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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LED由於省能源以及屬於分散式光源可彈性產生不同符號的特性，已被使用在許多號誌指示上。有鑑於當今紅綠燈號誌在

可行走與不可行走之方向指示上仍不夠明確，本研究期望以LED為光源，設計出新型態的紅綠燈號誌，可以明確指示可行

走與不可行走之方向，減低違規之情況，並減低等待的不耐煩感。研究首先就我國路口及紅綠燈狀況進行觀察分析，再藉

由電腦模擬方式，設計一套模擬系統，以若干方案請受測者進行評估，從而決定較佳之方式。研究成果最終以完整設計圖

說及一套電腦模擬號誌顯示系統呈現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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