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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十四章  圓環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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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分析流程 

圓環容量分析係在評定圓環容量並了解其服務水準。圖 14.1-1為圓環

容量分析流程。 

輸入資料

推算交織段車流分布

推算尖峰15分鐘
小客車流率

推算車種調整因素

推算交織段之
直進容量

估計坡度調整因素

選擇有無
快慢分隔

估計地區型態
調整因素

估計右轉調整因素

推算各交織段容量

推算圓環容量

估計車道寬調整因素

評估各交織段
服務水準

評估圓環
服務水準

推算各交織段
流量容量比

推算圓環
流量容量比

 

圖 14.1-1  圓環容量分析流程 



 

14-2 

14.2  操作說明 

14.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圓環容量分析程式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地區公

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圓環服務水準分析，如圖14.2-1所示。 

 

 

圖 14.2-1  圓環容量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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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分析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

為了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將頁面設計成數個工作群組，以下

說明各工作群組之細部操作。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將不

影響分析數值，故若為求分析便捷，可省略填寫本群組，如圖

14.2-2。 

 

 

圖 14.2-2  基本資料群組 

 

1. 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 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 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 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的

時間，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 圓環名稱：分析的圓環名稱。 

6. 圓環地點：分析圓環的所在位置。 

7. 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舊

專案則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 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 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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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幾何設計群組，共有輸入欄位、勾選標記、下拉選單及顯示欄位

各一，如圖 14.2-3。 

 

圖 14.2-3  幾何設計群組 

 

1. 路口數：屬輸入參數，指圓環之路口數，預設值 4，微調鍵調整

值 1。 

2. 有快慢分隔：屬輸入參數，若圓環具快慢分隔則勾選，若無則

省略此步驟。 

3. 地區型態：屬輸入參數，提供下拉選單供使用者選擇圓環設置

區位，選項為中心商業區或其他地區。 

4. 地區型態調整因素：由地區型態決定數值，為程式自動產出之

顯示標記。 

三、交織路段幾何資料群組，每一交織路段均需輸入 3 項欄位並產生

2項顯示標記，交織路段數目則視路口數而定，如圖 14.2-4。 

 

圖 14.2-4  交織路段幾何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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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道數：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之車道數，預設值 4。 

2. 平均車道寬(m)：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中各車道之平均寬度，

預設值 3.65。 

3. 車道寬調整因素(fw)：為顯示參數，衡量車道寬對流量的影響，

由平均車道寬決定數值，為一顯示標記。 

4. 路面坡度(%)：屬輸入參數，交織路段之路面坡度，用來決定坡

度調整因素數值，預設值 0。 

5. 坡度調整因素(fg)：為顯示參數，衡量坡度對流量的影響，預設

值 1.0。 

四、圓環圖示，當使用者輸入圓環幾何設計後將產生圓環示意圖，供

使用者於後續操作中對照參考，如圖 14.2-5。 

 

圖 14.2-5  圓環示意圖 

 

五、路口輸入資料群組，各路口有 2項輸入欄位，如圖 14.2-6。 

 

圖 14.2-6  路口輸入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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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各路口個別輸入，尖峰小時

係數將影響尖峰小時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設值

0.90。 

2. 行人衝突數(人/小時)：屬輸入參數，行人穿越交叉口將對車輛

進出圓環造成影響，預設值 50。 

六、流率流向分佈群組，各路口共有 8項輸入參數及 9項顯示欄位，

如圖 14.2-7及圖 14.2-8。 

 

圖 14.2-7  流率流向分布群組-1 

 

圖 14.2-8  流率流向分布群組-2 

 

1. 尖峰小時流率：屬輸入參數，從某路口進入圓環而從某路口離

開之車流率，在有快慢分隔之圓環需分別輸入快車道及慢車道

之車流率，快車道預設值 300、慢車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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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尖峰 15分鐘流率：屬顯示參數，路口輸入資料群組完成後按下

「執行計算」按鈕，即顯示出尖峰 15分鐘流率流向分布矩陣，

群組下方同時計算出進入路口尖峰總流率。 

七、交織路段分析結果群組，每路段均有 13個顯示標記，程式將自動

產出，如圖 14.2-9。 

 

圖 14.2-9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群組 

 

1. Vn1：交織段內側不交織之車流率。 

2. Vn2：交織段外側不交織之車流率。 

3. Vwa：經過交織段但不從交織段下方第一路口離開之交織車流

率。 

4. Vwb：經過交織段而從交織段下方第一路口離開之交織車流率。 

5. 交織段流率(V)：經過各交織段之總流率。 

6. 右轉率(r)：交織段下方第一個路口離開之車流率與總交織段流

率之比值。 

7. 右轉調整因素(fR)：由右轉率及行人衝突數決定數值。 

8. 直進容量(C)：交織段在只有直進車流時之容量。 

9. 交織折減因素(K)：交織對於容量的影響，手冊建議採用 2.0。 

10.交織折減容量(KVw2)：利用交織折減容量以調整直進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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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交織段容量(Cw)：各交織段之容量。 

12.交織段 V/C比：交織段之流量與容量比。 

13.交織段服務水準(LOS)：根據 V/C值訂定各交織段服務水準。 

八、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3項顯示標記，如圖 14.2-10。 

 

圖 14.2-10 分析結果群組 

 

1. 圓環容量(C)：圓環整體容量。 

2. 圓環 V/C比：圓環整體之流量容量比值。 

3. 圓環服務水準(LOS)：將圓環 V/C比查表即得圓環服務水準。 

而因圓環容量分析軟體較為老舊，分析結果群組欄位目前無法顯

示，本章節採用 Excel 計算檔提供輸入相關參數，分析圓環整體

容量、V/C比及服務水準。Excel計算檔請至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

區之下載專區中，圓環容量分析下載欄位下載「圓環容量計算

檔」，相關使用方式詳例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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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操作範例 

「圓環容量分析」子軟體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

驟自行輸入，或選擇「開啟舊檔」，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THCS\RoundAbout\samples\ROUNDABOUT1.ROF 

範例 2：C:\THCS\RoundAbout\samples\ROUNDABOUT2.ROF 

14.3.1  範例 1：三路口圓環 

一、緣起目的 

圓環之功用為提供車輛在交通量不大的情況下，尤其在行經多

條道路交叉的路口時，各方向車流能夠不受干擾的行進。圓環的造

型優美，若設計得當，可成為當地的重要地標，如臺北市的仁愛圓

環。 

二、計畫概述 

一圓環有 3 個路口，無快慢分隔，非位於中心商業區，圓環內

布設 3 車道，平均車道寬 3.5m，路面坡度 0%，尖峰小時流率如表

14.3-1所示。試根據上述條件，評估此圓環服務水準。 

 

表 14.3-1  範例 1流率資料表(三路口圓環) 

尖峰小時流率(pc/h) 
進入路口 

1 2 3 

離開路口 

1 0 574 579 

2 1,268 0 1,890 

3 820 1,835 0 

尖峰小時係數(PHF) 0.91 0.92 0.92 

行人衝突數(人/小時)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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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

容量」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即可。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3，無快慢分隔，非中心商

業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3，平均車道寬均

為 3.5m，路面坡度均為 0%。 

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91、0.92、0.92。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0。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分布，由路口 1 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離開圓環之流率為 0 vph、由路口 1進入圓環而由路口 2

離開圓環之流率為 1,268 vph…依此類推，最後所有輸入資

料將形成一個矩陣，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14.3-1所示。 

步驟 7：按下尖峰流向分布群組中「執行計算」按鈕，程式即產出

如圖 14.3-2所示之尖峰 15分鐘流率。 

步驟 8：圓環整體分析結果需使用「圓環容量計算檔.xlsx」進行分

析。將尖峰 15分鐘流率之總流率，依序輸入對應進入路口

或交織路段編號之數值於計算檔中之「進入路口尖峰流率

Q(pcu/h)」，進入路口 1之總離流率為 2,294 pcu/h、進入路

口 2為 2,619 pcu/h…依此類推。 

步驟 9：於計算檔中之「尖峰流率 V(pcu/h)」欄位中，依序將交織路

段分析結果「3.交織段流率(V)」I路段 4,348 pcu/h…依此

輸入。 

步驟 10：於計算檔中之「交織段容量 Cw(pcu/h)」欄位中，依序將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4.交織段容量(Cw)」I 路段  3,214 

pcu/h…依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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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及圓環整體輸出結果詳如圖 14.3-3 及圖

14.3-4，分析結果表單如圖 14.3-5所示，圓環容量 7,5340pcph，V/C

值為 1.01，服務水準 F級。 

 

 

圖 14.3-1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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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2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計算結果 

 

 

 

圖 14.3-3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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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4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整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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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5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1輸出圖 



 

14-15 

14.3.2  範例 2：六路口圓環 

一、計畫概述 

一圓環有 6 個路口，無快慢分隔，位於非中心商業區，圓環內

布設 5 個車道，平均車道寬 3.5m，路面坡度 0%，尖峰小時流率如

表 14.3-2所示。試根據上述條件，評估此圓環服務水準。 

表 14.3-2  範例 2流率資料表(六路口圓環) 

尖峰小時流率(pc/h) 
進入路口 

1 2 3 4 5 6 

離開路口 

1 0 0 0 0 29 107 

2 0 0 0 0 20 1,217 

3 0 0 0 313 1,856 226 

4 26 0 134 0 0 1,517 

5 0 0 1,858 211 0 1,048 

6 0 0 337 1,335 422 0 

尖峰小時係數(PHF) 0.84 0.80 0.92 0.94 0.93 0.92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

容量」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即可。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6，無快慢分隔，其他地

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5，平均車道寬均

為 3.5 m，路面坡度均為 0%。 

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84、0.80、0.92、0.94、0.93、0.92。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0。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分布，由路口 1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

離開圓環之流率為 0 vph、由路口 1進入圓環而由路口 2離

開圓環之流率為 0 vph…餘此類推，最後所有輸入資料將形

成一個矩陣，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14.3-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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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步驟 7：按下尖峰流向分布群組中「執行計算」按鈕，程式即產出

如圖 14.3-7所示之尖峰 15分鐘流率。 

步驟 8：圓環整體分析結果需使用「圓環容量計算檔.xlsx」進行分

析。將尖峰 15分鐘流率之總流率，依序輸入對應進入路口

或交織路段編號之數值於計算檔中之「進入路口尖峰流率

Q(pcu/h)」，進入路口 1之總離流率為 31 pcu/h、進入路口

2為 0 pcu/h…依此類推。 

步驟 9：於計算檔中之「尖峰流率 V(pcu/h)」欄位中，依序將交織路

段分析結果「3.交織段流率(V)」I路段 6,739 pcu/h…依此

輸入。 

步驟 10：於計算檔中之「交織段容量 Cw(pcu/h)」欄位中，依序將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4.交織段容量(Cw)」I 路段  6,525 

pcu/h…依此輸入。 

 

三、分析結果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及圓環整體輸出結果詳如圖 14.3-8 及圖

14.3-9，分析結果表單如圖 14.3-10所示。圓環容量 13,390 pcph，V/C

值為 0.86，服務水準 D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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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6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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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7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計算結果 

 

 

 

圖 14.3-8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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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9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整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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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10 圓環容量分析範例 2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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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手冊例題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個應用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

作步驟自行輸入，或於「圓環服務水準分析」子軟體選擇「開啟舊檔」，

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THCS\RoundAbout\samples\Sample1.ROF 

例題 2：C:\THCS\RoundAbout\samples\Sample2.ROF 

14.4.1  例題 1：無快慢分隔之圓環 

一、輸入條件 

以 2022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5.6節例題 1為操作範例，輸入資料

如表 14.4-1所示。 

表 14.4-1  例題 1流率資料表 

圓環地點：                                   時間：7:309:30 
調查者：                                     日期： 

圓環簡圖：                       
 
 

                      
 
 
 

 
 

有無快慢分隔：無 路口數：4 地區型態：非 CBD 

交織段編號 1 2 3 4 

車道數 3 3 3 3 

平均車道寬（m） 3.92 3.92 3.92 3.92 

交織段長（m） 39.0 40.0 40.0 38.0 

路面坡度（％） 0 0 0 0 

路口編號 1 2 3 4 

尖峰小時流率 
流向分佈(pcph) 

Q11 163 Q21 308 Q31 941 Q41 256 

Q12 403 Q22 150 Q32 191 Q42 457 

Q13 1,374 Q23 210 Q33 130 Q43 66 

Q14 129 Q24 247 Q34 275 Q44 51 

尖峰係數 0.92 0.91 0.95 0.90 

行人衝突數 5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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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

服務水準分析」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

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4，無快慢分隔，其他地

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3，平均車道寬均

為 3.92m，路面坡度均為 0%。 

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92、0.91、0.95、0.90。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50。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由路口 1 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 離

開圓環之流率為 163 vph、由路口 1進入圓環而由路口 2離

開圓環之流率為 403 vph…餘此類推，最後所有輸入資料將

形成一個矩陣。 

步驟 7：完成上述 6項步驟後，按下尖峰 15分鐘流率流向分布群組

中「執行計算」按鈕。 

步驟 8：圓環整體分析結果需使用「圓環容量計算檔.xlsx」進行分

析。將尖峰 15分鐘流率之總流率，依序輸入對應進入路口

或交織路段編號之數值於計算檔中之「進入路口尖峰流率

Q(pcu/h)」，進入路口 1之總離流率為 2,248pcu/h、進入路

口 2為 1,005 pcu/h…依此類推。 

步驟 9：於計算檔中之「尖峰流率 V(pcu/h)」欄位中，依序將交織路

段分析結果「3.交織段流率(V)」I路段 3,389 pcu/h…依此

輸入。 

步驟 10：於計算檔中之「交織段容量 Cw(pcu/h)」欄位中，依序將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4.交織段容量(Cw)」I 路段  3,553 

pcu/h…依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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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10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4.4-1~圖

14.4-3所示。圓環容量 6,740.4 pcph，V/C值 0.86，服務水準 D級，

與手冊的分析結果相同，僅有小數取位之些微差距。 

表 14.4-2  例題 1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圓環容量 6,740 pcph 6,740.4 pcph 

圓環 V/C值 0.86 0.86 

圓環服務水準 D級 D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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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1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1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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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2  圓環容量分析例題 1整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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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3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1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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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例題 2：有快慢分隔之圓環 

一、輸入條件 

以 2022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5.6節例題 2為操作範例，輸入資料

如表 14.4-3所示。 

表 14.4-3  例題 2流率資料表 

圓環地點：                                   時間： 
調查者：                                     日期： 

圓環簡圖：                

 
 
                                      
 
 
                           

有無快慢分隔：無 路口數：4 地區型態：非 CBD 

交織段編號 1 2 3 4 

車道數 4 4 4 4 

平均車道寬（m） 4.1 4.1 4.1 4.1 

交織段長（m） 38 37 38 38 

路面坡度（％） 0 0 0 0 

路口編號 1 2 3 4 

尖峰小時流率流向
分佈(pcph) 

Q11 

q11 

33 
16 

Q21 

q21 

335 
167 

Q31 

q31 

576 
289 

Q41 

q41 

193 
96 

Q12 

q12 
280 
140 

Q22 

q22 
29 
14 

Q32 

q32 
384 
192 

Q42 

q42 
318 
159 

Q13 

q13 
713 
356 

Q23 

q23 
332 
166 

Q33 

q33 
22 
11 

Q43 

q43 
218 
110 

Q14 

q14 
204 
103 

Q24 

q24 
407 
203 

Q34 

q34 
247 
124 

Q44 

q44 
19 
9 

尖峰係數 0.95 0.92 0.94 0.90 

行人衝突數 5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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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圓環

服務水準分析」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確定建立新

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圓環之幾何設計，路口數 4，有快慢分隔，其他地

區。 

步驟 3：輸入各交織路段資料，車道數均調整為 4，平均車道寬均

為 4.1m，路面坡度均為 0%。 

步驟 4：調整各交織段之尖峰小時係數，按編號順序分別輸入

0.95、0.92、0.94、0.90。 

步驟 5：輸入行人衝突數，各交織段均為 50pph。 

步驟 6：輸入尖峰小時流率流向分佈，因為快慢分隔，故需將快車

道及慢車道流率分開輸入。由路口 1 進入圓環並由路口 1

離開圓環之快車流率為 33 vph、由路口 1 進入圓環而由路

口 1 離開圓環之慢車流率為 16 vph…餘此類推，最後所有

輸入資料將形成快車道及慢車道各一個矩陣。 

步驟 7：完成上述 6項步驟後，按下尖峰 15分鐘流率流向分佈群組

中「執行計算」按鈕。 

步驟 8：圓環整體分析結果需使用「圓環容量計算檔.xlsx」進行分

析。將尖峰 15分鐘流率之總流率，依序輸入對應進入路口

或交織路段編號之數值於計算檔中之「進入路口尖峰流率

Q(pcu/h)」，進入路口 1之總離流率為 1,943pcu/h、進入路

口 2為 1,797 pcu/h…依此類推。 

步驟 9：於計算檔中之「尖峰流率 V(pcu/h)」欄位中，依序將交織路

段分析結果「3.交織段流率(V)」I路段 3,563 pcu/h…依此

輸入。 

步驟 10：於計算檔中之「交織段容量 Cw(pcu/h)」欄位中，依序將

交織路段分析結果「4.交織段容量(Cw)」I 路段  4,721 

pcu/h…依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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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7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4.4-4~圖

14.4-6所示。圓環容量 9,036.8pcph，V/C值 0.77，服務水準 C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4.4-4，由於小數進位數

的關係導致圓環容量略有差異，最後服務水準同樣判定為 C級。 

表 14.4-4  例題 2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圓環容量 9,037 pcph 9,036.8pcph 

圓環 V/C值 0.77 0.77 

圓環服務水準 C級 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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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4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2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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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5  圓環容量分析例題 2整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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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6  圓環容量手冊例題 2輸出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