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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vehicle electric energy control system. When cars lose their efficacy in

electric energy system, it could offer immediate modification and warning to avoid more accidents, and to reduce the raising of social

cost and the threat of individual life & wealth. This research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vehicle starter system, vehicle charge system

and power-supply system to become the vehicle electric energy self-controlled system. The vehicle charge system provides 2 times

safety protection system and avoids having higher phenomenon of voltage because of charge system’s breakdown. Starter system

inspects the quality between storage battery and starter to supply the car owner find it as soon as possible. Power-supply system offers

the inspection of storage battery. There will be an important meaning to ensure safe driving on the way and to avoid serious

economic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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