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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析流程 

進口匝道與出口匝道的分析方式不同，進口匝道匯流路段是以內車道

服務水準作為分析的標準，出口匝道分流路段是以第 1車道及最內側車道

服務水準作為分析的標準。圖 4.1-1為進口匝道路段分析流程，圖 4.1-2則

為出口匝道路段分析流程。 

 

圖 4.1-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路段分析流程 

 

輸入尖峰15分鐘主線
在併入點之小車需求流率(Qfc)

訂定分析對象之幾何設計

輸入尖峰15分鐘匝道
在併入點之小車需求流率(Qrc)

輸入尖峰15分鐘主線
在併入點之大車需求流率(Qft)

估計大車調整因素

評估服務水準

輸入尖峰15分鐘加速車道上
小車流率(Qac)

估計各內車道小車佔主線
小車百分比

估計檢核點內車道流率(qi)

估計檢核點內車道之
大車比例(Pt)

估計相當於基本狀況下之
流率(qe)

估計相當於基本狀況下之
平均速率

估計內車道 V/C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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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路段分析流程 

推算第1車道之流率

推算第1車道尖峰小時
重車之需求流率

推算最內側車道尖峰小時
需求流率

推算最內側車道尖峰小時
重車之需求流率

估計平均速率

推算第1車道
在基本狀況下尖峰15分鐘之

對等需求流率

推算最內側車道之
車種調整因素

推算第1車道之
車種調整因素

推算密度

推算最內側車道
在基本狀況下尖峰15分鐘之

對等需求流率

推算佔有率 評估服務水準

求算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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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操作說明 

4.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高速公路匝道路段分析程式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

灣公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分析，如圖4.2-1所

示。 

 

圖 4.2-1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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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分析型態選擇 

分析型態有「進口匝道匯流路段」和「出口匝道分流路段」兩項選

擇，如圖4.2-2。 

 

圖 4.2-2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分析路段選擇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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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

以下分別說明進口匝道與出口匝道工作群組之詳細操作。 

一、進口匝道匯流路段分析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4.2-3，欄位的

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省略。 

 

圖 4.2-3  進口匝道-基本資料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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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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匝道名稱：分析匝道的名稱或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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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幾何設計群組，共有 5 個輸入欄位及 1 個進口匝道示意圖，如

圖 4.2-4。 

 

圖 4.2-4  進口匝道-幾何設計群組 
 

1.主線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高速公路主線的車道數，預設

值 3，微調鍵調整值 1。 

2.大車之小客車當量：屬固定參數，大型車轉換為小客車單位

的當量值，預設值為 1.5。 

3. 行車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100，下拉選單中有 80、90、100 與 110 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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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車道及路肩寬調整因素(fw)：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寬及路

肩調整對流率的影響，預設值為 1.0。 

5.駕駛員特性調整因素(fp)：屬可調參數，駕駛人調整因子目前

缺乏相關研究，預設值為 1.0。 

6.進口匝道示意圖：將進口匝道匯流路段以圖形表示之，為一

彈跳視窗，如圖 4.2-5。 

 

圖 4.2-5  進口匝道路段圖示 

(三)併入點之流率資料群組，共有 8 個輸入欄位及 4 個顯示標記，

如圖 4.2-6。 

 

圖 4.2-6  進口匝道-併入點之流率資料群組 

1.尖峰小時流率(Qv)：屬輸入參數，主線或匝道單方向單位小

時各車道、各車種的流量加總，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尖峰小時流

量進行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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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預設值 0.90，微調鍵調整值 0.01。 

3.尖峰 15 分鐘流率(Q)：屬可調參數，主線或匝道小時流量的

尖峰 15分鐘流率，若不知道尖峰小時係數的情況下，亦可選

擇輸入尖峰 15 分鐘流率，預設值 0。 

4.大車比例：屬輸入參數，主線或匝道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

巴士)的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20，微調鍵調整值

1。 

5.小車需求流率：指主線或匝道尖峰 15 分鐘之小車流率，為顯

示參數，使用者不需輸入。 

6.大車需求流率：指主線或匝道尖峰 15 分鐘之大車流率，為顯

示參數，使用者不需輸入。 

(四) 設計服務水準如圖 4.2-7，為一下拉式選單供使用者選擇欲達之

設計服務水準，預設 C1 級為設計服務水準。因軟體之服務水

準係根據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之劃分標準而定，而 2022 年

版容量手冊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已有調整，故請使用者留意，使

用設計服務水準時須重新對照至容量手冊表 5.5參考新標準。 

 

圖 4.2-7  進口匝道-設計服務水準 
 

(五)主線內車道流率比例群組，共有 3 個輸入欄位及 3 個顯示標

記，如圖 4.2-8。 

 

圖 4.2-8  進口匝道-併入點之流率資料群組 

1.主線小車使用內車道比例：主線車流中小型車使用內車道的

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60，微調鍵調整值 1。 

2.主線大車使用內車道比例：主線車流中大型車使用內車道的

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75，微調鍵調整值 1。 

3.匝道小車進入加速車道比例：匝道車流中小型車進入加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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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85，微調鍵調整值 1。 

4.加速車道之小車流率 Qac：加速車道車流中小型車的流率，

為顯示參數。 

5.內車道大車比例(Pt)：內車道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巴士)的

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為顯示參數。 

6.大車調整因素(fhv)：顯示經過運算的大車調整因子值，為顯

示參數。 

(六) 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6個顯示標記，如圖 4.2-9。 

 

圖 4.2-9  進口匝道-分析結果群組 
 

1.檢核點上各內車道流率(qi)：將內車道小車佔主線小車百分

比、尖峰 15 分鐘主線在併入點之小車需求流率、尖峰 15 分

鐘匝道在併入點之小車需求流率、尖峰 15分鐘加速車道上之

小車需求流率、內車道大車佔主線大車百分比和尖峰 15分鐘

主線在併入點之大車需求流率等數值代入公路容量手冊式

(5.2)，可得到檢核點上各內車道的流率。 

2.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qe)：將檢核點上各內車道的流率除

以大車調整因素、駕駛員特性調整因子和車道寬及路肩調整

因素，得到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 

3.平均行車速率(S)：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

速率。 

4.V/C：流率除以容量得到的值。因 2022 年版容量手冊內車道

之容量建議值，由 2011 年版之 2,300 小車/小時/車道修正為

2,100 小車/小時/車道，因此使用者針對程式分析值 V/C 之容

量值應代入 2,100 小車/小時/車道重新計算，方為正確之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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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務水準(LOS)：將V/C值、平均速率及速限比值查表後得到

服務水準。因軟體之服務水準係根據 2011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之劃分標準而定，而 2022年版容量手冊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已

有調整，故請使用者留意，使用設計服務水準時須自行對照

至容量手冊表 5.5、5.6 參考新標準。 

6.建議：將設計服務水準與分析結果做一比較並提出建議。 

二、出口匝道分流路段分析 

(一)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9個欄位，如圖4.2-10，欄位的

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省略。 

 

圖 4.2-10 出口匝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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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方向：分析的路線名稱與車行方向。 

6.匝道名稱：分析匝道的名稱或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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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描述計畫目的與內容。 

(二)幾何設計群組，共 4 個輸入欄位以及 1 個出口匝道示意圖，如

圖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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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出口匝道-幾何設計群組 
 

1.主線車道數(N)：屬輸入參數，高速公路主線的車道數，預設

值 2，微調鍵調整值 1。 

2.大車之小客車當量(Et)：屬固定參數，大型車轉換為小客車

單位的當量值，預設值隨地形變化作調整，平坦路段為

1.5，坡度路段為 2.0。 

3. 行車速限：屬輸入參數，分析路段之行車速限，預設值為

100，下拉選單中有 80、90、100 與 110 可供選擇。 

4.車道寬及路肩調整因素(fw)：屬可調參數，衡量車道寬及路

肩調整對流量的影響，預設值為 1.0。 

5.出口匝道示意圖：將出口匝道分流路段以圖形表示之，為一

彈跳視窗，如圖 4.2-12。 

 

圖 4.2-12 出口匝道路段圖示 
 

(三)相關參數群組，共 3個輸入欄位，如圖 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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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出口匝道-相關參數群組 
 

1.車輛長度(Lv)：屬固定參數，為各車種車輛之平均長度，預

設值 4.4，微調調整值 0.1。 

2.偵測區長度(Ld)：屬固定參數，車輛偵測器偵測區長度，預

設值 2.0，微調調整值 0.1。 

3.主線大車使用第 1 車道比例：屬固定參數，預設值 45，微調

鍵調整值 1。臺灣地區的重車是指大貨車、大客車及聯結

車，車長一般在 9 公尺以上。據本所研究資料顯示，在出口

匝道路段，重車行駛第 2 車道的比例相當高，但是不同路段

的比例值不同。 

(四)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群組，共有 6 個輸入欄位以及 2 個顯示

欄位，如圖 4.2-14。 

 

圖 4.2-14 出口匝道-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群組 
 

1.尖峰小時流率：屬輸入參數，主線或減速車道之單向單位小

時各車道、各車種的流量加總，預設值 0。 

2.尖峰小時係數(PHF)：屬輸入參數，分析程序是以主線或減速

車道尖峰小時流量進行分析，尖峰小時係數會影響尖峰小時

流量換算成尖峰小時流率的值，預設值 0.9，微調鍵調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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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3.尖峰 15 分鐘需求流率：為顯示參數，為主線或匝道尖峰小時

流率除以尖峰小時係數所得。 

4.大車比例：屬輸入參數，車流中大型車(含卡車與巴士)的比

例，比例值以百分比為單位，預設值 20，微調鍵調整值 1。 

(五)設計服務水準，為一下拉式選單供使用者選擇欲達之設計服務

水準，預設C1級為設計服務水準，如圖 4.2-15。因軟體之服務

水準係根據 201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之劃分標準而定，而 2022

年版容量手冊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已有調整，故請使用者留意，

使用設計服務水準時須自行對照 2022 年版容量手冊表 5.5 參考

新標準。 

 

 

圖 4.2-15 出口匝道-設計服務水準 
 

(六)分析結果群組，共有 22 個顯示標記、1 個勾選標記和 2 個輸入

欄位，如圖 4.2-16。其中，欄位又可劃分為「檢核點流率分析」

以及「調整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2個子群組。 

 

圖 4.2-16 出口匝道-分析結果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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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率：又分為第1車道與最內側車道，第1車道流率將減速車

道之流率為代入公路容量手冊式(6.1)求得。最內側車道之流

率計算方法，主線車道數在 3 車道以內，使用公路容量手冊

式(6.7)或式(6.8)；主線車道數超過 3 車道，使用公路容量手

冊式(6.9)或式(6.10)。 

2.大車流率：將直行重車利用第 1 車道比例、主線在分流區上

游之流率及重車百分比、減速車道之流率及重車百分比代入

公路容量手冊式(6.11)，計算出第 1車道重車流率 m。假設最

內側車道重車百分比等於 100 減去第 1 車道重車百分比，由

公路容量手冊式(6.12)或式(6.13)計算得到最內側車道大車流

率。 

3.車種調整因素：重車調整因子值。 

4.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第 1 車道與最內側車道的尖峰 15 分

鐘對等流率。 

5.平均行車速率：以流率值比對速率-流率曲線，得到平均速

率。 

6.佔有率：佔有率與密度具相同性質，公路容量手冊式(6.5)描

述密度與佔有率關係，兩者可相互轉換。 

7.V/C：流率除以容量得到的值。 

8.服務水準(LOS)：將V/C值、平均速率及速限比值查表後得到

服務水準。因軟體之服務水準係根據 2011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之劃分標準而定，而 2022年版容量手冊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已

有調整，故請使用者留意，服務水準須自行對照至容量手冊

表 5.5 參考新標準。 

9.建議：將設計服務水準與分析結果做一比較並提出建議。 

10.調整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因第 1 車道流率是由固定參數

的公式計算而得，在出口匝道流量低、主線流量高的情況

下，會出現第 1 車道流量穩定、第 2 車道已經進入不穩定的

分析結果。一般狀況下，各車道的流量會均勻分布，因分析

結果與一般的用路人模式差異太大，必須對兩個車道流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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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整。本所瞭解分析公式的缺點，但是對於該如何調整流

量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公式或方法可以使用，只能建議依照經

驗值調整。本程式在設計時，除了使用者可以依經驗執行手

動調整，另外也可以選擇自動調整，2001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P.4-3 曾提及：「一般而言，各內車道上之流率大約比外車道

之流率高出 10 到 15%左右」，因此程式會根據第一車道及最

內側車道流量的差異進行調整，直到兩車道的流率相差 15%

為止。程式自動調整之計算值欄位為唯讀狀態，可以比較兩

車道原計算值和調整計算值。選擇手動調整，調整計算值欄

位則提供分析人員輸入希望調整後的車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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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作範例 

「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子軟體提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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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wayRamp\samples\RAMP1.RAP 

範例 2：C:\THCS\FreewayRamp\samples\RAMP2.RAP 

範例 3：C:\THCS\FreewayRamp\samples\RAMP3.RAP 

範例 4：C:\THCS\FreewayRamp\samples\RAMP4.RAP 

範例 5：C:\THCS\FreewayRamp\samples\RAMP5.RAP 

範例 6：C:\THCS\FreewayRamp\samples\RAMP6.RAP 

4.3.1  範例 1：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車道。服務性交流道

由西而東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

及居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

絡道之車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

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

「國道 2 號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

國 94年 9月起接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

程位置見圖 4.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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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國道 2號拓寬工程」位置示意圖 
 

二、計畫概述 

以大湳交流道為例，其主線單向有 2 車道，速限為 100kph，往

西進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2,497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024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往西進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專案」，選擇進口匝道匯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

改變。 

步驟 3：輸入併入點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2,497 vph，匝

道尖峰小時流率 1,024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

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2 及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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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內車道需求流率 1,776 pcphpl，平均行車速率 89.05 kph，V/C

為 0.839，服務水準為 C3 級。而因 2022 年版容量手冊內車道之容

量建議值由 2,300 小車/小時/車道修正為 2,100 小車/小時/車道，因此

V/C程式分析值代入新容量建議值計算後為 0.919，平均速率與速限

之比值為 0.895，根據 2022 年公路容量手冊表 5.5，服務水準為 E2

級。 

 

 

圖 4.3-2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1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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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1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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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範例 2：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車道。服務性交流道

由西而東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

及居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

絡道之車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

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

「國道 2 號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

國 94年 9月起接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

程位置見圖 4.3-1所示。 

二、計畫概述 

大湳交流道主線單向有 2 車道，速限為 100kph，往東進口匝道

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2,294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336 vph，假設主線

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

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往東進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專案」，選擇進口匝道匯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

改變。 

步驟 3：輸入併入點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2,294 vph，匝

道尖峰小時流率 1,336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

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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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4 至圖 4.3-5

所示。內車道需求流率 1,665 pcphpl，平均行車速率為 91.15 kph，

服務水準為 C2 級。而因 2022年版容量手冊內車道之容量建議值由

2,300小車/小時/車道修正為 2,100 小車/小時/車道，因此 V/C 程式分

析值代入新容量建議值計算後為 0.86，平均速率與速限之比值為

0.9115，根據 2022年公路容量手冊表 5.5，服務水準為 D1級。 

 

 

圖 4.3-4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2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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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2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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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範例 3：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近年來，新竹縣政府以「科技、文化、大學城」為發展願景，

大力推動「3 園 4 所」計畫，即新竹科學園區 3 期計畫、國家生物

醫學科技園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等，並引進台大、台科大、

交大、清大等 4 所知名高等學府在縣境內設校，配合六家高鐵車站

特定區的開發建設，催生大學城以及低污染的高科技研發園區，建

構一個知識經濟的學習型區域，型塑整體空間新風貌。 

依據近 10 年之人口成長分析，竹北地區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

4.19%(臺灣地區同期為 0.6%)，穩居新竹縣內第一。「3 園 4 所」計

畫中，包括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台大、

台科大及交大(2 園 3 所)皆規劃於竹北地區，交通建設之發展應配合

各項開發計畫迎頭趕上。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目前為一鑽石型交流道，交

流道之進出匝道與連絡道光明六路，及縣政二路與光明六路形成 3

個連續路口。竹北地區因快速發展產生大量的交通旅次，尖峰時段

交流道鄰近路口龐大之轉向交通量，造成路口交通服務水準嚴重惡

化，車流回堵成為交通瓶頸。本計畫主要研究範圍見圖 4.3-6 所示。 

二、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針對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之改善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

作業。工程範圍南起國道 1號頭前溪橋段，北至鳳山溪橋。 

竹北交流道主線有 3 車道，速限為 110kph，往南進口匝道之主

線需求流率為 4,506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014 vph，假設主線與匝

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大車比例 10%。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

此路段之往南進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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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竹北交流道改善可行性研究」研究範圍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專案」，選擇進口匝道匯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3，其餘資料無須

改變。 

步驟 3：輸入併入點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4,506vph，匝

道尖峰小時流率 1,014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

為 0.9、大車比例皆為 10%。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C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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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7 及圖 4.3-8

所示。內車道需求流率 2,004 pcphpl，平均行車速率為 87.77 kph，

V/C 為 0.871，服務水準為 D4 級。而因 2022 年版容量手冊內車道

之容量建議值由 2,300 小車/小時/車道修正為 2,100 小車/小時/車道，

因此 V/C 程式分析值代入新容量建議值計算後為 0.954，平均速率

與速限之比值為 0.798，根據 2022 年公路容量手冊表 5.5，服務水準

為 E3級。 

 

 

圖 4.3-7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3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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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範例 3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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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範例 4：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車道。服務性交流道

由西而東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

及居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

絡道之車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

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

「國道 2 號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

國 94年 9月起接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

程位置見圖 4.3-1所示。 

二、計畫概述 

以大湳交流道為例，其主線單向有 2 車道，速限為 100kph，往

西出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3,496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1,061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往西出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專案」，選擇出口匝道分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

改變。 

步驟 3：輸入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3,496 

vph，匝道尖峰小時流率 1,061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

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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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9 及圖 4.3-10

所示。第 1 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775 pcphpl，服務水準為

B3級；最內側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2,072 pcphpl，服務水

準為 F6 級。程式自動調整的第 1 車道對等流率為 1,325 pcphpl、最

內車道對等流率為 1,523 pcphpl，使用者亦可選取手動調整窗格，自

行輸入調整後的車道流率。根據 2022年版容量手冊表 6.5 服務水準

劃分標準及內車道容量建議值，第 1車道服務水準為 B2、最內車道

服務水準為 F6。 

 

 

圖 4.3-9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4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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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4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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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範例 5：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國道 2 號西起桃園國際機場，東迄鶯歌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 3

號，全長約 20.4 公里，全線於拓寬前為雙向 4車道。服務性交流道

由西而東共計有大園、大竹、南桃園及大湳 4處。 

由於機場運輸量持續成長且桃園地區發展快速，吸引大量就業

及居住人口，導致國道 2 號交通負荷日益增加，而經由交流道出連

絡道之車流無法順利紓解，經常造成回堵亦影響主線車流之行駛。 

為改善國道 2 號之交通服務水準，並配合相關開發計畫，交通

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乃於民國 90 年 6 月起委託顧問公司辦理

「國道 2 號拓寬工程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經建會原則同意；民

國 94年 9月起接續辦理「國道 2 號拓寬工程規劃及設計」，相關工

程位置見圖 4.3-1所示。 

二、計畫概述 

大湳交流道主線單向有 2 車道，往東出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

為 3,005 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695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尖峰小

時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

段之往西及往東出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專案」，選擇出口匝道分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2，其餘資料無須

改變。 

步驟 3：輸入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3,005 

vph，匝道尖峰小時流率695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

係數皆為 0.92、大車比例皆為 15%。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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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11及圖 4.3-12

所示。第 1 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982 pcphpl，服務水準為

B3級；最內側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1,718 pcphpl，服務水

準為 D3 級。程式自動調整的第 1 車道對等流率為 1,256 pcphpl、最

內車道對等流率為 1,445 pcphpl，使用者亦可選取手動調整窗格，自

行輸入調整後的車道流率。根據 2022年版容量手冊表 6.5 服務水準

劃分標準及內車道容量建議值，第 1車道服務水準應為 C2、最內車

道服務水準應為 D2。 

 

 

圖 4.3-11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5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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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5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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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範例 6：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緣起目的 

近年來，新竹縣政府以「科技、文化、大學城」為發展願景，

大力推動「3 園 4 所」計畫，即新竹科學園區 3 期計畫、國家生物

醫學科技園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等，並引進台大、台科大、

交大、清大等 4 所知名高等學府在縣境內設校，配合六家高鐵車站

特定區的開發建設，催生大學城以及低污染的高科技研發園區，建

構一個知識經濟的學習型區域，型塑整體空間新風貌。 

依據近 10 年之人口成長分析，竹北地區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

4.19%(臺灣地區同期為 0.6%)，穩居新竹縣內第一。「3 園 4 所」計

畫中，包括國家生物醫學科技園區、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台大、

台科大及交大(2 園 3 所)皆規劃於竹北地區，交通建設之發展應配合

各項開發計畫迎頭趕上。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目前為一鑽石型交流道，交

流道之進出匝道與連絡道光明六路，及縣政二路與光明六路形成 3

個連續路口。竹北地區因快速發展產生大量的交通旅次，尖峰時段

交流道鄰近路口龐大之轉向交通量，造成路口交通服務水準嚴重惡

化，車流回堵成為交通瓶頸。本計畫主要研究範圍見圖 4.3-6 所示。 

二、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針對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之改善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

作業。工程範圍南起國道 1號頭前溪橋段，北至鳳山溪橋。 

竹北交流道主線有 3 車道，往北出口匝道之主線需求流率為

4,041vph，匝道需求流率為 991 vph，假設主線與匝道之尖峰小時係

數皆為 0.9，大車比例 10%。試根據以上條件，估計此路段之往北出

口匝道路段服務水準。 

三、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專案」，選擇出口匝道分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主線車道數調整為 3，其餘資料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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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步驟 3：輸入分流區上游之流率資料。主線尖峰小時流率 4,041 

vph，匝道尖峰小時流率 991 vph，主線及匝道之尖峰小時

係數皆為 0.9、大車比例皆為 10%。 

步驟 4：選擇設計服務水準，下拉選單至 D4級。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3-13及圖 4.3-14

所示。第 1 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為 814 pcphpl，服務水準為

B4級，最內車道需求流率為 1,327 pcphpl，服務水準為 B3 級。程式

自動調整的第 1 車道對等流率為 996 pcphpl、最內車道對等流率為

1,146 pcphpl，使用者亦可選取手動調整窗格，自行輸入調整後的車

道流率。根據 2022 年版容量手冊表 6.5 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及內車道

容量建議值，第 1 車道服務水準應為 B3、最內車道服務水準應為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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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3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6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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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4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範例 6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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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手冊例題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3個應用例題，，使用者可依據

操作步驟自行輸入，或於「高速公路進出口匝道路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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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wayRamp\samples\Sample1.RAP 

例題 2：C:\THCS\FreewayRamp\samples\Sample2.RAP 

例題 3：C:\THCS\FreewayRamp\samples\Sample3.RAP 

4.4.1  例題 1：進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22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5.5 節應用例題為操作範例，主線需

求流率 4,000 vph，大車百分比 20%；匝道需求流率 1,000 vph，大車

百分比 5%；尖峰小時係數 0.9，假設主線有 2車道，欲維持 B級的

服務水準，車道數是否足夠?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進口匝道匯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使用預設值為 2，大車之小車

當量調整為 1.4，速限設為 100kph。 

步驟 3：輸入尖峰小時流率值，在主線流量欄位輸入 4,000 vph，在

匝道流量欄位輸入 1,000 vph。 

步驟 4：調整尖峰小時係數，主線與匝道皆使用預設值 0.9。 

步驟 5：輸入大車比例，主線大車比例輸入 20%，匝道大車比例輸

入 5%。 

步驟 6：主線內車道流率比例採用預設值，無需調整。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4-1 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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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所示，圖形化的分析結果，因為超過容量，所以無法明確的顯

示。在主線只有 2 車道的狀況下，得到超過容量的流率值，V/C 之

服務水準判定為 F級，而因 2022 年版容量手冊內車道之容量建議值

由 2,300 小車/小時/車道修正為 2,100 小車/小時/車道，因此 V/C 程

式分析值代入新容量建議值計算後為 1.51，與手冊的計算結果相

同。在這一版的程式中，無法分析過飽和流率的平均速率，故分析

結果此欄位為空白，而在平均速率無法求取的狀況下，程式係將平

均速率與速限差距之服務水準設定為 6。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本所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4.4-1，因程式計

算之大車調整係數為 0.9157，而手冊調整係數值採用小數點 2 位以

下四捨五入後之 0.92，因此求算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時產生些許

出入，惟因已超過 2 車道容量，故就 V/C 之服務水準言，手冊及程

式皆判定為 F級。 

表 4.4-1  例題 1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檢核點上各內車道
的流率 

2,896 pcphpl 2,896 pcphpl 

基本狀況下之 
對等流率 

3,148 pcphpl 3,163 pcphpl 

平均速率 - - 

V/C 1.50 

1.375 
(2022年版容量手冊容量 
建議值 2,100 小車/小時/車
道，V/C=3,163/2,100=1.51) 

服務水準 F級 F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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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輸入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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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輸出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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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車道數增加為 3，數據分析結果與圖形分析結果如圖 4.4-3

及圖 4.4-4 所示。在主線有 3 車道的狀況下，程式計算得到 C2級的

服務水準，而對照至 2022 年版容量手冊表 5.5 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後，程式計算值亦應為 C1級，與手冊的計算結果相同。 

 

 

圖 4.4-3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輸入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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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高速公路進口匝道手冊例題 1輸出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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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例題 2：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22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6.7.1 節例題 1 為操作範例，一平

坦的出口匝道路段有 2 主線車道及 1 減速車道，車道寬為 3.6m，兩

側路肩寬各為 1.0m，主線速限為 90 公里/小時。尖峰小時主線在分

流區上游之需求流率為 3,000 vph，其中 20%為重車，尖峰小時係數

為 0.95。尖峰小時利用減速車道進入出口匝道之需求流率為 1,200 

vph，其中 25%為重車，尖峰小時係數亦為 0.95。假設 45%之直行

重車會利用第 1 車道，評估此匝道路段的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路段」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選擇出口匝道分

流路段，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使用預設值為 2，大車之小車

當量調整為 2。 

步驟 3：輸入尖峰小時流率值，在主線流量欄位輸入 3,000 vph，在

匝道流量欄位輸入 1,200 vph。 

步驟 4：調整尖峰小時係數，主線與匝道皆使用預設值 0.95。 

步驟 5：輸入大車比例，主線大車比例輸入 20%，匝道大車比例輸

入 25%。 

步驟 6：相關參數群組採用預設值，無需調整。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4.4-5 及圖

4.4-6 所示。第 1 車道服務水準為 B1 級，最內側車道的服務水準為

C1 級。根據 2022 年版容量手冊表 6.5 服務水準劃分標準及內車道

容量建議值，第 1 車道服務水準亦為 B1、最內車道服務水準亦為

C1。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4.4-2，與手冊大致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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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例題 2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第 1車道 

流率 738 pcphpl 742 pcphpl 

平均速率 88 kph 88.1 kph 

V/C 0.45 0.45 

服務水準 B1級 B1級 

最內側車
道 

流率 1,474 pcphpl 1,470 pcphpl 

平均速率 91 kph 90.7 kph 

V/C 0.74 0.735 

服務水準 C1級 C1級 

 

 

圖 4.4-5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2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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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2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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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例題 3：出口匝道路段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22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的 6.7.3 節例題 3 為操作範例，某出

口匝道路段之設計小時需求流率預計為 1,500 vph，其中 20%為重

車，利用減速車道進入出口匝道之流率預計為 800 vph，其中 20%

為重車。尖峰小時係數為 0.95。最內側車道之服務水準必須保持 C

級。估計主線所需之車道數。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高速公路進出口

匝道」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選擇出口匝道路段，

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輸入幾何設計資料，車道數更改為 3 車道，大車之小車當

量調整為 2。 

步驟 3：輸入尖峰小時流率值，由於每車道設計小時需求流率為

1,500vph，若主線規劃 3 車道，則在主線流量欄位必須輸

入 4,500vph，在匝道流量欄位輸入 800vph。 

步驟 4：調整尖峰小時係數，主線與匝道皆使用預設值 0.95。 

步驟 5：輸入大車比例，主線大車比例輸入 20%，匝道大車比例輸

入 25%。 

步驟 6：相關參數群組採用預設值，無需調整。 

步驟 7：調整設計服務水準為 C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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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 及圖

4.4-8所示。最內側車道的服務水準為 C1 級。而因 2022 年版容量手

冊內車道之容量建議值由 2,300 小車/小時/車道修正為 2,100 小車/

小時/車道，因此程式分析值 V/C 代入新容量建議值計算後為 0.736。

根據 2022年版容量手冊表 6.5 服務水準劃分標準，最內車道服務水

準亦為 C1 級。 

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4.4-3，第 1車道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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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下之對等流率、最內側車道基本狀況下之對等流率、第 1 車道

平均行車速率、第 1 車道 V/C 程式分析值與手冊分析值相當接近。 

表 4.4-3  例題 3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第 1車道 流率 763 pcphpl 764 pcphpl 

最內側車
道 

對等流率 1,546pcphpl 1,546 pcphpl 

平均速率 95kph 95.5 kph 

V/C 0.74 

0.672 
(2022年版容量手冊容量建
議值 2,100 小車/小時/車
道，V/C=1,546/2,100=0.736) 

服務水準 C級 C1級 

 

 

圖 4.4-7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3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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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手冊例題 3輸出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