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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析流程 

方法分析對象分為「平坦路段」與「坡度路段」，前者可採用分析性

模式之公式及圖表分析，後者則需仰賴模擬模式分析。 

以下分別針對「平坦路段」及「坡度路段」說明分析流程。 

一、平坦路段分析流程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為平坦路段與坡度路段，其中平坦路段包含

無坡度路段、下坡路段，及代表性重車爬行後，速率下降不超過 5 公

里/小時之上坡路段，又平坦路段可分為不開放路肩與開放路肩兩種模

式，可用分析性模式評估道路服務水準；而坡度路段因其交通運作較

為複雜，需利用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估計容量並評估服務水

準。 

平坦路段之分析流程如圖 3.1-1所示，主要影響因素包含道路幾何

設計與需求流率，道路幾何設計因素包含速限、車道數及路肩是否開

放。需求流率因素則包含尖峰小時流率、尖峰小時係數、各車種之小

車當量及車種組成比例，再將需求流率轉換為每車道之平均對等小車

流率，以瞭解尖峰各車道之尖峰 15分鐘交通運轉情況，並推估該流率

下之平均速率。 

經由上述步驟完成各車道類型之計算後，則可求得分析路段之服

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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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且路段平坦之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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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坡度路段分析流程 

採用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評估坡度路段服務水準，其評

估流程如圖 3.1-2 所示。輸入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的項目與

分析性模式相似，可分為道路幾何設計及需求流率兩類。幾何設計資

料除前述分析性方法採用的項目外，另需要依評估個案狀況輸入坡度

與路肩或爬坡道等幾何設計資料。 

由於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的輸出結果不包括直接的容量

估計值，因此容量的估計必須透過多次模擬，確定車流已呈不穩定狀

況，而且輸出流率沒有再持續上升之可能，進入不穩定狀態前的最大

流率即可代表容量的估計值。建議模擬道路容量的流率變化應如圖

3.1-3所示，以該案例而言，不斷提高輸入流率，直到輸出流率收斂在

一定的流率區間。 

 

圖 3.1-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之坡度路段分析流程 
 

如前所述，為求得前述車流進入不穩定狀態前的最大流率，子軟

體之演算邏輯，如圖 3.1-4所示。該演算邏輯預設進行 50次演算，由

50 輛/小時/車道開始進行模擬，每次模擬的輸入流量增加 50 輛/小時/

車道，並取輸出流率最大值作為模擬的容量值。藉由此演算邏輯，幫

助使用者簡化操作 THCS軟體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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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容量估計示意圖 
 
 
 

 

圖 3.1-4  「坡度路段」容量演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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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操作說明 

因應軟體長期維護需求，本子軟體程式以.NET Framework進行開發，

該軟體包含許多應用功能之迅捷開發技術，較能提升輸出入介面的親和

力。操作說明如下。 

一、 啟動分析程式 

本子軟體分析程式啟動路徑：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

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如圖 3.2-1所示。 

 
 

 

圖 3.2-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性程式啟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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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依路段性質分為兩種分析方法，故啟動程式後，程

式出現彈跳視窗，如圖 3.2-2 所示，提供使用者自主判斷分析路段屬性。

選擇路段類型後，進入程式使用介面，後續介紹使用者介面架構，並詳細

說明兩種分析方法的資料輸入欄位。 

 

圖 3.2-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程式評估方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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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程式架構說明 

配合其他子軟體使用介面設定架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軟體擬

同樣以頁籤式畫面呈現，並分為「基本資料」、「資料分析」、「參

考資料」與「分析報表」等頁籤。整體架構上，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子

軟體無論是平坦路段及坡度路段使用的兩種分析方法，其頁籤呈現原

則皆一致，僅在輸入路段資料的「資料分析」依資料需求項目有所不

同，以下分別就各頁籤進行說明： 

(一) 「基本資料」頁籤 

「基本資料」係供使用者輸入日期、分析對象、計畫概述、

分析者等資訊之介面，如圖 3.2-3所示。 

(二) 「資料分析」頁籤 

「資料分析」頁籤是本子軟體之主要分析介面，使用者可於

本畫面輸入各項欄位，包括分析路段幾何設計、需求流率等資料，

於輸入後，程式可自動計算與判斷，並將輸出結果呈現於畫面下

方。由於容量分析方法分為平坦路段及坡度路段兩種，兩分析方

法所需輸入資料略異，畫面呈現也略有不同，平坦路段程式之運

轉分析與規劃及設計分析畫面如圖 3.2-4與圖 3.2-5所示，坡度路

段程式畫面如圖 3.2-6所示，後續分別於 4.2.1及 4.2.2小節詳細介

紹兩分析方法的輸入欄位。 

(三) 「參考資料」頁籤 

「參考資料」頁籤係呈現本子軟體之重要參照資料，如圖 3.2-7

所示。 

(四) 「分析報表」頁籤 

「分析報表」頁籤即輸入資料與程式分析結果之彙整，如圖

3.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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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畫面—「基本資料」頁籤 
 

 

圖 3.2-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畫面—「資料分析」中平坦路段 

之運轉分析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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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畫面—「資料分析」中平坦路段 

之規劃及設計分析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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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畫面—「資料分析」頁籤(坡度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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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畫面—「參考資料」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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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分析畫面—「分析報表」頁籤 

 

 



 

3-13 

3.2.1  平坦路段 

以下針對主要之分析介面-「資料分析」頁籤進行詳細介紹。 

一、輸入欄位 

(一) 道路幾何設計設定群組，如圖 3.2-9 所示，以下茲就各欄位說

明： 

1. 單向車道數：分析路段之單向車道數總計。 

2. 車道寬：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單位為公尺。本欄位不影響

容量分析結果，僅作為分析報表中道路幾何資訊之呈現。 

3. 路肩寬：分析路段之路肩寬度，單位為公尺。本欄位不影響

容量分析結果，僅作為分析報表中道路幾何資訊之呈現。 

4. 開放路肩與否：提供使用者選擇分析之路段是否開放路肩通

行。 

5. 小車速限：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 

6. 平均自由速率：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或是平均自由速率，單

位為公里/小時。 

 

圖 3.2-9  平坦路段「幾何設計」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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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求流率群組，如圖 3.2-10所示，以下茲就各欄位說明： 

1. 單向流量(Q)：分析路段之尖峰小時流量，單位為車輛數/小

時。 

2. 尖峰小時係數(PHF)：用以推估路段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

使用者自行輸入，單位為車輛數/小時。根據公路容量手冊，

高速公路之尖峰小時係數為 0.85~0.95之間，此欄位之初始值

設定為中間值 0.90，使用者亦可根據路段實際調查狀況調整

數值。 

3. 尖峰 15分鐘需求流率(Q15)：分析路段尖峰 15分鐘流率，單

位為輛/小時。如無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則可用尖峰小時

流率及尖峰小時係數推算。 

 

圖 3.2-10 平坦路段「需求流率」欄位示意圖 

 

(三) 各車種小車當量群組，如圖 3.2-11所示： 

1. 速率：分析路段之平均行駛速率，單位為公里/小時。 

2. 小車當量：分析路段之大車、四軸聯結車轉換為小車單位之

當量值。欄位根據使用者所輸入之平均行車速率，套用方法

論之計算公式求得，使用者亦可根據需求修改當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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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 平坦路段「各車種小車當量」欄位示意圖 

 

(四) 車種比例群組，如圖 3.2-12所示： 

1. 車種比例：分析路段車流中，小型車、大車及四軸聯結車占

總車輛數之比例。 

 

圖 3.2-12 平坦路段「車種比例」欄位示意圖 

 

二、輸出欄位 

分析結果群組之欄位，如圖 3.2-13 所示，以下茲就各欄位進行

說明： 

1. 每車道平均對等小車流率(Qe)：分析路段所有車種轉換為小車單

位之流率，單位為小車/小時/車道。 

2. 容量(Qmax)：分析路段之容量，單位為小車/小時/車道。 

3. 平均自由速率(Vf)：分析路段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單位為

公里/小時。 

4. 平均速率(V̅)：現場調查之平均行車速率，或由速率-流率關係圖

求得之平均速率，單位為公里/小時。 

5. V/C(Qe/Qmax)：每車道平均對等小車流率除以容量得到之比值。 

6. 平均速率/速限(V̅/VL)：平均速率與速限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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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務水準(LOS)：根據 V/C、平均速率與速限之比值查表後所得

之服務水準。 

 

圖 3.2-13 平坦路段「分析結果」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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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平坦路段-批次分析 

考量使用者若同時需分析較多路段時，需使用批次分析，因此本子

軟體依平坦路段之架構為基礎，新增批次分析功能，以利使用者同時

進行多路段之分析。 

批次分析功能可於進入平坦路段分析介面後，點選工具列之「檔案」

→「批次分析」開啟，如圖3.2-14所示。開啟後系統左上方呈現「資料

輸入」、「分析結果」及「分析報表」等頁籤。點選下方「新增路段」

則可增加欲分析之路段數，反之點選「刪除路段」則可刪除不需要之路

段，點選「複製路段」則可快速複製路段性質。右上方之「匯入 CSV」

可將批次分析結果之 CSV 檔匯入檢視、「匯出 CSV」則可將路段分析

結果以 CSV檔匯出，如圖3.2-15所示。 

以下就各頁籤分別進行說明： 

一、「資料輸入」頁籤 

「資料輸入」為批次分析之主要分析介面，其輸入欄位包含：

路段名稱、方向、單向車道數、開放路肩與否、速限、平均自由速

率、單向流量、尖峰小時係數、平均行車速率、大車當量、四軸聯

結車當量、小車比例、大車比例及四軸聯結車比例，輸入項目及定

義與平坦路段分析系統之輸入欄位相同，詳如圖 3.2-16所示。 

二、「分析結果」頁籤 

「分析結果」頁籤係呈現路段之分析結果，輸出欄位包含路段

名稱、方向、每車道平均對等小車流率、容量、V/C、速限、平均

行車速率/速限、服務水準等欄位，亦與平坦路段分析系統之輸出欄

位及定義相同，詳如圖 3.2-17所示。 

三、「分析報表」頁籤 

「分析報表」頁籤係利用「分析結果」以報表附加浮水印方式

呈現，詳如圖 3.2-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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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4 平坦路段-批次分析開啟方式 

 

 

圖 3.2-15 平坦路段-批次分析開啟畫面 

 

 

圖 3.2-16 平坦路段-批次分析「資料輸入」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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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7 平坦路段-批次分析「分析結果」欄位 

 

 

圖 3.2-18 平坦路段-批次分析「分析報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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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坡度路段 

以下針對主要之分析介面─「資料分析」頁籤進行詳細介紹。 

一、 輸入欄位 

(一) 節線設定群組，如圖 3.2-19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圖 3.2-19 坡度路段「節線設定」欄位示意圖 

 

1. 節線長度：即分析路段之長度，單位為公里。 

2. 車道數：分析路段之車道數。 

3. 車道寬：分析路段之車道寬度，單位為公尺。本欄位不影響

容量分析結果，僅作為分析報表中道路幾何資訊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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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路肩寬：分析路段之外側路肩寬度，單位為公尺。本欄位

不影響容量分析結果，僅作為分析報表中道路幾何資訊之呈

現。 

5. 開放路肩與否：根據實際情況勾選路段是否開放路肩行駛，

以決定軟體套用方法論中路肩未開放或開放路肩行駛之流率

與速率代表性關係公式。 

6. 速限：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 

7. 小車自由速率：分析路段小車之自由速率，單位為公里/小

時。 

8. 大車速限：分析路段之大車速限，單位為公里/小時。因目前

臺灣高速公路大車速限皆為 90 公里/小時，因此此欄位設定

為固定值 90公里/小時。 

9. 容量：分析路段之容量，單位為小車/小時/車道。容量值根

據輸入之道路幾何條件，對照至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之容量

值，使用者亦可自行調整所需之容量值。 

10. 臨界速率：分析路段之臨界速率，單位為公里/小時。臨界速

率值亦可根據輸入之道路幾何條件，對照至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之臨界速率值。 

11. 路肩或爬坡道：分析路段之路肩或爬坡道資料，包括位於路

段中的位置、起迄點與分析路段起點距離、車道數、車道

寬，如圖 3.2-20所示。 

12. 坡度：點選坡度右側的設定按鈕，會跳出坡度設定視窗，可

輸入分析路段之坡度資料，如圖 3.2-21 所示。可選擇坡度，

輸入坡度起迄點與分析路段起點距離、坡度；或是選擇高

程，輸入坡度變化的起迄點位置與高程。目前公路交通系統

模擬(HTSS)模式限制一節線僅能設定 50筆坡度資料。 

13. 保留/專用道：點選保留/專用道右側的設定按鈕，會跳出保

留/專用道設定視窗，可設定車道是否有車種管制，如圖

3.2-22所示。 

目前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限制一車道管制車種數



 

3-22 

不超過 3 種，於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模式中，可設定車種包括小

車、遊覽車、公車、大貨車、半聯結車、全聯結車。 

車道之使用車種管制方式選項包括「非專用道」、「必須

使用，其他車種不能進入」、「HOV 車道」、「一般車道及

HOV車道除外，特定車種可用也可不用」，並預設為「非專用

道」。「必須使用，其他車種不能進入」意指特定車種必須使

用之車道，其他車種不能進入，例如於 2019年 4月前未開放小

車通行之國道末端貨櫃車專用道，貨櫃車及聯結車須利用此專

用道進出高雄港區；而目前臺灣高速公路雖無此類型專用道，

但考量規劃及設計之彈性，故保留此管制方式於軟體中。 

「HOV車道」指專供乘載多人(2人以上)之汽車所行駛的車

道，其中特定車種可隨意進出之車道，其他車種不能使用，例

如國道 1 號五楊高架路段之高乘載專用道，僅提供計程車、大

客車、乘載 3 人以上之自小客車使用，且由於該車道部分路段

劃設白虛線與白實線並列，提供車輛於部分路段可變換車道。 

「一般車道及 HOV車道除外，特定車種可用也可不用」指

特定車種可用也可不用之車道，但一進入必須走完全程，其他

車種不能使用，例如路肩僅提供限往出口之小車通行，往出口

之小車可自行選擇是否行駛路肩，若行駛路肩後僅能走完全程

通往出口處。 

 

 

 

圖 3.2-20 坡度路段「路肩或爬坡道設定」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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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1 坡度路段「坡度設定」欄位示意圖 

 

 

 

圖 3.2-22 坡度路段「保留/專用道設定」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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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點設定群組，如圖 3.2-23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流率：分析路段尖峰流率，單位為輛/小時。如無尖峰 15 分

鐘需求流率，則可用尖峰小時流率及尖峰小時係數推算。 

2. 路段中各車種比例：分析路段車流中小車、大車及聯結車占

總車輛數之比例。 

 

 

圖 3.2-23 坡度路段「節點設定」欄位示意圖 

 

(三) 模擬作業設定群組，點選圖 3.2-19 畫面上兩節線輸入欄位中間

之船舵圖形，即跳出模擬作業設定視窗，如圖 3.2-24 所示。茲

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模擬作業次數：設定單次執行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

時欲重覆模擬的次數，每次模擬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

式會使用用不同亂數，目前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限

制作業次數為 30次以內。模擬作業次數越多，則模擬結果受

極端值影響越小，不過模擬耗時越長，一般建議模擬作業次

數至少 4次以上。 

2. 模擬時段：設定每次模擬作業之模擬時段數，目前公路交通

系統模擬(HTSS)模式限制除 1次熱機時段外，最多可設定 29

個熱機時段之後的時段。模擬時段數越多，車流狀態越穩

定，則模擬結果受極端值影響越小，不過模擬耗時越長，一

般建議模擬作業次數至少 2次以上。 

3. 熱機時間：由於模擬開始不久之期間內，車流尚未達正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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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故建議模擬時應先設定一段熱機時間，並且不蒐集該時

段之模擬數值資料。原則上，熱機時間最少須等於一輛車走

完全程所需的時間。故本軟體直接利用使用者輸入之模擬節

線長度及速限，推估預期速率及所需之熱機時間。 

4. 熱機後每一模擬時段：輸入模擬時段之長度。 

5. 偵測器設定：輸入模擬路段上偵測器個數及位置。此處偵測

器非指實際道路上 VD 偵測器等交控設施，其設定目的在於

蒐集通過模擬過程中偵測站車輛的流率、空間平均速率、時

間平均速率及各車種之百分比，當路段有坡度、平曲線時，

透過模擬模式中偵測器的設定，可協助使用者進一步了解路

段上任一點交通狀況，以進行交通分析及改善策略研擬。目

前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模式限制每一節線最多可設置 10

個車輛偵測器。 

 

圖 3.2-24 坡度路段「模擬作業設定」欄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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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輸出欄位 

分析結果群組，其畫面如圖 3.2-25所示。茲就各欄位說明如下： 

1. 輸入-輸出流率圖形：呈現多次模擬後的結果，供使用者參考帶

入模擬的流率變化。 

2. 顯示輸出流率值：點選輸入-輸出流率圖形右下角「顯示輸出流

率值」，跳出視窗，如圖 3.2-26所示。 

2. 平均自由速率：分析路段所有車輛之平均自由速率，單位為公

里/小時。 

3. 平均速率：以速率-流率曲線得到之平均速率，或模式模擬結果，

單位為公里/小時。 

4. 平均速率/速限：分析路段之平均速率與路段速限之比值。 

5. 容量：程式根據 4.1節所提演算邏輯，反覆疊加帶入模擬模式的

輸入流率值，並依輸出結果提供路段容量，單位為車輛數/小時。 

6. 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尖峰 15 分鐘分析路段之流率，單位為

車輛數/小時。 

7. V/C：尖峰 15分鐘需求流率除以容量得到之比值。 

8. 服務水準：利用 V/C、平均速率與速限比值計算結果查表後得

到之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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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5 坡度路段「分析結果」欄位示意圖 

 

圖 3.2-26 坡度路段「顯示輸出流率值」欄位示意圖 

 

三、HTSS模擬模式檔案檢視 

點選工具列「模式」如圖 3.2-27，選擇「檢視模式輸入檔」可

開啟軟體製成之模擬模式輸入檔(檔案格式為.txt之純文字檔)，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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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選擇「檢視模式輸出檔」可開啟軟體公路交通系統模擬(HTSS)

模式模擬結果之輸出檔(檔案格式為.txt之純文字檔)，如圖 3.2-29。 

 

 

圖 3.2-27 坡度路段模擬模式檔案開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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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8 坡度路段 HTSS模擬模式輸入檔示意圖 

 

 

圖 3.2-29 坡度路段 HTSS模擬模式輸出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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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手冊例題 

手冊第四章「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中提供 6個例題。其中例題 3~例題

5 屬於路段性質、上坡行車距離及坡長之計算，非容量分析問題，因此本

節針對手冊例題 1、例題 2及例題 6說明軟體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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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 1：C:\THCS\FREEWAY\samples\Sample1.fw111 

例題 2：C:\THCS\FREEWAY\samples\Sample2.fw111 

例題 6：C:\THCS\FREEWAY\samples\Sample6.fw111s 

一、例題 1 

(一) 例題描述 

一平坦路段設計年之預期單向尖峰小時流量為 3,500 輛/小

時，其中 10%為大型車輛(包括大客車、大型單體貨車及聯結車)。

尖峰小時係數為 0.9，路段之速限為 90公里/小時，路段平均自由

速率的估計值為 100 公里/小時，設計年尖峰 15 分鐘的服務水準

不能低於 C2，試估計所需一般車道之車道數。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根

據路段特性，點選「平坦路段」，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

開啟新專案。 

步驟 2： 

於上方分析工作之分析型態中點選「規劃及設計分析」。

幾何設計區塊中，車道數首先以最低之 2車道為基礎開始分析，

而因例題中未給定車道寬及路肩寬，因此採用預設值車道寬

3.65 公尺及路肩寬 3 公尺，「開放路肩」點選否，小車速限拉

選至 90公里/小時，平均自由速率拉選至 100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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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單向設計流量輸入 3,500輛/小時，尖峰小時係數輸入 0.9，

尖峰 15分鐘流率自動計算出 3,889輛/小時。 

步驟 4： 

各車種小車當量區塊中，大車及四軸聯結車之小車當量採

用容量手冊所建議之 1.4。車種組成比例小型車輸入 90%、大型

車 10%。 

步驟 5： 

檢視分析結果，服務水準已呈現 F-級，不符合設計年尖峰

15 分鐘 C2 之服務水準等級，故將車道數調整至 3 車道，其餘

參數同上述。 

(三) 分析結果 

完成車道數之調整，輸入及分析結果畫面如圖 3.3-1所示，每

車道平均對等小車流率為 1,348 小車/小時/車道，容量為 1,850 小

車/小時/車道，平均行車速率 95.9 公里/小時，V/C 為 0.73、平均

速率與速限比值為 1.07，服務水準為 C1級，因此單向 3車道符合

設計年 C2級之要求。 

本程式之分析結果與公路容量手冊第四章「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例題 1之運算結果一致。 

二、例題 2 

(一) 例題描述 

承例題 1，路段有 3 車道，其容量為 1,850 小車/小時/車道，

平均速率為 95.9公里/小時。如果在尖峰時將此路段之路肩開放，

試評估對容量及平均速率之影響。 

(二) 操作步驟 

利用例題 1之檔案，於幾何設計區塊之「開放路肩」點選「是」，

即可分析例題 2尖峰時段開放路肩行駛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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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及分析結果畫面如圖 3.3-2所示，每

車道平均對等小車流率為 1,011 小車/小時/車道，容量為 1,650 小

車/小時/車道，平均行車速率 95.9 公里/小時，V/C 為 0.61、平均

速率與速限比值為 1.07，服務水準為 C1 級，平均速率與例題 1

未開放路肩相同。 

本程式之分析結果與公路容量手冊第四章「高速公路基本路

段」例題 2之運算結果一致。 

 

 

圖 3.3-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例題 1輸入與分析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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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例題 2輸入與分析結果畫面 

 

三、例題 6 

(一) 例題描述 

於「臺灣公路容量分析專區」網站提供公路交通系統模擬

(HTSS)模式之執行檔及模擬單向 2 車道高速公路之輸入檔範例，

其檔名為 Free2L.txt，此範例所模擬之路網如圖 3.3-3 所示。如果

節線 2為一上坡，其坡度為 3.5%，欲從節點 610進入節線 1之後

在節線 2爬坡之車流中，80%是小車，20%是半聯結車，其他狀況

與 Free2L.txt所代表之狀況相同，試用執行檔及 Free2L.txt估計節

線 2之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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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高速公路模擬路網示意圖 

 

(二) 操作步驟 

步驟 1：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根

據路段特性，點選「坡度路段」，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

開 啟 新 專 案 ； 或 由 「 開 啟 舊 檔 案 」 ， 選 擇 路 徑 ：

C:\THCS\FREEWAY\samples\Sample6.fw111s開啟檔案。 

步驟 2： 

例題 6 中欲評估之節線 2 容量，於高速公路基本路段軟體

子軟體中設定為節線 1，故本例題於軟體中針對節線 1參數進行

調整。 

根據手冊例題 6 題意，於進階設定欄位中，點選「坡度」

之設定按鈕，進入設定畫面後，點選上方「坡度」，並拉選坡

度路段個數 1，於畫面下方輸入坡度路段起點 0 公里、坡度路

段終點 2.6 公里、坡度 3.5%，設定完成後點選「確定」，輸入

畫面如圖 3.3-4所示。 

步驟 3： 

於節點設定欄位中，修改熱機時段及模擬時段 2 之車種組

成比例，將小車比例調整為 80%、半聯結車比例 20%，其他車

種皆為 0%，輸入畫面如圖 3.3-5所示。 

步驟 4： 

因本軟體每次模擬係提升需求流率，進行 50次容量估計，

故完成上述設定後，可直接點選「執行模擬」估計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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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例題 6坡度設定 

 

 

圖 3.3-5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例題 6節點設定 

 

(三) 分析結果 

完成模擬後，由圖 3.3-6 及圖 3.3-7 中，軟體分析結果流率輸

入及輸出圖可知，輸出流率之最大值為 3,210 輛/小時，此為軟體

節線 1(對照至例題 6節線 2)之容量估計值。與公路容量手冊例題

6 所估計之容量 3,600 輛/小時相近，僅些微差距，係因各次模擬

結果皆有些微差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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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例題 6輸入畫面與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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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例題 6輸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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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操作範例 

本節設計兩操作範例，協助使用者了解軟體使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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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WAY\samples\Freeway01.fw111 

範例 2情境 1：C:\THCS\FREEWAY\samples\Freeway02-1.fw111s 

範例 2情境 2：C:\THCS\FREEWAY\samples\Freeway02-2.fw111s 

一、範例 1：平坦路段(分析性模式) 

(一) 例題描述 

一平坦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單向有 3車道，車道寬為 3.65公

尺，路肩寬為 3公尺，路段速限為 110公里/小時。經現場調查，

單向需求流率為 3,600 輛/小時，平均行車速率為 85 公里/小時，

車種組成小車比例為 92%、大車為 6%及聯結車 2%，尖峰小時係

數 0.9，試估計車道容量及路段服務水準。 

(二) 操作步驟 

步驟一：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根

據路段特性，點選「平坦路段」，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

開啟新專案。 

步驟二： 

選擇運轉分析後，於幾何設計區塊之單向車道數輸入 3，車

道寬輸入 3.65公尺，路肩寬輸入 3公尺，開放路肩選擇「否」，

小車速限拉選至 110公里/小時，平均自由速率則根據所輸入之

速限自動對照至容量手冊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之平均自由速率建

議值 115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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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於需求流率區塊之單向流量輸入 3,600 輛/小時，尖峰小時

係數輸入 0.9，尖峰 15 分鐘流率自動根據輸入之需求流率及尖

峰小時係數，自動計算出結果為 4,000輛/小時。 

步驟四： 

平均行車速率輸入 85公里小時，各種車種之小車當量會自

動計算，並顯示於小車當量欄位，大車當量值為 1.19，四值聯

結車當量值為 1.27。 

步驟五： 

於車種比例區塊分別輸入小型車 92%、大車 6%及四軸聯結

車 2%。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如圖 3.4-1所示，輸出報表如圖

3.4-2所示。每車道平均對等小車流率為 1,356小車/小時/車道，容

量為 2,000小車/小時/車道，平均自由速率為 115公里/小時，V/C

值為 0.68，平均速率與速限之比值為 0.77，路段服務水準為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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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1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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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1輸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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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例 2：坡度路段(模擬模式) 

(一) 例題描述 

一長 4公里，雙向各 2車道之高速公路基本路段，車道寬 3.6

公尺，路肩寬 3 公尺，路段的速限為 90 公里/小時，平均自由速

率 100公里/小時，臨界速率 90公里/小時，A方向至 B方向為一

3%之上坡路段，尖峰需求流率為 2,400 輛/小時，其中小車約占

60%、大客車 2%、大貨車 15%、半聯結車 23%。從 A往 B方向

之縱面線形如圖 3.4-3所示。 

情境 1：試估計路段容量、平均速率及服務水準。 

情境 2：若加一 3.5公尺寬爬坡車道，並限制僅大型車可使用爬坡

道，且大型車必須使用外側爬坡車道。試與情境 1 結果

比較路段容量、平均速率及服務水準。 

 

 

圖 3.4-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分析路段縱面線形

示意圖 

 

(二) 操作步驟 

情境 1： 

步驟一： 

建立新專案。從開始功能表開啟軟體，路徑為開始功能表/

所有程式/臺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根

據路段特性，點選「坡度路段」，選擇「建立新專案」，確認

開啟新專案。 

步驟二： 

輸入節線基本設定。於節線 1 輸入節線長度 4.00 公里，車

道數輸入 2，車道寬輸入 3.60公尺，外路肩寬輸入 3.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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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限拉選至 90公里/小時，小車自由速率、容量及臨界速率之值

會根據所輸入之速限，自動對照至容量手冊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之流率速率代表性關係模式，若使用者有相關資料亦可自行輸

入，輸入畫面如圖 3.4-4所示。 

步驟三： 

輸入進階設定，設定坡度。點選節線 1之「坡度」設定鈕，

於坡度路段設定視窗中選擇「坡度」，下拉選擇 1個坡度路段，

節線一表格輸入起點為 0.00公里，終點為 4.00公里，坡度 3.0%，

輸入畫面如圖 3.4-5所示。 

步驟四： 

輸入節點設定。節點 610 兩模擬時段的流率皆為 2,400 輛/

小時，車種比例設定為小車 60%、大客車 2%、大貨車 15%、半

聯結車 23%，輸入畫面如圖 3.4-6所示。 

步驟五： 

點選介面上的船舵圖形，跳出模擬作業設定視窗。依據問

題描述，設定偵測器位置於終點 4.00公里，輸入畫面如圖 3.4-7

所示。 

步驟六： 

點選執行模擬，軟體自動啟動 2021HTSS模擬程式，並執行

容量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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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2： 

步驟一： 

利用情境 1 之檔案，點選「路肩或爬坡道」設定，依據問

題描述，「開放路肩及爬坡道行駛之個數」拉選至 1，於編號 1

之橫列，車道種類選擇「爬坡道」，起點輸入 0.00公里，終點

4.00公里，車道數 1，車道寬 3.5公尺，輸入畫面如圖 3.4-8 所

示。 

步驟二： 

點選「保留/專用道」設定。依據問題描述，「路肩或爬坡

道 1」之管制方式選擇「必須使用，其他車種不能進入」，並於

使用車種 1~3 中，依序選擇遊覽車、大貨車及半聯結車，輸入

畫面如圖 3.4-9示。 

步驟三： 

點選執行模擬，軟體自動啟動 2021HTSS模擬程式，並執行

容量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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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輸入畫面(所有情境) 

 

 

圖 3.4-5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坡度設定(所有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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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節點流率與車種比例設定(所

有情境) 

 

 

圖 3.4-7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偵測器設定(所有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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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爬坡道設定(情境 2) 

 

 

圖 3.4-9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保留/專用車道設定(情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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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情境 1、2 輸出結果分別如圖 3.4-10~圖

3.4-13 所示。情境 1 中，路段容量為 3,200 輛/小時，平均速率為

85.8公里/小時，V/C值為 0.75，平均速率與速限比值為 0.95，路

段服務水準為 C1；從情境 1的偵測器設定，可了解大車在坡度路

段的速率變化。偵測器的輸出結果需直接閱讀模式的輸出檔案，

檔案可從工具列選擇「模式」→「檢視模式輸出檔」開啟，如圖

3.4-11所示，車道 1(外側車道)的速率為 78.7公里/小時、車道 2(內

側車道)為 89.8 公里/小時，且從車種比例可知，大車全部行駛車

道 1(外側車道)。 

  情境 2 為上坡路段設置爬坡道後之改善狀況，其路段容量為

3,740車輛數/小時，平均速率為 95.7公里/小時，V/C值為 0.64，

平均速率與速限比值為 1.06，路段服務水準為 C1；情境 2的偵測

器結果如圖 3.4-13，車道 1(外側車道)的速率為 92.0 公里/小時、

車道 2(內側車道)為 98.5 公里/小時，爬坡道無偵測器之結果，但

從車道 1、2之車種比例可知，大車將全部行駛爬坡道。 

  比較情境 1與情境 2，雖路段服務水準皆為 C1級，但設置爬

坡道後容量有些微增加，且路段的平均速率有顯著提升，平均速

率由 85.8 公里/小時提升至 95.7 公里/小時，表示在大型車或聯結

車比例高之上坡路段增設爬坡道，能改善車輛行車速率。由於模

擬模式每次模擬結果略有差異，故使用者模擬結果亦可能與圖

3.4-10~圖 3.4-13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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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分析結果輸出圖(情境 1) 

 

 

圖 3.4-11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偵測器資料輸出檔(情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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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2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分析結果輸出圖(情境 2) 

 

 

圖 3.4-1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範例 2偵測器資料輸出檔(情境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