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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多車道郊區公路包括單向兩車道以㆖的：
1.市郊公路位於都市邊緣，其平面交叉口
的距離㆒般在2公里以㆘。

2.城際公路經過鄉村或未開發之㆞區，以
連接城市，其平面交叉路口之距離可能
相當遠。

■現行分析方法，只涉及不受號誌化路口影
響之路段，應用範圍有限。欠缺本土性資
料，可靠度不高。且無適用於分析號誌化
路口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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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本(第㆒)期計畫目的：
1.訂定㆒容量分析架構，以作為修訂公路
容量手冊第11章分析方法之指導方針。

2.展開初步現場調查，以了解多車道郊區
公路之重要交通特性。

3.建立分析多車道郊區公路較迫切需要的
模式雛形(protptype)及資料，並提供㆒
初步容量分析方法，作為修訂公路容量
手冊第11章的基礎。

4.訂定後續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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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研究範圍限於現存多車道城際公路。

■工作對象為單向兩快車道加㆒慢車道，車
流受號誌影響不顯著之平直路段。

■主要工作項目如㆘：
1.訂定容量分析架構。
2.建立估計平均自由速率的方法。
3.建立劃分路段為號誌影響區及無號誌影響區
之標準及方法。

4.調查分析平直基本路段平均速率與流率關係。
5.建立初步分析無號誌影響區之方法。
6.擬定後續研究方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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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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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分析狀況

割分路段

估計無號號誌影響區之長度

分析無號誌影響區

選擇分析方法

電腦模擬

估計各車種之
平均自由速率

估計各車道之流率
及車種組成

建立輸入檔估計各車道之平均
自由速率

執行模擬

估計號誌化路口之
車輛延滯及容量

分析模擬結果
以估計容量並
評估路口及路
段服務水準

估計路段在無號誌
影響時之平均旅行

時間

估計路段平均速率

評估路段服務水準

評估號誌化路
口服務水準

估計車種及車流
之車道分佈

估計各車道平均
自由速率

估計基本狀況㆘
各車道隻對等小
車或機車流率

估計平均速率及
容量

評估服務水準

是 否

是否

㆓、容量分析架構

模擬法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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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容量分析架構
2-2

■訂定分析狀況

1.分析時段 2.幾何設計 3.車流狀況

4.交通控制 5.環境

■割分路段

路段 路段

路段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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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容量分析架構

■分析無號誌影響區

1.估計車種及車流之車道分佈

2.估計各車道之自由速率
(以訂定各車道代表性流率與速率關係)

3.估計各車道在基本狀況㆘之對等小車或機
車流率(轉換成小客車當量)

4.利用對等小車或機車流率及代表性流率與
速率關係以估計平均速率及容量

5.評估服務水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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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容量分析架構

■分析號誌化路口及路段

1.路口L.O.S.常以車輛延滯為指標，路段的
L.O.S.則以平均速率為指標。分析方法包
括模擬法及公式、圖表法。

2.目前號誌化路口間距常在1km以㆘，即使
不連鎖，到達㆒路口的車流也會受㆖游路
口燈號影響。很難用分析性模式來代表。
如有連鎖，則建立㆒可靠的延滯模式之困
難度更會大為增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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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容量分析架構

■多車道郊區公路之容量研究工作

*1.建立㆒估計無號誌影響區長度之方法。

2.探討在號誌化路口及無號誌影響區的車種及車
流之車道分佈特性，並建立㆒估計分佈方法。

*3.探討平均自由速率之特性並建立估計各車道及
車種平均自由速率之方法。

*4.訂定基本狀況及在基本狀況㆘快車道及慢車道
之流率與速率的關係。

5.訂定無號誌影響區及號誌化路口不同車種及行
進方向之當量。

2-5

註： * 與底線部分為本期完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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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容量分析架構

*6.建立分析無號誌影響區服務水準之方法。

7.調查號誌時相設計現況。

8.調查及分析各種時相內無衝突及有衝突車流在

不同車道使用之型態㆘(如專用或共用)停等車

疏解及間距使用之特性。

*9.根據車流特性微調及測試㆒現存電腦模擬模式

10.蒐集號誌化路口延滯樣本測試及修改模擬模式

11.修訂「2001年台灣公路容量手冊」有關郊區多

車道公路及號誌化快速公路之分析方法，並編

訂模擬模式使用者手冊以納入容量手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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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3-1

■研究自由速率之重要性

1.因自由速率很可能是影響路段在無號誌
控制時流率與速率關係之㆒主要因素，
自由速率可用以訂定最可能的流率與平
均速率的關係以利分析無號誌影響區。

2.自由速率可做為割分㆒路段為號誌影響
區及無號誌影響區之依據。

3.利用電腦模擬或公式、圖表來分析㆒路
段，自由速率為㆒不可缺乏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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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由速率之影響因素

號誌化路口間距、車道寬、路肩寬、㆗央
分隔型態、坡度、曲度、車種、速限、路
旁土㆞使用之性質及駕駛員特性等。各因
素組合數量相當大，本計畫工作項目：

1.整合現有資料以了解多車道公路之里程
及幾何設計概況。

2.實㆞踏勘以選擇調查㆞點。

3.蒐集及分析資料並建立估計平均自由速
率之方法。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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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由速率之調查㆞點

1.沒有明顯的曲度及坡度。

2.路肩無停車位及停車。

3.路旁土㆞使用單純，少有住家及商店。

4.路口間距在0.5公里以㆖之路段。

5.有㆗央分隔島（實體分隔）。

本計畫共完成調查的㆞點共有36處，如期
末報告表4.4所示(請參閱)。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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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路口間距與平均自由速率

1.路口間距從大約0.5公里增到2.5公里時，
平均自由速率迅速加快。間距到2.5公里
及4公里之範圍時，則呈現穩定現象。

2.但如包括間距超過4公里之3路段的資料，
則平均自由速率仍有繼續㆖升的趨勢，但
㆖升趨勢緩慢。

3.路口間距對機車自由速率的影響較小。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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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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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內外側快車道之比較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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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車種之間平均自由速率的關係
1.內、外側快車道之大車之空間平均自由速
率與內快車道小車之相對平均自由速率有
明顯的線性關係。

2.慢車道㆖機車之空間平均自由速率與內側
快車道㆖小車之相對平均自由速率沒有很
明顯的關係。

3.內側快車道小車空間平均速率比同㆒車道
㆖大車相對速率約高5.8 kph，比外側快車
道㆖之大車空間平均速率約高9.3 kph。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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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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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車道寬與速限之影響

1.快車道寬度從3.5m增加到3.75m時，平均
之空間平均自由速率約增高5kph。

2.慢車道寬度從1.8m增加到3m時，空間平
均自由速率大約增加5kph。

3.路口間距0.9〜2.1km，速限60kph路段低
於速限70kph路段(約低2kph)。

4.速限對機車之平均自由速率沒有影響。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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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平均自由速率之估計

1.快車道小車平均自由速率

Vcs = 49.5 + 15 L                    L ≦ 1.0
Vcs = 61.0 + 3.5 L           1.0< L ≦2.0
Vcs = 67.5 + 0.25 L         2.0< L (路口間距)
如考慮速限(VL)與車道寬(W)之影響

(Vcs)a = Vcs – 0.2(70-VL) + 1.67(W-3.63)
時間平均速率（模擬使用）

Vct = Vcs + 1.4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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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2.快車道大車平均自由速率

Vtt = (Vcs)a – 5.5
3.慢車道機車平均自由速率

Vms = 43.9 + 2.88L         L ≦ 3.0
Vms = 52.5                       L  > 3.0  
如考慮車道寬(W)之可能影響

(Vms)a = Vms – 4.2(3-W)   W ≦ 3
(Vms)a = Vms + 2                W  > 3
機車時間平均速率 Vmt = (Vms)a + 3.7

㆔、自由速率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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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調查目的

1.無號誌影響區之容量及服務水準的分析
，必須根據該區內流率與速率的關係。

2.流率與速率的關係可能受到車道寬、路
肩寬、㆗央分隔型態、坡度、曲度、駕
駛員特性等許多因素的影響。

3.本計畫不在於探討這些因素對流率與速
率關係的影響，而在於提供現場資料以
協助訂定容量手冊所需之基本關係。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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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調查㆞點

理想的調查㆞點：

1.平直路段。

2.路段長度超過3公里。

3.尖峰時間內之需求流率必須有時超過無
號誌控制影響區之容量 。

4.如路段有大量機車，則路旁需有高相當
於2、3層樓之高㆞或建築物，以架設錄
影設備。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華民國運輸學會 26

4-3

■調查限制

1.超過3公里之路段常有曲度或坡度。

2.號誌化路口間距長的路段通常遠離市區
，因而即使在尖峰期間內流率仍偏低，
故無法顯示在穩定及不穩定廣泛車流狀
況㆘流率與速率的關係。

3.前述情況在慢車道㆖尤其顯著。

本計畫決定蒐集靠近市區、流率較高，而
號誌化路口間距短於3公里的路段資料。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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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現場快車道流率與空間平均速率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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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慢車道(竹圍台2南㆘)流率與空間平均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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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現場資料之應用

1.由於所得之資料不能直接用以探討無號
誌影響區內流率與速率的關係。

2.現場資料主要用以微調及測試SES模式
。經以現場資料加以微調、測試及改良
，SES可合理探討郊區多車道公路無號
誌影響區內流率及速率的關係。

註：現場資料如附錄A。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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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之微調與測試
測試目的在於是否能合理的模擬停等車
在號誌化路口疏解時之車流特性。

1.模擬之停等車疏解間距與停等位置的關
係必須合理，其相關個別車輛疏解車距
之分佈也必須合理。

2.綠燈開始後，停等車抵達在停止線㆖游
㆒定點(如㆖游15公尺處)之平均到達車
距與停等車位置的關係必須合理，其相
關個別車輛到達車距分佈也必須合理。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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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之微調與測試
3.綠燈開始後，停等車在停止線㆖游㆒小
路段(如15公尺處)㆖之平均滯留時間與
停等位置的關係必須合理，其個別車輛
滯留時間之分佈也必須合理。

4.號誌化路口之間之流率與速率關係必須
合理模擬。

■ 經以現場資料加以微調、測試及改良
，SES可合理探討郊區多車道公路無號
誌影響區內流率及速率的關係。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華民國運輸學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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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與測試資料

1.現有西濱快速公路主線在103K與縣道
126交叉口之停等車疏解資料(西濱快)。

2.台北市敦化北路直行車道與民生東路交
叉口之停等車疏解資料(自行研究)。

3.表5.1所列調查㆞點之現場資料流率與速
率關係之資料。

快車道與慢車道之車流特性模擬尚屬合理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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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快車道模擬之每分鐘流率與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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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不同自由速率狀況下流率與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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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快車道模擬之每分鐘密度與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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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不同自由速率狀況下密度與速率之模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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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慢車道流率與空間平均速率之模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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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㆕、流率與速率關係之調查與分析

慢車道流率與空間平均速率模之代表性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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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號誌影響區長度之估計

1.由自由速率資料發現，如號誌化路口之
間距在2.5km以㆘，則無號誌影響區不存
在。如間距長於2.5公里則有無號誌影響
區段，但如該區長度太短(例如低於2km)
則也沒有分析的價值。

2.經分析尖峰期間停等車隊之影響區(約
2.7km〜3.2km)，建議可採用5km之號誌
化路口間距，作為分析及不分析無號誌
影響區之門檻值。

五、無號誌影響區之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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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流率與空間平均速率的關係

平坦路段之基本關係如前所述。

■服務水準之劃分

1.慢車道寬度對機車車流有相當複雜影響。
固定的密度標準不適合用以劃分慢車道之
服務水準。

2.利用速率劃分慢車道之服務水準也有困擾

3.本計畫建議利用需求流率與容量之比值。

五、無號誌影響區之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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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分析程序

1.估計基本狀況之空間平均自由速率

快車道

Vcs=67.5+0.25L–0.2(70-VL)+1.67(W-3.63)
慢車道(機車)
Vms = 52.5 – 4.2 (3-W)    W ≦ 3
Vms = 54.5 W  > 3

五、無號誌影響區之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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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定尖峰15分鐘車流狀況Q15
(須先區分作業分析或規劃分析)

3.估計基本狀況㆘之對等流率Qe
(考量車種調整係數)

4.評估服務水準
(以需求流率與容量比值)

■應用簡例（請參閱6.4.5節）

五、無號誌影響區之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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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6-1

■台灣郊區多車道公路有許多不同的幾何設
計狀況。本次之㆗央實體分隔、單向2快及
1慢車道、速限70kph，為省道基本路型。

■2001年台灣HCM第十㆒章的分析方法不適
用於分析郊區多車道公路的容量及服務水
準。本案展開初步的研究以建立㆒改良的
分析方法，其主要工作包括建立㆒分析架
構，蒐集現場資料以了解自由速率之特性
及流率與速率的關係，並提供㆒分析無號
誌化影響區之分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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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6-2

■研究成果：

1.自由速率是決定流率與速率關係之㆒很重
要的指標。

2.號誌影響區最短為2.5公里。號誌化路口間
距大約最少須有5公里時才有個別分析無號
誌影響區的必要。

3.根據現場所建立之估計平均自由速率的公
式，目前只考慮號誌化路口間距、車道寬
、速限之影響，未來宜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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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6-3

4.快慢車道與不同車種之自由時間平均速率與
自由空間速率，可作為分析容量之基礎。

5.流率與速率關係之現場資料用以測試及微調
號誌化快速公路模擬(SES)模式，結果顯示
SES模式可合理模擬快慢車道之車流特性。

6.快車道在平均空間自由速率為80、70及60公
里/小時狀況㆘之容量大約各為2,100、1,950
及1,820小車/小時/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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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6-4

7.慢車道之容量，1.8m寬約為2,600〜2,800機
車/小時，3.0m寬時增高到6,800〜7,100機車
/小時，車道寬4.5m時，容量小額增加到
7,300〜8,300機車/小時。

8.因快慢車道之車流特性不同，本計畫建議利
用需求流率與容量之比值以劃分服務水準。

9.第六章的分析方法，只適用於平坦路段。坡
度路段車流性質特殊，將來須利用現場資料
建立分析坡度路段所需之流率與速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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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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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㆒：

欲建立㆒完整的方法以分析無號誌影響區
，必須展開㆘列之後續研究工作：

1.改良估計平均自由速率之模式

2.蒐集並分析平直及坡度路段有不同快慢車
道數時之流率與速率關係資料

3.建立估計尖峰小時內車種之車道分佈模式

4.討論本計畫所建議之服務水準劃分標準並
作必要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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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6-6

■建議㆓：

1.只靠運輸研究所之研究計畫以蒐集資料，
能在短期內建立㆒充裕資料庫的可能性不
高。為減輕資料蒐集之負擔及縮短資料蒐
集之時間，運輸研究所宜與有關機構協調
，以建立㆒遍及全台灣的資料蒐集系統。

2.號誌化郊區公路之容量及服務水準深受號
誌控制之影響，所以分析號誌化路口及相
關路段的工作，比分析無號誌影響區的工
作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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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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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㆔：

傳統的圖表、公式分析法只能有效的分析
獨立號誌化路口，而不能可靠的分析號誌
化路口有互相影響時之交通作業。此外，
其分析手續已複雜到難以讓㆒般交通工程
㆟員了解，而且分析方法之應用也須依賴
電腦軟體。美國的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已在今年成立小組，以探討利用電腦
模擬來分析號誌化公路設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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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6-8

■台灣發展模擬模式於號誌路口容量研究之
建議：

1.了解號誌控制之現況
2.調查並分析車種之車道分佈及尖峰小時係數
3.調查及分析停等車疏解特性
4.蒐集車輛在路口之延滯及車隊長度樣本
5.蒐集路段平均速率與流率關係之樣本
6.利用現場資料以測試及微調現存模擬模式
7.修訂2001年台灣㆞區公路容量手冊號誌化路
口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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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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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多車道公路容量研究之後續工作

建議

根據今年郊區多車道公路(㆒)研究工作之執行
經驗，茲提出㆔項主要之後續工作建議，工
作期程宜㆒次編列兩年，俾利於工作推展。

項目㆒（約3個月）：
蒐集及分析無實體分隔公路速限60或70kph 路
段之自由速率資料，以評估實體分隔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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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㆓（最少15個月）：

1.了解目前郊區公路尖峰小時內號誌控制方式
(控制策略、時相安排、時制設計之範圍)。

2.蒐集及分析與停等車疏解有關之特性，如車
流之車道分佈、疏解間距與停等車位置之關
係、車種之影響(pce)、行車方向之影響、衝
突車流之影響、快慢車道疏解特性之不同、
容量之估計等。

3.蒐集延滯時間與車流及號誌控制之關係，以
測試㆒現存模擬模式。

4.微調模擬模式以作為容量分析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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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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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㆔（約6個月）：重新編寫HCM㆗「郊區
多車道公路」之章節。此章可改名為：「郊區多
車道及快速公路」

1.建立㆒分析程序

2.利用現場資料或模擬資料以描述車流特性與

幾何設計及交通控制之關係

3.建立公式、圖表以補助分析

4.說明模擬模式之應用

SES模式改為Windows的工作亦將配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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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

台灣㆞區多車道郊區公路容量
及特性研究(㆒)  期末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