樣本之Xi1與Xi2，則須避免週期長度除以樣本

間隔等於一整數的情狀。 

2. 記錄調查對象之幾何設計、交通控制及天候狀況。 

幾何設計包括車道寬、車道分隔型式及坡度。交通控制包括速限，

路口之交控策略及車道使用之限制(如專用或共用)。 

3. 從停止線往上游每隔 5~10公尺設置參考點。 

停止線之位置設定為 0 公尺，其他參考點的位置等於與停止線之距

離。這些參考點讓調查員估計第 1 輛及最後 1 輛停等車之位置。車

尾已通過停止線之車輛(包括 2段式機車待轉區內之機車)不列為調查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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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資料蒐集時段 T(秒) 。 

資料蒐集時段一般為尖峰期間內15分鐘，30分鐘或60分鐘。有

號誌控制時，資料蒐集時段必須從一紅燈啟亮的瞬間開始到最少10

週期之後紅燈又開始的瞬間為止。 

5. 記錄第 1輛及最後 1輛停等車之個別位置 Xi1(車頭)及 Xi2(車尾)。 

兩調查員在資料蒐集開始之瞬間及隨後每隔1樣本間隔的瞬間各

自追蹤並記錄第1輛及最後1輛停等車的位置。資料蒐集時段結束瞬

間的Xi1及Xi2必須記錄。 

6. 記錄在資料蒐集時段通過停止線之各型車輛數 Uj (j =1,2,…,6)。 

另一調查員必須負責蒐集在整個資料蒐集時段內通過停止線之

小客車數(U 1)，機車數(U 2)，箱型車及小貨車(U 3)，大貨車(U 4) ，

大客車(U 5)及聯結車(U 6)。如車流太大，宜用錄影方式蒐集此項資

料。 

7. 將 Xi1及 Xi2樣本轉換成停等車隊長度樣本。 

在各瞬間取得之停等車隊長度宜整理如表2所示。 

 

 

               表2 停等車隊長度樣本型式 

樣本i 取樣瞬間(秒) 停等車隊長度Li= Xi2-Xi1 

1 0 L0 

2 t L1 

3 2t L2 

… … … 

M (M-1)t LM 

M+1 T LM+1 

註:如T/t=整數，則沒有第M+1樣本。 

 

8. 估計機車在對等車流之百分比 P。 

此工作只在一車道讓多種車種使用時才須執行。假設一小客車

停車時占用6.2公尺之車道長度(包括車與車之間2公尺之間距)，非機

車之車輛停等時之對等總數可估計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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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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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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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10)  

 

   此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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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機車除外之對等小客車數(輛) ， 

     U1=資料調查時段通過停止線之小客車數(輛) ， 

     j=第j車種(見上述第6項之定義) ， 

     Uj=資料調查時段通過停止線之第j車種的車輛數(輛) ， 

     Sj=第j車種之平均車長(公尺)。 

 

根據式10之MT及通過停止線之機車U2，機車百分比(%)P 可估計

如下: 

     
2

2100

UM

U
P

T +
=                                              (11) 

 

9. 估計平均每停等車所占車道長度β(公尺) 。 

(1) 機車專用道 

    003.2

5.190

695.0504.0

−
−+==

W

m eB                                  (12) 

(2) 無機車停等區之共用車道 

 

)0.3(
5.0

5.30.3
0.3 −

−
−= W


                                    (13) 

此式中之W 為車道寬(公尺) 。 

 

(3) 有機車停等區之共用車道 

 

)5(
5

510
5 −

−
+= ZLL

L


                                  (14) 

此式中之Z 為停等區長度(公尺) 。 

 

10.估計停等延滯 D (秒/車) 。 

 

Q

tMTLtLLLtL
D MM



])1([5.0)...(5.0 1210 −−+++++
= +

 
     (15)

 
 

此式中，Q 為資料蒐集時段中通過停止線之總車輛數，等於 

621 ... UU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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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結論與建議 

 

1.傳統調查停等延滯的方法不適用於有大量機車或號誌化路口之鄰近路

段常有車隊外溢之狀況，因而導致現場調查結果常不能可靠的反映

實際之延滯程度度。沒有其他績效指標不僅容易估計而且可反映延

滯，因此有必要探討簡化傳統調查停等延滯的方法。 

2.在常有車隊外溢之號誌化路口的臨近路段，傳統之停等延滯常會低估

實際之延滯程度。 

3.模擬分析結果顯示傳統在現場記錄不同瞬間停等車數的方法可用記錄

第1輛與最後1輛停等車位置的方法來替代。此替代方法在現場比較

容易運用，而且所估計得之平均停等延滯在常有車隊外溢之狀況下

比傳統方法更能反映實際延滯。 

4.根據停等車隊長度以估計平均停等延滯的方法須估計平均每一停等車

占用之車道長度β。本文提供之β估計公式可直接應用或根據現場

資料加以改良。此外，有必要用臺灣之統計資料訂定每車種之代表

性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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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錄四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子軟體技術報告 

 

一、函式架構圖 

 

圖 1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析函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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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設計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子軟體設計 

子軟體名稱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 

說明 1. 此軟體主要提供評估高速公路匝道路段交通狀況，並且以表格方
式顯示評估結果。 

2. 操作人員可將目前執行中檔案儲存到電腦硬碟或將符合格式已
存檔案開啟編輯，以及列印報表功能。 

畫面設計 專案選擇視窗(frmStartUp) 
主功能視窗(frmMain)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析視窗(FrmAnalysis) 

輸入 滑鼠、鍵盤 

輸出 畫面、報表 

類別模組 frmStartUp：專案選擇視窗 
frmMain：主功能視窗 
FrmAnalysis：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析視窗 
frmAbout：程式說明視窗 

自訂函式模組 frmStartUp： 
frmStartUp::OpenFile()：處理開啟檔案動作 
frmMain： 
frmMain:: OpenFile()：處理開啟檔案動作 
frmMain:: CreateForm()：新開專案 
frmMain:: SaveFile()：儲存專案資料 
frmMain:: SaveAsFile()：另存專案資料 
FrmAnalysis： 
FrmAnalysis:: ReadTNLFiles()：讀取分析記錄檔案 
FrmAnalysis:: SaveTNLFiles()：儲存分析記錄檔案 
FrmAnalysis:: ReadXmlFile()：讀取分析記錄檔案資料內容 
FrmAnalysis:: SaveFileToXml()：儲存分析記錄為 Xml 格式檔案 
FrmAnalysis:: CheckAutoAnalysis()：判斷是否為自動計算模式 
FrmAnalysis:: doAnalysis()：開始分析車道資料 
FrmAnalysis:: bindHtml()：顯示分析結果至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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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算流程 

 

圖 2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析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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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1
0
5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1
0

5
 

O
K

 

分
析
匝
道
與
鄰

近
匝
道
間
距

 
n
u
d

D
u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1

0
0

~
2
0

0
0

(浮
點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6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3
0

0
0
，
跳
至

2
0

0
0
 

輸
入

5
0
，
跳
至

1
0

0
 

預
設
值

 
7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7

0
0
 

O
K

 



 

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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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體
名
稱
：
高
速
公
路
進
出
口
匝
道
分
匯
流
區

 
軟
體
編
號
：

F
R

E
E

W
A

Y
R

A
M

P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A
n
a
ly

si
s 

模
組
編
號
：

F
R

E
E

W
A

Y
R

A
M

P
_

M
_
0

2
 

幾
何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6
5

0
，
再
按

U
p
，
跳
至

6
5

0
.1

 
O

K
 

進
口
匝
道

 

出
口
匝
道

 

rb
A

n
al

y
ze

In
 

rb
A

n
al

y
ze

O
u
t 

R
o

d
io

B
u
tt

o
n

 

預
設
值

 
⚫

 
進
口
匝
道
已
被
選
取

 

⚫
 
出
口
匝
道
未
被
選
取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進
口
匝
道
已
被
選
取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選
擇
出
口
匝
道

 
出
口
匝
道
顯
示
已
被
選
取
，

進
口
匝
道
顯
示
取
消
選
取
。

 
O

K
 

車
道
長
度

 
n
u
d

L
A

1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5
0
0

(浮
點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2
0

0
0
，
跳
至

1
5

0
0
 

輸
入

-5
，
跳
至

0
 

預
設
值

 
2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2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1
0

0
，
再
按

U
p
，
跳
至

1
0

0
.1

 
O

K
 

匝
道
車
道
數

 
n
u
d

N
R

1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1

~
2

(整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2
，
接
受

 

O
K

 
輸
入

5
，
跳
至

2
 

輸
入

-1
，
跳
至

1
 

預
設
值

 
1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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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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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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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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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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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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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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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何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設
1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1
，
再
按

U
p
，
跳
至

2
 

O
K

 

匝
道
速
限

 
cb

S
L

R
1

 
C

o
m

b
o

B
o

x
 

預
設
值

 
5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5

0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O
K

 

上
游
匝
道

 

下
游
匝
道

 

rb
N

ea
rU

p
 

rb
N

ea
rD

n
 

R
o

d
io

B
u
tt

o
n

 

預
設
值

 
⚫

 
上
游
匝
道
已
被
選
取

 

⚫
 
下
游
匝
道
未
被
選
取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上
游
匝
道
已
被
選
取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選
擇
下
游
匝
道

 
下
游
匝
道
顯
示
已
被
選
取
，

上
游
匝
道
顯
示
取
消
選
取
。

 
O

K
 

進
口
匝
道

 

出
口
匝
道

 

rb
N

ea
rI

n
 

rb
N

ea
rO

u
t 

R
o

d
io

B
u
tt

o
n

 

預
設
值

 
⚫

 
出
口
匝
道
已
被
選
取

 

⚫
 
進
口
匝
道
未
被
選
取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出
口
匝
道
已
被
選
取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選
擇
進
口
匝
道

 
進
口
匝
道
顯
示
已
被
選
取
，

出
口
匝
道
顯
示
取
消
選
取
。

 
O

K
 

車
道
長
度

 
n
u
d

L
A

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5
0
0

(浮
點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2
0

0
0
，
跳
至

1
5

0
0
 

輸
入

-5
，
跳
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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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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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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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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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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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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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何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預
設
值

 
2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2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1
0

0
，
再
按

U
p
，
跳
至

1
0

0
.1

 
O

K
 

匝
道
車
道
數

 
n
u
d

N
R

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1

~
2

(整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2
，
接
受

 

O
K

 
輸
入

5
，
跳
至

2
 

輸
入

-1
，
跳
至

1
 

預
設
值

 
1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1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1
，
再
按

U
p
，
跳
至

2
 

O
K

 

匝
道
速
限

 
cb

S
L

R
2

 
C

o
m

b
o

B
o

x
 

預
設
值

 
5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5

0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O
K

 

測
試
日
期

 
1

1
1

.1
0

.2
5

 
測
試
人
員

 
吳
宜
萱

 

  



 

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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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體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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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速
公
路
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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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
道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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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區

 
軟
體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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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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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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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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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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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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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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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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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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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流
率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尖
峰
小
時
流
率

 
n
u
d

V
f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0
0
0

0
(整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8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1
1

0
0

0
，
跳
至

1
0

0
0

0
 

O
K

 

輸
入

-1
0
0
，
跳
至

0
 

O
K

 

預
設
值

 
2

0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2

0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3
0

0
，
再
按

U
p
，
跳
至

3
0

1
 

O
K

 

尖
峰
小
時
係
數

 
n
u
d

P
h

ff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0
0
(浮
點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0
.6

2
，
接
受

 
O

K
 

輸
入

8
，
跳
至

1
.0

0
 

O
K

 

輸
入

-2
，
跳
至

0
.0

0
 

O
K

 

預
設
值

 
0

.9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9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0
.5
，
再
按

U
p
，
跳
至

0
.5

1
 

O
K

 

尖
峰
小
時
流
率

 
n
u
d

V
r1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0
0
0

0
(整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8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1
1

0
0

0
，
跳
至

1
0

0
0

0
 

O
K

 

輸
入

-1
0
0
，
跳
至

0
 

O
K

 

預
設
值

 
5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5

0
0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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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流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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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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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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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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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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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與
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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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n
同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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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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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n
一
致

 
輸
入

3
0

0
，
再
按

U
p
，
跳
至

3
0

1
 

O
K

 

尖
峰
小
時
係
數

 
n
u
d

P
h

fr
1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0
0
(浮
點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0
.6

2
，
接
受

 
O

K
 

輸
入

8
，
跳
至

1
.0

0
 

O
K

 

輸
入

-2
，
跳
至

0
.0

0
 

O
K

 

預
設
值

 
0

.9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9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0
.5
，
再
按

U
p
，
跳
至

0
.5

1
 

O
K

 

尖
峰
小
時
流
率

 
n
u
d

V
r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0
0
0

0
(整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8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1
1

0
0

0
，
跳
至

1
0

0
0

0
 

O
K

 

輸
入

-1
0
0
，
跳
至

0
 

O
K

 

預
設
值

 
5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5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3
0

0
，
再
按

U
p
，
跳
至

3
0

1
 

O
K

 

尖
峰
小
時
係
數

 
n
u
d

P
h

fr
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

 
0

~
1

.0
0
(浮
點
數

)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0
.6

2
，
接
受

 
O

K
 

輸
入

8
，
跳
至

1
.0

0
 

O
K

 

輸
入

-2
，
跳
至

0
.0

0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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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流
率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預
設
值

 
0

.9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9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0
.5
，
再
按

U
p
，
跳
至

0
.5

1
 

O
K

 

測
試
日
期

 
1

1
1

.1
0

.2
5

 
測
試
人
員

 
吳
宜
萱

 

 軟
體
名
稱
：
高
速
公
路
進
出
口
匝
道
分
匯
流
區

 
軟
體
編
號
：

F
R

E
E

W
A

Y
R

A
M

P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A
n
a
ly

si
s 

模
組
編
號
：

F
R

E
E

W
A

Y
R

A
M

P
_

M
_
0

4
 

車
種
比
例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車
種
比
例

(%
) 

小
型
車

 
n
u
d

P
c
A

 
N

u
m

er
ic

U
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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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1 

111-112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與專區網站推廣維運服務(111年度) 

期中審查會議意見與回覆表 

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黃教授家耀 

1 

更新後的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

站，教學影片已改置於 Youtube 網

站，對使用者方便很多，也可節省運

研所的頻寬。建議教學影片可再增

加輔助字幕(可運用 Youtube 內建之

自動產生字幕功能)，讓使用者可更

快速的找到需要找的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經了解，因 Youtube之

自動產生字幕功能僅限於英文，因此

目前尚無法新增輔助字幕，請委員諒

察。目前使用者觀看影片時，可搭配軟

體使用手冊內各步驟之說明，內容與

教學影片相同，使用者亦可輕易上手。 

同意 

2 

網站上的 THCS 分析軟體，目前為

不同子軟體個別安裝，未來是否提

供包含各子軟體之壓縮檔予使用者

下載？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軟體拆分除了考

量未來軟體維護之需求外，多數使用

者亦有僅較常使用部分子軟體之情

況，因此現階段以各別提供子軟體方

式讓使用者下載。後續擬若有需求，亦

可配合上傳各子軟體之壓縮檔供使用

者下載。 

同意 

3 

THCS 軟 體 的 螢 幕 解 析 度 為

1024*768，是否有機會對較高解析

度的螢幕進行優化？ 

目前各網頁所建議之螢幕解析度多為

1024*768，THCS以 C#開發之子軟體

以 1024*768解析度開啟皆為清晰。而

過去以 C++開發之老舊子軟體因隨著

Windows 作業系統的進版，以致軟體

部分功能可能無法符合新作業系統需

求的情況，例如委員所提之意見即為

此案例，軟體 1024*768之解析度開啟

時畫面比例有所改變，但分析功能皆

不影響，且若於畫面開啟時之提示視

窗點選不將解析度調整為 1024*768，

則軟體畫面可維持正常比例。 

因此本團隊建議各子軟體應隨

Windows 作業系統生命週期更新，建

議每五年檢討一次，將過舊的程式開

發元件更新，以配合作業系統生命週

期需求以符合作業系統需求。 

同意 

4 
THCS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需

要用到 HTSS。模擬過程中，前一版

遵照辦理，已於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

擬模式新增模擬進度條，以供使用者
同意 



附 6-2 

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本會跳出 DOS畫面，無法操作電腦

其他軟體，更新版本已針對這個部

分加以優化。但執行時會出現「應用

程式凍結」現象，使用者可能會誤會

當機，建議改善。 

確認進度，詳 P.3-6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之坡度路段模組之視窗。 

5 

期中報告書第二章開發的 THCS 進

出口匝道「路段」分析(新版)子軟體，

建議可提供開發軟體予委員測試。

模組名稱建議將「路段」調整為「分

匯流區」。 

遵照辦理，已調整子軟體名稱為「高速

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分析 (新

版)」，詳 P.2-9。 

同意 

6 

第二章提到服務水準第二指標，該

指標的運用時機為「有現場調查資

料」，原技術報告的分析範例及

THCS 軟體內並未有第二指標的計

算，建議再考慮要如何呈現，避免使

用者誤會。 

遵照辦理，已於運轉分析視窗下方新

增提示文字：若有分匯流區檢核點之

現況速率，應加以計算服務水準第二

碼「速率與速限之比值」，詳 P.2-11。 

同意 

7 

報告 2-11 頁原技術報告是將上、下

游鄰近匝道組合供分 9類型，上游、

下游匝道對於分析的「目前匝道區」

的影響需分別進行評估。因此，上游

匝道間距、下游匝道間距應為兩個

不同數值，界面中為輸入單一數值。 

因方法論上無法針對相鄰三個匝道進

行分析，故需分別針對上游匝道與目

前匝道、目前匝道與下游匝道進行分

析，而原期中階段之軟體亦以此概念

開發，惟用詞上是以分析匝道及鄰近

匝道之相對位置命名為上游匝道及下

游匝道，如同委員所提可能會造成誤

解，故軟體已配合修改為分析匝道及

鄰近匝道，並以兩匝道間之距離判斷

為獨立匝道或非獨立匝道進行分析，

詳 P.2-11。 

同意 

8 

圖 2.2-8：「車道數」建議調整為「匝

道車道數」，並置於加/減速車道長度

之後。另外，匝道類型 On-2、On-4 

是指上下游匝道的類型還是分析匝

道的類型？而圖 2.2-5中未顯示分析

匝道的類型，建議進一步釐清。 

1.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車道數」

調整為「匝道車道數」，詳 P.2-11。 

2. 原期中階段之軟體是以分析匝道

及鄰近匝道之相對位置命名為上

游匝道及下游匝道，故匝道類型已

針對分析匝道及鄰近匝道條件判

斷其類型，本次已配合修改為分析

匝道及鄰近匝道之用詞，並僅針對

分析匝道顯示其匝道類型，詳 P.2-

同意 



附 6-3 

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11。 

9 

HTSS手冊 A-30頁，檔案 46資料，

VL1 是否等同 VL？另表 2 小車速限

70 kph其平均自由速率同為 70kph，

與速限 60、80之趨勢不同。建議確

認。 

1.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經與林豐

博教授確認，VL1係為誤植，應將此

參數刪除。 

2. 表 2 之小車速限與平均自由速率

係為「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

量及特性研究(二)(民國 93 年 5

月)」之現場調查值。經查閱，因分

析結果速限對於自由速率的影響

不太一致，於速限 60 或 70 公里/

小時對平均自由速率之影響很小，

如當號誌化路口間距超過 3公里，

小車於速限 70公里/小時之路段自

由速率只比速限 60公里/小時之自

由速率大約高 3公里/小時。 

同意 

二、淡江大學鍾教授智林 

1 

期中階段有兩個主要工項，一是高

速公路進口匝道子軟體增訂，二是

軟體與網頁更新維護及服務，期中

階段成果與預定符合。 

敬悉。 同意 

2 

從報告內容搭配網站教學影片可

知，軟體在多年來的開發與維運下，

介面尚屬友善，並有防呆設計，輸入

值可參考預設值，並限定合理範圍，

避免明顯誤植的狀況，輸出值若有

不合宜之處，也有文字提醒。 

敬悉。 同意 

3 

報告 2-18頁，流率(pcu/hr)分析結果

採計小數點第一位，而實務多是整

數呈現，應可直接輸出整數值。 

遵照辦理，流率分析數值已調整至整

數值，詳 P.2-20。 
同意 

4 

報告 2-18頁，服務水準若出現無法

計算的結果，系統宜提示可能原因

及調整建議。 

報告 2-18頁之匝道路段非無法計算，

其乃因方法論中建議匝道路段應進行

容量分析，針對欲通過匝道設施之需

求流率是否超過其容量值進行檢核，

不需要進行服務水準分析，故將其服

務水準值以“-”呈現。 

同意 

5 軟體網頁的相關連結提供運研所、 考量公路實務規劃成果報告各單位尚 同意 



附 6-4 

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公總與高公局三個單位的官網連

結，或可再提供若干公路實務研究

與規劃成果報告書檔案，有助於學

生了解 THCS 在這些報告書扮演的

角色。 

無一公開網站固定公告，且目前部分

報告雖有公開，惟一段時間後可能即

下架，會造成本專區網站之連結失效，

故暫時不新增規劃成果報告書連結，

請委員諒察。而後續所方若有需求，將

配合新增連結供使用。 

6 

報告 3-19 頁，歷年教育訓練成果一

覽表或可置於網站適當處，做為推

廣行銷之用。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歷年教育訓

練辦理場次、地點及合作單位等彙整，

並置於「軟體介紹」之頁籤中，詳 P.4-

3。 

同意 

三、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陳總工程司宏仁 

1 

公路容量研究發展歷程部分，建議

補充 109、110年完成「高快速公路

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之研

究」相關說明。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書中補充 109 年

及 110 年完成之「高快速公路匝道分

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之研究」說明，

詳附錄 1-6頁。 

同意 

2 
報告 2-3頁，建議補充公式 2.2之𝑓𝑃

定義說明。 

𝑓𝑃為駕駛人特性調整因素，已補充於

報告書中，詳報告 2-3頁。 
同意 

3 

「下載專區」頁籤下載檔案分類包

括軟體使用手冊，惟網站並無該子

頁籤，建議補上。 

軟體使用手冊已於網站之「下載專區」

中，「分析軟體」之「手冊檔案」連結

中可下載。 

同意 

4 

表 4.1-1第 2、3項，建議補充 4、7

月預定提送之成果。 

本計畫 4 月及 7 月所提送之成果分別

為期中報告及開發軟體展示、期末報

告及軟體光碟供所方及委員測試。 

同意 

5 

本次增訂高速公路進口匝道之評估

方法與分析流程，建議配合 2022臺

灣公路容量手冊發布時間儘早完

成。 

感謝委員意見，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

手冊之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章節為沿

用 2011年版內容。因本年度增訂之高

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方法論尚於草案

階段，故後續運研所將再審慎檢視內

容及完備方法論後正式公布。 

同意 

四、交通部公路總局謝主任工程司敏郎 

1 

報告 1-5頁、1-7頁，2022臺灣公路

容量手冊已於今(111)年 6 月發布，

相關日期請予以修正。 

遵照辦理，已更新 2022臺灣公路容量

手冊發布時間，詳 P.1-5及 P.1-7。 
同意 

2 

目前第二章僅探討高速公路部分，

建議將快速公路納入，以利公路總

局同仁利用。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已將意見回

饋予方法論研究團隊。 
同意 



附 6-5 

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3 

目前網站點進去為「最新消息」，建

議先放上公路容量分析的功用說

明、網站的使用介紹、手冊與軟體的

相關整體說明。 

為使使用者接收有關臺灣公路容量手

冊及軟體最新發布之消息，故進入網

站以呈現最新消息為優先，詳 P.4-1。 

而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相關說明已

於網站「軟體介紹」頁籤中說明量分析

之目的、本土化容量分析發展背景及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之開發，詳 P.4-

3。 

同意 

4 

建議將「手冊」部分單獨為一個頁

籤，包含不同場合適用章節等，目前

的做法是都放在下載專區，須由下

載專區頁籤進去後使用。 

目前考量各分析軟體皆有對應之軟體

使用手冊章節，故目前將軟體及手冊

整合於一頁籤內，並標示對應容量手

冊之章節，以便使用者對照。 

同意 

5 

報告 A-1頁，第二段突然出現「快速

道路」，請確認快速公路與快速道路

用詞，並建議納入「快速公路」。 

1. 感謝委員提醒，此處係指臺灣公路

容量手冊第九章市區高架快速道

路。 

2. 因目前針對快速公路無足夠資料

可進行容量研究，故容量手冊內尚

未有相對應之章節，使用者可依快

速公路之性質，暫以類型較相似之

交通設施方法論進行分析。後續運

研所亦將委員建議納入發展容量

研究之參考。 

同意 

6 

報告 A-5頁，法規無「機慢車道」用

詞，應是「慢車道」；圖 4分隔物左

側，請說明分隔物為何？外側布設

慢車道，慢車道寬度實務上不會與

左側行車道一樣寬，建議予以檢視。 

1. 感謝委員提醒，擬將用詞修正為

「慢車道」。 

2. 圖 4 中所指分隔物為快車道及慢

車道之分隔，如快慢車道實體分隔

及快慢標線分隔等。 

3. 路寬設定部分，因模擬模式為保留

模擬情境之彈性，故應由使用者視

實際道路幾何條件輸入路寬。 

同意 

7 

報告 A-64頁，出現「附屬車道」，路

線設計規範無此用詞，請予以檢視。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附屬車道」係為

林豐博教授於模擬模式中所定義部分

車道類型之統稱，包含爬坡道、公車

彎、路肩等。 

同意 

8 
報告 A-65 頁，例題 11，1.6 公尺寬

之機車可用車道，是指慢車道、機車

因 HTSS 模擬模式所需輸入資料中，

針對車道類型並無強制的定義，主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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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優先道、還是一般車道無禁行機車?

汽機車混合車道是指汽車、機車、慢

車都可以行駛，請予以檢視車道配

置與使用名詞。 

利用車道可通行車種即可進行車流運

作情況模擬，例如檔型 11為輸入車輛

使用車種、車道長度等參數進行輸入，

無須指定車道類型。 

而例題11為針對郊區雙車道公路建立

輸入檔，根據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內第

12章針對郊區雙車道之車道定義，此

例題中所指之「汽車混合車道」應為快

車道；「機車可用車道」則無特定指定

義車道類型，可為慢車道、機車優先道

或其他非屬快車道且機車可行駛之車

道。 

五、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劉總工程司嘉祐 

1 

螢幕解析度部分，若軟體可向下相

容，建議將「確定」、「取消」修正好，

每個子系統建議予以調整。 

目前各網頁所建議之螢幕解析度多為

1024*768，THCS以 C#開發之子軟體

以 1024*768解析度開啟皆為清晰。而

過去以 C++開發之老舊子軟體因隨著

Windows 作業系統的進版，以致軟體

部分功能可能無法符合新作業系統需

求的情況，例如委員所提之意見即為

此案例，軟體 1024*768之解析度開啟

時畫面比例有所改變，但分析功能皆

不影響，且若於畫面開啟時之提示視

窗點選不將解析度調整為 1024*768，

則軟體畫面可維持正常比例。 

因此本團隊建議各子軟體應隨 

Windows 作業系統生命週期更新，建

議每五年檢討一次，將過舊的程式開

發元件更新，以配合作業系統生命週

期需求以符合作業系統需求。 

同意 

2 

網站「親和力」不足，建議加入「學

習地圖」，例如要分析號誌化路口，

學習地圖先列出需研讀 HCM 的相

關章節，再下載哪些軟體與操作手

冊，以及如何解析報表等相關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本專區網站主要對象

為提供具有基本交通基本背景之人員

使用，因此使用者可透過研讀欲分析

交通系統所對應容量手冊之章節及軟

體使用手冊，了解分析方法及軟體操

作步驟。 

同意 



附 6-7 

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此外，若欲加入學習地圖功能，將涉及

網站整體架構調整，因本年度網站相

關工作項目為更新及維護，未包含網

站架構之大幅更新。後續年度所方若

有網站架構及新增學習地圖之工作需

求，本團隊將配合辦理。 

3 

在使用軟體之前，建議告訴使用者

需蒐集哪些資料(列表呈現)；輸入資

料部分，當量能否隨意更改？是否

可備註此為 HCM建議數值，若有其

他更好的依據，數值方能修改；下載

專區部分，軟體使用手冊建議改成

軟體「操作」手冊。 

1. 感謝委員意見，各子軟體開啟後已

呈現所需之輸入欄位，使用者可直

接以欄位清楚了解所需之輸入資

料。此外，軟體亦提供軟體使用手

冊，皆有針對輸入欄位進行介紹定

義說明，因此使用者可參考軟體使

用手冊了解所需輸入項目；以及可

參考容量手冊內分析流程針對過

程中所需要參數之說明。 

2. 目前若容量手冊內有建議之當量

值，則軟體係將建議值設定為預設

值，亦開放使用者自行調整當量

值。 

3. 遵照辦理，已將軟體使用手冊之原

標題「手冊檔案」更改為「軟體使

用手冊」。 

同意 

4 

輸出檔案部分，目前能輸出成「網頁

檔」，可否輸出成 CSV 資料交換格

式？讀取資料方面，能否讀取流量

的 CSV檔？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若將分析結果輸

出為 CSV檔，可能會有竄改分析結果

之問題，因此軟體分析結果皆輸出網

頁檔，以避免相關情事發生。 

此外，因方法論中針對部分參數有上、

下限值之限制或建議值，CSV尚無法

提供限制功能，以及因部分子軟體輸

入參數較多，若以 CSV方式讓用者輸

入較容易誤植，故以分析軟體介面方

式供使用者操作應為合適，請委員諒

察。 

同意 

5 

目前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已發

布，建議運研所能發文予各地方政

府，相關交評、環評、都審等有關道

運研所已於 111年 8 月 5日發文至相

關單位通知新版容量手冊已發布，並

於 8月 18日舉行 2022年臺灣公路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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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路分析，引用來源須以新版本為主。 量手冊發表說明會。 

六、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 

1 

報告 2-12 頁，進出口匝道類型，進

口匝道在 1公里後緊鄰出口匝道，實

務上會多做一個外側車道連結，建

議交會區的速率、流率分析予以納

入。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已將意見回

饋予方法論研究團隊。 
同意 

七、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 

簡報 15頁軟體使用介面，目前資料

著重於上游與下游，未來是否有針

對進口匝道影響進行相關運作分析? 

原期中階段之軟體是以分析匝道及鄰

近匝道之相對位置命名為上游匝道及

下游匝道，故匝道類型已針對分析匝

道及鄰近匝道條件判斷其類型，本次

已配合修改為分析匝道及鄰近匝道之

用詞，並僅針對分析匝道顯示其匝道

類型，詳 P.2-11。 

同意 

2 

報告 2-3頁，大車調整因素，目前有

包含聯結車，但在 2022臺灣公路容

量手冊，該參數並未包含聯結車，請

予以檢視。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之高速公路

進出口匝道章節為沿用 2011 年版內

容。本年度之軟體開發係根據「高快速

公路匝道分匯流區容量及服務水準之

研究」進行開發，此方法論目前為草案

階段，尚未納入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

手冊中，故車種及大車調整因素與手

冊不同。 

同意 

3 

報告 2-4頁，匝道匯入及分出主線段

容量建議表，目前速限僅有 50或 60

公里/小時，惟實務上有速限 40公里

/小時的案例，請予以補充。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意見回饋予

方法論研究團隊。 
同意 

八、交通部公路總局 

1 

本軟體運行分析是否可依據匝道的

儀控率、進口匝道流率等因素，並據

以推估回堵車隊長度及匝道長度(作

為回堵車流之儲車空間)？ 

目前方法論僅針對規劃及設計分析提

供車流回堵之分析，且現況若有回堵

之情況，亦可透過現場調查得知回堵

車隊長度，請委員諒察。 

同意 

2 

建議於軟體之參考資料內增加各參

數之定義，如有相關建議值或上下

限範圍亦於此處進行補充，讓使用

者更快速上手。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軟體參考資料主

要呈現如速限及自由速率換算對照

表、進口匝道類型、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等大項目之資訊，而針對細部的參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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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使用者可參考軟體使用手冊，內

容除了針對輸入參數進行定義、建議

值或上下限範圍之說明外，亦提供完

整容量手冊例題及範例之操作步驟，

完整搭配使用會更為有效及方便。 

此外，若容量手冊內針對部分參數給

予建議值，亦同時於軟體內設定為預

設值，可讓使用者直接使用；參數若有

上、下限值，則會直接在輸入欄位中直

接予以限制。 

九、本所運輸計畫組(書面意見) 

1 

報告 1.1 節最末段僅說明至 THCS 

2011 年版之前之開發過程，請再補

充 THCS 2021年版之說明。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書 1.1 節補充

THCS 2021年版之說明，詳 P.1-1。 
同意 

2 

由於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已於

111年 6出版，請調整報告 1.4節、

3.1節等說明新版手冊之文字用語。 

遵照辦理，已將新版手冊調整為「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用詞，詳 P.1-5

及 P.4-1。 

同意 

3 

報告 1-8~1-18 頁，對於公路容量研

究及分析軟體各年期工作成果之說

明，將隨辦理時程愈長內容愈多，建

議移至報告附錄，並補充公路容量

研究近期之研究成果說明。 

遵照辦理，已將公路容量研究及分析

軟體各年期工作成果移至附錄一，並

補充公路容量研究近期之研究成果說

明，詳附錄一。 

同意 

4 

有關報告 2-2頁圖 2.1-1： 

(1)步驟 1之「匝道類型」與 2-3頁第

1 段說明文字之「匝道型式」，建議

調整為「進/出口匝道」一方面意思較

明確，一方面可與步驟 4「匝道組合

類型」區隔。 

(2)步驟 6 之滿足檢核條件，請調整

為是否未超過容量。 

遵照辦理，已修正圖 2.1-1步驟 1及步

驟 6之用詞，詳 P.2-2及 P.2-3。 
同意 

5 

報告 2-4 頁表 2.1-4，進口匝道規劃

設計 2車道之容量請修正為 3,000，

另表名請調整為「進口匝道(匯入主

線段)及出口匝道(分出主線段)之容

量鑑驗表」。 

遵照辦理，已修正進口匝道規劃設計 2

車道之容量及調整表名，詳 P.2-4。 
同意 

6 報告 2-6 頁表 2.1-5，可刪除地點數 遵照辦理，已將表 2.1-5刪除地點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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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一欄，呈現不同匝道類型、不同

車道數之流率比例估算式即可。表

格備註請調整為引用之參考文獻。 

並補充參考依據，詳 P.2-6。 

7 
報告 2.2節程式增訂，內文之「子系

統」、「子軟體」用語請統一。 

遵照辦理，已將子系統統一為「子軟

體」用詞。 
同意 

8 
報告 3-15 頁圖 3.1-11，專區網站後

台請置換為更新後之畫面。 

遵照辦理，已將圖 3.1-11 更新為最新

畫面，詳 P.4-15。 
同意 

9 

報告 3-18 頁教育訓練之課程內容，

因應不同使用者之需求，可針對分

析者/審查者、基礎及進階等對象加

強說明使用或需注意之重點。 

遵照辦理，已納入教育訓練辦理。 同意 

10 

報告 3.3 節期中階段林教授提供之

諮詢成果包括：(1)2021HTSS模式調

校及使用手冊 修 訂； (2) 提供

2021HTSS模式輸入檔範例；(3)繪製

2021HTSS模式程式流程圖。其中第

(1)、(2)項成果可於專區網站下載，

第(3)項已提供本所電子檔。請調整

相關文字說明，不需增加附錄文件。 

遵照辦理，已調整報告書文字，並將附

錄文件移除，詳 P.4-27。 
同意 

十、結論 

1 
本計畫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續請

依契約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遵照辦理。 同意 

2 

有關與會委員及各單位提供之意

見，請工作團隊審慎檢討，並製表整

理回應處理情形，送交主辦單位審

閱同意後，做為後續研提期末報告

之依據。 

遵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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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與專區網站推廣維運服務(111年度) 

期末審查會議意見與回覆表 

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中央警察大學曾平毅教授 

1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已發布，

THCS涉及模擬模式之子軟體，是否已

配合更新為 2021HTSS？建議兩者應搭

配。 

本年度係配合 2022 年臺灣公路容

量手冊之發布，將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模擬模組由 2018HTSS 更新為

2021HTSS，後續年度將逐步針對郊

區多車道公路及郊區雙車道公路複

雜路段進行模擬模式之更新。 

同意 

2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附錄 B

之圖編碼及其他誤植之處，建議製作勘

誤表，並於網頁公布更新下載檔案。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已有蒐集部分

勘誤內容，於本年度結案前將勘誤

章節更新。 

同意 

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式於坡度路

段之例題設計，建議可增加大車比例，

檢視有無爬坡車道之速率變化，另請確

認 HTSS 是否可模擬出每車道之服務

水準。 

1. 遵照辦理，已重新設計範例，除

增加大車比例外，亦分為兩情境

探討有無爬坡車道之影響，詳見

報告書 3.4節。 

2. 因目前高速公路基本路段針對

服務水準係以車道全斷面平均

分析，故不建議將爬坡道獨立檢

視服務水準。而為了解設置爬坡

道對於速率之影響，本計畫已於

範例中設計有無設置爬坡道之

情境，並教導使用者從模擬模式

之輸出檔檢視平均速率，以探討

速率變化。 

同意 

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式，已設計呈

現模擬進度，是否可呈現剩餘時間？ 

由於 THCS 軟體係以重複 50 次提

升流率方式輸入至 HTSS 中進行模

擬並估計容量，主要模擬程序皆於

HTSS 中進行，且模擬時間受到路

網複雜度影響，故 THCS目前無法

估計剩餘時間。 

同意 

5 

林豐博教授研究之現場調查停等延滯

之替代方法，建議運研所可將方法轉換

為制式表格，以供使用者於現場調查時

可依序填寫。 

已將委員寶貴意提供予所方參考。 同意 

6 本年度辦理教育訓練之線上場次是否 考量推廣教育訓練之目的，本年度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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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提供公務員學習時數及技師積

分？ 

線上亦提供公務員學習時數及技師

積分，並利用簽到及簽退確認是否

如實出席。 

二、淡江大學鍾智林教授 

1 期末報告內容符合計畫目標與要求。 敬悉。 同意 

2 

建議在期末報告書階段即應附上中英

文摘要，委員可協助檢視摘要的妥適

性。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書前檢附中英

文摘要。 
同意 

3 

P.2-3，公式 2-1的大型車調整因素，係

考慮大貨車比例 PT(i)和聯結車比例

PC(i)，此處的大貨車是否應為大型車，

才能包含大客車，並對應大型車的小車

當量 1.6。  

已將 PT(i)之說明修正為大型車比

例。 
同意 

4 

P.2-14及 P.2-19，不論進口匝道運轉分

析或規劃及設計分析結果，流率

(pcu/hr)不需採計小數點第一位，可直

接輸出整數值。  

遵照辦理，已將 P.2-14及 P.2-19之

輸出流率修正取至個位數。 
同意 

5 

P.3-2，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組新增

HOV車道分析，現行國 1 HOV車道僅

允許大客車和小型車駛入，而模擬模式

則有「Per3：其他大車百分比」之參數，

請說明留設此參數之考量。 

Per3(其他大車百分比)，車種包含大

貨車、半聯結車及全聯結車，雖現

階段於 HOV 車道模擬上不需用到

此參數，但於程式開發時仍留設此

參數，以因應車流模擬之彈性。 

同意 

6 

今年度教育訓練臺北實體場次 17 人、

同步線上場次 63人，高雄實體場 14人，

未辦理線上場次。建議未來教育訓練能

考慮提供實體與同步線上場次，擴大參

與率，並於課後進行簡易測驗，以確認

線上場次之參與度。 

因本年度舉辦線上場次教育訓練參

與度踴躍，故後續擬考量納入辦理

教育訓練方式之一，並利用簡易測

驗確認線上場次之參與度。 

同意 

7 

附錄四，若輸入值超出值域，軟體自動

採用最接近值域內的數，建議可同時顯

示錯誤訊息，由使用者再次確認。 

因若欲顯示錯誤訊息需有原輸入值

作為判斷，而目前防呆機制為將超

出值域之數值，直接更新為最接近

值域內之數值，因此無原超出值域

值可判斷，故無法同時顯示錯誤訊

息，請委員諒察。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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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三、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陳宏仁總工程司 

1 

匝道容量建議表僅針對速限 50或 60公

里/小時，建議後續補充其他速限之容

量。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意見回饋

予方法論研究團隊。 
同意 

2 

表 2.1-3於基本路段自由速率 100公里

/小時(速限 90 公里/小時)、2 車道情況

下，每車道容量僅 1,900小車/小時，而

進口匝道速限 50 或 60 公里/小時容量

即達 1,800小車/小時，是否偏高，可再

探討。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意見回饋

予方法論研究團隊。 
同意 

3 

P.1-7及 P.1-8，圖 1.4-2與表 1.4-2內容

大致相同，似可精簡保留一項。另

THCS 發布時間可參考容量手冊表現

方式，以粗體字標示。 

1. 遵照辦理，已保留表 1.4-2內容。 

2. 因表 1.4-2係呈現 THCS每年度

之開發計畫，並於各年度發布

THCS成果，與公路容量手冊時

隔數年公布一次不同，故未以粗

體標示，請委員諒察。 

同意 

4 

P.2-7，匯流區流量檢核點包含四處，P.2-

14 頁報表分析結果有 5 處，兩者不一

致，請檢視確認。 

匯流區流量檢核點雖包含四處，惟

P.2-14 頁因多出之匝道區上游主線

係作為後續各檢核點分析之基礎，

故本計畫配合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區之例題，

呈現匝道區上游主線之分析結果。 

同意 

5 
P.2-18，(六)匝道允許最大通行流率相

關說明似有誤，請檢核修正。 

已修正(六)匝道允許最大通行流率

之說明為：檢核點外側車道剩餘容

量，是為檢核點外側車道 1+2容量

減主線 1+2車道流率。 

同意 

6 
P.2-29及 P.2-30，範例 3匝道距離文字

說明與圖示不符，請檢核修正。 

已依例題說明，將說匝道距離文字

修正為 480公尺。 
同意 

7 
P.2-45及 P.2-49，操作例題之描述建議

參照手冊範例採圖示方式呈現。 

已新增例題之圖示說明，詳 P.2-45

及 P.2-49。 
同意 

8 
圖 4.2-3文字方向建議調整一致，並加

強圖示。 

已調整圖 4.2-3文字方向，並加強圖

示表示顏色。 
同意 

9 
附錄三、四似與報告內容未有連結說

明，建議補充。 

遵照辦理，已補充附錄三、四相關

說明，詳 P.2-1。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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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部公路總局謝敏郎主任工程司 

1 
建議後續持續辦理教育訓練，供各單位

參與。 

遵照辦理，本團隊擬配合所方需求

或機關申請持續辦理教育訓練。 
同意 

2 

P.4-1，首頁目前頁籤仍為「首頁」，惟

報告內為「最新消息」，請再確認。另

外建議於最新消息中，補充網站建置目

的之說明。 

首頁頁籤名稱已修正為「首頁」，另

已補充網站建置目的文字於首頁

中。 

同意 

3 
建議容量研究應納入快速公路中，以符

合實際分析需求。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意見回饋

予方法論研究團隊。 
同意 

4 

P.4-13，建議將聯絡人員資訊新增一頁

籤較為明顯，並設置交流區供意見之回

饋。 

遵照辦理，除網頁下方即有聯絡人

員資訊外，亦於「服務專區」頁籤

提供聯絡人員資訊，並與相關連結

整併為一頁。另網站原設置有「留

言區」，因使用者較常以電話或電子

郵件諮詢，使得「留言區」使用率

低且易被網路攻擊，爰於 103年移

除留言版功能。 

同意 

5 
報告書中之「運研所」與「本所」之用

詞建議一致。 

遵照辦理，已配合出版之需求，統

一為「本所」用詞。 
同意 

五、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劉嘉祐總工程司 

1 

軟體建議應以非交通背景人員使用之

角度設計操作介面，若有其他進階調整

需求再開放調整參數值。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考量部分使用

人員為非交通專業背景，故後續擬

於提供下載分析軟體之專區網站新

增學習地圖，協助指引使用軟體前

應參閱之書籍，以利了解軟體內專

有名詞定義，並有效使用分析軟體。 

同意 

2 

P.2-11 及 P.2-17，建議若使用者調整預

設值時，可顯示警語提示預設值已被調

整。 

遵照辦理，軟體包含手冊建議值作

為預設值之參數僅為小車當量，故

已針對預設值調整時新增警語「當

量預設值已調整，請留意是否正

確」。 

同意 

3 

參考資料內容，建議加入使用者需要參

考之資料或容易疏漏之項目。V/C表達

方式請與手冊一致。 

1. 目前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匝道匯

流區之參考資料頁籤已納入服

務水準劃分標準、速限與自由速

率對照建議表、高速公路匝道匯

流區容量建議表(未開放路肩)、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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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匝道匯入及分出主線

段容量建議表及進出口匝道組

合類型示意圖。 

2. 遵照辦理，V/C表達方式已修正

為容量手冊呈現方式。 

4 
軟體使用手冊及教學影片請再確認是

否完成。 

感謝委員提醒，軟體使用手冊及教

學影片之成果，於期末審查針對軟

體部分之意見修正完備後製作。 

同意 

5 

建議教學影片可放入 Youtube上，以供

觀看。另目前 Youtube上之教學影片似

乎新舊版本皆同時存在，建議保留新版

即可。 

因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部分

章節為沿用 79 年版之臺灣地區公

路容量手冊方法論，至今未有分析

方法之更新或修正，因此所對應之

軟體及教學影片為較舊之界面。而

近年更新之方法論，配合開發軟體

演進以較新穎界面呈現，其教學影

片亦為最新版本，無新舊版本同時

存在之情況。 

同意 

六、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黃家耀教授(書面意見) 

1 

新版 THCS 軟體，安裝路徑已由

C:\Program Files (x86)\THCS 調整為

C:\THCS\，基本路段模組在點選“舊檔

案 ” 時 ， 仍 以 C:\Program Files 

(x86)\THCS\samples為預設路徑，建議

修正為 C:\THCS\FREEWAY\samples。 

遵照辦理，已將軟體開啟舊檔預設

路 徑 修 正 為

C:\THCS\FREEWAY\samples。 

同意 

2 

新版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式中，有

些 sample 檔 案 無 法 讀 取 ， 如

Freeway01.fw111、Sample01.fw111，請

再確認。 

因副檔名.fw111 為分析性模式範例

檔，故於模擬模式中無法開啟檔案。

目前已修正分析性模式及模擬模式

開啟舊檔中，僅顯示其對應可開啟

之檔案，避免使用者誤會。 

同意 

3 

P.2-20及 P.2-45，說明進口匝道模組之

範例檔儲存在 C:\THCS\samples\，惟安

裝光碟內的程式後並無相關範例檔案，

請再確認。 

已將完成之範例檔納入軟體安裝檔

中，詳路徑 C:\THCS\New\samples\。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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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末報告所附之軟體安裝開啟後，提示

視窗顯示為“正式發布最新版本”，請確

認此為測試版或已正式發布。 

由於軟體係與專區網站後台建置之

版本確認功能互相聯繫，確認目前

軟體版本是否為最新，期末階段所

提供之軟體屬測試版本，尚未正式

於專區網站中發布，僅先行將此功

能建置於軟體中，故顯示最新版本

之提示視窗。 

同意 

5 

進出口匝道模組中的規劃及設計分析，

當主線車道 V12 大於外側兩車道容量

VR12(max)時，會得出匝道允許最大通

行流率為負值，導致匝道估計溢流量比

匝道流率為高，等同於主線車流溢出至

分析匝道之不合理情況。建議當V12超

過 VR12(max) 時，可顯示『服務水準

F級』，並且不進行溢流分析或將 CR(1)

設定為 0，避免分析人員產生誤會。 

感謝委員意見，當 V12 超過

VR12(max)時顯示『服務水準 F

級』，以及不進行溢流分析或將

CR(1)設定為 0等，擬納入明年度高

速公路出口匝道子軟體開發中辦

理。 

同意 

6 

進出口匝道模組中的規劃及設計分析，

目前是以主線在服務水準 F級以上、並

將剩餘容量給予匝道車流進入為計算

概念。然而，使用者可為主線訂定更高

的標準（如服務水準 D級），意即提供

較少之剩餘容量給予匝道車流進入。請

問目前設計能否輸入相關分析設定？

以及建議可再補充服務水準結果。 

感謝委員意見，訂定主線服務水準

及補充服務水準分析，擬納入明年

度高速公路出口匝道子軟體開發中

辦理。 

同意 

7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擬模式更新之圖

3.3-1 右圖之 X 軸為輸入流率、圖 3.3-

2右圖之 X軸則為需求流率，惟軟體中

並未顯示速率，請說明圖 3.3-2是否為

自行繪製，並非軟體截圖。 

圖 3.3-2之資料出處為 2021年版公

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使用

手冊(圖 22容量估計之例)，該圖為

不同輸入流率與其在模擬模式輸出

流率之示意圖，表達當超過一數值

後，輸出流率會有大幅的下降，此

一數值表示模擬過程中所產生之最

大輸出流率，即為估計之容量。 

同意 

8 

附錄二之現場調查停等延滯之替代方

法，確實能解決實務調查停等延滯的困

難之處。此部分未來將如何納入容量分

析或容量手冊內容，是否對此替代方法

後續由運研所研議納入容量手冊之

服務水準分析方法。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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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實測？ 

七、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 

1 
建議軟體字體可放大，使用上較為清

楚。 

本軟體字體大小與使用者作業系統

設定相同，故若欲放大字體，可由

桌面點選滑鼠右鍵後，選取「顯示

設定」，於縮放與版面配置中之「變

更文字、應用程式與其他項目之大

小」選取大於 100%之選項，即可調

整系統字體大小。 

同意 

2 

長期而言，THCS是否能將高速公路交

流道依方法論逐一建立分析介面，並使

用 Etag或 PTX之資料直接分析，使用

者可點選交流道後即可得到分析結果。 

資料介接因涉及使用者對於所需資

料或資料特性有所不同，故目前尚

無法導入Etag或PTX資料至THCS

中，請委員諒察。 

同意 

3 

快速公路與高速公路仍有部分特性差

異，因此建議將快速公路納入後續容量

研究方向。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將意見回饋

予方法論研究團隊。 
同意 

4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因涉及

服務水準劃分標準之調整，影響實際交

通影響評估及相關分析工作，如針對路

口或路段服務水準惡化部分須提出改

善方案部分。建議手冊之更新發布考慮

實務應用之穩定性。 

已將委員寶貴意提供予所方參考。 同意 

八、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 

期末軟體修訂係針對分析匝道與鄰近

匝道(可選擇上游或下游)，惟分析匝道

亦有出口匝道選項，若選擇此選項是否

變為針對出口匝道進行分析，請確認是

否對於進口匝道子軟體是否有衝突。 

因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匯流區之

方法論係屬類似之分析方法，故進

口匝道分析功能預計與後續開發之

出口匝道整合，因此於分析匝道欄

位預留出口匝道之選項。 

同意 

2 

執行計算後的分析結果檢核點示意圖

僅顯示進口匝道圖，若涉及出口匝道易

造成誤解，軟體已可自動判斷匝道類

型，建議分析結果示意圖應可顯示其所

對應之類型，更易於判讀相關匝道設施

分析結果。 

遵照辦理，軟體已修正為可顯示對

應分析匝道類型之示意圖。 
同意 

3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已於 111 年

6月頒布，期末報告中尚有部分內容係

因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子軟體之開發

係參考「高快速公路匝道分匯流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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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草案相關參數指標進行分析，建請

按最新版公路容量手冊更新採用之相

關參數。 

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之研究(3/3)-

快速公路分析及容量手冊研訂」之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第五章草案」

方法論，故文字呈現上以依循草案

服務水準劃分標準為主。而此劃分

標準亦已與 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

手冊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統一，故

參採之標準相同。 

九、交通部公路總局(書面意見) 

1 

目前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子軟體係應用

在高速公路，操作範例中建議可補充快

速公路應用例題，俾利審議省道快速公

路增設交流道案件。 

由於目前尚無快速公路於進出口匝

道各檢核點之詳細交通量資料，故

未能設計應用例題，請委員諒察。

後續若有相關資料，將配合新增應

用例題。 

同意 

十、本所運輸計畫組(書面意見) 

1 
P.1-4，教育訓練內容請依本年度實際情

形說明。 

遵照辦理，已將本年度教育訓練實

際情況補充於 P.1-4中。 
同意 

2 
P.2-1表 2.1-1，請依「2022年公路容量

手冊」服務水準劃分方式呈現。 

遵照辦理，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已修

正為容量手冊呈現方式，詳 P.2-1。 
同意 

3 

P.2-9圖 2.2-1，畫面中「高速公路基本

路段分析」是否需備註新版或是由版本

偵測是否為最新版，請確認。 

因本次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之

更新未涉及方法論改版，故軟體後

不採加註新版之文字。本年度年末

網站更新時，已將偵測版本更新至

最新版方式作處理，以提醒未更新

者軟體已進版。 

同意 

4 
P.2-20，例題檔之路徑應位於「NEW」

資料夾內，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將完成之範例檔納入

軟 體 安 裝 檔 中 ， 詳 路 徑

C:\THCS\New\samples\。 

同意 

5 
P.2-50，步驟 6分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

應為 882輛/小時，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將例題 2之步驟 6分

析匝道尖峰小時流率修正為 882輛

/小時，詳 P.2-50。 

同意 

6 

P.3-9，步驟二第 2行應為「外」路肩寬，

且於此步驟需勾選「開放路肩行駛」，

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步驟二文字說明。 同意 

7 
P.3-10，設定鈕之名稱請加「」，如步驟

三之「坡度」設定鈕、步驟五之「路肩

遵照辦理，已於設定鈕之名稱加上

上下引號。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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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或爬坡道」設定鈕。 

8 

P.3-10，由於模擬模式每次模擬結果略

有差異，請於分析結果再補充說明使用

者模擬結果亦可能與圖 3.4-6不同。 

遵照辦理，已補充相關文字說明。 同意 

9 

P.4-27，有關林教授諮詢成果，

2021HTSS模式流程圖係提供 5百多頁

手稿掃描檔予本所。另林教授於本所

8/16 舉辦之「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

冊發表說明會」，進行「臺灣公路容量

研究心得及展望」視訊演講，請補充相

關說明，簡報檔可置於附錄。 

遵照辦理，已於 P.4-27補充視訊演

講說明文字，並將簡報檔附於附錄

三。 

同意 

柒、結論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已依

契約規定完成本計畫之工作項目，爰本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有關各委員及單位

代表提供之意見，請工作團隊檢討修訂

並製表回應，並請於 12月 2日前提送

修正定稿，俾利辦理後續相關作業及請

款事宜。 

遵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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