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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研究緣起與目的

路段交通資料蒐集與分析

模式構建與檢驗

實例應用

結論與建議



研究緣起與目的研究緣起與目的

道路交通偵測器佈設不易且戶外偵測器
妥善率差，維護保養成本高，數量有限
的偵測器難以提供ATIS所需的道路交通
資訊。

運用國內現已運作的都市公車與計程車
動態資訊系統所蒐集的公車行車資訊，
在加以過濾處理後用以推估市區主要道
路之即時行車速率，以作為地區ATIS中
心做為交通資訊的重要參考來源。



資料蒐集與分析資料蒐集與分析

路段行車速率：車輛於該路段上所能行駛
的最高速度。

調查作業
調查工具：雷射測速器

調查路段：（臺中市）
中正路 I
中正路 II
中港路

車種區分：『公車』、『計程車』與『其他』
三項車種。



檢測區域：

             調查路段檢測區域

速
度

加速路段



路段交通資料分析路段交通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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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段交通資料分析路段交通資料分析

資料分佈型態 -適合度檢定（α＝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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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該時段的車輛行車速度為常態分配

H1：該時段的車輛行車速度不是常態分配

時段 樣本數 χ2觀察值χ2標準值 檢定結果 

1-2 357 38.63 18.4753 不符合常態分配 

2-3 478 16.488 16.8119 符合常態分配 

3-4 569 8.04905 16.8119 符合常態分配 

4-5 612 16.31062 18.4753 符合常態分配 

5-6 644 7.4564 16.8119 符合常態分配 

6-7 641 7.2326 18.4753 符合常態分配 

 



資料趨勢分析資料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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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經本研究實際調查所得資料的檢定結果發現，
路段中的車輛行車速率呈現常態分配。

公車與計程車之行車速率趨勢與路段全部車
輛之速率趨勢相符合，故可運用上述兩種車
輛之行車資訊推估路段中之行車速率。

公車與計程車因受載客營運影響具有路段中
停等之現象。

公車與計程車資料就「空間」而言，具有移
動之特性；另就「時間」而言，則為間斷性
質。



模模 式式 構構 建建

系統可能誤差與干擾因素分析

GPS定位誤差
GPS訊號覆蓋率

資料傳輸造成的時間延滯

公車與計程車營運與行車特性

公車與計程車動態資訊系統運作特性



模模式式構構建建

第一階段：路網切割處理
-時空切割模式

第二階段：座標投影
-方向性確認

第三階段：路段行車速率推估



路網切割處理路網切割處理 -- 時空切割模式時空切割模式

受限於現實路網結構以及公車與計

程車資訊來源有限的環境下，必須

將「路網」先切割為「路段」，並

依據各路段特性與路段中公車資訊

之密度決定其行車速率推估週期。



空間切割原則

號誌化路口應予以切割。

非幹道之號誌化路口可考慮予以連接。

郊區路段之長度可適度予以放寬。

時間切割原則

建議以3、5、7、10分鐘四段週期為標準。
該路段於週期內平均至少可接收5筆公車行
車訊息為週期選擇參考指標。

若該路段於10分鐘內仍無法蒐集模式分析所
需要的最低資料筆數，則建議可重新執行空
間切割程序，考慮將相鄰路段予以合併。



道路路網基本條件分析

道路路網切割為路段

計算路段之單位時間資料量

確定各路段的推估週期

路網切割路網切割

處理程序處理程序
空
間
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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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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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置模式建置

•推估模式：
St = f(dt) + e

•說明：
–St：路段上在t時段實際行車速度

–f(dt)：模式估計值
–e ：校估值



IF i >= 3  then 
f(dt) ＝Max(dt) 
if f(dt) = Null  then  f(dt) = Max(dt-1) 

IF i < 3  then 
f(dt) ＝ (Nt*Max(dt) + Nt-1*Max(dt-1))/   

（Nt＋ Nt-1 ）



模式檢驗模式檢驗

第一階段

地點：高雄市

目的：模式時空切割處理、資料接收以及路
段行車速率推估作業可否正常運作。

第二階段

地點：臺中市

目的：檢測本研究所提出的推估模式精確度。



第一階段檢測作業第一階段檢測作業

路網切割

空間切割



時間切割
於離峰時間接收行駛於上述路段（單方向）之車輛
資訊共4小時。
該路段於週期內平均至少可接收5筆公車行車訊息
為週期選擇參考指標。

120 170 240 400

重新檢討
路段長度

10分鐘 7分鐘 5分鐘 3分鐘

資料筆數

路段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資料數 83 72 65 114 131 143 226 201 332 286 

週期 合併 合併 合併 合併 10 10 7 7 5 5 

 



資料接收與行車速率推估程序

路段 路段編號 特性說明 

火車站 R10 混合車流、大客車接駁轉運區 

體育場 R7 
市區重要幹道、交通流量大、雙線道、汽機車

分流 

大圓環 R5 捷運施工、周遭有大型百貨公司、汽機車分流

機場 R1-R2 郊區路段、高雄-屏東重要幹道、汽機車分流 

 



資料接收狀況



資料分析與速率推估狀況



第二階段測試作業第二階段測試作業

模式績效評估指標研擬

推估速率誤差（95％信賴區間）
推估速率誤差絕對值平均

模式所推估之路段行車速率與經由雷射測速器所
蒐集的路段行車速率誤差絕對值之平均

路段車速推估準確率**
行車速率推估時間比例

測試時段中模式實際推估路段行車速率次數佔該
時段應有次數之比率



路段車速推估準確率
1650至1700所蒐集的資訊
平均速率為33 Km/Hr，最低速率為8 Km/Hr，最高
速率為52 Km/Hr
若僅以平均速率代表該路段之行車速率顯然不具有
完整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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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段車速推估準確率
常態分配之樣本落於平均數再加減一標準差範圍內
的機率至少68.3％
路段的平均速率為基準再加減一標準差之區段代表
該路段之速率區間（ 83/117 ＝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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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率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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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結果推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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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信賴區間下，模式推估速度與量
測速度差介於-0.96 ~ 3.88間

推估速率誤差絕對值平均

4.64 Km/Hr



路段車速推估準確率

82.14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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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車速率推估時間比例
96.6 ％ （28/29）

97%

3%

推估

無法推估



模式實例應用模式實例應用

整合式交通資訊平台發展計畫
-臺中市ATIS中心建置。

臺中市區主要幹道單行道限制取消後之交通衝
擊評估。

異質資料融合作業。

融合資料項目
本研究模式推估（公車）

固定式車輛偵測器（VD）

融合方式：類神經網路之Back-Propagation Network, 
BPN 與Multilayer Functional-Link Network, MFLN。



交通衝擊評估交通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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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質資料融合異質資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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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均方根（Root of Mean Square, RMS）

RMS error of Training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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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

經過本研究分別於高雄市與臺中市所進
行的模式處理程序與精確度驗證分析證
實，本研究所提供的訊息轉換模式可利
用現有公車與計程車動態資訊系統所蒐
集的資料加以推估路段行車速率。

「都市公車與計程車動態資訊轉換道路
即時交通訊息模式」可做為固定式交通
偵測器的輔助資料來源，但無法完全取
代固定式交通偵測器。



訊息推估模式無法針對特定路段提供長時
間持續性路況偵測資料且針對突發性路況
（如事故）較難立即反應。

經由實際資料分析發現，模式推估精確度
與資料樣本數有關，意即樣本數多，則精
確度會相對提昇。



後續研究可考慮應用時間數列（Time 
Series）技巧以及資料融合（Data Fusion）
方式整合車輛偵測器資料，藉以提昇模
式推估精確度。

後續研究亦可運用車流理論（Theory of 
Traffic Flow），利用車流在空間上的遞
移性，加入推估模式之中。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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