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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第一章  計畫背景與軟體開發內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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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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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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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展開長期公路容

量本土化之研究，以適用於國內公路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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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性模式無法忠實反映其行為，因而採用模擬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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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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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CS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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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08 年版)」；98、99 年推動

第二期能量提升計畫，開發「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0 年版)」。 

本所彙整歷年公路容量手冊修訂章節，於民國 100 年出版「2011 年臺灣

公路容量手冊」，軟體亦配合修訂為「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 年

版)」。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 年版)主要視窗程式包括：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高速公路匝道路段 

 高速公路交織區段 



1-2 

 高速公路收費站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 

 市區地下道路 

 多車道郊區公路 

 雙車道郊區公路 

 號誌化交叉路口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 

 圓環 

 市區道路及路口 

 公車設施 

 機車專用道 

 行人交通設施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1.3  軟體架構 

本軟體之分析程序及服務水準判斷標準內容架構如圖 1.2-1 所示，包含高

速公路、郊區公路、市區道路、公車、機車及行人交通設施等。 

 

圖 1.2-1  軟體內容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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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軟體內容發展回顧 

本軟體之建置主要以「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為藍本，有關公路容

量近期發展之重要相關文獻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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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開始進行一為期三年之計畫，希望

藉由該計畫之研究成果，修訂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 11 章多車道郊區

公路。 

在「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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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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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路段的自由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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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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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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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車種組成等交通特性；(4)蒐集與分析無衝突車流之停等車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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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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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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模式將可作為分析多車道公路之主要工具。 

 

三、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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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章。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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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之電腦輔助軟體，將提供相關交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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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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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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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SS)，及利用現場觀察之停等車紓解行為微調 HTSS 模式。 

現場資料顯示，都市地區號誌化路口之尖峰小時係數(PHF)隨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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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估計方法將納入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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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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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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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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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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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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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計畫檢討評估第十三章之方法論。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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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運輸研究所開始一為期 3 年工作的研究計畫，以修訂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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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之三個章節。此計畫共分 3 階段，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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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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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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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方面仍有再改善的空間，

加上本所持續進行相關容量分析方法與模式之修訂，故相關軟體內容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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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作多車道郊區公路、號誌化交叉路口模擬模式之整合規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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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THCS(2006 年版)改版為 THCS(2008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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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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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階段執行都市幹道及郊區二車道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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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作特性資料蒐集。已蒐集的都市幹道現場資料顯示，可以很容易地

估計不同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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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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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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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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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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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HTSS)，專用道的路段容量可利用第

17 章發展之分析性模式，或使用 HTSS 模式。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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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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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產出兩套模擬軟體(TPS-V2.exe 及 HTSS-V3.exe)。 

十五、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2/2)－10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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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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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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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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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三) 94.06
30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1/2) 95.05
31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1/2) 95.07
32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2/2) 96.07
33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2/2) 96.0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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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1/2) 97.09
36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2/2) 98.0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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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1/2) 99.0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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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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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
41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2/2) 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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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軟體安裝指南 

1.5.1  安裝分析程式  

本軟體安裝作業系統需求為：Windows 98、Windows2000(SP2 以上)或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以下將以 Windows 7 作業系統為

例說明軟體安裝步驟。 

將光碟片放入光碟機中，執行             ，開始執行安裝程序，若使

用者電腦無更新至.NetFramework3.5 版，則須先將光碟片中的「.NetFramework 

3.5」資料夾複製於主機端完成安裝程序，再執行 THCS_Setup.msi，本範例是

程式在 Windows 7 上執行安裝的程序。 

步驟一：告知使用者開始進入安裝程序，執行下一步。 

 

圖 1.5-1  安裝程序畫面_安裝歡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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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告知安裝人員路徑及使用對象，執行下一步。 

 

圖 1.5-2  安裝程序畫面_使用者資訊 

 

步驟三：告知安裝人員前幾個步驟所作的設定，確認後執行下一步。 

 

圖 1.5-3  安裝程序畫面_安裝資訊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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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開始執行安裝動作。 

 

圖 1.5-4  安裝程序畫面_安裝程序執行畫面 

 

步驟五：完成安裝，選擇「關閉」完成程式安裝。 

 

圖 1.5-5  安裝程序畫面_完成安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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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移除安裝分析程式  

選擇 Windows 開始功能表→控制台→程式集→解除安裝程式，找到

THCS，選擇移除，Windows 會自動把分析程式移除。 

 

圖 1.5-6  移除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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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系統使用快速索引  

2.1  基本名詞說明 

容量分析主要在探討車流與交通設施及運轉策略的互動關係，不同的公路交通

設施有不同的功能與特性，但分析原則及觀念是相當雷同的。為避免公路容量手冊

使用者的混淆與誤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曾委託中華民國運輸學會辦理「公路容量

名詞及參數手冊」，詳細介紹各名詞之定義、使用限制及可能範圍。以下就操作本軟

體之相關重要名詞作一簡略摘錄。 

1. 流量：某一時段內通過某定點的車輛數或人數。 

2. 流率：單位時間內通過某定點的車輛數或人數。通常分析車流所使用之單位時

間是 1 小時。 

3. 需求流率：單位時間內欲通過某定點之車輛數或人數。需求流率可能是現況在

尖峰時段之流率，也可能是用於容量分析或設計之預期流率，目前常用於容量

分析及設計的需求流率為尖峰 15 分鐘之流率。 

4. 自由旅行速率：自由旅行速率為密度或佔有率接近零而且車行不受燈號控制、

事故及下游車輛影響時之旅行速率。 

5. 設計小時流量係數( K )：設計小時流量與設計年中平均每日流量之比值，都會

區其值介於 0.08 到 0.12，其他地區介於 0.12 到 0.18 之間。 

6. 車流方向分布係數( D )：在設計小時內流量較高方向之流量，佔雙方向流量之

比，稱為車流方向分布係數，此值一般介於 0.5 到 0.65 之間。 

7. 尖峰小時係數( PHF )：尖峰小時流量與尖峰 15 分鐘之每小時流率的比值。 

8. 設計小時中單方向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 PHF

DK
q




設計年平均日流量

 

9. 密度：單位長度之道路或車道上之車輛數，其單位通常為輛/公里或輛/公里/車

道。 

10. 容量：在特定之交通、控制、幾何及其他狀況下，單位時間內經常可通過一定

點之最大流率。 

11. 服務水準：指交通設施服務品質好壞之程度。目前容量分析之方法一般將服務

水準分成數級。最常見的分級包括 A、B、C、D、E 及 F 等 6 級，A 級代表最

佳之服務水準，F 級則代表最差之服務水準；此外，亦可以平均速率與速限之

差距表現公路運轉的服務概況，分為 1~6 等 6 級，第 1 級代表最佳之服務水準，

第 6 級則代表最差之服務水準。 

12. 小客車當量：一般車流中含有不同種之車輛，為分析方便起見，非小客車之車

輛常須轉換成對等之小客車數。如一車輛對車流的影響相當於 N 輛小客車，則

該車之小客車當量為 N。 



2-2 

13. 容量分析：利用各種模式及對交通特性之了解，藉以分析某交通設施容量之工

作。此工作之目的包括：評估交通設施之服務水準；規劃及設計交通系統應有

之設施；或發展交通系統之運轉策略。容量分析之重點並不是在於估計容量，

而是在於評估交通設施、交通狀況、交通管理及控制與服務水準之關係，並從

這些關係決定在規劃、設計及運轉時應採取的行動。 

其他之公路容量相關專有名詞的說明請參閱「201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各章節與「公路容量名詞及參數手冊」中定義，在此將不再贅述。 

 

2.2  基礎操作視窗說明 

本軟體所有的分析程式都採用「多重文件處理介面」( Multiple Document Interface, 

MDI )設計，每個分析主題有一個基本操作視窗作為母視窗，母視窗無法重覆開啟，

但是母視窗中可以開啟數個子視窗進行不同的專案分析。以下說明基本視窗操作方

法。 

2.2.1  軟體主畫面  

軟體主畫面如圖 2.2-1 所示，各圖示代表意義如下所述，點選圖示後可進入各個

子系統進行分析作業。 

 

 

圖 2.2-1  軟體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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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高速公路交織區段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 

 
：高速公路收費站 

 
：雙車道郊區公路 

 
：多車道郊區公路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市區道路及路口 

 
：市區地下道路 

 
：市區高架道路基本路段 

 
：市區號誌化路口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 

 
：圓環容量分析 

 
：市區公車設施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 

 
：行人交通設施 

 
：離開系統 

 
：指引小幫手 



2-4 

 

2.2.2  指引小幫手  

指引小幫手針對臺灣地區道路特性擬定層級式問題，使用者可依據欲分析案例

之特性循序回答問題，當問題全數回答完畢後，程式將建議並直接開啟使用者最合

適之子系統。 

指引小幫手之層級如圖 2.2-2 所示。層級一將系統依據操作特性進行分類，包括

模擬模式及分析性模式，層級二將系統依據設施所在地點進行分類，包括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郊區公路、市區道路及其他設施，層級三細分不同地點下的各種使用型

態，層級四即進入各子系統。 

 

圖 2.2-2  指引小幫手層級示意圖 

 

2.2.3  程式開啟選項  

每個分析程式的第一個頁面如圖 2.2-3 所示，提供使用者選擇開啟新專案或舊專

案，預設值是開啟一個新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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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選擇開啟專案檔 

 

選擇開啟舊專案會讓舊檔選擇清單呈作用狀態，如圖 2.2-4 所示。使用者如果選

擇「瀏覽檔案…」，會出現開啟舊檔的對話盒，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檔案路徑；使用

者如果選擇清單中的檔案路徑，則可以直接開啟路徑下的檔案。 

 

圖 2.2-4  舊專案快速啟動 

 
 
 
 
 
 
 
 
 
 
 
 
 
 

開啟方式選擇 

舊檔選擇清單 

瀏覽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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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基本視窗架構  

基本視窗架構如圖 2.2-5 所示，以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系統運轉分析畫面為範

例： 

 

 

圖 2.2-5  基本視窗架構 

A 區為主功能表、B 區為快捷工具列、C 區為檔案瀏覽區、D 區為分析工作區、

E 區為分析結果顯示區、F 區為訊息備註區，以下將分別介紹各個項目之功能。 

 

2.2.5  主功能表  

主功能表共有檔案、編輯、檢視、視窗、模式切換、說明等 6 個主選項。 

一、檔案選單有開新檔案、開啟舊檔、儲存檔案、另存新檔、關閉視窗、輸出到檔

案、預覽列印、列印、案例比較、離開等 10 個操作功能，如圖 2.2-6 所示。 

 

圖 2.2-6  主功能表「檔案」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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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新檔案，開啟新的專案。 

2.開啟舊檔，開啟已存在的專案。 

3.儲存檔案，儲存已開啟且已經有路徑的專案。 

4.另存新檔，儲存已開啟專案且給予新的路徑名稱。 

5.關閉視窗，關閉目前動作中的子視窗。 

6.輸出到檔案，將分析結果與錯誤訊息顯示區的文字敘述輸出成文字檔。 

7.預覽列印，預覽動作中子視窗的報表內容。 

8.列印，將動作中的子視窗分析內容以報表輸出。 

9.案例比較，將相同分析型態的案例並列比較。 

10.離開，關閉所有的子視窗。 

二、編輯選單，有復原、剪下、複製、貼上等 4 個操作功能，如圖 2.2-7 所示。 

 

圖 2.2-7  主功能表「編輯」選單 

 
1.復原，回復目前目標欄位的前一個動作。 

2.剪下，將已圈選的文字剪下到剪貼簿中。 

3.複製，將已圈選的文字複製到剪貼簿中。 

4.貼上，將剪貼簿儲存最近一筆的資料貼到游標停駐的欄位。 

三、檢視選單，有工具列、狀態列、檔案瀏覽視窗等 3 個操作功能，如圖 2.2-8 所示。 

 

圖 2.2-8  主功能表「檢視」選單 

 
1.工具列，選擇是否要顯示工具列。 

2.狀態列，選擇是否要顯示狀態列。 

3.檔案瀏覽視窗，開啟新的子視窗，可以瀏覽電腦中的檔案與文件夾，對檔案

雙擊(Double Click)，會以適當的應用程式開啟舊檔。另外一個用途是當作網

際網路的瀏覽器，有快捷工具列可以操作瀏覽頁面，如圖 2.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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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檔案瀏覽視窗 

 

四、視窗選單，有依標題排列、排列顯示、並列顯示等 3 個操作功能，依標題排列

又有水平排列、垂直排列兩個子選項，如圖 2.2-10 所示。 

 

圖 2.2-10  主功能表「視窗」選單 

 
1.依標題排列，將已開啟的專案子視窗排列，有水平與垂直排列可供選擇。 

(1)水平排列，將已開啟的子視窗用水平陳列的方式，由下至上並排在母視窗

中。 

(2)垂直排列，將已開啟的子視窗用垂直陳列的方式，由右至左垂直並排在母

視窗中。 

2.排列顯示，將已開啟的子視窗標題以堆疊的方式依序陳列。 

3.並列顯示，將最小化的子視窗，整齊的排列在母視窗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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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式切換選單，有手動模式及自動模式兩種，如圖 2.2-11 所示。 

 

圖 2.2-11  主功能表「模式切換」選單 

1.手動模式，資料輸入完畢後需按下「執行計算」才會產生分析結果。 

2.自動模式，每次調整輸入值，其分析結果將立即隨之更新。 

六、說明選單，有內容說明、內容索引、關於等 3 個操作功能，如圖 2.2-12 所示。 

 

圖 2.2-12  主功能表「說明」選單 

 
1.內容說明，開啟線上說明的內容頁。 

2.內容索引，開啟線上說明的索引頁。 

3.關於，開啟程式介紹的對話窗。 

 

2.2.6  案例比較  

在實際運用 THCS 時，經常需要進行事前事後績效評估，本軟體於分析模式中提供

案例比較功能，使用者需點選主功能列之「檔案」→「案例比較」以開啟畫面，選擇事

先已儲存之檔案，再選擇欲進行比較之參數，設定完之後點選「進行比較」，比較結果即

顯示於螢幕上，如圖 2.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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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3  案例比較視窗 

 

2.2.7  快捷工具列  

快捷工具列排列在主功能表的下方，對於某些常用功能可以不用下拉點選主功

能表選單，直接以快捷工具列進行操作。 

1.基本快捷工具列提供一般分析狀況下的操作功能，如圖 2.2-14 所示。 

 

圖 2.2-14  基本快捷工具列 

 

 
：開新檔案，開啟新的專案。 

 
：開啟舊檔，開啟已存在的專案。 

 
：儲存檔案，儲存已開啟且已經有路徑的專案。 

 
：剪下，將已圈選的文字剪下到剪貼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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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將已圈選的文字複製到剪貼簿中。 

 
：貼上，將剪貼簿儲存最近一筆的資料貼到游標停駐的欄位。 

 
：垂直排列，將子視窗用垂直陳列的方式，並排在母視窗中。 

 
：排列顯示，將子視窗標題以堆疊的方式依序陳列。 

 
：並列顯示，將最小化的子視窗，整齊的排列在母視窗底部。 

 
：列印，將動作中的子視窗分析內容以報表輸出。 

 
：檔案瀏覽視窗，可以瀏覽電腦中的檔案與網際網路。 

 
：復原，回復目前目標欄位的前一個動作。 

 
 

2.快速選單，選單下拉後將有基本資料設定、幾何設計、需求流率、分析結果、

返回主頁等屬性資料可供選擇，選單內容則因各子系統所涵括之屬性不同而

異，選擇選單內屬性之後，主畫面將以鮮明色塊對應其屬性資料，如圖 2.2-15

所示。 

 

圖 2.2-15  快速選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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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瀏覽器快捷工具列只有在檔案瀏覽子視窗存在時，才會出現，如圖 2.2-16 所

示。 

 

圖 2.2-16  瀏覽器快捷工具列 

 
：上一頁，觀看前一個瀏覽頁面。 

 
：下一頁，觀看後一個瀏覽頁面。 

 
：停止載入，停止瀏覽頁面載入的動作。 

 
：重新整理，重新載入目前的瀏覽頁面。 

 
：首頁，回到瀏覽器設定的首頁。 

 
：搜尋，呼叫 Windows 的搜尋功能，可以搜尋本機或網路。 

 

2.2.8  檔案瀏覽區  

檔案瀏覽區分成 4 部分，如圖 2.2-17 所示，A 部分是磁碟選擇，B 部分是檔案

夾路徑選擇，C 部分是檔案顯示(不含檔案夾)，D 部分是檔案格式選擇。可以使用檔

案瀏覽區查閱磁碟機中的檔案，每個分析程式的紀錄檔都有其專屬的副檔名，如高

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紀錄檔的副檔名是「.fwf」，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分析程式紀

錄檔的副檔名是「.wea」，高速公路匝道路段分析程式紀錄檔的副檔名是「.rap」，多

車道公路分析程式紀錄檔的副檔名是「.mul」，雙車道公路分析程式紀錄檔的副檔名

是「.twl」，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紀錄檔的副檔名是「.sic」。 

紀錄檔是使用與純文字檔相容的格式，所以用一般文字文件瀏覽器即可開啟，

由於程式中必須使用符號作判別，請勿隨意變更紀錄檔內容，否則會造成程式在開

啟舊檔時發生錯誤。在開啟舊檔時，亦可選擇其他副檔名的格式開啟，但檔案內容

與格式要與視窗欄位相對應，否則將發生錯誤。 

雙擊(Double Click) 檔案顯示區中之檔案即可開啟檔案，屬於該分析程式的紀錄

檔，將開啟一個新的子視窗顯示內容，若雙擊檔案沒有反應，表示該類型檔案未在

Windows 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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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7  檔案瀏覽區 

2.2.9  分析工作區  

各個子系統將對照不同工作區內容，整體架構分為 4 部分，如圖 2.2-18 所示。

第 1 部分為分析人員基本資料，欄位的填寫與否不會影響到分析結果。第 2 部分為

分析資料輸入區，其中輸入參數依等級分為「輸入參數」、「可調參數」、「固定參數」

以及「顯示參數」等四級，「輸入參數」於程式畫面以深黃色標示，提示使用者必須

輸入該項參數；「可調參數」以灰底方式呈現，為選擇輸入項目，使用者可依實際狀

況輸入，大部分情況下是由一級參數計算得之，使用者可利用上下鈕調整數值或直

接鍵入數值後按 enter 確定；「固定參數」於畫面以白色標示，為目前研究尚未完備

之參數，以預設值代替，不建議使用者修改；「顯示參數」以淺黃色塊呈現，僅提供

顯示不提供修改參數，為其他參數計算之結果。第 3 部分為畫面左側呈現之服務水

準對照表。第 4 部分是分析結果的顯示。 

 

圖 2.2-18  分析工作區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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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分析結果顯示區  

分析程式會將工作區中的欄位值以條列方式展現在分析結果區，如圖 2.2-19 所

示。在自動模式或手動模式「執行計算」，將依據工作區中的欄位值的變動，更新分

析結果顯示區的資料。 

 

圖 2.2-19  分析結果顯示及訊息備註區 

2.2.11  訊息備註區  

訊息備註區主要內容分為兩部分，如圖 2.2-19 所示。第 1 部分為畫面左下角之

解析度提示，2011 年版本軟體適用最佳解析度為 1024*768；第 2 部分為軟體右下角

之操作模式說明，藉此提示使用者目前的操作模式。 

 

2.3  線上說明 

一個功能完善的 Windows 應用程式，應有完整的線上說明以協助程式操作員使

用程式。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線上說明主要有兩種格式，一種是.hlp 的檔案，

此種檔案主要是透過編輯 RTF 格式的檔案製作說明，編輯 RTF 格式的檔案必須加入

一些特殊符號，例如#、$、K、A、+、!等，開發者必須先了解這些符號的意義後適

當加入說明文件中。另外一種是.chm 檔案，此種檔案是透過編輯 HTML 格式檔案的

方式製作說明。相較於前者，編輯 HTML 格式檔案可透過 Microsoft Word 軟體和

Macromedia Dreamweaver 軟體快速編輯，在開發上較簡易，可縮短開發時程，並且

易於後續維護和擴充，故本程式選擇使用.chm 格式的線上說明。 

線上說明的內容與操作手冊的內容大致相同，點選主功能表的說明/內容說明，

即可開啟線上說明檔案，或按下 F1 即可得到該欄位的線上說明。除了內容說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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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頁面提供由關鍵字來找尋要查詢的內容，如圖 2.3-1 所示。 

 

圖 2.3-1  線上說明 

2.4  網頁介紹及軟體、手冊下載 

本軟體於運研所網站下建置「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專區，網址為

http://thcs.iot.gov.tw:8080/THCS/，內容包括軟體簡介、最新消息、下載專區、聯絡人

員等，使用者可至網站下載最新版 軟體、軟體範例操作錄影檔、使用手冊、技術報

告以及最新版之公路容量手冊，網頁畫面如圖 2.4-1 所示。 

 

圖 2.4-1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網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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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3.1  分析流程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的分析分為「運轉分析」與「規劃及設計分析」兩種。

運轉分析是指依據現有或未來預期的道路幾何條件與交通狀況下，評估設置

設施服務績效的一種方法。規劃及設計分析中的規劃分析是將日交通量資

料，經過設計小時流量係數與車流方向分布係數的換算，得到小時交通量以

進行評估；設計分析則以輸入小時交通量，進行評估作業。圖 3.1-1 為運轉分

析的計算流程，圖 3.1-2 則為規劃及設計分析的計算流程。 

 

 

 

 

 

 

 

 

 

 

 

 

 

 

 

 

 

 

 

圖 3.1-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運轉分析操作流程 

求算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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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規劃及設計分析操作流程 

 

求算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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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操作說明 

3.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分析，如圖 3.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

析軟體(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高速公路基

本路段分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3.2-2、圖 3.2-3 所示。 

 

圖 3.2-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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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圖 3.2-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3.2.2  分析型態選擇  

分析型態分為「運轉分析」和「規劃及設計分析」兩選項，如圖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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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型態選擇 

 

3.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3.2-5。欄位的填寫與

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3.2-5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 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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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計 3 個輸入欄位、2 個勾選標記、2 個下拉式選單與

2 個顯示標記，如圖 3.2-6。 

 

圖 3.2-6  運轉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單方向的車道數，預設值 2，微調

鍵調整值 1。 

2.車道寬：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3.65，微調鍵調

整值 0.01。 

3.車道寬調整因素(fw)：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寬對流量的影響，預設

值 1，微調鍵調整值 0.01。 

4.路肩寬：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之路肩寬度，預設值 3.00，微調鍵調

整值 0.01。 

5.設置護欄：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是否設置邊線護欄。 

6.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d)：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旁障礙物對流量的影

響，預設值 1，微調鍵調整值 0.01。 

7.地形：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地形，下拉選單供選擇平坦路段、單

一坡度路段或連續坡度路段，預設為平坦路段。 

8.有爬坡道：屬輸入參數，當地形選擇為坡度路段時才浮現，供使用者

勾選是否增設爬坡道。 

9.行車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100，下拉

選單中有 80、90、100 與 110 可供選擇。 

(三)需求流率群組，共計 7 個輸入欄位與 2 個顯示標記，如圖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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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運轉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流量(Q)：屬輸入參數，為單方向單位小時各車道、各車種的流量加總，

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

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

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尖峰 15 分鐘流率：屬可調參數，尖峰 15 分鐘流率為可觀測值，在不

知道尖峰小時係數的情況下，亦可選擇輸入尖峰 15 分鐘流率，預設

值 0。 

4.需求流率(q)：屬顯示參數，需求流率指尖峰 15 分鐘之流率，使用者

不需輸入。 

5.大車比例(Pt)：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巴士)的比例，以

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6.大車之小客車當量(E)：屬固定參數，大型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預設值隨地形變化調整，平坦路段為 1.5，坡度路段則為 2.0。 

7.小車使用內車道之比例(fc)：屬固定參數，各內車道小車佔小車總數之

比例，預設值 55，微調鍵調整值 1。 

8.大車使用內車道之比例(ft)：屬固定參數，各內車道大車佔大車總數之

比例，預設值 28，微調鍵調整值 1。 

9.內車道之對等需求流率：屬顯示參數，各內車道在基本狀況下之平均

流率，使用者不需輸入。 

(四)坡度路段資料設定群組，共計 1 個輸入欄位與 1 個表格捲軸，如圖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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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運轉分析-坡度路段資料設定群組 

 
1.直線坡段數：屬輸入參數，選擇連續坡度路段後，坡段數欄位才會呈

作用狀態，坡段數可利用微調鍵微調數值 1。下方表格捲軸將依照輸

入之坡段數，顯示可供輸入每一坡段資料之視窗。 

2.直線路段編號：屬顯示參數，為連續坡段之編號。 

3.直線坡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度值是以百分比計算，預設值 2。 

4.直線長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段之長度，長度值以公尺為單位，預

設值 500。 

5.大車自由速率：屬固定參數，坡度路段之大車自由速率，預設建議值

103，但供使用者自行輸入。 

6.小車自由速率：屬固定參數，坡度路段之小車自由速率，預設建議值

104，但供使用者自行輸入。 

7.平均自由速率：屬顯示參數，坡度路段之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8.豎曲線長度：屬輸入參數，兩直線坡度路段間曲線之水平長度，預設

值 500。 

(五)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5 個顯示標記，如圖 3.2-9。 

 

圖 3.2-9  運轉分析-分析結果 

 
1.內車道需求流率(qe)：各內車道在基本狀況下之平均流率。 

2.平均自由速率(Uf)：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3.平均行車速率(S)：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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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C：流率除以容量得到的值。 

5.服務水準(LOS)：將 V/C 及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二、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3.2-10。欄位的填寫與

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3.2-10  規劃及設計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選擇型態群組，供使用者選擇欲進行規劃分析亦或設計分析，如圖

3.2-11。 

 

圖 3.2-11  規劃及設計分析-選擇型態群組 

 

(三) 幾何設計群組，共計 3 個輸入欄位、2 個勾選標記、2 個下拉式選單與

2 個顯示標記，如圖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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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  規劃及設計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單方向的車道數，預設值 2，微調

鍵調整值 1。 

2.車道寬：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3.65，微調鍵調

整值 0.01。 

3.車道寬調整因素(fw)：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寬對流量的影響，預設

值 1，微調鍵調整值 0.01。 

4.路肩寬：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之路肩寬度，預設值 3.00，微調鍵調

整值 0.01。 

5.設置護欄：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是否設置邊線護欄。 

6.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d)：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旁障礙物對流量的影

響，預設值 1，微調鍵調整值 0.01。 

7.地形：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地形，下拉選單供選擇平坦路段、單

一坡度路段或連續坡度路段，預設為平坦路段。 

8.有爬坡道：屬輸入參數，當地形選擇為坡度路段時才浮現，供使用者

勾選是否增設爬坡道。 

9.行車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100，下拉

選單中有 80、90、100 與 110 可供選擇。 

(四)需求流率群組，共計 10 個輸入欄位與 2 個顯示標記，如圖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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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3  規劃及設計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設計年平均每日流量(ADT)：屬可調參數，預測或歷史的平均日交通

量。 

2.設計小時流量係數(K)：屬可調參數，配合車流方向分布係數將年平均

日交通量轉換為小時流量，預設值 0.08，微調鍵調整值 0.01。 

3.流量方向分布係數(D)：屬可調參數，配合設計小時流量係數將年平均

日交通量轉換為單向小時流量，預設值 0.50，微調鍵調整值 0.01。 

4.流量(Q)：屬輸入參數，為單方向單位小時各車道、各車種的流量加總，

預設值 0。 

5.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

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

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6.尖峰 15 分鐘流率：屬可調參數，小時流量的尖峰 15 分鐘流率。尖峰

15 分鐘流率為可觀測值，在不知道尖峰小時係數的情況下，亦可選

擇輸入尖峰 15 分鐘流率，預設值 0。 

7.需求流率(q)：屬顯示參數，需求流率指尖峰 15 分鐘之流率，使用者

不需輸入。 

8.大車比例(Pt)：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巴士)的比例，以

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9.大車之小客車當量(E)：屬固定參數，大型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預設值隨地形變化調整，平坦路段為 1.5，坡度路段則為 2.0。 

10.小車使用內車道之比例(fc)：屬固定參數，各內車道小車佔小車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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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例，預設值 55，微調鍵調整值 1。 

11.大車使用內車道之比例(ft)：屬固定參數，各內車道大車佔大車總數

之比例，預設值 28，微調鍵調整值 1。 

12.內車道之對等需求流率：屬顯示參數，各內車道在基本狀況下之平

均流率，使用者不需輸入。 

(五) 設計服務水準，為一下拉式選單供使用者選擇欲達之設計服務水準，預

設 C1 級為設計服務水準，如圖 3.2-14。 

 

圖 3.2-14  規劃及設計分析-設計服務水準 

(六)平均自由速率群組，共計 1 個輸入欄位與 1 個表格捲軸，如圖 3.2-15。 

 

圖 3.2-15  規劃及設計分析-坡度路段資料設定群組 

1.直線坡段數：屬輸入參數，選擇連續坡度路段後，坡段數欄位才會呈

作用狀態，坡段數可利用微調鍵微調數值 1。下方表格捲軸將依照輸

入之坡段數，顯示可供輸入每一坡段資料之視窗。 

2.直線路段編號：屬顯示參數，為連續坡段之編號。 

3.直線坡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度值是以百分比計算，預設值 2。 

4.直線長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段之長度，長度值以公尺為單位，預

設值 500。 

5.大車自由速率：屬固定參數，坡度路段之大車自由速率，預設建議值

103，但供使用者自行輸入。 

6.小車自由速率：屬固定參數，坡度路段之小車自由速率，預設建議值

104，但供使用者自行輸入。 

7.平均自由速率：屬顯示參數，坡度路段之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8.豎曲線長度：屬輸入參數，兩連續坡度路段間曲線之水平長度，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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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500。 

(七)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6 個顯示標記，如圖 3.2-16。 

 

圖 3.2-16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結果 

 

1.內車道需求流率(qe)：各內車道在基本狀況下之平均流率。 

2.平均自由速率(Uf)：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3.平均行車速率(S)：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速率。 

4.V/C：流率除以容量得到的值。 

5.服務水準(LOS)：將 V/C 及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6.註：將設計服務水準與分析結果做一比較並提出建議。 

三、圖表分析對照，如圖 3.2-17。當欄位值的調整影響流率時，服務水準就會

改變，使用者可查詢畫面左側之服務水準對照表，除了以查表方式得到

服務水準外，流率-速率關係圖的變化，也可以清楚的呈現服務水準的改

變。 

 

 

圖 3.2-17  圖表分析-服務水準對照表及流率-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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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操作範例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系統提供 3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

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

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 FreewayBasic1.FW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 FreewayBasic2.FWF 

範例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 FreewayBasic3.FWF 

 

3.3.1  範例 1：運轉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

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 車道。服務性交流道由西而東

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 處，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3.3-1 所示。 

 

 

圖 3.3-1  國道 2 號位置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以南桃園至大湳路段為例，現況車道數為雙向 4 車道，其速限為

100kph，車道寬 3.65 m，路肩寬 2.0 m，根據「國道 2 號拓寬工程初步設

計報告」中預測，於民國 100 年期間往東路段平常日尖峰小時交通量為

4,516 vph，尖峰小時係數訂為 0.9，大車比例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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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國道 2 號拓寬工程」拓寬前斷面示意圖 

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內車道需求流率、平均行車速率、

密度、平均自由速率及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狀況，車道數調整為 2，車道寬 3.65m，路肩寬 2.0m，

勾選設置護欄。 

步驟 3：選擇平坦路段。 

步驟 4：調整行車速限，將行車速限調整到 100kph。 

步驟 5：輸入流量值，在流量欄位輸入 4,516 vph。 

步驟 6：調整尖峰小時係數，因為欄位預設值已經是 0.9，所以不用再調

整。 

步驟 7：輸入大車比例，調整大車比例為 20%，其餘資料無須調整。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3.3-3 及圖 3.3-4 所示。

內車道需求流率 2,630 pcphpl，服務水準為 F6 級。由運轉分析結果顯示，

國道 2 號南桃園至大湳路段主線車道數若維持單向 2 車道，於民國 100

年之主線服務水準為 F6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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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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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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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範例 2：規劃設計分析  

一、緣起目的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及居

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絡道之車

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國道 2 號

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國 94 年 9 月起接

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3.3-1 所示。 

二、計畫概述 

依前階段可行性研究報告成果，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邀集有關

機關研商之結論，國道 2 號拓寬工程之施作順序，主要分成 4 個階段： 

第 1 階段：大竹交流道及其範圍內主線拓寬。 

第 2 階段：國道 2 號機場系統交流道以西路段之主線拓寬(含大園交流道

改善)。 

第 3 階段：國道 2 號機場系統交流道以東路段交流道(即南桃園及大湳交

流道)及其連絡道之改善。 

第 4 階段：俟前 3 階段完成後，再視交通需求成長情形，評估辦理國道 2

號機場系統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路段拓寬。 

以南桃園至大湳路段為例，拓寬前車道數為雙向 4 車道，其他條件

如範例 1 所述，試以「內車道最少需維持 C4 級服務水準」之條件，訂定

本路段拓寬後所需之車道數。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

案。 

步驟 2：選擇型態，因僅具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資料，故選擇設計分析。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變更為 3，車道寬 3.65 m，路肩寬 3.0 
m，勾選設置護欄，地形為平坦路段，行車速限 100 kph。 

步驟 4：輸入需求流率。流量值輸入 4,516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 

步驟 5：大車比例調整為 20%，其餘參數無須更動。 

步驟 6：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C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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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拓寬後斷面見圖 3.3-5 所示，輸入畫面及輸出報

表見圖 3.3-6 及圖 3.3-7 所示。內車道需求流率 1,862 pcphpl，服務水準為

C1 級。由規劃設計分析結果顯示，國道 2 號南桃園至大湳路段主線車道

數若拓寬為單向 3 車道後，主線服務水準將提升至 C1 級。 

 

圖 3.3-5  「國道 2 號拓寬工程」拓寬後斷面示意圖 

 
 
 

 

圖 3.3-6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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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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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範例 3：規劃設計分析  

一、計畫概述 

承範例 2，若已知此路段於民國 110 年之設計年平均日流量為 112,900 

vpd，假設設計小時流量係數為 0.08，流量方向分布係數為 0.5，試以相

同的幾何條件，利用規劃分析評估此路段拓寬後所需車道數。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

案。 

步驟 2：選擇型態，選擇規劃分析。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變更為 3，車道寬 3.65 m，路肩寬 3.0 
m，勾選設置護欄，地形為平坦路段，行車速限 100 kph。 

步驟 4：輸入路段需求流率。設計年平均日流量值輸入 112,900 vph，設

計小時流量係數輸入 0.08，方向分布係數 0.5，尖峰小時係數 0.9。 

步驟 5：大車比例調整為 20%，其餘參數無須更動。 

步驟 6：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C4 級。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3.3-8 及圖 3.3-9 所示。

內車道需求流率 1,862 pcphpl，服務水準為 C1 級。 

 

圖 3.3-8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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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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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手冊例題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

個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

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FWF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FWF 

 

3.4.1  例題 1：平坦路段的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4.5.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一平坦路段的

幾何設計及交通狀況如下：車道數 3，車道寬 3.5m，路肩寬 2m，護欄在

路肩之邊緣上，單方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4,050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

大車比例 0.3，速限 90 kph。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狀況，車道數調整為 3，車道寬 3.5m，路肩寬 2.0m，

勾選設置護欄。 

步驟 3：選擇地形為平坦路段。 

步驟 4：調整行車速限，將行車速限調整到 90 kph。 

步驟 5：輸入流量值，在流量欄位輸入 4,050 vph。 

步驟 6：調整尖峰小時係數，因為欄位預設值已經是 0.9，所以不用再調

整。 

步驟 7：輸入大車比例，調整大車比例為 30%，大車之小車當量調整為 2。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3.4-1 及圖 3.4-2

所示。內車道需求流率 1,841 pcphpl，服務水準為 C1 級。本程式的分析

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3.4-1，由於程式在計算流率-速率時，係查詢

公路容量手冊圖 4.10，可能因此與手冊分析值有些微差距，至於需求流

率、密度的值則相當接近手冊範例的計算結果，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定

為 C1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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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流率 1,840 pcphpl 1,841 pcphpl 

平均速率 92 kph 91.7 kph 

V/C 0.8 0.8 

服務水準 C1 級 C1 級 

 

 

 

圖 3.4-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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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3.4.2  例題 2：坡度路段的規劃與設計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4.5.2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包括一平坦路

段及一上坡路段，單方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3,000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5，大車比例 0.30，速限 100 kph，試問需設計幾車道才能使內車道維

持 C 級之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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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選擇型態為設計分析。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狀況，車道數採預設值 2，車道寬 3.60m，路肩寬

2.0m，勾選設置護欄。 

步驟 4：選擇地形為連續坡度路段。 

步驟 5：調整行車速限，將行車速限調整到 100kph。 

步驟 6：調整設計服務水準，本範例採用預設服務水準 D。 

步驟 7：輸入流量值，在流量欄位輸入 3,200vph。 

步驟 8：調整尖峰小時係數為 0.95。 

步驟 9：輸入大車比例，調整大車比例為 30%。 

步驟 10：設定坡度路段資料，調整直線坡段數，調整值為 2。 

步驟 11：調整各坡段之直線坡度，編號 1 為平坦路段，故坡度為 0；編

號 2 坡度為 4。 

步驟 12：調整各坡段之直線長度，編號 1 調整值為 1,000m，編號 2 亦為

1,000m。 

步驟 13：輸入豎曲線長度，如手冊圖 4.13a 所示，豎曲線長度為 500m。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3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3.4-3 及圖 3.4-4

所示。範例為連續坡段地形，因此須經過坡段與自由速率的調整，調整

後之平均自由速率值為 94.96 kph，在內車道需求流率 1,863pcphpl 的狀況

下，對照手冊之圖 4.8，平均行車速率為 75.1 kp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3.4-2，需求流率、平均速

率、密度的值均相當接近手冊範例的計算結果，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定

為 D4 級。 

表 3.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流率 1,863 pcphpl 1,863 pcphpl 

平均速率 75 kph 75.1 kph 

V/C 0.93 0.931  

服務水準 D4 級 D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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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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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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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 

4.1  分析流程 

進口匝道與出口匝道的分析方式不同，進口匝道匯流路段是以內車道服

務水準作為分析的標準，出口匝道分流路段是以第 1 車道及最內側車道服務

水準作為分析的標準。圖 4.1-1 為進口匝道分析之計算流程，圖 4.1-2 則為出

口匝道分析之計算流程。 

 

 

 

 

 

 

 

 

 

 

 

 

 

 

 

 

 

 

 

 

 

圖 4.1-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路段操作流程 

估計內車道 V/C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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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路段操作流程 

 

 

 

 

 

 

求算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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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操作說明 

4.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高速公路匝道路段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高速公路匝道路段

分析，如圖 4.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

析軟體(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高速公路匝

道路段分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4.2-2、圖 4.2-3 所示。 

 

圖 4.2-1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4.2-2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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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4.2.2  分析型態選擇  

分析型態有「進口匝道匯流路段」和「出口匝道分流路段」兩項選擇，

如圖 4.2-4。 

 

圖 4.2-4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分析路段選擇 

 

4.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所以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分別說

明進口匝道與出口匝道工作群組之詳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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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口匝道匯流路段分析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4.2-5，欄位的填寫與

否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省略。 

 

圖 4.2-5  進口匝道-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運

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匝道名稱：分析匝道的名稱或編號。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顯

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5 個輸入欄位及 1 個進口匝道示意圖，如圖 4.2-6。 

 

圖 4.2-6  進口匝道-幾何設計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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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線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高速公路主線的車道數，預設值 3，微調

鍵調整值 1。 

2.大車之小客車當量：屬固定參數，大型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

預設值為 1.5。 

3. 行車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100，下拉

選單中有 80、90、100 與 110 可供選擇。 

4.車道及路肩寬調整因素(fw)：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寬及路肩調整對流

率的影響，預設值為 1.0。 

5.駕駛員特性調整因素(fp)：屬可調參數，駕駛人調整因子目前缺乏相關

研究，預設值為 1.0。 

6.進口匝道示意圖：將進口匝道匯流路段以圖形表示之，為一彈跳視窗，

如圖 4.2-7。 

 

圖 4.2-7  進口匝道路段圖示 

(三) 併入點之流率資料群組，共有 8 個輸入欄位及 4 個顯示標記，如圖 4.2-8。 

 

圖 4.2-8  進口匝道-併入點之流率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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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尖峰小時流率(Qv)：屬輸入參數，主線或匝道單方向單位小時各車道、

各車種的流量加總，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分

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設值 0.90，

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尖峰 15 分鐘流率(Q)：屬可調參數，主線或匝道小時流量的尖峰 15 分

鐘流率，若不知道尖峰小時係數的情況下，亦可選擇輸入尖峰 15 分鐘

流率，預設值 0。 

4.大車比例：屬輸入參數，主線或匝道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巴士)的比

例，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20，微調鍵調整值 1。 

5.小車需求流率：指主線或匝道尖峰 15 分鐘之小車流率，為顯示參數，

使用者不需輸入。 

6.大車需求流率：指主線或匝道尖峰 15 分鐘之大車流率，為顯示參數，

使用者不需輸入。 

(四) 設計服務水準如圖 4.2-9，為一下拉式選單供使用者選擇欲達之設計服務

水準，預設 C1 級為設計服務水準。 

 

圖 4.2-9  進口匝道-設計服務水準 

(五) 主線內車道流率比例群組，共有 3 個輸入欄位及 3 個顯示標記，如圖

4.2-10。 

 

圖 4.2-10  進口匝道-併入點之流率資料群組 

1.主線小車使用內車道比例：主線車流中小型車使用內車道的比例，以百

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60，微調鍵調整值 1。 

2.主線大車使用內車道比例：主線車流中大型車使用內車道的比例，以百

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75，微調鍵調整值 1。 

3.匝道小車進入加速車道比例：匝道車流中小型車進入加速車道的比例，

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85，微調鍵調整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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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速車道之小車流率 Qac：加速車道車流中小型車的流率，為顯示參數。 

5.內車道大車比例(Pt)：內車道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巴士)的比例，以百

分比為單位，為顯示參數。 

6.大車調整因素(fhv)：顯示經過運算的大車調整因子值，為顯示參數。 

(六)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6 個顯示標記，如圖 4.2-11。 

 

圖 4.2-11  進口匝道-分析結果群組 

1.檢核點上各內車道流率(qi)：將內車道小車佔主線小車百分比、尖峰 15

分鐘主線在併入點之小車需求流率、尖峰 15 分鐘匝道在併入點之小車

需求流率、尖峰 15 分鐘加速車道上之小車需求流率、內車道大車佔主

線大車百分比和尖峰 15 分鐘主線在併入點之大車需求流率等數值代入

公路容量手冊 P.5-15 公式 5.2，可得到檢核點上各內車道的流率。 

2.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qe)：將檢核點上各內車道的流率除以大車調整

因素、駕駛員特性調整因子和車道寬及路肩調整因素，得到基本狀況下

之對等流率。 

3.平均行車速率(S)：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速率。 

4.V/C：流率除以容量得到的值。 

5.服務水準(LOS)：將 V/C 值、平均速率及速限差值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6.建議：將設計服務水準與分析結果做一比較並提出建議。 

二、出口匝道分流路段分析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4.2-12，欄位的填寫與

否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省略。 

 

圖 4.2-12  出口匝道-基本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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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運

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匝道名稱：分析匝道的名稱或編號。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顯

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目的與內容。 

(二)幾何設計群組，共 4 個輸入欄位以及 1 個出口匝道示意圖，如圖 4.2-13。 

 

圖 4.2-13  出口匝道-幾何設計群組 

1.主線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高速公路主線的車道數，預設值 2，微調

鍵調整值 1。 

2.大車之小客車當量(Et)：屬固定參數，大型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預設值隨地形變化作調整，平坦路段為 1.5，坡度路段為 2.0。 

3. 行車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100，下拉

選單中有 80、90、100 與 110 可供選擇。 

4.車道寬及路肩調整因素(fw)：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寬及路肩調整對流

量的影響，預設值為 1.0。 

5.出口匝道示意圖：將出口匝道分流路段以圖形表示之，為一彈跳視窗，

如圖 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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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4  出口匝道路段圖示 

(三)相關參數群組，共 3 個輸入欄位，如圖 4.2-15。 

 

圖 4.2-15  出口匝道-相關參數群組 

1.車輛長度(Lv)：屬固定參數，為各車種車輛之平均長度，預設值 4.4，

微調調整值 0.1。 

2.偵測區長度(Ld)：屬固定參數，車輛偵測器偵測區長度，預設值 2.0，

微調調整值 0.1。 

3.主線大車使用第 1 車道比例：屬固定參數，預設值 45，微調鍵調整值 1。

臺灣地區的重車是指大貨車、大客車及聯結車，車長一般在 9 公尺以

上。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資料顯示，在出口匝道路段，重車行駛第

2 車道的比例相當高，但是不同路段的比例值不同。 

(四)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群組，共有 6 個輸入欄位以及 2 個顯示欄位，如

圖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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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6  出口匝道-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群組 

1.尖峰小時流率：屬輸入參數，主線或減速車道之單向單位小時各車道、

各車種的流量加總，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主線或減速車道尖峰

小時流量進行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

流率的值，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為顯示參數，為主線或匝道尖峰小時流率除以

尖峰小時係數所得。 

4.大車比例：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巴士)的比例，比例值

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20，微調鍵調整值 1。 

(五)設計服務水準，為一下拉式選單供使用者選擇欲達之設計服務水準，預

設 C1 級為設計服務水準，如圖 4.2-17。 

 

圖 4.2-17  出口匝道-設計服務水準 

(六)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22 個顯示標記、1 個勾選標記和 2 個輸入欄位，如

圖 4.2-18。其中，欄位又可劃分為「檢核點流率分析」以及「調整基本

狀況下之對等流率」2 個子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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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8  出口匝道-分析結果群組 

1.流率：又分為第 1 車道與最內側車道，第 1 車道流率將減速車道之流率

為代入公路容量手冊 P.6-4 公式 6.1 求得。最內側車道之流率計算方法，

主線車道數在 3 車道以內，使用公路容量手冊 P.6-19 公式 6.7 或 6.8；

主線車道數超過 3 車道，且         veh/h，使用公路容量手冊 P.6-19

公式 6.9 或 6.10。 

2.大車流率：將直行重車利用第 1 車道比例、主線在分流區上游之流率及

重車百分比、減速車道之流率及重車百分比代入公路容量手冊 P.6-19 公

式 6.11，計算出第 1 車道重車流率 m 假設最內側車道重車百分比等於

100 減去第 1 車道重車百分比，由公路容量手冊 P.6-20 公式 6.12 或 6.13

計算得到最內側車道大車流率。 

3.車種調整因素：重車調整因子值。 

4.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第 1 車道與最內側車道的尖峰 15 分鐘對等流

率。 

5.平均行車速率：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速率。 

6.佔有率：佔有率與密度具相同性質，公路容量手冊 P.6-8 公式 6.5 中描

述密度與佔有率關係，兩者可相互轉換。 

7.V/C：流率除以容量得到的值。 

8.服務水準(LOS)：將 V/C 值、平均速率及速限差值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9.建議：將設計服務水準與分析結果做一比較並提出建議。 

10.調整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因第 1 車道流率是由固定參數的公式計

1800
1


N

Q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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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而得，在出口匝道流量低、主線流量高的情況下，會出現第 1 車道

流量穩定、第 2 車道已經進入不穩定的分析結果。一般狀況下，各車

道的流量會均勻分布，因分析結果與一般的用路人模式差異太大，必

須對兩個車道流量進行調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瞭解分析公式的缺

點，但是對於該如何調整流量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公式或方法可以使

用，只能建議依照經驗值調整。本程式在設計時，除了使用者可以依

經驗執行手動調整，另外也可以選擇自動調整，公路容量手冊 P.4-4

曾提及：「一般而言，各內車道上之流率大約比外車道之流率高出 10

到 15%左右」，因此程式會根據第一車道及最內側車道流量的差異進行

調整，直到兩車道的流率相差 15%為止。程式自動調整之計算值欄位

為唯讀狀態，可以比較兩車道原計算值和調整計算值。選擇手動調整，

調整計算值欄位則提供分析人員輸入希望調整後的車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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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作範例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子系統提供 6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

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

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AMP1.RAP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AMP2.RAP 

範例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AMP3.RAP 

範例 4：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AMP4.RAP 

範例 5：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AMP5.RAP 

範例 6：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AMP6.RAP 

4.3.1  範例 1：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

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 車道。服務性交流道由西而東

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 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及居

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絡道之車

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國道 2 號

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國 94 年 9 月起接

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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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國道 2 號拓寬工程」位置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以大湳交流道為例，其主線單向有 2 車道，速限為 100kph，往西進

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2,497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024 vph，假設主

線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條

件，估計此路段之往西進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專案」，選擇進口匝道匯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併入點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2,497 vph，匝道尖

峰小時流率 1,024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

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 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2 及圖 4.3-3 所示。

內車道需求流率 1,776 pcphpl，平均行車速率 89.05 kph，V/C 為 0.839，

服務水準為 C3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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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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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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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範例 2：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

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 車道。服務性交流道由西而東

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 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及居

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絡道之車

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國道 2 號

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國 94 年 9 月起接

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4.3-1 所示。 

二、計畫概述 

大湳交流道主線單向有 2 車道，速限為 100kph，往東進口匝道之主

線需求流率為 2,294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336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

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

路段之往東進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專案」，選擇進口匝道匯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併入點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2,294 vph，匝道尖

峰小時流率 1,336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

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 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4 至圖 4.3-5 所示。

內車道需求流率 1,665 pcphpl，平均行車速率為 91.15 kph，服務水準為

C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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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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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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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範例 3：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近年來，新竹縣政府以「科技、文化、大學城」為發展願景，大力

推動「3 園 4 所」計畫，即新竹科學園區 3 期計畫、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

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等，並引進台大、台科大、交大、清大等 4

所知名高等學府在縣境內設校，配合六家高鐵車站特定區的開發建設，

催生大學城以及低污染的高科技研發園區，建構一個知識經濟的學習型

區域，型塑整體空間新風貌。 

依據近 10 年之人口成長分析，竹北地區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

4.19%(臺灣地區同期為 0.6%)，穩居新竹縣內第一。「3 園 4 所」計畫中，

包括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台大、台科大及

交大(2 園 3 所)皆規劃於竹北地區，交通建設之發展應配合各項開發計畫

迎頭趕上。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目前為一鑽石型交流道，交流道

之進出匝道與連絡道光明六路，及縣政二路與光明六路形成 3 個連續路

口。竹北地區因快速發展產生大量的交通旅次，尖峰時段交流道鄰近路

口龐大之轉向交通量，造成路口交通服務水準嚴重惡化，車流回堵成為

交通瓶頸。本計畫主要研究範圍見圖 4.3-6 所示。 

二、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針對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之改善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作

業。工程範圍南起國道 1 號頭前溪橋段，北至鳳山溪橋。 

竹北交流道主線有 3 車道，速限為 110kph，往南進口匝道之主線需

求流率為 4,506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014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尖峰

小時係數皆為 0.9，大車比例 10%。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往南

進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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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竹北交流道改善可行性研究」研究範圍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專案」，選擇進口匝道匯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3，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併入點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4,506vph，匝道尖峰

小時流率 1,014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大車

比例皆為 10%。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C4 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7 及圖 4.3-8 所示。

內車道需求流率 2,004 pcphpl，平均行車速率為 87.77 kph，V/C 為 0.871，

服務水準為 D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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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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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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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範例 4：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

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 車道。服務性交流道由西而東

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 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及居

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絡道之車

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國道 2 號

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國 94 年 9 月起接

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5.2-1 所示。 

二、計畫概述 

以大湳交流道為例，其主線單向有 2 車道，速限為 100kph，往西出

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3,496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061 vph，假設主

線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條

件，估計此路段之往西出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專案」，選擇出口匝道分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3,496 vph，匝

道尖峰小時流率 1,061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 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9 及圖 4.3-10 所

示。第 1 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775 pcphpl，服務水準為 B3 級；

最內側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2,072 pcphpl，服務水準為 F6 級。

程式自動調整的第 1 車道對等流率為 1,325 pcphpl、最內車道對等流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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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pcphpl，使用者亦可選取手動調整窗格，自行輸入調整後的車道流

率。 

 

 
 

圖 4.3-9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4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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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4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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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範例 5：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

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 車道。服務性交流道由西而東

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 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及居

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絡道之車

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國道 2 號

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國 94 年 9 月起接

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4.3-1 所示。 

二、計畫概述 

大湳交流道主線單向有 2 車道，往東出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3,005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695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

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往西及往

東出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專案」，選擇出口匝道分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3,005 vph，匝

道尖峰小時流率 695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 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11 及圖 4.3-12 所

示。第 1 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982 pcphpl，服務水準為 B3 級；

最內側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1,718 pcphpl，服務水準為 D3 級。

程式自動調整的第 1 車道對等流率為 1,256 pcphpl、最內車道對等流率為

1,445 pcphpl，使用者亦可選取手動調整窗格，自行輸入調整後的車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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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圖 4.3-11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5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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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5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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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範例 6：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近年來，新竹縣政府以「科技、文化、大學城」為發展願景，大力

推動「3 園 4 所」計畫，即新竹科學園區 3 期計畫、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

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等，並引進台大、台科大、交大、清大等 4

所知名高等學府在縣境內設校，配合六家高鐵車站特定區的開發建設，

催生大學城以及低污染的高科技研發園區，建構一個知識經濟的學習型

區域，型塑整體空間新風貌。 

依據近 10 年之人口成長分析，竹北地區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

4.19%(臺灣地區同期為 0.6%)，穩居新竹縣內第一。「3 園 4 所」計畫中，

包括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台大、台科大及

交大(2 園 3 所)皆規劃於竹北地區，交通建設之發展應配合各項開發計畫

迎頭趕上。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目前為一鑽石型交流道，交流道

之進出匝道與連絡道光明六路，及縣政二路與光明六路形成 3 個連續路

口。竹北地區因快速發展產生大量的交通旅次，尖峰時段交流道鄰近路

口龐大之轉向交通量，造成路口交通服務水準嚴重惡化，車流回堵成為

交通瓶頸。本計畫主要研究範圍見圖 4.3-6 所示。 

二、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針對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之改善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作

業。工程範圍南起國道 1 號頭前溪橋段，北至鳳山溪橋。 

竹北交流道主線有 3 車道，往北出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4,041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991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

為 0.9，大車比例 10%。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往北出口匝道路

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專案」，選擇出口匝道分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3，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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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輸入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4,041 vph，匝

道尖峰小時流率 991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

大車比例皆為 10%。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 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13 及圖 4.3-14 所

示。第 1 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814 pcphpl，服務水準為 B4 級，

最內車道需求流率為 1,327 pcphpl，服務水準為 B3 級。程式自動調整的

第 1 車道對等流率為 996 pcphpl、最內車道對等流率為 1,146 pcphpl，使

用者亦可選取手動調整窗格，自行輸入調整後的車道流率。 

 
 

圖 4.3-13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6 輸入圖 

 



4-33 

 

 

圖 4.3-14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6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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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手冊例題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

提供 3 個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

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RAP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RAP 

例題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3.RAP 

4.4.1  例題 1：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5.5 例題為操作範例，主線需求流率 4,000 

vph，大車百分比 20%；匝道需求流率 1,000 vph，大車百分比 5%；尖峰

小時係數 0.9，假設主線有 2 車道，欲維持 B 級的服務水準，車道數是否

足夠?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進口匝道匯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使用預設值為 2，大車之小車當量調

整為 1.4，速限設為 100kph。 

步驟 3：輸入尖峰小時流率值，在主線流量欄位輸入 4,000 vph，在匝道

流量欄位輸入 1,000 vph。 

步驟 4：調整尖峰小時係數，主線與匝道皆使用預設值 0.9。 

步驟 5：輸入大車比例，主線大車比例輸入 20%，匝道大車比例輸入 5%。 

步驟 6：主線內車道流率比例採用預設值，無需調整。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4-1 及圖 4.4-2

所示，圖形化的分析結果，因為超過容量，所以無法明確的顯示。在主

線只有 2 車道的狀況下，得到超過容量的流率值，V/C 之服務水準判定為

F 級，與手冊的計算結果相同。在這一版的程式中，無法分析過飽和流率

的平均速率，故分析結果此欄位為空白，而在平均速率無法求取的狀況

下，程式係將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之服務水準設定為 6。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本所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4.4-1，因程式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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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車調整係數為 0.9157，而手冊調整係數值採用小數點 2 位以下四捨五

入後之 0.92，因此求算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時產生些許出入，惟因已

超過 2 車道容量，故就 V/C 之服務水準言，手冊及程式皆判定為 F 級。 

表 4.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檢核點上各內車道

的流率 
2,896 pcphpl 2,896 pcphpl 

基本狀況下之對等

流率 
3,148 pcphpl 3,163 pcphpl 

平均速率 - - 

V/C 1.37 1.375 

服務水準 F 級 F 級 

 

圖 4.4-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 輸入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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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 輸出圖-1 

 

若將車道數增加為 3，數據分析結果與圖形分析結果如圖 4.4-3 及圖

4.4-4 所示。在主線有 3 車道的狀況下，程式計算得到 C2 級的服務水準，

與手冊的計算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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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 輸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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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 輸出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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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例題 2：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5.5 例題為操作範例，一平坦的出口匝

道路段有 2 主線車道及 1 減速車道，車道寬為 3.6m，兩側路肩寬各為

1.0m，主線速限為 90 公里/小時。尖峰小時主線在分流區上游之需求流率

為 3,000 vph，其中 20%為重車，尖峰小時係數為 0.95。尖峰小時利用減

速車道進入出口匝道之需求流率為 1,200 vph，其中 25%為重車，尖峰小

時係數亦為 0.95。假設 45%之直行重車會利用第 1 車道，評估此匝道路

段的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

段」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出口匝道分流路段，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使用預設值為 2，大車之小車當量調

整為 2。 

步驟 3：輸入尖峰小時流率值，在主線流量欄位輸入 3,000 vph，在匝道

流量欄位輸入 1,200 vph。 

步驟 4：調整尖峰小時係數，主線與匝道皆使用預設值 0.95。 

步驟 5：輸入大車比例，主線大車比例輸入 20%，匝道大車比例輸入 25%。 

步驟 6：相關參數群組採用預設值，無需調整。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4-5 及圖 4.4-6

所示。第 1 車道服務水準為 B1 級，最內側車道的服務水準為 C1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4.4-2，與手冊大致相符。 

表 4.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第 1 車道 流率 738 pcphpl 742 pcphpl 

平均速率 88 kph 88.1 kph 
V/C 0.45 0.45 
服務水準 B1 級 B1 級 

最內側車道 流率 1,474 pcphpl 1,470 pcphpl 
平均速率 91 kph 90.7 kph 
V/C 0.74 0.735 
服務水準 C1 級 C1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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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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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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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例題 3：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輸入條件 

某出口匝道路段之設計小時需求流率預計為 1,500 vph，其中 20%為

重車，利用減速車道進入出口匝道之流率預計為 800 vph，其中 20%為重

車。尖峰小時係數為 0.95。最內側車道之服務水準必須保持 C 級。估計

主線所需之車道數。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出口匝道路段，確定建立新的

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更改為 3 車道，大車之小車當量調整

為 2。 

步驟 3：輸入尖峰小時流率值，由於每車道設計小時需求流率為

1,500vph，若主線規劃 3 車道，則在主線流量欄位必須輸入

4,500vph，在匝道流量欄位輸入 800vph。 

步驟 4：調整尖峰小時係數，主線與匝道皆使用預設值 0.95。 

步驟 5：輸入大車比例，主線大車比例輸入 20%，匝道大車比例輸入 25%。 

步驟 6：相關參數群組採用預設值，無需調整。 

步驟 7：調整設計服務水準為 C4 級。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4-7 及圖 4.4-8

所示。最內側車道的服務水準為 C1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4.4-3，第 1 車道基本狀況

下之對等流率、最內側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第 1 車道平均行車

速率、第 1 車道 V/C 程式分析值與手冊分析值相當接近。 

表 4.4-3  例題 3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第 1 車道 流率 763 pcphpl 764 pcphpl 
最內側車道 對等流率 1,546pcphpl 1,546 pcphpl 

平均速率 95kph 95.5 kph 
V/C 0.67 0.672 
服務水準 C 級 C1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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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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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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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 

5.1  分析流程 

交織路段分為 3 種型態，型態 A 為交織的兩股車流均需變換一次車道；

型態 B 為交織的兩股車流中，一股無須變換車道，另一股最多只變換一次車

道；型態 C 為兩股交織車流中，一股無須變換車道，另一股至少變換兩次以

上車道。根據公路容量手冊中的研究，因目前臺灣高速公路特性多為型態 A

之交織車流，故軟體開發及使用手冊撰寫以型態 A 為主，型態 B 及 C 僅供參

考。 

評估交織車流服務水準前必須先判斷是否為受限制車流，再決定平均行

駛速率計算公式的各項參數，最後以平均行駛速率值判斷服務水準等級。圖

5.1-1 為評估高速公路交織路段之分析流程。 

 

圖 5.1-1  交織路段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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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操作說明 

5.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

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分

析，如圖 5.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

體(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高速公路交織路

段分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5.2-2、圖 5.2-3 所示。 

 

圖 5.2-1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5.2-2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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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5.2.2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詳細操作。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5.2-4。欄位的填寫與否

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省略。 

 

圖 5.2-4  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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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路段名稱：分析路段的名稱或編號。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顯

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5 個輸入欄位、2 個顯示標記及 3 個下拉選單，如圖

5.2-5。 

 

圖 5.2-5  幾何設計群組 

 

1.單向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的單向車道數，預設值 2，微調

鍵調整值 1。 

2.車道寬：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3.75，微調鍵調整

值 0.01。 

3.橫向淨距：屬固定參數，交織路段之橫向淨距，將影響車道寬度與路側

橫向淨寬調整因素，預設 2.0，微調鍵調整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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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障礙物：屬固定參數，下拉選取為單邊障礙物或雙邊障礙物。 

5.橫向淨距調整因素：屬顯示參數，衡量車道旁障礙物對流量的影響。 

6.地形：屬固定參數，將地形分為平坦路段和坡度路段，此欄位由下拉選

單選擇輸入地形，預設值為平坦路段。因為交織路段長度只有數百公

尺，所以不考慮連續坡度起伏的狀況。 

7.坡度：屬固定參數，地形為坡度路段，坡度欄位才會呈作用狀態，坡度

值是以百分比計算，預設值 0.0，微調鍵調整值 0.1。 

8.交織路段長度：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的路段長通常小於 760 公尺，預

設值 500。 

9.行車速限：屬固定參數，規劃或目前的行車速限，以評估自由速率，下

拉選單有 90、100、110 三種速限可選擇。 

10.自由速率(FF)：屬顯示參數，以自由速率決定速率-流量曲線，受行車

速限調整的影響。 

三、需求流率群組，共有 12 個輸入欄位，如圖 5.2-6。 

 

圖 5.2-6  需求流率群組 

 

1.尖峰小時流率(Q)：為輸入參數，非交織路段(A-C、B-D)以及交織路段

(A-D、B-C)尖峰小時所有車道及車種的流量加總，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為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分

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設

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尖峰 15 分鐘流率(q)：為可調參數，尖峰 15 分鐘流率為可觀測值，在不

知道尖峰小時係數的情況下，可以選擇輸入尖峰 15 分鐘流率，預設值

0。 

四、車種比例群組，每個流動方向須輸入 4 種車種比例，共有 16 個輸入欄位，

如圖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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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車種比例群組 

 

1.小車比例：為輸入參數，車流中小車車所佔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預

設值 25，微調鍵調整值 1。 

2.大客車比例：為輸入參數，車流中大客車所佔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

預設值 25，微調鍵調整值 1。 

3.大貨車比例：為輸入參數，車流中大貨車所佔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

預設值 25，微調鍵調整值 1。 

4.聯結車比例：為輸入參數，車流中聯結車所佔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

預設值 25，微調鍵調整值 1。 

五、車種小客車當量值及車種調整因素群組，共有 16 個顯示欄位 4 個輸入欄

位，如圖 5.2-8。 

 

圖 5.2-8  車種小客車當量值及車種調整因素群組 

 

1.小客車之小客車當量：為顯示參數，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隨車種比例

而變。 

2.大客車之小客車當量：為顯示參數，大客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隨車種比例而變。 

3.大貨車之小客車當量：為顯示參數，大貨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隨車種比例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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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聯結車之小客車當量：為顯示參數，聯結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隨車種比例而變。 

5.車種調整因素(fhv)：顯示經過運算的重車調整因子值，為可調參數。 

六、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14 個顯示標記，欄位又可劃分為「尖峰 15 分鐘單

方向對等流率(V)」、「交織&非交織車流特性分析」與「交織路段整體分

析」等 3 個子群組，如圖 5.2-9。 

 

圖 5.2-9  分析結果群組 

 

1.尖峰 15 分鐘單方向對等流率(V)：尖峰小時之單方向流量除以尖峰小時

係數、車種調整因素、車道及橫向淨寬調整因素即得尖峰 15 分鐘單方

向對等流率，為顯示參數。 

2.運轉型態：顯示為限制車流或非限制車流。 

3.平均行車速率(S)：以非交織路段或交織路段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

線，得到平均速率。 

4.密度(D)：非交織路段或交織路段流率除以平均速率得到的值。 

5.服務水準(LOS)：將非交織路段或交織路段平均速率查表後得到服務水

準。 

6.平均行車速率(S)：交織路段與非交織路段之平均速率。 

7.服務水準(LOS)：本交織路段之整體行車速率與密度所對照之服務水準。 

8.基本狀況下最大 15 分鐘流率：本交織路段整體尖峰 15 分鐘單方向對等

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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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操作範例 

「高速公路交織區段」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

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

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WEAVING1.WEA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WEAVING2.WEA 

 

5.3.1  範例 1 

一、緣起目的 

本案為「臺中生活圈 2 號線東段、臺中生活圈 4 號線北段與平面延

伸段及大里聯絡道工程」，探討元堤路北向匝道與德芳南路南向匝道互換

之可行性評估，A 方案考量連絡道容量、用地限制及交通運轉效能等，

採分離式匝道配置。元堤路臨溪側北向出口及北向入口匝道配置於內新

橋以北，臨建物側之南向出口及南向入口匝道布設則以德芳南路(臺中生

活圈 3 號線)為連絡道路，匝道配置可見圖 5.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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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A 方案匝道布設區位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台中生活圈 4 號線主線單向布設 3 車道，車道寬 3.5m，橫向淨距 2m，

往南方向主線交通量為 2,393 vph，A 方案德芳南路往南進口匝道交通量

為 930 vph，出口匝道交通量為 1,086 vph。假設尖峰小時係數為 0.9，車

種比例小客車 75%、大客車 15%、大貨車 7%、聯結車 3%。試根據以上

條件，估計此交織區段之整體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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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交織區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 3，車道寬 3.5m，橫向淨距 2.0m，

障礙物為單邊，地形為平坦路段，交織路段長度為 500m。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A-C 輸入 2,393 vph，B-D

輸入 0 vph，A-D 輸入 1,086 vph，B-C 輸入 930 vph。 

步驟 4：尖峰小時係數採用預設值，無須修改。 

步驟 5：輸入車種比例資料。各流向皆輸入小客車 75%、大客車 15%、大

貨車 7%、聯結車 3%。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5.3-2 及圖 5.3-3 所示。

A 方案交織路段平均行車速率 52.41 kph，服務水準為 E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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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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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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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範例 2 

一、緣起目的 

本案為「臺中生活圈 2 號線東段、臺中生活圈 4 號線北段與平面延

伸段及大里聯絡道工程」，探討元堤路北向匝道與德芳南路南向匝道互換

之可行性評估，B 方案提議將內新橋匝道之北向出口及入口匝道南移至立

元一橋並與其共構，另南向入口及出口匝道北移至內新橋以北，匝道配

置可見圖 5.3-4 所示。 

 

 

圖 5.3-4  B 方案匝道布設區位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台中生活圈 4 號線主線單向布設 3 車道，車道寬 3.5m，橫向淨距

2.0m，往南方向主線交通量為 2,393 vph，B 方案往北方向主線交通量為

2,743 vph，德芳南路往北進口匝道交通量為 1,100 vph，出口匝道交通量

為 493 vph。假設尖峰小時係數為 0.9，車種比例小客車 75%、大客車 15%、

大貨車 7%、聯結車 3%。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交織區段之整體服務

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交織區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 3，車道寬 3.5m，橫向淨距 2.0m，

障礙物為單邊，地形為平坦路段，交織路段長度為 500m。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A-C 輸入 2,743 vph，B-D
輸入 0 vph，A-D 輸入 493 vph，B-C 輸入 1,100 vph。 

步驟 4：尖峰小時係數採用預設值，無須修改。 

步驟 5：輸入車種比例資料。各流向皆輸入小客車 75%、大客車 15%、大

貨車 7%、聯結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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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5.3-5 及圖 5.3-6 所示。

B 方案交織路段平均行車速率 57.16kph，服務水準為 E 級。 

 

 

圖 5.3-5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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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範例 2 輸出圖 

 
 

 

 

 

 

 



5-15 

5.4  手冊例題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子系統在「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中提

供 1 個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

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WEA 

 

5.4.1  例題 1：交織路段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7.5 例題為操作範例，某 A 型態交織路段

之尖峰小時需求車流率如下圖 5.4-1 所示，此路段車道數 4，車輛只包含

小型車及大貨車。交織區段長 457m，車道寬 3.75m，路肩寬 2m，位處平

原區，尖峰小時係數為 0.95，試求該交織區段之服務水準。 

 

圖 5.4-1  例題 1 流量及車種比例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交織路段」子

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調整為 4，車道寬 3.75m，橫向淨距

2.0m，障礙物為單邊，地形選擇平坦路段，輸入交織長度 457m。 

步驟 3：調整行車速限，例題中未提及路段行車速限，故使用預設值 90kph。 

步驟 4：輸入尖峰小時流率值，A-C 欄位輸入 5,000vph，B-D 欄位輸入

150 vph，A-D 欄位輸入 600 vph，B-C 欄位輸入 500 vph。 

步驟 5：調整尖峰小時係數，4 個方向皆調整為 0.95。 

步驟 6：輸入車種比例，A-B 欄位輸入小客車比例 85%、大貨車比例 15%，

B-D 欄位輸入小客車比例 80%、大貨車比例 20%，A-D 欄位輸入

小客車比例 90%、大貨車比例 10%，B-C 欄位輸入小客車比例

90%、大貨車比例 10%。 

步驟 7：主線內車道流率比例採用預設值，無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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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5.4-2 及圖 5.4-3

所示。整體交織路段服務水準為 D 級。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

結果見表 5.4-1，本範例的交織車流不受限制，所以交織路段與非交織路

段的平均速率都不需要再重新計算，交織路段平均行車速率為 59kph，服

務水準為 D 級，非交織路段平均行車速率為 69kph，服務水準為 C 級。 

手冊中對整體交織路段的服務水準評估並沒有固定的計算方式和判

別方法，所以判定交織路段服務水準受制於交織車流服務水準，為 D 級。 

表 5.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運轉型態 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交織車流 
平均速率 59 kph 59.088 kph 
密度 - 21.944 pcpkpl 
服務水準 D 級 D 級 

非交織車流 
平均速率 69 kph 69.484 kph 
密度 - 92.248 pcpkpl 
服務水準 C 級 C 級 

整體服務水準 D 級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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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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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  高速公路交織路段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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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高速公路收費站 

6.1  操作流程 

收費站模擬模式（Toll Plaza Simulation Model，簡稱為 TPS 模式）乃是一

時間推進（time-advanced）之微觀電腦模擬模式。此模式每秒一次更新模擬車

輛之速率、位置及加速率或減速率。TPS 模式可用以模擬收費站在不同幾何

設計、交通狀況及作業方式時之服務水準及容量。圖 6.1-1 為 TPS 收費站模擬

模式模擬程序之簡介。收費站模擬模式第二版與第一版相異之處在於： 

1. 第二版之車輛考量收費站現場配置及現有收費方式，只分成大車及小

車，第一版的車輛則包括小車、大客車、大貨車、聯結車。 

2. 第二版不讓使用者改變檔型 4 及檔型 17 的輸入資料來設定模擬狀況。 

3. 第二版之輸入檔增設檔型 27, 28, 29 及 30 之資料，讓使用者調整收費車

道之效率。 

4. 第二版根據 2010 年期間蒐集之現場資料，模擬電子收費及其他收費之作

業。第一版之電子收費乃根據假設之行為，其他收費方式之行為亦與 2010

年蒐集之資料特性有差異。 

5. 第二版增加耗油量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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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TPS 收費站模擬模式模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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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操作說明 

6.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 TPS 收費站模擬模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高速公路收費站分析，如

圖 6.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高速公路收費站路

段分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6.2-2、圖 6.2-3 所示。 

 

圖 6.2-1  TPS 收費站模擬模式啟動方式 1 

 

圖 6.2-2  TPS 收費站模擬模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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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TPS 收費站模擬模式啟動方式 2-2 

 

6.2.2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後續程式邏輯判斷

之錯誤，造成無法順利執行 TPS 模擬模式。為了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

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群組之細部操作。 

一、單向模式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6.2-4。欄位的填寫與

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6.2-4  單向模式-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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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模擬作業設定群組，共計 5 個輸入欄位，如圖 6.2-5，為 TPS 模擬之基

本設定。 

 

圖 6.2-5  單向模式-模擬作業設定群組 

 
1. 模擬作業次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0 之 b 欄位(0<b≦20)，預設值

1。再次模擬時，TPS 模式會自動產生並利用一套新的亂數以模擬收

費站之作業，其結果為績效指標估計值之一樣本。如次數大於或等於

2 時，TPS 模式會利用所有的樣本以估計各績效指標之平均值及標準

差。 

2. 模擬時段數：為熱機時段後欲模擬的時段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

之 d 欄位(d≦20)，預設值為 2，本欄位輸入會影響「模擬車流率群組」

之模擬時段車流率之時段數。 

3. 熱機時間：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 之 c 欄位(c≧100)，預設值 200，

其單位為秒。最短熱機時間可估計如下： 

  模擬系統總時間長度除以自由旅行時間再加上 100 秒，除非模擬系統

很長，一般分析時所需的熱機時間可設定在 200 秒。 

4. 模擬時段長度：此資料為每模擬時段之長度(秒)，為 TPS 輸入檔中檔

型 e 之欄位(1≦e≦99,999)，但如模擬車輛總數超過 20,000 輛或模擬

時間超過 7,200 秒，則模擬會被迫終止。 

5. 亂數種子：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3 之 c 欄位(20,000≦c≦99,999)，使

用者可自行輸入亂數種子，或按下「更改」鍵由程式產生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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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費特性群組，共計 7 項輸入欄位，如圖 6.2-6，為各種收費方式之通

過速率、跟車係數、收費後加速率、收費時間設定。 

 

圖 6.2-6  單向模式-收費特性群組 

 
1. 通過速率：為小車通過電子收費車道，在收費亭地點之平均自由速

率，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9 之 b 欄位，預設值為 52 公里/小時。 

2. 跟車係數：為電子收費之跟車距離的係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7

及檔型 28 之 b 欄位，預設值為 100。 

對於小車電子收費而言，b=100 時，小車電子收費車道的容量約為

1,715 小車/小時/車道；b=95 及 90 時之容量大約各為 1,770 及 1,825

小車/小時/車道；b=105 及 100 時之容量大約各為 1,670 及 1,620 小車

/小時/車道。 

對於大車電子收費而言，b=100 時，大車電子收費車道的容量約為

1,130 大車/小時/車道；b=95、105 及 110 時之容量大約各為 1,160、

1,090 及 1,060 大車/小時/車道。 

3.收費後加速率：為回數票付費後加速率的係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9 及檔型 30 之 b 欄位，預設值為 100。 

對於小車回數票付費而言，b=100 時，小車回數票車道的容量約為 960

小車/小時/車道。b 值每增加或減少 5，容量隨著增減 15~25 小車/小

時/車道。 

對於大車回數票付費而言，b=100 時，大車回數票車道的容量約為

580 大車/小時/車道。b 值每增加或減少 5，容量隨著增減 5 大車/小

時/車道。 

4.收費時間：找零收費時間，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8 之 b 欄位，小車找

零付費平均時間預設值為 4.2 秒；大車找零付費平均時間預設值為 7.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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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擬車流率群組，輸入熱機時間、各模擬時段之車流率，如圖 6.2-7。 

 

圖 6.2-7  單向模式-模擬車流率群組 

 
1. 熱機時間：代表熱機時間中之車流率，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1 之欄位 c。 

2. 模擬時段：模擬時段之車流率，此為變動之欄位，配合「模擬作業設

定群組」中「模擬時段數」產生各時段的車流率輸入欄位，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1 之欄位 c。 

 

(五) 車種收費百分比群組，包括每種車種之比例以及收費方式，共計 8 個

輸入欄位，如圖 6.2-8。 

 

圖 6.2-8  單向模式-車種&收費百分比群組 

 
1. 車種比例：為大車與小車之百分比，百分比之和必須等於 100(程式

自動調整)。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3 之欄位 c，此群組輸入會

影響「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中之「收費方式」之輸入，若收費百分

比為 0 之車種，在該群組中將無法被勾選。 

2. 收費百分比：為某車種的 3 種收費方式之百分比，同一車種之收費方

式百分比和需等於 100(程式自動調整)。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檔型 24

之欄位 d，並會影響「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中之「通過車種」之輸

入，若車種百分比為 0 之車種，在該群組中將無法被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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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將各車道資料逐一輸入，如圖 6.2-9。 

 

圖 6.2-9  單向模式-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 

1. 收費車道數：為收費站雙向所有收費亭(收費車道)之總數，收費亭總

數不能超過 28，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5 之欄位 b，預設值

為 6。 

2. 有設置地磅站：使用者勾選是否有設置地磅站。 

3. 車道代號：為各車道之代號，編號方式如圖 6.2-10 所示，模擬第 1

方向最右邊的收費亭為第 1 收費亭。 

 
第 2 方向 

 
 28 27             3  2  1 

 
 
 

                  第 1 方向 

圖 6.2-10  收費亭代號圖示 

 
4. 通過車種：為可通過某收費車道之車輛的代號，此資料為 TPS 輸入

檔中檔型 6 之欄位 c，本輸入欄位受「車種百分比群組」限制，若車

種 i 百分比為 0，則不提供勾選。 

5. 收費方式：為收費車道使用之收費方式，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

型 7 之欄位 c，本輸入欄位受「車種收費百分比群組」限制，若車種

i 之某收費方式百分比為 0，則不提供勾選。 

6. 起始方向：代表各收費亭在模擬剛開始時之設定使用方向，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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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方向)或 2(第 2 方向)，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0 之欄位

b 以及檔型 19 之欄位 d。 

7. 起始狀況：代表各收費亭在模擬剛開始時之設定個別使用狀況，可選

擇「開啟」或「關閉」，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0 之欄位 b。 

(七)收費站上下游車道數及路段長配置群組，共計 8 個欄位，如圖 6.2-11。 

 

圖 6.2-11  單向模式-收費站上下游車道數及路段長配置群組 

1. 上游、下游區域長度：為模擬系統收費站上游區域之長度，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8 之欄位 c、d。 

2. 車道增加或減少的地點與上游、下游起點距離：為 TPS 輸入檔中檔

型 20 之欄位 f。  

3. 模擬系統起點在模擬開始時車道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9 之欄位

c。 

4. 模擬系統終點在模擬開始時車道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9 之欄位

e。 

5. 上游、下游車道增減數：根據模擬開始之情況訂定，必須為整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0 之欄位 e。 

(八)區域自由旅行速率群組，共有 2 個欄位，如圖 6.2-12。 

 

圖 6.2-12  單向模式-區域自由旅行速率群組 

 
1. 上游、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為上游區、下游區之自由旅行速率。

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5 之欄位 c、d，預設值為 70 公里/小

時，亦可以當地速限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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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地磅站資料群組，將地磅站使用狀況、特性、位置資料輸入，如圖

6.2-13。本群組為當「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中「設置地磅站」項目有

勾選時才產生輸入欄位。 

 

圖 6.2-13  單向模式-地磅站資料群組 

 
1. 使用狀況：使用者若選擇「關閉」，則等同於「是否設置地磅站」中

選擇「否」，不需要輸入其他相關資料。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6 之欄位 c。 

2. 通過車種：代表經過地磅站之車種，一般只有大貨車及聯結車需經過

地磅。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5 之欄位 b。 

3. 通過地磅平均車距：為停等車輛通過地磅平均車距，平均車距值域為

10~14 秒。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6 之欄位 d。 

4. 平均自由旅行速率：為地磅進口路段之平均自由旅行速率，值域為

20~30 公里/小時。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6 之欄位 f。 

5. 地磅位置：須填入模擬路段起點至終點間各路段距離長度，地磅區進

口路段之起點可在收費亭之上游或下游。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

檔型 16 之欄位 c、d、e。圖 6.2-14 為各路段定義示意圖，各路段有

以下之限制： 

(1) 進口路段長度(e)最少為 120 公尺。 

(2) 出口路段之長度(d-c-e)最少為 30 公尺。 

(3) 如進口在收費亭上游，則進口與模擬系統起點之距離(e)最少為

50 公尺。 

(4) 如進口在收費亭下游，則進口與收費亭之距離(e)最少為 50 公尺。 

(5) 如出口在收費亭上游，則出口與收費亭之距離最少為 1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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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出口在收費亭下游，則出口與模擬系統終點之距離最少為 100

公尺。 

(7) 進口與出口必須在模擬系統內。 

(8) 進口與出口不能在漸變區，而且必須在漸變區起點及終點 120 公

尺之外。 

 

圖 6.2-14  地磅站位置各路段定義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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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向模式 

(一) 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6.2-15。欄位的填寫與否將不影響

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6.2-15  雙向模式-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模擬作業設定群組，共計 5 個輸入欄位，如圖 6.2-16。為 TPS 模擬之

基本設定。 

 

圖 6.2-16  雙向模式-模擬作業設定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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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擬作業次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0 之 b 欄位(0<b≦20)，預設值

1。再次模擬時，TPS 模式會自動產生並利用一套新的亂數以模擬收

費站之作業，其結果為績效指標估計值之一樣本。如次數大於或等於

2 時，TPS 模式會利用所有的樣本以估計各績效指標之平均值及標準

差。 

2. 模擬時段數：為熱機時段後欲模擬的時段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

之 d 欄位(d≦20)，預設值為 2，本欄位輸入會影響「模擬車流率群組」

之模擬時段數。 

3. 熱機時間：為 TPS 輸入檔檔型 1 之 c 欄位(c≧100)，預設值 200，其

單位為秒。最短熱機時間可估計如下： 

  模擬系統總時間長度除以自由旅行時間再加上 100 秒，除非模擬系統

很長，一般分析時所需的熱機時間可設定在 200 秒。 

4. 模擬時段長度：為每模擬時段之長度(秒)，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e

欄位(1≦e≦99,999)，但如模擬車輛總數超過 20,000 輛或模擬時間超

過 7,200 秒，則模擬會被迫終止。 

5. 亂數種子：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3 之 c 欄位(20,000≦c≦99,999)，使

用者可自行輸入亂數種子，或按下「更改」鍵由程式產生亂數。 

(三) 收費特性群組，共計 7 項輸入欄位，如圖 6.2-17。為各種收費方式之收

費時間、通過速率設定。 

 

圖 6.2-17  雙向模式-收費特性群組 

 
1. 通過速率：為小車通過電子收費車道，在收費亭地點之平均自由速

率，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9 之 b 欄位，預設值為 52 公里/小時。 

2. 跟車係數：為電子收費之跟車距離的係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7

及檔型 28 之 b 欄位，預設值為 100。 

對於小車電子收費而言，b=100 時，小車電子收費車道的容量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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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小車/小時/車道；b=95 及 90 時之容量大約各為 1,770 及 1,825

小車/小時/車道；b=105 及 100 時之容量大約各為 1,670 及 1,620 小車

/小時/車道。 

對於大車電子收費而言，b=100 時，大車電子收費車道的容量約為

1,130 大車/小時/車道；b=95、105 及 110 時之容量大約各為 1,160、

1,090 及 1,060 大車/小時/車道。 

3.收費後加速率：為回數票付費後加速率的係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9 及檔型 30 之 b 欄位，預設值為 100。 

對於小車回數票付費而言，b=100 時，小車回數票車道的容量約為

960 小車/小時/車道。b 值每增加或減少 5，容量隨著增減 15~25 小車

/小時/車道。 

對於大車回數票付費而言，b=100 時，大車回數票車道的容量約為

580 大車/小時/車道。b 值每增加或減少 5，容量隨著增減 5 大車/小

時/車道。 

4.收費時間：找零收費時間，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8 之 b 欄位，小車找

零付費平均時間預設值為 4.2 秒；大車找零付費平均時間預設值為 7.5

秒。 

(四) 模擬車流率群組，輸入熱機時間、各模擬時段之車流率，雙向分別以

「方向一」、「方向二」的標籤頁面表示，如圖 6.2-18。 

 

圖 6.2-18  雙向模式-模擬車流率群組 

 
1. 熱機時間：代表熱機時間中之車流率，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1 之欄位 c。 

2. 模擬時段：模擬時段之車流率，此為變動之欄位，配合「模擬作業設

定群組」中「模擬時段數」產生各時段的車流率輸入欄位，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1 之欄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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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車種&收費百分比群組，包括每種車種之比例以及收費方式，每種車種

分別有 3 種收費方式，分兩方向分別輸入，共計 16 個欄位，如圖 6.2-19。 

 

圖 6.2-19  雙向模式-車種收費百分比群組 

 

1. 車種比例：為各車種之百分比，百分比之和必須等於 100(程式自動

調整)。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檔型 23 之欄位 c，此群組輸入會影響「收

費站車道資料群組」中之「收費方式」之輸入，若收費百分比為 0

之車種，在該群組中將無法被勾選。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將各車道

資料逐一輸入。 

2. 收費百分比：為某車種的 3 種收費方式之百分比，同一車種之收費方

式百分比和需等於 100(程式自動調整)。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檔型 24

之欄位 d，並會影響「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中之「通過車種」之輸

入，若車種百分比為 0 之車種，在該群組中將無法被勾選。 

(六) 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將各車道資料逐一輸入，如圖 6.2-20。 

 

圖 6.2-20  雙向模式-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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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費車道數：為收費站雙向所有收費亭(收費車道)之總數，收費亭總

數不能超過 28，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5 之欄位 b，預設值為

12。 

2. 有設置地磅站：使用者勾選是否有設置地磅站。 

3. 車道代號：為各車道之代號，編號方式如圖 6.2-10 所示，模擬第 1

方向最右邊的收費亭為第 1 收費亭。 

4. 通過車種：為可通過某收費車道之車輛的代號，此資料為 TPS 輸入

檔中檔型 6 之欄位 c，本輸入欄位受「車種百分比群組」限制，若車

種 i 百分比為 0，則不提供勾選。 

5. 收費方式：為收費車道使用之收費方式，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

檔型 7 之欄位 c，本輸入欄位受「車種收費百分比群組」限制，若車

種 i 之某收費方式百分比為 0，則不提供勾選。 

6. 起始方向：代表各收費亭在模擬剛開始時之設定使用方向，可選擇

1(第 1 方向)或 2(第 2 方向)，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0 之欄位

b 以及檔型 19 之欄位 d。 

7. 起始狀況：代表各收費亭在模擬剛開始時之個別使用狀況，可選擇「開

啟」或「關閉」，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0 之欄位 b。 

(七) 收費站上下游車道數及路段長配置群組，分兩方向輸入，共計 14 個欄

位，如圖 6.2-21。 

 

圖 6.2-21  雙向模式-收費站上下游車道數及路段長配置群組 

 
1. 車道增加或減少的地點與上游、下游起點距離：為 TPS 輸入檔中檔

型 20 之欄位 f。  

2. 模擬系統起點在模擬開始時車道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9 之欄位

c。 

3. 模擬系統終點在模擬開始時車道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9 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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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4. 上游、下游車道增減數：須根據在模擬剛開始之情況訂定，必須為整

數，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0 之欄位 e。 

5. 上游、下游區域長度：為模擬系統收費站上游區域之長度，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8 之欄位 c、d。 

(八) 收費站上下游資料輸入群組，包含兩方向之上下游自由旅行速率，共

計 4 個欄位，如圖 6.2-22。 

 

圖 6.2-22  雙向模式-收費站上下游資料輸入群組 

 
1.上游、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為上游區、下游區之自由旅行速率。

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5 之欄位 c、d，預設值為 70 公里/小

時。 

(九) 地磅站資料群組，將地磅站使用狀況、特性、位置資料輸入，如圖

6.2-23。本群組為當「收費站車道資料群組」中「設置地磅站」項目有

勾選時才產生輸入欄位。 

 

圖 6.2-23  雙向模式-地磅站資料群組 

 
 

1. 使用狀況：分為兩方向輸入，使用者若選擇「關閉」，則該方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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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資料均不需輸入。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6 之欄位 c。 

2. 通過車種：此資料代表經過地磅站之車種，一般只有大貨車及聯結車

需經過地磅，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15 之欄位 b。 

3. 通過地磅平均車距：此資料為停等車輛通過地磅平均車距，平均車距

值域為 10~14 秒。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型 26 之欄位 d。 

4. 平均自由旅行速率：此資料為地磅進口路段之平均自由旅行速率，值

域為 20~30 公里/小時。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檔型 26 之欄位 f。 

5. 地磅位置：須填入模擬路段起點至終點間各路段距離長度，地磅區進

口路段之起點可在收費亭之上游或下游。此資料為 TPS 輸入檔中檔

型 16 之欄位 c、d、e。圖 6.2-21 為各路段定義示意圖，各路段有以

下之限制： 

(1)進口路段長度(e)最少為 120 公尺。 

(2)出口路段之長度(d-c-e)最少為 30 公尺。 

(3)如進口在收費亭上游，則進口與模擬系統起點之距離(e)最少為

50 公尺。 

(4)如進口在收費亭下游，則進口與收費亭之距離(e)最少為 50 公尺。 

(5)如出口在收費亭上游，則出口與收費亭之距離最少為 150 公尺。 

(6)如出口在收費亭下游，則出口與模擬系統終點之距離最少為 100

公尺。 

(7)進口與出口必須在模擬系統內。 

(8)進口與出口不能在漸變區，而且必須在漸變區起點及終點 120 公

尺之外。 

 

6.2.3  TPS 模擬程式操作說明  

一、執行 TPS 模擬程式 

上述之資料均輸入完畢後，點選功能列上「執行模擬」「執行

TPS-V2.exe」，如圖 6.2-24，程式會將輸入資料製作成 TPS 模式所需輸入

檔 TPS.txt，並啟動 TPS-V2.exe。TPS-V2.exe 必須與輸入檔存放同一路徑

下，若使用者將本專案檔案儲存於其他路徑，則會發生無法啟動

TPS-V2.exe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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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4  啟動 TPS-V2.exe 操作圖例 

若輸入檔符合 TPS-V2.exe 格式與邏輯，畫面上即會看到 TPS-V2.exe

運轉情形，如圖 6.2-25，則檔案瀏覽區底下會顯示「檢視輸出檔」按鈕，

表示 TPS-V2.exe 已經模擬完畢。 

模擬執行完畢後，將自動顯示分析結果如圖 6.2-26，分析結果欄位包

括模擬次數、車道模擬結果(包括車道拓寬前後區段、車道、流率、總延

滯、停等延滯、車隊長度、服務水準、油耗、二氧化碳排放量)、收費站

模擬結果(總二氧化碳排放量、總油耗量、通過收費系統平均速率)等。 

 

圖 6.2-25  TPS-V2.exe 運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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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6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輸出畫面 

 

二、檢視輸入、輸出檔 

使用者可於檔案瀏覽區塊下方看到兩個按鈕：「檢視輸入檔」及「檢

視輸出檔」，必須在執行產生輸入檔之後，兩按鈕才可供選擇。圖 6.2-27

為範例模擬結束後，按下「檢視輸出檔」之後所看到的畫面，提供直接

開啟檢視 TPS-V2.exe 模擬結束所產生之輸出檔(tpsout.txt)。 

 

圖 6.2-27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輸出檔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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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操作範例 

「高速公路收費站」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

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

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FreeToll1.FT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FreeToll2.FTF 

6.3.1  範例 1 

一、緣起目的 

收費站作業之績效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收費站之幾何特性、收

費車道運用、收費作業特性、車種組成及需求流率等。在「收費作業特

性」中，「電子收費」(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簡稱 ETC)為一種新類型

的收費系統，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自民國 95 年採用電子收費系統，期

望提高收費站之效率。本案例旨在探討電子收費對於收費站績效之影響。 

二、計畫概述 

收費站幾何條件敘述如下： 

(一)方向一(南下)：自車道數變動至上游起點(收費站入口漸變段)距離為

150m、上游區域長度 900m，自車道數變動至下游起點(收費站出口漸

變段)距離為 180m。上、下游起始車道數為 2 車道，上、下游車道增

減數目為 3 車道，圖 6.3-1 顯示收費站系統之幾何設置。 

(二)方向二(北上)：自車道數變動至上游起點(收費站入口漸變段)距離為

150m、上游區域長度 900m，自車道數變動至下游起點(收費站出口漸

變段)距離為 180m。上、下游起始車道數為 2 車道，上、下游車道增

減數目為 3 車道。 

(三)通過收費站之車種比例：方向一、方向二均相同，為小車 80%、大車

20%，小車收費比例電子 30%、回數票 40%、找零 20%，大車收費比

例電子 50%、回數票 30%、找零 20%。 

(四)收費車道數共 10 車道，第 1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式採電子

收費；第 2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式採找零及回數票；第 3 車

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找零及回數票；第 4 車道通過車種為

小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第 5 車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採電

子收費；第 6 車道開始為對向車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電

子收費；第 7 車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第 8 車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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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找零及回數票；第 9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

車，收費方式採找零及回數票；第 10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

式採電子收費。 

(五)電子收費之通過速率為 52 公里/小時；小車找零收費時間 4.2 秒；大

車找零收費時間 7.5 秒。 

若模擬作業次數設定為 5 次，模擬 2 時段，熱機時間 200 秒，模擬

時段長度 1,000 秒，方向一熱機時段車流量為 600 vph、模擬時段車流量

皆為 2,000 vph，方向二熱機時段車流量為 600 vph、模擬時段車流量皆為

2,800 vph，試就上述假設條件，分析此收費站績效。 

 

圖 6.3-1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1 幾何設置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收費站」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雙向收費，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模擬作業設定。模擬作業次數 5 次，模擬時段數 2，熱機時

間 200 秒，模擬時段長度 1,000 秒。 

步驟 3：輸入模擬車流率資料。方向一熱機時間輸入 600vph，模擬時段 1

輸入 2,000vph，模擬時段 2 輸入 2,000vph；方向二熱機時間輸入

600vph，模擬時段 1 輸入 2,800vph，模擬時段 2 輸入 2,800vph。 

步驟 4：輸入收費特性設定，電子收費輸入通過速率 52 公里/小時；小車

找零收費時間輸入 4.2 秒；大車找零收費時間輸入 7.5 秒。 

步驟 5：輸入車種&收費百分比資料，輸入表格如表 6.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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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範例 1 車種與收費百分比資料 

 車種 車種比例 電子 回數票 找零 

方向一 小車 80% 30% 40% 30% 

大車 20% 50% 30% 20% 

方向二 小車 80% 30% 40% 30% 

大車 20% 50% 30% 20% 

 

步驟 6：輸入收費站車道資料。收費車道數為 10 車道。收費車道 1 勾選

大車、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2 勾選大車找零、回數

票、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3 勾選小車、回數票、找零、起始方

向一；收費車道 4 勾選小車、回數票、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5

勾選小車、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6 勾選小車、電子

收費、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7 勾選小車、回數票、起始方向二；

收費車道 8 勾選小車、回數票、找零、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9

勾選大車、找零、回數票、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10 勾選大車、

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二。 

步驟 7：輸入車道與路段配置資料。上下游區域長度輸入 900m；方向一、

2 之車道數更動點距上游起點距離皆輸入 150m；方向一、2 之車

道數更動點距下游終點距離皆輸入 180m，方向一、2 之上下游車

道增減數皆輸入 3 車道。 

步驟 8：輸入區域自由旅行速率資料。方向一上、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

輸入 70kph；方向二上、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輸入 70kph。 

步驟 9：儲存檔案於 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 程式根目錄

下，按下「執行模擬」「執行 TPS-V2.exe」。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6.3-2、圖 6.3-3、圖 6.3-4

所示，原始輸入檔型可參見圖 6.3-5。分析結果顯示，方向一第 3 車道服

務水準為 F 級，其餘車道服務水準介於 A~B 級之間，通過收費系統之平

均速度為 53.0 KPH；方向二由於車流量較方向一大，第 2 車道服務水準

為 E 級，第 3 車道服務水準為 F 級，其餘車道服務水準則介於 B~D 級之

間，通過收費系統之平均速度為 28.5 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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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1 輸入圖 

 

圖 6.3-3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1 輸出圖(方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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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1 輸出圖(方向二) 

 

    

圖 6.3-5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1 原始輸入檔型 

 

 

6.3.2  範例 2 

一、緣起目的 

收費站作業之績效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收費站之幾何特性、收

費車道運用、收費作業特性、車種組成及需求流率等。在「收費作業特

性」中，「電子收費」(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簡稱 ETC)為一種新類型

的收費系統，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自民國 95 年採用電子收費系統，期

望提高收費站之效率。本案例旨在探討電子收費對於收費站績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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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概述 

收費站幾何條件敘述如下： 

(一)方向一(南下)：自車道數變動至上游起點(收費站入口漸變段)距離為

150m、上游區域長度 900m，自車道數變動至下游起點(收費站出口漸

變段)距離為 180m。上、下游起始車道數為 2 車道，上、下游車道增

減數目為 3 車道。 

(二)方向二(北上)：自車道數變動至上游起點(收費站入口漸變段)距離為

150m、上游區域長度 900m，自車道數變動至下游起點(收費站出口漸

變段)距離為 180m。上、下游起始車道數為 2 車道，上、下游車道增

減數目為 3 車道，圖 6.3-1 顯示收費站系統之幾何設置。 

(三)通過收費站之車種比例：方向依與方向二均相同，為小車 80%、大車

20%，小車收費比例電子 50%、回數票 30%、找零 20%，大車收費比

例電子 75%、回數票 20%、找零 5%。 

(四)收費車道數共 10 車道，第 1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式採電子

收費；第 2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式採找零及回數票；第 3 車

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找零及回數票；第 4 車道通過車種為

小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第 5 車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採電

子收費；第 6 車道開始為對向車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電

子收費；第 7 車道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第 8 車道通

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找零及回數票；第 9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

車，收費方式採找零及回數票；第 10 車道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

式採電子收費。 

(五)電子收費之通過速率為 52 公里/小時；小車找零收費時間 4.2 秒；大

車找零收費時間 7.5 秒。 

(六)方向一上、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 70kph；方向二上、下游區域自由

旅行速率 70kph。 

 

若模擬作業次數設定為 5 次，模擬 2 時段，熱機時間 200 秒，模擬

時段長度 1,000 秒，方向一熱機時段車流量為 600 vph、模擬時段車流量

皆為 2,000vph，方向二熱機時段車流量為 600 vph、模擬時段車流量皆為

2,800vph，試就上述假設條件，分析此收費站績效。 

 



6-27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收費站」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雙向收費，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模擬作業設定。模擬作業次數 5 次，模擬時段數 2，熱機時

間 200 秒，模擬時段長度 1,000 秒。 

步驟 3：輸入模擬車流率資料。方向一熱機時間輸入 600vph，模擬時段 1

輸入 2,000vph，模擬時段 2 輸入 2,000vph；方向二熱機時間輸入

600vph，模擬時段 1 輸入 2,800vph，模擬時段 2 輸入 2,800vph。 

步驟 4：輸入收費特性設定，電子收費輸入通過速率 52 公里/小時；回數

票輸入收費時間 4.2 秒；找零收費輸入收費時間 7.5 秒。 

步驟 5：輸入車種&收費百分比資料。輸入表格如表 6.3-2 所示。 

表 6.3-2  範例 2 車種與收費百分比資料 

 車種 車種比例 電子 回數票 找零 

方向一 小車 80% 50% 30% 20% 

大車 20% 75% 20% 5% 

方向二 小車 80% 50% 30% 20% 

大車 20% 75% 20% 5% 

 

步驟 6：輸入收費站車道資料。收費車道數為 10 車道。收費車道 1 勾選

大車、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2 勾選大車找零、回數

票、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3 勾選小車、回數票、找零、起始方

向一；收費車道 4 勾選小車、回數票、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5

勾選小車、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6 勾選小車、電子

收費、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7 勾選小車、回數票、起始方向二；

收費車道 8 勾選小車、回數票、找零、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9

勾選大車、找零、回數票、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10 勾選大車、

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二。 

步驟 7：輸入車道與路段配置資料。上下游區域長度輸入 900m；方向一、

2 之車道數更動點距上游起點距離皆輸入 150m；方向一、2 之車

道數更動點距下游終點距離皆輸入 180m，方向一、2 之上下游

車道增減數皆輸入 3 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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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輸入區域自由旅行速率資料。方向一上、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

輸入 70kph；方向二上、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輸入 70kph。 

步驟 9：儲存檔案於 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 程式根目錄

下，按下「執行模擬」「執行 TPS-V2.exe」。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6.3-6、圖 6.3-7、圖 6.3-8

所示，原始輸入檔型可參見圖 6.3-9。分析結果顯示，所有車道服務水準

介於 A~B 級之間，通過收費系統之平均速度為 59.7 KPH；方向二由於車

流量較方向一大，第 3 車道服務水準為 E 級，其餘車道服務水準則介於

A~B 級之間，通過收費系統之平均速度為 55.9 KPH。 

 

 

圖 6.3-6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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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7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2 輸出圖(方向一) 

 

 

圖 6.3-8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2 輸出圖(方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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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9  高速公路收費站範例 2 原始輸入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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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手冊例題 

「高速公路收費站」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1 個

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

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FTF 

6.4.1  例題 1：雙向模式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P.A-31 例題為操作範例，圖 6.4-1 顯示

一模擬收費站系統之設置。此模擬系統之主要性質如下： 

1. 模擬次數設定為 6 次，熱機時間 200 秒，模擬 2 個時段，每時段長 900

秒。 

2. 兩行車方向之收費車道安排相同，共有 12 個收費車道，單方向各 6 個。

從右而左各車道之型態如下： 

  車道 1：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或找零。 

  車道 2：通過車種為大車，收費方式為電子收費。 

  車道 3：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或找零。 

  車道 4：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 

  車道 5：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回數票。 

  車道 6：通過車種為小車，收費方式為電子收費。 

3. 行車方向一有一地磅站，其平均服務時間為 12 秒。 

4. 行車方向一有 90%小車，行車方向二有 80%小車。各方向皆有找零、

回數票及電子收費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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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  收費站模擬系統例題 1 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收費站」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雙向模式，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模擬作業設定。模擬作業次數 6 次，模擬時段數 2，熱機時

間 200 秒，模擬時段長度 900 秒。 

步驟 3：輸入模擬車流率資料。方向一熱機時段輸入 1,000vph，方向一模

擬時段 1 輸入 2,000vph，模擬時段 2 輸入 2,000vph；方向二熱機

時段輸入 200vph，模擬時段 1 輸入 1,000vph，模擬時段 2 輸入

1,000vph。 

步驟 4：輸入收費特性設定，電子收費輸入通過速率 52 公里/小時；回數

票輸入收費時間 4.2 秒；找零收費輸入收費時間 7.5 秒。 

步驟 5：輸入車種&收費百分比資料。輸入表格如表 6.4-1 所示。 

步驟 6：輸入收費站車道資料。收費車道數為 12 車道，選取有設置地磅

站。收費車道 1 勾選大車、回數票、找零、起始方向一；收費

車道 2 勾選大車、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3 勾選小

車、回數票、找零、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4~5 勾選小車、回

數票、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6 勾選小車、電子收費、起始方

向一；收費車道 7 勾選小車、電子收費、起始方向二；收費車

道 8~9 勾選小車、回數票、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10 勾選小車、

回數票、找零、起始方向一；收費車道 11 勾選大車、電子收費、

起始方向二；收費車道 12 勾選大車、回數票、找零、起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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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步驟 7：輸入收費站上下游車道與路段配置資料。上下游區域長度各輸入

1,000m，車道更動點距下游起點距離輸入 350m，車道增減點與

上下游起點距離輸入 350m；方向一上游起始車道數輸入 3，上游

增加車道數輸入 3，下游減少車道數輸入 3，下游車道數輸入 3；

方向二上游起始車道數輸入 3，上游增加車道數輸入 3，下游減

少車道數輸入 3，下游車道數輸入 3。 

步驟 8：輸入地磅站資料。方向一使用狀況切換為開啟，平均車距輸入

12 秒、平均自由旅行速率輸入 45kph，地磅位置切換為收費站

下游。依序輸入收費站至進口點距離 300m(1,300-1,000m)，地磅

區進口路段長 120m，出口路段長度 280m(1,700-1,300-120m)。 

步驟 9：輸入區域自由旅行速率資料。方向一上、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

輸入 100kph；方向二上、下游區域自由旅行速率輸入 100kph。 

步驟 10：儲存檔案於 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 程式根目錄

下，按下「執行模擬」「執行 TPS-V2.exe」。 

表 6.4-1  例題 1 車種與收費百分比資料 

方向 車種 車種比例 電子 回數票 找零 

方向一 小車 90% 47% 43% 10% 

大車 10% 45% 45% 10% 

方向二 小車 80% 40% 40% 20% 

大車 20% 40% 40% 20%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9 個操作步驟，輸出入畫面見圖 6.4-2 至圖 6.4-4 所示，原

始輸入檔型可參見圖 6.4-5。方向一通過收費站速率為 77.5 公里/小時，方

向二通過收費站速率為 77.8 公里/小時。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

結果見表 6.4-2，手冊與程式的計算結果有所差異，原因在於模擬程式本

身的亂數種子將使每次的結果略有不同。 

表 6.4-2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方向一通過收費站速率 77.9 公里/小時 77.5 公里/小時 

方向二通過收費站速率 78.1 公里/小時 77.8 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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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2  高速公路收費站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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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3  高速公路收費站手冊例題 1 輸出圖(方向一) 

 

 

圖 6.4-4  高速公路收費站手冊例題 1 輸出圖(方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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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  高速公路收費站例題 1 原始輸入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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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章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 

7.1  分析流程 

市區高架快速路段的分析分為運轉分析與規劃及設計分析兩種，本章分

析重點在於主線之基本路段，且服務水準評估係根據內車道之分析程序。圖

7.1-1 為運轉分析之計算流程，圖 7.1-2 則為規劃及設計分析之計算流程。 

 

 

圖 7.1-1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運轉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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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規劃及設計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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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操作說明 

7.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

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市區高架快

速道路服務分析，如圖 7.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

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7.2-2、圖 7.2-3 所示。 

 

圖 7.2-1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7.2-2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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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7.2.2  分析型態選擇  

分析型態分為「運轉分析」和「規劃及設計分析」兩選項，如圖 7.2-4 所

示。 

 

圖 7.2-4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分析型態選擇 

 

7.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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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7.2-5。欄位的填寫與

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7.2-5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計 3 個輸入欄位與 1 項顯示欄位，如圖 7.2-6。 

 

圖 7.2-6  運轉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單向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單方向的車道數，預設值 2，

微調鍵調整值 1。 

2.車道寬：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3.65，微調鍵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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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值 0.01。 

3.路肩寬：屬固定參數，分析路段之路肩寬度，預設值 1.50，微調鍵調

整值 0.01。 

4.車道寬與路肩調整因素(fw)：屬顯示參數，為顯示標記，使用者不需

輸入。 

(三) 需求流率群組，共計 4 項輸入欄位與 2 項顯示標記，如圖 7.2-7。 

 

圖 7.2-7  運轉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Q)：屬輸入參數，為單方向尖峰小時各車道、

各車種之流率總和，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

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

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尖峰 15 分鐘流率(q)：屬可調參數，尖峰 15 分鐘流率為可觀測值，

在不知道尖峰小時係數的情況下，亦可選擇輸入尖峰 15 分鐘流率，

預設值 0。 

4.需求流率(q)：屬顯示參數，即尖峰 15 分鐘流率，為顯示標記，使用

者不需輸入。 

5.車道使用內車道流率比例(r)：屬輸入參數，不同車道數內車道流率佔

單方向流率比例將有所不同，預設值 50，微調鍵調整值 1。 

6.基本狀況下內車道之對等流率(qb)：屬顯示參數，各內車道在基本狀

況下之平均流率，為一個顯示標記，程式將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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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群組，共計 2 項輸入欄位與 1 個顯示標記，

如圖 7.2-8。 

 

圖 7.2-8  運轉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群組 

 
1.大車之小客車當量(E)：屬輸入參數，重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預設值為 1.5，微調鍵調整值 0.1。 

2.大車比例(Pt)：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大車(含卡車與巴士)的比例，以

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3.重車調整因素(fhv)：屬顯示參數，衡量大車比例對對等需求流率的影

響，程式將依照大車比例及大車之小客車當量計算出重車調整因素。 

(五) 分析結果群組，共計 5 項顯示標記，皆屬顯示參數，如圖 7.2-9。 

 

圖 7.2-9  運轉分析-分析結果 

 
1.內車道需求流率(qb)：各內車道在基本狀況下之需求流率。 

2.平均行車速率(S)：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速率。 

3.密度(D)：流率除以平均速率得到每車道每公里之小汽車數。 

4.佔有率(K)：由密度推算所得佔有率。 

5.服務水準(LOS)：平均速率、密度或佔有率相對應之服務水準。 

(六) 圖表分析對照，如圖 7.2-10。當欄位值的調整影響流率時，服務水準就

會改變，使用者可查詢畫面左側之服務水準對照表，除了以查表方式得

到服務水準外，流率-速率關係圖的變化，也可以清楚的呈現服務水準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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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0  運轉分析-服務水準對照表及流率-速率圖 

 

二、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將不影響分

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如圖 7.2-11。 

 

圖 7.2-11  規劃及設計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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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擇型態群組，供使用者選擇欲進行規劃分析或設計分析，如圖 7.2-12。 

 

圖 7.2-12  規劃及設計分析-選擇型態群組 

 

(三) 幾何設計群組，共計 3 項輸入欄位與 1 項顯示標記，項目與運轉分析完

全相同，故省略說明，如圖 7.2-13。 

 

圖 7.2-13  規劃及設計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四) 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群組，共計 2 項輸入欄位與 1 個顯示標記，

項目與運轉分析完全相同，故省略說明，如圖 7.2-14。 

 

圖 7.2-14  規劃及設計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群組 

 

(五) 設計目標群組，共有下拉選單及顯示標記各一，如圖 7.2-15。 

 

圖 7.2-15  規劃及設計分析-設計目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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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計服務水準：使用者利用下拉選單選擇欲達到之設計服務水準，預

設 C 級為設計服務水準。 

2.內車道建議服務流率：屬顯示參數，內車道每車道每小時所能提供服

務之小汽車輛數。 

(六) 需求流率群組，共計 7 項輸入欄位與 1 項顯示標記，如圖 7.2-16。 

 

圖 7.2-16  規劃及設計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雙向年平均日流量(ADT)：屬可調參數，道路雙向預測或歷史的平均

日交通量，選擇規劃分析型態時顯示供輸入。 

2.設計小時流量係數(K)：屬可調參數，設計小時流量係數可將年平均

日交通量轉換為小時流量，預設值 0.08，微調鍵調整值 0.01，選擇規

劃分析型態時顯示供輸入。 

3.流量方向分佈係數(D)：屬可調參數，車流方向分布係數可將年平均

日交通量轉換為方向流量，預設值 0.55，微調鍵調整值 0.01，選擇規

劃分析型態時顯示供輸入。 

4.單向尖峰小時需求車流率(Q)：屬輸入參數，單方向尖峰小時流量總

數預測值，預設為 0。 

5.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流量換算成

尖峰小時流率，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6.單向尖峰 15 分鐘流率(q)：屬可調參數，在不知道尖峰小時係數的情

況下可選擇輸入尖峰 15 分鐘流率，預設值 0。 

7.需求流率(q)：為顯示參數，即單向尖峰 15 分鐘之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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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車道使用內車道流率比例(r)：屬輸入參數，不同車道數內車道流率佔

單方向流率比例將有所不同，預設值 50，微調鍵調整值 1。 

(七)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7 項顯示參數以及 1 項備註，如圖 7.2-17。 

 

圖 7.2-17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結果 

 
1.設計車道數(N)：使用者意志所欲設置之車道數。 

2.建議車道數(N)：程式運算結果建議設置之車道數。 

3.平均行車速率(S)：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速率。 

4.內車道需求流率(qe)：各內車道在基本狀況下之平均流率。 

5.密度(D)：流率除以平均速率得到的值。 

6.佔有率(K)：由密度推算所得佔有率。 

7.服務水準(LOS)：將平均速率、密度值或相關佔有率值查表後得到服

務水準。 

8.備註：將設計服務水準與分析結果做一比較並提出建議。 

(八) 與運轉分析相同具圖形化呈現分析結果的功能，如圖 7.2-18。 

 

圖 7.2-18  規劃及設計分析-服務水準對照表及流率-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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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操作範例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

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

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VIADUCT1.CV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VIADUCT2.CVF 

 

7.3.1  範例 1：運轉分析  

一、緣起目的 

由於市區內幹道多為連接市中心與外縣市，主要承載通過性之車

流，於上、下午尖峰時刻由於車流量龐大，易造成路口服務水準不佳，

故於市區內設置高架道路，以紓解雍塞現象、增進行車效率。 

二、計畫概述 

台北市基隆路高架道路北起基隆路二段與樂業街交口，南接福和橋

通往永和地區，雙向共布設 4 線車道，相關位置如圖 7.3-1 所示。往北方

向上午尖峰交通量為 1,658vph，車種比例小型車佔 94%、大型車佔 6%，

尖峰小時係數 PHF 值為 0.94，車輛使用內車道比例為 50%，試根據以上

條件，估計此路段之服務水準。 

 

圖 7.3-1  基隆路高架道路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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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

路段」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

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2，車道寬 3.65m，路肩

寬 0.5m。 

步驟 3：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大車比例調整為 6%，其餘資

料無須改變。 

步驟 4：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1,658vph，尖

峰小時係數 0.94，車輛使用內車道比例為 50%。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7.3-2 及圖 7.3-3 所示。

內車道需求流率 908 pcphpl，密度為 11.9 pcpkpl，道路服務水準 A 級。 

 

圖 7.3-2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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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3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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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範例 2：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計畫概述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起萬華區萬大路，與環河南北快速道路銜

接，南接新店市環河路，雙向共布設 6 線車道，相關位置如圖 7.2-4 所示。

往南方向上午尖峰交通量為 3,811vph，車種比例小型車佔 99%、大型車

佔 1%，尖峰小時係數 PHF 值為 0.84，車輛使用內車道比例為 37.5%，若

設計目標為服務水準須在 D 級以上，試根據以上條件，評估是否須增加

車道數。 

 

圖 7.3-4  水源快速道路位置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

路段」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及設計分析，確定

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選擇設計分析。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3，車道寬 3.65m，路肩

寬 1.5m。 

步驟 4：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大車比例調整為 1%，其餘資

料無須改變。 

步驟 5：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3,826vph，尖

峰小時係數 0.84，車輛使用內車道比例為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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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輸入設計目標。設計服務水準調整為 D 級。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7.3-5 及圖 7.3-6 所示。

建議車道數為單向 3 車道，內車道需求流率 1,715 pcphpl，密度 24.9 

pcpkpl，服務水準為 C 級，分析結果優於設計之 D 級服務水準。 

 

圖 7.3-5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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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6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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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手冊例題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中提供 2 個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

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CVF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CVF 

 

7.4.1  例題 1：規劃設計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9.5.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某一規劃中市

區快速道路之車道配置為單向 2 車道，單方向尖峰小時需求車流率 2,600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5，大車百分比 1%，試問需規劃幾車道才能使內

車道維持 B 級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

路段」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

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選擇設計分析。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2，車道寬 3.5m，路肩寬

1.5m。 

步驟 4：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大車比例調整為 1%，其餘資

料無須改變。 

步驟 5：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2,600vph，尖

峰小時係數 0.95，車輛使用內車道比例為 50%。 

步驟 6：輸入設計目標。設計服務水準調整為 B 級。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7.4-1 及圖 7.4-2

所示。內車道需求流率 1,374 pcphpl，但超過內車道建議服務流率值 1,200 

pcphpl，故建議使用者增加設計車道數為 3。修改之後分析結果即符合設

計服務水準，分析結果如圖 7.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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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式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詳如表 7.4-1，兩者除進位數外，結果完全

相同，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B 級。 

表 7.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設計車道數 2 

平均速率 72 kph 72.2 kph 

內車道需求流率 1375 pcphpl 1374 pcphpl 

密度 19.1 pcpkpl 19.0 pcpkpl 

服務水準 B 級 B 級 

設計車道數 3 

平均速率 76 kph 75.3 kph 

內車道需求流率 1032 pcphpl 1030 pcphpl 

密度 13.6 pcpkpl 13.7 pcpkpl 

服務水準 B 級 B 級 

 

 

圖 7.4-1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1 輸入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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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2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圖 7.4-3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1 輸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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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例題 2：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9.5.2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一市區快速道

路，車道配置單向 3 車道，車道寬 3.5m，路肩寬 1.5m，尖峰小時單方向

需求流率 2,600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5，大車比例 1%。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

路段」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

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3，車道寬 3.5m，路肩寬

1.5m。 

步驟 3：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大車比例調整為 1%，其餘資

料無須改變。 

步驟 4：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2,600vph，尖

峰小時係數 0.95，車輛使用內車道比例為 37.5%。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4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7.4-4 及圖 7.4-5

所示。內車道需求流率 1,030 pcphpl，服務水準 B 級。 

本程式與手冊的分析結果對照如表 7.4-2 所示，手冊直接以內車道需

求流率對照服務水準，程式分析值則分別計算平均速率、內車道需求流

率及密度的值，兩者幾乎完全一致，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B 級。 

表 7.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平均速率 - 75.3 kph 

內車道需求流率 1,032 pcphpl 1,030 pcphpl 

密度 - 13.7 pcpkpl 

服務水準 B 級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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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4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圖 7.4-5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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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章  市區地下道路 

8.1  分析流程 

市區地下道路的分析分為運轉分析與規劃及設計分析兩種。運轉分析是

指在現有或未來預期的道路幾何與交通狀況下，評估設施的服務績效。規劃

及設計分析則是以預測之交通需求，並預設幾何設計標準及設計服務水準，

以評估兩者是否相符，若否則須重新修改幾何設計。規劃是當只有日交通量

資料時，經過設計小時流量係數與車流方向分布係數的換算，得到小時交通

量以進行評估。圖 8.1-1 為運轉分析的計算流程，圖 8.1-2 則為規劃及設計分

析的計算流程。 

 

 

 

圖 8.1-1  市區地下道路運轉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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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2  市區地下道路規劃及設計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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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操作說明 

8.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市區地下道路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市區地下道路服務水準分

析，如圖 8.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

軟體(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市區地下道路

分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8.2-2、圖 8.2-3 所示。 

 

圖 8.2-1  市區地下道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8.2-2  市區地下道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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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3  市區地下道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8.2.2  分析型態選擇  

分析型態分為「運轉分析」和「規劃及設計分析」兩選項，如圖 8.2-4。 

 

圖 8.2-4  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型態選擇 

 

8.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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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8.2-5。欄位的填寫與

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8.2-5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運

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計 4 個輸入欄位、2 個下拉選單、1 個勾選欄位及 2

個顯示欄位，如圖 8.2-6。 

 

圖 8.2-6  運轉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8-6 

1.單向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單方向的車道數，預設值 3，

微調鍵調整值 1。 

2.車道寬：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3.50，微調鍵調

整值 0.01。 

3.橫向淨距：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路肩寬度，預設值 2.0，微調鍵

調整值 0.1。 

4.障礙物型態：屬輸入參數，使用者利用下拉選單選擇障礙物係單邊或

雙邊配置。 

5.通行方向：屬輸入參數，可選擇雙向通行或單行道路，預設為雙向通

行。 

6.有無中央分隔島：屬輸入參數，使用者可勾選有或無中央分隔島設計。 

7.出口坡度：屬輸入參數，市區地下道路出口直線坡度值是以百分比計

算，預設值 3.0。 

8.車道寬度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屬顯示參數，衡量車道寬度及車

道旁障礙物對流量的影響程度，為程式自動產生之顯示標記。 

9.中央分隔島調整因素(fd)：屬顯示參數，選擇通行方向與中央分隔島

設計型式後，中央分隔調整因素將自行顯示數值。 

(三) 需求流率群組，共計 2 個輸入欄位與 1 個顯示欄位，如圖 8.2-7。 

 

圖 8.2-7  運轉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尖峰小時方向需求流量(v)：屬輸入參數，單方向單位小時各車道、

各車種的流量加總，預設值 1500，微調鍵調整值 1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

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預設值 0.9，

微調鍵調整值 0.01。 

3.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SF)：屬顯示參數，使用者不需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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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種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群組，共計 10 個輸入欄位與 1 個顯示欄位，

以及車輛數與百分比切換按鈕，如圖 8.2-8。 

 

圖 8.2-8  運轉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群組 

 
1.小客車當量(Ei)：屬可調參數，各車種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

預設值隨坡度變化調整，使用者仍可自行調整數值，包含小型車、大

客車、大貨車、聯結車及機車等 5 車種。 

2.車種比例(Pi,%)：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各車種所佔比例，以百分比為

單位，微調鍵調整值 1，5 車種之比例加總應為 100。使用者若按下

「車輛數」按鈕，則需輸入車輛車流中小型車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

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3.車種調整因素(fHV)：屬顯示參數，不同車種比例對容量的影響程度，

視車種之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而定。 

(五)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3 項顯示標記，如圖 8.2-9。 

 

圖 8.2-9  運轉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SF)：本地下道路在尖峰 15 分鐘內承

載之車流率。 

2.V/C 比值：用以衡量服務水準之流量與容量比。 

3.服務水準(LOS)：將 V/C 比值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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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8.2-10。欄位的填寫與

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8.2-10  規劃及設計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選擇型態群組，供使用者選擇欲進行規劃分析或設計分析，如圖 8.2-11。 

 

圖 8.2-11  規劃及設計分析-選擇型態群組 

 

(三) 幾何設計群組，共計 4 個輸入欄位、2 個下拉選單、1 個勾選欄位及 2

個顯示欄位，如圖 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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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12  規劃及設計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單向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單方向的車道數，預設值 3，

微調鍵調整值 1。 

2.車道寬：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3.50，微調鍵調

整值 0.01。 

3.橫向淨距：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路肩寬度，預設值 2.0，微調鍵

調整值 0.1。 

4.障礙物型態：屬輸入參數，使用者利用下拉選單選擇障礙物係單邊或

雙邊配置。 

5.通行方向：屬輸入參數，可選擇雙向通行或單行道路，預設為雙向通

行。 

6.有無中央分隔島：屬輸入參數，使用者可勾選有或無中央分隔島設計。 

7.出口坡度：屬輸入參數，市區地下道路出口直線坡度值是以百分比計

算，預設值 3.0。 

8.車道寬度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屬顯示參數，衡量車道寬度及車

道旁障礙物對流量的影響程度，為程式自動產生之顯示標記。 

9.中央分隔島調整因素(fD)：屬顯示參數，選擇通行方向與中央分隔島

設計型式後，中央分隔調整因素將自行顯示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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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需求流率群組，共有 5 項輸入欄位與 1 項顯示標記，如圖 8.2-13。 

 

圖 8.2-13  規劃及設計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設計年平均每日流量(ADT)：屬可調參數，預測或歷史的平均每日交

通流量。 

2.設計小時流量係數(K)：屬可調參數，配合設計小時流量係數可將年

平均每日流量轉換為小時流量，預設值 0.08，微調鍵調整值 0.01。 

3.流量方向分布係數(D)：屬可調參數，配合車流方向分布係數可將年

平均每日流量轉換為單方向流量，預設值 0.55，微調鍵調整值 0.01。 

4.單向設計小時交通量(DDHV)：屬輸入參數，單方向單位小時各車道

及各車種之流量總數預測值，預設值 15,000。 

5.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

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預設

值 0.90，微調鍵調整值 0.01。 

6.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SF)：為顯示參數，程式自動計算產

出。 

(五) 車種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群組，共計 10 個輸入欄位與 1 個顯示欄位，

以及車輛數與百分比切換按鈕，如圖 8.2-14。 

 

圖 8.2-14  規劃及設計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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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客車當量(Ei)：屬可調參數，各車種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

預設值隨坡度變化調整，使用者仍可自行調整數值，包含小型車、大

客車、大貨車、聯結車及機車等車種。 

2.車種比例(Pi)：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各車種所佔比例，以百分比為單

位，微調鍵調整值 1，5 車種之比例加總應為 100。使用者若按下「車

輛數」按鈕，則需輸入車輛車流中小型車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3.車種調整因素(fHV)：屬顯示參數，不同車種比例對容量的影響程度，

視車種之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而定。 

(六) 設計目標群組，共有一下拉選單，如圖 8.2-15。設計服務水準屬輸入參

數，供使用者選擇設施欲維持之服務水準，預設 C 級服務水準。 

 

圖 8.2-15  規劃及設計分析-設計目標群組 

 

(七) 分析結果，共有 5 個顯示標記，如圖 8.2-16。 

 

圖 8.2-16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SF)：地下道在尖峰 15 分鐘內之需求

車流率。 

2.V/C 比值：用以衡量服務水準之流量與容量比。 

3.服務水準：將 V/C 比值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4.單向設計車道數：使用者設定之設計目標車道數。 

5.建議：顯示評估結果是否滿足使用者預期，並進一步建議使用者是否

需增加車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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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操作範例 

「市區地下道路」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

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UNDERGROUND1.CU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UNDERGROUND2.CUF 

 

8.3.1  範例 1：運轉分析  

一、緣起目的 

市區地下道路是指在都市內利用上、下坡道做為進、出口，與地面

道路連接之地下道路，其中間路段通常有相當平坦之鋪面。設置地下道

主要是為了減少市區道路平面交叉路口延滯，避免龐大車流量造成嚴重

的交通壅塞。 

二、計畫概述 

高雄市中華路地下道中華二路與力行路交口，穿越縱貫鐵路後於中

華三路/建國三路北端銜接至平面道路，位置示意如圖 8.3-1。雙向共布設

4 線快車道，快車道寬 3.5m，橫向淨距 0.5m，中央標線分隔，障礙物型

態為單邊，出口坡度 3%。往南方向下午尖峰交通量為 2,060vph，尖峰小

時係數 PHF 值為 0.9，車種比例小型車佔 97%、大客車佔 2%、大貨車 1%、

聯結車 0%、機車佔 0%，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本地下道之服務水準。 

 

圖 8.3-1  高雄市中華路地下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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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地下道路」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2，車道寬 3.50m，橫向

淨距寬 0.5m，取消勾選有中央分隔島，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2,060 vph，

尖峰小時係數 0.90。 

步驟 4：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小型車比例調整為 97%，大客

車比例為 2%，大貨車為 1%，聯結車、機車比例調整為 0%。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8.3-2 及圖 8.3-3 所示。

V/C 為 0.68，道路服務水準 E 級。 

 

 

圖 8.3-2  市區地下道路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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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3  市區地下道路範例 1 輸出圖 

 

8.3.2  範例 2：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計畫概述 

根據前述估計結果，判定此路段無法負荷龐大的尖峰交通量，試以 C

級服務水準為設計條件，訂定本地下道所需之車道數。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地下道路」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及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選擇設計分析。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3，車道寬 3.50m，車道

寬 3.50m，橫向淨距寬 0.5m，取消勾選有中央分隔島，其餘資料

無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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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2,060 vph，

尖峰小時係數 0.90。 

步驟 5：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與車種比例。小型車比例調整為 97%，大客

車比例為 2%，大貨車為 1%，聯結車、機車比例調整為 0%。。 

步驟 6：輸入設計目標。設計服務水準調整為 C 級。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8.3-4 及圖 8.3-5 所示。

建議車道數為單向 3 車道， V/C 為 0.45，道路服務水準 C 級，分析結果

符合設計之 C 級服務水準。 

 

 

圖 8.3-4  市區地下道路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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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5  市區地下道路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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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手冊例題 

「市區地下道路」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 個操

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

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CUF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CUF 

 

8.4.1  例題 1：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10.6.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市區某一單

行雙車道地下道，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2,100 vph，5%大貨車、35%機車、

60%小型車，尖峰小時係數 0.92，地下道坡度 3%，車道寬 3.75 m，兩邊

橫向淨距 0.6 m，試評估其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地下道路」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2，車道寬 3.75m，路肩

寬 0.6m，障礙物型態選擇雙邊，通行方向為雙向，勾選有設置

中央分隔島，出口坡度輸入 3%。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2,100vph，尖

峰小時係數 0.92。 

步驟 4：調整各車種之小客車當量，此例使用預設值即可。 

步驟 5：輸入車種比例。小型車為 60%、大客車為 0%、大貨車為 5%、

聯結車為 0%、機車為 35%。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5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8.4-1 及圖 8.4-2

所示。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 2,283 vph，V/C 值 0.55，服務水準

D 級。本程式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詳如表 8.4-1，兩者結果完全相同，最後

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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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

需求流率(SF) 
2,283 vph 2,283 vph 

V/C 值 0.55 0.55 

服務水準 D 級 D 級 

 

 

圖 8.4-1  市區地下道路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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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2  市區地下道路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8.4.2  例題 2：規劃設計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0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10.6.2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市區雙向分

隔地下道，若單向設計小時交通量(DDHV)為 2,100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5，大貨車比例為 5%，坡度為 2%，設計車道寬度 3.75 m，橫向淨距

0.6m (單邊障礙物)，試求應規劃幾線車道？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地下道路」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型態為設計分析。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單向車道數調整為 2，車道寬 3.75m，路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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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0.6m，障礙物型態選擇單邊，通行方向為雙向，勾選有設置中

央分隔島，出口坡度輸入 2%。 

步驟 4：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調整為 2,100vph，尖

峰小時係數 0.95。 

步驟 5：調整各車種之小客車當量，此例使用預設值即可。 

步驟 6：輸入車種比例。小型車為 95%、大客車為 0%、大貨車為 5%、

聯結車為 0%、機車為 0%。 

步驟 7：調整設計服務水準，本範例採用預設服務水準 C。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8.4-3 及圖 8.4-4

所示。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 2,211 vph，V/C 值 0.61，服務水準

D 級，畫面中顯示「服務水準運算結果低於設定的服務水準，請重新設

定車道數」建議，因此回到分析工作表中，將單向車道數修改為 3，則

V/C 值降低為 0.4，服務水準 C 級，才符合設計階段目標之服務水準。此

分析輸入畫面如圖 8.4-5 所示。 

本程式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詳如表 8.4-2，兩者除進位數外，結果完全

相同，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C 級。 

 

表 8.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單向設計車道數 2 
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

需求流率(SF) 
2,211vph 2,211vph 

V/C 值 0.613 0.61 

服務水準 D 級 D 級 

單向設計車道數 3 

設計小時尖峰 15 分鐘

需求流率(SF) 
2,211vph 2,211vph 

V/C 值 0.408 0.41 

服務水準 C 級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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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3  市區地下道路手冊例題 2 輸入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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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4  市區地下道路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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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5  市區地下道路手冊例題 2 輸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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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九章  多車道郊區公路 

9.1  操作流程 

多車道郊區公路的容量分析分為運轉分析、規劃及設計分析兩種。運轉分析

是針對現有或未來預期的道路幾何與交通狀況下，評估交通設施服務績效的一種

方法。規劃及設計分析是將預測的交通需求與現有的幾何設計標準及所希望的服

務所準相結合，以計算路段所需要的車道數。圖 9.1-1 是運轉分析的操作程序，

圖 9.1-2 是規劃設計分析的操作程序。 

 

 
 

圖 9.1-1  多車道郊區公路運轉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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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2  多車道郊區公路規劃及設計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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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操作說明 

9.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多車道郊區公路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

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多車道郊區公路分析，如

圖 9.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多車道公路分析程

式的圖示，如圖 9.2-2、圖 9.2-3 所示。 

 

圖 9.2-1  多車道郊區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9.2-2  多車道郊區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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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3  多車道郊區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9.2.2  分析型態選擇  

在操作流程中已經說明了分析型態的差異，分析型態有「運轉分析」、「規

劃及設計分析」兩項，如圖 9.2-4。 

 

圖 9.2-4  多車道郊區公路分析型態選擇 

 
 

9.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所以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

工作群組之詳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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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

無關，可以省略，如圖 9.2-5。 

 

圖 9.2-5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公路名稱：分析公路的名稱或編號。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5 項輸入欄位、3 個下拉選單、1 個勾選標記及 1

項顯示標記，如圖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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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6  運轉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設置混合車道：若設置有混合車道即勾選本欄位。 

2.單向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單方向的車道數，預設值 2，微調鍵

調整值 1。 

3.快車道寬度：屬輸入參數，分析公路之快車道寬度，欄位值改變同樣

會影響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值，預設值 3.5，微調鍵調整

值 0.01。 

4.混合車道寬度：屬輸入參數，分析公路之快車道寬度，欄位值改變同

樣會影響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值，預設值 3.5，微調鍵調

整值 0.01。 

5.橫向淨距：屬輸入參數，輸入路線的外側路肩寬度，欄位值改變會影

響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值，預設值 1.2，微調鍵調整值 0.1。 

6.障礙物型態：屬輸入參數，利用下拉選單選擇障礙物設置係雙邊或單

邊，預設單邊。 

7.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用以衡量車道寬及橫向淨距對公路容量的影

響程度，為顯示欄位。 

8.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60，下拉選單

中有 50、60、70、80 與 90 可供選擇。 

9.地形：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地形，下拉選單供選擇平坦路段、單

一坡度路段或連續坡度路段，預設為平坦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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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流率群組，2 個輸入欄位與 4 個顯示標記，如圖 9.2-7。 

 

圖 9.2-7  運轉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尖峰小時需求流率(Q60)：屬輸入參數，單方向小時各車道、各車種的

流量加總，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作分

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

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流率的各車種之加

總車輛數，為顯示參數。  

4.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將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換

算為以小客車為單位，為顯示參數。  

5.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流率的各車種

之加總車輛數，為顯示參數。  

6. 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將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

流率換算為以小客車為單位，為顯示參數。 

(四) 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共計 6 個輸入資料欄位以及車輛數與

百分比切換按鈕，如圖 9.2-8。 

 

圖 9.2-8  運轉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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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客車當量(Ei)：屬可調參數，將車種分為小型車、大型車及機車等

3 類，當量依手冊建議值分別預設為 1、2.2、0.36，使用者亦可自行

輸入調查值，微調鍵調整值 0.1。 

2.車輛數/百分比：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各車種比例，預設以百分比為

單位，比例為小型車 60、大型車 10、機車 30，微調鍵調整值 1。使

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輸入車輛車流中小型車車輛數，各

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五) 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群組，共有 6 個輸入欄位及 3 顯示標記，如圖 9.2-9。 

 

圖 9.2-9  運轉分析-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群組 

1.小型車：屬輸入參數，小型車分布於快車道與混合車道的比例，預設

以百分比為單位，比例為快車道 40、混合車道 60，微調鍵調整值 1。

使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分別輸入小型車行駛快車道與混

合車道的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2.大型車：屬輸入參數，大型車分布於快車道與混合車道的比例，預設

以百分比為單位，比例為快車道 40、混合車道 60，微調鍵調整值 1。

使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分別輸入大型車行駛快車道與混

合車道的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3.機車：屬輸入參數，機車分布於快車道與混合車道的比例，預設以百

分比為單位，比例為快車道 40、混合車道 60，微調鍵調整值 1。使

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分別輸入機車行駛快車道與混合車

道的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六)各車道車種組成比例群組，共有 6 顯示標記，如圖 9.2-10。 

 

圖 9.2-10  運轉分析-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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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車道：屬顯示參數，小型車、大型車及機車分布在快車道上的比例。 

2.混合車道：屬顯示參數，小型車、大型車及機車分布在混合車道上的

比例。 

(七)坡度路段資料設定群組，共計 1個輸入欄位與 1個表格捲軸，如圖 9.2-11。 

 

圖 9.2-11  運轉分析-坡度路段資料設定群組 

 
1.直線坡段數：屬輸入參數，選擇連續坡度路段後，坡段數欄位才會呈

作用狀態，坡段數可利用微調鍵微調數值 1。下方表格捲軸將依照輸

入之坡段數，顯示可供輸入每一坡段資料之視窗。 

2.直線坡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度值是以百分比計算，預設值 2。 

3.直線長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段之長度，長度值以公尺為單位，預

設值 400。 

4.自由速率：屬顯示參數，坡度路段之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5.平均自由速率：屬顯示參數，坡度路段之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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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17 項顯示標記，如圖 9.2-12。 

 

圖 9.2-12  運轉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尖峰 15 分鐘當量小車流率：以尖峰 15 分鐘為單位，換算為小時流量

的小車流率。 

2.坡度起點自由速率(Vf)：顯示坡度起點快車道及混合車道之自由速率。 

3.坡度路段自由速率(Vg)：顯示坡度路段快車道及混合車道之自由速

率。 

4.下降速率：坡度起點自由速率減坡度路段自由速率，即為下降速率。 

5.容量減少量：由下降速率查圖 11-7 所得之容量減少量。 

6.基本容量：顯示快車道及混合車道之基本容量。 

7.流量/容量比(V/C)：對等小車流率與容量的比值。 

8.服務水準(LOS)：將流量/容量比(V/C)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9.單方向容量：顯示單方向快車道及混合車道的容量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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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

無關，可以省略，如圖 9.2-13。 

 

圖 9.2-13  規劃及設計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公路名稱：分析公路的名稱或編號。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5 項輸入欄位、3 個下拉選單、1 個勾選標記及 1

項顯示標記，如圖 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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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14  規劃及設計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設置混合車道：若設置有混合車道即勾選本欄位。 

2.單向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單方向的車道數，預設值 2，微調鍵

調整值 1。 

3.快車道寬度：屬輸入參數，分析公路之快車道寬度，欄位值改變同樣

會影響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值，預設值 3.5，微調鍵調整

值 0.01。 

4.混合車道寬度：屬輸入參數，分析公路之快車道寬度，欄位值改變同

樣會影響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值，預設值 3.5，微調鍵調

整值 0.01。 

5.橫向淨距：屬輸入參數，輸入路線的外側路肩寬度，欄位值改變會影

響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值，預設值 1.2，微調鍵調整值 0.1。 

6.障礙物型態：屬輸入參數，利用下拉選單選擇障礙物設置係雙邊或單

邊，預設單邊。 

7.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用以衡量車道寬及橫向淨距對公路容量的影

響程度，為顯示欄位。 

8.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60，下拉選單

中有 50、60、70、80 與 90 可供選擇。 

9.地形：屬輸入參數，使用者可選擇分析公路為平坦地區或坡度路段。 

(三)預設的服務水準，為使用者欲達之設計標準，可利用下拉選單選擇，同

時確定了 V/C 之上限值，如圖 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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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15  規劃及設計分析-預設的服務水準 

 

(四)需求流率群組，5 個輸入欄位與 4 個顯示標記，如圖 9.2-16。 

 

圖 9.2-16  規劃及設計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設計年平均日流量(ADT)：屬輸入參數，預測或歷史之年平均日交通

量。 

2.設計小時流量係數(K)：屬輸入參數，配合車流方向分布係數將年平

均日交通量轉換為小時流量，預設值 0.08，微調鍵調整值 0.01。 

3.流量方向分布係數(D)：屬輸入參數，配合設計小時流量係數將年平

均日交通量轉換為小時流量，預設值 0.50，微調鍵調整值 0.01。 

4.單向設計小時流量(DDHV)：屬可調參數，單方向小時各車道、各車

種的流量加總，預設值 0。 

5.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作分

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

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6.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流率的各車種之加

總車輛數，為顯示參數。  

7.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將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換

算為以小客車為單位，為顯示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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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流率的各車種

之加總車輛數，為顯示參數。  

9.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將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

率換算為以小客車為單位，為顯示參數。 

(五) 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共計 6 個輸入資料欄位以及車輛數與

百分比切換按鈕，如圖 9.2-17。 

 

圖 9.2-17  規劃及設計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 

 

1.小客車當量(Ei)：屬可調參數，將車種分為小型車、大型車及機車等

3 類，當量依手冊建議值分別預設為 1、2.2、0.36，使用者亦可自行

輸入調查值，微調鍵調整值 0.1。 

2.車輛數/百分比：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各車種比例，預設以百分比為

單位，比例為小型車 60、大型車 10、機車 30，微調鍵調整值 1。使

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輸入車輛車流中小型車車輛數，各

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六) 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群組，共有6個輸入欄位及3顯示標記，如圖9.2-18。 

 

圖 9.2-18  規劃及設計分析-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群組 

 

1.小型車：屬輸入參數，小型車分布於快車道與混合車道的比例，預設

以百分比為單位，比例為快車道 40、混合車道 60，微調鍵調整值 1。

使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分別輸入小型車行駛快車道與混

合車道的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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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型車：屬輸入參數，大型車分布於快車道與混合車道的比例，預設

以百分比為單位，比例為快車道 40、混合車道 60，微調鍵調整值 1。

使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分別輸入大型車行駛快車道與混

合車道的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3.機車：屬輸入參數，機車分布於快車道與混合車道的比例，預設以百

分比為單位，比例為快車道 40、混合車道 60，微調鍵調整值 1。使

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需分別輸入機車行駛快車道與混合車

道的車輛數，各車種預設值皆為 0，微調鍵調整值 1。 

(七)各車道車種組成比例群組，共有 6 顯示標記，如圖 9.2-19。 

 

圖 9.2-19  規劃及設計分析-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群組 

 

1.快車道：屬顯示參數，小型車、大型車及機車分布在快車道上的比例。 

2.混合車道：屬顯示參數，小型車、大型車及機車分布在混合車道上的

比例。 

(八)坡度路段資料設定群組，共計1個輸入欄位與1個表格捲軸，如圖9.2-20。 

 

圖 9.2-20  規劃及設計分析-坡度路段資料設定群組 

 

1.直線坡段數：屬輸入參數，選擇連續坡度路段後，坡段數欄位才會呈

作用狀態，坡段數可利用微調鍵微調數值 1。下方表格捲軸將依照輸

入之坡段數，顯示可供輸入每一坡段資料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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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線坡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度值是以百分比計算，預設值 2。 

3.直線長度：屬輸入參數，直線坡段之長度，長度值以公尺為單位，預

設值 400。 

4.自由速率：屬顯示參數，坡度路段之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5.平均自由速率：屬顯示參數，坡度路段之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 

(九)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20 項顯示標記，如圖 9.2-21。 

 

圖 9.2-21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小時流量的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 

2.坡度起點自由速率(Vf)：顯示坡度起點快車道及混合車道之自由速率。 

3.坡度路段自由速率(Vg)：顯示坡度路段快車道及混合車道之自由速

率。 

4.下降速率：坡度起點自由速率減坡度路段自由速率，即為下降速率。 

5.容量減少量：由下降速率查圖 11-7 所得之容量減少量。 

6.單車道容量：顯示快車道及混合車道之基本容量。 

7.流量/容量比(V/C)：對等小車流率與容量的比值。 

8.服務水準：將流量/容量比(V/C)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9.單方向容量：顯示單方向快車道及混合車道的容量加總。 

10.結果建議：程式將根據計算結果提出修正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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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操作範例 

「多車道郊區公路」子系統提供 3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

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

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Multilane1.MUL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Multilane2.MUL 

範例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Multilane3.MUL 

 

9.3.1  範例 1：運轉分析  

一、計畫緣起 

近年來，新竹縣政府以「科技、文化、大學城」為發展願景，大力

推動「3 園 4 所」計畫，即新竹科學園區 3 期計畫、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

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等，並引進台大、台科大、交大、清大等 4

所知名高等學府在縣境內設校，配合六家高鐵車站特定區的開發建設，

催生大學城以及低污染的高科技研發園區，建構一個知識經濟的學習型

區域，型塑整體空間新風貌。 

依據近 10 年之人口成長分析，竹北地區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 4.19% 

(臺灣地區同期為 0.6%)，穩居新竹縣內第一。「3 園 4 所」計畫中，包括

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台大、台科大及交大(2

園 3 所)皆規劃於竹北地區，交通建設之發展應配合各項開發計畫迎頭趕

上。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目前為一鑽石型交流道，交流道

之進出匝道與連絡道光明六路，及縣政二路與光明六路形成 3 個連續路

口。竹北地區因快速發展產生大量的交通旅次，尖峰時段交流道鄰近路

口龐大之轉向交通量，造成路口交通服務水準嚴重惡化，車流回堵成為

交通瓶頸。本計畫主要研究範圍見圖 9.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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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1  「竹北交流道改善可行性研究」研究範圍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針對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之改善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作

業。工程範圍南起國道 1 號頭前溪橋段，北至鳳山溪橋，鄰近竹北交流

道之受影響道路為縣政二路及縣道 118 線。 

縣政二路雙向共布設 2 線快車道及 2 線混合車道，平均車道寬 3.5 m，

橫向淨距 2.6m，分隔型態為中央實體分隔，障礙物型態為單邊，地形屬

平坦路段，昏峰時段往北方向交通量為 1,029vph，車種比例小型車為

73%、大型車 2%、機車為 25%，尖峰小時係數 0.92，假設機車、小型車、

大型車使用混合車道的比例分別為 95%、30%、40%。試根據以上條件，

推斷縣政二路之現況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多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勾選設置混合車道，輸入單向設計車道數 2，
快車道寬 3.5m，混合車道寬 3.5m，橫向淨距 2.6 m，障礙物型態

為單邊，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設計小時流量為 1,029 vph，尖峰小時

係數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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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小型車 73%、大型車 2%、機

車 25%。 

步驟 5：輸入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小型車 70%使用快車道、30%使用混

合車道；大型車 60%使用快車道、40%使用混合車道；機車 5%
使用快車道、95%使用混合車道。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9.3-2 及圖 9.3-3 所示。

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 606 pcph，V/C 為 0.32，道路服務水準

A 級；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 362 pcph，V/C 為 0.19，道路

服務水準 A 級。 

 

 
 

圖 9.3-2  多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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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3  多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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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範例 2：規劃設計分析  

一、計畫緣起 

縣道 153 線北起雲林縣麥寮鄉與省道臺 17 濱海公路相交處，沿線行

經雲林縣東勢鄉、四湖鄉，迄於雲林縣北港鎮好收村。本計畫範圍位於

縣道 153 線北段，與新虎尾溪、有才寮大排水溝、馬公厝排水路橫交，

目前大部分路段寬約 8.8 m，惟在省道臺 78 線(台西古坑線)快速道路及臺

17 線、臺 61 線已完工通車之情形下，六輕工業區內工廠生產所需原料與

產品運送衍生的交通及區內員工上、下班通勤，都藉由縣道 153 線以縮

短車程，平時道路服務水準尚可，然於尖峰時間本路段往往形成交通瓶

頸。 

為因應地方民意，公路總局乃積極推動縣道 153 線道路拓寬工程，

期經由本次道路拓寬改善提高縣 153 道路之安全性與舒適性。另由於本

路段沿線風景秀麗，設計階段除考量安全經濟及滿足交通運輸功能外，

更應兼顧景觀美化，融入生態人文與永續發展的概念，使本路段成為具

地域特性之綠色公路，相關工程位置如圖 9.3-4 所示。 

 

圖 9.3-4  「縣道 153 線拓寬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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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概述 

計畫範圍北起雲林縣麥寮鄉與省道臺 17 線相交處，通過省道臺 61

線、新虎尾溪、有才寮大排水溝、馬公厝排水、接至台西古坑快速道路

縣道 153 線交流道止，現況路寬約 8.8m，可勉強維持道路雙向最基本之

通行車道數，未來將以工程方法、規劃適當之斷面、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保留當地景觀，作為本計畫設計時考量之重點。 

縣道 153 線之現況幾何條件為雙向 2 車道，方向流量分配比例為

50/50，地形為平原區，目標年(民國 110 年)平常日單向尖峰小時交通量為

1,283 vph，尖峰小時係數為 0.9，車種比例小型車佔 67%、大型車佔 13%、

機車佔 20%，若將道路拓寬為雙向 4 車道，平均車道寬 4.25 m、橫向淨

距 2.0 m，障礙物型態為單邊，假設機車、小型車、大型車使用混合車道

的比例分別為 95%、30%、40%，拓寬後斷面見圖 9.3-5 所示。試根據以

上條件，推斷此路段拓寬後是否能維持 C 級以上之服務水準。 

 

 

圖 9.3-5  「縣道 153 線拓寬工程」拓寬後斷面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多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勾選設置混合車道，輸入單向設計車道數 2，
快車道寬 4.2m，混合車道寬 4.2m，橫向淨距 2.0 m，障礙物型態

為單邊，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單向設計小時流量為 1,283 vph，尖峰小時

係數 0.9。 

步驟 4：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小型車 67%、大型車 13%、機

車 20%。 

步驟 5：輸入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小型車 70%使用快車道、30%使用混

合車道；大型車 60%使用快車道、40%使用混合車道；機車 5%
使用快車道、95%使用混合車道。 

步驟 6：選擇預設之服務水準為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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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9.3-6 及圖 9.3-7 所示。

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當量小車流率 917 pcph，V/C 為 0.47，道路服務水準

B 級；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當量小車流率 549 pcph，V/C 為 0.28，道路

服務水準 A 級，快車道及混合車道之分析結果皆優於預設之服務水準。 

 
 

 

圖 9.3-6  多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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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7  多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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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範例 3：規劃設計分析  

一、計畫概述 

交通部公路總局每年度皆進行全台之省道、縣道交通量調查，內容

包括各方向道路路面寬度、車道數及寬度、路肩寬度、各車種每日車輛

數以及尖峰小時交通量等資料。 

擷取 98 年度調查之資料如圖 9.3-8 為例，位於高雄縣之省道台 1 線

路段，往北方向布設兩線快車道各 3.5 公尺、1 線混合車道 3.8 公尺，路

肩寬度 0.5 公尺，車種百分比可利用各車種每日車輛數換算，求得小型車

67%、大客車 1%、大貨車 2%、聯結車 1%、機車 29%，雙向合計之車輛

數為 55,968/日，方向係數為 0.51。試根據以上條件，推斷此路段之服務

水準。 

 

圖 9.3-8 省道台 1 線路段交通量資料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多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勾選設置混合車道，輸入單向設計車道數 3，
快車道寬 3.5m，混合車道寬 3.8m，橫向淨距 0.5 m，障礙物型態

為雙邊，其餘資料無須改變。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設計年平均日流量為 55,968 vph，設計流量

小時係數 0.08，硫量方向分布係數 0.51，尖峰小時係數 0.9。 

步驟 4：輸入車種小客車當量及車種比例。小型車 67%、大型車 4%、機

車 29%。 

步驟 5：輸入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小型車 80%使用快車道、20%使用混

合車道；大型車 50%使用快車道、50%使用混合車道；機車 30%
使用快車道、70%使用混合車道。 

步驟 6：選擇預設之服務水準為 C 級。 

 



9-26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9.3-9 及圖 9.3-10 所

示。快車道尖峰 15 分鐘當量小車流率 1,544pcph，V/C 為 0.85，道路服務

水準 D 級；混合車道尖峰 15 分鐘當量小車流率 640 pcph，V/C 為 0.34，

道路服務水準 A 級，其中快車道之分析結果未能滿足設計服務水準。 

 
 

 

圖 9.3-9  多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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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10  多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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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手冊例題 

「多車道郊區公路」子系統在「2011 年台灣公路容量手冊版」中提供 2

個操作例題(11.3.11、11.3.12)，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

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MUL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MUL 

除上述非阻斷性車流之評估例題外，手冊另有號誌路口及幹道容量分析

例題(11.4.3.1~11.4.3.5)，此將於後續號誌化路口子系統軟體改版時一併增訂；

而例題 11.4.7.1~11.4.7.4 為說明 HTSS 模擬程式輸入檔各檔型資料格式之範

例，使用者可至本所網頁(http://thcs.iot.gov.tw:8080/THCS/cht/index.jsp)下載

HTSS_V3.exe 及相關說明檔進行練習。 

 

9.4.1  例題 1：平坦路段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11.3.1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假設一城際

公路在兩號誌化路口之間有一長 5 公里之 4 車道郊區路段，此路段各方

向有一快車道及一混合車道。負責此路段之機構認為有必要分析此路段

中間非阻斷性車流之路段。 

此路段為中央實體分隔，地形平坦，快車道車道寬 3.5m，左右側橫

向淨距 1.2m，行車速限 70 kph。單方向尖峰小時之需求流率為 1,250 vph，

尖峰小時係數為 0.9，其中 35%為機車，59%為小車，6%為大車。95%之

機車使用混合車道，60%之小車使用混合車道，46%之大車使用混合車道。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多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勾選設置混合車道，輸入單向車道數 2，快

車道寬度 3.5 m，混合車道寬度 3.5m，橫向淨距 1.2 m，障礙物

型態選擇雙邊，速限調整至 70 kph，地形選擇平坦路段。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輸入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1,250 vph，尖峰小

時係數 0.9。 

步驟 4：輸入各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資料。輸入小型車 59%、大型

車 6%、機車 35%，各車種小客車當量使用預設值。 

步驟 5：輸入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快車道輸入小型車 40%、大型車 45%、

機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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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5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9.4-1 及圖 9.4-2

所示。混合車道服務水準為 B 級，快車道服務水準為 A 級。本程式的分

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9.4-1，平均速率、容量、V/C 的值由於小

數位數關係而產生些許誤差，最後混合車道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B 級，

快車道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A 級。  

表 9.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混合車道

平均自由速率 69.8 kph 69.8 kph 
容量 1,900 pcph 1,898 pcph 
V/C 0.39 0.4 

服務水準 B 級 B 級 

快車道 

平均自由速率 69.5 kph 69.6 kph 
容量 1,895 pcph 1,896 pcph 
V/C 0.23 0.22 

服務水準 A 級 A 級 

 

圖 9.4-1  郊區多車道公路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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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2  郊區多車道公路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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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例題 2：坡度路段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假設例題 1 之路段改為一長 800 公尺之 5%上坡路段，但其他狀況不

變，則試分析此路段之容量及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多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勾選設置混合車道，輸入單向車道數 2，車

道寬度 3.5m，橫向淨距 1.2m，障礙物型態選擇雙邊，速限調整

至 70kph，地形選擇單一坡度。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輸入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1,250 vph，尖峰小

時係數 0.9。 

步驟 4：輸入各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資料。輸入小型車 59%、大型

車 6%、機車 35%，各車種小客車當量使用預設值。 

步驟 5：輸入各車種車道分布比例。快車道輸入小型車 40%、大型車 45%、

機車 5%。 

步驟 6：輸入直線坡度 5%，直線長度 800m。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9.4-3 及圖 9.4-4

所示。混合車道服務水準為 B 級，快車道服務水準為 A 級。本程式的分

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9.4-2，平均速率相當接近手冊範例的計算

結果，容量、V/C 的值由於手冊使用圖 11-7，程式使用公式 11.13 而產生

些許誤差，最後混合車道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B 級，快車道服務水準同

樣判定為 A 級。  

表 9.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混合車道

平均自由速率 68.3 kph 67.65 kph 
容量 1,821 pcph 1,880 pcph 
V/C 0.41 0.41 

服務水準 B 級 B 級 

快車道 

平均自由速率 65.5 kph 65.42 kph 
容量 1,687 pcph 1,730 pcph 
V/C 0.26 0.24 

服務水準 A 級 A 級 



9-32 

 

 

 

圖 9.4-3  郊區多車道公路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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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4  郊區多車道公路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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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十章  雙車道郊區公路 

10.1  操作流程 

雙車道郊區公路的容量分析分為運轉分析、規劃及設計分析兩種，公路容

量手冊中兩者之分析方法與步驟相似。運轉分析是針對現有或未來預期的道路

幾何與交通狀況下，用以評估設施服務績效。設計分析是將預測的交通需求與現

有的幾何設計標準及希望達到之服務水準相結合，以計算所需道路設施規模。圖

10.1-1 為運轉分析之操作程序，圖 10.1-2 則是規劃及設計分析之操作程序。 

 

圖 10.1-1  雙車道郊區公路運轉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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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2  雙車道郊區公路規劃及設計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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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操作說明 

10.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雙車道公路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

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雙車道郊區公路分析，如圖

10.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雙車道郊區公路分

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10.2-2、圖 10.2-3 所示。 

 

圖 10.2-1  雙車道郊區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0.2-2  雙車道郊區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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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3  雙車道郊區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10.2.2  分析型態選擇  

在操作流程中已經交代了分析型態的差異，分析型態有「運轉分析」和

「規劃及設計分析」兩項，如圖 10.2-4。 

 

圖 10.2-4  雙車道郊區公路分析型態選擇 

 

10.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所以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

工作群組之詳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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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

無關，可以省略，如圖 10.2-5。 

 

圖 10.2-5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公路名稱：分析公路的名稱或編號。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4 個輸入欄位、1 項勾選欄位、2 個顯示標記以及

1 個下拉式選單，如圖 10.2-6。 

 

圖 10.2-6  運轉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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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車道寬：屬輸入參數，公路的車道寬度，如果未設置慢車道，即為

混合車道寬，如果有設置慢車道，即為快車道寬，預設值 3.75，微調

鍵調整值 0.01。 

2.橫向淨距：屬輸入參數，分析路線的外側橫向淨距寬度，預設值 1.8，

微調鍵調整值 0.1。 

3.禁止超車路段百分比：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中禁止超車路段長度佔

分析路段總長度的百分比值。 

4.有無設置機慢車道：如果有設置機(慢)車道，則勾選此欄位。 

5.機慢車道車道寬：屬輸入參數，在有設置機慢車道的狀況下，才浮現

供調整車道寬，預設值 1.5，微調鍵調整值 0.1。 

6.快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1)：屬顯示參數，分析路線的快車

道寬和外側橫向淨距對服務流率的調整係數。 

7.機慢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fw2)：屬顯示參數，分析路線的慢

車道寬和外側橫向淨距對服務流率的調整係數，選擇設置機慢車道後

才浮現。 

8.地形：屬輸入參數，地形有平原區、丘陵區、山嶺區三種地形可供選

擇，不同的地形會影響車種調整因子和坡度調整因子，預設地形是平

原區。 

(三) 車流參數群組，共有 3 個輸入欄位與 2 項顯示標記，如圖 10.2-7。 

 

圖 10.2-7  運轉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雙向尖峰小時流量：屬輸入參數，雙向車道各車種的小時流量加總，

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

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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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SF)：為顯示參數，雙車道公路尖峰 15 分鐘交

通量需求。 

4.方向流量分配比：屬輸入參數，主要分析方向流量佔雙車道小時流量

的比例，預設值為 60，微調鍵調整值 1。 

5.車流方向分布調整因素(fd)：為顯示參數，車流分布越不平均對於服

務水準影響越大。 

(四) 預設的服務水準，計算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因素時，不同的預設服務

水準，會有不同的調整係數，預設 D 級服務水準。與本服務水準相對

之 V/C 比上限列於下方顯示標記，如圖 10.2-8。 

 

圖 10.2-8  運轉分析-預設的服務水準 

 

(五) 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共有 10 個輸入欄位及 1 個顯示標記，

以及車輛數與百分比切換按鈕，如圖 10.2-9。 

 

圖 10.2-9  運轉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 

 

1.小型車之小客車當量：為可調參數，平原區及丘陵區之預設值皆為

1.0，山嶺區則為 1.5。 

2.大客車之小客車當量：為可調參數，大客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

值，預設值隨地形變化作調整，平原區為 2，丘陵區為 3，山嶺區為

5。 

3.大貨車之小客車當量：為可調參數，大貨車於各種地形條件下轉換為

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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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聯結車之小客車當量：為可調參數，聯結車於各種地形條件下轉換為

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 

5.機車之小客車當量：為可調參數，機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

預設值隨地形不同也有不同的設定，參閱公路容量手冊表 12.6。 

6.小型車比例(車輛數)：為輸入參數，車流中小型車(含小客車及小貨車)

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70，微調鍵調整值 1。使用者若按下

「車輛數」按鈕，則需輸入車輛車流中小型車車輛數，預設值 0，微

調鍵調整值 1。 

7.大客車比例(車輛數)：為輸入參數，車流中大客車比例，以百分比為

單位，預設值 5，微調鍵調整值 1。 

8.大貨車比例(車輛數)：為輸入參數，車流中大貨車比例，以百分比為

單位，預設值 10，微調鍵調整值 1。使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

則需輸入車輛車流中大貨車車輛數，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9.聯結車比例(車輛數)：為輸入參數，車流中聯結車比例，以百分比為

單位，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使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

則需輸入車輛車流中聯結車車輛數，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10.機車比例(車輛數)：為輸入參數，車流中機車的比例，以百分比為單

位，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使用者若按下「車輛數」按鈕，則

需輸入車輛車流中機車車輛數，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11.車種調整因素(fhv)：為顯示參數，受到地形變化和非小客車車種比例

的影響。 

(六)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4 項顯示標記，如圖 10.2-10。 

 

圖 10.2-10  運轉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尖峰 15 分鐘服務流率：雙車道公路尖峰 15 分鐘交通量需求。 

2.容量(Ca)：將基本狀況下之容量(2,900 小客車/小時，雙向總和)乘以

各項調整因素得到的值。 

3.流量/容量比(V/C)：對等流量與容量的比值。 

4.服務水準：將流量/容量比(V/C)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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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

無關，可以省略。因內容與運轉分析相似故不再贅述。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4 個輸入欄位、1 個勾選格位、1 個下拉式選單及

2 項顯示標記，如圖 10.2-11。 

 

圖 10.2-11  規劃及設計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快車道寬：屬輸入參數，公路的車道寬度，如果未設置慢車道，即為

混合車道寬，如果有設置慢車道，則為快車道寬，預設值 3.75，微調

鍵調整值 0.01。 

2.橫向淨距：屬輸入參數，分析路線的外側橫向淨距寬度，預設值 1.8，

微調鍵調整值 0.1。 

3.禁止超車路段百分比：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中禁止超車路段長度佔

分析路段總長度的百分比值。 

4.有無設置機慢車道：屬輸入參數，如果有劃設機(慢)車道，則勾選此

欄位。 

5.機慢車道寬(W)：屬輸入參數，在有設置機慢車道的狀況下，才浮現

供調整車道寬，預設值 1.5，微調鍵調整值 0.1。 

6.快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係數(fw1)：屬顯示參數，分析路線的快車

道寬和外側橫向淨距對服務流率的調整係數。 

7.機慢車道寬及橫向淨距調整係數(fw2)：屬顯示參數，分析路線的慢

車道寬和外側橫向淨距對服務流率的調整係數，選擇設置機慢車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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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浮現。 

8.地形：屬輸入參數，地形有平原區、丘陵區、山嶺區三種地形可供選

擇，不同的地形會影響車種調整因子和坡度調整因子，預設地形是平

原。 

(三) 需求流率群組，共有 5 個輸入欄位和 2 項顯示標記，如圖 10.2-12。 

 

圖 10.2-12  規劃及設計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設計年平均日流量(ADT)：屬輸入參數，預測之設計年平均每日流量

(輛)。 

2.設計小時流量係數(K)：屬輸入參數，市郊值介於 0.08 至 0.12 之間，

而城際則為 0.12~0.15 之間。 

3.雙向設計小時總流量(DHV)：屬可調參數，平均日流量與流量係數相

乘後得雙向設計小時總流量。 

4.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進行

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

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5.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SF)：雙車道公路尖峰 15 分鐘交通量需求，為

顯示參數。 

6.方向流量分配比例：屬輸入參數，主要分析方向流量佔雙車道小時流

量的比例，預設值為 60，與後方數字相加和為 100，微調鍵調整值 1。 

7.車流方向分布調整因素(fd)：為顯示參數，車流分布越不平均對於服

務水準影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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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設的服務水準：本群組與運轉分析完全相同，故不再贅述，如圖

10.2-13。 

 

圖 10.2-13  規劃及設計分析-預設的服務水準 

 

(五) 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共有 10 個輸入欄位及 1 個顯示標記，

如圖 10.2-14。本群組與運轉分析完全相同，故不再贅述。 

 

圖 10.2-14  規劃及設計分析-車種小客車當量&車種比例群組  

 

(六)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4 個顯示標記，如圖 10.2-15。 

 

圖 10.2-15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尖峰 15 分鐘服務流率：雙車道公路尖峰 15 分鐘交通量需求。 

2.容量(Ca)：將基本狀況下之容量(2,900 小客車/小時，雙向總和)乘以

各項調整因素得到的值。 

3.流量/容量比(V/C)：對等流量與容量的比值。 

4.服務水準(LOS)：將流量/容量比(V/C)查表後得到服務水準。 

5.結果建議：程式將根據計算結果提出修正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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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操作範例 

「雙車道郊區公路」子系統提供 3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

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

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Twolane1.TWL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Twolane2.TWL 

範例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Twolane3.TWL 

 

10.3.1  範例 1：運轉分析  

一、緣起目的 

縣道 153 線北起雲林縣麥寮鄉與省道臺 17 濱海公路相交處，沿線行

經雲林縣東勢鄉、四湖鄉，迄於雲林縣北港鎮好收村。本計畫範圍位於

縣道 153 線北段，與新虎尾溪、有才寮大排水溝、馬公厝排水路橫交，

目前大部分路段寬約 8.8 m，惟在省道臺 78 線(台西古坑線)快速道路及臺

17 線、臺 61 線已完工通車之情形下，六輕工業區內工廠生產所需原料與

產品運送衍生的交通及區內員工上、下班通勤，都藉由縣道 153 線以縮

短車程，平時道路服務水準尚可，然於尖峰時間本路段往往形成交通瓶

頸。 

為因應地方民意，公路總局乃積極推動縣道 153 線道路拓寬工程，

期經由本次道路拓寬改善提高縣 153 道路之安全性與舒適性。另由於本

路段沿線風景秀麗，設計階段除考量安全經濟及滿足交通運輸功能外，

更應兼顧景觀美化，融入生態人文與永續發展的概念，使本路段成為具

地域特性之綠色公路，相關工程位置如圖 10.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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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1  「縣道 153 線拓寬工程」位置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計畫範圍北起雲林縣麥寮鄉與省道臺 17 線相交處，通過省道臺 61

線、新虎尾溪、有才寮大排水溝、馬公厝排水、接至台西古坑快速道路

縣道 153 線交流道止，現況路寬約 8.8m，可勉強維持道路雙向最基本之

通行車道數，未來將以工程方法、規劃適當之斷面、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保留當地景觀，作為本計畫設計時考量之重點。 

縣道 153 線之現況幾何條件為雙向 2 車道，中央標線分隔，車道寬

4m，橫向淨距 0.4 m，尖峰小時流率 0.9，方向流量分配比例為 50/50，地

形為平原區，目標年(民國 110 年)平常日雙向尖峰小時交通量為 1,283 

vph，車種比例小型車佔 67%、大客車佔 5%、聯結車佔 8%、機車佔 20%，

拓寬前斷面見圖 10.3-2 所示。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服務水準。 

 

 

圖 10.3-2  「縣道 153 線拓寬工程」拓寬前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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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雙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快車道寬 4.0 m，橫向淨距 0.4 m，禁止超車

路段 0%，地形為平原區。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流量為 1,283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方向

流量分配比例調整為 50/50。 

步驟 4：選擇預設的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 級。 

步驟 5：輸入車種調整因素參數。車種比例小型車 67%、大客車 5%、大

貨車 0%、聯結車 8%、機車 20%。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0.3-3 及圖 10.3-4 所

示。尖峰 15 分鐘服務流率 1,426 pcph，V/C 為 0.69，道路服務水準 E 級。 

 

 

圖 10.3-3  雙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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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4  雙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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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範例 2：運轉分析  

一、緣起目的 

省道臺 27 線為聯繫高雄縣荖濃、新發及屏東大津、高樹、鹽埔、九

如及長治之重要道路，現況路寬 4~6 公尺，道路服務水準不甚理想，近

年來更因茂林國家風景區開發與荖濃溪泛舟活動，帶來大量之假日休憩

旅次，使本路段交通更形擁擠，為解決交通運輸能量不足問題，政府乃

積極推動省道臺 27 線拓寬工程，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10.3-5 所示。 

 

 

圖 10.3-5  「省道臺 27 線拓寬工程」位置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拓寬改善路段分為兩大段，全長 37.3 公里。北段起自高雄縣水冬瓜

至高、屏縣界之屏東大津，全長 21.94 公里；南段起自屏東縣泰山至屏東

縣海豐，長約 10.16 公里，而鹽埔另闢外環線 5.2 公里。 

以「興隆~大津」段為例，其車道寬 2.7m，橫向淨距 0.5 m，目標年(民

國 110 年)平常日雙向尖峰小時流量為 852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5，地形

為山嶺區，方向流量分配比例為 50/50，車種比例小型車佔 52%、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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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1%、大貨車佔 2%、機車佔 45%，車道配置斷面可見圖 10.3-6 所示。

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服務水準。 

 

 

圖 10.3-6  「省道臺 27 線拓寬工程」拓寬前斷面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雙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快車道寬 2.7m，橫向淨距 0.5 m，禁止超車

路段 0%，地形變更為山嶺區。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雙向尖峰小時流量為 852 vph，尖峰小時係

數 0.95，方向流量分配比例輸入 50。 

步驟 4：選擇預設的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 級。 

步驟 5：輸入車種比例資料。小型車 52%、大客車 1%、大貨車 2%、聯

結車 0%、機車 45%。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0.3-7 及圖 10.3-8 所

示。尖峰 15 分鐘服務流率 897 pcph，V/C 為 0.75，道路服務水準 E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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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7  雙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2 輸入圖 

 

圖 10.3-8  雙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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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範例 3：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緣起目的 

省道臺 27 線為聯繫高雄縣荖濃、新發及屏東大津、高樹、鹽埔、九

如及長治之重要道路，現況路寬 4~6 公尺，道路服務水準不甚理想，近

年來更因茂林國家風景區開發與荖濃溪泛舟活動，帶來大量之假日休憩

旅次，使本路段交通更形擁擠，為解決交通運輸能量不足問題，政府乃

積極推動省道臺 27 線拓寬工程，相關工程位置見圖 10.3-5 所示。 

二、計畫概述 

拓寬改善路段分為兩大段，全長 37.3 公里。北段起自高雄縣水冬瓜

至高、屏縣界之屏東大津，全長 21.94 公里；南段起自屏東縣泰山至屏東

縣海豐，長約 10.16 公里，而鹽埔另闢外環線 5.2 公里。 

以「興隆~大津」段為例，其車道寬 2.7m，橫向淨距 0.5 m，目標年(民

國 110 年)平常日雙向尖峰小時流量為 852 vph，尖峰小時係數 0.95，地形

為山嶺區，方向流量分配比例為 50/50，車種比例小型車佔 52%、大客車

佔 1%、大貨車佔 2%、機車佔 45%，試以「內車道最少需維持 D 級服務

水準」以及「橫向淨距拓寬為 1.2 公尺」之條件，試算本路段拓寬為 3.5

公尺後是否可維持 D 級之服務水準，拓寬後車道斷面配置如圖 10.3-9 所

示。 

 

 

圖 10.3-9  「省道臺 27 線拓寬工程」拓寬後斷面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雙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快車道寬 3.5 m，橫向淨距 1.2 m，禁止超車

路段 0%，地形變更為山嶺區。 

步驟 3：輸入需求流率資料。雙向設計小時流量為 852 vph，設計小時流

量係數 0.08，尖峰小時係數 0.95，方向流量分配比例輸入 50。 

步驟 4：選擇預設的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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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輸入車種比例資料。小型車 52%、大客車 1%、大貨車 2%、聯

結車 0%、機車 45%。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0.3-10 及圖 10.3-11

所示。尖峰 15 分鐘服務流率 897 pcph，V/C 為 0.51，道路服務水準 D 級。 

 

 

 

 

圖 10.3-10  雙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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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11  雙車道郊區公路範例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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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手冊例題 

「雙車道郊區公路」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 個

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

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TWL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TWL 

 

10.4.1  例題 1：有慢車道的規劃設計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12.9.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擬在郊區設

置一雙車道公路，其快車道寬 3.75m，慢車道寬 2m，慢車道距路邊障礙

物之橫向淨距為 2m。此公路在平原區，其禁止超車路段約佔 40%。預測

之尖峰小時雙向流量為 2,400 vph 其中機車佔 30%，大貨車佔 15%，其餘

的 55%為小型車。尖峰小時係數為 0.9，車流之方向分布為 60/40。試問

此公路是否能提供 C 級之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雙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狀況。輸入快車道寬 3.75m，橫向淨距寬 2.0m，禁

止超車路段 40%。 

步驟 3：勾選設置機慢車道，輸入機慢車道寬 2。 

步驟 4：選擇地形為平原區。 

步驟 5：輸入需求流率資料。輸入雙向設計小時流量 2,400 vph，尖峰小

時係數 0.9，方向流量分配比例填入 60%。 

步驟 6：輸入各車種小客車當量。小型車輸入 1.0、大貨車輸入 2.0、機車

輸入 0.5。 

步驟 7：輸入車種比例。小型車輸入 55%、大貨車輸入 15%、機車輸入

30%。 

步驟 8：調整預設服務水準至 C 級。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0.4-1 及圖 10.4-2

所示。快車道 V/C 為 0.84，服務水準 E 級，慢車道 V/C 為 0.19，服務水

準 A 級，程式並建議使用者因服務水準不符合設計要求，故應修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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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設計或改設置多車道郊區公路。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0.4-1，快車道的服務水準

為 E 級，與手冊的分析結果相同。慢車道的 V/C 與服務水準判定與手冊

完全相符，服務水準為 A 級。 

表 10.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車道型態 快車道 慢車道 快車道 慢車道 

V/C 0.83 0.19 0.84 0.19 

服務水準 E 級 A 級 E 級 A 級 

 

 

圖 10.4-1  雙車道郊區公路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10-24 

 

圖 10.4-2  雙車道郊區公路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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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例題 2：無慢車道的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若例題 1 之雙車道公路無設置機慢車道，而且尖峰小時之雙向流量

為 2,000 vph，此公路之服務水準為何？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雙車道郊區公路」子系

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狀況。輸入快車道寬 3.75m，橫向淨距寬 2.0m，禁

止超車路段 40%。 

步驟 3：選擇地形為平原區。 

步驟 4：輸入需求流率資料。輸入雙向設計小時流量 2,000vph，尖峰小時

係數 0.9，方向流量分配比例填入 60%。 

步驟 5：輸入各車種小客車當量。小型車輸入 1.0、大貨車輸入 2.0、機車

輸入 0.5。 

步驟 6：輸入車種比例。小型車輸入 55%、大貨車輸入 15%、機車輸入

30%。 

步驟 7：調整預設服務水準至 C 級。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0.4-3 及圖 10.4-4

所示。V/C 為 0.82，服務水準 E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0.4-2，V/C 與服務水準判

定與手冊完全相符，服務水準為 E 級。 

表 10.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車道型態 快車道 慢車道 快車道 慢車道 

V/C 0.82 - 0.82 - 

服務水準 E 級 - E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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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3  雙車道郊區公路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圖 10.4-4  雙車道郊區公路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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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十一章  號誌化交叉路口 

11.1  操作流程 

號誌化路口是指影響市區及郊區道路容量及服務水準之主要設施，本系

統適用之時機在於分析市區之獨立號誌化路口，分析對象限於包含無衝突車

道、衝突左轉專用車道之路口，其他有衝突車流之路口則不適用此系統，建

議使用第 18 章「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圖 11.1-1 為分析模式的操作流程。 

 

 
 

圖 11.1-1  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模式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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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操作說明 

11.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

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號誌化路口分析，如圖

11.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號誌化交叉路口分

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11.2-2、圖 11.2-3 所示。 

 

圖 11.2-1  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1.2-2  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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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11.2.2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項輸入欄位，為輔助使用者記憶之

用，可省略填寫並不影響分析結果，如圖 11.2-4。 

 

圖 11.2-4  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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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6.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7.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8.東西向街道名：分析路口中東西走向道路名稱。 

9.南北向街道名：分析路口中南北走向道路名稱。 

二、地區型態選擇群組，共有 3 個下拉選單，如圖 11.2-5。 

 

圖 11.2-5  地區型態選擇群組 

 

1.所在都市：根據臺灣地區之調查資料，交叉口所處地點將影響疏解

率，使用者可利用下拉選單選擇號誌化交叉路口所在城市。 

2.號誌控制方式：包括定時號誌、觸動號誌、非觸動號誌；獨立路口、

連鎖路口，不同的號誌控制型態會影響車流續進及號誌控制相關調整

因素。 

三、時相設定群組，預設有 2 個選擇按鈕、7 項輸入欄位、1 個下拉式選單、

1 個勾選格位、1 個顯示欄位和 12 個按鍵，最多可輸入 8 個時相號誌群，

如圖 11.2-6。 

 

圖 11.2-6  時相設定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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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訂時相/常用時相：屬輸入參數，使用者選擇欲自訂時相或是採用

程式預設的常用時相。 

2.常用時相：屬可調參數，共有簡單二時相(NS)、簡單二時相(EW)、

左轉保護三時相(NS)、左轉保護三時相(EW) 、左轉保護四時相

(NS)、左轉保護四時相(EW)供使用者選擇，選擇常用時相後將自動

產生時相型態圖。 

3.時相數：屬輸入參數，單一路口最多可輸入 8 個時相，每個時相允許

的流動將以圖形顯示，預設 2 時相。 

4.行人專用時相設置：屬輸入參數，選擇是否設置行人專用時相。 

5.週期：屬顯示參數，使用者輸入各時相之綠燈、黃燈、紅燈後，程式

將自行加總並顯示於週期欄位。 

6.時相輸入按鍵：時相需依照順序輸入。本群組左方提供每個方向左

轉、直行、右轉三個車流操作方向的按鍵，垂直交叉方向則有紅燈右

轉的操作方向按鍵。第一次點選按鍵會出現藍色的箭頭，第二次點選

表示取消，可重新輸入。藍色箭頭表示允許車流行進的方向。 

7.時相長度：黃燈及紅燈時間各時相相同，預設各 0 秒鐘。每個時相之

綠燈時間則需分別輸入，預設值為 0。週期時間將於各時相燈號時間

輸入完畢後自動加總。 

四、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群組，共有東向、西向、南向、北向 4 個標籤頁，

每個標籤頁中最多包含 53 項輸入欄位，31 個勾選格位，7 個設定按鈕

以及 7 個顯示欄位，如圖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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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7  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群組 

 

1.中央分隔型式：屬輸入參數，選擇是否設置中央實體分隔島。 

2.快慢分隔型式：屬輸入參數，選擇是否設置快慢實體分隔島，設置與

否將影響分析車道的類型。勾選設置快慢實體分隔，則「道路幾何設

計與流量」群組將分為快車道與慢車道兩大類；若無設置快慢實體分

隔，「道路幾何設計與流量」群組將不會出現快慢車道分類，如圖

11.2-8 及圖 11.2-9。 

 

圖 11.2-8  有快慢車道實體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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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9  無快慢車道實體分隔 

 

3.坡度：屬輸入參數，表示此行車方向的路段坡度。坡度值是以百分比

計算，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4.車道數：屬輸入參數，使用者輸入欲分析路段上各個車道類型的車道

數，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5.車道寬(m)：屬輸入參數，使用者輸入各個車道類型的車道寬度，預

設值 2.0，微調鍵調整值 0.1。 

6.車道類型：屬顯示參數，分類原則依據「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

手冊修定版」第 13 章中 P.13-9，將車道分為 8 種類型。 

7.流量設定：點選「設定」鈕後，即彈跳出流量輸入視窗，利用「車輛

數」、「百分比」兩個按鈕切換欲輸入的資料型態。使用者除需輸入

PHF(尖峰小時流量係數)外，並可選擇直接輸入各車種(機車、小車、

大車)不同方向(左轉、直行、右轉)的車輛數，或是輸入各車種不同方

向之流量百分比與總車輛數，如圖 11.2-10。 

 

圖 11.2-10  流量輸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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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緊鄰公車專用道：屬輸入參數，選擇此車道是否緊臨公車專用道。 

9.公車停靠：屬輸入參數，選擇此車道之右側是否有設置公車停靠站。 

10.離路口距離(m)：屬輸入參數，使用者輸入公車站位與交叉口的距離，

預設值 0，且為不可輸入，當使用者勾選「有公車停靠」時，此欄位

將變為可輸入。 

11.公車頻率(vph)：為輸入參數，表示此公車站位 1 小時中到達的公車車

輛數，預設值 0，且為不可輸入，當使用者勾選「有公車停靠」時，

此欄位將變為可輸入。 

12.路旁停車：屬輸入參數，選擇此車道旁是否有路邊停車格。 

13.停車操作率(vph)：屬輸入參數，表示路旁停車格每小時停放的車輛

數，預設值 0。 

14.行人衝突：屬輸入參數，勾選車輛紓解是否受到行人干擾。 

15.行人衝突數(pph)：屬輸入參數，表示每小時進入路口的衝突行人數，

預設值 0。以往東方向車流為例，其右轉車道的行人衝突數為南側之

東西向行人穿越線上，每小時行人通過之數量。 

16.轉角儲存車數(v)：屬輸入參數，路口轉角可儲存的小車車輛數，預設

值 0。 

17.車隊到達型態：屬入參數，使用者可利用下拉式選單選擇，手冊將車

隊到達型態分為 6 種類型，各類型代表意義敘述如下。 

型態 1：此為相當密集車隊到達型態，超過 80%的車輛在紅燈開始時

到達路口，此型態代表車隊續進品質很差之狀況。 

型態 2：此為中度密集車隊到達型態，40%~80%車輛在紅燈時段陸續

到達路口，此型態代表車隊續進品質不良之狀況。 

型態 3：此為隨機到達型態，通常存在於獨立交叉路口。集結在車隊

中的車輛在 40%以下。 

型態 4：此為中度密集車隊到達型態，40%~80%的車輛在綠燈中陸續

抵達路口，表示車隊續進品質良好。 

型態 5：此為相當密集之車隊到達型態，超過 80%的車隊在綠燈時段

開始時到達路口，車隊續進品質非常良好。 

型態 6：此為車流續進品質特優之到達型態，相當密集之車隊可通過

數個交叉路口而不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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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機車停等區：屬輸入參數，選擇混合車道上是否有設置機車停等區。 

19.寬度(m)：屬輸入參數，停等區在分析車道上之寬度，設定為分析車

道之寬度，預設值 0。 

20.深度(m)：屬輸入參數，停等區之縱深，預設值 0。 

21.佔用比例(%)：屬輸入參數，停等區面積被停等機車佔用之比例，預

設值 0。 

 

五、分析結果群組，共有東向、西向、南向、北向 4 個標籤頁，每個標籤

頁中又依據該分析路段是否設置快慢分隔島而有不同的車道類型，如圖

11.2-11 及圖 11.2-12。 

 

圖 11.2-11  分析結果群組(有設置快慢車道實體分隔) 

 



11-10 

 

圖 11.2-12  分析結果群組(無設置快慢車道實體分隔) 

 

1.Ng：各個車道類型在有效時相長度下所能紓解的車輛數。 

2.Fv：車種及行進方向調整因素，以直行小車為基準時，其他車輛及其

行進方向對於該車道容量的調整因素。 

3.Fg：坡度調整因素，路線上、下坡對於車流紓解率的調整因素。 

4.Fb：公車調整因素，公車靠站時若佔用車道，對於該車道容量的調整

因素。 

5.Fs：路邊停車調整因素，停靠路旁之車輛進出停車位時對於車道容量

的調整因素。 

6.Fp：衝突行人調整因素，在沒有行人專用時相的號誌化路口，左轉或

右轉車流受到行人進入路口影響的調整因素。 

7.G：有效時相長度，為綠燈時段長度加上綠燈結束後停等車輛繼續紓

解之時間。 

8.車道容量：各類型車道的容量值。 

9.V/C：車道流量(V)與容量(C)的比值。 

10.車隊比：依據到達型態對照手冊中第 13 章表 13.15 所得到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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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延滯調整因素：依據車流續進及號誌控制種類等參數所求出的延滯調

整值。 

12.車道群延滯：表示不同車道的延滯。 

13.車道群服務水準：表示不同車道的服務水準，將車道群延滯值查手冊

中第 13 章，表 13.7 後得到服務水準。 

14.(東向)路口延滯：表示不同行車方向之路口延滯。 

15.(東向)路口服務水準：表示不同行車方向的路口服務水準。利用路口

延滯值衡量路口服務水準。 

16.交叉路口延滯：使用路口延滯的計算公式，但是將 di 換為路口延滯

值，vi 換為路口的調整流量，可以得到交叉路口延滯。 

17.路口服務水準：以交叉路口延滯值衡量交叉路口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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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操作範例 

「號誌化交叉路口」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

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

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INTERSECTION1.SIC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INTERSECTION2.SIC 

 

11.3.1  範例 1 

一、緣起目的 

號誌化路口的績效對於都會區之空氣污染、經濟及其他活動影響甚

鉅，其運轉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包括號誌控制策略、交通狀況、駕駛人

行為、路口幾何設計及槽化設計等因素。 

 

二、計畫概述 

臺北市八德路與敦化北路交叉路口為二時相之獨立路口定時號誌，

其位置見圖 11.3-1 所示。時相一為東、西向直行、右轉，綠燈時間 98 秒、

黃燈 4 秒、全紅 3 秒；時相二為南、北向直行、右轉，綠燈時間 88 秒、

黃燈 4 秒、全紅 3 秒，週期共 200 秒。往北方向中央及快慢皆為實體分

隔，車道寬 3.5m。車道配置由內至外依序為 2 直行快車道、2 直行慢車

道以及 1 右轉慢車道，其流量分布如表 11.3-1 所示。試依據上述條件，

並假設車隊到達型態為隨機，評估此方向路口服務水準。 

 

圖 11.3-1  八德路與敦化北路交叉路口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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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1  範例 1 車流量分布表 

 直行快車道 直行慢車道 右轉慢車道 
機車車輛數 0 1,288 129 
小型車車輛數 850 609 354 
大型車車輛數 8 97 16 

PHF 0.83 0.83 0.83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路口」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臺北，路口控制型態為定時控制之獨立路

口號誌。 

步驟 3：設定時相，輸入時相數 2。選擇Φ1，點選東向直行、右轉及西向直

行、右轉，輸入綠燈 98 秒、黃燈 4 秒、全紅 3 秒；選擇Φ2，點選南

向直行、右轉及北向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88 秒、黃燈 4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北向↑」。 

步驟 5：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及快慢實體分隔。  

步驟 6：輸入快車道直行車道數 2、車道寬 3.5m；慢車道直行車道數 2、車道

寬 3.5m；慢車道右轉車道數 1、車道寬 3.5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快車道直行流量設定鈕，輸入 PHF0.83、直行機車 0

輛、小車 850 輛、大車 8 輛；點選慢車道直行流量設定鈕，輸入

PHF0.83、直行機車 1288 輛、小車 609 輛、大車 97 輛；點選慢車道

右轉流量設定鈕，輸入 PHF0.83、右轉機車 129 輛、小車 354 輛、大

車 16 輛。 

步驟 8：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到達)。 

步驟 9：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9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3-2 及圖 11.3-3 所示。

直行快車道容量 848 vph，V/C 值 0.61，車道延滯 32.0 sec/veh，服務水準 C 級、

直行慢車道容量 1,207 vph，車道延滯 60.1 sec/veh，V/C 值 0.996，服務水準 E

級、右轉慢車道容量 893 vph，V/C 值 0.674，車道延滯 33.8 sec/veh，服務水

準 C 級；北向路口延滯 49.0 sec/veh，服務水準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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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2  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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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3  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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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範例 2 

一、計畫概述 

高雄縣大寮鄉過溪路與鳳林二路交叉路口為二時相之獨立路口定時

號誌，其位置見圖 11.3-4 所示。時相一為南向直行、左轉及北向直行、

右轉，綠燈時間 57 秒、黃燈 4 秒、全紅 3 秒；時相二為西向右轉、左轉，

綠燈時間 19 秒、黃燈 4 秒、全紅 3 秒，週期共 90 秒。往西方向中央及

快慢皆無實體分隔，車道寬 3.5m，無設置機車代轉區，車道配置為 1 右

轉車道及 1 左轉車道；往北方向中央有實體分隔，車道寬 3.5m，無設置

機車代轉區，車道配置為 1 直行車道及 1 右轉車道；往南方向中央有實

體分隔，車道寬 3.5m，無設置機車代轉區，車道配置為 1 直行車道及 1

左轉車道，其流量分布如表 11.3-2 所示。試依據上述條件，並假設車輛

到達型態為隨機，評估此路口服務水準。 

 

 

圖 11.3-4  鳳林二路與過溪路交叉路口位置示意圖 

 

表 11.3-2  範例 2 車流量分布表 

方向 往西 往北 往南 
車道類型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直行 左轉 
機車車輛數 57 15 404 9 82 365 
小型車車輛數 35 15 537 3 57 636 
大型車車輛數 11 14 58 3 24 89 

PHF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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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其他地區，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路口

定時號誌。 

步驟 3：設定時相，輸入時相數 2。選擇Φ1，點選北向直行、右轉及南

向直行、左轉，輸入綠燈 57 秒、黃燈 4 秒、全紅 3 秒；選擇Φ

2，點選西向左轉、右轉，輸入綠燈 19 秒、黃燈 4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西向←」。 

步驟 5：不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及快慢實體分隔。  

步驟 6：輸入左轉車道數 1、車道寬 3.5m；右轉車道數 1、車道寬 3.5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左轉車道流量設定鈕，輸入 PHF 值 0.9、左轉機

車 15 輛、小車 15 輛、大車 14 輛；點選右轉車道流量設定鈕，

輸入 PHF 值 0.9、右轉機車 57 輛、小車 35 輛、大車 11 輛。 

步驟 8：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到

達)。 

步驟 10：將標籤頁面切換至「北向↑」。 

步驟 11：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取消勾選快慢實體分隔。 

步驟 12：輸入直行車道數 1、車道寬 3.5m；右轉車道數 1、車道寬 3.5m。 

步驟 13：設定流量。點選直行車道流量設定鈕，輸入 PHF 值 0.9、直行

機車 404 輛、小車 537 輛、大車 58 輛；點選右轉車道流量設定

鈕，輸入 PHF 值 0.9、右轉機車 9 輛、小車 3 輛、大車 3 輛。 

步驟 14：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

到達)。 

步驟 15：將標籤頁面切換至「南向↓」。 

步驟 16：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取消勾選快慢實體分隔。  

步驟 17：輸入左轉車道數 1、車道寬 3.5m；直行車道數 1、車道寬 3.5m。 

步驟 18：設定流量。點選左轉車道流量設定鈕，輸入 PHF 值 0.9、左轉

機車 82 輛、小車 57 輛、大車 24 輛；點選直行車道流量設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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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PHF 值 0.9、直行機車 365 輛、小車 636 輛、大車 89 輛。 

步驟 19：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

到達)。 

步驟 20：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20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3-5 及圖 11.3-6 所

示。西向左轉車道容量 385 vph，V/C 值 0.127，車道延滯 19.9 sec/veh，

服務水準 B 級、右轉車道容量 398 vph，V/C 值 0.288，車道延滯 20.8 

sec/veh，服務水準 B 級；北向直行車道容量 1,313 vph，V/C 值 0.761，車

道延滯 9.4 sec/veh，服務水準 A 級、右轉車道容量 1,120 vph，V/C 值

0.0149，車道延滯 3.7 sec/veh，服務水準 A 級；南向直行車道容量

1,224vph，V/C 值 0.99，車道延滯 28.7 sec/veh，服務水準 B 級、左轉車

道容量 330 vph，V/C 值 0.549，車道延滯 7.3 sec/veh，服務水準 A 級。路

口延滯 18.6 sec/veh，服務水準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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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5  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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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6  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2 輸出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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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6  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2 輸出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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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手冊例題 

「號誌化交叉路口」子系統在「201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修定版」

中提供 7 個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

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SIC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SIC 

例題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3.SIC 

例題 4：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4.SIC 

例題 5：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5.SIC 

例題 6：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6.SIC 

例題 7：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7.SIC 

 

11.4.1  例題 1：無衝突車流之直行車道及直行 /右轉共用車道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3.7.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如圖 11.4-1 所

示，臺南市區一號誌化路口北上路段有 3 個快車道（無機車），此路段有

下列狀況： 

號誌控制：週期長度 120 秒、綠燈時段 50 秒、燈號轉換時段 6 秒。 

幾何設計：三個車道之車道寬均為 3.2m、坡度+4%、中央實體分隔、車

道 1 右側有路邊停車位。 

車流狀況：右轉無衝突行人、尖峰小時係數 0.95、直行右轉車道 1 流率

400 vph，其中直行小車佔 65%、右轉小車佔 30%、直行大車

佔 2%、右轉大車 3%；直行車道 2 及 3 總和流率 1,000 vph，

其中直行小車佔 96%、直行大車佔 4%，路段無設置公車專用

道。 

路邊停車：右側路邊停車每小時約 20 輛。 

公車站：路口停止線上游 20m 處有一公車站，每小時有 20 輛公車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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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各車道之容量及尖峰 15 分鐘之流量/容量比。 

 
圖 11.4-1  例題 1 車道配置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臺南，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交叉路口

定時控制。 

步驟 3：設定時相資料。選擇自訂時相，輸入時相數 3。選擇Φ1，點選

東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

選擇Φ2，點選西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選擇Φ3，點選南向及北向左轉、直行、右轉，

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5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東向→」。 

步驟 5：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及快慢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4%。  

步驟 6：輸入直行快車道數 2、車道寬 3.2m；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數 1、

車道寬 3.2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直行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態至百分比，

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1,000 vph、直行小車 96%、直行大車

4%，按下確定鈕；點選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

換設定型態至百分比，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400 vph、直行

小車 65%，右轉小車 30%、直行大車 2%、右轉大車 3%，按下

確定鈕。 

步驟 8：將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之「公車停靠」欄位設定為勾選，輸入

離路口距離 20m，公車頻率 20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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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將直行快車道及直行右轉共用快車道之「路旁停車」欄位設定為

勾選，輸入停車操作率 20 vph。 

步驟 10：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

到達)。 

步驟 11：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1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4-2 及圖 11.4-3 所

示。直行快車道容量 666 vph，V/C 值 0.79，車道延滯 26.06 sec/veh，服

務水準 B 級、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容量 578 vph，V/C 值 0.729，車道

延滯 23.96 sec/veh，服務水準 B 級；東向路口延滯 25.46 sec/veh，服務水

準 B 級。 

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1.4-1，車道 1 的分析結果均

相當接近手冊範例的計算結果；車道 2 及車道 3 數值有誤差之原因為手

冊將其判斷為中央實體分隔、無快慢分隔之車道，但程式將快車道判讀

為中央實體分隔、且有快慢分隔之車道，使車道 1 之車流轉向受管制為

直行/右轉，因兩者使用公式不同，容量將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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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車道 1 (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 

Ng(平均每時相之綠燈

時段及燈號轉換時段

內能疏解之停等車數) 
27.6 veh  27.6 veh 

Fv(車種調整因素) 0.92 0.917 

Fg(坡度調整因素) 0.94 0.94 

Fb(公車調整因素) 0.86 0.862 

Fs(停車調整因素) 0.94 0.94 

Fz(地區調整因素) 1.0 1.0 

Fp(行人調整因素) 1.0 1.0 

容量 579 vph 578 vph 

尖峰 15 分鐘流率 421 veh 421 veh 

V/C 0.73 0.729 

車道延滯 - 23.96sec/veh 

服務水準 - B 級 

車道 2 及車道 3(直行快車道) 

Ng(平均每時相之綠燈

時段及燈號轉換時段

內能疏解之停等車數) 
28.3 veh 25.9 veh 

Fv(車種調整因素) 0.97 0.969 

Fg(坡度調整因素) 0.94 0.94 

Fb(公車調整因素) 1.0 1.0 

Fs(停車調整因素) 0.94 0.94 

Fz(地區調整因素) 0.95 0.95 

Fp(行人調整因素) 1.0 1.0 

容量 706 vph 666 vph 

尖峰 15 分鐘流率 526 veh 526 veh 

V/C 0.74 0.79 

車道延滯 - 26.06 sec/veh 

服務水準 -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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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2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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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3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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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例題 2：無衝突車流之左轉快車道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3.7.2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如果例題 1 之

第 3 車道改成左轉車道，而其尖峰小時流率為 400 vph，其車種組成包括

97%小車及 3%大車，在上一節例題其他狀況不變之情況下，試估計車道

3 之容量及尖峰 15 分鐘之 V/C 比值。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臺南，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交叉路口

定時控制。 

步驟 3：設定時相資料。選擇自訂時相，輸入時相數 3。選擇Φ1，點選

東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

選擇Φ2，點選西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選擇Φ3，點選南向及北向左轉、直行、右轉，

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5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東向→」。 

步驟 5：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及快慢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4%。  

步驟 6：輸入左轉快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直行快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左轉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態至百分比，

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400 vph、左轉小車 97%、左轉大車 3%，

按下確定鈕；直行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態至百分比，

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600 vph、直行小車 96%、直行大車 4%，

按下確定鈕；點選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

定型態至百分比，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400 vph、直行小車

65%，右轉小車 30%、直行大車 2%、右轉大車 3%，按下確定

鈕。 

步驟 8：將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之「公車停靠」欄位設定為勾選，輸入

離路口距離 20m，公車頻率 20 vph。 

步驟 9：將左轉快車道、直行快車道及直行右轉共用快車道之「路旁停車」

欄位設定為勾選，輸入停車操作率 20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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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

到達)。 

步驟 11：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1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4-4 及圖 11.4-5 所

示。左轉快車道容量 644 vph，V/C 值 0.655，車道延滯 21.47 sec/veh，服

務水準 B 級。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1.4-2，程式分析

結果均相當接近手冊範例的計算結果。 

 

表 11.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車道 3(左轉快車道) 

Ng(平均每時相之綠燈

時段及燈號轉換時段

內能疏解之停等車數) 
24.9 veh  24.9 veh 

Fv(車種調整因素) 0.97 0.974 

Fg(坡度調整因素) 0.94 0.94 

Fb(公車調整因素) 1.0 1.0 

Fs(停車調整因素) 0.94 0.94 

Fz(地區調整因素) 1.0 1.0 

Fp(行人調整因素) 1.0 1.0 

容量 640 vph 644 vph 

尖峰 15 分鐘流率 421 veh 421 veh 

V/C 0.66 0.655 

車道延滯 - 21.47sec/veh 

服務水準 -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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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4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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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5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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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例題 3：無衝突車流之直行 /左轉共用快車道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修定版 13.7.3 例題 3 為操作範例，如果例

題 1 之第 3 車道改成直行/左轉共用車道，並且其綠燈時段為 40 秒，尖峰

小時流率 500 vph，其中直行小車佔 60%、左轉小車佔 35%、左轉大車佔

5%，在上一節例題其他狀況不變之情況下，試估計車道 3 之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臺南，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交叉路口

定時控制。 

步驟 3：設定時相資料。選擇自訂時相，輸入時相數 3。選擇Φ1，點選

東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4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

選擇Φ2，點選西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選擇Φ3，點選南向及北向左轉、直行、右轉，

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5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東向→」。 

步驟 5：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及快慢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4%。  

步驟 6：輸入直行/左轉共用快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直行快車道數 1、

車道寬 3.2 m；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左轉/直行共用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

態至百分比，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500 vph、直行小車 60%、

左轉小車 35%、左轉大車 5%，按下確定鈕。 

步驟 8：將左轉/直行共用快車道之「路旁停車」欄位設定為勾選，輸入

停車操作率 20 vph。 

步驟 9：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到

達)。 

步驟 10：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0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4-6 及圖 11.4-7 所

示。左轉/直行共用快車道容量 536 vph，V/C 值 0.983，車道延滯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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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veh，服務水準 D 級。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1.4-3，

程式分析結果均相當接近手冊範例的計算結果。 

表 11.4-3  例題 3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車道 3(左轉快車道) 

Ng(平均每時相之綠燈

時段及燈號轉換時段

內能疏解之停等車數) 
21.6 veh  21.6 veh 

Fv(車種調整因素) 0.94 0.937 

Fg(坡度調整因素) 0.94 0.94 

Fb(公車調整因素) 1.0 1.0 

Fs(停車調整因素) 0.94 0.94 

Fz(地區調整因素) 1.0 1.0 

Fp(行人調整因素) 1.0 1.0 

容量 538 vph 536 vph 

尖峰 15 分鐘流率 - 527 veh 

V/C - 0.983 

車道延滯 - 54.7sec/veh 

服務水準 -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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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6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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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7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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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例題 4：直行 /右轉共用之混合車流車道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3.7.4 例題 4 為操作範例，如果例題 1 之

第 1 車道開放給機車使用，而其尖峰小時流率為 600 vph，其車種組成包

括 20%直行小車、10%右轉小車、43%直行機車、20%右轉機車、2%直行

大車、3%右轉大車、2%與小車或大車併行之機車。此外，車道 3 停止線

上游設置了一長 6m 之機車停等區，其佔用率為 60%。在上一節例題其他

狀況不變之情況下，試估計車道 1 之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臺南，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交叉路口

定時控制。 

步驟 3：設定時相資料。選擇自訂時相，輸入時相數 3。選擇Φ1，點選

東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

選擇Φ2，點選西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選擇Φ3，點選南向及北向左轉、直行、右轉，

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5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東向→」。 

步驟 5：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及快慢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4%。  

步驟 6：輸入直行快車道數 2、車道寬 3.2 m；直行及右轉共用慢車道數 1、

車道寬 3.2 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直行及右轉共用慢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

態至百分比，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600 vph、直行機車 43%、

直行小車 20%、直行大車 2%，右轉機車 20%、右轉小車 10%、

右轉大車 3%。點選機車並行比例，輸入直行機車 2%，按下確

定鈕。 

步驟 8：將直行及右轉共用慢車道之「公車停靠」欄位設定為勾選，輸入

離路口距離 20m，公車頻率 20 vph。 

步驟 9：將直行右轉共用慢車道之「路旁停車」欄位設定為勾選，輸入停

車操作率 20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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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選擇車隊到達型態。下拉選單將車隊到達型態改為「3」(隨機

到達)。 

步驟 11：勾選有設置機車停等區，寬度採預設值，深度輸入 6m，佔用比

例 60%。 

步驟 12：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2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4-8 及圖 11.4-9 所

示。直行右轉共用慢車道容量 977 vph，V/C 值 0.647，車道延滯 20.7 

sec/veh，服務水準 B 級。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1.4-4，

造成容量不同之原因在於：(1)運用式 13.13a 計算 Ng 時，因手冊之 gu 之

計算，以及 X4,X5 未納入併行機車的影響，使 Ng 結果有所差異；(2)運

用式 13.15 計算容量時，軟體未將當量的影響(fv)去除,使容量計算結果產

生誤差，此部分將於後續軟體改版時一併修正。 

 

表 11.4-4  例題 4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車道 1(直行右轉共用慢車道) 

Ng(平均每時相之綠燈

時段及燈號轉換時段

內能疏解之停等車數) 
53.5 veh  42.7 veh 

Fv(車種調整因素) 1.0 1.0 

Fg(坡度調整因素) 0.94 0.94 

Fb(公車調整因素) 0.86 0.862 

Fs(停車調整因素) 0.94 0.94 

Fz(地區調整因素) 1.0 1.0 

Fp(行人調整因素) 1.0 1.0 

容量 1,382 vph 977 vph 

尖峰 15 分鐘流率 - 631 veh 

V/C - 0.647 

車道延滯 - 20.7 sec/veh 

服務水準 -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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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8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4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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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9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4 輸出圖 



11-40 

 

11.4.5  例題 5：其他無衝突車流車道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3.7.5 例題 5 為操作範例，圖 11.4-10 中

之一直行車道有混合車流，其車種組成為機車 40%，小車 55%，及大車

5%。此車道之寬度為 3.2 m，其坡度微不足道，路邊不允許停車。如果此

車道之號誌週期長度為 120 秒，綠燈時段為 50 秒，燈號轉換時間為 6 秒，

試估計其容量。 

 
圖 11.4-10  例題 5 車道配置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交叉路口定時控制。 

步驟 3：設定時相資料。選擇自訂時相，輸入時相數 3。選擇Φ1，點選

東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

選擇Φ2，點選西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選擇Φ3，點選南向及北向左轉、直行、右轉，

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5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東向→」。 

步驟 5：取消勾選快慢實體分隔。  

步驟 6：輸入左、直、右共用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左、直、右共用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態

至百分比，輸入 PHF0.95、直行機車 40%、直行小車 55%、直行

大車 5%，按下確定鈕。 

步驟 8：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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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8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4-11 及圖 11.4-12

所示。左、直、右共用車道容量 917 vph。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

結果見表 11.4-5，程式分析結果均相當接近手冊範例的計算結果。 

表 11.4-5  例題 5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Ng(平均每時相之綠燈

時段及燈號轉換時段

內能疏解之停等車數) 
24.7 veh  24.7 veh 

Fv(車種調整因素) 1.24 1.24 

Fg(坡度調整因素) 1.0 1.0 

Fb(公車調整因素) 1.0 1.0 

Fs(停車調整因素) 1.0 1.0 

Fz(地區調整因素) 1.0 1.0 

Fp(行人調整因素) 1.0 1.0 

容量 919 vph 917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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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1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5 輸入圖 



11-43 

 

圖 11.4-12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5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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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例題 6：衝突行人影響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3.7.6 例題 6 為操作範例，如果例題一之

右轉車與行人有衝突。衝突行人流率為 150 pph；右轉車與行人有衝突時，

2 輛右轉小車可在轉角停車而避免阻擋後方之車輛。試估計因與行人衝突

而損失之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臺南，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交叉路口

定時控制。 

步驟 3：設定時相資料。選擇自訂時相，輸入時相數 3。選擇Φ1，點選

東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

選擇Φ2，點選西向左轉、直行、右轉，輸入綠燈 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3 秒；選擇Φ3，點選南向及北向左轉、直行、右轉，

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5 秒、全紅 3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東向→」。 

步驟 5：勾選中央實體分隔及快慢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4%。  

步驟 6：輸入直行快車道數 2、車道寬 3.2m；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數 1、

車道寬 3.2m。 

步驟 7：設定流量。點選直行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態至百分比，

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1,000 vph、直行小車 96%、直行大車

4%，按下確定鈕；點選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

設定型態至百分比，輸入 PHF0.95、總車輛數 400 vph、直行小車

96%，右轉小車 30%、直行大車 2%、右轉大車 3%，按下確定鈕。 

步驟 8：將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之「公車停靠」欄位設定為勾選，輸入

離路口距離 20m，公車頻率 20 vph。 

步驟 9：將直行快車道及直行右轉共用快車道之「路旁停車」欄位設定為

勾選，輸入停車操作率 20 vph。 

步驟 10：將直行及右轉共用快車道之「行人衝突」欄位設定為勾選，輸

入行人衝突數 150 pph，轉角儲存車輛數 2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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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1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4-13 及圖 11.4-14

所示。直行右轉共用快車道行人調整因素為 0.961，表示行人衝突將降低

約 3.9%的容量。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1.4-6，誤差原

因在於手冊利用圖形對照出行人調整因素，程式則使用公式求得，故略

有誤差。 

表 11.4-6  例題 6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車道 1(直行右轉共用快車道) 

Fp(行人調整因素) 0.97 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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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3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6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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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4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6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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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例題 7：衝突左轉車道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3.7.7 例題 7 為操作範例，臺北市一路口

有一左轉車道，該車道上只有小車，左轉駕駛員之臨界間距為 4 秒，路

段平坦，路口不准迴轉，號誌週期為 110 秒，左轉及對向車流之綠燈時

段為 50 秒，綠燈轉換時段為 5 秒。對向車道 1 之流率 300 vph，其中直

行小車佔 70%、直行機車 15%、直行大車 5%，車道 2 之流率 400 vph，

其中直行小車佔 55%、直行機車 30%、直行大車 3%，試估計左轉車道之

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號誌化交叉

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地區型態，所在都市為臺北，路口控制型態為獨立交叉路口

定時控制。 

步驟 3：設定時相資料。選擇常用時相，下拉選擇簡單二時相(EW)。輸

入Φ1 綠燈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2 秒；輸入Φ2 綠燈 50 秒、

黃燈 3 秒、全紅 2 秒。 

步驟 4：輸入道路幾何與流量參數。將標籤頁面切換至「東向→」。 

步驟 5：取消勾選快慢實體分隔。  

步驟 6：輸入左轉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 

步驟 7：輸入對向衝突車流。將標籤頁面切換至「西向←」。 

步驟 8：取消勾選快慢實體分隔。  

步驟 9：輸入直行車道數 1、車道寬 3.2 m；直行及右轉共用車道數 1、車

道寬 3.2m。 

步驟 10：設定流量。點選直行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型態至百分比，

PHF 輸入 1、總車輛數 400 vph、直行機車 55%、直行小車 30%、

直行大車 3%；點選直行及右轉共用車道流量設定鈕，切換設定

型態至百分比，PHF 輸入 1、總車輛數 300 vph、直行機車 15%、

直行小車 70%、直行大車 5%，右轉小車 10%，按下確定鈕。 

步驟 11：按下「計算結果」按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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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1 項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1.4-15 及圖 11.4-16

所示。東向左轉車道容量 369 vph。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

表 11.4-7，會造成容量不同的原因在於，手冊之 Ng 值計算方式錯誤，導

致最終輸出值有所差異。 

表 11.4-7  例題 7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左轉車道 

Ng(平均每時相之

綠燈時段及燈號

轉換時段內能疏

解之停等車數) 

T=15.5 秒(式 13.20) 
剩餘綠燈△G = 50-15.5 = 34.5秒 
N3.75 = 8.5小車 
Na = 8.5 + 1.2 ( 3.75 - 4 ) + 0 = 8.2小車

Ngy =0.26+0.02+0+8.2+3.1=11.58 小車

T=15.5 秒(式 13.20) <70，用式 13.21 
重新計算 T 
剩餘綠燈△G = 50-24.33 = 25.67秒 
N3.75 = 8.22小車 
Na = 8.22 + 1.2 ( 3.75 - 4 ) + 0 =7.9小車

Ngy = 0.26+0.02+0+7.92+3.1=11.3小車

Fv(車種調整因素) 1.0 1.0 

Fg(坡度調整因素) 1.0 1.0 

Fb(公車調整因素) 1.0 1.0 

Fs(停車調整因素) 1.0 1.0 

Fz(地區調整因素) 1.0 1.0 

Fp(行人調整因素) 1.0 1.0 

容量 C=3600/110*11.58*1.0*1.0=379 vph C=3600/110*11.3*1.0*1.0=369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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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5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7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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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6  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7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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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十二章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 

12.1  分析流程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係指無號誌控制車輛行進的交叉路口，分析方法是估

計交叉路口各車流尚未用掉之容量以訂定服務水準。圖 12.1-1 為非號誌化交

叉路口分析的計算流程。 

 

圖 12.1-1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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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操作說明 

12.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

程式/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

析，如圖 12.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

程式的圖示，如圖 12.2-2、圖 12.2-3 所示。 

 

圖 12.2-1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2.2-2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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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3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12.2.2  分析型態選擇  

分析型態分為「十字型交叉路口」和「T 字型交叉路口」兩選項，如圖

12.2-4。 

 

圖 12.2-4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分析型態選擇 

 

12.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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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字型交叉路口 

(一) 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10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

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如圖 12.2-5。 

 

圖 12.2-5  十字型交叉路口-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分析地點：分析之目標交叉路口。 

6.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7.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8.幹道名稱及方向：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名稱及方向分佈。 

9.支道名稱及方向：分析交叉路口中支道名稱及方向分佈。 

10.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路口圖示，以圖形顯示利於使用者理解交叉路口之設置條件，如圖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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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6  十字型交叉路口-路口圖示 

 

(三) 道路設計群組，共計 2 項輸入欄位、1 個下拉式選單以及 1 個設定按鈕，

如圖 12.2-7。 

 

圖 12.2-7  十字型交叉路口-道路設計群組 

 

1.幹道平均速率：為固定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之平均行車速率，

預設值 70，微調鍵調整值 1。 

2.幹道分隔形式：為固定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之分隔形式，利用

下拉選單選擇中央分隔或其他分隔形式。 

3.支道右轉轉角：為固定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支道右轉的轉角大小將

影響臨界間距數值，預設值 90。 

4.當量值設定：為可調參數，設定不同坡度各車種之小客車當量值，調

整後需點選儲存，待重新開啟軟體後此設定值才會被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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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路幾何群組，共計 8 項輸入欄位與 4 個勾選欄位，如圖 12.2-8。 

 

圖 12.2-8  十字型交叉路口-道路幾何群組 

 

1.車道數：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各來向之車道數，預設值 2。 

2.坡度：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各來向之路面坡度，預設值 0。 

3.右轉專用道：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之各來向有無設置右

轉專用車道，若有則勾選，若無則略過本項。 

4.停讓管制：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支道之各來向是否採用「停」

或「讓」管制，若有則勾選，若無則略過本項。 

(五) 各流動之流量群組，交叉路口中每一流動均有 4 項輸入欄位與 2 項顯示

欄位，十字型交叉路口共有 1~12 個流動，如圖 12.2-9。 

 

圖 12.2-9  十字型交叉路口-各流動之流量群組 

 

1.汽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小型車車流量，預設值 0。 

2.大型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大型車車流量，預設值 0。 

3.聯結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聯結車車流量，預設值 0。 

4.機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機車車流量，預設值 0。 

5.車輛數：為顯示參數，不含機車在內本流動之車流量數，為顯示標記。 

6.流率：為顯示參數，含機車在內本流動之總流率，單位為小客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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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六) 衝突量與臨界間距群組，流動 1、4、7、8、9、10、11、12 均將自動產

生 3 項顯示標記，如圖 12.2-10。 

 

圖 12.2-10  十字型交叉路口-衝突量與臨界間距群組 

 

1.汽車衝突量：屬顯示參數，為分析交叉路口之各次流動汽車衝突交通

量的大小，程式可自動產出數值。 

2.機車衝突量：屬顯示參數，為分析交叉路口之各次流動機車衝突交通

量的大小，程式可自動產出數值。 

3.臨界間距：藉由分向槽化、路口型態、管制方式、轉角角度、幹道平

均速率等衡量各流動之臨界間距值，為程式自動產出之顯示標記。 

(七) 分析結果群組，流動 1、4、7、8、9、10、11、12 均有 7 項顯示欄位，

如圖 12.2-11。 

 

圖 12.2-11  十字型交叉路口-分析結果群組 

 

1.潛在容量：為假設理想狀況下之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各流動預期可能通

過的最大流率，將衝突流率與臨界間距對照手冊第 14 章之圖 14.7，

可求得潛在容量。若無法由圖 14.7 對照得知，則系統將不予計算，

而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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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Cp：各流動之總流率與潛在容量比。 

3.阻礙因素調整值：利用總流率與潛在容量比和阻礙因素調整值之關係

得到。 

4.實際容量：經由阻礙因素及潛在容量之調整而得之實際容量。 

5.共用車道容量：當車道不只供同一個方向車流通行時，則實際容量須

經由阻礙因素調整後而得共用車道容量。 

6.保留容量：共用車道容量減去車道需求流率即得車道之保留容量。 

7.服務水準：利用保留容量值為標準衡量服務水準。 

二、T 字型交叉路口 

(一) 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10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將不影響分析數值，

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如圖 12.2-12。 

 

圖 12.2-12  T 字型交叉路口-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交叉路口：分析之目標交叉路口。 

6.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7.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8.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9.幹道名稱及方向：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名稱及方向分布。 

10.支道名稱及方向：分析交叉路口中支道名稱及方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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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口圖示，以圖形顯示利於使用者理解交叉路口之設置條件，如圖

12.2-13。 

 

圖 12.2-13  T 字型交叉路口-設置條件群組 

 

(三) 道路設計群組，共計 2 項輸入欄位、1 個下拉式選單以及 1 個設定按鈕，

如圖 12.2-14。 

 

圖 12.2-14  T 字型交叉路口-道路設計群組 

 

1.幹道平均速率：為固定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之平均行車速率，

預設值 70，微調鍵調整值 1。 

2.幹道分隔形式：為固定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之分隔形式，利用

下拉選單選擇中央分隔或其他分隔形式。 

3.支道右轉轉角：為固定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支道右轉的轉角大小將

影響臨界間距數值，預設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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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量值設定：為可調參數，設定不同坡度各車種之小客車當量值，調

整後需點選儲存，待重新開啟軟體後此設定值才會被讀取。 

(四) 道路幾何群組，共計 6 項輸入欄位與 2 個勾選欄位，如圖 12.2-15。 

 

圖 12.2-15  T 字型交叉路口-道路幾何群組 

 

1.車道數(Ni)：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各來向之車道數，預設值 2。 

2.坡度：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各來向之路面坡度，預設值 0。 

3.右轉專用道：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幹道之各來向有無設置右

轉專用車道，若有則勾選，若無則略過本項。 

4.停讓管制：為輸入參數，分析交叉路口中支道之各來向是否採用「停」

或「讓」管制，若有則勾選，若無則略過本項。 

(五) 各流動之流量群組，交叉路口中流動 2、3、4、5、7、9 均有 4 項輸入

欄位與 2 項顯示欄位，如圖 12.2-16。 

 

圖 12.2-16  T 字型交叉路口-各流動之流量群組 

 

1.汽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小型車車流量，預設值 0。 

2.大型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大型車車流量，預設值 0。 

3.聯結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聯結車車流量，預設值 0。 

4.機車流量：為輸入參數，本流動方向中之機車車流量，預設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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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車輛數：為顯示參數，不含機車在內本流動之車流量數，為顯示標記。 

6.流率：為顯示參數，含機車在內本流動之總流率，單位為小客車/小

時。 

(六) 衝突量與臨界間距群組，流動 4、7、9 均將自動產生 3 項顯示標記，如

圖 12.2-17。 

 

圖 12.2-17  T 字型交叉路口-衝突量與臨界間距群組 

 

1.汽車衝突量：屬顯示參數，為分析交叉路口之各次流動汽車衝突交通

量的大小，程式可自動產出數值。 

2.機車衝突量：屬顯示參數，為分析交叉路口之各次流動機車衝突交通

量的大小，程式可自動產出數值。 

3.臨界間距：藉由分向槽化、路口型態、管制方式、轉角角度、幹道平

均速率等衡量各流動之臨界間距值，為程式自動產出之顯示標記。 

(七) 分析結果群組，流動 4、7、8、9 均有 7 項顯示欄位，如圖 12.2-18。 

 

圖 12.2-18  T 字型交叉路口-分析結果群組 

 

1.潛在容量：為假設理想狀況下之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各流動預期可能通

過的最大流率，將衝突流率與臨界間距對照手冊第 14 章之圖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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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得潛在容量。若無法由圖 14.7 對照得知，則系統將不予計算，

而以「-」顯示。 

2.V/Cp：各流動之總流率與潛在容量比。 

3.阻礙因素調整值：利用總流率與潛在容量比和阻礙因素調整值之關係

得到。 

4.實際容量：經由阻礙因素及潛在容量之調整而得之實際容量。 

5.共用車道容量：當車道不只供同一個方向車流通行時，則實際容量須

經由阻礙因素調整後而得共用車道容量。 

6.保留容量：共用車道容量減去車道需求流率即得車道之保留容量。 

7.服務水準：利用保留容量值為標準衡量服務水準。 

 

 

12.3  操作範例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子系統提供 3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

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

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UNSIGNAL1.UIC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UNSIGNAL2.UIC 

範例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UNSIGNAL3.UIC 

 

12.3.1  範例 1：T 字型交叉路口  

一、緣起目的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是指因交通量稀少而無號誌管制之交叉路口，就

定義而言包括「屬次要道路相交而以『停』或『讓』標誌管制次要道路」、

「相交道路皆以『停』標誌管制者」以及「無標誌管制之交叉路口」三

類。 

二、計畫概述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與興農路口為一 T 字形交叉路口，道路位置如

圖 12.3-1 所示。幹道(中山路)平均速率為 45kph，中央標線分隔，支道轉

角角度為 90 度，中山路與興農路皆為雙向雙車道，無設置停、讓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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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平常日調查資料，各流動方向之車輛數如表 12.3-2 所示。試根據上

述條件，評估此路口服務水準。 

表 12.3-1  範例 1 T 字型交叉路口車輛數 

各流動方向

車輛數 

東向 西向 北向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左轉 右轉 

汽車 292 150 553 183 43 50 

大型車 7 0 8 6 0 4 

聯結車 0 0 0 0 0 10 

機車 380 18 35 141 28 65 

 

 

 

圖 12.3-1  中山路/興農路口位置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非號誌化交

叉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 T 字型交叉路口，確

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設計，幹道平均速率 45 kph，無中央分隔，支道右轉轉

角假設 90。 



12-14 

步驟 3：輸入道路幾何，各方向車道數皆為 1，坡度 0%。 

步驟 4：輸入各流動之流量，以流動 2 為例，汽車流量 292 vph、大型車

流量 7 vph、聯結車流量 0 vph、機車流量 380 vph，其餘 5 個流

動以此類推。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2.3-2 及圖 12.3-3 所

示。西向共用車道容量 1,353 vph，保留容量 781 vph，服務水準 A 級，

北向因臨界間距與衝突量無法對應於表中，故無法求出其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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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2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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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3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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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範例 2：T 字型交叉路口  

一、計畫概述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與興農路口為一 T 字形交叉路口，道路位置如

圖 12.3-1 所示。幹道(中山路)平均速率為 45kph，中央標線分隔，支道轉

角角度為 90 度，中山路與興農路皆為雙向雙車道，無設置停、讓標誌，

根據假日調查資料，各流動方向之車輛數如表 12.3-2 所示。試根據上述

條件，評估此路口服務水準。 

表 12.3-2  範例 2 T 字型交叉路口車輛數 

各流動方向

車輛數 
東向 西向 北向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左轉 右轉 
汽車 398 33 163 177 41 121 
大型車 14 0 3 6 0 1 
聯結車 0 0 0 0 0 0 
機車 309 24 57 271 19 60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非號誌化交

叉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 T 字型交叉路口，確

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設計，幹道平均速率 45 kph，無中央分隔，支道右轉轉

角假設 90。 

步驟 3：輸入道路幾何，各方向車道數皆為 1，坡度 0。 

步驟 4：輸入各流動之流量，以流動 2 為例，汽車流量 398vph、大型車

流量 14 vph、聯結車流量 0 vph、機車流量 309 vph，其餘 5 個

流動以此類推。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2.3-4 及圖 12.3-5 所

示。西向共用車道容量 1,382 vph，保留容量 1,201 vph，服務水準 A 級，

北向因臨界間距與衝突量無法對應於表中，故無法求出其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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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4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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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5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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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範例 3：十字型交叉路口  

一、計畫概述 

臺北市復興南路、復興南路一段 295 巷與信義路三段 147 巷 15 弄路

口為十字形交叉路口，道路位置如圖 12.3-6 所示。幹道(復興南路)平均速

率為 50kph，中央實體分隔，支道轉角角度為 90 度，復興南路為雙向 6

車道，與其橫交織巷弄皆設置「停」標誌牌面，根據調查資料，各流動

方向之車輛數如表 12.3-3 所示。試根據上述條件，評估此路口服務水準。 

表 12.3-3  範例 3 十字型交叉路口車輛數 

各流動方向

車輛數 
東向 西向 北向 南向

右轉 右轉 直行 直行

汽車 40 15 936 1,113
大型車 0 0 32 53 
聯結車 0 0 0 0 
機車 7 18 1,349 2,427

 

 

圖 12.3-6  十字形交叉路口位置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非號誌化交

叉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十字型交叉路口，確

定建立新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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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輸入道路設計，幹道平均速率 50 kph，有中央分隔，支道右轉轉

角假設 90。 

步驟 3：輸入道路幾何，南、北方向車道數為 3，東、西方向車道數為 1，

並勾選停讓管制，坡度 0。 

步驟 4：輸入各流動之流量，以流動 3 為例，汽車流量 40vph、大型車流

量 0 vph、聯結車流量 0 vph、機車流量 7 vph，其餘 3 個流動以

此類推。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2.3-7 及圖 12.3-8 所

示。東向共用車道容量 1,594 vph，保留容量 1,594 vph，服務水準 A 級，

西向共用車道容量 1,588 vph，保留容量 1,588 vph，服務水準 A 級，其他

方向因臨界間距與衝突量無法對應於表中，故無法求出其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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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7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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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8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範例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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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手冊例題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

個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

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UIC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UIC 

 

12.4.1  例題 1：T 字型交叉路口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4.4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幹道坡度 0%，

支道坡度 2%，各臨近路口之車道數分別為 2、2、1，支道利用閃紅燈控

制，幹道速限 70kph，幹道以雙黃線分隔，交通量資料如表 12.4-1 所示。 

表 12.4-1  例題 1 T 字型交叉路口車輛數 

各流動方向

車輛數 
東向 西向 北向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左轉 右轉 
汽車 800 500 150 850 10 240 
大型車 170 30 40 90 10 20 
聯結車 0 0 0 0 0 10 
機車 200 90 150 175 20 150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非號誌化交

叉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 T 字型交叉路口，確

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設計，幹道平均速率 70kph，無中央分隔，支道右轉轉

角假設 90。 

步驟 3：輸入道路幾何，東、西方向車道數為 2，坡度 0%，北方向車道

數為 1，坡度 2%，並取消勾選停讓管制。 

步驟 4：輸入各流動之流量，以流動 2 為例，汽車流量 800 vph、大型車

流量 170 vph、聯結車流量 0 vph、機車流量 200 vph，其餘 5 個

流動以此類推。 

三、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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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 4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2.4-1 及圖 12.4-2

所示。共用車道容量幹道 295pcph、支道 238pcph；保留容量幹道 57pcph、

支道-186pcph；服務水準幹道 E 級、支道 F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2.4-2，兩者計算結果同樣

為幹道為 E 級而支道同樣為 F 級。 

表 12.4-2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共用車道容量 
幹道：295pcph 
支道：238pcph 

幹道：295pcph 
支道：253pcph 

保留容量 
幹道：57pcph 
支道：-186pcph 

幹道：57pcph 
支道：-186pcph 

服務水準 
幹道：E 級 
支道：F 級 

幹道：E 級 
支道：F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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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1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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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2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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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例題 2：十字型交叉路口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4.4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幹道為雙向二車

道，支道為雙向二車道。幹道、支道均為水平坡度，支道採停管制，幹

道未設中央分隔島，幹道速限 70 公里/小時，交通量資料如表 12.4-2 所示。 

表 12.4-3  例題 2 十字型交叉路口車輛數 

各流動方向

車輛數 
東向 西向 北向 南向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汽車 10 350 250 5 380 250 30 20 40 35 25 45 
大型車 5 15 10 0 10 20 4 5 6 6 7 8 
聯結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機車 12 100 90 10 90 75 70 50 20 10 5 20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非號誌化交

叉路口」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十字型交叉路口，確

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設計，幹道平均速率 70kph，無中央分隔，支道右轉轉

角假設 90。 

步驟 3：輸入道路幾何，各方向車道數輸入 1，並勾選停讓管制，坡度 0%。 

步驟 4：輸入各流動之流量，以流動 1 為例，汽車流量 10 vph、大型車流

量 5vph、聯結車流量 0 vph、機車流量 12 vph，其餘 11 個流動

以此類推。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4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2.4-3 及圖 12.4-4

所示。共用車道容量幹道流動 1 為 866 pcph、流動 4 為 890pcph；保留容

量幹道流動 1 為 847pcph、流動 4 為 883pcph；服務水準幹道流動 1 為 A

級、流動 4 為 A 級，而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2.4-2，

兩者分析結果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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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4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共用車道容量 

幹道流動 1：866pcph 
幹道流動 4：890pcph 
支道流動 8：260pcph 
支道流動 11：278pcph

幹道流動 1：866pcph 
幹道流動 4：890pcph 
支道流動 8：260pcph 
支道流動 11：278pcph 

保留容量 

幹道流動 1：847pcph 
幹道流動 4：883pcph 
支道流動 8：116pcph 
支道流動 11：138pcph

幹道流動 1：847pcph 
幹道流動 4：883pcph 
支道流動 8：116pcph 
支道流動 11：138pcph 

服務水準 

幹道流動 1：A 級 
幹道流動 4：A 級 
支道流動 8：D 級 
支道流動 11：D 級 

幹道流動 1：A 級 
幹道流動 4：A 級 
支道流動 8：D 級 
支道流動 11：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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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3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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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4  非號誌化交叉路口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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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十三章  圓環容量分析 

13.1  分析流程 

圓環容量分析係在評定圓環容量並了解其服務水準。圖 13.1-1 為圓環容

量分析的計算流程。 

 

圖 13.1-1  圓環容量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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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操作說明 

13.2.1  啟動分析程式  

欲啟動圓環容量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

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圓環容量分析，如圖 13.2-1 所示。

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臺灣公路

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圓環容量分析程式的圖示，如圖 13.2-2、圖

13.2-3 所示。 

 

圖 13.2-1  圓環容量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3.2-2  圓環容量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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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3  圓環容量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13.2.2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將不影響分

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如圖 13.2-4。 

 

圖 13.2-4  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運

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圓環名稱：分析的圓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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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圓環地點：分析圓環的所在位置。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顯

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幾何設計群組，共有輸入欄位、勾選標記、下拉選單及顯示欄位各一，

如圖 13.2-5。 

 

圖 13.2-5  幾何設計群組 

 
1.路口數：屬輸入參數，指圓環之路口數，預設值 4，微調鍵調整值 1。 

2.有快慢分隔：屬輸入參數，若圓環具快慢分隔則勾選，若無則省略此步

驟。 

3.地區型態：屬輸入參數，提供下拉選單供使用者選擇圓環設置區位，選

項為中心商業區或其他地區。 

4.地區型態調整因素：由地區型態決定數值，為程式自動產出之顯示標記。 

三、交織路段幾何資料群組，每一交織路段均需輸入 7 項欄位並產生 3 項顯

示標記，交織路段數目則視路口數而定，如圖 13.2-6。 

 

圖 13.2-6  交織路段幾何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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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車道數：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之車道數，預設值 4。 

2.平均車道寬(m)：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中各車道之平均寬度，預設值

3.65。 

3.車道寬調整因素(fw)：為顯示參數，衡量車道寬對流量的影響，由平均

車道寬決定數值，為一顯示標記。 

4.路面坡度(%)：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之路面坡度，用來決定坡度調整

因素數值，預設值 0。 

5.坡度調整因素(fg)：為顯示參數，衡量坡度對流量的影響，預設值 1.0。 

6.重車比例(%)：屬輸入參數，車流中重車(含卡車與巴士)所佔比例，以百

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10。 

7.重車之小客車當量：屬輸入參數，重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預

設值採用手冊建議之 2.8。 

8.機車比例(%)：屬輸入參數，車流中機車所佔比例，比例值以百分比為

單位，預設值 30。 

9.機車之小客車當量：屬輸入參數，機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的當量值，預

設值採用手冊建議之 0.3。 

10.重車調整因素(fhv)：為顯示參數，衡量車種分配對流量的影響，由重

車及機車比例和當量值決定數值，為顯示標記。 

四、圓環圖示，當使用者輸入圓環幾何設計後將產生圓環示意圖，供使用者

於後續操作中對照參考，如圖 13.2-7。 

 

圖 13.2-7  圓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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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口輸入資料群組，各路口有 2 項輸入欄位，如圖 13.2-8。 

 

圖 13.2-8  路口輸入資料群組 

1.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各路口個別輸入，尖峰小時係數將

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設值 0.90。 

2.行人衝突數(人/小時)：屬輸入參數，行人穿越交叉口將對車輛進出圓環

造成影響，預設值 50。 

六、流率流向分佈群組，各路口共有 8項輸入參數及 9項顯示欄位，如圖 13.2-9

及圖 13.2-10。 

 

圖 13.2-9  流率流向分布群組-1 

 

圖 13.2-10  流率流向分布群組-2 



13-7 

1.尖峰小時流率：屬輸入參數，從某路口進入圓環而從某路口離開之車流

率，在有快慢分隔之圓環需分別輸入快車道及慢車道之車流率，快車道

預設值 300、慢車道 100。 

2.尖峰 15 分鐘流率：屬顯示參數，路口輸入資料群組完成後按下「執行

計算」按鈕，即顯示出尖峰 15 分鐘流率流向分布矩陣，群組下方同時

計算出進入路口尖峰總流率。 

七、交織路段分析結果群組，每路段均有 13 個顯示標記，程式將自動產出，

如圖 13.2-11。 

 

圖 13.2-11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群組 

 

1.Vn1：交織段內側不交織之車流率。 

2.Vn2：交織段外側不交織之車流率。 

3.Vwa：經過交織段但不從交織段下方第一路口離開之交織車流率。 

4.Vwb：經過交織段而從交織段下方第一路口離開之交織車流率。 

5.交織段流率(V)：經過各交織段之總流率。 

6.右轉率(r)：交織段下方第一個路口離開之車流率與總交織段流率之比

值。 

7.右轉調整因素(fR)：由右轉率及行人衝突數決定數值。 

8.直進容量(C)：交織段在只有直進車流時之容量。 

9.交織折減因素(K)：交織對於容量的影響，手冊建議採用 2.0。 

10.交織折減容量(KVw2)：利用交織折減容量以調整直進容量。 

11.交織段容量(Cw)：各交織段之容量。 

12.交織段 V/C 比：交織段之流量與容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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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交織段服務水準(LOS)：根據 V/C 值訂定各交織段及圓環整體服務水

準。 

八、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3 項顯示標記，如圖 13.2-12。 

 

圖 13.2-12  分析結果群組 

 

1.圓環容量(C)：圓環整體容量。 

2.圓環 V/C 比：圓環整體之流量容量比值。 

3.圓環服務水準(LOS)：將圓環 V/C 比查表即得圓環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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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操作範例 

「圓環容量分析」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

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OUNDABOUT1.RO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ROUNDABOUT2.ROF 

 

13.3.1  範例 1：三路口圓環  

一、緣起目的 

圓環之功用為提供車輛在交通量不大的情況下，尤其在行經多條道

路交叉的路口時，各方向車流能夠不受干擾的行進。圓環的造型優美，

若設計得當，可成為當地的重要地標，如台北市的仁愛圓環。 

二、計畫概述 

自強隧道圓環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為銜接北安路與自強隧道之重要

圓環，圓環位置如圖 13.3-1 所示。此圓環有 3 個路口，無快慢分隔，非

位於中心商業區，圓環內布設 3 車道，平均車道寬 3.5m，路面坡度 0%，

尖峰小時流率如表 13.3-1 所示。試根據上述條件，評估此圓環服務水準。 

表 13.3-1  範例 1 流率資料表(三路口圓環) 

尖峰小時流率(pc/h) 
進入路口 

1 2 3 

離開路口 
1 0 574 579 
2 1,268 0 1,890 
3 820 1,835 0 

尖峰小時係數(PHF) 0.91 0.92 0.92 
行人衝突數(人/小時)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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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1  自強隧道圓環位置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容量」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即可。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3，無快慢分隔，非中心商業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3，平均車道寬均為 3.5m，

路面坡度均為 0%。 

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91、0.92、

0.92。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0。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分布，由路口 1 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 離開

圓環之流率為 0 vph、由路口 1 進入圓環而由路口 2 離開圓環之

流率為 1,268 vph…餘此類推，最後所有輸入資料將形成一個矩

陣，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13.3-2 所示。 

步驟 7：按下尖峰流向分布群組中「執行計算」按鈕，程式即產出如圖

13.3-3 所示之尖峰 15 分鐘流率。 

四、分析結果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及圓環整體輸出結果詳如圖 13.3-4，分析結果表單

如圖 13.3-5 所示。圓環容量 7,539 pcph，V/C 值為 1，服務水準 F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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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2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 輸入畫面 

 

 

 

 

圖 13.3-3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 計算結果 

 

 

 



13-12 

 

圖 13.3-4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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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5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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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範例 2：六路口圓環  

一、計畫概述 

公館圓環位於台北市大安區、中正區與文山區之交界，匯集福和橋、

基隆路、羅斯福路、羅斯福路 119 巷及 123 巷等 6 個重要路口，位置示

意如圖 13.3-6。此圓環無快慢分隔，位於非中心商業區，圓環內布設 5

個車道，平均車道寬 3.5m，路面坡度 0%，尖峰小時流率如表 13.3-2 所

示。試根據上述條件，評估此圓環服務水準。 

表 13.3-2  範例 2 流率資料表(六路口圓環) 

尖峰小時流率(pc/h) 
進入路口 

1 2 3 4 5 6 

離開路口 

1 0 0 0 0 29 107 
2 0 0 0 0 20 1,217
3 0 0 0 313 1,856 226 
4 26 0 134 0 0 1,517
5 0 0 1,858 211 0 1,048
6 0 0 337 1,335 422 0 

尖峰小時係數(PHF) 0.84 0.80 0.92 0.94 0.93 0.92 

 

 

圖 13.3-6  公館圓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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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容量」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即可。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6，無快慢分隔，其他地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5，平均車道寬均為 3.5 m，

路面坡度均為 0%。 

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84、0.80、

0.92、0.94、0.93、0.92。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0。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分布，由路口 1 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 離開

圓環之流率為 0 vph、由路口 1 進入圓環而由路口 2 離開圓環之

流率為 0 vph…餘此類推，最後所有輸入資料將形成一個矩陣，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13.3-7 所示。 

步驟 7：按下尖峰流向分布群組中「執行計算」按鈕，程式即產出如圖

13.3-8 所示之尖峰 15 分鐘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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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及圓環整體輸出結果詳如圖 13.3-9，分析結果表單

如圖 13.3-10 所示。圓環容量 13,390 pcph，V/C 值為 0.86，服務水準 D 級。 

 

 

 

圖 13.3-7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 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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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8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 計算結果 

 

 

 

 

圖 13.3-9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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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10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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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手冊例題 

「圓環容量分析」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 個操

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

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ROF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ROF 

 

13.4.1  例題 1：無快慢分隔之圓環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5.6.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輸入資料如表

13.4-1 所示。 

 

表 13.4-1  例題 1 流率資料表 

圓環地點：                                   時間：7:309:30 
調查者：                                     日期： 
圓環簡圖：                      3 

  
  

                      4                     2 
  
 
 

 
                                 1 
有無快慢分隔：無 路口數：4 地區型態：非 CBD 

交織段編號 1 2 3 4 
車道數 3 3 3 3 

平均車道寬（m） 3.92 3.92 3.92 3.92 
交織段長（m） 39.0 40.0 40.0 38.0 
路面坡度（％） 0 0 0 0 

路口編號 1 2 3 4 
尖峰小時流率流向

分佈(pcph) 
 
 
 

Q11 163 Q21 308 Q31 941 Q41 256 

Q12 403 Q22 150 Q32 191 Q42 457 

Q13 1,374 Q23 210 Q33 130 Q43 66 

Q14 129 Q24 247 Q34 275 Q44 51 

尖峰係數 0.92 0.91 0.95 0.90 
行人衝突數 5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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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容量」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4，無快慢分隔，其他地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3，平均車道寬均為 3.92m，

路面坡度均為 0%。 

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92、0.91、

0.95、0.90。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50。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由路口 1 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 離開圓環

之流率為 163 vph、由路口 1 進入圓環而由路口 2 離開圓環之流

率為 403 vph…餘此類推，最後所有輸入資料將形成一個矩陣。 

步驟 7：完成上述 6 項步驟後，按下尖峰 15 分鐘流率流向分布群組中「執

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3.4-1 及圖 13.4-2

所示。圓環容量 6,740 pcph，V/C 值 0.86，服務水準 D 級。本程式的分析

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3.4-2，由於手冊內容交織段 K 之右轉調整

因素與程式計算值不同，導致圓環容量些微差異，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

定為 D 級。 

表 13.4-2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圓環容量 6,686 pcph 6,740 pcph 

圓環 V/C 值 0.87 0.86 

圓環服務水準 D 級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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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1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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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2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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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例題 2：有快慢分隔之圓環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5.6.2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輸入資料如表

13.4-3 所示。 

表 13.4-3  例題 2 流率資料表 

圓環地點：                                   時間： 
調查者：                                     日期： 
圓環簡圖：                3 

  
 
                4                      2 

  
 
 

 
                            1 
有無快慢分隔：無 路口數：4 地區型態：非 CBD 

交織段編號 1 2 3 4 
車道數 4 4 4 4 

平均車道寬（m） 4.1 4.1 4.1 4.1 
交織段長（m） 38 37 38 38 
路面坡度（％） 0 0 0 0 

路口編號 1 2 3 4 
尖峰小時流率流向

分佈(pcph) 
 
 
 

Q11

q11

33
16

Q21 

q21

335
167

Q31 

q31

576 
289 

Q41 

q41 

193
96

Q12

q12

280
140

Q22 

q22 
29 
14 

Q32 

q32 
384 
192 

Q42 

q42 
318
159

Q13

q13

713
356

Q23 

q23 
332
166

Q33 

q33 
22 
11 

Q43 

q43 
218
110

Q14

q14

204
103

Q24 

q24 
407
203

Q34 

q34 
247 
124 

Q44 

q44 
19
9 

尖峰係數 0.95 0.92 0.94 0.90 
行人衝突數 50 50 50 50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容量」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4，有快慢分隔，其他地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4，平均車道寬均為 4.1m，

路面坡度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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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95、0.92、

0.94、0.90。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50pph。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分佈，因為快慢分隔，故需將快車道及慢

車道流率分開輸入。由路口 1 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 離開圓環之快

車流率為 33 vph、由路口 1 進入圓環而由路口 1 離開圓環之慢車

流率為 16 vph…餘此類推，最後所有輸入資料將形成快車道及慢

車道各一個矩陣。 

步驟 7：完成上述 6 項步驟後，按下尖峰 15 分鐘流率流向分佈群組中「執

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3.4-3 及圖 13.4-4

所示。圓環容量 9,036pcph，V/C 值 0.77，服務水準 C 級。本程式的分析

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3.4-4，由於小數進位數的關係導致圓環容量

略有差異，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C 級。 

表 13.4-4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圓環容量 9,037 pcph 9,036pcph 

圓環 V/C 值 0.77 0.77 

圓環服務水準 C 級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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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3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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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4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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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十四章   市區幹道  

14.1  分析流程 

市區幹道主要為「市區道路及路口」子系統所涵蓋，分析工具為「公路

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HTSS)第三版」， (Highway Traffic System Simulation 

Model，簡稱 HTSS)，模擬模式操作流程見圖 14.1-1。 

 

圖 14.1-1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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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操作說明 

14.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市區道路及路口」模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

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市區道路及路口，如圖 14.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臺

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市區道路及路口的圖示，如圖 14.2-2、

圖 14.2-3 所示。 

 

圖 14.2-1  市區道路及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4.2-2  市區道路及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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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3  市區道路及路口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14.2.2  欄位操作說明  

由於本章分析工具採用「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TSS)第三版」，故相關

系統操作說明及例題請參閱使用手冊第十八章「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15-1 

15 第十五章  市區公車設施 

15.1  分析流程 

公車容量分析的目的是從用路人的觀點來評估服務績效，以作為規劃、

設計或改善營運策略之參考。公車設施的分析分為「公車站容量」、「公車專

用道容量」與「公車專用道服務水準」三種。圖 15.1-1 為公車站容量分析的

計算流程，圖 15.1-2 則為公車專用道容量與平均旅行速率分析的計算流程。 

 

 

 

圖 15.1-1  公車站容量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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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2  公車專用道容量與公車專用道服務水準分析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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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操作說明 

15.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市區公車設施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

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公車容量分析，如圖 15.2-1 所示。

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 臺灣公路

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市區公車設施程式的圖示，如圖 15.2-2、圖

15.2-3 所示。 

 

圖 15.2-1  市區公車設施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5.2-2  市區公車設施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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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3  市區公車設施程式啟動方式 2-2 

 

15.2.2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15.2-4。欄位的填寫與否

將不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 

 

圖 15.2-4  基本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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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二)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三)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四)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運

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五)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六)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七)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顯

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八)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九)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分析型態群組，共計 3 個選項按鈕，如圖 15.2-5。 

 

圖 15.2-5  分析型態群組 

使用者選擇分析型態為公車站容量、公車專用道容量或公車專用道

服務水準。 

三、模擬設定群組，共計 3 個輸入欄位及 3 個標籤頁面，如圖 15.2-6；連鎖設

定標籤畫面如圖 15.2-7。 

 

圖 15.2-6  模擬設定群組 

 

圖 15.2-7  連鎖設定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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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擬次數：屬輸入參數，利用 HTSS 程式模擬的次數。 

(二)熱機時間：屬輸入參數，利用 HTSS 程式模擬時，讓車流預先進入路網

熱機的時間。 

(三)模擬時間：屬輸入參數，利用 HTSS 程式模擬時，模擬時段的長度。 

(四)時相數：屬輸入參數，為此路口的時相數目。 

(五)週期：屬顯示參數，為各時相之綠燈、黃燈、全紅之加總長度。 

(六)綠燈(G)：屬輸入參數，各時相之綠燈時段長度。 

(七)黃燈(Y)：屬輸入參數，各時相之黃燈時段長度。 

(八)全紅(AR)：屬輸入參數，各時相之全紅時段長度。 

(九)上游路口時差：屬輸入參數，上、下游路口之號誌控制為連鎖時，上游

路口之時差。 

(十)下游路口時差：屬輸入參數，上、下游路口之號誌控制為連鎖時，下游

路口之時差。 

四、公車特性群組，共計 3 個輸入欄位，如圖 15.2-8。 

 

圖 15.2-8  公車特性群組 

 

(一)平均靠站時間：屬輸入參數，為各公車平均靠站停等的時間。 

(二)路線 1 排班頻率：屬輸入參數，路線 1 每小時公車停靠班次數。 

(三)路線 2 排班頻率：屬輸入參數，路線 2 每小時公車停靠班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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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2 個下拉式選單、4 個輸入欄位，如圖 15.2-9。 

 

圖 15.2-9  幾何設計群組 

 

(一)地區：屬輸入參數，為分析專案所在之地區。 

(二)路段長度：屬輸入參數，為分析地區路口與路口間的長度。 

(三)公車站型態：屬輸入參數，使用者可選擇此公車站台側邊有無停車彎。 

(四)停車彎有效長度：屬輸入參數，可讓公車停靠而不影響左側車道車輛之

行進的停車彎長度。 

(五)站台長度：屬輸入參數，為公車站台的長度。 

(六)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屬輸入參數，為公車站台前端與車道下游停止

線間的距離。 

六、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4 個顯示標記，如圖 15.2-10。 

 

圖 15.2-10  分析結果群組 

 

(一)公車站容量：每小時公車站停靠公車數。 

(二)路段容量：每小時公車專用道通過公車數。 

(三)平均停等延滯：公車專用道上每輛公車的平均停等延滯。 

(四)服務水準：由平均停等延滯推算出的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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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操作範例 

「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

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Busfacility1.bf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Busfacility2.bff 

 

15.3.1  範例 1：專用道容量  

一、緣起目的 

專用道容量受到靠站時間之分佈、站台長度、站台下游與停止線之

距離，以及號誌控制的影響，而且影響因素有互動的關係，所以不容易

發展很準確的分析性模式來估計專用道容量。在此情況下，估計公車專

用道容量的方法以使用 HTSS 模擬模式為宜。 

二、計畫概述 

台北市公車專用道至民國 99 年底共設置 11 條，總長度 59.49 公里，

包括松江路、新生南路、敦化南北路、民權東西路、南京東路、仁愛路、

信義路、重慶北路、中華路、羅斯福路、新光路等。 

其中民權東路(與松江路交口)之停靠站長 50 公尺，站台前端緊靠下

游路口停止線，平均靠站時間約 15 秒，下游號誌控制之週期長度為 190

秒，專用道所得之綠燈時段為 90 秒，燈號轉換時段為 5 秒，試根據以上

條件，估計公車專用道之容量。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容量。 

步驟 3：輸入時制計畫，時相 1 輸入綠燈 90 秒、黃燈 3 秒、全紅 2 秒；

時相 2 輸入綠燈 90 秒、黃燈 3 秒、全紅 2 秒。 

步驟 4：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15 秒，排班頻率輸入

600vph。 

步驟 5：輸入幾何設計，公車站型態選擇「無停車彎」，站台長度輸入 50m，

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6：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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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3-1 及圖 15.3-2 所

示，路段容量 175 vph。 

 

圖 15.3-1  市區公車設施範例 1 輸入圖 

 

圖 15.3-2  市區公車設施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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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範例 2：專用道服務水準  

一、計畫概述 

承上例，若此專用道每小時通過 100 輛公車，在其他狀況條件不變

的情況下，估計公車專用道之平均旅行速率及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服務水準-下游號誌影響。 

步驟 3：輸入時制計畫，時相 1 輸入綠燈 90 秒、黃燈 3 秒、全紅 2 秒；

時相 2 輸入綠燈 90 秒、黃燈 3 秒、全紅 2 秒。 

步驟 4：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15 秒，排班頻率輸入

100vph。 

步驟 5：輸入幾何設計，公車站型態選擇「無停車彎」，站台長度輸入 50m，

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6：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3-3 及圖 15.3-4 所

示，公車專用道平均停等延滯 42.8 sec/veh，服務水準 C 級。 

 

圖 15.3-3  市區公車設施範例 2 輸入圖 



15-11 

 

圖 15.3-4  市區公車設施範例 2 輸出圖 

 

 

15.4  手冊例題 

「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9 個操

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

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bff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bff 

例題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3.bff 

例題 4：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4.bff 

例題 5：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5.bff 

例題 6：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6.bff 

例題 7：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7.bff 

例題 8：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8.bff 

例題 9：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9.b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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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例題 1：公車站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公車專用道的

站台長度為 18 公尺，公車離站時不受下游停等車輛之干擾，假設平均停

靠時間為 20 秒，試估計公車站之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站容量。 

步驟 3：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20 秒。 

步驟 4：輸入幾何設計，地區選擇「其他地區」，站台長度輸入 18m。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4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1 及圖 15.4-2

所示，公車站容量 138 vp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1，公車站容量皆為

138vph。 

表 15.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站容量 138 vph 138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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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1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圖 15.4-2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15.4.2  例題 2：公車站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2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並承接例題 1，

公車專用道的站台增加到 24 公尺，試估計公車站之容量。 



15-14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站容量。 

步驟 3：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20 秒。 

步驟 4：輸入幾何設計，地區選擇「其他地區」，站台長度輸入 24m。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4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3 及圖 15.4-4

所示，公車站容量 197vp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2，公車站容量皆為

197vph。 

表 15.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站容量 197 vph 197 vph 

 

 

圖 15.4-3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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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4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15.4.3  例題 3：公車專用道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3 例題 3 為操作範例。台北市一公車

專用道上公車站之站台長度為 45 公尺，無停車彎，站台前端緊靠下游路

口停止線。公車之平均靠站時間為 20 秒，下游號誌控制之週期長度為 200

秒，專用道所得之綠燈時段為 120 秒，黃燈為 3 秒，全紅時段為 1 秒。

請估計在上述情況下之路段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容量。 

步驟 3：輸入時制計畫，時相 1 輸入綠燈 1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時相 2 輸入綠燈 72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4：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20 秒，排班頻率輸入

790vph。 

步驟 5：輸入幾何設計，公車站型態選擇「無停車彎」，站台長度輸入 45m，

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6：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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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5 及圖 15.4-6

所示，路段容量 160vp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3，公車專用道容量皆

為 160vph。 

表 15.4-3  例題 3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專用道容量 160 vph 160 vph 

 

 

圖 15.4-5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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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6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3 輸出圖 

 

 

15.4.4  例題 4：公車專用道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4 例題 4 為操作範例。如將例題 3 之

公車站往上游移約 50 公尺，請估計此站台設置之路段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容量。 

步驟 3：輸入時制計畫，時相 1 輸入綠燈 1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時相 2 輸入綠燈 72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4：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20 秒，排班頻率輸入

790vph。 

步驟 5：輸入幾何設計，公車站型態選擇「無停車彎」，站台長度輸入 45m，

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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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7 及圖 15.4-8

所示，公車專用道容量 207vp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4，公車專用道容量皆

為 207vph。 

表 15.4-4  例題 4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專用道容量 207 vph 207 vph 

 

 

圖 15.4-7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4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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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8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4 輸出圖 

 

15.4.5  例題 5：公車專用道服務水準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5 例題 5 為操作範例。如公車以每小

時 150 輛之流率隨機進入例題 3 及例題 4 之公車專用道，請估計專用道

之平均路段延滯。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服務水準-下游號誌影響。 

步驟 3：輸入模擬設定，模擬次數 2 次，熱機時間 300 秒，模擬時間 3000

秒，皆無須更動。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時相 1 輸入綠燈 1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時相 2 輸入綠燈 72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5：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20 秒，排班頻率輸入

150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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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輸入幾何設計，公車站型態選擇「無停車彎」，站台長度輸入 45m，

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7：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步驟 8：更改幾何設計，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改為 50m。 

步驟 9：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9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9~圖 15.4-12

所示，當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時，公車專用道延滯為 50.8 sec/veh；

當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50m 時，公車專用道延滯為 24.9 sec/ve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5，公車專用道延滯皆

為 50.8 sec/veh。 

表 15.4-5  例題 5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專用道

延滯 
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50.8 sec/veh 50.8 sec/veh 
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50m 24.9 sec/veh 24.9 sec/veh 

 

 

圖 15.4-9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5 輸入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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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10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5 輸出圖-1 

 

 

圖 15.4-11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5 輸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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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12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5 輸出圖-2 

 

 

15.4.6  例題 6：有停車彎之公車專用道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6 例題 6 為操作範例。如果例題 3 之

站台(45 公尺長)全部改為公車彎(公車彎有效長度等於站台長度)，請估計

相關之路段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容量。 

步驟 3：輸入模擬設定，模擬次數 2 次，熱機時間 300 秒，模擬時間 3000

秒，皆無須更動。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時相 1 輸入綠燈 1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時相 2 輸入綠燈 72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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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20 秒，排班頻率輸入

790vph。 

步驟 6：輸入幾何設計，公車站型態選擇「有停車彎」，停車彎長度輸入

45m，站台長度輸入 45m，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7：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13 及圖

15.4-14 所示，公車專用道容量為 268 vp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6，公車專用道容量皆

為 268 vph。 

表 15.4-6  例題 6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專用道容量 268 vph 268 vph 

 

 

圖 15.4-13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6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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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14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6 輸出圖 

 

 

15.4.7  例題 7：有停車彎之公車專用道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7 例題 7 為操作範例。如果例題 6 的

公車站站台長度維持在 45 公尺，但公車彎長度縮短到 14 公尺，請估計

路段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容量。 

步驟 3：輸入模擬設定，模擬次數 2 次，熱機時間 300 秒，模擬時間 3000

秒，皆無須更動。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時相 1 輸入綠燈 1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時相 2 輸入綠燈 72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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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20 秒，排班頻率輸入

790vph。 

步驟 6：輸入幾何設計，公車站型態選擇「有停車彎」，停車彎長度輸入

14m，站台長度輸入 45m，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7：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15 及圖

15.4-16 所示，公車專用道容量為 196vph。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7，公車專用道容量皆

為 196 vph。 

表 15.4-7  例題 7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專用道容量 196 vph 196 vph 

 

 

圖 15.4-15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7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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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16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7 輸出圖 

 

 

15.4.8  例題 8：受上、下游號誌控制之公車專用道延滯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1.8 例題 8 為操作範例。一市區路段可

用 Artbus.txt 之相關圖 17-26 來代表，但兩號誌化路口停止線之距離為 300

公尺。此外，這路段之公車專用道作業有以下狀況： 

1. 第一公車路線進入節線 5 之流率為 100 公車/小時。這些公車必須停在

節線 5、6 及 7 節線上之公車站。 

2. 第二公車路線進入節線 3 之流率為 50 公車/小時。這些公車必須停在

節線 3 及 7 節線上之公車站，但不需停在節線 7 之公車站。 

3. 公車站之設置如 Artbus.txt 之輸入資料所顯示(沒公車彎)。節線 6 之公

車站緊靠下游停止線，其站台長度為 42 公尺。 

4. 平均靠站時間除了在節線 6 是 15 秒之外，皆為 10 秒。 

5. 在節線 5，給公車路線 1 使用之第 1 時相綠燈長度為 76 秒，在節線 3，

給公車路線使用之第 2 時相綠燈長度為 4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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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節線 6，給公車路線使用之第 1 時相綠燈長度為 56 秒，第 2 時相綠

燈長度為 36 秒。 

7. 各時相之黃燈及全紅時段各為 3 秒及 1 秒。 

請修改並利用 Artbus.txt 評估節線 6 公車專用道(第 3 車道)之作業績

效。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服務水準-上、下游號誌影響。 

步驟 3：輸入模擬設定，模擬次數 2 次，熱機時間 300 秒，模擬時間 1500

秒。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下游號誌時相 1 輸入綠燈 76 秒、黃燈 3 秒、全

紅 1 秒；時相 2 輸入綠燈 46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上游號

誌時相 1 輸入綠燈 56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 2 輸入綠

燈 36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5：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15 秒，路線 1 排班頻

率輸入 100vph，路線 2 排班頻率輸入 50vph。 

步驟 6：輸入幾何設計，路段長度輸入 300m，公車站型態選擇「無停車

彎」，站台長度輸入 42m，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7：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17 及圖

15.4-18 所示，公車平均停等延滯為 30.9 sec/veh，服務水準 C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8，公車平均停等延滯

皆為 30.9 sec/veh，服務水準 C 級。 

表 15.4-8  例題 8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專用道容量 30.9 sec/veh 30.9 sec/veh 

服務水準 C 級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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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17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8 輸入圖 

 

 

圖 15.4-18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8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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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  例題 9：受上、下游號誌控制之公車專用道延滯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7.7.9 例題 9 為操作範例。例題 8 之第 1

路口的號誌週期長度為 130 秒，第 2 路口之週期為 100 秒，這兩路口之

號誌沒有連鎖。如果第 2 路口之第 1 及第 2 時相的綠燈長度各改為 72 及

50 秒，因而兩路口之號誌週期長度相同(130 秒)。並進一步將此兩路口第

1 時相之時差分別定為 0 秒(第 1 路口)及 32 秒。請評估這號誌控制策略對

於節線 6 公車專用道之影響。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點選公車專用道服務水準-上、下游號誌影響。 

步驟 3：輸入模擬設定，模擬次數 2 次，熱機時間 300 秒，模擬時間 1500

秒。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下游號誌時相 1 輸入綠燈 76 秒、黃燈 3 秒、全

紅 1 秒；時相 2 輸入綠燈 46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上游號

誌時相 1 輸入綠燈 72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 2 輸入綠

燈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5：輸入連鎖設定，上游路口時差 32 秒，下游路口時差輸入 0 秒。 

步驟 6：輸入公車特性，在平均靠站時間欄位輸入 15 秒，路線 1 排班頻

率輸入 100vph，路線 2 排班頻率輸入 50vph。 

步驟 7：輸入幾何設計，路段長度輸入 300m，公車站型態選擇「無停車

彎」，站台長度輸入 42m，站台前端與停止線距離 0m。 

步驟 8：按下「執行計算」按鈕。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8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5.4-19 及圖

15.4-20 所示，公車平均停等延滯為 33.4 sec/veh，服務水準 C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5.4-9，公車平均停等延滯

皆為 33.4 sec/veh，服務水準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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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9  例題 9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公車專用道容量 33.4 sec/veh 33.4 sec/veh 

服務水準 C 級 C 級 

 

圖 15.4-19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9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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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20  市區公車設施手冊例題 9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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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十六章  機車專用道 

 

16.1  操作流程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包括運轉分析及規劃設計分析，其中根據不同車流

型態又分為非阻斷性車流、獨立號誌化路口以及受上、下游影響之路口等 3

種。圖 16.1-1 為運轉分析模式的操作程序，圖 16.1-2 為規劃及設計分析模式

的操作程序。 

 

 

圖 16.1-1  運轉分析模式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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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2  設計分析模式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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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操作說明 

16.2.1  啟動分析程式  

要啟動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

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如圖

16.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程

式的圖示，如圖 16.2-2、圖 16.2-3 所示。 

 

圖 16.2-1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6.2-2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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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3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16.2.2  分析型態選擇  

不同之分析型態所需輸入變數與所得結果均不盡相同，使用者可依實際

分析需求選擇，分析型態分為「運轉分析」與「規劃及設計分析」兩項，如

圖 16.2-4。 

 

圖 16.2-4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型態選擇 

 

16.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所以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

工作群組之詳細操作。 



16-5 

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

無關，可以省略，如圖 16.2-5。 

 

圖 16.2-5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公路名稱：分析公路的名稱或編號。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分析型態群組，包括 3 個選項，如圖 16.2-6。 

 

圖 16.2-6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型態群組 

使用者選擇分析位置為非阻斷性車流獨立號誌化路口或受上、下游影

響之路口及路段。 

(三) 幾何設計群組，包括 3 個輸入欄位、2 個下拉式選單及 4 個顯示欄位，

如圖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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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7  運轉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車道寬度(W)：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2.5，微調

鍵調整值 0.1。 

2.左側分隔形式：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左側之分隔形式，下拉選單

有標線分隔、導桿分隔及實體分隔供選擇，預設為標線分隔。 

3.右側分隔形式：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右側之分隔形式，下拉選單

有標線分隔、導桿分隔及實體分隔供選擇，預設為標線分隔。 

4.左側車道寬調整因素(L)：屬顯示參數，機車專用道左側之調整因素。 

5.右側車道寬調整因素(R)：屬顯示參數，機車專用道右側之調整因素。 

6.使用率佔 90%之路面寬(W90)：屬顯示參數，將車道寬加上左側及右

側調整因素所得到的路面寬度。 

7.專用道路段長度：屬輸入參數，兩路口間機車專用道之長度，預設值

700，微調鍵調整值 1。 

8.坡度：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之坡度，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9.非阻斷性車流路段(號誌化路口機車道)容量：屬顯示參數，非阻斷性

車流路段(號誌化路口機車專用道)容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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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制計畫群組，若分析型態為獨立號誌化路口，則需輸入此路口之時相

型態，且機車專用道依規定須使用時相二；若型態為受上下游影響之

路口及路段，則需輸入上下游路口之時相型態，機車專用道依規定須

使用時相二及時相四，如圖 16.2-8 及圖 16.2-9。 

 

圖 16.2-8  運轉分析-時制計畫群組(獨立號誌化路口) 

 

圖 16.2-9  運轉分析-時制計畫群組(受上下游影響之路口及路段) 

 

1.時相數：屬輸入參數，此號誌化路口的時相數目。 

2.時差：屬輸入參數，在「受上下游影響之路口及路段」型態中，上游

路口與下游路口間的時差。 

2.週期：屬可調參數，為各時相之綠燈、黃燈、紅燈之加總長度。 

3.G(綠燈長度)：屬輸入參數，各時相之綠燈長度。 

4.Y(黃燈長度)：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時相之黃燈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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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全紅長度)：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時相之紅燈長度。 

(五) 需求流率群組，預設有 5 項輸入欄位以及 1 個顯示欄位，如圖 16.2-10。 

 

圖 16.2-10  運轉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機車尖峰小時需求流率(Q60)：屬輸入參數，為單方向單位小時機車

專用道上的機車流量，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做分

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

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3.機車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Q15)：屬顯示參數，機車道尖峰 15 分鐘

交通量需求。 

4.左轉百分比：屬輸入參數，左轉機車車流百分比，預設值 10，微調

鍵調整值 1。 

5.直行百分比：屬輸入參數，直行機車車流百分比，預設值 70，微調

鍵調整值 1。 

6.右轉百分比：屬輸入參數，右轉機車車流百分比，預設值 20，微調

鍵調整值 1。 

二、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

無關，可以省略，如圖 1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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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11  規劃及設計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公路名稱：分析公路的名稱或編號。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分析型態群組，包括 3 個選項，如圖 16.2-12。 

 

圖 16.2-12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型態群組 

 

1.使用者選擇分析位置為非阻斷性車流獨立號誌化路口或受上、下游影

響之路口及路段。 

(三) 幾何設計群組，包括 3 個輸入欄位、2 個下拉式選單及 4 個顯示欄位，

如圖 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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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13  規劃設計分析-幾何設計群組 

 

1.車道寬度(W)：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預設值 2.5，微調

鍵調整值 0.1。 

2.左側分隔形式：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左側之分隔形式，下拉選單

有標線分隔、導桿分隔及實體分隔供選擇，預設為標線分隔。 

3.右側分隔形式：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右側之分隔形式，下拉選單

有標線分隔、導桿分隔及實體分隔供選擇，預設為標線分隔。 

4.左側車道寬調整因素(L)：屬顯示參數，機車專用道左側之調整因素。 

5.右側車道寬調整因素(R)：屬顯示參數，機車專用道右側之調整因素。 

6.使用率佔 90%之路面寬(W90)：屬顯示參數，將車道寬加上左側及右

側調整因素所得到的路面寬度。 

7.專用道路段長度：屬輸入參數，兩路口間機車專用道之長度，預設值

700，微調鍵調整值 1。 

8.坡度：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之坡度，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9.非阻斷性車流路段(號誌化路口機車道)容量：屬顯示參數，非阻斷性

車流路段 (號誌化路口機車專用道)容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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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制計畫群組，若型態為獨立號誌化路口，則需輸入此路口之時相型

態；若型態為受上下游影響之路口及路段，則需輸入上下游路口之時相

型態，如圖 16.2-14 及圖 16.2-15。 

 

圖 16.2-14  規劃設計分析-時制計畫群組(獨立號誌化路口) 

 

圖 16.2-15  規劃設計分析-時制計畫群組(受上下游影響之路口及路段) 

 

1.時相數：屬輸入參數，此號誌化路口的時相數目。 

2.時差：屬輸入參數，在「受上下游影響之路口及路段」型態中，上游

路口與下游路口間的時差。 

2.週期：屬可調參數，為各時相之綠燈、黃燈、紅燈之加總長度。 

3.G(綠燈長度)：屬輸入參數，各時相之綠燈長度。 

4.Y(黃燈長度)：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時相之黃燈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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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全紅長度)：屬輸入參數，機車專用道時相之紅燈長度。 

(五) 需求流率群組，預設有 5 項輸入欄位以及 1 個顯示欄位，如圖 16.2-16。 

 

圖 16.2-16  規劃及設計分析-需求流率群組 

1.設計年平均機車日流量(ADT)：屬可調參數，預測或歷史的平均日機

車雙向交通量，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2.流量方向分布係數(D)：屬可調參數，將雙向機車交通量轉換為單方

向，預設值 0.50，微調鍵調整值 0.01。 

3.設計小時流量係數(K)：屬可調參數，配合流量方向分布係數將年平

均日交通量轉換為小時流量，預設值 0.08，微調鍵調整值 0.01。 

4.機車尖峰小時流量(Q60)：屬輸入參數，為單方向單位小時機車流量，

預設值 0，微調鍵調整值 1。 

5.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量做分

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

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0.01。 

6.機車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Q15)：屬顯示參數，機車道尖峰 15 分鐘

交通量需求。 

7.左轉百分比：屬輸入參數，左轉機車車流百分比，預設值 10，微調

鍵調整值 1。 

8.直行百分比：屬輸入參數，直行機車車流百分比，預設值 70，微調

鍵調整值 1。 

9.右轉百分比：屬輸入參數，右轉機車車流百分比，預設值 20，微調

鍵調整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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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操作範例 

「機車專用道」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

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MotorLane1.ML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MotorLane2.MLF 

 

16.3.1  範例 1：非阻斷性車流分析  

一、緣起目的 

機車專用道指車道空間專供機車行駛使用，機車享有專用路權，其

他車種不得穿越與行駛，機車行駛過程中不得離開專用道，劃設機車專

用道之目的在於提升機車與其他運具行駛時之安全性。 

二、計畫概述 

為改善道路汽機車混合車流之行車秩序，落實汽機車分流管制，提

昇機車行車安全，並保障機車騎士通行之權力，臺北縣政府於板橋市環

河路堤外道路設置機車專用道，其位置如圖 16.3-1 所示。假設此路段車

流為非阻斷性之車流，機車專用道寬度 2.5m，左側為實體分隔、右側為

標線分隔，且為平坦路段，試以上述條件計算機車專用道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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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1  板橋市環河路機車專用道位置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機車專用道」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非阻斷車流。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條件，車道寬度 2.5m，左側為實體分隔、右側為

標線分隔，坡度 0%。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6.3-2 及圖 16.3-3 所

示。非阻斷性車流路段容量 7,260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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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2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範例 1 輸入圖 

 

 

圖 16.3-3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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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範例 2：獨立號誌化路口分析  

一、計畫概述 

華中橋位於台北市萬華區，其地理位置如圖 16.3-4 所示。專用道寬

度 2.5m，坡度為 0.3%，左側為實體分隔、右側為標線分隔，專用道長度

1,000m，上午尖峰往台北方向尖峰小時機車交通量為 3,497vph，尖峰小

時係數 0.9，機車左轉、直行、右轉百分比假設為 20%、60%、20%，此

專用道下游為二時相之定時號誌控制路口，週期長度為 88 秒，專用道之

綠燈、黃燈、全紅時段各為 30 秒、3 秒及 1 秒。依據以上條件，利用 HTSS

模擬模式計算專用道之服務水準。 

 

圖 16.3-4  華中橋機車專用道位置示意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機車專用道」

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分析型態，獨立號誌化路口。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車道寬度 2.5m，左側實體分隔、右側為標線分

隔，專用道路段長度 1,000m，坡度 0.3%。 

步驟 4：輸入時誌計畫，時相數 2，第一時相輸入綠燈長度 5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第二時相輸入綠燈 3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5：輸入需求流率，機車尖峰小時需求流率 3,497 vph，尖峰小時係

數 0.9，左轉 20%、直行 60%、右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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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按下工具列「執行模擬」→「執行 HTSS.exe」。 

步驟 7：執行完畢後按下工具列「執行模擬」→「檢視輸出檔」。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6.3-5 及圖 16.3-6 所

示。由模擬結果可知，機車專用道為 Link5 的第 7 車道，其紓解流率為

2,664 vph，低於需求流率 3,497 vph，其平均停等延滯為 115.9 秒/輛，相

關服務水準 F 級。 

 

圖 16.3-5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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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6  機車專用道容量分析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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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手冊例題 

「機車專用道」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修定版」中提供 4

個操作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

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MLF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MLF 

例題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3.MLF 

例題 4：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4.MLF 

16.4.1  例題 1：獨立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8.4.1 例題為操作範例，一機車專用道的

車道寬為 3.5 公尺，其坡度為+5%。車道兩旁有非導桿之實體分隔，此專

用道之下游有一定時號誌控制之路口。路口下游之車道在平坦路段上。

號誌週期長度為 100 秒，專用道之綠燈、黃燈及全紅時段各為 35 秒、3

秒及 1 秒，試估計此車道之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機車專用道」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分析型態，選擇獨立號誌化路口。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輸入車道寬度 3.5m，左側、右側分隔型

式皆為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5%。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群組。輸入時相數 2，時相一綠燈 57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二綠燈 35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4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6.4-1 及圖 16.4-2

所示。機車專用道容量為 3,261 vph。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

果見表 16.4-1，手冊與程式的計算結果一致。  

表 16.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機車專用道容量 3,261 vph 3,261 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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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1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圖 16.4-2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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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例題 2：非阻斷車流容量分析  

一、輸入條件 

例題 1 之機車專用道相當長，試估計該車道車流在尚未受下游號誌

化路口影響之前的容量。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機車專用道」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分析型態，選擇非阻斷車流。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輸入車道寬度 3.5m，左側、右側分隔型

式皆為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5%。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3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6.4-3 及圖 16.4-4

所示。機車專用道容量為 7,787 vph。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

果見表 16.4-2，手冊與程式的計算結果一致。  

表 16.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機車專用道容量 7,787 vph 7,787 vph 

 

圖 16.4-3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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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4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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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  例題 3：獨立號誌化路口模擬作業  

一、輸入條件 

如果例題 1 之機車專用道的需求流率為 3,500 vph，其中 20%為左轉

車，10%為右轉車，並且車輛抵達號誌化路口之型態為隨機，試評估此車

道車流之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機車專用道」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分析型態，選擇獨立號誌化路口。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輸入車道寬度 3.5m，左側、右側分隔型

式皆為實體分隔，輸入坡度 5%。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群組。輸入時相數 2，時相一綠燈 57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二綠燈 35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5：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輸入 3,500vph，尖峰小

時係數假設為 1，轉向百分比輸入左轉 20%、直行 70%、右轉

10%。 

步驟 6：選擇工具列「執行模擬」，按下「執行 HTSS.exe」。 

步驟 7：模擬完畢後，選擇選擇工具列「執行模擬」，按下「檢視輸出

檔」。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6.4-5 及圖 16.4-6

所示。機車專用道代號為 Link5-Lane7，其疏解流率為 2,936 vph，平均停

等延滯 111.3 秒/輛，服務水準 F 級。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

果見表 16.4-3，手冊與程式的計算結果有所差異，原因在於模擬程式本身

的亂數種子將使每次的結果略有不同。 

表 16.4-3  例題 3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機車專用道疏解流率 2,968 vph 2,936 vph 

平均停等延滯 97.9 秒/輛 111.3 秒/輛 
服務水準 F 級 F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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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5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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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6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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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例題 4：受上下游影響號誌化路口模擬作業  

一、輸入條件 

利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網站提供之 motor2.txt 檔案，將之下游路口時

差改為 60 秒，試問此機車專用道之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機車專用道」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分析型態，選擇受上下游影響之號誌化路口。 

步驟 3：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輸入車道寬度 3.5m，左側、右側分隔型

式皆為實體分隔，專用道長度 700m，輸入坡度 5%。 

步驟 4：輸入時制計畫群組。選擇上游路口標籤，輸入時相一綠燈 1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二綠燈 20 秒、黃燈 3 秒、全

紅 1 秒，時相三綠燈 16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四綠

燈 58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5：選擇下游路口標籤，輸入時差 60 秒，時相一綠燈 1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二綠燈 20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時相三綠燈 16 秒、黃燈 3 秒、全紅 1 秒，時相四綠燈 58 秒、

黃燈 3 秒、全紅 1 秒。  

步驟 6：輸入需求流率資料。尖峰小時需求流率輸入 3,500vph，尖峰小

時係數假設為 1，轉向百分比輸入左轉 20%、直行 70%、右轉

10%。 

步驟 7：選擇工具列「執行模擬」，按下「執行 HTSS.exe」。 

步驟 8：模擬完畢後，選擇選擇工具列「執行模擬」，按下「檢視輸出

檔」。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8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6.4-7 及圖 16.4-8

所示。機車專用道代號為 Link6-Lane7 與 Link9-Lane7，其中 Link6-Lane7

疏解流率為 4,335 vph，平均停等延滯 11.3 秒/輛，服務水準 A 級；

Link9-Lane7 疏解流率為 3,301 vph，平均停等延滯 9.0 秒/輛，服務水準 A；

級。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6.4-4，手冊與程式的計算

結果有所差異，原因在於模擬程式本身的亂數種子將使每次的結果略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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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4-4  例題 4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Link6-Lane7 

機車專用道疏解流率 4,331 vph 4,335vph 
平均停等延滯 12.5 秒/輛 24.5 秒/輛 
服務水準 A 級 A 級 

Link9-Lane7 

機車專用道疏解流率 2,983 vph 3,301 vph 
平均停等延滯 8.9 秒/輛 8.9 秒/輛 
服務水準 A 級 A 級 

 

 

圖 16.4-7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4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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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8  機車專用道手冊例題 4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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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十七章  行人交通設施 

 

17.1  操作流程 

行人交通設施分析分為運轉與規劃設計分析模式。圖 17.1-1 營運分析模

式的操作程序，圖 17.1-2 是規劃設計的操作程序。 

 

 

  

圖 17.1-1  運轉分析模式操作流程 圖 17.1-2  規劃設計分析模式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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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操作說明 

17.2.1  啟動分析程式  

欲啟動行人設施容量分析程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

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行人交通設施容量分析，如

圖 17.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行人交通設施容量分析

程式的圖示，如圖 17.2-2、圖 17.2-3 所示。 

 

圖 17.2-1  行人設施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1 

 

圖 17.2-2  行人設施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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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3  行人設施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2-2 

17.2.2  分析型態選擇  

在操作流程中已經說明了分析型態的差異，分析型態有「運轉分析」和

「規劃設計分析」兩項，如圖 17.2-4。 

 

圖 17.2-4  行人設施分析型態選擇 

17.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所以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工

作群組之詳細操作。 

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17.2-5。欄位的填寫與

否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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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5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路段之名稱或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包含 1 個下拉式選單以及 2 個輸入欄位，如圖 17.2-6。 

 

圖 17.2-6  運轉分析-設施種類選項 

 
1.設施種類：屬輸入參數，依人行道所在區位及型態分為商業區水平步

道、通勤區水平步道及階梯等 3 種選項。 

2.設施長度：屬輸入參數，人行道路段長度，預設值為 50，微調鍵調整

值 0.1。 

3.設施寬度：屬輸入參數，人行道路段寬度，預設值為 1.5，微調鍵調

整值 0.1。 

(三)實際流率群組，共有 1 個輸入欄位，如圖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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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7  運轉分析-設施資料群組 

 
1.平均實際行人流率：屬輸入參數，調查期間每分鐘行人流率之平均

值，預設值為 70 人/分，微調鍵調整值 1。 

(四)障礙物型態群組，共有 4 種勾選窗格、另分別有一輸入欄位、顯示標記

及按鈕。 

 

圖 17.2-8  運轉分析-障礙物選取群組 

 
1.障礙物選項：屬輸入參數，共 28 種障礙物選項，分為包含街道設施、

公共通道入口附近及美化環境設施、商業用途設施及建物突出物及其

他等 4 種勾選窗格。人行道上之固定障礙物可能因行人閃避而減少有

效寬度及容量，操作者可依實際評估目標物之道路設施配置勾選。 

2.總計損失寬度：屬顯示參數，為依照使用者選取之障礙物項目查詢台

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2001 版表 17.3 所估計損失之人行道寬度。 

3.估計損失寬度：屬輸入參數，供使用者自行輸入人行道實際損失寬度。 

(五)分析結果群組，共計 3 個顯示標記以及服務水準備註說明，如圖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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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9  運轉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有效寬度：扣除障礙物所造成之人行道損失寬度後可供人行之有效寬

度。 

2.行人密度：為每單位面積之行人數。 

3.服務水準：由行人密度對照所得之人行設施服務水準等級，與一般道

路設施相同共分為 A~F 六級。 

二、規劃及設計分析 

(一) 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

省略。 

 

圖 17.2-10  規劃及設計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

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路段之名稱或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則

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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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幾何設計群組，包含 1 個下拉式選單。 

 

圖 17.2-11  規劃及設計分析-設施種類選項 

 
1.設施種類：屬輸入參數，依人行道所在區位及型態分為商業區水平步

道、通勤區水平步道及階梯等三種選項。 

(三)實際流率群組，共有 1 個輸入欄位。 

 

圖 17.2-12  運轉分析-設施資料群組 

 
1.平均實際行人流率：屬輸入參數，調查期間每分鐘行人流率之平均

值，預設值為 70 人/分，微調鍵調整值 1。 

(四)預訂服務水準，共有 1 個下拉式選單及 1 項備註。 

 

圖 17.2-13  運轉分析-設施資料群組 

 
1.設計水準：屬輸入參數，本次規劃設計之標準服務水準，預設值為 C

級。 

(五)障礙物型態群組，共有 4 種勾選窗格、另分別有一輸入欄位、顯示標記

及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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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14  規劃及設計分析-障礙物選取群組 

 
1.障礙物選項：共 28 種障礙物選項，人行道上之固定障礙物可能因行

人閃避而減少有效寬度及容量，操作者可依實際評估目標物之道路配

置選取。 

2.總計損失寬度：為依照使用者選取之障礙物項目查詢公路容量手冊

2001 版表 17.3 所估計損失之人行道寬度。 

3.估計損失寬度：供使用者自行輸入人行道實際損失寬度。 

4.若欲進行下一次分析，須先行按下全部清除鈕，將既有資料清除才可

接續分析。 

(六)分析結果群組，共計 2 個顯示標記。 

 

圖 17.2-15  規劃及設計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流率標準(上限)：相對設計水準之人行流率。 

2.最小設計寬度：即為符合設計水準之人行設施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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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操作範例 

「行人交通設施」子系統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

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Pedfacility1.PFF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Pedfacility2.PFF 

 

17.3.1  範例 1：運轉分析  

一、緣起目的 

行人為許多交通設施於設計或運作時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包括航

空站、鐵路、捷運車站、行人陸橋、地下道、斑馬線及路旁之水平人行

步道等，目前臺灣分析行人設施之方法僅包括水平步道及階梯。 

二、計畫概述 

臺北市敦化北路(八德路至南京東路口)人行道設施寬度約為 3 公尺，

平均每分鐘行人實際流率為 31 人，人行道上計有行道樹、路燈以及垃圾

筒等障礙物，其位置見圖 17.3-1 所示。試根據上述條件，估計此行人設

施之服務水準。 

 

圖 17.3-1  敦化北路(八德路至南京東路口)人行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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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交通設

施」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

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商業區水平步道。 

步驟 3：輸入設施長度 50 公尺。 

步驟 4：輸入設施寬度 3 公尺。 

步驟 5：輸入每分鐘平均行人流率，31 人/分。 

步驟 6：勾選人行設施上障礙物種類樹、路燈及垃圾桶。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項步驟的運轉分析，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7.3-2 及

圖 17.3-3 所示。本路段有效寬度 2.09 公尺，平均流率 14.83 人/分/公尺，

服務水準為 A 級。 

 

圖 17.3-2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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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3-3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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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  範例 2：規劃設計分析  

一、計畫概述 

依據範例 1 敘述之條件，分析本路段行人設施最小設計寬度。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交通設

施」子系統，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

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水平步道商業區。 

步驟 3：輸入實際需求流率 31 人/分。 

步驟 4：鍵入設計水準 B 級。 

步驟 5：直接鍵入實際損失寬度 0.91 公尺。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五項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7.3-4 及圖 17.3-5

所示。即完成規劃設計輸入資料，分析結果建議之設施寬度為 1.98 公尺。 

 

 

圖 17.3-4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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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3-5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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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手冊例題 

「行人設施」子系統在「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 個操作例

題，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

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1.PFF 

例題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Sample2.PFF 

 

17.4.1  例題 1：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9.5.1 例題 1 為操作範例，台北市昆明街

商業區之騎樓在晚上 6：30~6：45 時，調查其中 15 分鐘行人流量為 800

人，騎樓之寬度為 4m，障礙物包括騎樓柱、攤販、購買人、機車等造成

2.45m 有效寬度之損失，試決定其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交通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商業區水平步道。 

步驟 3：輸入設施寬度 4m。 

步驟 4：假設設施長度 45m。 

步驟 5：輸入每分鐘平均行人流率，800 / 15 = 53.3 人/分。 

步驟 6：勾選人行設施上障礙物種類，或直接鍵入實際損失寬度 2.45m。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7.4-1 及圖 17.4-2

所示。有效寬度為 1.55m，行人密度 34.39 人/分/公尺，服務水準 C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7.4-1，運算結果相當相近。 

 

表 17.4-1  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有效寬度 1.55 公尺 1.55 公尺 

行人密度 34.4 人/分/公尺 34.39 人/分/公尺 

服務水準 C 級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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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4-1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圖 17.4-2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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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  例題 2：規劃設計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9.5.2 例題 2 為操作範例，在商業區之一

新路橋的需求流率為 70 人/分，此路橋兩旁有護牆但無其他障礙物，這些

護牆將有效橋寬減少 1 公尺。如此路橋須維持 C 級的服務水準，則其最

小寬度為何？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交通設施」子系統，

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為階梯。 

步驟 3：輸入實際需求流率 70 人/分。 

步驟 4：鍵入設計水準 C 級。 

步驟 5：直接鍵入實際損失寬度 1 公尺。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5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7.4-3 及圖 17.4-4

所示。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7.4-2，流率標準為 34

人/分，程式分析之最小設計寬度為 3.06 公尺，手冊之分析值則為 3.1 公

尺，運算結果相當相近。 

表 17.4-2  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流率標準 34 人/分 34 人/分 

最小設計寬度 3.1 公尺 3.06 公尺

 



17-17 

 

圖 17.4-3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圖 17.4-4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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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十八章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18.1  操作流程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ighway Traffic Systems Simulation Model，簡稱

HTSS)是為了模擬公路交通系統中獨立路口、幹道及路網而發展的一套微觀模

擬模式。本系統使用時機在於模擬市區、郊區之號誌化路口、幹道或路網，

或對於無法採用分析性模式之有衝突車流，可採用本系統進行模擬，操作流

程如圖 18.1-1 所示。 

 

圖 18.1-1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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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操作說明 

18.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有兩個路徑，路徑一：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分析軟體/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如圖

18.2-1 所示。路徑二：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1)，選擇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的圖示，如圖 18.2-2、圖 18.2-3 所示。 

 

圖 18.2-1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啟動方式 1 

 

圖 18.2-2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啟動方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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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3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啟動方式 2-2 

 

18.2.2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操作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為了

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說明各工作

群組之細部操作。 

一、路網規劃及模擬作業設定，共有 1 個路網示意圖、6 個輸入欄位及 1 個下

拉式選單，如圖 18.2-4。 

1.路網規模：初始路網為 6×6 個節點所組成的路網示意圖，欲擴大模擬路

網範圍，可增加水平或垂直節點數，左側之路網圖示將隨之變動。 

2.路網規劃：使用者必須點選路網規劃畫面上之節點，視為欲模擬之路

口，再點選下游路口，即可建立此方向路段；反向點選路段之起點→迄

點，即可建立對向路段。在路網規劃圖中，「內部節點」以藍色實心圓

表示之，為被模擬之主要交叉路口，最多可以設定 49 個；「邊界節點」

以藍色空心圓表示之，是路網周邊產生車輛的節點，最多可以設定 51

個；「選取節點」為使用者在選取起始節點時，畫面將暫以紅色空心圓

表示之。在 HTSS 模式中，內部節點最多可設定 49 個、邊界節點最多

設定 51 個、節線最多可設定 100 條。 

3.輸出檔案顯示輸入資料：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 之 a2 欄位。選擇

模擬完成後的輸出檔中是否顯示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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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擬作業次數：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 之 a4 欄位(0<a4≦30)，預設

值 1。再次模擬時，HTSS 程式會利用另一套新的亂數再執行另一次模

擬作業，其結果為績效指標估計值之一樣本。如次數大於或等於 2 時，

HTSS 程式會利用所有的樣本以估計各績效指標之平均值及標準差。 

5.模擬時段數：此資料為熱機時段以及欲模擬的時段數，為 HTSS 輸入檔

中決定檔型 2 之 ai(i=2,3,…,10)個數，預設值為 2。 

6.熱機時間秒數：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 之 a2 欄位，預設值 100，模擬

獨立路口之熱機時間約須 3~5 分鐘。 

7.各時段秒數：輸入各時段之長度，此資料為每模擬時段之長度(秒)，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 之 ai(i=2,3,…,10)欄位，最少要有 15 秒。 

8.時制計畫數：設定此模擬路網之時制計畫套數，設定好的數目會對應至

「時制編號」的顯示窗格中。 

9.最短綠燈(秒)：若使用者設定多套時制計畫，則需輸入此時制轉換成下

一時制之過程中，應維持的最短綠燈長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0

之 a3 欄位。 

10.時段長度(秒)：各個時制計畫的時段長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0

之 a4 欄位。 

11.公車路線數：使用者設定公車路線數量，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7 之

a2 欄位，輸入路線數後，可於下方清單上按右鍵修改特定路線名稱。 

 

圖 18.2-4  路網規劃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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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型設定，共有 4 個輸入欄位及 2 個選擇按鈕、1 個勾選格位和 1 個下拉

式選單，如圖 18.2-5。 

1.道路名稱：選擇「未完成設定」列中的節線後，輸入該節線之道路名稱，

此資料輸入與否不影響模擬作業之結果。 

2.所在區域：此節線路段所在之位置，可分為郊區及市區兩類，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 之 a5 欄位，預設值為市區。 

3.快慢分隔型式：使用者選取是否有快慢車道實體分隔。 

4.坡度路段：使用者勾選此節線是否屬於坡度路段，勾選後才能往下設定

坡度資料。 

5.坡度：輸入此節線路段之坡度，正值表示上坡，負值表示下坡，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30 之 a3 欄位。 

6.L1：坡度起點與上游端點距離，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30 之 a4 欄位。 

7.L2：坡度終點與上游端點距離，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30 之 a5 欄位。 

8.此節線設定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鈕，則此節線將被歸類於「完成

設定」列。待所有的節線皆完成設定後，使用者才能點選「下一步」按

鈕，進入下一個標籤頁面。 

 

圖 18.2-5  線型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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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線設定，共有 9~13 個輸入欄位及 1 個勾選格位和 1 個車道設定按鈕，

如圖 18.2-6。 

1.小車平均自由速率：選擇「未完成設定」列中的節線後，輸入下方節線

設定資料，使用者需輸入此節線上小車平均自由速率(km/h)，若無實際

調查資料，可點選「  」速率建議表，利用速限及號誌化路口間距對照

出小車平均自由速率。 

 

圖 18.2-6  節線設定視窗 

 

2.車道設定鈕：點選此設定按鈕，依步驟輸入細部車道設定。 

(1)步驟 1，節線型式設定。共有 6 個輸入欄位、4 個勾選格位及 1 個下

拉式選單，如圖 18.2-7 所示。 

a.節線長度：此資料為上下游路口停止線間的路段長度，為 HTSS 輸

入檔中檔型 17 之 a3 欄位。 

b.上游車道數：使用者輸入節線上游路口進入節線之車道數，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5 之 a4 欄位。 

c.下游車道數：使用者輸入節線進入下游路口之車道數。 

d.左側非全長車道長度：使用者輸入節線左側非全長車道的車道長

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7 之 a5 欄位。 

e.右側非全長車道長度：使用者輸入節線右側非全長車道的車道長

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7 之 a4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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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右轉短車道彎長度：使用者輸入節線右側實體分隔讓右轉車專用之

短車道彎的長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7 之 a6 欄位。 

g.公車專用道：勾選此節線上是否有公車專用道。 

h.公車專用道有無實體分隔：若有公車專用道，則需設定此專用道與

其它車道是否有實體分隔，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9 之 a5 欄位。 

i.公車專用道車道代號：若有公車專用道，則需設定此專用道位於哪

一個車道上，車道代號最外側為 1，由外而內遞增，為 HTSS 輸入

檔中檔型 19 之 a4 欄位。 

j.機車專用道：勾選此節線上是否有機車專用道。 

k.機車專用道有無實體分隔：若有機車專用道，則需設定此專用道與

其它車道是否有實體分隔，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19 之 a6 欄位。 

l.路線型式設定完成後，按下「下一步」按鈕進入步驟 2。 

 

 

圖 18.2-7  節線型式設定視窗 

 

(2)步驟 2，車道轉向設定。共有 1 個編輯圖示，如圖 18.2-8 所示。若節

線下游節點為內部節點，則此節線須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在各個

車道按滑鼠右鍵，選擇此車道實際轉向，選擇完畢後，轉向箭頭將

顯示於各車道上。車道轉向設定完成後，按下「下一步」按鈕進入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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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8  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3)步驟 3，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設定。共有 2 個勾選格位、2 個輸入欄

位及 1 個車道圖示，如圖 18.2-9 所示。 

a.有機車停等區：使用者勾選此路段是否設置機車停等區。 

b.機車停等區長度：此資料為節線的機車停等區長度，為 HTSS 輸入

檔中檔型 33 之 a3 欄位。 

c.機車使用車道：使用者勾選機車停等區在此節線上使用的車道編

號。 

d.有機車待轉區：使用者勾選此路段是否設置機車待轉區。 

e.機車待轉區長度：此資料為節線的機車待轉區長度，為 HTSS 輸入

檔中檔型 34 之 a3 欄位。 

f.待轉區上游車道代號：使用者勾選待轉區上游的車道編號。 

g.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設定完成後，按下「下一步」按鈕進入步驟 2。 

 

圖 18.2-9  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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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步驟 4，車道型式設定。共有 4 個輸入欄位及 1 個車道寬度圖示，如

圖 18.2-10 所示。 

 

圖 18.2-10  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a.一般車道寬度：此資料為某節線的平均車道寬度，為 HTSS 輸入檔

中檔型 23 之 a3 欄位。 

b.中央分隔寬度：使用者輸入此節線之左側中央分隔帶寬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3 之 a6 欄位。 

c.右側停車位寬度：使用者輸入節線右側之停車位寬度，為 HTSS 輸

入檔中檔型 23 之 a4 欄位。 

d.左側停車位寬度：使用者輸入節線左側之停車位寬度，為 HTSS 輸

入檔中檔型 23 之 a5 欄位。 

(5)步驟 5，公車站設定。使用者若於模擬作業標籤頁面中輸入公車路

線，則車道設定視窗將出現步驟 5，讓使用者輸入此節線是否設置公

車站台，若此節線上無公車站，則可直接按下「完成」按鈕。此頁

面共有 4 個輸入欄位、2 個下拉式選單及 2 個勾選格位，如圖 18.2-11

及圖 18.2-12 所示。 

a.所屬車道：使用者選擇此公車站所在之車道編號，為 HTSS 輸入檔

中檔型 20 之 a4 欄位。 

b.車站類型：使用者下拉選單選擇車站類型為混合車道、專用道上無

公車彎車站、或專用道上有公車彎之車站，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0 之 a5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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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停靠時間：公車站上公車平均靠站時間，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2

之 a3~a6 欄位。 

d.L1：站台/站牌前端與下游停止線之距離，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0 之 a6 欄位。 

e.L2：有站台時之站台長度；無站台時最前端站牌與最後端站牌之距

離，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0 之 a7 欄位。 

f.L3：公車停車彎之有效長度，亦即可讓公車停靠而且不影響左側車

道車輛行進之停車彎長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0 之 a8 欄位。 

g.公車站設定圖例：勾選或取消勾選「有公車站臺」、「有公車停車彎」

選項，右側圖例將隨之切換並顯示 L1、L2、L3 之定義。 

h.輸入完成後，按下新增按鈕，此公車站資料即被增列至下方視窗，

再於下方視窗中選擇停靠此公車站之路線(圖 18.2-12)，為 HTSS 輸

入檔中檔型 21 之 a4~a10 欄位。 

 

圖 18.2-11  公車站設定視窗-1 

 

圖 18.2-12  公車站設定視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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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車道細部資料輸入完成後，按下「完成」鈕，回到節線設定標籤頁面，

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即完成此節線之設定，待所有節線設定完成後，

才能按「下一步」進入節點設定標籤。 

4.車流轉向設定：若節線下游節點為內部節點，則此節線須設定轉向車流

百分比資料。此資料為大小車及機車車流離開節線後，各種轉彎方向之

百分比。粉紅底色格位為大小車轉向百分比，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5

之 a3~a10 欄位；淺黃底色格位為機車轉向百分比，為 HTSS 輸入檔中

檔型 35 之 a3~a10 欄位。若轉向比例無分車種，則可勾選「機車轉向比

例與大小車相同」選項，系統將隱藏機車轉向百分比輸入欄位，使用者

僅需輸入大小車轉向百分比即可。 

5.轉入慢車道比例設定：若此節線之轉向後下游節線為有快慢實體分隔設

施，則必須輸入此節線轉入該下游節線之慢車道之車流比例，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26 之 a3~a10 欄位。 

四、節點設定，輸入欄位及勾選格位個數將隨時相數目變動，如圖 18.2-13。 

1.時制計畫編號：選擇「未完成設定」列中的內部節點，使用者選擇欲設

定的時制計畫編號，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0 之 a2 欄位。 

2.時相數目：輸入此時制計畫之時相數，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1 之 a3

欄位，預設值為 2，最多不能超過 8 個時相，設定好的數目將會對應到

下方「時相設定-2」群組中。 

3.同步時相：此時制計畫中同步時相的代號，在獨立號誌控制中，任何一

時相皆可當做同步時相，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1 之 a5 欄位。 

4.同步秒差：此時制計畫中同步時相與基準點的時差。基準時點訂為模擬

開始 T=0 秒之瞬間，若同步時相之第一個綠燈在模擬開始後 15 秒，則

時差輸入 15，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1 之 a6 欄位。 

5.行人專用時相設置代號：供使用者選擇行人專用時相的編號，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2 之 a10 欄位。 

6.時相設定-1：每個時相需輸入綠燈(G)、黃燈(Y)、全紅(AR)、行人可走

(Pw)及行人不可走或清道(Pf)時段，並勾選此時相是否為人車共用時

相，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2 之 a5 ~a9 欄位。 

7.時相設定-2：點選該時相窗格後，彈跳出設定時相轉相視窗，在節線箭

頭上按右鍵，選取利用此時相進入路口之轉向，按下確定鈕即完成此時

相設定，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53 之 a3 ~a9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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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節點所有時相資料設定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才能按「下

一步」進入流率設定標籤頁面。 

 

圖 18.2-13  節點設定視窗 

 

五、流率設定，輸入欄位個數將隨模擬時段數變動，如圖 18.2-14。 

1.流率：選擇「未完成設定」列中的邊界節點，從使用者指定節點進入下

游節線之流率(vph)，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60 之 a4 欄位。 

 

圖 18.2-14  流率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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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車比例：輸入之流率中機車佔所有車輛之比例，為 HTSS 輸入檔中檔

型 60 之 a5 欄位。 

3.小車比例：輸入流率中小型車佔所有車輛之比例，為 HTSS 輸入檔中檔

型 60 之 a6 欄位。 

4.大車比例：輸入流率中大車佔所有車輛之比例。 

5.此節點時相資料設定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才能按「下一步」

進入路徑設定標籤頁面。 

六、路徑設定，共有 1 個輸入欄位、2 個顯示視窗，如圖 18.2-15。 

1.路徑速限：使用者需輸入欲模擬之路徑之速限，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49 之 a3 欄位。 

2.編輯路徑：使用者於左側路網規劃圖中點選欲模擬績效之連續路徑，路

徑編號將同步出現在右側「編輯路徑」群組中，選擇「清除節線」可刪

除表中節線，選擇「新增路徑」可將此路徑加入路徑清單內。欲刪除清

單內路徑，則在路徑上按滑鼠右鍵，選擇刪除路徑即可。 

3.選擇「下一步」進入公車設定標籤頁面。 

 

 

圖 18.2-15  路徑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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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車設定，共有 3 個輸入欄位、2 個下拉式選單以及 1 個顯示視窗，如圖

18.2-16。 

 

圖 18.2-16  公車設定視窗 

 

1.路線型式：選擇「未完成設定」列中的路線編號，選擇此公車路線為循

環式或非循環式，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6 之 a4 欄位。 

2.起始節點：使用者選擇此公車路線出發的邊界節點代號，為 HTSS 輸入

檔中檔型 6 之 a3 欄位。 

3.排班時段數：使用者輸入此公車路線排班時段數目，最多可設定 10 個

排班時段，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7 之 a3 欄位。 

4.時段長度：此資料為排班時段的長度，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7 之 a4

欄位。 

5.發車頻率：此資料為排班時段之平均每小時從邊界節點出發之公車車輛

數，為 HTSS 輸入檔中檔型 7 之 a5 欄位。 

6.行經路線：使用者於左側路網規劃圖中點選此公車行駛之連續路徑，路

徑編號將同步出現在右側「行經路線」群組中，選擇「清除節線」可刪

除表中節線。 

7.選擇「下一步」進入基本資料設定標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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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本資料設定，共有 7 項輸入欄位，為輔助使用者紀錄之用，可省略填

寫並不影響分析結果，如圖 18.2-17。 

 

圖 18.2-17  基本資料設定視窗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時間，運

轉資料則是指蒐集資料的時間。 

5.分析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專案

則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6.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7.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九、執行模擬 

上述之資料均輸入完畢後，點選畫面下方「進行模擬」，將跳出視窗

詢問使用者是否直接進行模擬，使用者選擇「是」，系統將自動產生 htss.txt

輸入檔，並執行 HTSS_V3.exe，若輸入檔符合 HTSS_V3.exe 格式與邏輯，

畫面上即會看到執行檔運轉情形，如圖 18.2-18。模擬完畢後系統將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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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模擬結果。 

 

圖 18.2-18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執行檔運轉畫面 

 

若使用者不直接進行模擬，則可於資料修改儲存後，再點選功能列上「模

式」「執行模擬」，如圖 18.2-19，系統亦會自動執行模擬程式並產生視窗化

模擬結果。 

 

圖 18.2-19  啟動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執行檔操作圖例 

 

十、檢視輸入、輸出檔 

使用者可於功能列上「模式」選擇「檢視模式輸入檔」或「檢視模

式輸出檔」，必須在執行產生輸入檔之後，兩按鈕才可供選擇。圖 18.2-20

為範例模擬結束後，按下「檢視輸出檔」之後所看到的畫面，提供直接

開啟檢視 HTSS_V3.exe 模擬結束所產生之輸出檔(htout.txt)。若於功能列

上「模式」選擇「檢視模擬結果」，則可彈跳出視窗化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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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20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輸出檔檢視 

十一、檢視網圖 

在「線型設定」標籤頁面存檔完成後，使用者可於功能列上「網圖」

選擇「產出網圖」，系統將產出此模擬路網之節線編號及節點編號。在網

圖畫面下可再點選「網圖」「列印」將路網圖印出，或選擇「儲存網

圖」，將此圖形另存為圖片檔，如圖 18.2-21 所示。 

 

圖 18.2-21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路網圖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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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操作範例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提供 3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

驟自行輸入，或至畫面左側「檔案瀏覽區」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

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HTSS1.sim 

範例 2：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HTSS2.sim 

範例 3：C:\Program Files(x86)\THCS\fscommand\HTSS3.sim 

 

18.3.1  範例 1：市區號誌化路口  

一、緣起目的 

號誌化路口作業績效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路口的幾何特性、車

道使用方式、車流轉向方式、車流受干擾程度等。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

式(HTSS)是為了模擬公路系統中獨立路口、幹道及路網而發展的微觀模

擬模式，此模式每秒更新車輛之位置及速率，並評估各路段旅行速率、

服務水準等績效指標。 

二、計畫概述 

臺北市復興南路與市民大道為一重要的市區交叉路口，其中市民大

道為中央分隔雙向 4 車道，平均車道寬度 3.5m；復興南路為中央分隔雙

向 8 車道，平均車道寬度 3.5m，此路口與各方向鄰近路口距離約為 500m，

上午尖峰號誌時制如表 18.3-1，車流轉向交通量(pcu/hr)如圖 18.3-1，其位

置見圖 18.3-2 所示。試根據上述條件，利用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估計

復興南路之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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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3-1  復興南路/市民大道路口上午尖峰時制計畫表 

 

 

 

圖 18.3-1  復興南路/市民大道路口上午尖峰路口轉向交通量圖 

 

 

圖 18.3-2  復興南路/市民大道路口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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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定建立新的專

案。 

步驟 2：設定路網組成。點選路網規劃畫面上之節點，視為欲模擬之路口，

再點選下游路口，即可建立此方向路段；反向點選路段之起點→

迄點，即可建立對向路段。重複此動作建立此單一十字路口如下

圖 18.3-3 所示。 

 

圖 18.3-3  路網圖 

 

步驟 3：進行模擬作業設定。路網規模使用預設值(水平節點數 6*垂直節

點數 6)。作業設定選擇不顯示輸入資料於輸出檔中，模擬作業

次數選擇 2 次。 

步驟 4：輸入模擬時段資料。模擬時段數選擇 2，熱機時間輸入 300 秒，

時段 2 輸入 1,800 秒。 

步驟 5：輸入時制計畫資料。時制計畫輸入 1 套，最短綠燈為 10 秒，時

段長度 3,600 秒。 

步驟 6：模擬資料標籤頁面設定完成，按「下一步」進入線型設定。 

市民大道 

復

興

南

路



18-21 

步驟 7：設定節線 1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輸入道路名

稱「市民大道」，節線所在區域為市區，快慢分隔型式為「無分

隔」，坡度路段選項無需勾選。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鈕，此

節線即被歸類為完成設定群組。 

步驟 8：重複上述步驟設定節線 2~8，將所有節線線型完成設定後，即可

按「下一步」進入節線設定。 

步驟 9：節線編號乃依照使用者建立節線之順序依序安排，本例題節線編

號如下圖 18.3-4 所示，編號「1」、「2」為表 18.3-1 路段 A(市民

大道)；編號「3」、「4」為表 18.3-1 路段 C(市民大道)；編號「5」、

「6」為表 18.3-1 路段 B(復興南路)；編號「7」、「8」為表 18.3-1

路段 D(復興南路)。 

 

圖 18.3-4  節線編號圖 

 

步驟 10：設定節線 1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1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小時。 

步驟 11：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2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12：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1)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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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13：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轉區

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按「下一步」進入車道型式設

定視窗。 

步驟 14：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5：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1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16：設定節線 2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2，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1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小時。 

步驟 17：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2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18：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2)之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

「右轉」；左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按

「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19：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轉區

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按「下一步」進入車道型式設

定視窗。 

步驟 20：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21：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 的市民大道路段 A 轉向比例，將左轉

12%、直行 73%、右轉 15%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22：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2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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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3：設定節線 3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3，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1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小時。 

步驟 24：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2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25：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3)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26：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轉區

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按「下一步」進入車道型式設

定視窗。 

步驟 27：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28：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3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29：設定節線 4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4，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1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小時。 

步驟 30：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2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31：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4)之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

「右轉」；左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按

「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32：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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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按「下一步」進入車道型式設

定視窗。 

步驟 33：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34：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 的市民大道路段 C 轉向比例，將左轉

18%、直行 75%、右轉 7%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35：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4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36：設定節線 5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5，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小時。 

步驟 37：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38：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5)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39：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

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2，按「下一步」進入車

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40：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41：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5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42：設定節線 6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6，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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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步驟 43：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44：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6)之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

行」、「右轉」；其餘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

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45：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

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2，按「下一步」進入車

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46：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47：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 的復興南路路段 B 轉向比例，將直行

81%、右轉 19%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48：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6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49：設定節線 7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7，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小時。 

步驟 50：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51：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7)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52：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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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2，按「下一步」進入車

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53：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54：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7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55：設定節線 8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8，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資訊選項，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合

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

小時。 

步驟 56：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57：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6)之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

行」、「右轉」；其餘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

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58：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車待

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2，按「下一步」進入車

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59：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60：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 的復興南路路段 B 轉向比例，將直行

88%、右轉 12%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61：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8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62：節線設定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節點時相設定視窗。 

步驟 63：選取節點 1，設定「時相-1」群組。時相數輸入 2 時相，同步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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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為 0，其餘資料採預設值。 

步驟 64：設定「時相-2」群組。時相 1 綠燈(G)輸入 85 秒、黃燈(Y)輸入

3 秒、全紅(AR)輸入 2 秒，時相 2 綠燈(G)輸入 90 秒、黃燈(Y)

輸入 3 秒、全紅(AR)輸入 2 秒。點選時相 1 視窗，在節線 6、8 

(復興南路)上按右鍵，選擇「直行」、「右轉」轉向，點選時相 2

視窗，在節線 2、4 (市民大道) 上按右鍵，選擇「左轉」、「直

行」、「右轉」轉向。 

步驟 65：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點 1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點。 

步驟 66：節點設定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流率設定頁籤。 

步驟 67：設定流率資料。選取節點 50，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300vph、時段

2 輸入市民大道(路段 C)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2,538vph，兩時段之

小車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

則節點 50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68：選取節點 51，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300vph、時段 2 輸入復興南路

(路段 D)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2,045vph，兩時段之小車比例皆輸

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節點 51 將

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69：選取節點 52，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300vph、時段 2 輸入復興南路

(路段 B)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2,181vph，兩時段之小車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節點 52 將被

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70：選取節點 53，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300vph、時段 2 輸入市民大道

(路段 A)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2,155vph，兩時段之小車比例皆輸

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節點 53 將

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71：節點設定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路徑設定標籤頁面。 

步驟 72：設定績效顯示路徑。直接點選路網規劃圖中節線 6→節線 7(復

興南路往北)。點選「新增路徑」，確定將此路徑新增至路徑清

單中，再點選下一步。 

步驟 73：設定公車路線。本例題無公車路線，直接按下一步進入基本資

料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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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4：使用者可自行設定基本資料，其輸入與否不影響模擬程式的執

行。 

步驟 75：設定完成後，按下「進行模擬」，選擇直接進行模擬，系統將自

動開啟 HTSS_V3.exe 模擬程式。 

四、分析結果 

程式模擬完畢後，將自動彈跳輸出結果視窗，模擬結果如圖 18.3-5

所示。 

由報表訊息可知，節線 6→節線 7(復興南路南往北方向)平均速率為

31.9km/hr，服務水準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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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5  範例 1 輸出結果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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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範例 2：受左轉車流影響之有公車專用道路口  

一、緣起目的 

號誌化路口作業績效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路口的幾何特性、車

道使用方式、車流轉向方式、車流受干擾程度等。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

式(HTSS)是為了模擬公路系統中獨立路口、幹道及路網而發展的微觀模

擬模式，此模式每秒更新車輛之位置及速率，並評估各路段旅行速率、

服務水準等績效指標。 

二、計畫概述 

松江路為臺北市重要的幹道之一，其中松江路/民權東路口與松江路/

民生東路口間距約為 500 公尺，松江路為中央分隔雙向 8 車道，其中雙

向最內側車道皆為公車專用道，平均車道寬度 3.5m；民權東路為中央分

隔雙向 8 車道，平均車道寬度 3.5m；民生東路為中央分隔雙向 6 車道，

平均車道寬度 3.5m，上午尖峰號誌時制如表 18.3-2、表 18.3-3，交通量

車流轉向如圖 18.3-6、圖 18.3-7 所示。松江路(民權東路至民生東路間)的

公車站共有 3 處，其位置見圖 18.3-8 所示，公車站皆位於公車專用道上，

車站長度皆為 50 公尺，各車站的公車路線如表 18.3-4，並假設各路線的

尖峰班距皆為 5 分鐘 1 班。 

試根據上述條件，利用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評估松江路往北方向

之服務水準。 

表 18.3-2  松江路/民生東路口上午尖峰時制計畫表 

 

表 18.3-3  松江路/民權東路口上午尖峰時制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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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6  松江路/民生東路口上午尖峰路口轉向交通量圖 

 

圖 18.3-7  松江路/民權東路口上午尖峰路口轉向交通量圖 

 

圖 18.3-8  松江路與民權東路、民生東路交叉口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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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3-4  公車路線表 

車站代號 路線編號 

車站 1 203、214、222、226、277、279、280、41、49、5、527、612、642

車站 2 203、214、222、226、277、279、280、41、49、5、527、612、642

車站 3 203、214、222、226、277、279、280、41、49、5、527、612、642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選擇「建立新專案」，確定建立新的專

案。 

步驟 2：設定路網組成。點選路網規劃畫面上之節點，視為欲模擬之路口，

再點選下游路口，即可建立此方向路段；反向點選路段之起點→

迄點，即可建立對向路段。重複此動作建立此連續十字路口如下

圖 18.3-9 所示。 

 

圖 18.3-9  路網圖 

步驟 3：進行模擬作業設定。路網規模使用預設值(水平節點數 6*垂直節

點數 6)。作業設定選擇不顯示輸入資料於輸出檔中，模擬作業

次數選擇 2 次。 

步驟 4：輸入模擬時段資料。模擬時段數選擇 2，熱機時間輸入 100 秒，

時段 2 輸入 1,800 秒。 

松江路 

民

權

東

路

民

生

東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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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輸入時誌計畫資料。時誌計畫輸入 1 套，最短綠燈為 10 秒，時

段長度 3,600 秒。 

步驟 6：輸入公車路線資料。公車路線數輸入 13，在「路線 1」圖示按右

鍵，選擇重新命名，輸入「203」；「路線 2」圖示按右鍵，選擇

重新命名，輸入「214」，以此類推將表 18.3-4 之路線編號輸入

公車資料清單中。 

步驟 7：模擬資料標籤頁面設定完成，按「下一步」進入線型設定。 

步驟 8：設定節線 1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輸入道路名

稱「松江路」，節線所在區域為市區，快慢分隔形式為「無分隔」，

坡度路段選項無需勾選。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鈕，此節線即

被歸類為完成設定群組。 

步驟 9：重複上述步驟設定節線 2~14，將所有節線線型完成設定後，即

可按「下一步」進入節線設定。 

步驟 10：節線編號乃依照使用者建立節線之順序依序安排，本例題節線

編號如下圖 18.3-10 所示，編號「1」、「2」為表 18.3-6 路段 C(松

江路)；編號「3」、「4」為表 18.3-6 路段 D(民生東路)；編號「5」、

「6」為表 18.3-6 路段 B(民生東路)；編號「7」、「8」為表 18.3-6

路段 A(松江路)；編號「9」、「10」為表 18.3-7 路段 A(松江路)；

編號「11」、「12」為表 18.3-7 路段 D(民權東路)；編號「13」、

「14」為表 18.3-7 路段 B(民權東路)。 

 

圖 18.3-10  節線編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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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設定節線 1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12：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勾選公車專用道、有專

用道實體分隔，車道代號選擇編號「4」(最內側車道)，其餘欄

位無需更動。輸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

窗。 

步驟 13：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1)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

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

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車道 4(最左側車道)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

窗。 

步驟 14：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15：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6：輸入公車站資料。由於系統限制一公車站最多可停靠 7 條公車

路線，本範例之公車站有 13 條公車路線，故需將模擬車站切割

為 2 連續車站輸入。設定編號 1 公車站，所屬車道選擇「4」，

車站類型選擇「於專用道上無公車彎」，平均靠站時間輸入 15

秒，L1 輸入 25m、L2 輸入 25m、L3 輸入 0m，點選「新增」

按鈕將此車站加入清單；設定編號 2 公車站，所屬車道選擇

「4」，車站類型選擇「於專用道上無公車彎」，平均靠站時間輸

入 15 秒，L1 輸入 0m、L2 輸入 25m、L3 輸入 0m，點選「新

增」按鈕將此車站加入清單。 

步驟 17：輸入車站停靠路線。車站 1 點選停靠路線 1 為「203」、路線 2

為「214」、路線 3 為「222」、路線 4 為「226」、路線 5 為「277」、

路線 6 為「279」、路線 7 為「280」；車站 2 點選停靠路線 1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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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路線 2 為「49」、路線 3 為「5」、路線 4 為「527」、路

線 5 為「612」、路線 6 為「642」。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

面。 

步驟 18：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6 的松江路路段 C 轉向比例，將左

轉 31%、直行 48%、右轉 21%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19：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1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20：設定節線 2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2，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21：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勾選公車專用道、有專

用道實體分隔，車道代號選擇編號「4」(最內側車道)，其餘欄

位無需更動。輸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

窗。 

步驟 22：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2)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23：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24：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 

步驟 25：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26：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2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27：設定節線 3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3，輸入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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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28：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3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29：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3)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30：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31：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32：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33：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3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34：設定節線 4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4，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35：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3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36：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3)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

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

道 3(最左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按「下

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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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7：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38：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39：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40：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6 的民生東路路段 D 轉向比例，將

左轉 0%、直行 90%、右轉 10%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41：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4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42：設定節線 5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5，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43：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3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44：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5)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45：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46：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47：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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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8：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5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49：設定節線 6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6，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50：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3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51：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5)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

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

道 3(最左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擇「左轉」，按「下一步」

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52：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53：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54：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55：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6 的民生東路路段 B 轉向比例，將

左轉 14%、直行 84%、右轉 2%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56：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6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57：設定節線 7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7，輸入路段

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右側「   」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合車道、號

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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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8：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勾選公車專用道、有專

用道實體分隔，車道代號選擇編號「4」(最內側車道)，其餘欄

位無需更動。輸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

窗。 

步驟 59：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7)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

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

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道 4(最左側車道)按下滑

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60：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61：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62：輸入公車站資料。由於系統限制一公車站最多可停靠 7 條公車

路線，本範例之公車站有 13 條公車路線，故需將模擬車站切割

為 2 連續車站輸入。設定編號 1 公車站，所屬車道選擇「4」，

車站類型選擇「於專用道上無公車彎」，平均靠站時間輸入 15

秒，L1 輸入 25m、L2 輸入 25m、L3 輸入 0m，點選「新增」

按鈕將此車站加入清單；設定編號 2 公車站，所屬車道選擇

「4」，車站類型選擇「於專用道上無公車彎」，平均靠站時間輸

入 15 秒，L1 輸入 0m、L2 輸入 25m、L3 輸入 0m，點選「新

增」按鈕將此車站加入清單。 

步驟 63：輸入車站停靠路線。車站 1 點選停靠路線 1 為「203」、路線 2

為「214」、路線 3 為「222」、路線 4 為「226」、路線 5 為「277」、

路線 6 為「279」、路線 7 為「280」；車站 2 點選停靠路線 1 為

「41」、路線 2 為「49」、路線 3 為「5」、路線 4 為「527」、路

線 5 為「612」、路線 6 為「642」。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

面。 

步驟 64：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7 的松江路路段 C 轉向比例，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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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0%、直行 71%、右轉 29%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65：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7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66：設定節線 8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8，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67：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勾選公車專用道、有專

用道實體分隔，車道代號選擇編號「4」(最內側車道)，其餘欄

位無需更動。輸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

窗。 

步驟 68：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8)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

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

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車道 4(最左側車道)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

窗。 

步驟 69：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70：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71：輸入公車站資料。由於系統限制一公車站最多可停靠 7 條公車

路線，本範例之公車站有 13 條公車路線，故需將模擬車站切割

為 2 連續車站輸入。設定編號 1 公車站，所屬車道選擇「4」，

車站類型選擇「於專用道上無公車彎」，平均靠站時間輸入 15

秒，L1 輸入 25m、L2 輸入 25m、L3 輸入 0m，點選「新增」

按鈕將此車站加入清單；設定編號 2 公車站，所屬車道選擇

「4」，車站類型選擇「於專用道上無公車彎」，平均靠站時間輸

入 15 秒，L1 輸入 0m、L2 輸入 25m、L3 輸入 0m，點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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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按鈕將此車站加入清單。 

步驟 72：輸入車站停靠路線。車站 1 點選停靠路線 1 為「203」、路線 2

為「214」、路線 3 為「222」、路線 4 為「226」、路線 5 為「277」、

路線 6 為「279」、路線 7 為「280」；車站 2 點選停靠路線 1 為

「41」、路線 2 為「49」、路線 3 為「5」、路線 4 為「527」、路

線 5 為「612」、路線 6 為「642」。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

面。 

步驟 73：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6 的松江路路段 A 轉向比例，將左

轉 49%、直行 41%、右轉 10%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74：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8 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線。 

步驟 75：設定節線 9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9，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步驟 76：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77：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9)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向

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78：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79：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80：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81：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9 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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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2：設定節線 10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0，輸入此

路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

位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

混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小時。 

步驟 83：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84：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10)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

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

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道 4(最左側車道)按下滑

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

視窗。 

步驟 85：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86：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87：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88：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7 的松江路路段 A 轉向比例，將左

轉 6%、直行 86%、右轉 8%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89：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10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90：設定節線 11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1，輸入此路

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位

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

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

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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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1：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92：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11)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

向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93：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機

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一步」

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94：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95：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96：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11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線。 

步驟 97：設定節線 12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2，輸入此

路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

位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

混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小時。 

步驟 98：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99：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12)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選

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

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道 4(最左側車道)按下滑

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

視窗。 

步驟 100：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

機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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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101：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

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02：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03：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7 的民權東路路段 D 轉向比例，

將左轉 13%、直行 80%、右轉 7%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104：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12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

節線。 

步驟 105：設定節線 13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3，輸入此

路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

位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小時。 

步驟 106：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107：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本路段(節線 13)下游無其他模擬路口，故不需編輯車道轉

向使用資料，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108：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

機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

一步」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109：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

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10：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11：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13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

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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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2：設定節線 14 資料。於未完成設定群組中選取節線 14，輸入此

路段上之小車自由速率，由於本例題無提供調查值，故開啟欄

位右側「   」速率建議表，參考分類 D 中，2 個快車道、1

個混合車道、號誌化路口間距>450 公尺，對照得速率建議值

58 公里/小時。 

步驟 113：輸入節線型式設定。選擇車道設定視窗，輸入節線長度 500 公

尺，上、下游車道數皆調整為 4 車道，其餘欄位無需更動。輸

入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車道轉向設定視窗。 

步驟 114：設定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使用設

定，於本路段(節線 14)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

車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道 4(最左側車道)按下

滑鼠右鍵，選擇「直行」、「左轉」，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

設定視窗。 

步驟 115：設定機車停等區及待轉區。勾選有機車停等區，輸入機車停等

區長度 3m，機車使用車道 1 及車道 2；勾選有機車待轉區，

機車待轉區長度 3m，待轉區上游為車道 1 及車道 2，按「下

一步」進入車道型式設定視窗。 

步驟 116：設定車道型式。一般車道寬度輸入 3.5m，中央分隔帶寬度輸

入 2.0m，點選「完成」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17：輸入公車站資料。本路段無設置公車站牌，故直接按下「完成」

按鈕跳回主視窗頁面。 

步驟 118：設定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假設機

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與大小

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7 的民權東路路段 B 轉向比例，

將左轉 15%、直行 41%、右轉 44%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119：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線 14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

節線。 

步驟 120：節線設定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節點時相設定視窗。 

步驟 121：選取節點 1，設定「時相-1」群組。時相數輸入 3 時相，同步

秒差為 0，其餘資料採預設值。 

步驟 122：設定「時相-2」群組。輸入時相 1 綠燈(G) 60 秒、黃燈(Y)3 秒、

全紅(AR)2 秒，時相 2 綠燈(G)25 秒、黃燈(Y)3 秒、全紅(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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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時相 3 綠燈(G)100 秒、黃燈(Y)3 秒、全紅(AR)2 秒。點選

時相 1 視窗，在節線 4、6 (民生東路)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直

行」、「右轉」轉向；點選時相 2 視窗，在節線 4、6 (民生東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左轉」轉向；點選時相 3 視窗，在節

線 1、8(松江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直行」、「右轉」、「左

轉」轉向。 

步驟 123：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點 1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點。 

步驟 124：選取節點 2，設定「時相-1」群組。時相數輸入 4 時相，同步

秒差為 0，其餘資料採預設值。 

步驟 125：設定「時相-2」群組。輸入時相 1 綠燈(G) 70 秒、黃燈(Y)3 秒、

全紅(AR)2 秒，時相 2 綠燈(G)20 秒、黃燈(Y)3 秒、全紅(AR)2

秒，時相 3 綠燈(G)70 秒、黃燈(Y)3 秒、全紅(AR)2 秒，時相

4 綠燈(G)20 秒、黃燈(Y)3 秒、全紅(AR)2 秒。點選時相 1 視

窗，在節線 12、14 (民權東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直行」、

「右轉」轉向；點選時相 2 視窗，在節線 12、14 (民權東路) 的

箭頭上按右鍵，選取「左轉」轉向；點選時相 3 視窗，在節線

7、10(松江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直行」、「右轉」轉向；

點選時相 4 視窗，在節線 7、10(松江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

取「左轉」轉向。 

步驟 126：按下「儲存設定」鈕，則節點 2 將被歸類為「完成設定」之節

點。 

步驟 127：節點設定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流率設定頁籤。 

步驟 128：設定流率資料。選取節點 50，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50vph、時段

2 輸入松江路(圖 18.3-6 路段 C)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2,520vph，

兩時段之小車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

定」按鈕，則節點 50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129：選取節點 51，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50vph、時段 2 輸入民生東路

(圖 18.3-6 路段 D)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2,212vph，兩時段之小車

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

節點 51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130：選取節點 52，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50vph、時段 2 輸入民生東路

(圖 18.3-6 路段 B)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1,309vph，兩時段之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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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

節點 52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131：選取節點 53，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50vph、時段 2 輸入民權東路

(圖 18.3-7 路段 D)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4,329vph，兩時段之小車

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

節點 53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132：選取節點 54，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50vph、時段 2 輸入民權東路

(圖 18.3-7 路段 B)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1,679vph，兩時段之小車

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

節點 54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133：選取節點 55，熱機時段流率輸入 50vph、時段 2 輸入民權東路

(圖 18.3-7 路段 A)進入路口之交通量 1,968vph，兩時段之小車

比例皆輸入 100%。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設定」按鈕，則

節點 55 將被分類為「完成設定」之節點。 

步驟 134：節點設定完成後，按下一步進入路徑設定頁籤。 

步驟 135：設定績效顯示路徑。路徑速限輸入 50km/hr，直接點選路網規

劃圖中節線 1→節線 7→節線 9 (松江路往北)。點選「新增路

徑」，確定將此路徑新增至路徑清單中，再點選下一步。 

步驟 136：設定公車路線。選取路線編號「203」，路線型式改為循環式，

起始節點為 50。排班時段數為 1，時段長度輸入 3,600 秒，發

車頻率每小時 12 輛。點選左側路網圖的節線 1→節線 7→節線

9 (松江路往北)，為此公車行經路線。 

步驟 137：其他公車路線設定方式皆重複步驟 136，所有路線皆歸類於「完

成設定」路線後，點選「下一步」進入基本資料設定標籤頁面。 

步驟 138：使用者可自行設定基本資料，其輸入與否不影響模擬程式的執

行。 

步驟 139：設定完成後，按下「進行模擬」，選擇直接進行模擬，系統將

自動開啟 HTSS.exe 模擬程式。 

四、分析結果 

程式模擬完畢後，將自動彈跳輸出結果視窗，模擬結果如圖 18.3-11

及圖 18.3-12 所示。由報表訊息可知，節線 1→節線 7→節線 9 (松江路往

北方向)尖峰時段平均速率為 15.0km/hr，服務水準 F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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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11  範例 2 輸出結果視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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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12  範例 2 輸出結果視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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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  範例 3：不受左轉車流影響之有公車專用道路口  

一、計畫概述 

承範例 2，若將松江路/民生東路口及松江路/民權東路口往北方向改

為禁止左轉，時制計畫變更如表 18.3-5 及表 18.3-6，轉向交通量變更如圖

18.3-13 及圖 18.3-14，則此路徑績效將有何改變? 

表 18.3-5  松江路/民生東路口上午尖峰時制計畫表(松江路禁止左轉) 

 

表 18.3-6  松江路/民權東路口上午尖峰時制計畫表(松江路禁止左轉) 

 

 

 

圖 18.3-13  松江路/民生東路口上午尖峰路口轉向交通量圖(松江路禁止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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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14  松江路/民權東路口上午尖峰路口轉向交通量圖(松江路禁止左轉) 

 

二、操作步驟 

此範例操作步驟類似範例 2，以下針對需輸入不同數值之操作步驟做

說明。 

步驟 13：設定節線 1 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

使用設定，於本路段(節線 1)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

鍵，選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

車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道 4(最左側車道)按下

滑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18：設定節線 1 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

假設機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

與大小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12 的松江路路段 C 轉向比

例，將左轉 0%、直行 79%、右轉 21%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68：設定節線 8 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

使用設定，於本路段(節線 8)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

鍵，選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

車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道 4(最左側車道)按下

滑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73：設定節線 8 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

假設機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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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小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12 的松江路路段 A 轉向比

例，將左轉 0%、直行 90%、右轉 10%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84：設定節線 10 車道轉向。使用者需視車道使用現況自行調整車道

使用設定，於本路段(節線 10)之車道 1(最右側車道)按下滑鼠右

鍵，選擇「直行」、「右轉」；車道 2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

車道 3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直行」；車道 4(最左側車道)按下

滑鼠右鍵，選擇「直行」，按「下一步」進入機車區設定視窗。 

步驟 88：設定節線 10 轉向車流比例。由於本例題無提供機車轉向比，故

假設機車轉向比例與小車相同，勾選畫面左下「機車轉向比例

與大小車相同」欄位；根據圖 18.3-13 的松江路路段 A 轉向比

例，將左轉 0%、直行 92%、右轉 8%輸入至畫面中。 

步驟 122：設定節點 1「時相-2」群組。輸入時相 1 綠燈(G) 60 秒、黃燈

(Y) 3 秒、全紅(AR) 2 秒，時相 2 綠燈(G) 25 秒、黃燈(Y) 3 秒、

全紅(AR) 2 秒，時相 3 綠燈(G) 100 秒、黃燈(Y) 3 秒、全紅(AR) 

2 秒。點選時相 1，在節線 4、6 (民生東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

選取「直行」、「右轉」轉向；點選時相 2，在節線 4、6 (民生

東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左轉」轉向；點選時相 3，在

節線 1、8(松江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直行」、「右轉」

轉向。 

步驟 124：選取節點 2，設定「時相-1」群組。時相數輸入 3 時相，同步

秒差為 0，其餘資料採預設值。 

步驟 125：設定節點 2「時相-2」群組。輸入時相 1 綠燈(G) 70 秒、黃燈

(Y) 3 秒、全紅(AR)2 秒，時相 2 綠燈(G)20 秒、黃燈(Y)3 秒、

全紅(AR)2 秒，時相 3 綠燈(G)70 秒、黃燈(Y)3 秒、全紅(AR)2

秒。點選時相 1，在節線 12、14 (民權東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

選取「直行」、「右轉」轉向；點選時相 2，在節線 12、14 (民

權東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左轉」轉向；點選時相 3，

在節線 7、10(松江路) 的箭頭上按右鍵，選取「直行」、「右轉」

轉向。 

步驟 139：設定完成後，按下「進行模擬」，選擇直接進行模擬，系統將

自動開啟 HTSS_V3.exe 模擬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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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程式模擬完畢後，將自動彈跳輸出結果視窗，模擬結果如圖 18.3-15

及圖 18.3-16 所示。由報表訊息可知，在實施禁止左轉策略後，路段的平

均速率可略為提升，節線 1→節線 7→節線 9 (松江路往北方向)尖峰時段

平均速率為 16.1km/hr，服務水準 E 級。 

 

 

圖 18.3-15  範例 3 輸出結果視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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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16  範例 3 輸出結果視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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