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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OBD(車用診斷器)，全名On-board Diagnostics，一個當今世上最新興的診斷系統，基本功能不僅只是感應控制車輛的廢氣

排放系統，更能發現車輛的故障之處；此外車上診斷器近年來更與車輛的內建電腦連結，比起以往機械控制的車輛更能有

效的在駕駛人開車前發現車輛問題及早解決問題提高行車安全。同時也能在發現問題後，經由診斷儀器的查詢與紀錄，了

解問題成因與歷史，提高車輛的檢驗修理效率。在本研究中，針對機車診斷系統來進行分析與研究，探討車輛檢測系統實

體層與資料鏈結層之功能及運用，並試著製作一介面來實際偵測機車，希望透過此專題研究，能對此系統的通訊協定有更

深入的了解，並將此系統廣泛的運用於當代電控機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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