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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現場智慧定位裝置



AR技術讓A3類車禍收集跡證之效益，遠高於既有測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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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讓事故車不在現場時，丈量有所依循

車能動、人沒事（A3類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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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繪圖系統產出現場圖測距輪、手繪草圖

作法：
高精度定位及量測手持裝置，即時數化、取代手繪現場圖

71%

縮短產出現場圖的時間

執行成果：

定位量測裝置

上傳藏識主機

介接繪圖系統

• 加速事故現場圖的數位化

• 縮短產圖時間

• 降低警務負擔

目的：

節省

AR定位裝置於111年通過台北市政府之概念驗證



AR定位裝置系統特色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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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事故造成的交通堵塞，防止產生民怨

交通事故經常因狀況無法及時排除，造成交通混亂，引發民怨。

導入高精度技術達到快速且自動化完成事故現場事故圖，是警政署「5G 智慧

警察行動服務計畫」重點項目。

本產品能提高交通事故處理效率及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操作直覺、好上手

擴增實境讓事故車不在現場時，丈量有所依循

數位化版本，可重複驗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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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定位裝置可以Web API 方式提供資訊服務

繪圖系統呼叫Web API

上傳藏識主機(提供API介接)

事故現場收集跡證

平台提供圖資及事故現
場定位資訊，快速完成
事故現場平面圖。



從輸入案號開始

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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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調查的手機輸入資訊可自
動填入Web介面，減少登打

AR智慧定位裝置可再繼續擴充更簡便的介面功能，讓作業更順暢而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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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 秒

移動基準點就可完成車輛
位置調整，與底圖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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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定位裝置精準度

量測精準度： 約 1 % 誤差

RTK自動定位

RTK Fix / Floating 校正歸零

初始定位： RTK自動定位結果未達Floating時

將提醒使用者使用「校正歸零」

誤差
2-5cm

誤差
100-200cm 

超短基線RTK定位解算
• GPS校正技術
• 加強定位精度

初始定位誤差

量測誤差 物件相對位置準確、
與底圖匹配，
更重要於絕對位置的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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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現狀與未來應用潛力

9

配合警政署無傷亡交通事故以照相代替現場圖之政策，本裝置對於較單純之事故，具有簡便易用之潛力，

如照相、錄影，可隨定位量測之資料，一併上傳雲端。

截至111年09月30日止，全國A3類(僅有財物損失)交通事故，即有307,885起，

若能應用於此政策，本裝置搜集跡證之利用價值將遠高於既有測繪工具

擴增實境讓事故車不在現場時，丈量有所依循

車能動、人沒事（A3類車禍）



✓ AR展示BIM/3D管線/2D3D圖層

✓常規量測/高層量測/3D建模

✓道路規劃/溝渠設計

✓資料上傳可追朔來源

✓勘查路線導航發送

AR定位裝置還可用在哪些情境？



傳統2D設計圖易造成認知誤解

難以具象化呈現的設計內容
需要花費更多溝通成本，承擔認知
錯誤的風險

彼此資訊或認知無法

雜亂無章的修改備註
除了無法即時更新，更難以追溯來
源，導致更高風險

AR定位裝置要解決的問題



將複雜的地理空間資訊

透過擴增實境(AR)技術，

透過手機，簡化定位/量測工作

AR定位裝置

融入事故車圖徵於螢幕，測參考點、事
故車位置，併同丈量過程，即時錄影、
拍照，上傳主機。

取代傳統2D圖紙，複雜的管線
資料呈現於手機，掌握挖掘處管
線分布狀況，即時標示與測量。

• 管線現場巡檢

品管勘查時，省去攜帶大量資料，即時記
錄備註與量測，加速作業與資料共享。

• 工程前期討論/ 品管勘查• 交通事故取代測距輪定位量測

災害勘查時，面對災害後的
地貌變化，以更低人力與物
力成本取得高程模型

• 災害勘查

面對複雜難懂的工程設計圖，

不再有溝通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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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現場巡檢

取代傳統2D圖紙
以AR方式將管線資料呈現於手機，藉此了
解挖掘處的管線分布狀況與屬性資料，並
進行：地圖標示、簡易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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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前期討論/品管勘查

品管勘查時，能省去攜帶大量資料
並即時記錄備註與量測資料
加速作業與
共享資料效率

將複雜難懂的設計圖面，以AR方式於眼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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