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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針對車輛安全性，專用短程通訊網路(DSRC)成了重要的研究領域。然而車輛安全牽涉人身安全需要極高的可靠度，

專用短程通訊網路是否能達到車輛安全應用的可靠度要求成了一重要議題。本論文提出一個分析模式，用來模擬及分析專

用短程通訊網路之可靠度，在模擬中，本論文選定三種模擬場景分別為都市區域、高速公路、空曠區域以模擬不同車速的

可靠度。在車輛安全性應用則選擇種不同的應用，分別為: SVA、FCW及LCA。 模擬結果顯示當車輛等速度且車間距離固

定下，不同車輛安全通訊應用，在都市區域，只要車間距離大於25公尺，就不會發生碰撞。在高速公路，車間距離必須要

大於75公尺時才不會發生碰撞。在空曠區域，車間距離需大於50公尺時才不會發生碰撞。 在通訊協定可靠度上，本論文模

擬車輛接收到不同最大容忍封包數目時之可靠度。發現在最大容忍封包數目(M)為1時，在都市區域、高速公路及空曠區域

其車間距離分別大於150公尺、100公尺、及125公尺時，其通訊協定可靠度隨著距離增加而愈低。 而在車輛速度不同且車

間距離不固定下模擬條件，在都市區域與空曠區域之模擬結果與車輛等速度且車間距離固定的模擬結果很相似，但在高速

公路時，因其車輛速度較快，在車間距離低於47.2公尺情況下，SVA、FCW會造成車輛碰撞事件。此顯示當車輛速度變動

的大小會影響專用短程通訊網路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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