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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民國九十年國內施行周休二日制度以來，部份研究顯示旅遊已成為最佳的全民運動；而隨著 車輛擁有率的逐年大幅增長

，國人利用假日自行開車出遊的現象也明顯地增加。現今市面上雖已出 現許多搭配行動裝置的行車電子地圖及路徑導引系

統，甚至於提供介紹旅遊景點的功能，但卻欠缺 最重要的全程旅遊行程規劃能力。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車輛在行駛中往

往會遭遇許多始料未及的 路況發生，如車禍、交通壅塞、管制、道路坍塌等，絕非出發前進行一次的旅遊排程即可；若路

徑 導引系統無法隨著即時路況的發生，立即對於旅遊排程進行變更，將會出現行車的停滯，導致時間 與金錢的浪費，這

是旅遊者最不願面對的情況。 本研究以用戶端-侍服器(client-server)的遠端無線通訊功能為基礎，系統規劃包含六個模組 。

第一、使用者透過「使用者介面模組」，設定旅遊偏好、各類旅遊需求與限制以及路徑規劃的三 種形式，包括最短時間路

徑規劃、最短路徑規劃、最舒服駕駛路線之路徑規劃等；第二、伺服端「 旅遊路徑規劃模組」為使用者規劃出最佳旅遊路

徑；第三、「定位模組」配合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可快速的定位出使用者以及即時路況發生的所在位置，並將衛星

定位座標轉換成系統內部座標， 以提供其他模組使用；第四、「即時路況查詢模組」透過剖析警廣路況中心網站所提供的

即時路況 網頁，提供旅遊者目前最新的道路狀況；第五、「旅遊路徑狀態模組」，儲存旅遊者行駛的路徑狀 態以及即時

路況等；第六、由伺服端在嘗試避開事發路段的條件下，透過「路徑調整模組」中的動 態路徑調整演算法，重新規劃行車

路徑，以即時地提供旅遊者遊玩目的地不變下的次佳替代路線， 或就近選取符合個人喜好的替代景點。實驗設計則以大台

北地區的旅遊為例，在電子地圖上模擬各 類型道路及各種路況發生所造成的影響，以驗證本行車導引系統和動態路徑調整

演算法的可行性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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