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89322091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12	、訪客IP：107.21.139.153


  	姓名	
      	  黃志偉(Chih-Wei Huang)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土木工程學系
	論文名稱	
      	  高速公路肇事處理時間預測之研究-應用類神經網路分析
(The study of highway traffic accident duration forecasting--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alysis)
      	   
	相關論文		★ 捷運乘客舒適度調查分析
以台北高運量板南-土城線為例	★ 時依性路段暨時窗限制下單一車輛路線問題之研究
	★ 飛航組員及客艙組員影響溝通協調關鍵因素之研究	★ 廢棄機車回收廠區位選址之研究
	★ 航空客運業綠色行銷與措施對消費者忠誠度影響	★ 以高齡者觀點評估台北市政府轉運站滿意度及行為意向之研究
	★ 自行車接駁軌道運輸關鍵因素之探討-以捷運為例	★ 捷運車廂內廣播系統旅客服務品質之研究 -以台北市捷運為例
	★ 小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意向研究	★ BRT路線試營運對用路人與乘客服務水準之影響評估―以台中市BRT藍線為例
	★ 高鐵車站接駁公車營運前後服務水準之評估與比較-以苗栗高鐵站為例	★ 營建公司財務績效評估模式之研究
	★ 都會區基地開發道路交通衝擊預測模式之建立─應用多元迴歸與模糊迴歸分析	★ 無道碴軌道型式決策模式之研究(應用價值工程及多屬性決策理論)
	★ 建設公司全面品質管理. 產品定位與規劃績效關係之研究	★ 地方基層建設引用專案營建管理最適統合方式之研究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由於車輛急遽成長，使中山高速公路經常發生行車擁塞及交通事故，造成的時間延滯與社會成本損失已相當嚴重，傳統上肇事分析集中於事後資料之分析，且多著重於肇事頻率與道路幾何設計、車流特性等等的因果關係等，較少針對肇事作即時性的預測。緣此，本研究於考量事故發生處理程序之時間特性與合理性，建立二階段處理時間預測模式，依序為影像觀測與警員到場回報，以提供用路人事故資訊並幫助交控單位於已知處理時間下，進行交控策略之實施，妥善而有效率的提高高速公路運轉績效。類神經網路對於非線性問題、因子間共線性之預測上具有良好預測能力之優點，因此本研究採用類神經網路中倒傳遞演算法(Back propagation)進行處理時間預測模式的構建。


為捕捉肇事因子間特性並提昇模式的預判能力，本研究先就歷史資料探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發生之影響因子種類對於處理時間影響之特性，接著回顧各處理時間預測模式，比較各模式的特性及其預測時所發生的各種問題與限制，作為本研究模式構建之參考。本研究以倒傳遞演算法之三層(Three-Layer)、完全連結(Fully-Connected)及前向(Feed-Forward)等架構型態進行預測。肇事處理中影響的因素很多，本研究於訓練與測試範例中採用貢獻圖的概念，評估輸入層處理單元之影響性，選出較具影響之變數，而後分別動態調整隱藏層層數、學習速率及慣性因子等相關參數，以找出最佳之預測模式。最後，本研究以國內實際架設影像偵測所獲得之肇事資料進行一驗證測試與分析，在依分析之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摘要(英)	With the rapidly increase of motor vehicle has incline to freeway capacity. Once the traffic accident occurred on freeway, it would cause time delay and huge social cost expenditure. Traditionally, most previous studies concentra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accident frequencies and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cluding road design, traffic flow, environment to discuss the severity of accident based on the aggregate data. Quite few studies has concentrated on the immediately response of traffic accident. Therefore,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ocedure dealing with traffic accident and construct a two-phase accident duration forecasting model, which will provide drivers the accident information and traffic control center to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freeway performanc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is approved with its good performance on non-linear phenomenon and the ability to make use of correlated data. We used “back propagation algorithm”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n constructing the two-phase accident duration model.


In order to know th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accident factors and promote the forecast performance of the accident duration forecasting model, we first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accident factors to the accident duration from historical data. Then we reviewed several predicting models and focu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attributes and restrictions between each of them. We used “Three-Layer”, “Fully-Connected” and “Feed-Forward” in back propagation algorithm to forecast the accident dur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duration forecasting model is affected by many accident factors. We used the contribution graph to select the variables we need, then search for the best forecast model including "training and testing set", "input variable", "hidden layer", "transfer function", "learning rule", and "momentum factor". To evaluate the model, we performed a case study using real image detection accident data on freeway from the police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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