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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 前言

二. 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三. 與交管系統之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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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打造低碳永續家園具體作法

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102~105年）」

「重建信心、愛用公共運輸」

•賡續推動車之改善

•優先路權之改善

•整建場站設備

「無縫運輸、服務有感」

「有效管理、共創多贏」

「創新公共運輸、使臺灣更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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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第一階段

 凱旋三四路、成功二路、三多五路、

海邊路

 與輕軌路線衝突共33處路口

 25處為既有號誌化路口

 8處為非號誌化路口

 建議新增號誌管制

第二階段

 美術館路、大順一二三路、凱旋二三路

 與輕軌路線衝突共59處路口

 45處為既有號誌化路口

 14處為非號誌化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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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 輕軌優先號誌觸動說明

• 優先號誌控制策略

• 優先號誌控制策略情境說明

• 優先號誌策略比較

6

1. 當輕軌通過Long-distance loop，偵測器要求控制器準備給予優先號誌

 但確認號誌及預告號誌皆不顯示，控制器計算列車到達及通過路口時間。

2. 當輕軌列車通過Short-distance loop，偵測器確認輕軌列車之行駛狀況

 菱形號誌亮燈，確認已接收優先號誌之需求，控制器計算列車到達及通過路口時間。

3. 當菱形號誌閃爍時，表示正在處理優先號誌之需求。

4. 當輕軌列車接近煞車決策點時，若燈號即將轉換，則驚嘆號會閃爍

 若此時為水平桿，駕駛能藉由預告號誌，判定燈號將變為垂直桿，則輕軌列車無須煞車。

5. 當號誌轉變為垂直桿，確認號誌及預告號誌皆停止閃爍。

6. 當輕軌列車通過停止線，驚嘆號再度閃爍，表示號誌將轉變為圓點燈(如同一般號誌之黃燈)。

7. 待輕軌列車通過Acknowledge loop，號誌變為水平桿，表示整個優先號誌過程已處理完畢。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確認號誌
預告號誌

Long-distance
loop

Short-distance loop

Acknowledge loop

By-signal loop
煞車距離

煞車決策點

行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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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優先號誌控制策略

優先程
度區分

說 明

絕對

優先

不考慮橫向車流延滯與號誌連鎖

在符合安全的前提下，允許輕軌優先通過交叉路口
將嚴重影響橫向車流運行與造成路口績效值大幅降低

條件

優先

除考慮輕軌需求外，亦考慮其他車流需求

 考量橫向道路之最大紅燈及最小綠燈，讓大眾運輸
優先通過

修正優先
控制策略

說 明

補償
當本週期因實施優先號誌而修正後，下一週期也將

跟著修正，以補償橫向車流之損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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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綠燈

當輕軌於綠燈時間觸動偵測器，但控制系統預測輕軌完全
通過停止線前燈號將轉為紅燈，則延長輕軌行進方向的綠
燈時間，使輕軌順利通過路口。

 縮短紅燈

當輕軌到達時為紅燈，控制系統於橫向最短綠燈時間後，
將紅燈切斷提前開啟綠燈，以利輕軌通行。此作法之效率
主要取決於輕軌到達時間的準確度。

 插入時相

當輕軌到達時為紅燈，控制系統於現有紅燈時間插入一小
段綠燈時間，以確保輕軌能順利通過路口。其應用時機有
兩種狀況：一為系統判斷輕軌列車到達時間，距離前一列
車或下一列車之車間距有一段距離時；二為輕軌在橫向綠
燈時間到達而停等時。

 優先號誌控制策略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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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綠燈/縮短紅燈 情境一

輕軌車輛預計於A時段完全通過路口，無須改變時制計畫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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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燈延長

 輕軌流動已納入時制計畫中

平常號誌運作時即同時處理輕軌之流動。

輕軌車輛預計於B時段完全通過路口，
執行綠燈延長至輕軌預定到達路口時間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延長綠燈/縮短紅燈 情境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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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縮短

 輕軌流動已納入時制計畫中

平常號誌運作時即同時處理輕軌之流動。

輕軌車輛預計於C時段到達路口，須等候橫向最小綠燈
時間結束後，轉換為輕軌方向綠燈。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延長綠燈/縮短紅燈 情境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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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縮短

 輕軌流動已納入時制計畫中

平常號誌運作時即同時處理輕軌之流動。

輕軌車輛預計於D時段到達路口，則橫向綠燈於輕軌
到達時終止，轉換為輕軌方向綠燈。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延長綠燈/縮短紅燈 情境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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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輕軌優先號誌範例

假設衝突時相最小綠燈
與介間時間之和
• 時相一:35秒
• 時相二:20秒
• 時相四:20秒

優先號誌策略-紅燈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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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時相

平常號誌運作不考慮輕軌流動，僅

在輕軌通過時插入專用時相供輕軌

通過。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若輕軌車輛預計於現行時相最小綠燈+介間時間後到達，則可順利通過。

若輕軌車輛從開始觸動至到達停止線之時間差，
小於時相最小綠燈+介間時間，則可能須於路口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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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號誌策略比較

延長綠燈/縮短紅燈 插入時相

優點 • 輕軌流動已納入時制
計畫中，用路人不致
產生混淆現象

• 於多時相路口，輕軌較快獲得
通過時相

• 班次少時對路口效率影響較低

缺點 • 部分路口須考量轉向
管制

• 於多時相路口，輕軌
等候時間較長，使績
效降低

• 班次密集時，路口效率降低
• 時相變化較無規則性，可能使

用路人判斷錯誤，影響安全

二、優先號誌控制規劃

以延長綠燈/縮短紅燈為原則，特殊狀況才使用插入時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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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交管系統之整合架構

• 整合架構

• 號誌控制器功能擴充建議

• 中心系統整合

• 中心系統功能擴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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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交管系統之整合架構

號誌控制器整合控制
路口平面燈號
輕軌列車燈號

輕軌系統整合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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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誌控制器功能擴充建議(1/2)

輕軌優先號誌通訊協定

新增輕軌觸動邏輯

•延長綠燈/中斷紅燈

•插入時相

輕軌列車通過偵測

號誌控制器整合控制

•路口平面燈號

•輕軌列車燈號

紅燈倒數方式修改

•既有為學習式，需要2個週期才能正確顯示剩餘紅燈

•修改為通訊連線，若輕軌觸動，可即時修正剩餘紅燈
時間秒數

三、與交管系統之整合架構

遵循都市交控通訊協定V3.0，
予以增訂輕軌車輛觸動優先之
相關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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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誌控制器功能擴充建議(2/2)

訊號傳遞介面

•與ITS中心連線RS232

•與輕軌行控中心連線，光纖介面

設備狀態回報

•號誌控制器主體異常告警通知

•輕軌列車偵測器異常告警通知

管理資訊設定

•開啟、關閉輕軌優先邏輯

•設定輕軌優先邏輯內各項參數

•查詢異動時制計畫週期、分相秒數

三、與交管系統之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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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系統整合

三、與交管系統之整合架構

輕
軌
優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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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中心功能擴充建議

輕軌優先號誌參數控制

•透過通訊界面傳輸各項參數設定

•開啟\關閉優先號誌，設定執行優先號誌時段

輕軌優先號誌狀態監控

•路口號誌控制器運作狀態監控
–接收回傳之輕軌顯示燈態

–接收回傳之設備異常狀態訊息

•輕軌觸動紀錄
–查詢觸動紀錄

–查詢變化之週期、分相秒數

三、與交管系統之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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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