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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汽車發明的第一天起就有失竊案件發生，所以汽車的防盜就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但以市面上之防盜系統多以作商

業考量，很少以真正實務為出發點在研究，使的車主人人自危，一輛車往往加裝了三、四個防盜鎖，為的是延後車輛失竊

的時間，但一些不良的保修廠往往為了一已私利，而改以偷竊汽車之高級音響、行車電腦、安全氣囊、液晶電視⋯等，但

是這一些防盜設備卻未有效防止零件之失竊。 本研究之防盜系統是將紅外線感測器結合市售的防盜撥打電話系統將市售系

統使用上之盲點，一定要是車門或引擎蓋被打開才會發出警報。而將門燈開關轉換為人體紅外線感測器，除了可在上述情

況可發出警示外，更可在竊賊要偷盜車上的貴重物品或高單價零件時亦可警告及通知車主，本系統在實驗平台上之測試及

實車測試時均合乎本研究所設定之各項要求。但在紅外線的使用上因為溫度之限制及安裝位置之尋找是本研究尚未考慮的

項目，後進人員可在此多多研究。 本系統除了可防止整車失竊外對於汽車高價零件及財物亦有防止失竊的效果。除可在紅

外線感測器偵測人體反應時發出警告聲響來引起路人之注意外，在同一時間主動通報車主車輛已受侵入，如此雙管齊下必

可有效降低汽車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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