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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在車輛上建立一套智慧型汽車消防系統，在 車輛發生火源時，能立即給予撲滅，避免更大的車輛燃燒發

生，減 少對社會的衝擊，降低個人與社會成本。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車輛起火是最嚴重的交通事故之一。它的 發生或是

由於遭到撞擊時油箱或油路受損汽油外溢，或是由於汽車 本身內部線路問題所引起的。火燒車的發生不僅危及生命，而且

還 會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因此，研究交通事故時抑制火燒車的發 生，對保證行車安全和避免重大的經濟損失將有重要

的意義。

關鍵詞 : 汽車消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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