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7320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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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訪客IP：54.196.58.109


  	姓名	
      	  梁世賓(Shih-Pin Liang)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土木工程學系
	論文名稱	
      	  道路檢測車複合檢測模組整合開發之研究
(The study of Composite Detective Module Development of Pavement Survey Vehicle)
      	   
	相關論文		★ 公共工程統包模式執行專案成員間問題
之研究	★ 水泥製程於資源再利用之研究
	★ 防水毯的生管與品管之探討	★ 建置生命紀念園區營運階段管理模式之研究
以新北市某民間公共紀念園區為例
	★ 軍用機場跑道鋪面維護管理暨搶修作業機制之研究	★ TAF 檢驗機構認證申請之研究- 以混凝土後置式化學錨栓檢驗為例
	★ 利用UML建構實驗室資訊管理平台-以合約審查為例	★ 營建施工管理導入即時性資訊傳遞工具功能需求之研究
	★ 鋪面養護決策支援分析模式之研究	★ 營建材料實驗室量測系統評估及誤差分析
	★ 以績效為基礎的公路養護組織與機制之研究	★ 智慧型鋪面檢測車平坦度量測驗證與應用
	★ 公路設施養護管理程序建立及成本分析之研究-以IDEF方法建立鋪面養護作業程序	★ 利用花崗岩及玻璃回收料製造功能性人造石材之研究
	★ 自動化鋪面平整度量測分析與破壞影像偵測系統之研究	★ 鋪面缺陷影像辨識系統應用於路網檢測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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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系統瀏覽論文 ( 永不開放)  
      
	摘要(中)	「道路」是聯絡地方間主要之通道，也是最重要的國家基礎建設，更是民眾接觸最為頻繁公共設施之一。為能有效的維持道路品質，相關單位必須針對各項道路績效指標進行追蹤與評查，藉由量化的數據比對，評鑑道路之品質與效能，以維持道路之基本服務功能並延長其使用年限。


然而，面對龐大的路網資訊，唯有透過道路檢測車之自動化檢測，方能快速並完整的建置；檢測車運用於道路檢測作業不但可減少檢測時間與人力資源之浪費，且能有效提高鋪面檢測效率，故各國皆投入相關之研發工作，希冀藉由檢測車取代傳統以人力進行之鋪面檢測作業；有鑑於此，開發道路檢測車，並使該車能達到預期之鋪面檢測能力，以配合目前之鋪面維護管理系統之所需，實為當前道路維護管理之重大挑戰。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為開發一套道路檢測車之檢測系統，透過模組化設計之流程，將檢測車之檢測系統拆解成不同的功能模組，並選定各功能模組之檢測設備，進行複合檢測模組之整合開發；開發後之複合檢測模組具備鋪面平坦度與鋪面表面狀況之檢測能力，如推廣運用於實際道路檢測作業，將可更迅速、更準確地進行多功能路網檢測，並提供道路管理單位即時的掌握路面資訊，促使路網管理更趨完善。



	摘要(英)	"Road" is the major channel to connect places, th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ontacted public faciliti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road quality, the authority of road management must trace and investigate the pavement performance index, by comparing quantitative data, evaluat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road, the pavement’s essential function is maintained and its service span is extended.


With such enormous road network, intelligent pavement survey vehicles are needed to quickly and completely build up. Necessary information pavement survey vehicles used in detecting procedures not only reduce the detecting time and avoid a waste of human resources, but also improve the detection efficiency. In order to use pavement survey vehicle to replace conventional human testing procedures, many countries are interested in investing in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pavement detecting system for the intelligent pavement survey vehicle. Through the modular design, the detective system of detect vehicle is dismantled into different functional modules, and detective equipment of functional module is selected to integrate composite testing module. The composite detective module we have developed can be used to detect the pavement roughness and pavement conditions. It will make the multi-function detection of road network more rapidly and more accurately. It can also provide authority of road management real-time road pavement information, and thus improves road networ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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