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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 偵測警示輔助方向燈裝置 

一、摘要 

目前台灣的道路交通變化多端，時常出現各種突發狀況而引發意外，而此裝置主要是

為了幫助騎士行駛在道路上轉彎時，可先行開啟方向燈以提前警示後方來車，且遇到突發狀

況也可以及時發出警示音，以提醒鴐駛人及周遭用路人並立即做出反應。 

本裝置主要透過超音波感知器來感測周圍是否有物體靠近，並傳遞訊號給 Arduino 使其

發送訊號給蜂鳴器發出聲響提醒，以及透過三軸感知器來控制方向燈開啟方向。希望透過這

些裝置的輔助來減少意外的發生機率。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正所謂「馬路如虎口」，道路上的各種狀況令人防不勝防，時常在新聞上看到車禍的

報導中有大部分是因為未注意路況或未正確使用方向燈而引發的，尤其方向燈的部分，根據

警政署統計 110 年 1-10 月機車肇事原因中「轉彎(向)不當」1 萬 7,972 件(占 11.18％)排名

第二名主因。 

因此，我們希望改良出一款輔助裝置能同時擁有「盲點偵測」和「自動開啟方向燈」

的功能來幫助駕駛人反應情況以及減少負擔，以減少意外的發生機率。 

目前許多汽機車都有選配「盲區偵測警示系統」來預防因為視線死角而發生的事故，

而台灣的機車密度非常高，幾乎人人都有機車，因此這項系統也相對重要了起來，而我們的

裝置則是在這項系統的基礎上再增添自動開啟方向燈的功能，減少了騎士的負擔外也同時保

障著騎士的安全，讓騎士能夠安心且愉快地騎車。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通過觀察台灣的道路交通情形及各種統計資料的數據後發現，大部分騎士可能會因為

一時的疏忽而發生事故，如沒有注意路況或忘記打方向燈就變換車道等。為了能夠有效地輔

助騎士並保障其安全，以及證明該裝置能夠適用於各式二輪車輛，我們列出以下幾點來探究： 

1. 探討裝置的安裝位置 

 

2. 探討方向燈泡的使用 

 

3. 探究超音波感知器的感應範圍： 

 

4.探究蜂鳴器的聲響是否能有效地警示騎士及周遭用路人 

 

5.探究在不同二輪車輛上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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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使用材料： 

Arduino UNO x1、MPU6050 三軸感知器 x1、超音波感知器 x2、升壓板 x2、機車方向

燈泡 x2、蜂鳴器 x1、線組數條。 

(二)組裝流程： 

選定主題以及準備好所需的材料後，就是開始進行模組的整備，我們首先撰寫 Arduino

的程式碼，打完後，將三軸感知器、超音波感知器、升壓板、燈泡及蜂鳴器連接至 Arduino

板上，組裝完成後先執行小規模測試以確認功能正常，確認正常後就將其安裝至腳踏車上並

整理其線路和固定，固定完成就接著進行場地測試，來測試是否穩固及功能作用情形，測試

後確認無異常即完成。 

表(1) 組裝流程表 

(三)問題討論： 

這邊主要以組裝過程中的問題做探討，問題如下： 

(1.)裝置安裝位置： 

原本是將整個裝置安裝於腳踏車車體上方，但經過場地試跑後發現直接安裝於車體上

會因為震動幅度太大而導致一些模組上的損壞。 

因此，我們想到的解決方法是將模組放置於收納袋中，並將三軸感知器從後方座椅移

至前方的龍頭轉向柱，方向燈組則安裝於後方左右兩側，這樣更改後因為有收納袋當緩衝，

確實減少了因為震動而產生的損壞，且功能依舊正常。 

  

1.撰寫程式 2.組裝模組 3.小規模測試 4.安裝至腳踏車 5.場地測試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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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實車安裝位置示意圖表 

(2.)方向燈泡選擇： 

起初是使用多顆小顆的 LED 燈來當作方向燈，但由於小顆的功率不足，所以亮度並不

理想，而改用了機車用方向燈泡加升壓板後，效果明顯提升了不少。 

  

LED 燈 升壓板加機車用方向燈 

表(3) 燈泡亮度前後對比圖表 

(四)問題探究： 

這邊主要解釋上方需探究的假設，如下： 

(1.) 探究超音波感知器的感應範圍： 

我們參考了台灣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深海調查」的展區報告內容，運用聲納裝置發

出超聲波，透過聲波的反射來收集及測量海底的資訊，以更深入了解海洋的奧妙。而我們的

超音波感知器也是使用相似的原理，通過超音波感知器前方扇形範圍來感應是否有物體靠

近，如有物體進入該範圍內，則感知器將會傳遞訊號給 Arduino，再由 Arduino 執行程式將

訊號傳達給蜂鳴器使其鳴叫，以達到警示作用。 



4 
 

 

表(4) 超音波感知器執行流程示意圖表 

(2.) 探究蜂鳴器的聲響是否能有效地警示騎士及周遭用路人： 

蜂鳴器的聲響可能會因為環境中的各式噪音干擾而影響其效果，因此，安裝位置和蜂

鳴器的音量就非常重要，經過多次調整和測試後才達到最佳效果。 

(3.) 探究在不同二輪車輛上的可行性： 

此次實驗所使用的車輛為腳踏車，腳踏車的方便之處在於，好拆裝、結構簡單、檢修

也相對方便，但缺點是部分線組會裸露在外容易損壞及不容易固定，而機車的優點則在於模

組可安裝於車殼內以達到保護作用而不易損壞，且可直接使用原車方向燈及電瓶而不用額外

安裝燈泡及電池，缺點是結構較為複雜，不易於後續的拆裝及檢修。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透過各項的測試結果我們得知，偵測警示輔助方向燈裝置是可行的。嘗試各種程式撰

寫方式和各個元件的相互組合，以及多次調整模組至適當的位置，最後才完成了「盲點偵測」

及「自動開啟方向燈」的搭配。 

我們藉由撰寫 Arduino 程式的過程中，學習及認識更多有關程式碼的原理及架構，並逐

步嘗試各種不同的撰寫方式，來讓我們的模組能夠運轉得更順暢，中途也確實遇到了不少次

程式運行不順的情況，我們依然盡力去處理好。 

另外，模組的安裝位置也是摸索了一段時間，因為腳踏車能夠安裝的位置並不多，而

且直接安裝於車體上並不美觀，最後選擇利用收納袋來容納我們的模組，再牽線至各部件，

如果是使用在機車上的話則可以將模組安裝於車殼內部，並透過車殼來保護我們的整個模

組，線組也可以隱藏在內部，就不容易有損壞的疑慮。 

而在經過多次的試錯和場地測試後，我們也基本確認該裝置是可行的，也提升我們對

於該裝置的信心，透過不斷的改良，一步一步將模組精緻化，就是為了能夠證明該裝置是能

夠幫助騎士減少額外的負擔並且在騎乘上能獲得更舒適更安心的體驗以及給予騎士和用路

人多一分安全的保障，也期許有了這項裝置的存在能夠使交通環境變得更加美好並成為道路

安全上最好的先驅者。 

感知器感應到物體 

傳遞訊號給 Arduino 進行判斷 

再由Arduino傳達

訊號給蜂鳴器使

其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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