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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et up a Smart Fire-Fight Technology for Vehicle System. When the car is on fire, this system can

develop function and put out the fire immediately and avoid to cause more serious vehicle burning incident. In traffic accidents, the

most of them is the vehicle on fire. It results from the gasoline is spilt out from the fuel pipe when the vehicle was hit in the accident.

Besides, it may be caused from the automotive electrical circuit problems. The burning vehicle not only endangers human life, but

also results in a lot of economic losses. Therefore, it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to ensure safe driving and economic value in studying

the burning vehicle in the traffic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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