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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動線之規劃常以車輛為導向，而較忽略行人動線之考量，當駕駛人於駕駛上有所疏失或不當行為時，便會導致車輛衝

撞行人的肇事事件。本研究之目的是在探討智慧型行人穿越道之互動模式，以求減少因駕駛人的不當行為造成之行人傷害

，並探究如何警示行人與駕駛者雙方以提高行人之安全屏障。 研究步驟為依據人、車、路三系統所歸納之資料，以問卷探

究道路環境對受訪者心理影響與不同時段需求功能的差異性，並導入實務設計。研究結果發現， 一、 行人的安全感取決

於交通設施提供道路相關資訊的多寡。道路環境的規劃越完善，行人穿越馬路時的心理壓力越小。 二、 提示來車方向可

大幅提昇行人穿越馬路的安全性。提供夜間照明可提升號誌辨識率，亦可警示駕駛人。 三、 車流量較多時，行人穿越號

誌之需求度大幅提昇。駕駛人在車速過快時，警示燈光產生之效果不彰，此時路凸產生之震動可輔助燈光警示之不足。 實

務設計方面，本研究規劃一包含感測器、輸出子系統與操作介面之互動系統，提供下述功能；(1)夜間照明功能(2)行人未進

入穿越道時，以音效與警示燈提示是否有來車，行人已進入穿越道時，以音效與警示燈提示來車方向與距離(3)音效與警示

燈可於行人穿越號誌變換前提示行人(4)當超速車輛接近行人穿越道時，以路凸方式警示駕駛人並使車輛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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