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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目的與重要性 

公路設施的規劃、設計和運轉需要深入瞭解現有或預期的交通狀況，以

降低運輸成本並提高經濟效益。公路容量分析的重點在於探討公路設施之硬

體設備、運作策略與交通需求之互動關係，提供規劃及設計人員客觀的資

訊，以決定適當的公路設計與交通運轉方案或策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

下簡稱本所)在民國 79年發表第一版的「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該版手

冊的分析公式和標準大多參考美國 1985 年的公路容量手冊。有鑑於臺灣地

區的交通設施、車流特性和用路人習慣與美國有相當的差異，本所於是展開

長期公路容量本土化之研究，以適用於國內公路設計及交通評估作業。 

民國 90年，本所整合過去 10年國內外學術單位與專業顧問公司的研究

成果，出版「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國內較少使用的交通設施

及本土化資料不足的部分，則沿用民國 79 年版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的內

容，並參考美國 1998 年的公路容量手冊作修正。手冊採用的分析方法，是

將數量化的交通特性和公路幾何特性代入分析公式運算，輔以查閱圖表，得

到各種交通設施的服務水準。其中「高速公路收費站」和「號誌化交叉路口」

因車流特性較為複雜，除原有之分析性模式外，亦可採用模擬模式分析。 

以「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評估交通設施的服務水準，須對照

手冊的內容、公式，逐條逐項計算，因此，分析人員必須對容量手冊有相當

程度的瞭解，才能進行運算分析工作。為改善容量分析作業的效率，本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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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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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7 年度推動第一期「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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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THCS (2010年版)」。 

本所於民國 100 年出版「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並同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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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修訂完成，分析人員除可以電腦運算方式提供精確數值外，亦可於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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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瞭解操作方法並獲得結果，對於協助交通界在規劃、設計及訂定道路

運轉之策略擬定工作上有相當之助益。 

為進ㄧ步提高 THCS操作之便利性、親和性與擴大使用範圍，並推廣近

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本計畫除維護既有 THCS之功能及網頁能

正常運作外，並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功能、更新市區地下道分析子

系統操作手冊，以及辦理軟體使用教育訓練與相關公路容量研究之資料前置

處理工作，使公路容量之研究分析工作能永續發展。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以「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7 年版)」為作業基礎，分

別進行軟體維護更新、手冊例題修正、教育訓練及協助容量調查等工作。 

1.3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茲就 107年度涵蓋之工作項目彙整如下： 

一、 新版多車道郊區公路分析功能新增 

(一) 配合 106年度容量手冊修訂成果，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功

能，並提出技術報告與測試報告。 

(二) 檢視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例題與軟體分析結果一致性，藉以測試軟

體運算架構與方法，並新增操作範例與使用手冊文件增訂。 

二、 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系統檢視修正 

(一) 配合 106年度容量手冊修訂成果，檢視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系

統分析功能。 

(二) 檢視新版市區地下道路例題與軟體分析結果一致性，並修訂使用手

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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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及「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頁

維護與更新 

(一) 配合軟體修訂，更新使用手冊與教學影片檔，並置於「公路容量分

析專區」網頁供使用者下載。 

(二) 提供 THCS使用者操作及應用之諮詢窗口，對於使用者所提意見進

行處理。 

(三) 依據使用需求及使用者回饋意見，修正軟體及網頁內容，或於網頁

公告容量手冊勘誤資訊。 

(四) 維護網頁正常運作及配合網頁弱點掃描之修正補強。 

四、 辦理「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教育訓練課程 3場 

五、協助篩選及整理高速公路車輛偵測器(Vehicle Detector，以下簡稱 VD)

資料 

配合本所公路容量研究工作，本計畫於調查執行期間辦理下列事

項： 

(一) 依公路容量研究分析條件（地點、日期），協助篩選可用之 VD。 

(二) 根據公路容量研究所需之分析格式，彙整高速公路 VD資料。 

1.4  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發展歷程 

為落實公路容量分析之本土化，本所自民國 70 年代開始公路容量相關

研究，並於民國 79年 10月出版第一版之「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之後，

持續進行研究，並於民國 90年 3月出版第二版之「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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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容量本土化研究之歷程如圖 1.4-1、表 1.4-1所示，而 THCS配合發

展之足跡則如圖 1.4-2、表 1.4-2所示，前期開發之「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7年版)」已將公路容量第 1~41項研究成果納入。近期發展之重要

相關文獻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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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公路容量研究發展歷程示意圖 

 

表 1.4-1  臺灣公路容量研究歷程 

項次 研究主題 出版日期 

1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初稿草案(市區街道部分) 75.10 

2 研擬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技術報告(市區街道部分) 75.10 

3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初稿草案(第二部分) 76.05 

4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初稿草案(高速公路部分)  76.05 

5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技術報告(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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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2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27&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4&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7&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629&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8&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579&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630&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631&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737&ctNode=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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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臺灣公路容量研究歷程(續) 

項次 研究主題 出版日期 

14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79.10 

15 台灣地區高速公路容量與服務水準評估指標之研究 82.11 

16 

Revised Chapter 1, Part IV of Highway Capacity Manual for Taiwan Area：

Signalized Intersections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四篇第一章修訂版－號誌

化交叉路口) 

85.11 

17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二篇第五章高速公路主線收費站) 86.04 

18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容量分析手冊 86.11 

19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手冊 87.01 

20 市區快速道路基本路段容量分析手冊 87.10 

2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匯流路段容量分析之架構 88.11 

22 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90.03 

23 城際二車道公路容量修訂之研究(一) 91.02 

24 城際二車道公路容量修訂之研究(二) 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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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機車專用道車流特性與容量探討 91.10 

27 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一) 92.04 

28 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二） 93.05 

29 臺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三) 94.06 

30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1/2) 95.07 

31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2/2) 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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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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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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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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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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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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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1/3) 103.05 

39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2/3) 104.07 

40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3/3) 105.09 

41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1/3) 106.07 

42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2/3) 107.05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70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4852&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0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0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0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164&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16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37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374&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46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19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479&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551&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575&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576&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5643&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105602&ctNode=622
http://www.iot.gov.tw/ct.asp?xItem=105796&ctNode=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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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80

年

96.07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2/2)

90

年
95

年

97.09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1/2)

100

年

102.04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調查與軟體介面整合計畫

101.06 臺灣公路容量及分析軟體推廣計畫

99.09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I-1/2)

98.09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2/2)

100.09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I-2/2)

95.05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1/2)

103.05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1/2)

104.05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2/2)

105.06 104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

107.05 106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

 

圖 1.4-2  THCS配合發展歷程示意圖 

表 1.4-2  THCS配合發展歷程 

項次 研究主題 出版日期 

1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1/2) 95.05 

2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2/2) 96.07 

3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1/2) 97.09 

4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I-2/2) 98.09 

5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1/2) 99.09 

6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2/2) 100.08 

7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推廣計畫 101.06 

8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調查與軟體介面整合計畫 102.04 

9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1/2） 103.05 

10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2/2） 104.05 

11 104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 105.06 

12 
106-108 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106

年度) 
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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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路容量研究 

(一) 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一)－92年 4月 

臺灣地區目前郊區多車道公路號誌化路口甚多，而多數郊區公

路之容量及服務水準受號誌影響。為提供一適用之方法以分析郊區

多車道公路容量研究，本所於民國 91年 2月份開始進行為期三年之

計畫，希望藉由該計畫之研究成果，修訂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

十一章多車道郊區公路。 

在「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一章中，分析多車道

郊區公路之方法僅考慮不受號誌化路口影響之基本路段，其內容多

半引用美國 1985年的公路容量手冊。由於臺灣交通界在分析多車道

郊區公路之工作上，因無適用的分析方法，而遭遇到相當大的困擾，

因此本計畫的目的在於蒐集現場資料，以增進對多車道郊區公路車

流特性之瞭解，並建立一初步容量分析方法，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基

礎。 

本計畫之研究對象為單向二快車道加一慢車道之公路，研究工

作包括：(1)文獻回顧，(2)建立估計平均自由速率之方法，(3)訂定劃

分路段之標準，(4)調查及分析平均速率及流率之關係，(5)建立不受

號誌路口影響路段之初步分析方法，(6)擬定後續研究方案，及(7)

編訂研究報告。 

本計畫所蒐集之現場資料著重於速限 70 公里/時路段的自由車

流旅行速率及流率與速率之關係。限於臺灣郊區公路之幾何條件與

交通特性，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乃利用號誌化路口間距不長、接

近市區，而且流率較高的路段。所得的現場資料用以測試及微調模

擬模式，再利用模擬模式探討不受號誌化路口影響路段之流率與速

率的關係。根據現場調查之自由車流速率資料及模擬之結果，本計

畫最後提出一不受號誌化路口影響路段的初步分析方法。 

(二) 台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二)－93年 5月 

本所為修訂「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之第十一章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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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多車道公路之容量分析方法，推展兩階段為期三年之研究計

畫。本計畫為第二年工作，主要研究號誌化路口之運轉特性，其工

作包括：(1)建立非阻斷性車流路段自由車流速率推估模式之補充資

料蒐集與分析，(2)建立非阻斷性車流路段流率與速率之基本關係，

(3)建立尖峰小時係數、車種組成、方向係數、車道車種組成等交通

特性，(4)蒐集與分析無衝突車流之停等車紓解特性，(5)蒐集與分析

停止線下游加速區之旅行時間與速率，與(6)利用現場資料微調號誌

化快速公路模擬（SES）模式。 

根據本期所蒐集之現場資料顯示，停等車之紓解率即使在第 20

部停等車位後仍存有持續上升之現象，不同於傳統上認為停等車之

紓解率會在綠燈亮後很快達到最大的穩定值，造成號誌化路口利用

飽和紓解率推估單一車道或車道群容量的困難度，因此，本計畫另

建議一較佳之方法進行分析。 

由於要建立一分析方法以處理作業複雜之號誌化路口工作量

大，本階段工作著重在建立一模擬模式。根據本模式微調之結果顯

示，SES模式可以展現與現場相同之停等車紓解特性。預計蒐集更

多的號誌化路口現場資料並微調 SES模式後，模擬模式可作為分析

多車道公路之主要工具。 

(三) 臺灣地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及特性研究(三)－94年 6月 

本期計畫為三年期計畫之最後一年，針對郊區多車道公路之號

誌化路口車流特性進行研究，主要工作包括：(1)蒐集與分析停等車

之紓解特性，(2)蒐集與使用停等車紓解車距、滯留時間、旅行時間

及延滯等資料，校估模擬模式，(3)利用現場資料與模擬分析結果，

以顯示號誌化路口之運轉特性，(4)綜合先前與目前之研究成果，建

立一郊區多車道公路容量分析的方法，(5)修訂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一

章。 

(四)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1/2)－95年 7月 

回顧關於號誌化路口容量與服務水準分析之相關文獻，蒐集與

分析都市號誌化路口現場資料以探討其交通特性，發展直行車道、



 

1-9 

無衝突左轉車道、直行/左轉共用車道、直行/右轉共用車道之容量

分析性模式。蒐集不同交通狀況下之停等車隊長度與延滯資料，以

測試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ighway Traffic Systems Simulation 

Model，簡稱 HTSS 模式)，及利用現場觀察之停等車紓解行為微調

HTSS模式。 

現場的資料顯示，都市地區號誌化路口之尖峰小時係數(PHF)

隨著交通量而增高，當流率高於 800 輛/小時/車道時，通常在 0.75

到 0.95之間。現場資料也顯示，傳統利用飽和流率來估計號誌化路

口車道容量的方法並不適用於臺灣地區。新的估計方法納入臺灣地

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三章。本年度工作中計畫進一步發展分析性模

式，以推估不同車道之容量方法，並配合資料蒐集持續微調 HTSS

模式，以符合臺灣地區現場號誌運作之特性。 

(五) 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2/2)－96年 8月 

本期計畫承接「市區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及服務水準之研究

(1/2)」，第二年工作內容包括蒐集不同類型車道之停等車紓解特性

的現場資料，蒐集現場資料以評估公車站運作及行人對於車道容量

之影響狀況，微調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第一版，建立容量

推估模式及研擬修訂之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三章初稿。 

本計畫調查之車道包含以下車流移動的類型：(1)直行，(2)無衝

突左轉，(3)衝突左轉，(4)直行與左轉共用車道，(5)直行與右轉共用

車道，(6)僅有機車。所研究的車道主要位於臺北市、臺中市、臺南

市、嘉義市、新竹市、桃園市及中壢市。現場資料顯示，停等車紓

解特性隨著車道類型及所在位置而變，但非線性迴歸模式可以準確

地反映出絕大部分類型車道之紓解特性。 

微調後之 HTSS 模式可以提供停等車紓解率之理想估計值。惟

此模式之實用性仍有改進之空間。本計畫檢討評估第十三章之方法

論，修訂後之第十三章已經改善原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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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1/3)－97年

7月 

民國 96 年運輸研究所(IOT)開始一為期三年工作的研究計畫，

以修訂 2001年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之三個章節。此計畫共分三階

段，第一階段包括第十八章機車專用道之修訂，以及蒐集現場資料

以探討都市幹道之交通特性。 

本階段之工作與成果，包括：(1)機車專用道及都市幹道之文獻

回顧，(2)蒐集與分析機車專用道之停等車紓解率、停止線之後輪軌

跡分布、自由車流速率及車隊擴散行為，(3)發展容量分析方法及修

訂第十八章機車專用道，(4)蒐集資料以了解都市幹道旅行時間之時

間與空間變異情形，(5)蒐集都市幹道之自由速率及加速特性資料，

以微調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 

第十八章機車專用道已經完成修訂，且使用新的參數「有效車

道寬」以估計機車專用道之飽和流率及容量。微調後之 HTSS模式

可以可靠的重現機車專用停等車之紓解行為。修訂後的第十八章詳

細說明此模式於機車專用道服務水準分析之應用。 

(七) 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2/3)－98年

9月 

本計畫在民國 97 年初展開第二階段執行都市幹道及郊區二車

道公路之運作特性資料蒐集。由蒐集的都市幹道現場資料顯示，可

以很容易地估計不同車道間之平均自由車流速率的差異情形，此差

異情形在不同幾何設計的幹道亦相當一致。 

(八) 機車專用道、公車設施及都市幹道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3/3)－99年

9月 

本計畫在民國 98 年初展開第三階段執行公車設施及郊區雙車

道公路之運作特性資料蒐集。修正後的第十七章建議採用平均服務

車距、準點到站可靠性、公車乘客平均佔用面積、平均路段停等延

滯及平均旅行速率評估公車營運作業。指標值之估計以現場調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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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延滯及平均速率之估計則可利用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

式，專用道的路段容量可利用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七章發展

之分析性模式，或使用 HTSS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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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6月 

本所於民國 99年開始進行一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發展高速公

路收費站、隧道及公路坡度路段之容量分析方法。本計畫為第一階

段工作，目的為發展一套改良的高速公路收費站容量分析工具，並

修訂 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第八章，此外，本案亦探討國道

1 號三義坡度路段之車流，以提出未來對於公路坡度路段之研究方

針。本年期計畫研究完成後，產出兩套模擬軟體(TPS-2.exe 及

TSS-v1.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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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7月 

本所於民國 99年開始進行一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發展高速公

路收費站、隧道及公路坡度路段之容量分析方法，本計畫為第二階

段工作，共計有四項工作，包括運用車輛偵測器資料分析國道 5號

公路隧道車流特性，研提公路容量手冊新的章節：公路隧道，並探

討受市區地下道影響之自由車流速率與停等車紓解特性，以及持續

蒐集高速公路坡度路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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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4月 

本所於民國 99年開始進行一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發展高速公

路收費站、隧道及公路坡度路段之容量分析方法，本計畫為第三階

段工作，主要工作包括：研提公路容量手冊新的章節「公路隧道」；

補充市區地下道車流特性資料，修訂容量手冊第十章「都市地下

道」；建立一模擬坡度路段交通作業模式之雛形，以做為發展一實

用模擬工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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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1/3)－103年 5月 

民國 102 年起，本所展開一為期三年的研究工作，發展公路坡

度路段模擬模式，並利用模式，建立相關之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方

法。本計畫為此研究之第一年期工作，著眼於發展高速公路坡度路

段(沒有上匝道或下匝道影響之路段)車流之微觀模擬模式，包括坡

度路段模擬模式(Traffic-on-Grade Simulation, TGS)與坡度路段速率

模式(Speed-on-Grade, SOG)，以為後續應用於有交流道的高速公路

路段及郊區雙車道公路之基礎。 

(十三)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2/3)－104年 7月 

本計畫為公路坡度路段車流特性與容量研究工作的第二年期，

目標為發展一微觀模擬模式以分析郊區雙車道公路非阻斷性車流路

段之容量與服務水準。研究工作包括回顧郊區雙車道公路之車流特

性與容量及服務水準分析的課題、模擬邏輯的發展、模式微調與校

估、模式應用之使用說明撰寫等。 

(十四) 公路坡度路段模擬模式之發展及應用(3/3)－105年 9月 

本計畫為公路坡度路段車流特性與容量研究工作的第三年期，

目標為整合與改良前兩年研究成果，建立一模擬高速公路有進出口

匝道及郊區雙車道公路有交叉路口之車流運作之公路交通系統模擬

模式(2015 HTSS模式)，利用現場資料微調與校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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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5 年起，本所展開一為期三年的研究工作，以近年容量

研究成果為基礎，補充現場調查資料、調校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

模式，以修訂更新相關章節出版新版容量手冊。本計畫為此研究之

第一年期工作，研究工作包括整理及分析現場資料，發展 2016HTSS

模式，建立郊區雙車道公路容量及服務水準之分析方法，並修訂手

冊第十二章「郊區雙車道公路」、第一章「緒論」及第二章「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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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修訂工作

的第二年期，研究工作包括整理及分析現場資料，發展 2017HTSS

模式，建立郊區多車道公路容量及服務水準之分析方法，並修訂手

冊第十一章「郊區多車道公路」及第十章「市區地下道」章節。 

 

二、THCS發展 

(一)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1/2)－95年 5月 

依據本所「2001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並參考本所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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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交

通規劃、設計與管理專業人員一套便捷客觀之分析工具，促進相關

作業效率。 

作業軟體的執行環境為Windows 98/ME/2000/XP，軟體的安裝

與移除都依照標準程序進行，視窗化與圖形化的操作介面，提供工

程師一個有效率且親和性高的分析工具。作業軟體使用標準的視窗

介面，視窗劃分為檔案瀏覽區、專案分析區及訊息顯示區。軟體的

操作主要在專案分析區和訊息顯示區，輸入分析資料後，可以獲得

即時的運算結果；資料的輸入與計算分別位於分析工作區和訊息顯

示區，訊息顯示區的資料可以直接列印，也可以複製到其他的程式

中使用。本期計畫完成公路容量手冊軟體與使用者輸出入介面構

建，並開發包含高速公路路段、郊區公路路段、機車專用道、公車

設施、行人設施等子系統。 

(二) 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2/2)－96年 7月 

本期計畫承接「生活圈道路容量分析電腦輔助軟體之開發

(1/2)」，為後續之第二期計畫，接續前期計畫完成市區道路系統，

包括號誌化路口、非號誌化路口、都市幹道、圓環、市區高架道路、

市區地下道等子系統，並辦理學者專家說明會以及教育訓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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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1/2)－97年 9月 

本所於民國 94、95 年度已將「2001 年台灣地區容量手冊」內

容，開發電腦輔助軟體「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06

年版)」，提供相關交通規劃、設計與管理專業人員一套便捷客觀之

分析工具，促進相關作業效率。此版本雖已具備基本功能，但在圖

形化與視窗化操作介面、使用者親和程度及本土化分析案例之數量

仍有改進空間，加上本所持續進行相關容量分析方法與模式之修

訂，相關軟體內容亦須配合持續修訂與維護工作，以提高容量分析

軟體之整體效能。 

本計畫將 THCS(2006年版)改版為 THCS(2008年版)，工作項目

包括軟體進階除錯測試、改善操作介面及版面配置、檢核更新參數

預設值及範圍，蒐集高速公路、郊區公路之本土化例題，並完成英

文版介面之工作。 

(四)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2/2)－98年 9月 

本計畫承接「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 (Ⅰ

-1/2)」，工作項目包括蒐集國外公路容量軟體，並與本軟體做比較

評析，蒐集市區道路、公車設施機車專用道及行人設施之本土化例

題，加強軟體畫面之親和性及美工設計，並推動軟體國際化。 

(五)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1/2)－99年 9月 

本計畫承接「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Ⅰ

-2/2)」，將 THCS(2008年版)改版為 THCS(2010年版)，工作項目包

括配合手冊修訂成果更新「市區道路及路口」子系統，完成「公路

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TSS)」輸出介面視窗化、針對 HTSS進行系統

測試及除錯、蒐集 HTSS本土化例題、製作使用手冊，蒐集國外公

路容量軟體，並與本軟體做比較評析。 

(六) 臺灣地區公路容量分析軟體能量提升計畫(Ⅱ-2/2)－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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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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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修訂成果更新「市區公車設施」子系統，加強「公路交通系統

模擬模式(HTSS)」輸出入介面之使用親和性、針對 HTSS及市區公

車設施進行系統測試及除錯、蒐集 HTSS 幹道及路網例題、製作

THCS2010 年版使用手冊及技術報告，並針對產、官、學界進行本

軟體推廣訓練。 

(七)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推廣計畫－101年 6月 

配合本所針對公路容量手冊部分章節之修訂，完成整體軟體系

統之階段性版本，包括 HTSS偵錯功能、公車與機車專用道子系統

畫面功能增進等工作，本計畫除配合手冊之修訂成果進行軟體更新

工作外，並持續進行推廣軟體內容，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之服

務，另配合「臺灣公路容量手冊」2011年版之發行，協助辦理展示

說明會。 

(八)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調查與軟體介面整合計畫－102年 4月 

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1 年版)之功能，針對高速

公路基本路段與多車道郊區公路等子系統進行圖形化與批次功能之

增訂，以增加「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之便利性、親和性

與擴大使用範圍，同時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提

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使軟體及網頁能正常運作外，並協助

辦理相關公路容量之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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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2 年版)之功能，針對公路

容量手冊新增之第二十章：公路隧道進行子系統增訂，改善與提升

HTSS 介面、增加其親和力與便利性，檢視容量手冊第十一章與第

十三章之例題並配合修正軟體，同時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

段性成果，提供教育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使軟體及網頁能正常運

作外，並協助辦理相關公路容量之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

作能永續發展。 

(十)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與軟體（THCS）維護計畫（2/2）－10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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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3 年版)之功能，新增市區

地下道號誌化路口容量分析子系統，持續改善與提升 HTSS介面、

增加其親和力與便利性，並新增特殊路口之本土化例題以利使用者

參考應用，同時配合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提供教育

訓練及軟體保固服務，使軟體及網頁能正常運作外，並協助辦理相

關公路容量之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能永續發展。 

(十一) 104年度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105年 9月 

本計畫除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4 年版)之功能，增加「臺

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之便利性、親和性與擴大使用範圍，

使軟體及網頁能正常運作外，並新增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

範例，以及協助公路容量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能永續

進行。此外，也提供教育訓練，推廣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

成果。 

(十二) 106-108 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優化與推廣(106 年度)－

107年 5月 

本計畫配合 105 年度容量手冊修訂成果，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

公路分析功能，並更新及維護既有 THCS(2015 年版)之功能、維護

軟體及網頁以及辦理教育訓練，推廣近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

成果。此外，也協助公路容量調查工作，使公路容量之分析工作能

永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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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增訂 

「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第十一章提供一分析郊區多車道公路非阻

斷性車流路段的分析方法(以下簡稱舊版)，但舊版方法編訂期間缺乏適用之

分析工具，故該方法仍有下列缺陷： 

1. 舊版方法雖然提供一模擬重車爬坡速率隨地點變化之模擬模式，但該模

式只適用於模擬自由旅行的重車，不適用於服務水準之評估。 

2. 舊版方法假設小車及機車之速率不受坡度及坡長之影響，且將所有大型

車輛當作有同樣爬坡性能之車輛，與近年之調查及研究結果不符。 

3. 舊版方法代表性大車之總重與馬力比之假設，與近年蒐集之資料略有差

距。 

4. 舊版方法分析之道路係根據現代公路幾何標準設計，然多數臺灣郊區公

路則非根據現代設計標準所建造。 

5. 舊版方法的機車之小車當量為一定值，但如需精確分析，則必須考慮機

車之小車當量隨小車比例而變化之特性。 

由於上述缺陷，本所遂於民國 106年辦理「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

與新版容量手冊研訂(2/3)」計畫，該計畫依據近年本土性郊區多車道公路及

坡度路段之調查資料，分析本土化車流特性，發展 2017 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2017 Highway Traffic Systems Simulation Model,簡稱 2017HTSS模式)以做為

分析工具，模擬郊區多車道公路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並修訂臺灣公路容量手

冊第十一章「郊區多車道公路」章節(簡稱新版)。 

本項工作將以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非阻斷性車流路段分析方法為基礎，

進行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程式撰寫。本章內容將分為二大部份，第一部

份將就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方法進行彙整與說明，第二部分則為本計畫

增訂分析軟體之運算架構與使用者介面之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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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評估方法與分析流程 

一、績效指標及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回顧舊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方法，即 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第十一章：郊區多車道公路中，其服務水準劃分標準採用單一績效指標，

以 V/C 值評估，如表 2.1-1 所示。新版評估標準則與新版郊區雙車道公

路相同，以壅塞程度及速率雙績效指標作為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如表

2.1-2 所示。壅塞程度以需求流率與容量的比值來衡量，即流量/容量比

(V/C 比)；速率高低所代表的服務品質則需根據一受行車安全所限制的

門檻速率(速限或平均自由速率)，手冊採用速限作為基準，將平均速率

與速限的差距作為績效指標之一。 

表 2.1-1  舊版郊區多車道公路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績效指標 
V/C比 

服務水準 
等級 

0.00～0.37 A 

0.37～0.62 B 

0.63～0.79 C 

0.80～0.91 D 

0.92～1.00 E 

>1.0 F 

 

表 2.1-2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績效指標 
V/C比 

服務水準 
等級 

績效指標 
U(公里/小時) 

服務水準 
等級 

≦0.35 A ≧8 1 

0.35<V/C≦0.60 B 3≦U<8 2 

0.60<V/C≦0.85 C -2≦U<3 3 

0.85<V/C≦0.95 D -7≦U<-2 4 

0.95<V/C≦1.0 E -12≦U<-7 5 

V/C>1.0 F U<-12 6 

U(公里/小時)=平均速率-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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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流程 

新舊版內容除了前述服務水準評估標準不同外，新、舊版方法論之

分析概念上亦有所差異。 

1. 舊版方法假設機車之小車當量為一定值，新版方法則利用模擬結果求

得一函數，說明機車之小車當量與機車占總車輛之百分比的關係，以

做出更精確的分析結果。 

2. 舊版方法由於缺乏現場資料，故假設大車的自由速率在上坡路段會顯

著地下降，小車及機車的自由速率不受坡度影響，僅坡度路段的大車

自由速率需藉由模擬模式取得，其他車種自由速率及分析過程以公式

分析即可求得。而新版方法則依據現場資料，修正評估方法，新版方

法將分析對象分成「單純路段」及「複雜路段」，前者可採用分析性

模式之公式及圖表分析，後者則需仰賴模擬模式分析。 

以下分別針對「單純路段」及「複雜路段」說明分析方法。 

(一) 單純路段分析方法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與新版郊區雙車道公路相同，建議平坦(坡

度介於-0.5% ~ +0.5%之間)、幾何設計均勻(直線或沒有顯著變化之

平曲線)的路段歸類為單純路段，採分析性方法評估路段服務水準；

若一路段有複雜的幾何設計，則需要利用 2017HTSS 模式估計容量

並評估服務水準。而考量車種組成影響車流特性，單純路段又依車

種組成分為 2種車道類型： 

1. 類型 1車道：機車禁行及機車比例小於或等於 60%之快車道。 

2. 類型 2車道：機車比例超過 60% 之快車道及慢車道(包括機車專

用道)。 

單純路段之各車道類型的分析方法可簡要歸納流程如圖 2.1-1

所示，整體而言，類型 1及類型 2車道的主要影響因素都可分為道

路幾何設計及需求流率兩類。道路幾何設計包括路段速限、車道數、

曲率半徑、超高等，需求流率則包括尖峰小時流率、尖峰小時係數、

車種比例等。利用道路幾何設計可估算平均自由速率，並進而得出



 

2-4 

車道容量；由需求流率資料則可了解分析路段尖峰 15分鐘對等小車

需求流率(類型1車道)/尖峰15分鐘對等機車需求流率(類型2車道)，

並推估該流率下之平均速率。 

經由上述步驟完成各車道類型之計算後，分析路段整體之績效

則可利用表 2.1-3彙整之公式求得。 

 

 

圖 2.1-1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單純路段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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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複雜路段分析方法 

郊區多車道複雜路段由於分析路段幾何、交通管制狀況多元，

無法針對所有情況分析其流率與速率關係，故服務水準需採用

2017HTSS 模擬模式模擬，其評估流程如圖 2.1-2 所示。2017HTSS

模擬模式的輸入資料與分析性模式相似，大致可分為道路幾何設計

及需求流率兩類。幾何設計資料除前述分析性方法採用的項目外，

另需要依評估個案狀況輸入坡度、專用道、短車道等幾何設計資料。 

 

 

圖 2.1-2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複雜路段評估流程 

 

2017HTSS 模擬模式的輸出結果包括節線乃至各車道的車輛流

率、平均速率、車種組成等資訊，及節線停等延滯、耗油量等，以

顯示公路設施運轉狀況。此外，透過模擬模式中偵測器的設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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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使用者了解路段中任一點之車流情形，以協助使用者做綜合判

斷。 

由於 2017HTSS 模擬模式的輸出結果不包括直接的容量估計值，

因此需再經過一容量評估流程。依據公路容量手冊說明，容量的估

計必須透過多次模擬，確定車流已呈不穩定狀況，而且輸出流率沒

有再持續上升之可能，進入不穩定狀態前的最大流率即可代表容量

的估計值。建議模擬道路容量的流率變化應如圖 2.1-3 所示，以該

案例而言，不斷提高輸入流率，直到輸出流率收斂在一定的流率區

間。 

如前所述，為求得前述車流進入不穩定狀態前的最大流率，本

計畫採用的容量演算邏輯，如圖 2.1-4 所示。該演算邏輯規劃進行

50次演算，由 50輛/小時/車道開始進行模擬，每次模擬的輸入流量

增加 50 輛/小時/車道，並取輸出流率最大的 5個值之平均為模擬的

容量值。藉由此演算邏輯，幫助使用者簡化操作 THCS軟體之流程。 

 

 

圖 2.1-3  2017HTSS模擬模式容量估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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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複雜路段容量演算流程圖 



 

2-11 

2.2  程式增訂 

因應本期工作內容，以及軟體長期永續維護的需求，本期程式修訂

以.NET Framework 進行開發，茲說明如下。 

一、啟動分析程式 

以往啟動 THCS 分析軟體的子系統可經由兩個路徑：1.從臺灣公路

容量分析軟體(THCS)主畫面點選子系統圖示。2.從開啟功能表中直接啟

動子系統。考量公路容量手冊尚未發布新版第十一章郊區多車道的修訂

版本，一般使用者仍需使用原有的子系統進行分析，故分析軟體主畫面

的子系統圖示維持連結至原有子系統，而本次修訂的子系統在方法論未

正式發布的階段只提供從開始功能表啟動。本子系統分析程式啟動路徑：

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8)/分析軟體/郊

區多車道公路分析(新版)，如圖 2.2-1 所示。待新版手冊發布後，將以新

版手冊分析軟體取代舊版分析軟體，並增加啟動程式路徑：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8)，選擇「郊區多車道公路

分析」的圖示，如圖 2.2-2 所示。 

 

圖 2.2-1  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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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程式啟動方式-2 
 

由於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依路段性質分為兩種分析方法，故啟動程

式後，程式將出現彈跳視窗，如圖 2.2-3 所示，提供使用者自主判斷分

析路段屬性。選擇路段類型後，將進入程式使用介面，後續將介紹使用

者介面架構，並詳細說明兩種分析方法的資料輸入欄位。 

 

圖 2.2-3  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程式評估方法選擇 
 

二、程式架構說明 

配合其他子系統使用介面設定架構，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同樣以

頁籤式畫面呈現，並且分為「基本資料」、「資料分析」、「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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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報表」等頁籤。整體架構上，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無論是單

純路段及複雜路段使用的兩種分析方法，其頁籤呈現原則皆一致，僅在

輸入路段資料的「資料分析」依資料需求項目有所不同。 

(一) 「基本資料」頁籤 

「基本資料」係供使用者輸入日期、分析對象、計畫概述、分

析者等資訊之介面，如圖 2.2-4所示。 

(二) 「資料分析」頁籤 

「資料分析」頁籤是本子系統主要之分析介面，使用者可於本

頁籤輸入各項欄位，包括幾何設計、需求流率、車種比例等資料，

輸入後點選「執行計算」按鈕，程式可啟動運算，並將輸出結果呈

現於該畫面。由於新版容量分析方法分為單純路段及複雜路段兩種，

兩分析方法所需輸入資料略異，畫面呈現也略有不同，單純路段程

式畫面如圖 2.2-5所示，複雜路段程式畫面如圖 2.2-6所示，後續將

分別於 2.2.1 及 2.2.2 小節詳細介紹兩分析方法的輸入欄位。 

(三) 「參考資料」頁籤 

「參考資料」頁籤係呈現本子系統之重要參照資料，如圖 2.2-7

所示。 

(四) 「分析報表」頁籤 

「分析報表」頁籤即輸入資料與分析結果之彙整結果，如圖

2.2-8所示。 

 

圖 2.2-4  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畫面—「基本資料」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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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畫面—「資料分析」頁籤(單純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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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畫面—「參考資料」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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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畫面—「分析報表」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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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單純路段 

以下針對主要之分析介面─「資料分析」頁籤進行詳細介紹。 

一、 輸入欄位 

(一) 道路幾何設計設定群組，如圖 2.2-9 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

下： 

1. 車道類型：類型 1 車道必為快車道，類型 2 車道則可能是快車

道或慢車道，故僅類型 2 車道有車道類型欄位，需選擇分析路

段屬性為快車道或慢車道。 

2. 車道數：分析路段各類型車道之車道數。 

3. 車道寬：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單位為公尺。根據新版方法論，

類型 1車道容量分析不受車道寬度影響。 

4. 平面線形：設定分析路段為直線或有單一平曲線。如路段有單

一平曲線，則軟體會跳出曲率半徑、超高率的設定。 

5. 路段長度：即分析路段之長度，單位為公里。 

6. 速限：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 

 

圖 2.2-9  單純路段「道路幾何設計」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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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求流率群組，如圖 2.2-10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單向尖峰小時流率 Q60：分析路段尖峰小時流率，單位為車輛

數/小時。 

2. 尖峰小時係數 PHF：用以推估路段尖峰 15分鐘需求流率，使用

者自行輸入。依公路容量手冊說明，尖峰小時係數有隨流量而

增加的現象，每車道的平均尖峰小時流率超過 800 輛/小時之情

況下，不同地區之平均尖峰小時係數在0.9～0.95之間（建議值：

0.92）。如流率低於 800 輛/小時，尖峰小時係數平均在 0.7 與

0.95 之間（建議值：0.85）。此欄位初始值設定為 0.92，使用

者可依路段實際調查狀況調整數值。 

 

圖 2.2-10 單純路段「需求流率」欄位示意圖 

 

(三) 車種比例，如圖 2.2-11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車種比例：分析路段車流中大車、小車、機車占總車輛數之比

例。 

2. 小車當量：分析路段之大車、小車、機車轉換為小車單位之當

量值。軟體會依據使用者輸入之車種比例，套用方法論之計算

公式求得當量值，使用者無法修改。 

 

圖 2.2-11 單純路段「車流特性」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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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輸出欄位 

分析結果群組，其畫面如圖 2.2-12 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平均自由速率Vf：分析路段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單位為

公里/小時。 

2. 平均速率 V：以速率-流率曲線得到之平均速率，或模式模擬

之結果，單位為公里/小時。 

3. 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U：分析路段之平均速率與路段速限之差

距值，單位為公里/小時。 

4. 尖峰 15分鐘對等小車流率(Q15)e：分析路段尖峰 15分鐘所有車

種之流率，轉換為小車單位之數值，單位為車輛數/小時。。 

5. 容量 Qmax：分析路段之容量，單位為小車/小時。 

6. V/C：需求流率(尖峰 15分鐘對等小車流率)除以容量之比值。 

7. 服務水準 LOS：將V/C、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U查表後得到之

服務水準。 

分析結果包括分車道類型提供詳細分析資料，最後並綜整分析路

段的所有車道狀況，提供單向路段整體分析結果。 

 

圖 2.2-12 單純路段「分析結果」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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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複雜路段 

以下針對主要之分析介面─「資料分析」頁籤進行詳細介紹。 

一、 輸入欄位 

(一) 節線設定群組，如圖 2.2-13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節線長度：即分析路段之長度，單位為公里。 

2. 車道數(不含機慢車道)：分析路段之車道數。 

3. 車道寬：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單位為公尺。 

4. 機慢車道設定：包括分析路段是否有機慢車道、車道寬。 

5. 路肩寬：分為內側路肩及外側路肩，單位為公尺。 

6. 速限：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 

 

圖 2.2-13 複雜路段「節線設定」及「模擬作業設定」欄位示意圖 

 

7. 短車道：短車道指路段左右側之附屬短車道，如爬坡道或慢車

用之避車道。點選短車道右側的設定按鈕，會跳出短車道設定

視窗，可輸入分析路段之短車道資料，包括短車道位於路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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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起迄點與分析路段起點距離、車道數、車道寬，如圖

2.2-14 所示。目前 2017HTSS 模擬模式限制一節線僅能設定 3

個短車道。 

8. 坡度：點選坡度右側的設定按鈕，會跳出坡度設定視窗，可輸

入分析路段之坡度資料，如圖 2.2-15 所示。可選擇坡度，輸入

坡度起迄點與分析路段起點距離、坡度；或是選擇高程，輸入

坡度變化的起迄點位置與高程。目前 2017HTSS 模擬模式限制

一節線僅能設定 50 筆坡度資料。 

9. 平曲線：點選平曲線右側的設定按鈕，會跳出平曲線設定視窗，

可輸入分析路段之平曲線資料，包括平曲線起迄點與分析路段

起點距離、曲率半徑、超高率，如圖 2.2-16 所示。目前 2017HTSS

模擬模式限制一節線僅能設定 50筆平曲線資料。 

10. 保留/專用道：點選保留/專用道右側的設定按鈕，會跳出保留/

專用道設定視窗，可設定車道是否有車種管制，如圖 2.2-17

所示。 

目前 2017HTSS 模擬模式限制一車道管制車種數不超過 3種，

可設定車種包括小車、機車、遊覽車、公車、大貨車、半聯結

車、全聯結車。 

車道之使用車種管制方式選項包括「非專用道」、「必須使用」、

「可選擇使用並走完全程」、「可選擇使用並可任意進出」，

並預設為「非專用道」。「必須使用」意指特定車種必須使用

之車道，其他車種不能進入，例如跨縣市橋梁的實體分隔機慢

車道，限制機車必須使用機慢車道，小車、大貨車、大客車等

不得通行。「可選擇使用並走完全程」指特定車種可用也可不

用之車道，但一進入必須走完全程，其他車種不能使用，例如

市區公車專用道，僅提供公車使用公車專用道且通常劃設雙白

實線禁止路段中變換車道，但部分公車因考量其運行路徑需於

路口轉向，不一定會進入公車專用道。「可選擇使用並可任意

進出」指特定車種可隨意進出之車道，其他車種不能使用；例

如機車優先道，非大型重型之機車可選擇使用並可任意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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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4 複雜路段「短車道設定」欄位示意圖 

 

 
圖 2.2-15 複雜路段「坡度設定」欄位示意圖 

 

 
圖 2.2-16 複雜路段「平曲線設定」欄位示意圖 

 

 
圖 2.2-17 複雜路段「保留/專用道設定」欄位示意圖 

  



 

2-24 

(二) 節點設定群組，如圖 2.2-18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流率：分析路段尖峰流率，單位為輛/小時。如無尖峰 15 分鐘需

求流率，則可用尖峰小時流率及尖峰小時係數推算。 

2. 路段中各車種比例：分析路段車流中大車、小車、機車占總車輛

數之比例。 

 

圖 2.2-18 複雜路段「節點設定」欄位示意圖 

 

(三) 模擬作業設定群組，點選圖 2.2-13畫面上兩節線輸入欄位中間之

船舵圖形，即跳出模擬作業設定視窗，如圖 2.2-19 所示。茲就各

欄位說明如下： 

1. 模擬作業次數：設定單次執行 2017HTSS 模擬模式時欲重覆模擬

的次數，每次模擬 2017HTSS 模擬模式會使用不同亂數，目前

2017HTSS 模擬模式限制作業次數為 30 次以內。模擬作業次數越

多，則模擬結果受極端值影響越小，不過模擬耗時越長，一般建

議模擬作業次數至少 4次以上。 

2. 模擬時段：設定每次模擬作業之模擬時段數，目前 2017HTSS 模

擬模式限制除 1 次熱機時段外，最多可設定 29個熱機時段之後的

時段。模擬時段數越多，車流狀態越穩定，則模擬結果受極端值

影響越小，不過模擬耗時越長，一般建議模擬作業次數至少 2 次

以上。 

3. 熱機時間：由於模擬開始不久之期間內，車流尚未達正常狀況，

故建議模擬時應先設定一段熱機時間，並且不蒐集該時段之模擬

數值資料。原則上，熱機時間最少須等於一車輛走完全程所需的

時間。故本軟體直接利用使用者輸入之模擬節線長度及速限，推

估預期速率及所需之熱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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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機後每一模擬時段：輸入模擬時段之長度。 

5. 模擬數據收集時間：軟體設定為熱機後時段到模擬結束。 

6. 偵測器設定：輸入模擬路段上偵測器個數及位置。此處偵測器非

非指實際道路上 VD 偵測器等交控設施，其設定目的在於蒐集通

過模擬過程中偵測站車輛的流率、空間平均速率、時間平均速率

及各車種之百分比，當路段有坡度、平曲線時，透過模擬模式中

偵測器的設定，可協助使用者進一步了解路段上任一點交通狀況，

以進行交通分析及改善策略研擬。目前 2017HTSS 模擬模式限制

每一節線最多可設置 10個車輛偵測器。 

 

 

圖 2.2-19 複雜路段「模擬作業設定」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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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輸出欄位 

分析結果群組，其畫面如圖 2.2-20 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輸入-輸出流率圖形：呈現多次模擬後收斂結果，供使用者參考模

擬的流率變化。 

2. 顯示輸出流率值：點選輸入-輸出流率圖形右下角「顯示輸出流率

值」，跳出視窗，顯示各次模擬之輸入、輸出流率值，如圖 2.2-21

所示。 

3. 速限 VL：分析路段之車輛行駛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 

4. 平均速率 V：以速率-流率曲線得到之平均速率，或模式模擬之結

果，單位為公里/小時。 

5. 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U：分析路段之平均速率與速限之差距值，

單位為公里/小時。 

6. 容量 Qmax：程式根據 2.1 節所提演算邏輯，反覆疊加帶入模擬模

式的輸入流率值，並依輸出結果判斷之路段容量，單位為車輛數/

小時。 

7. 需求流率(Q15)e：即為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分析路段尖峰

15 分鐘所有車種之流率，轉換為小車單位之數值，單位為車輛數

/小時。 

8. V/C：需求流率(尖峰 15分鐘對等小車流率)除以容量之比值。 

9. 服務水準 LOS：將 V/C、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U 查表後得到之服

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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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0 複雜路段「分析結果」欄位示意圖 

 

 

圖 2.2-21 複雜路段「顯示輸出流率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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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TSS模擬模式檔案檢視 

點選工具列「模式」如圖 2.2-22，選擇「檢視模式輸入檔」可開

啟軟體製成之 2017HTSS模擬模式輸入檔(檔案格式為.txt之純文字檔)，

如圖 2.2-23；選擇「檢視模式輸出檔」可開啟 2017HTSS 模擬模式之

模擬結果輸出檔(檔案格式為.txt 之純文字檔)，如圖 2.2-24。 

 

圖 2.2-22 複雜路段模擬模式檔案開啟方式 

 

圖 2.2-23 複雜路段 HTSS模擬模式輸入檔示意圖 

 

圖 2.2-24 複雜路段 HTSS模擬模式輸出檔示意圖  



 

2-29 

2.3  手冊例題 

新版第十一章「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在手冊中提供 5 個例題。其中，

手冊例題 1、2 說明利用圖表估算容量及平均速率之方法，本計畫於 2.4 節

整合並調整手冊例題 1、2，設計為操作範例 1 提供使用者以軟體評估服務

水準之方法。手冊例題 3非容量分析問題，本計畫於 2.4節操作範例 2 參考

其道路幾何，設計為利用模擬模式評估之路段。手冊例題 4旨在說明模擬模

式估計容量之方式，並無設計分析路段之資料。故本計畫僅針對手冊例題 5

說明軟體操作步驟。 

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選擇「開啟舊檔」，選取已製作完

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5：C:\Program Files (x86)\THCS\samples\Sample5.mml 

一、例題描述 

一平直路段各方向的狀況如下： 

1. 速限 = 60 公里/小時。 

2. 尖峰小時係數(PHF)  =  0.9。 

3. 快車道狀況： 

車道數 = 2； 

尖峰小時流量 = 3,000 輛； 

小車比例 = 0.9； 

大車比例 = 0.1。 

4. 慢車道狀況： 

車道數 = 1； 

尖峰小時流量 = 2,500 輛； 

機車比例 =1.0； 

車道寬 = 2.5 公尺。 

試評估此路段之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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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

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8)/分析軟體/郊區多

車道公路分析(新版)。根據路段特性，點選「單純路段」，選

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快車道無機車，屬於類型 1車道，於類型 1車道欄位輸入數值。 

類型 1 車道車道寬、路段長度不影響分析結果，維持預設值

3.5公尺、3.00 公里。車道數輸入 2，平面線形選擇「直線」，

速限拉選到 60kph。 

單向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3,000 車輛數/小時，尖峰小時係數輸入

0.9。 

車種比例輸入小型車 90%、大型車 10%。 

步驟 3： 慢車道僅機車通行，屬於類型 2車道，於類型 2車道欄位輸入

數值。 

類型 2車道路段長度不影響分析結果，維持預設值 3.00公里。

車道類型選擇慢車道，車道數輸入 1，車道寬輸入 2.5 公尺，

平面線形選擇「直線」，速限拉選到 60kph。 

單向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2,500 車輛數/小時，尖峰小時係數輸入

0.9。 

車種比例輸入機車 100%。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3-1 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3-2

所示。類型 1 車道平均自由速率為 67 公里/小時，平均速率為 52 公里/

小時，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為-8公里/小時；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

為 1,733 小車/小時/車道，容量為 1,878 小車/小時/車道，V/C 值為 0.92，

路段服務水準為 D5。類型 2車道平均自由速率為 51公里/小時，平均速

率為 45 公里/小時，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為-15公里/小時；尖峰 15分鐘

對等機車流率為 2,778 機車/小時/車道，容量為 4,348 機車/小時/車道，

V/C值為 0.64，路段服務水準為 C6。路段整體服務水準：平均速率與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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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差距-11公里/小時，V/C為 0.77，服務水準為 C5。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第十一章「郊區多車道公路」新版的分析

結果比較見表 2.3-1。類型 1 車道計算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部分，

因資料運算進位方式不同，故產生些許差異。類型 2車道與路段整體分

析結果則是由於手冊計算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U 與 V/C 時，並未正確

套用類型 2車道的平均速率及容量值(45 公里/小時、4,348 機車/小時/車

道)，故造成後續運算結果差異。 

手冊內計算公式修改建議如下： 

1. 類型 2車道： 

V/C = Qes/(Qmax)2 = 2,778/4,348 = 0.64 

平均速率 V2  - 速限= 45-60 = -15 公里/小時 

服務水準等級：C6 

2. 分析方向： 

77.0
4,34811,878×2

2,77811,734×2





V/C  

49

45

2,7781

52

1,734×2

2,77811,734×2






V 公里/小時 

V  - 速限= 49 – 60 = -11公里/小時 

服務水準等級：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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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手冊例題 5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類型 1車道 

平均自由速率 67 67 

平均速率 52 52 

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8 -8 

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流率 1,734 1,733 

容量 1,878 1,878 

V/C 0.92 0.92 

服務水準 D5 D5 

類型 2車道 

平均自由速率 51 51 

平均速率 45 45 

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27 

(-15，並建議修正計算過程) 
-15 

尖峰 15 分鐘對等機車流率 2,778 2,778 

容量 4,348 4,348 

V/C 
0.58 

(0.64，並建議修正計算過程) 
0.64 

服務水準 
B6 

(C6) 
C6 

路段整體分析結果 

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12 

(-11，並建議修正計算過程) 
-11 

V/C 
0.73 

(0.77，並建議修正計算過程) 
0.77 

服務水準 
C6 

(C5) 
C5 

註：(  )中數字代表建議手冊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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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手冊例題 5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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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手冊例題 5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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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操作範例  

本節設計兩操作範例，協助使用者了解軟體使用方式。使用者可依據操

作步驟自行輸入，或選擇「開啟舊檔」，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Program Files (x86)\THCS\samples\Multilane01.mml 

範例 2：C:\Program Files (x86)\THCS\samples\Multilane02-1.mmls(情境 1) 

    C:\Program Files (x86)\THCS\samples\Multilane02-2.mmls(情境 2) 

    C:\Program Files (x86)\THCS\samples\Multilane02-3.mmls(情境 3) 

一、範例 1：單純路段(整合並調整手冊例題 1、2描述) 

(一) 例題描述 

單純路段有一類型 2 車道與快車道採實體快慢分隔，類型 2 車

道寬為 3 公尺，路段速限 50 公里/小時，試估計此車道的容量。 

承上述，試推估該車道尖峰 15分鐘需求流率為 3,000 機車/小時

之平均速率，並評估該車道之服務水準。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8)/分析軟體/郊

區多車道公路分析(新版)。根據路段特性，點選「單純路

段」，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例題無類型 1車道，於類型 1 車道數欄位輸入 0。 

步驟 3： 於類型 2 車道欄位輸入：車道類型選擇慢車道；車道寬輸

入 3公尺；路段長度不影響分析結果，維持預設值 3.00公

里；車道數輸入 1，平面線形選擇「直線」，速限拉選到

50kph。 

為評估例題「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為 3,000 機車/小時」之

狀況，單向尖峰小時流率輸入 3,000 車輛數/小時，尖峰小

時係數輸入 1.0。 

車種比例輸入機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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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2.4-1 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2.4-2所示。類型 2車道平均自由速率為 51公里/小時，平均速率為

45公里/小時，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為-5公里/小時；尖峰 15分鐘對

等機車流率為 3,000機車/小時/車道，容量為 4,797機車/小時/車道，

V/C值為 0.63，路段服務水準為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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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1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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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1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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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例 2：複雜路段 

(一) 例題描述 

一郊區多車道公路配置雙向 4 車道，車道寬 3.5 公尺，內側路

肩 0.5公尺，外側路肩 2.5公尺，路段縱面線形如圖 2.4-3所示，路

段速限 70 公里/小時。 

情境 1： 如上坡方向路段車種皆為半聯結車，試估計半聯結車抵達

每一縱切面終點時之速率。 

情境 2： 如上坡方向路段尖峰需求流率為 2,500 輛/小時，其中小車

約占 60%、機車 12%、大貨車 10%、半聯結車 18%，試求

路段容量、平均速率及服務水準。 

情境 3： 承情境 2 之車流狀況，如坡度 3~5%之區間於外側拓寬增

加一 3.5公尺寬爬坡車道，並限制僅大型車可使用爬坡道，

且大型車必須使用外側爬坡車道。試與 1.結果比較路段容

量、路段速率及服務水準。 

 

圖 2.4-3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分析路段縱切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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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步驟 

情境 1：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2018)/分析軟體/郊

區多車道公路分析(新版)。根據路段特性，點選「複雜路

段」，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輸入節線基本設定。節線 1 分析節線長度輸入 2.53 公里，

車道數輸入 2，車道寬 3.5公尺，外路肩寬 2.5 公尺，內路

肩寬 0.5 公尺，速限拉選到 70公里/小時。參見圖 2.4-4。 

步驟 3： 輸入進階設定。設定坡度。點選節線 1 的坡度設定鈕，軟

體會跳出坡度設定視窗，選擇「坡度」，下拉選擇 3 個坡

度路段，表格第一列輸入起點為0.00公里，終點 0.60公里，

坡度 3%；表格第二列輸入起點為 0.60 公里，終點 1.13 公

里，坡度 5%；表格第三列輸入起點為 1.13 公里，終點 2.53

公里，坡度 2%。參見圖 2.4-5。 

步驟 4： 輸入節點設定。依據問題描述，節點 610 兩模擬時段的流

率皆輸入 500(車輛數/小時)，車種比例設定半聯結車 100%，

其他車種皆輸入 0%。參見圖 2.4-4。 

步驟 5： 點選介面上的船舵圖形，跳出模擬作業設定視窗。 

依據問題描述，設定 4 個偵測器，第 1 個偵測器布設於起

點 0.00公里，第 2個偵測器布設於 0.60 公里，第 3 個偵測

器布設於 1.13公里，第 4個偵測器布設於終點 2.53 公里。

參見圖 2.4-6。 

步驟 6： 點選執行模擬，軟體將自動啟動 2017HTSS 模擬程式，並

執行求取路段容量之演算邏輯。 

情境 2： 

步驟 1： 利用情境 1 之檔案，修改節點設定。依據問題描述，節點

610 兩模擬時段的流率皆輸入 2,500(車輛數/小時)。車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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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輸入小車 60%、機車 12%、大貨車 10%、半聯結車 18%，

其他車種皆輸入 0%。參見圖 2.4-7。 

步驟 2： 點選執行模擬，軟體將自動啟動 2017HTSS 模擬程式，並

執行求取路段容量之演算邏輯。 

情境 3： 

步驟 1： 利用情境 2 之檔案，點選短車道設定，依據問題描述，附

屬短車道個數拉選至 1，於編號 1 之橫列，附屬車道位置

選擇外側，起點輸入 0.00 公里，終點 1.13 公里，車道數 1，

車道寬 3.5 公尺。參見圖 2.4-8。 

步驟 2： 點選保留/專用道設定。依據問題描述，短車道的管制方式

選擇「必須使用」，由於範例的車種比例除大貨車、半聯

結車外，其他大型車種比例為 0，故車種選擇大貨車、半

聯結車。參見圖 2.4-9。 

步驟 3：點選執行模擬，軟體將自動啟動 2017HTSS 模擬程式，並

執行求取路段容量之演算邏輯。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各情境輸出結果如圖 2.4-10~圖 2.4-15 所

示。 

從情境 1 的偵測器設定，可了解大車在坡度路段的速率變化。

偵測器的輸出結果需直接閱讀 2017HTSS 模式的輸出檔案，檔案可

從工具列選擇「模式」→「檢視模式輸出檔」來開啟，參見圖 2.4-11。

由輸出檔的偵測器資料，可知半聯結車在坡度第一段 3%的上坡路

段，速率約為 58~67 公里/小時；在坡度第二段 5%的上坡路段，速

率降低至 40~52 公里/小時，與速限差距超過 18~30 公里/小時，差

距極大；在最後一段 2%的上坡路段，速率約在 65~71 公里/小時，

速率逐漸回升。 

情境 2 為上坡路段未改善的狀態，模擬結果如圖 2.4-12、圖

2.4-13，上坡路段平均速率為 45.6 公里/小時，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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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4.4 公里/小時，容量為 2,880 車輛數/小時，V/C 值為 0.87，路

段服務水準為 D6。主要由於本路段為上坡路段，路段中大車比例較

高，影響車流速率，故路段 V/C 值尚佳，但速率已與速限差距 24

公里/小時。 

情境 3 為上坡路段設置爬坡道後之改善狀況，模擬結果如圖

2.4-14、圖 2.4-15，上坡路段平均速率為 51.3 公里/小時，平均速率

與速限差距為-18.7 公里/小時，容量為 2,880 車輛數/小時，V/C 值

為 0.87，路段服務水準為 D6。比較情境 2 與情境 3，設置爬坡道後

容量並無顯著變化，而由於限制大型車必須使用爬坡道，可略提升

路段的平均速率，但此改善方案改善幅度有限。例題設計僅在坡度

變化點設定偵測器，實際應用時，建議使用者可依改善策略增加或

調整案例偵測器設定地點，再依據各點車流狀況調整爬坡道設計位

置，以找出最適之改善方案。 

 

圖 2.4-4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入圖-1(情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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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入圖-2(所有情境) 

 

 

圖 2.4-6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入圖-3(所有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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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入圖-4(情境 2及情境 3) 

 

 

圖 2.4-8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入圖-5(情境 3) 

 

 

圖 2.4-9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入圖-6(情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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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0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出圖(情境 1) 

 

 

圖 2.4-11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出檔-偵測器資料(情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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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2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出圖(情境 2) 

 

 

圖 2.4-13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出檔-偵測器資料(情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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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4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出圖(情境 3) 

 

 

圖 2.4-15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範例 2輸出檔-偵測器資料(情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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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軟體維護與相關服務工作 

3.1  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系統檢視修正 

本所於 102 年 4 月出版之「高快速公路收費站、隧道及坡度路段容量及

車流特性研究(3/3)」中，針對「2011 臺灣公路手冊」第十章市區地下道之方

法論進行修訂，並於 107 年 5 月出版之「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

容量手冊研訂(2/3)」計畫，再就第十章市區地下道修訂版內容，校閱錯誤或

不理想的圖表、公式、範例及部分內容。 

本項工作以前述計畫校閱後之修訂版市區地下道內容為基礎，進行「市

區地下道號誌路口分析」軟體之檢視及修正，並參酌容量手冊內容，修訂及

補充軟體使用者手冊。茲就市區地下道號誌路口分析子系統使用手冊之檢視

結果及修正建議說明如下。 

 

一、例題 1：直行快車道 

(一) 手冊例題說明 

一市區地下道下游有一中央實體分隔之路段，此路段無快慢分

隔，無緊鄰公車專用道，沒有公車站在車道旁，路邊不准停車，路

口很少有行人。地下道下游有一號誌化路口，停止線到上游 100 公

尺之間的平均坡度為+3%（上坡），車道寬為 3.3 公尺，號誌之週期

長度為 90 秒。地下道下游直行快車道的車輛每週期得到 60 秒之綠

燈，4 秒之黃燈及 1 秒之全紅時間。如果大車占總車輛之 5%，試估

計此車道的容量。 

(二) 軟體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地下道號誌化

路口分析」子系統，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幾何設定。直行快車道車道數輸入 1，車道寬輸入

3.3 公尺。車道無緊鄰公車專用道，路旁無公車停靠、路旁



 

3-2 

停車。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平均坡度輸入 3%。選擇中央實

體分隔、無快慢分隔。 

步驟 3：輸入下游號誌與時間設定。綠燈時間輸入 60 秒，號誌週期

輸入 90秒。可有效使用之燈號轉換時段則依報告假設條件，

輸入 3 秒。 

步驟 4：輸入車種與轉向比例設定。點選設定按鈕，軟體會跳出流

量輸入視窗。選擇百分比頁籤。直行小車、大車分別輸入 95、

5。 

(三) 分析結果比較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3.1-1、圖 3.1-2 所示，輸出

報表如圖 3.1-3 所示。Ng 為 34.0，Fv 為 0.97，Fg 為 0.90，Fb、Fs、

Fz、Fp 為 1.00，G 為 63.0，C 為 1,187。 

本軟體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第十章「市區地下道」修訂版的分析

結果比較見表 3.1-1，兩者計算結果僅 Ng 由於數值進位方式設定不

同，有些許差異，其他計算結果皆相同。 

 

表 3.1-1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1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軟體分析值 

Ng 有效時相內平均疏解車輛數 34.0 34.0 

Fv 車種調整因素 0.97 0.97 

Fg 坡度調整因素 0.90 0.90 

Fb 公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s 停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z 地區調整因素 1.00 1.00 

Fp 行人調整因素 1.00 1.00 

G 有效時相長度 63 63.0 

C 容量(輛/小時) 1,187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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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1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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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1 車種轉向比例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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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1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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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題 2：無機車停等區之共用車道 

(一) 手冊例題說明 

一地下道下游有一號誌化路口，停止線到上游 100 公尺之間的

平均坡度為+3%，其中一車道供直行及左轉車共用，車道旁無公車

站及路邊停車，路口也少有行人。共用車道的車種及行進方向的比

例如下： 

直行機車：0.25 

  小車：0.50 

  大車：0.03 

左轉機車：0.10 

  小車：0.10 

  大車：0.02 

號誌週期為 90 秒，共用車道在每一週期中得到 60 秒之綠燈及

5 秒的燈號轉換時段。有 3 秒的燈號轉換時間可有效的用來疏解車

輛，試估計此車道之容量。 

(二) 軟體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地下道號誌化

路口分析」子系統，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幾何設定。直行/無衝突左轉共用車道數輸入 1，

車道寬不影響計算，暫輸入 3.3 公尺。車道無緊鄰公車專用

道，路旁無公車停靠、路旁停車、無行人衝突。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平均坡度輸入 3%。 

步驟 3：輸入下游號誌與時間設定。綠燈時間輸入 60 秒，可有效使

用之燈號轉換時段輸入 3 秒，號誌週期輸入 90 秒。 

步驟 4：輸入車種與轉向比例設定。點選設定按鈕，軟體會跳出流

量輸入視窗。選擇百分比頁籤。直行機車、小車、大車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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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25、50、3，左轉機車、小車、大車分別輸入 10、10、

2。 

(三)分析結果比較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3.1-4、圖 3.1-5 所示，輸出

報表如圖 3.1-6 所示。Ng 為 27.1，Fv 為 1.22，Fg 為 0.90，Fb、Fs、

Fz、Fp 為 1，G 為 63，C 為 1,188。 

本軟體的分析結果與報告的分析結果見表 3.1-3，軟體分析結果

與報告計算結果的差異，主要是由於手冊計算疏解率、車種及行車

方向調整因子時，所代入的參數有所差異，進而使計算結果有所不

同，說明如下： 

依手冊第十章「市區地下道」修訂版表 10.6(下表 3.1-2)，計算

「直行/無衝突左轉共用車道」之車種及行進方向調整因子時，應以

左轉小車為基準，調整其他車輛及其行進方向對於該車道容量的小

客車當量。 

表 3.1-2  共用車道上不同車種直行、左轉之左轉小客車當量 

行進方向 直行 左轉 

車種 機車 小車 大車 機車 小車 大車 

左轉小客車當量 0.4 0.95 1.71 0.41 1.00 1.90 

註：1.機車比例大於 90%，將機車當量減少 0.05。 
  2.機車比例為 30%~50%，將機車當量增加 0.05。 
  3.機車比例小於 30%，將機車當量增加 0.10 

 

本例題機車佔總車輛比例為 35%，根據表 10.6 各車種及行進方

向組合的左轉小車當量應調整如下： 

直行機車：0.4+0.05=0.45 

  小車：0.95 

  大車：1.71 

左轉機車：0.41+0.05=0.46 

  小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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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車：1.90 

而手冊於此處計算直行機車的左轉小車當量時，計算過程誤植

為 0.41+0.05，故造成 fv計算差異，建議修改直行機車的左轉小車當

量值，並調整 fv計算過程如下： 

8228.0)19.1(02.0)11(1.0)146.0(10.0

)171.1(03.0)195.0(5.0)145.0(25.01)1(1



 
v i

viEviP

 

22.1
82.0

1
vf (軟體計算方式) 

或 22.1
8228.0

1
vf (四捨五入至小數第 2 位) 

將修正後的 fv代入容量計算公式如下：  

188,11119.022.11.27
90

3600
c   輛/小時 

由於前述 fv之計算差異，c 值之計算結果亦受影響，如修正相關

輸入項，則計算結果與軟體分析結果相同。 

表 3.1-3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2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軟體分析值 

Ng 有效時相內平均疏解車輛數 
27.05 

(建議修正進位方式) 
27.1 

Fv 車種調整因素 
1.21 

(建議修正計算過程及結果) 
1.22 

Fg 坡度調整因素 0.90 0.90 

Fb 公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s 停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z 地區調整因素 1.00 1.00 

Fp 行人調整因素 1.00 1.00 

G 有效時相長度 63 63 

C 容量(輛/小時) 
1,178 

(1,188) 
1,188 

註：(  )中數字代表建議報告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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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2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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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2 車種轉向比例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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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2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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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3：有機車停等區之直行/右轉共用車道 

(一) 手冊例題說明 

一地下道下游有一寬 3.3 公尺之直行/右轉共用車道，車道上有

一長 12 公尺之機車停等區，在尖峰之紅燈時段中，76%之停等區面

積被停等機車占用。停等區之平均坡度為+2%，從停止線到上游 100

公尺之間的平均坡度為+3%，共用車道旁沒有公車站也不准路邊停

車。很少有行人欲通過地下道下游之路口。號誌控制的週期長度為

150 秒，共用車道在一週期所得的綠燈為 80 秒。燈號轉換時段有 5

秒，但能有效運用之燈號轉換時段只有 3.5 秒。此外，共用車道有

下列車種及行進方向的組合：  

 直行小車比例 X2 = 0.31； 

 右轉小車比例 X3 = 0.08； 

 與小車及大車無併行之直行機車比例 X4 = 0.32； 

 與小車及大車無併行之右轉機車比例 X5 = 0.08； 

 直行大車比例 X6 = 0.05； 

 右轉大車比例 X7 = 0.00。 

試估計上述共用車道之容量。 

(二) 軟體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市區地下道號誌化

路口分析」子系統，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幾何設定。直行/右轉共用車道數輸入 1，車道寬

輸入 3.3 公尺。車道上設有機車停等區，寬度 3.3 公尺，深

12 公尺，停等區面積佔用比例 76%。針對機車停等區每平

方公尺機車數量，軟體依據公路容量手冊式 10.8 預設為

0.62，配合手冊內此例題計算步驟 1 的說明，調整為 0.6 輛

機車。車道無緊鄰公車專用道，路旁無公車停靠、路旁停車。

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平均坡度輸入 3%，停等區坡度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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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驟 3：輸入下游號誌與時間設定。綠燈時間輸入 80 秒，可有效使

用之燈號轉換時段輸入 3.5 秒，號誌週期輸入 150 秒。 

步驟 4：輸入車種與轉向比例設定。點選設定按鈕，軟體會跳出流

量輸入視窗。選擇百分比頁籤。車種比例則依題目直行小車、

大車分別輸入 31、5，右轉小車、大車分別輸入 8、0；題目

未提供機車轉向比例，不過不影響求解結果，在滿足百分比

總和等於 100 的情況下，可任意設定機車轉向比例。無併

行機車比例採用例題的數據，無併行直行機車比例輸入 32，

無併行右轉機車比例輸入 8；使用者若無此調查數據，可輸

入總車輛數、車種轉向比例，由軟體提供建議值供參考。 

(三) 分析結果比較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3.1-7、圖 3.1-8 所示，輸出

報表如圖 3.1-9 所示。Ng為 57.0，Ng(HCM)為 49.58，Fga、Fgb分別為

0.90、0.85，Fb、Fs、Fp為 1，G 為 71.6，M 為 18.1，T 為 11.9，C

為 1,553。 

本軟體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3.1-4，軟體分析結果

與手冊計算結果的差異主要來自於 Ng、(Ng)HCM 的計算進位方式不

同，所以最後容量 c 的分析數值會有些微差距。 

  



 

3-14 

表 3.1-4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3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軟體分析值 

Ng 有效時相內平均疏解車輛數 57.0 57.0 

Ng(HCM) 
容量手冊 13.5.4 節估計有效時相內 

平均疏解車輛數 
49.6 49.58 

Fga 停等區坡度調整因素 0.90 0.90 

Fgb 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坡度調整因素 0.85 0.85 

Fb 公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s 停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p 行人調整因素 1.00 1.00 

G 有效時相長度 71.6 71.6 

M 停等區內機車數 18.1 18.1 

T 停等區內機車疏解所需時間 11.9 11.9 

C 容量(輛/小時) 1,554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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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3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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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3 車種轉向比例輸入圖 

  



 

3-17 

 

圖 3.1-9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3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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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例題 4：機車專用道 

(一) 輸入條件 

一地下道下游有一寬 3 公尺之機車專用道。專用道左、右側皆

用標線與其他車道及路肩分隔。停止線到上游 100 公尺之間的平均

坡度為+3%。下游號誌之週期為 120 秒。專用道之綠燈時段及燈號

轉換時段各為 70 秒及 5 秒。3.5 秒之燈號轉換時間可有效運用。疏

解率有達到高峰之後明顯下降成一穩定狀態的現象（啟動損失時間

接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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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地下道號誌化

路口分析」子系統，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開啟新專案。 

步驟 2：輸入道路幾何設定。由於例題未說明是否有中央實體分隔、

快慢分隔，且不影響「機車專用道」的容量計算，故可任意

選擇有無中央實體分隔、快慢分隔。機車專用道車道數輸入

1，車道寬輸入 3.0 公尺。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平均坡度輸

入 3%。 

步驟 3：輸入下游號誌與時間設定。綠燈時間輸入 70 秒，可有效使

用之燈號轉換時段輸入 3.5 秒，啟動損失時間輸入 0 秒，號

誌週期輸入 120 秒。 

步驟 4：輸入車種與轉向比例設定。點選設定按鈕，軟體會跳出流

量輸入視窗。選擇百分比頁籤。機車左轉、直行、右轉比例

分別輸入 2、95、3。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3.1-10、圖 3.1-11 所示，輸

出報表如圖 3.1-12 所示。Fg為 0.85，W90為 3.55，G 為 73.5，C 為

6,029。 

本軟體的分析結果與報告的分析結果見表 3.1-5，容量計算結果

為 6,051，軟體分析結果為 6,029，兩者間的差異主要是來自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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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與進位方式不同。軟體計算係先分別計算容量公式中各代入參

數(W90、fg)，並將中間結果取至小數第二位後，最後再代入容量計算

公式。手冊計算方式除 W90 先計算中間結果外，其餘參數係直接將

計算過程代入容量公式，故產生計算結果的差距。 

手冊計算方式： 

)049.01()()900,1836,4( 90 S
C

LGG
Wc S 


    式 10.20 

輛/小時051,6

853.0)
120

05.370
()55.3900,1836,4(

)3049.01()
120

05.370
()55.3900,1836,4(













 

軟體計算方式： 

)049.01()()900,1836,4( 90 S
C

LGG
Wc S 


    式 10.20 

g
S f

C

LGG
W 


 )()900,1836,4( 90     代入式 10.13 

輛/小時029,6

85.0)
120

05.370
()55.3900,1836,4(







    fg進位不同 

 

表 3.1-5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4 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軟體分析值 

Fg 坡度調整因素 
- 

報告無另外計算中間結果 
0.85 

W90 使用率佔 90%之路面寬 3.55 3.55 

G 有效時相長度 
- 

報告無另外計算中間結果 
73.5 

C 容量(輛/小時) 6,051 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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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0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4 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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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4 車種轉向比例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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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 市區地下道手冊例題 4 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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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網頁維護與軟體服務 

一、網頁維護 

本所建置之「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可由本所網站首頁內容最

下方之服務平台連結進入(如圖 3.2-1 所示)，或直接於位址列輸入網址

(https://thcs.iot.gov.tw/THCS/)，即可進入專區首頁(如圖 3.2-2 所示)。 

網頁內容包括軟體簡介、下載專區、聯絡人員、常見問題等(如圖 3.2-

3~4 所示)，使用者可至網站下載最新版軟體、軟體範例操作教學影片、

使用手冊、技術報告以及最新版之公路容量手冊等，同時也可藉由本專

區網頁發布公路容量手冊之修正或相關文件公告。 

本期主要進行網頁資料更新之工作，包括： 

(一) 網頁資料更新 

 配合本期軟體完成，於網頁提供 THCS 2018 軟體，並新增使用手

冊及軟體範例操作教學影片等檔案資料。 

(二) 網站安全性更新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政策，政府機關需導入網站安全傳輸通訊協

定(HTTPS)，完成公路容量專區網頁的 HTTPS 憑證申請及啟用，

網址調整為 https://thcs.iot.gov.tw/THCS/。 

 針對弱點掃描結果，進行主機之作業系統(Windows Sever 2008 R2 

SP1)補強。 

二、軟體服務 

THCS 軟體已發展近十年，除編訂使用手冊供使用者學習操作外，

使用者可在網頁上查詢常見的問題與回覆，解決軟體操作的問題，或是

藉由電話、e-mai 往來以及教育訓練直接與使用者溝通，解決軟體操作

的問題。本年度使用者問題與回覆彙整如表 3.2-1： 

  

https://thcs.iot.gov.tw/THCS/
https://thcs.iot.gov.tw/TH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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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107 年度使用者問題回應紀錄 

常見問題 回覆 

一十字路口各方向車道配

置 1 車道，號誌為簡單二時

相，使用號誌化路口分析

時，無分析結果? 

使用號誌化路口分析子系統時，如軟體中車道類型為 0，

則表示無法使用分析性模式(號誌化路口分析子系統)，建

議改使用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由於號誌化路口評估方法提供 7 類車道分析類型，包括

直行快車道、無衝突直/左快車道、無衝突直/右快車道、

無衝突直/右混合車道、無衝突左轉車道、其他無衝突、

衝突左轉，如分析對象非上述分析類型，則軟體之”車道

類型”會判定為 0，無分析結果。 

依郊區雙車道分析(舊版)

分析結果慢車道容量值約

8,000 輛/小時，是否合理? 

依舊版郊區雙車道分析方法，在慢車道僅機車使用時，容

量值確實會達到 8,000 輛/小時，概念與機車專用道之分

析雷同，而其單位「輛/小時」的「輛」意為機車數量。 

 

 

 

圖 3.2-1  本所網站首頁與本軟體專區連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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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頁-1 

 

 

圖 3.2-3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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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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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訓練推廣課程 

一、課程辦理重點 

本計畫除針對軟體進行維護修訂外，更透過舉辦教育訓練方式推廣

軟體，今年度辦理之教育訓練，一方面仍延續往例辦理公開場次邀集各

界相關人員參加，一方面徵詢各區域運輸中心之意願共同辦理訓練課程。 

(一) 課程內容 

1. 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簡介 

主要介紹公路容量研究歷年歷程，說明新增/修改之公路容量

章節內容，以及 THCS 軟體之發展緣由、架構、應用層面等；另

外對於 THCS 專區網頁之內涵、資訊及下載方法也介紹予使用者

了解與操作。 

2. 分析性模式介紹與演練 

主要就高速公路子系統群、市區道路子系統群以及郊區道路

與其他設施子系統群中較常用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系統」、

「號誌化交叉路口子系統」進行說明並練習例題實機操作。本期

課程加入相對應的容量手冊方法論說明，並選擇一例題讓使用者

嘗試手動運算及軟體運算。 

3. 模擬模式介紹與演練 

考慮近年來交通設施越趨複雜，相關單位利用「公路交通系

統模擬模式(HTSS)」進行評估分析之需求也更為顯著，故本期利

用一實際案例及輔助表格，減輕使用者重新建模的壓力。 

4. 新版郊區多車道、雙車道子系統介紹與演練 

配合公路容量手冊修訂，近兩年修訂新版郊區多車道及雙車

道公路內容，為協助使用者了解新版郊區公路分析方法與軟體操

作方式，故本期安排較多的時間說明新版郊區公路子系統，除軟

體操作說明外，也先介紹新舊版分析方法之差異，幫助使用者熟

悉新版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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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機操作 

在前述各課程進行的同時，本課程也另外提供相對應之例題供

學員實機操作，讓學員一方面由講師之操作說明了解軟體使用方法，

一方面也可藉由本課程提供之操作手冊之逐步學習，建立日後對其

他子系統自學的基礎，而提供的例題則以前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子系統」、「號誌化交叉路口子系統」、「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HTSS)」、「新版郊區雙車道公路子系統」與「新版郊區多車道公

路子系統」之容量手冊例題與本土化例題為主。 

二、課程辦理情形 

今年度於北區與中區各辦理一場次，辦理情形如圖 3.3-1 所示，辦理

方式說明如表 3.3-1，至目前為止今年度教育訓練總參與人數共 47 人，

其中公務體系佔 62%、顧問公司佔 31%，學生約佔 7%。公務體系學員

主要來自公路管理單位或地方政府，顧問公司則多為交通規劃公司或部

門之人員前來，並藉由本次合辦之逢甲大學智慧運輸與物流創新中心宣

傳，亦有相關科系之學生來參與訓練課程。 

另外，受公路總局委託，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在公路總局辦理一場

教育訓練。由於授課對象為公路總局所屬機關人員，除交通專業人員外，

亦包括工程人員等，因此該次課程著重於公路容量手冊的簡介、郊區公

路評估方法介紹及操作、綜合討論。 

二、使用者意見回饋 

為了解學員意見，本計畫於訓練結束後提供使用者填寫意見調查問

卷，絕大部分使用者表示本軟體對於實務作業上「非常有助益」或「有

助益」。另外，學員亦針對公路容量分析方法或評估標準，提出以下建

議： 

(一) 針對郊區公路速差指標部分，建議再多加考量。 

(二)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號誌化路口分析所需的基礎資料較多，導

致調查成本嚴重增加。 

(三)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以平均速率劃分服務水準之方式，建議應考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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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速限不同的狀況。 

 

表 3.3-1  教育訓練辦理方式 

地點 舉辦日期 
課程安排 

(約 3 小時) 
對象 

參加 
人數 

逢甲大學校本部 

資訊電機館 

地下 1 樓 B14 教室 

107/10/5 
 報到、軟體安裝 

 公路容量手冊及分析軟體簡介 

 分析性模式： 

– 常用子系統評估方法簡介 

– 手冊案例操作與軟體實機

演練 

 模擬模式： 

–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

(HTSS)簡介及操作 

– 新版郊區公路評估方法簡

介及操作 

 綜合討論、意見調查 

交通主管機
關、顧問公
司、交通相
關系所學
生。 

10 人 

台灣世曦公司 

一樓華光廳 
107/10/9 37 人 

公路總局(暫定) 107/12/5 30 人 

 

  

  

圖 3.3-1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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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高速公路 VD 資料彙整 

本計畫根據容量研究之需求，篩選高速公路適合分析之路段，以彙整分

析路段之 VD 資料，並將 VD 資料整理為一致格式，提供公路容量研究團隊

進行相關分析。 

3.4.1  研究路段篩選 

一、 調查需求瞭解 

為了解高速公路車流特性，公路容量研究團隊擬利用高速公路

VD 資料進行相關分析。依公路容量研究團隊之研究需求，研究路段

之屬性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 道路幾何：上下游匝道(或隧道)至少距離 4公里以上之平直路段，

VD 資料須包括由路段中點至下游所有 VD 資料，如圖 3.4-1 所

示。 

 

圖 3.4-1  研究路段 VD 位置示意圖 
 

(二) 交通管制：研究路段應包括速限 90、100、110 公里之路段，路段

若開放路肩通行亦須註記。 

(三) 車流特性：須能蒐集到車流從穩定進入不穩定的現象，意即需篩

選車流較高且會產生壅塞狀況的時段/日期，以利建立速率-流率

曲線。初步篩選以 106~108 年間連續假日至少有 4 日壅塞的路段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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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蒐集以上基本路段以外，另外亦需蒐集國道 5號全線VD資料，

並且由於研究團隊欲了解坡度路段對車輛速率之影響，本計畫也協助

蒐集研究團隊指定之坡度路段的 VD 資料，研究路段彙整如表 3.4-1。 

表 3.4-1  高速公路坡度路段研究路段彙整 

國道 
編號 

方向 
(往) 區域 路段區間 速限 

(kph) 
備註 

國1 雙向 新北林口 35K ～ 48K 100  

國1 北 苗栗三義 147K ～ 155K 100 部分 VD 無數據、研
究關鍵點無適當 VD 

國1 南 苗栗銅鑼 136K ～ 137K 100  

國3 南 新北鶯歌 57K ～ 59K 110  

國3 北 新竹關西 80K ～ 82K 110  

國3 北 新竹寶山 93K ～ 98K 110  

 

二、 研究路段篩選 

經由上述研究需求之瞭解，由於須考慮路段交通特性，宜為交通

量大、易生壅塞者方能蒐集非尖峰至尖峰之流率-速率資料，故透過歷

史資料庫篩選研究路段，並初步利用高公局公開的交通管制措施蒐集

路段基本資料，公開資訊不足部分則將所需資料內容整理另行發函索

取。 

(一) 交通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 

高公局「交通資訊管理系統」網站提供各項高速公路交通資

訊，就容量研究平直路段 QV 關係之需求，可利用該資料庫系統，

取得高速公路各路段分時速率(如圖 3.4-2)，該資料將各時段速率

低於 40、60、80 公里/小時之路段，分別以紅、橘、黃三色標示，

藉由該資料可篩選車流進入不穩定狀態之路段。 

此外，該系統亦可取得單日各 VD 每 5 分鐘通過路段之車輛

數及速率，及各 VD 與交流道之相對位置，如圖 3.4-3 所示，透

過該查詢結果可了解單日各路段流量與速率之變化，進一步協助

本計畫篩選合適之研究路段，並可依研究團隊之需求，篩選不受

上游交流道影響之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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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交通資訊管理系統」路段分時速率示意圖 

 

圖 3.4-3  「交通資訊管理系統」路段 5 分鐘 VD 資料統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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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蒐集管道 

考慮公路容量研究需要了解研究路段之基本資料，包括交通

管制(速限等)、車道配置(輔助車道等)、幾何條件(長度、坡度、

曲率半徑等)等，除函請高公局提供車道寬、幾何設計等資訊外，

亦可透過高公局網站取得研究路段之部分基本資料，如交通管制

措施頁面，提供路肩開放、速限、儀控措施及輔助車道等資訊，

如圖 3.4-4 所示。 

 

圖 3.4-4  高公局網站交通管制措施頁面 

 

(三) 壅塞路段篩選結果 

經由上述資料，並與容量研究團隊討論後，高速公路壅塞路

段篩選如表 3.4-2 所示。整體而言，速限 100、110 公里路段約有

5 處以上路段滿足研究條件。由於國道速限 90 公里區間較短，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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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3 號中和交流道(35K)以北路段以及國道 5 號坪林(15K)以南

路段，扣除國道 5 號後無可滿足上述研究條件者，故與容量研究

團隊討論後，將速限 90 公里路段的篩選條件放寬，路段長約滿足

2 公里左右的壅塞路段即納入研究，以取得足夠的研究資料。除

國道 1 號內湖~圓山路段採用 107 年平日(1/16~1/18、3/13~3/15、

4/17~4/19)資料，其他壅塞路段資料彙整期間包括：105 年的元旦

連假(1/1~1/3)、春節連假(2/6~2/14)、228 連假(2/27~2/29)及清明連

假(4/2~4/5)，106 年的元旦假期(1/1~1/2)、春節連假(1/27~2/1)、228

連假(2/25~2/28)及清明連假(4/1~4/4)，107 年元旦(1/1)、春節連假

(2/15~2/20)及清明連假(4/4~4/8)。 

表 3.4-2  高速公路壅塞路段篩選 

國道 
編號 

方向 
(往) 路段區間 速限 

(kph) 
備註 

國1 雙向 五堵交流道(6.8K) ～ 汐止交流道(11.5K) 100  

國1 雙向 內湖交流道(16.8) ～ 圓山交流道(23.2) 100 平日壅塞 

國1 雙向 楊梅交流道(69.2K) ～ 湖口交流道(83.8K) 100  

國1 北 竹北交流道(91K) ～ 新竹交流道(95.4K) 100  

國1 南 新竹交流道(95.4K) ～ 新竹系統交流道(99.4K) 100 

進出口匝道及匯
出匯入車道從
95k~97k，建議
剔除 

國1 北 新竹系統交流道(99.4K) ～ 頭份交流道(110.4K) 100  

國1 南 彰化系統交流道(192.8K) ～ 彰化交流道(198.4K) 110  

國1 南 彰化交流道(198.4K) ～ 埔鹽交流道(207.7K) 110  

國1 北 員林交流道(211K) ～ 北斗交流道(220.1K) 110  

國1 北 北斗交流道(220.1K) ～ 西螺交流道(230.5K) 110  

國1 北 虎尾交流道(235K) ～ 斗南交流道(240.6K) 110  

國3 雙向 新台五路交流道(12.7K) ～ 南港交流道(15.1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南港系統交流道(16.3K) ～ 福德隧道(18.1~19.9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木柵交流道(20.8K) ～ 木柵隧道(21.8~23.7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景美隧道(23.9~24.5K) ～ 新店交流道(26.8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鶯歌系統交流道(54.4K) ～ 大溪交流道(62.7K) 110  

國3 雙向 大溪交流道(62.7K) ～ 龍潭交流道(68.3K) 110  

國3 北 龍潭交流道(68.3K) ～ 關西服務區(76K) 110  

國3 北 竹南交流道(119.1K) ～ 大山交流道(124.5K) 110  

國3 北 大甲交流道(164.2K) ～ 中港系統交流道(169K) 110  

國3 雙向 名間交流道(236.8K) ～ 竹山交流道(243.7K) 110  

國3 北 竹山交流道(243.7K) ～ 南雲交流道(250K) 110  

國3 北 南雲交流道(250K) ～ 斗六交流道(260.3K)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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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VD 資料整理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 VD資料分為三類，一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中

南區各交控中心及坪林行控中心各自備份的資料，二為各交控中心每日傳

送至局本部之資料，另一為高公局於網路上公開發布之 VD 資料。雖目前

可透過網路下載 VD 資料，惟其資料僅包括各車道之總車流量、速率、佔

有率及分車種車流量，如圖3.4-5所示，而無各車道不同車種之速率、車間

距、各車種平均車長等資料，未能滿足公路容量研究所需，故本計畫所整

理之 VD 資料須向高公局另行發文且敘明緣由，始取得資料內容較為細

緻之 VD 資料(即上述第一、二類資料)。 

 

圖 3.4-5  高速公路 VD 資料-交通資訊管理系統 
 

而各交控中心及局本部資料彙整方式及資料欄位設定都略有不同，如

圖3.4-6、圖3.4-7所示。北區及南區交控中心的資料採分日分 VD 獨立成一

檔案，中區、坪林交控中心及高公局局本部則將全日所有 VD 資料彙整為

一檔案。各單位的資料欄位順序如表3.4-3，雖資料欄位及彙整方式略有差

異，但資料內容皆包括：VD 編號、時間、路段車道數、各車道每種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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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之車輛數及速率等，符合容量研究所需之資料。 

 

圖 3.4-6  高速公路 VD 資料-各行控中心 

 

 

圖 3.4-7  高速公路 VD 資料-高公局局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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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高速公路各單位 VD 資料欄位彙整 

北區、南區 坪林(107年以前) 中區、坪林(108年開始)、局本部 

偵測器編號 編號 編號 

車道總數 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日期 車道一小車總流量 車道數 

時間 車道一小車平速度 Km/Hr 車道一小車總流量 

所在車道 車道一小車車長公寸 車道一小車平速度 Km/Hr 

小車流量(輛) 車道一大車總流量 車道一小車車長公寸 

大車流量(輛) 車道一大車平均速度 車道一大車總流量 

聯結車流量(輛) 車道一大車平均車長 車道一大車平均速度 

小車速度(km/hr) 車道一聯結車總流量 車道一大車平均車長 

大車速度(km/hr) 車道一聯結車平均速度 車道一聯結車總流量 

聯結車速度(km/hr) 車道一聯結車平均車長 車道一聯結車平均速度 

小車平均車長(公尺) 車道一車道總流量 車道一聯結車平均車長 

大車平均車長(公尺) 車道一車道平均速度 車道一車道總流量 

聯結車平均車長(公尺) 車道一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一車道平均速度 

車道總流量(輛) 車道一車道車距10分之一秒 車道一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平均速度(km/hr) 車道一車道平均車長 車道一車道車距10分之一秒 

車道平均車長(公尺) 車道二小車總流量 車道一車道平均車長 

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二小車平速度 Km/Hr 車道二小車總流量 

車道平均車間距(1/10秒) 車道二小車車長公寸 車道二小車平速度 Km/Hr 

車道使用率% 車道二大車總流量 車道二小車車長公寸 

 

車道二大車平均速度 車道二大車總流量 

車道二大車平均車長 車道二大車平均速度 

車道二聯結車總流量 車道二大車平均車長 

車道二聯結車平均速度 車道二聯結車總流量 

車道二聯結車平均車長 車道二聯結車平均速度 

車道二車道總流量 車道二聯結車平均車長 

車道二車道平均速度 車道二車道總流量 

車道二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二車道平均速度 

車道二車道車距10分之一秒 車道二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二車道平均車長 車道二車道車距10分之一秒 

車道三小車總流量 車道二車道平均車長 

車道三小車平速度 Km/Hr 車道三小車總流量 

車道三小車車長公寸 車道三小車平速度 Km/Hr 

車道三大車總流量 車道三小車車長公寸 

車道三大車平均速度 車道三大車總流量 

車道三大車平均車長 車道三大車平均速度 

車道三聯結車總流量 車道三大車平均車長 

車道三聯結車平均速度 車道三聯結車總流量 

車道三聯結車平均車長 車道三聯結車平均速度 

車道三車道總流量 車道三聯結車平均車長 

車道三車道平均速度 車道三車道總流量 

車道三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三車道平均速度 

車道三車道車距10分之一秒 車道三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三車道平均車長 車道三車道車距10分之一秒 



 

3-38 

表 3.4-3  高速公路各單位 VD 資料欄位彙整(續) 

北區及南區行控中心 坪林(107年以前) 中區、坪林(108年開始)、局本部 

 

總流量 車道三車道平均車長 

總平均速度 車道四小車總流量 

總平均占量 車道四小車平速度 Km/Hr 

總平均車長 車道四小車車長公寸 

總平均車距 車道四大車總流量 

小車總流量 車道四大車平均速度 

大車總流量 車道四大車平均車長 

聯結車總流量 車道四聯結車總流量 

 

車道四聯結車平均速度 

車道四聯結車平均車長 

車道四車道總流量 

車道四車道平均速度 

車道四車道平均占量 

車道四車道車距10分之一秒 

車道四車道平均車長 

車道五 
… 
車道六 
… 

總流量 

總平均速度 

總平均占量 

總平均車長 

總平均車距 

小車總流量 

大車總流量 

聯結車總流量 

控制中心 

註：灰底欄位為本計畫彙整資料時不列入之欄位。 

 

由於資料欄位較多，已超出純文字檔(.txt)單一橫列可顯示之字元，故

與研究團隊討論後，擬定資料彙整需求如表3.4-3所示。本計畫從上述不同

交控中心的 VD 資料中，擷取出容量研究所需之壅塞路段、特定日期的資

料，並依表3.4-3之資料順序，將研究路段 VD 資料分別重新製成一致的制

式格式檔案，如圖3.4-8所示，供研究團隊進行後續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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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  高速公路 VD 資料彙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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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1 年版)」，係配合最新版「2011年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內容修訂完成，分析人員除可以電腦運算方式提供精確

數值外，亦可於最短時間內瞭解操作方法並獲得結果，對於協助交通界在規

劃、設計及訂定道路運轉之策略擬定工作上有相當之助益。 

為進ㄧ步提高 THCS 操作之便利性、親和性與擴大使用範圍，並推廣近

年來公路容量研究之階段性成果，本計畫除維護既有 THCS 之功能及網頁能

正常運作外，並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功能，以及辦理軟體使用教育

訓練與協助公路容量研究團隊篩選研究路段及 VD 資料，使公路容量之研究

分析工作能益臻完善。 

茲就本計畫之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4.1  結論 

本年度完成之工作項目，概述如下： 

一、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增訂 

配合本所 106年辦理「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

研訂(2/3)」案於公路容量手冊之修訂成果，THCS 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

公路子系統，以利使用者運用。本項工作依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方

法，進行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統」增訂與程式撰寫，完備相關例

題、軟體使用手冊等配合事項與文件。 

二、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系統檢視修正 

配合本所 106年辦理「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量手冊

研訂(2/3)」案於公路容量手冊之修訂成果，檢視 THCS 新版市區地下道

路分析子系統之手冊例題分析結果與軟體分析結果，並說明差異原因，

以作為後續使用手冊修訂之依據。 

三、「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及「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頁

維護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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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網頁資料維護 

於網頁提供 THCS 2018軟體、使用手冊、教學檔以及手冊原始

計算檔等資料。 

(二) 網站使用性與安全性調整 

 配合行政院各級機關對外服務網站導入 HTTPS 傳輸協定之政

策，於 107 年 5 月 21日完成 HTTPS 導入設定。 

 針對網頁弱點掃描結果，進行主機之作業系統(Windows Sever 

2008 R2 SP1)補強。 

(三) 軟體使用者意見回覆與處理 

經由 e-mail、電話以及教育訓練的互動，回應使用者的意見或

問題，並作為後續修正軟體內容之參考依據，整體意見與問題大致

包括軟體使用(輸入格式與單位、假設與限制等)、方法論調整建議(分

級標準等)。 

四、協助篩選及整理高速公路 VD 資料 

依公路容量研究需求，協助篩選高速公路壅塞路段，並整理壅塞路

段、坡度路段及國道 5號之 VD 資料，供容量研究團隊分析。 

五、辦理教育訓練 

107 年度辦理 3 場次教育訓練，包括北區、中區之各一場次與公路

總局場次，3場參加總人數共 77人。除常用子系統介紹及實機操作外，

配合近兩年「郊區多車道公路」及「郊區雙車道公路」子系統增訂，亦

向學員說明新舊版方法論差異，並以例題實機操作方式幫助學員自學軟

體、增進熟悉度。 

4.2  建議 

一、THCS 軟體維護持續進行 

本所仍持續進行相關容量分析方法與模式之修訂，相關軟體內容亦

需持續配合維護，建議未來可針對下述項目進行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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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2018」維護，配合本所公路容量手

冊之修訂成果，進行既有公路容量軟體之更新工作。 

(二) 配合軟體修正，更新使用手冊與技術手冊。 

二、教育訓練與推廣精進 

本計畫配合辦理軟體教育訓練以利推廣，經與使用者實際溝通並參

考其回饋意見，未來可進行下列工作： 

(一) 可由機關申請教育訓練，或徵詢大專院校交通相關課程辦理推廣講

習，有助於本項工作之辦理效率，在地化問題的溝通與回饋深度，

培養學生公路容量分析之基本概念及軟體應用。 

(二) 教育訓練時除說明各子系統對應之公路容量分析方法論、新舊版手

冊的差異及軟體介紹外，將加強使用者常見錯誤觀念之釐清，以利

使用者了解各子系統評估方法之基本意涵，增進使用意願及分析數

據解讀能力。 

三、軟體或評估方法需求建議 

藉由教育訓練或其他管道與使用者溝通所獲致之建議，以及本計畫

工作團隊於實際執行期間之感受，茲彙整未來在軟體或手冊評估方法可

能增訂或改善之處，說明如下： 

(一) 近年使用者有較多使用者針對服務水準分類方式提出疑問，建議除

透過本計畫蒐集使用者意見以外，可廣邀各單位參與方法論研究團

隊之會議，以利訂定學術與實務兼顧之評估標準。 

(二) THCS 軟體及網站開發將近十年，軟體開發程式語言由早期之 C++

到近期之 C#，在畫面的展現、介面的安排以及後台的維修方式均有

相當大的差異，建議未來可將舊有子系統逐步作改寫，以利永續維

護與未來在圖形化與網路化的可能發展性。網站開發則係採用早期

廣泛使用的 XOOPS 所建置，優點是利用 CMS(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內容管理系統)及眾多模組，即可快速建置一個功能完整的

網站，但由於對網站模組弱點難以維護，故建議未來針對網站做大

幅改版，改採 ASP.NET 重新編寫，以利後續網站弱點維護。 



 

4-4 

 



參-1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 年臺灣公路容量手冊」，100-132-1299，民國

100年 10月。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公路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量手冊研訂(2/3)」，

107-047-1402，民國 107年 5月。 

 



 

 

 

 

 

 

 

 

 

 

 

 

 

 

 

 

 

 

 

 

 

 

 

 

 

 

 

 

 

 

 

 

 

 

 



附 1-1 

1 附錄一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系統技術報告 

 

一、 開發軟體資訊 

使用語言：C# 

開發工具：Visual Studio 2015 

二、 函式架構圖 

 

圖 1  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函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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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細部設計 

1.單純路段分析系統設計 

分析系統名稱 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系統 

說明 1. 此系統主要提供評估郊區多車道單純路段交通狀況，並且以圖
形化方式顯示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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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設計 專案選擇視窗(frmStartUp) 
主功能視窗(frmMain) 
單純路段分析視窗(FrmSimpleAnalysis) 

輸入 滑鼠、鍵盤 

輸出 畫面、報表 

類別模組 frmStartUp：專案選擇視窗 
frmMain：主功能視窗 
FrmSimpleAnalysis：單純路段分析視窗 
frmAbout：程式說明視窗 

自訂函式模組 frmStartUp： 
frmStartUp::OpenFile()：處理開啟檔案動作 
frmMain： 
frmMain:: OpenFile()：處理開啟檔案動作 
frmMain:: CreateForm()：新開專案 
frmMain:: SaveFile()：儲存專案資料 
frmMain:: SaveAsFile()：另存專案資料 
FrmSimpleAnalysis： 
FrmSimpleAnalysis:: ReadMMLFiles()：讀取分析記錄檔案 
FrmSimpleAnalysis:: SaveMMLFiles()：儲存分析記錄檔案 
FrmSimpleAnalysis:: ReadXmlFile()：讀取分析記錄檔案資料內容 
FrmSimpleAnalysis:: SaveFileToXml()：儲存分析記錄為 Xml 格式
檔案 
FrmSimpleAnalysis:: CheckAutoAnalysis()：判斷是否為自動計算
模式 
FrmSimpleAnalysis:: doAnalysis()：開始分析車道資料 
FrmSimpleAnalysis:: bindHtml()：顯示分析結果至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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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雜路段分析系統設計 

分析系統名稱 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系統 

說明 3. 此系統主要提供評估郊區多車道複雜路段交通狀況，並且以圖
形化方式顯示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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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設計 專案選擇視窗(frmStartUp) 
主功能視窗(frmMain) 
分析視窗(frmAnalysis) 

輸入 滑鼠、鍵盤 

輸出 畫面、報表 

類別模組 frmStartUp：專案選擇視窗 
frmMain：主功能視窗 
FrmComplicatedAnalysis：複雜路段分析視窗 
SimulationSetting：模擬作業設定視窗 
Selection1：短車道進階設定視窗 
Selection2：超車區進階設定視窗 
Selection3：保留/專用道進階設定視窗 
Selection4：坡度進階設定視窗 
Selection5：平曲線進階設定視窗 
FrmShowAnalysisList：顯示輸出流率值 
frmAbout：程式說明視窗 

自訂函式模組 frmStartUp： 
frmStartUp::OpenFile()：處理開啟檔案動作 
frmMain： 
frmMain:: OpenFile()：處理開啟檔案動作 
frmMain:: CreateForm()：新開專案 
frmMain:: SaveFile()：儲存專案資料 
frmMain:: SaveAsFile()：另存專案資料 
FrmComplicatedAnalysis： 
FrmComplicatedAnalysis:: ReadMMLFiles()：讀取分析記錄檔案 
FrmComplicatedAnalysis:: SaveMMLFiles()：儲存分析記錄檔案 
FrmComplicatedAnalysis:: ReadXmlFile()：讀取分析記錄檔案資料
內容 
FrmComplicatedAnalysis:: SaveFileToXml()：儲存分析記錄為 Xml
格式檔案 
FrmComplicatedAnalysis:: RunEXE()：開始分析車道資料 
FrmComplicatedAnalysis:: Change_RunEXE()：改變輸入流率的分析
車道資料 
FrmComplicatedAnalysis:: txtNormalization()：輸出檔正規化 
frmAnalysis:: bindHtml()：顯示分析結果至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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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演算流程 

1.單純路段分析函式模組(FrmSimpleAnalysis)計算流程 

FrmSimpleAnalysis 模組功能包括分析記錄檔案讀取 ReadMMLFiles()、儲

存 SaveMMLFiles()，分析記錄檔案資料內容讀取 ReadXmlFile()、儲存

SaveFileToXml()，系統自動化判斷 CheckAutoAnalysis()以及分析功能

doAnalysis()。 

doAnalysis()分析功能為子系統容量分析之主要功能，依循圖 2之分析流

程進行分析作業。 

 

 

圖 2  郊區多車道公路單純路段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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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雜路段分析函式模組(FrmComplicatedAnalysis)計算流程 

FrmSimpleAnalysis 模組功能包括分析記錄檔案讀取 ReadMMLFiles()、儲

存 SaveMMLFiles()，分析記錄檔案資料內容讀取 ReadXmlFile()、儲存

SaveFileToXml()，執行 2017htss.exe之功能 RunEXE()，以及容量估算流程中

改變輸入檔流率 Change_RunEXE()、讀取 2017htss.exe輸出檔功能

txtNormalization()。 

RunEXE()、Change_RunEXE()分析功能為子系統容量分析之主要功能，

依循圖 3之分析流程進行分析作業。 

 

 

圖 3  郊區多車道公路複雜路段分析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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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
接
受

 
O

K
 

預
設
值

 
2

.5
0
 

輸
入

1
0
，
跳
至

6
.0

0
 

O
K

 

值
域
、
格
式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2
，
跳
至

1
.5

0
 

O
K

 

 



  

附 2-2 

系
統
名
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S
im

p
le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1
 

道
路
幾
何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平
面
線
形

 
cb

o
H

o
ri

zo
n
ta

lA
li

g
n

m
e
n
t 

cb
o

H
o

ri
zo

n
ta

lA
li

g
n

m
e
n
t2

 
C

o
m

b
o

B
o

x
 

預
設
值

 
直
線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直
線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單
一
平
曲
線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單
一
平
曲
線

 
O

K
 

曲
率
半
徑

 
n
u
d

C
u
rv

at
u
re

R
ad

iu
s 

n
u
d

C
u
rv

at
u
re

R
ad

iu
s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2

0
0
0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1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2
，
跳
至

0
 

O
K

 

輸
入

3
0

0
0
，
跳
至

2
0

0
0
 

O
K

 

預
設
值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3，
再
按

U
p，
跳
至

4
 

O
K

 

超
高
率

 
n
u
d

S
u
p

er
el

ev
at

io
n
R

a
te

 

n
u
d

S
u
p

er
el

ev
at

io
n
R

a
te

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1

0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
接
受

 
O

K
 

輸
入

-2
，
跳
至

0
 

O
K

 

輸
入

1
5
，
跳
至

1
0
 

O
K

 

預
設
值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5，
再
按

U
p，
跳
至

6
 

O
K

 



  

附 2-3 

系
統
名
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S
im

p
le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1
 

道
路
幾
何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路
段
長
度

 
n
u
d

R
o

ad
W

it
d

h
 

n
u
d

R
o

ad
W

id
th

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0
1

~
5
0

.0
0

(浮
點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2
5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2
，
跳
至

0
.0

1
 

O
K

 

輸
入

6
0

.5
，
跳
至

5
0
.0

0
 

O
K

 

預
設
值

 
3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3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4，
再
按

U
p，
跳
至

4
.0

1
 

O
K

 

速
限

 
cb

o
S

p
ee

d
L

im
it

 
C

o
m

b
o

B
o

x
 

預
設
值

 
5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5
0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O
K

 

速
限

 
cb

o
S

p
ee

d
L

im
it

2
 

C
o

m
b

o
B

o
x

 

預
設
值

 
4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4
0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6

0
 

O
K

 

測
試
日
期

 
1

0
7

.1
0

.1
1
 

測
試
人
員

 
林
心
榆

 

  



  

附 2-4 

系
統
名
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S
im

p
le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1
 

需
求
流
率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單
向
尖
峰
小
時

流
率

 

n
u
d

Q
6

0
 

n
u
d

Q
6

0
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1
0

0
0

0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8
0

0
，
接
受

 
O

K
 

輸
入

1
1

0
0

0
，
跳
至

1
0

0
0

0
 

O
K

 

輸
入

-1
0
0
，
跳
至

0
 

O
K

 

預
設
值

 
1

0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1

0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3
0

0
，
再
按

U
p
，
跳
至

3
0

1
 

O
K

 

尖
峰
小
時
係
數

 
n
u
d

P
h

f 

n
u
d

P
h

f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1
.0

0
(浮
點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0
.6

2
，
接
受

 
O

K
 

輸
入

8
，
跳
至

1
.0

0
 

O
K

 

輸
入

-2
，
跳
至

0
.0

0
 

O
K

 

預
設
值

 
0

.9
2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9
2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0
.5
，
再
按

U
p
，
跳
至

0
.5

1
 

O
K

 

測
試
日
期

 
1

0
7

.1
0

.1
1
 

測
試
人
員

 
林
心
榆

 

   



  

附 2-5 

系
統
名
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S
im

p
le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1
 

車
種
比
例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小
型
車

 
n
u
d

P
c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1
0

0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0
 

O
K

 

輸
入

2
0

0
，
跳
至

1
0
0
 

O
K

 

預
設
值

 
1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1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5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6
 

O
K

 

小
型
車

 
n
u
d

P
c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3
9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0
 

O
K

 

輸
入

2
0

0
，
跳
至

3
9
 

O
K

 

預
設
值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5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6
 

O
K

 

  
 



  

附 2-6 

系
統
名
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S
im

p
le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1
 

車
種
比
例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大
型
車

 
n
u
d

P
l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1
0

0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0
 

O
K

 

輸
入

2
0

0
，
跳
至

1
0
0
 

O
K

 

預
設
值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5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6
 

O
K

 

大
型
車

 
n
u
d

P
l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3
9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0
 

O
K

 

輸
入

2
0

0
，
跳
至

3
9
 

O
K

 

預
設
值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5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6
 

O
K

 

機
車

 
n
u
d

P
m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

6
0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5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0
 

O
K

 

輸
入

2
0

0
，
跳
至

6
0
 

O
K

 



  

附 2-7 

系
統
名
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S
im

p
le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1
 

車
種
比
例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預
設
值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5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6
 

O
K

 

機
車

 
n
u
d

P
m

2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6
1

~
1

0
0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6
5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6
1
 

O
K

 

輸
入

2
0

0
，
跳
至

1
0
0
 

O
K

 

預
設
值

 
1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1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6
5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6
6
 

O
K

 

測
試
日
期

 
1

0
7

.1
0

.1
1
 

測
試
人
員

 
林
心
榆

 

  
 



  

附 2-8 

 系
統
名
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C
o

m
p

li
ca

te
d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2
 

節
線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節
線
長
度

 
n
u
d

A
le

n
L

e
ft

 

n
u
d

A
le

n
R

ig
h
t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0
.0

0
~

9
9

.0
(浮
點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1
0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0
.0

0
 

O
K

 

輸
入

1
0

0
，
跳
至

9
9

.0
0
 

O
K

 

預
設
值

 
1

.0
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1

.0
0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2
0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2
0

.0
1
 

O
K

 

車
道
數

(不
含

機
慢
車
道

) 

n
u
d

N
fa

st
L

e
ft

 

n
u
d

N
fa

st
R

ig
h
t 

N
u

m
er

ic
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2
~

6
(整
數

) 


 
輸
入
值
超
出
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最
接
近
的
數

值
 

輸
入

4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2
 

O
K

 

輸
入

1
0
，
跳
至

6
 

O
K

 

預
設
值

 
2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預

設
2
 

O
K

 

與
U

p
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4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5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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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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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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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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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所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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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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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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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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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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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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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M
_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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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線
設
定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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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示
名
稱

 
元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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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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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則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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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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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車
道
寬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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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d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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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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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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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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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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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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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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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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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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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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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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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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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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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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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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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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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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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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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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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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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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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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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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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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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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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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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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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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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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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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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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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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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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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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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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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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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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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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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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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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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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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所
屬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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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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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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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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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組
編
號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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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_

M
_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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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線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外
路
肩
寬

 
n
u
d

S
h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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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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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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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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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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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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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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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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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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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K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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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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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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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O
K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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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啟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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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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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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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D

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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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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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入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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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值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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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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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最
接
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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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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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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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0
.0

0
 

O
K

 

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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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跳
至

2
0

.0
0
 

O
K

 

預
設
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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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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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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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K

 

與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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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w

n
同
步

 
與

U
p

D
o

w
n
一
致

 
輸
入

1
0
，
再
按

U
p
，
數
值

變
成

1
0

.0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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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11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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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
多
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 
O

K
 

所
屬
模
組
：

F
rm

C
o

m
p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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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d

A
n
al

y
si

s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2
 

節
線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有
機
慢
車
道

 
ch

k
M

o
to

rc
y
cl

e
L

e
ft

 

ch
k
M

o
to

rc
y
cl

e
R

ig
h
t 

C
h
ec

k
B

o
x

 
執
行
動
作

 
勾
選
有
機
慢
車
道
，
開
啟
有
機
慢
車
道
相
關
輸

入
欄
位

 

勾
選
，
開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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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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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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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輸
入
欄
位

 
O

K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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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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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R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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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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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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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B

o
x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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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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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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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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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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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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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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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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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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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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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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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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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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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面
時
，
自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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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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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K

 

執
行
動
作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8
0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8
0
 

O
K

 

測
試
日
期

 
1

0
7

.1
0

.1
1
 

測
試
人
員

 
林
心
榆

 

  
 



  

附 2-12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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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道
公
路
分
析
系
統

 
系
統
編
號
：

M
M

L
 

總
測
試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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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所
屬
模
組
：

S
im

u
la

ti
o

n
S

et
ti

n
g

 
模
組
編
號
：

M
M

L
_

M
_

0
3
 

模
擬
作
業
設
定

 

元
件
顯
示
名
稱

 
元
件
名
稱

 
元
件
型
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模
擬
作
業
次
數

 
n
R

u
n

 
N

u
m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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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p

D
o

w
n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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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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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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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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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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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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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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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域
，
採
值
域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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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近
的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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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
0
，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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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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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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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
 

O
K

 

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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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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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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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K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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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4

 
開
啟
畫
面
時
，
自
動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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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設
4
 

O
K

 

與
U

p
D

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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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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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U
p

D
o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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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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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
0
，
再
按

U
p
，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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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成

1
1
 

O
K

 

模
擬
時
段
數

 
n
P

 
N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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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p

D
o

w
n

 

值
域
、
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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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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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輸
入

1
0
，
接
受

 
O

K
 

輸
入

-1
，
跳
至

2
 

O
K

 

輸
入

3
5
，
跳
至

3
0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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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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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
啟
畫
面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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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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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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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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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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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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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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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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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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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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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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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測
試
動
作

 
測
試
結
果

 

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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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數

 
n
u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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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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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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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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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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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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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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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O

K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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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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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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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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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
0
 

O
K

 

預
設
值

 
0

 
開
啟
畫
面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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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動
顯
示
預

設
0
 

O
K

 

與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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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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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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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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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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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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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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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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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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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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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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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車
道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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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系
統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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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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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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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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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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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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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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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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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測
試
動
作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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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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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短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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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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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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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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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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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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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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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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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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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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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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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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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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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作

 
游
標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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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拉
選
單
，
選
擇

2
 

游
標
移
至
下
拉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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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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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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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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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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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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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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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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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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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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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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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則

 
測
試
動
作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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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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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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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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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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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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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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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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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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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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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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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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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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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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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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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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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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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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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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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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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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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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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M
_

0
1
 

 

元
件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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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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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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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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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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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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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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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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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rv

at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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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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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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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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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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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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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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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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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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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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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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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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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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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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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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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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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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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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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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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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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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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1 

附錄三  期中審查會議意見與回覆表 

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中央警察大學林大煜教授 

1.  報告2-9頁圖2.1-4複雜路段的容

量演算流程圖中，在第一、二階

段分別以 150、5 作為輸入流量

的增加級距，請團隊說明這兩數

值對容量收斂的成效如何，以作

為後續其他容量演算流程的參

考。請於報告內詳細說明演算流

程到第二階段 break 出迴圈後，

後續如何將多次模擬結果回饋

到容量分析。 

感謝委員提醒，容量收斂方法已與

所方及方法論研究團隊討論，並修

改於期末報告。 

容量演算流程調整為輸入流量由

「50輛*車道數」開始，每次模擬

的輸入流量增加「50 輛*車道

數」，進行 50次模擬，並取輸出

流率最大的 5 個值之平均為模擬

的容量值。 

同意 

2.  報告及簡報中單純路段之定義

請採一致性的說明。 

遵照辦理，已調整報告、簡報以及

軟體之說明文字。 
同意 

3.  報告 2-14、2-18頁小車當量是軟

體自動運算，還是使用者須參考

相關資料輸入?請於報告內補充

說明。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該數值為軟

體依手冊定義及公式計算。 
同意 

4.  報告 2-16 頁建議容量值為一區

間，請詳細說明容量值 Qmax如

何得出。分析結果的輸出/輸入流

率圖，是否可設定固定百位數的

橫軸座標標線。 

容量收斂方法已與所方及方法論

研究團隊討論，並取消建議容量

值，改以進行 50次模擬後輸出流

率最大的 5 個值之平均為模擬的

容量值。分析結果輸出/輸入流率

圖之兩座標軸已調整為固定標

線，因各模擬路段的容量值不同，

標線間距設定則建議由軟體依畫

面空間調整，原則上標線間距設定

以固定百位數或千位數。 

同意 

5.  報告 2-17頁輸入欄位說明，於平

面線形部分應詳細說明該欄位

的兩個選項。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下拉式表單

選項。 
同意 

6.  報告內輸出欄位說明及軟體介

面請同時顯示中文說明及英文

代碼。 

遵照辦理，已補充報告文字。 同意 

7.  報告 2-19 頁複雜路段請於畫面

或輸入欄位說明車道數是否包

含機慢車道。 

感謝委員提醒，軟體介面亦已調

整，註明車道數欄位不包含機車

道。 

同意 



附 3-2 

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8.  報告 2-20頁請說明短車道定義。 遵照辦理，已將方法論內之說明補

充於報告中。 
同意 

9.  報告 2-23頁請說明 V/C、服務水

準是軟體自動顯示或使用者須

輸入。 

遵照辦理，已將 V/C、服務水準歸

類至輸出欄位，以表示為軟體運算

後輸出資料。 

同意 

10.  報告 3-2頁操作步驟說明無緊鄰

公車專用道、無公車停靠，與報

告 3-3 頁圖 3.3-1 畫面呈現不相

符，請確認。 

如分析車道緊鄰公車專用道或有

公車停靠，則畫面中須「勾選」有；

若無相關需求，則無需勾選。報告

中軟體操作步驟及畫面並無不相

符之狀況。 

同意 

11.  報告 3-14 頁表 3.1-4 請補充

Ng(HCM)的中文說明。 

遵照辦理。手冊第十章市區地下道

方法論分析有機車停等區之直行/

右轉共用車道，係先根據容量手冊

第十三章市區號誌化路口章節之

方法估計在剩餘綠燈及可有效使

用之燈號轉換時段內能疏解的車

輛數，再依地下道調查結果折減該

車道之 Ngyi(每週期在剩餘綠燈及

燈號轉換時段內能疏解的車輛

數)，Ng(HCM)即第十三章市區號誌

化路口章節之方法估計在剩餘綠

燈及可有效使用之燈號轉換時段

內能疏解的車輛數。 

同意 

12.  報告 3-24頁「該資料可篩選車流

有機會超過道路容量……之路

段」請斟酌使用「超過道路容量」

是否恰當。報告 3-25 頁請調整

「貴所」用字。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文字為「該

資料可篩選車流進入不穩定狀態

之路段」，並修改報告其他處用字。 

同意 

二、中華大學張建彥教授 

1.  報告 1-2 頁「1.1 計畫目的與重

要性」最後一段文字說明有誤，

本年度之主要工作並非新增新

版郊區雙車道公路分析功能，而

是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

析功能，建議修正。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報告文字。 同意 

2.  報告2-9頁圖2.1-4之複雜路段容

量演算流程，第一階段與第二階

段之收斂標準為輸入及輸出流

率差距超過 50 輛/小時，未達收

感謝委員提醒，容量收斂方法已與

所方及方法論研究團隊討論，並修

改於期末報告。 

容量演算流程調整為輸入流量由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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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斂時，下一步驟之輸入流率增量

分別為 150及 5輛/小時，請再詳

細說明 50、150、5 輛/小時之參

數值設定的依據，並舉一範例進

行試算。另外，第二階段實際只

有進行最多 18 次的輸入流率模

擬微調(A=2~19)，但並未說明當

A=20，演算流程終止(BREAK)

後之容量估計步驟，同樣地，流

程最後亦未說明容量如何估

計，是選擇輸入流率或輸出流

率？又如果在第二階段演算

時，輸入流率與輸出流率之差距

又發散了，最終無法收斂在 50

以內，則容量應如何估計？ 

「50輛*車道數」開始，每次模擬

的輸入流量增加「50 輛*車道

數」，進行 50次模擬，並取輸出

流率最大的 5 個值之平均為模擬

的容量值。 

3.  報告 2-17 頁圖 2.2-9 之欄位說

明，單純路段之平面線形除了單

一平曲線，還有直線及坡度介於

-0.5%~+0.5%之狀況，應補充相

關欄位之設定及說明。 

單純路段將平面線形納入輸入欄

位，主要係方法論中針對單一平曲

線需要提出曲率半徑、超高率，以

進行自由速率之檢視。而針對坡度

影響，方法論中提到坡度介於

-0.5%~+0.5%之坡度，不會影響半

聯結車速率，屬於平坦路段，若坡

度超過該範圍，則為複雜路段，應

使用模擬模式評估。 

同意 

4.  報告2-18頁圖2.2-10單向尖峰小

時流率之單位應是「vph」，請

修正。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改單位為車輛

數/小時。 
同意 

5.  報告 2-19頁圖 2.2-12尖峰 15分

鐘對等小車需求流率、容量之單

位與文字說明不符，而類型 2車

道分析之「尖峰 15 分鐘對等機

車需求流率」應改為「尖峰 15

分鐘對等小車需求流率」，請再

檢核修正。 

感謝委員提醒，經與研究團隊確

認，類型 2車道係將分析車種轉換

為機車，單位及文字說明也針對各

類型車道修正。 

同意 

6.  報告 2-20頁，何謂「短車道」？

請再加以定義並說明。 

遵照辦理，已將方法論內之說明補

充於報告中。 
同意 

7.  報告 2-21頁，圖 2.2-17之輸入方

式較為複雜，請再說明各種管制

方式之選項及定義，例如「必須

使用」、「非專用道」、「可選

遵照辦理，已將方法論之定義及說

明補充於報告中，並舉例說明各種

管制方式。依照方法論之定義，各

種管制方式(除非專用道)都只提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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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擇使用並走完全程」之設定狀況

為何？車種限制通行或優先通

行的設定為何？ 

供管制之車種使用，其他車種不能

使用。 

8.  報告 3-23頁，請再具體詳加說明

高速公路 VD資料彙整之主要目

的為何？彙整後之資料如何進

行高速公路之容量分析與相關

應用? 

彙整後 VD 資料之分析及應用係

容量方法論研究團隊本年度之成

果，本計畫僅就以往容量研究分析

成果，說明資料可能應用於了解車

流特性、取得 QV關係圖、推估容

量、了解坡度路段對車輛速率之影

響等。 

同意 

9.  後續辦理工作，除了完備新版郊

區多車道公路之分析軟體撰寫

外，亦請加強相關技術報告與測

試報告之內容。 

遵照辦理，補充本期新增之新版郊

區多車道公路的技術報告及測試

報告分別補充於附錄一、附錄二。 

同意 

10.  建議將網站歷次更新標註發布

時間。網站所列 THCS軟體之常

見 Q&A，亦建議標註新增項目

之發布日期。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網站歷次

下載資料更新及手冊修訂內容發

布已配合標註發布時間。Q&A 是

彙整以往常見的使用者問題及建

議處理方式，是作為軟體使用的輔

助工具，因此不受時間影響，建議

常見 Q&A不標註發布日期。 

同意 

11.  請說明弱點掃描方式及作業內

容。 

弱點掃描方式及作業內容係運研

所每季針對所內所有網站進行之

檢測，由運研所委託資訊公司辦

理。本計畫係配合該檢測結果進行

網站更新與維護。 

同意 

三、中央警察大學曾平毅教授 

1.  本報告為三年期計畫 (106~108

年)的第二年(107 年)之期中報

告，建請明確敘明於 1.1 節，這

樣才能導引進入 1.2 節的 107年

研究範圍與對象之相關說明。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針對本計

畫之說明補充於1.2節本年度研究

範圍與對象之前。 

同意 

2.  關於新版多車道郊區公路部

分，期中報告似無 1.3 節工作項

目第一項「(二)檢視新版郊區多

車道公路例題與軟體分析結果

一致性，藉以測試軟體運算架構

與方法，並新增操作範例與使用

手冊文件增訂。」之內容。 

於期末報告2.3節補充公路容量手

冊例題之軟體操作步驟，2.4節設

計例題並說明軟體操作步驟。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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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3.  多車道郊區公路之「複雜路段」

分析，採用 2017HTSS模式進行

模擬的理由是狀況複雜，不易用

簡易的分析性分析方法。因此，

THCS 的功能需要引導與教育使

用者善用模擬分析方法，建議研

究團隊與運研所密切配合，儘量

設計合宜的應用案例，讓使用者

能容易的使用 HTSS模式。舉例

而言，目前期中報告 2-8 頁~2-9

頁開始的內容僅探討如何決定

分析路段（包括節點設定）的「容

量」，沒有說明如何運用「偵測

站」的適當設定（會輸出相關的

平均速率與流率資料），以探討

分析路段內之瓶頸或運作狀

況；或是設定不同車道的節線來

探討不同車道的運作狀況。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2.4節案

例設計已將偵測站之運用納入說

明。 

同意 

4.  圖 2.1-4 的容量演算流程圖不太

符合實際，因為每次執行

2017HTSS 模式時「均必須」改

變『隨機亂數』，即使是同一流

率，通常也建議要 run 數次（例

如 2 次或 10 次），並取每次輸

出值之平均值代表該狀況的情

形。圖 2.2-6 案例隨輸入流率增

加而輸出流率成穩定的趨勢值

狀況，應不合理。建議研究團隊

再次檢視分析流程。 

感謝委員提醒，容量收斂方法已與

所方及方法論研究團隊討論，並修

改於期末報告。 

容量演算流程調整為輸入流量由

「50輛*車道數」開始，每次模擬

的輸入流量增加「50 輛*車道

數」，進行 50次模擬，並取輸出

流率最大的 5 個值之平均為模擬

的容量值。 

同意 

5.  圖 3.3-6 雖呈現協助整理高速公

路 VD資料成果（ASCII格式），

建議補充說明所調整後的「一致

的制式格式」欄位與變數情形。 

遵照辦理，補充高速公路 VD資料

彙整前後欄位項目說明。 

同意 

四、交通大學黃家耀教授 

1.  圖 2.2-8 的分析結果圖，橫軸的

刻度為 846、1346、...3346，是

否應調整為 0、500... 4000 與縱

軸一致，以利比對？可參考圖

2.1-3 。 

遵照辦理，分析結果輸出/輸入流

率圖之兩座標軸已調整為固定標

線、並且固定標線間距。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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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報告 2-10頁，內文的 THCS2015

是否應為 THCS2017？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報告文字。 同意 

3.  表 3.3-1 部分路段的方向與起終

點不符，如第 6行是北向，但起

點（新竹系統交流道 99.4K）至

迄點（頭份交流道 110.4K）是南

向。這裡的起迄點應該是指路段

的兩端點，而不是上下游的關

係？建議可考慮把南向、北向分

別列表。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表 3.3-1

起迄點調整為路段區間。 
同意 

五、交通部公路總局 

1.  簡報第 9 頁，路段應為台 74 甲

線。 

感謝委員提醒，已修正簡報文字。 同意 

六、運研所運計組(書面意見) 

1.  報告 1.4 節圖 1.4-2、表 1.4-2 及

THCS發展描述內容，請補充 106

年度之計畫。 

感謝提醒，已補充報告內容。 同意 

2.  有關圖 2.1-4 容量演算流程圖，

可比照去年度雙車道之說明，於

內文補充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演

算流程意義。另容量推算方式，

請另外以輸入流率逐步遞增至

單純路段容量，再以較高之輸出

流率推算容量值之方式測試演

算，再評估確認容量推算方式。 

感謝提醒，容量收斂方法已與貴所

及方法論研究團隊討論，並修改於

期末報告。 

容量演算流程調整為輸入流量由

「50輛*車道數」開始，每次模擬

的輸入流量增加「50 輛*車道

數」，進行 50次模擬，並取輸出

流率最大的 5 個值之平均為模擬

的容量值。修正後之演算流程已無

分階段。 

同意 

3.  報告 4.2節「已完成工作」說明，

協助使用者排除軟體使用問

題，提供公路容量分析軟體使用

說明。請於報告 3.2 節補充服務

內容。 

遵照辦理，於報告 3.2節補充使用

者問題及回覆。 
同意 

4.  請說明教育訓練規劃。 於期末報告3.3節補充本年度教育

訓練規劃及辦理情形。 
同意 

5.  有關報告 3.3 高速公路 VD 資料

彙整一節，相關意見如下： 

(1)請補充研究團隊指定之坡度

路段。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於報告中補

充相關內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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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2)壅 塞 路 段 篩 選 結 果 ( 表

3.3-1)，建議再補充挑選 VD

資料之日期。 

(3)報告 3.3.2 「VD 資料整理」

第一段之前，請再補充敘述，

高公局目前雖已將 VD 資料

供外界上網下載，惟其資料格

式未能滿足公路容量研究所

需，故本案所整理之 VD資料

須向高公局另行發文且敘明

緣由，使取得資料內容較為細

緻之 VD資料。並請呈現網路

下載及發文索取之 VD 資料

欄位內容，以顯示差異。 

七、運研所運計組張組長舜淵 

1.  建議團隊於軟體撰寫過程中，將

相關問題回饋給容量研究團

隊，以作為後續容量研究的參

考。 

遵照辦理，已於軟體開發過程將相

關問題回饋給容量研究團隊。 
同意 

2.  請團隊思考軟體撰寫是否能有

一表格或報表彙整同一專案之

各子系統交通分析結果。公路總

局或各單位的交通量調查成果

是否能直接輸入到軟體進行分

析，不須再進行前階段的資料處

理，簡化使用者的使用步驟。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 

以本次新增之郊區多車道公路為

例，進行分析前須了解分析路段之

道路幾何、交通管制狀況等，相關

資料並未與各單位之交通調查成

果一同發布、或狀況可能隨時調

整，故仍需使用者自行調查後再判

斷分析方式。由於前述條件，使用

者在進行交通分析時，仍需進行現

場實地勘查，了解交通狀況後方能

判斷評估方法及資料處理方式。 

此外，同一專案中可能包含不同道

路類型之分析，但不同道路類型之

評估標準、數值單位皆略有差異，

建議仍需使用者依個案需求，編制

分析資料呈現方式。 

同意 

3.  教育訓練對象可考慮擴及各縣

市政府道安審查相關人員。 

目前教育訓練發文單位包括各縣

市政府交通相關局處、中央公路機

關、各大專院校交通相關科系及顧

問公司，惟無法指定參與交通審查

之人員必須參加訓練。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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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4.  後續技術報告、使用手冊請將名

詞及用語定義清楚，包括例題情

境說明等。 

遵照辦理，已根據委員意見修正文

字。 

同意 

八、結論 

1.  請研究團隊依與會委員及各單

位意見檢討及修正報告，製表整

理回應處理情形，送交主辦單位

審閱同意後，作為後續研提期末

報告之依據。 

遵照辦理。 同意 

2.  本計畫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後續

請依契約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遵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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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末審查會議意見與回覆表 

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中央警察大學林大煜教授 

1.  本年度計畫已依合約要求，配合

公路容量手冊修訂進度進行台

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THCS之功

能擴充與修正作業，以及相關網

頁的維護與更新等工作。 

敬悉。 同意 

2.  更新後之軟體可以提升道路主

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於規劃、營運

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以及節省

評估道路容量與服務水準的時

間。 

敬悉。 同意 

3.  由於 IOT仍持續進行相關容量分

析方法與模式之修訂，因此軟體

內容亦須持續配合維護。 

敬悉。 同意 

4.  報告 2-2頁，新版郊區多車道服

務水準評估標準除 V/C以外，增

加一評估指標 U 表示平均速率

減速限的數值，與目前公路容量

方法論研究團隊在即將修訂的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採速限減平

均速率不同；此外，郊區多車道

將評估指標 U分為 6個級距，高

速公路基本路段則訂為 3 個級

距。兩者之指標意義差距可能造

成混淆，建議運研所應就此議題

再進行檢討。 

敬悉，本年度計畫新增之郊區多車

道子系統目前仍採 107 年研究報

告之標準，未來運研所如有針對相

關標準修正，將配合調整軟體。 

同意 

5.  報告 2-9頁圖 2.1-4，請說明取最

大 5 個輸出值的平均除 10 再乘

以 10的變異。 

複雜路段的容量演算流程採每次

輸入流率增加 50*車道數，並且容

量值取最大 5 個輸出流率的平均

值，其結果變異可控制在 250 以

內，並且多數模擬結果變異約在

100以內。 

同意 

6.  報告 2-13 頁圖 2.2-5，案例中類

型 1、類型 2 車道寬度不同，但

需求流率一樣為 1000 輛/小時，

類型 1車道、類型 2車道分別只

有小車、機車通行，請確認在此

分析狀況下，類型 1車道、類型

報告2-13頁圖 2.2-5為軟體預設畫

面非設計例題，其情境通常發生設

有實體快慢分隔的郊區多車道，如

省道台 2乙線大度路；路段整體分

析 結 果 係 參 考 手 冊 式

11.25~11.27，目的在於分析路段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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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2 車道的需求流率、平均速率及

容量數值是否正確，並說明路段

整體分析結果代表之涵義。如例

題將類型 1車道的車種比例調整

成部分小車、部分機車，應較符

合一般情境。 

單向的運作績效。 

類型 1、類型 2車道雖車道寬度、

車種組成特性不同，但由於輸入欄

位的需求流率相同 (車輛數 /小

時)，輸出欄位的尖峰 15分鐘對等

需求流率也會一致，惟其單位因車

道類型及車種組成特性不同，類型

1、類型 2車道係分別以小車、機

車為分析單位，並影響後續的容量

推估數值不同。而車道寬 2.5公尺

的類型 2 車道其平均速率係根據

手冊表 11.1、圖 11.4 推估，在預

設畫面的狀況下結果恰與類型 1

車道相同。 

7.  報告 2-14頁圖 2.2-6，節線 1、節

線 2兩者道路幾何型態及車種組

成完全相同，僅需求流率不同，

但模擬結果容量不同，請說明。 

報告2-14頁圖 2.2-6為複雜路段的

分析結果，係由 HTSS模式模擬產

生，故即便相同設定每次模擬結果

都不一定完全相同。 

同意 

8.  報告 2-28 頁表 2.3-1，請說明為

何軟體分析結果與公路容量手

冊計算結果不同。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內補充說明計

算結果不同，係手冊計算時套用非

前階段計算得到的平均速率及容

量值，故造成最後結果的差異。 

同意 

9.  報告 3-29 頁表 3.3-1，未來報告

書修正或出版應注意 12/5 辦理

之公路總局場次是否已辦理。 

敬悉。 同意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李副總工程司忠璋 

1.  軟體開發完整性佳，且相當嚴

謹。 

敬悉。 同意 

2.  操作步驟較多，建議能有較詳細

說明，以方便應用。 

遵照辦理，於 2.2.2節補充說明複

雜路段的模擬作業次數、模擬時段

數、偵測器設定、模擬模式輸出輸

入檔開啟方式等說明。 

同意 

3.  報告 2-3頁，提到新版機車的小

車當量係利用模擬結果求得一

函數表現，模擬結果是透過另一

軟體?軟體是否有經過參數校正? 

新版方法論的機車小車當量係利

用 HTSS 模式模擬之結果求得之

函數值。依據運研所 107年「公路

交通系統模擬模式調校與新版容

量手冊研訂(2/3)」說明 2017HTSS

模擬模式已調整機車之平衡緩衝

距離，並與現場調查結果比對合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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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理。 

4.  報告 2-3頁，平坦通常用在道路

鋪面檢測，而非道路坡度說明，

建議應修改用字避免混淆。 

感謝委員提醒，將與運研所討論是

否用「平緩」或「坡度介於-0.5% ~ 

+0.5%間」取代「平坦」，後續並

配合公路容量手冊修訂內容後調

整軟體用字。 

同意 

5.  報告 3-1頁，例題採用 4秒黃燈、

1 秒全紅時間，與一般實際狀況

不同，建議調整例題設計。 

感謝委員提醒，將與運研所討論是

否改為一般常見的 3秒黃燈、2秒

全紅時間，並配合公路容量手冊修

訂內容後調整軟體操作手冊。 

同意 

6.  建議偵測器如何設定能有說明。 遵照辦理，於 2.2.2節補充說明模

擬模式偵測器設定之用途。 
同意 

7.  建議爬坡車道應可納入大客車

或其他重車行駛之分析。 

遵照辦理，修改 2.4 節範例 2 例

題，將爬坡道使用車種調整為大型

車。 

同意 

8.  複雜路段的容量算法採模擬結

果的最大 5個值平均，為何不使

用最大值? 

根據公路容量手冊定義容量為一

期望值，故採模擬結果的平均值，

並依多次測試結果建議以最大 5

個值為佳。 

同意 

三、中央警察大學曾平毅教授 

1.  研究團隊已完成本年期之工作

事項。 

敬悉。 同意 

2.  本年度的教育訓練能夠安排至

公路總局，相當用心、務實。 

敬悉。 同意 

3.  報告 2-5頁表 2.1-3，類型 1車道

自由速率表格資料請更正。(使用

表 11.1) 

遵照辦理，修改表 2.1-3。 同意 

4.  報告 2-8頁圖 2.1-2，最下一個項

目呈現 HTSS模式「輸出項目」

後，應再補充利用「輸出項目」

進行服務水準分析之流程。 

遵照辦理，修改圖 2.1-2及說明。 同意 

5.  報告2-8頁圖2.1-2之流程及相關

說明應著重於如何利用 HTSS模

式進行分析，容量僅為其中一應

用。 

遵照辦理，補充說明模擬模式之應

用方式。 
同意 

6.  HTSS 模擬模式不僅是應用於路

段整體容量估算，當路段有坡

遵照辦理，補充說明模擬模式偵測

器設定之用途。 
同意 



 附 4-4 

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度、平曲線時，透過模擬模式中

偵測器的設定，可協助使用者了

解路段中任一點之車流情形，以

協助使用者做綜合判斷。目前只

在範例中說明偵測器設定之應

用，建議補充 2.2 節之內容，

THCS中也說明此應用。 

7.  表 3.1-1、表 3.1-4比較手冊分析

值與軟體分析值時，數值建議列

至小數點第 1位。 

遵照辦理，修改軟體數值進位方

式。 

同意 

四、交通大學黃家耀教授 

1.  有部分範例的程式結果與

THCM 結果不相同，建議後續修

正 THCM的結果，或者在軟體內

針對結果有差異的範例提供參

考說明。 

遵照辦理，加強部分範例說明軟體

操作與公路容量手冊計算結果不

同之原因，並列表比對，相關結果

提供運研所作為後續公路容量手

冊修訂之參考。 

同意 

2.  開啟舊檔時，建議直接跳到範例

文件夾、鎖定只讀取 *.mml的檔

案。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已修改程

式，於開啟舊檔時開啟範例文件

夾，並只讀取該子系統分析之檔案

格式。 

同意 

3.  程式打開時需選定單純路段或

複雜路段，兩個模式不互相兼

容，但副檔名相同，容易產生誤

會。建議在程式界面上顯示已經

選定的模式，兩個模式採用不同

的副檔名。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已修改程

式，將複雜路段副檔名變更

為.mmls。 

同意 

4.  輸入參數時，按 tab 移動到下一

格的順序有錯亂的問題。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已修改程

式，使用 tab鍵可依序移動至下一

輸入欄位。 

同意 

5.  P.2-9 流程圖最後一個動作，建

議簡化說明為"四捨五入至 10位

數"。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已修正流

程圖文字。 
同意 

6.  建議於結果輸出註明所採用

HTSS 的版本。 

遵照辦理，於分析報表頁籤標示

HTSS版本。 
同意 

7.  建議補充說明"模擬作業次數"及

"模擬時段數"的定義，以及對模

擬結果的影響。 

遵照辦理，補充說明"模擬作業次

數 "及 "模擬時段數 "係指設定

HTSS 模式的執行模擬作業及模

擬的時段數，及模擬次數對結果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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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運算時間的影響。 

8.  運算複雜路段時會持續呼叫 

HTSS 程式，讓 HTSS 變為主視

窗，使用者無法操作其他軟體。

建議以背景程式的方式執行

HTSS。 

背景執行可以讓程式在執行長時

間的運算時，將電腦運作的主控權

回到使用者，不要在使用者界面看

起來像是當機一樣停止不動。 

目前郊區多車道分析子系統在執

行模擬時無法讓電腦運作的主控

權回到使用者，其原因在於郊區多

車道分析子系統運算程序須多次

呼叫 HTSS模式執行檔(詳圖 2.1-4

容量演算流程圖)。 

單次執行 HTSS模擬模式時，使用

者可轉移主控權並操作其他程

式。但由於郊區多車道分析子系統

運算程序，於呼叫 HTSS模式執行

運算後，又須再提供新的輸入值並

再次呼叫 HTSS模式執行檔，且重

複執行，因此採用背景執行無法改

善使用者無法操作其他軟體的問

題。 

後續將建議運研所及方法論研究

團隊於 HTSS 模擬模式中直接進

行容量演算流程，讓軟體可背景執

行運算，避免使用者於軟體執行期

間無法操作其他軟體。 

同意 

9.  在高解析度顯示器的測試下，發

現資料分析畫面中，"流率設定"

及"節線" 顯示不完整。打勾並關

閉"開啟節線 2 設定"會產生錯誤

訊息。 

遵照辦理，已調整軟體畫面解析度

調適功能，並可解決輸入資料不完

全造成之相關問題。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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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五、中華大學張教授建彥(書面意見) 

1.  本研究之軟體研發對於台灣公

路容量手冊之發展與應用具有

正面的意義，研究團隊之研究成

果亦符合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敬悉。 同意 

2.  技術報告內容較為簡略，請加強

技術報告之內容說明。 

遵照辦理，已補充軟體開發使用語

言、開發工具及運算模組流程圖。 
同意 

3.  請加強軟體之推廣與應用。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本年度共

辦理 3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資訊

通知中央及地方政府交通主管機

關、大專院校交通相關系所、技師

公會及顧問公司，並於教育訓練以

實際案例說明應用方式。 

同意 

六、張簡任研究員瓊文(書面意見) 

1.  研究團隊辦理本研究 107年度所

涵蓋之工作有具體的成果。 

敬悉。 同意 

2.  3.1節例題 3之(一)手冊例題說明

缺少「每平方公尺約有 0.6 輛機

車」之文字，但於(二)軟體操作

步驟 2輸入設定有此設定，請檢

視修正。 

感謝委員提醒，步驟說明內補充說

明依據式 10.8 軟體預設每平方公

尺約有 0.62 輛機車，此例題說明

無建議數量，但計算步驟 1 將式

10.8中之 0.62改為 0.6，故軟體步

驟亦配合將每平方公車機車數量

調整為 0.6輛。 

同意 

3.  表 3.2-1 關於 107 年度使用者問

題回應紀錄中，第 1項常見問題

「使用號誌化路口分析時，無分

析結果」敘述似乎太簡化，與回

遵照辦理，表 3.2-1補充說明使用

者提問之路口情境說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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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覆內容似無直接關聯，請補充說

明清楚。 

七、運研所運計組張組長舜淵 

1.  簡報 16、17 頁，目前案例設計

僅在坡度變化點設定偵測器，建

議可增加案例的偵測器設定地

點，再依據各點速率狀況建議爬

坡道設計位置。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例題設計

目的為讓使用者初步了解軟體操

作步驟，故將例題簡化，於分析結

果中補充說明實際應用上建議使

用者可增加或配合改善方案調整

偵測器位置，以了解路段上任一設

定點之車流狀況。 

同意 

2.  請團隊思考軟體撰寫是否能有

一表格或報表彙整同一專案之

各子系統交通分析結果。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考量同一

專案中可能包含不同道路類型之

分析，但不同道路類型之評估標

準、數值單位皆略有差異，後續將

再與運研所討論各子系統分析結

果彙整表之應用目的、可行性及呈

現方式。 

同意 

八、運研所運計組(書面意見) 

1.  報告 2-12 頁圖 2.2-4，游標移至

操作圖例時，能否顯示說明文

字?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軟體內之

輸入欄位皆配合公路容量手冊之

用詞，且欄位多為交通工程師常見

之名詞，為簡化軟體畫面，建議軟

體不顯示說明文字，讓使用者透過

研讀公路容量手冊或軟體使用手

冊了解分析資料之意義。 

同意 

2.  報告 2-23頁第(三)項，第 1次提

到「船舵圖形」，請標示圖形位

置。 

遵照辦理，修改圖 2.2-13 並補充

文字說明圖形位置。 
同意 

3.  圖 2.4-4、2.4-7，輸入資料之「內

路肩」與「速限」，與操作步驟

說明不一致，請更新。 

遵照辦理，修改圖 2.4-4、2.4-7。 同意 

4.  圖 2.4-10、2.4-12、2.4-14為「速

限 60 公里/小時」之輸出畫面，

並非操作範例成果，請更新。 

遵照辦理，修改圖 2.4-10、2.4-12、

2.4-14。 
同意 

5.  圖 2.4-4~2.4-9等範例輸入圖，請

比照輸出圖標明情境。 

遵照辦理，修改圖 2.4-4~2.4-9 圖

名。 
同意 

6.  複雜路段之容量分析結果，可顯

示輸入與輸出流率值，請於報告

遵照辦理，2.2節複雜路段輸出欄

位補充說明容量分析過程輸入、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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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及所提意見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補充說明。 出流率數值顯示方式。 

7.  請提供複雜路段分析產製之

HTSS輸入檔，以利檢核。 

遵照辦理，於軟體內包裹各例題及

範例軟體檔案，並於 2.2節補充說

明如何開啟複雜路段模擬模式之

輸入、輸出檔案。 

同意 

九、結論 

1.  本期末報告審查通過，各委員及

單位代表提供之意見，請研究團

隊檢討修訂並製表回應，並請於

11月 28日前提送修正定稿。 

遵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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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8年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優化與推廣 期末簡報

 

 

2.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
分析功能增訂

3. 相關服務

4. 結語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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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
多車道

結語 信心
能力

前言 相關
服務

1.緣起目的

2.本期工作

3.期中意見修正情形

前言

2  

 

郊區
多車道

結語 信心
能力

前言 相關
服務

計畫緣起

–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2001、2011)是國內交通分析
必備工具書，惟公式圖表甚多，加上近年發展之模
擬程式，宜有一整合性軟體幫助使用者快速上手

– 配合容量手冊內容，已發展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
(最新版本為THCS2017)，期進一步增進介面親和
性，提高使用意願

計畫目的

– 配合公路容量手冊最新內容增訂子系統

– THCS介面與功能提升、進階軟體維護

緣起目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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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
多車道

結語 信心
能力

前言 相關
服務

計畫內容

– 計畫期程為三年期(106~108年)，本期為第二年

全期( 年) 本期( 年)

THCS軟體功能擴充及
修正作業

• 配合106年度容量手冊修訂成果
 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功能
 檢視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系統分
析結果

THCS軟體及網頁維護
與更新

• 更新使用手冊、技術報告與教學影片檔
• 依據運研所及使用者意見，修正或處理軟
體內容及網頁

• 維護網頁正常運作及更新資訊，並修正補
強網頁弱點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至少辦理2場教育訓練

協助公路容量調查工作 協助篩選及整理高速公路VD資料

本期工作

4  

 

郊區
多車道

結語 信心
能力

前言 相關
服務 期中意見修正情形

5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複雜路段的容量演算流程圖不太符合實

際，建議研究團隊再次檢視分析流程。

遵照辦理，容量收斂方法已與所方及方法論

研究團隊討論，並修改於期末報告。

容量演算流程調整為輸入流量由「50輛*車道

數」開始，每次模擬的輸入流量增加「50輛*

車道數」，進行50次模擬，並取輸出流率最

大的5個值之平均為模擬的容量值。

分析結果的輸出/輸入流率圖，建議橫軸

及縱軸座標一致，以利比對。

遵照辦理，分析結果輸出/輸入流率圖之兩座

標軸已調整為固定標線、並且固定標線間

距。。

THCS的功能需要引導與教育使用者善用

模擬分析方法，建議研究團隊與運研所

密切配合，儘量設計合宜的應用案例，

讓使用者能容易的使用模擬模式。

於2.4節設計一例題除了說明利用如何應用模

擬分析方法取得路段服務水準，並協助使用

者讀取模擬模式之輸出檔案，以了解坡度路

段對大車之速率影響。

後續技術報告、使用手冊請將名詞及用

語定義清楚，包括例題情境說明等。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軟體、使用手冊用

字及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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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
多車道

結語 信心
能力

前言 相關
服務 期中意見修正情形

6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後續辦理工作，除了完備新版郊區

多車道公路之分析軟體撰寫外，亦

請加強相關技術報告與測試報告之

內容。

遵照辦理，本期工作已完成軟體撰寫、軟體技術

報告及測試報告，並針對手冊例題及設計範例說

明軟體操作方式，以協助使用者了解軟體介面及

操作流程。

建議將網站歷次更新標註發布時間。

網站所列THCS軟體之常見Q&A，

亦建議標註新增項目之發布日期。

網站更新已遵照辦理標註發布時間；Q&A為使用

者常見提問，無時效性問題，故Q&A部分無標註

時間，不過會配合手冊及軟體更新修改內容。

請說明教育訓練規劃。 本期除於10/9獨立辦理台北場次外，也參考前期

與區域運輸中心合作模式，協調逢甲大學智慧運

輸與物流創新中心於10/5合辦台中場次。此外，

應公路總局邀請，將於12/5於公路總局辦理。

請補充敘述，高公局網路下載及發

文索取之VD資料欄位內容，並建議

補充說明所調整後的「一致的制式

格式」欄位與變數情形。

遵照辦理，已補充說明高公局網站、高公局各單

位發文索取之原始資料各欄位內容，並說明彙整

後提供予方法論團隊之資料內容。

 

 

郊區
多車道

結語 信心
能力

相關
服務

前言

7

1.舊版與新版方法論比較

2.新版方法分析架構

3.軟體介面

4.例題分析

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
分析功能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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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
多車道

結語 信心
能力

相關
服務

前言

比較表

舊版與新版方法論比較

8

項目 舊版 新版

坡度影響

 提供一模擬重車爬坡速率隨
地點變化之模擬模式，但只
適用於模擬自由旅行的重車，
不適用於服務水準之評估。

 假設小車、機車不受坡度及
坡長影響

利用模擬模式，分析坡度對路段旅行速率、
路段容量之影響，可用於評估服務水準。

小車當量
機車之小車當量設定為定值 依分析道路類型、機車占總車輛之百分比，

調整機車之小車當量。

服務水準

採單一指標(V/C)劃分 採雙績效指標V/C、速率速限差值劃分

V/C比 服務水準等級

0.00～0.37 A

0.37～0.62 B

0.63～0.79 C

0.80～0.91 D

0.92～1.00 E

>1.0 F

V/C比
服務水準
等級

U
服務水準
等級

≦0.35 A ≧8 1

0.35<V/C≦0.60 B 3≦U<8 2

0.60<V/C≦0.85 C -2≦U<3 3

0.85<V/C≦0.95 D -7≦U<-2 4

0.95<V/C≦1.0 E -12≦U<-7 5

V/C>1.0 F U<-12 6

U(公里/小時)=平均速率-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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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評估方式分類

新版方法分析架構

9

•複雜路段：坡度路段(坡度超過-0.5%~+0.5%範圍) or 多處平曲線

•單純路段：平坦(坡度介於-0.5%~+0.5%)

and

幾何設計均勻(直線或沒有顯著變化之平曲線)

模擬模式

分析性模式

 類型1車道：
機車禁行及機車比例小於或等於60%之快車道。

 類型2車道：
機車比例超過 60% 之快車道及慢車道(包括機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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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路段
(分析性模式)

新版方法分析架構

10

道路幾何設計 需求流率

平均自由速率

道路容量

平均速率

服務水準

小車QV關係圖
(for類型1車道)

機車QV關係圖
(for類型2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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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路段

軟體介面

11

道路幾何

需求流率

車種比例
與小車當量

分析結果

類型1車道 類型2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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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路段(模擬模式)

新版方法分析架構

12

速限

曲率半徑 超高

道路幾何設計 需求流率

模擬時段車輛數

車種組成比例

2017HTSS微觀模擬模式

坡度

專用道短車道

1. 節線車輛流率、平均旅行速率、耗
油量、車種組成

2. 節線之平均速率與速限差距、服務
水準

3. 節線車輛之平均停等延滯時間
4. 通過各車道之車輛流率、平均速率

、車種組成

htss.txt
輸入檔

htssout.txt
輸出檔

htss.exe
執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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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數A>51

計數A=1

N

Y

輸入流率A=
50*車道數+(A-1)*車道數*50

容量Qmax
=輸出流率最大的5個值平均

執行2017HTSS.exe

A=A+1

模擬模式容量估計邏輯
• 模擬次數50次

• 初始輸入流率值=車道數*50(輛/小時)

• 每次模擬累加間距=車道數*50(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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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路段

軟體介面

14

節線設定

節點設定

速限

曲率半徑 超高

坡度

專用道

短車道

流率

車種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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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路段

軟體介面

15

分析結果

容量收斂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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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路段例題

例題分析

16

估計上坡方向半聯結車抵達
每一縱切面終點時之速率。

 郊區多車道公路配置雙向4車道
 車道寬3.5公尺
 內側路肩0.5公尺，外側路肩2.5公尺
 路段速限70公里/小時

情境1

B點
E點
F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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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尖峰需求流率
(車輛數/小時)

車種比例(%)

小車 機車 大貨車 半聯結車

2,500 60 12 10 18

情境2 無改善方案

情境3  坡度3%～5%之區間於外側拓寬增加一3.5公尺寬爬坡車道。
 限制僅半聯結車可使用爬坡道，且半聯結車必須外側爬坡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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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情境2

情境3

情境2 情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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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情境2

情境3

B點
E點
F點

B點
E點
F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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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系統檢視

2.高速公路VD資料篩選及整理

3.THCS軟體及網頁維護與更新

4.教育訓練推廣

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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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檢視及修正
•將例題帶入軟體中，檢視軟
體分析結果與手冊計算是否
一致。

•列表並說明手冊與軟體差異
原因。

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系統檢視

21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軟體分析值

Ng 有效時相內
平均疏解車輛數

27.05 27.05

Fv 車種調整因素
1.21

(建議修正計算
過程及結果)

1.22

Fg 坡度調整因素 0.90 0.90

Fb 公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s 停車調整因素 1.00 1.00

Fz 地區調整因素 1.00 1.00

Fp 行人調整因素 1.00 1.00

G 有效時相長度 63 63

C 容量(輛/小時)
1,178

(1,188)
1,188

註：( )中數字代表建議報告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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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初步需求

研究路段篩選
實際篩選條件調整

 上下游匝道(或隧道)至少距離
4公里以上之平直路段

 由路段中點到下游至少需有2
支以上VD

 能蒐集到車流從穩定進入不穩
定的現象，106~108年間連
續假日至少有4日壅塞的路段

 研究路段應包括速限90、
100、110公里之路段

 平直路段，配合上述速限

特性必要時蒐集上下游匝
道距離4公里以下路段

 由路段中點到下游至少
需有2支以上VD

 會產生壅塞狀況

高速公路VD資料篩選及整理

22
進口/出口匝道 匝道/隧道

L1>4km

L2=

非研究範圍之VD
研究路段之VD

L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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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路段篩選工具
•高公局「交通資訊管理系統」網站

•高公局網頁

研究團隊初步需求 實際調查地點篩選

 坡度變化不大之5%、8%
上坡、直線路段

 路段長度介於400~600公
尺、不能受號誌影響

 確保各車種之樣本數最少
須有60輛

路段分時速率

路段交通管制資訊

路段VD流率及速率資料庫

篩選壅塞路段

路段速限等資訊 確認路段可用VD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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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塞路段篩選結果
國道
編號

方向
(往)

路段區間
速限
(kph)

備註

國1 雙向 五堵交流道(6.8K) 汐止交流道(11.5K) 100

國1 雙向 內湖交流道(16.8) 圓山交流道(23.2) 100 平日壅塞
國1 雙向 楊梅交流道(69.2K) 湖口交流道(83.8K) 100

國1 北 竹北交流道(91K) 新竹交流道(95.4K) 100

國1 南 新竹交流道(95.4K)
新竹系統交流道

(99.4K)
100

進出口匝道及匯出匯入車道從95k~97k，
建議剔除

國1 北 新竹系統交流道(99.4K) 頭份交流道(110.4K) 100

國1 南
彰化系統交流道

(192.8K)
彰化交流道(198.4K) 110

國1 南 彰化交流道(198.4K) 埔鹽交流道(207.7K) 110

國1 北 員林交流道(211K) 北斗交流道(220.1K) 110

國1 北 北斗交流道(220.1K) 西螺交流道(230.5K) 110

國1 北 虎尾交流道(235K) 斗南交流道(240.6K) 110

國3 雙向 新台五路交流道(12.7K) 南港交流道(15.1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南港系統交流道(16.3K) 福德隧道(18.1~19.9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木柵交流道(20.8K) 木柵隧道(21.8~23.7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景美隧道(23.9~24.5K) 新店交流道(26.8K) 90 路段長不足4km

國3 雙向 鶯歌系統交流道(54.4K) 大溪交流道(62.7K) 110

國3 雙向 大溪交流道(62.7K) 龍潭交流道(68.3K) 110

國3 北 龍潭交流道(68.3K) 關西服務區(76K) 110

國3 北 竹南交流道(119.1K) 大山交流道(124.5K) 110

國3 北 大甲交流道(164.2K) 中港系統交流道(169K) 110

國3 雙向 名間交流道(236.8K) 竹山交流道(243.7K) 110

國3 北 竹山交流道(243.7K) 南雲交流道(250K) 110

國3 北 南雲交流道(250K) 斗六交流道(260.3K) 1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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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研究路段VD資料整理

•各交控中心提供的資料格式不一

•依公路容量研究團隊之需求整理各車道每種車種通過之

車輛數等資料，並統一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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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更新
•將配合本期成果，更新THCS 2018軟體下載、使用手冊及教學檔

安全維護
•配合政府網域名稱服務設定之規定，檢視網頁相關設定

THCS軟體及網頁維護與更新

26

•配合運研所安全掃描
結果，修補網路弱點

軟體服務
• 回應使用者軟體操作
及分析方法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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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與要點
項目 要點說明

課
程
內
容

公路容量研究歷程
及軟體綜合說明

 新增/修改之公路容量章節內容
 THCS軟體之發展緣由、架構、應用層面
 THCS專章網頁之內涵、資訊及下載方法

分析性模式介紹與
演練

 概要介紹分析性子系統架構與內涵
 針對「高速公路基本路段」、「號誌化交叉路口」進
行說明並實機操作

 加入相對應的容量手冊方法論說明，並選擇一例題讓
使用者嘗試手動運算及軟體運算

模擬模式介紹與演
練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TSS)」子系統說明
 介紹如何利用手冊提供之基本路口.sim檔修改為自身
需求的路網檔

新版郊區公路分析
方法介紹

 說明新舊版方法論之差異
 新版分析軟體介面及操作方式

實機操作
提供例題操作步驟手冊，使用者可一面聽講解一面學習
依序操作，建立日後參考使用手冊自學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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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推廣

28

地點 舉辦日期 課程安排(約3小時) 對象 人數

逢甲大學電腦教室
(與智慧運輸與物流
創新中心合作)

107/10/5
 報到、軟體安裝

 公路容量研究歷程及軟體綜合說明

 常用分析性模式與軟體實機演練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模式(HTSS)簡介及操作

 新版郊區雙車道及多車道公路評估方法簡

介及操作

 綜合討論、意見調查

交 通 主

管機關 、

顧 問 公

司 及 學

生等

10人

台灣世曦公司
一樓華光廳

107/10/9 37人

公路總局 107/12/5 --

-已辦理2場、4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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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完成工作

2.建議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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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一、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子系

統增訂

配合手冊第11章：郊區多車道公路更新
1.新增新版郊區多車道公路分析子系統程式
2.完成軟體技術報告、測試報告、使用手冊

二、新版市區地下道路分析子

系統檢視修正

配合手冊第10章：市區地下道路更新
1.完成例題操作及結果檢視

三、THCS網頁及軟體維護更

新

1.將於本期成果審查後更新軟體及使用手冊下載資

料。

2.網站使用性與安全性調整

3.回應或解答使用者之意見與問題，排除相關軟體

使用障礙。

四、協助篩選及整理高速公路

VD資料

依公路容量研究團隊需求
1.篩選壅塞路段。
2.彙整壅塞路段、坡度路段、國道5號VD資料。

五、辦理教育訓練 辦理北區、中區共2場次、47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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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S軟體
•配合手冊修訂結果持續更新軟體
•根據軟體成果修訂使用手冊等相關文件

教育訓練

•持續開放機關申請教育訓練，增進溝通深度
•與區域運輸中心、相關系所及學術單位合作，辦理講座
，向學生推廣公路容量分析法方及研究

•加強分析方法之說明及錯誤觀念釐清，增進使用意願及
分析數據解讀能力。

需求建議

•新增自行車道、人行天橋或地下道等設施分析
•廣邀各單位討論評估及分級標準。
•早期開發之子系統及網頁可逐步改寫以利永續維護。

 



附 5-17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Optim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Taiwan Highway Capacity Analysis Software from 2017 to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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