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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後方來車警示系統 

 

摘要 

警政署在去年統計，統計資料中因未注意後方來車，而導致後方來車駕駛或乘客傷亡的

數量高達 3233 起，加上死傷的醫療費用、官司訴訟與車輛修護的費用，每年至少浪費社會數

十億或上百億的社會成本。所以我們這次的研究，就是為了要探討並設計出一種可以偵測後

方來車的警示系統，如果偵測到來車或物體，就會以 LED 燈警示，並且啟動舵機，將門自動

鎖上，目的是為了降低因開車門不慎所造成後方來車傷亡的案例。 

我們利用超音波感測器偵測後方來車的距離，顯示在七段顯示器上，提醒駕駛後方是否

有物體接近，以便讓駕駛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車門下車，利用簡單的裝置就可以降低這類車

禍事故的發生。我們偵測物體後所提醒駕駛或乘客的方式不是使用鳴蜂器，而是使用具有發

出警戒色彩功能的 LED 燈顯示板，可避免聽力差的駕駛聽不到聽音，也可以達到美觀及提醒

駕駛的目的。 

為了防止車子的誤動作，我們設計了解除舵機鎖定的觸摸感測器這項功能，例如是被臨

檢或是倒車入庫的時候，超音波感測器都會偵測到人或物體，駕駛都可能會因舵機自動鎖上

的關係，避免被鎖在車子上下不來。在我們不斷改良程式與裝置機構，功能強且穩定性又高

的「後方來車警示系統」便完成了，相信我們的創意發想，可以避免大多數的相關交通的問

題，守護民眾行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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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從過去到近日，有許多駕駛或乘客未注意後方來車，導致後方來車閃避不及，所造成的

意外不勝枚舉，尤其是在上下班的時候，車流量大，造成此問題的數量也可能達到最大值，

交通上也變得更加的危險。鄉間小路也是最有可能發生此事的地點，駕駛可能會在路邊停靠，

並且可能不看後方就下車。 

根據警政署統計，去年全國因開車門不慎而造成傷亡的案件高達 3233 起，由於這類的問

題實在是高居不下，所以這些問題已經，不能再被社會忽視，我們勢必要做一些事情，來改

善這類問題，降低此事的發生率，也同時降低受害者傷亡數。 

導致別人家庭破碎是金錢所不能夠彌補的，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可以做的幫助有限，但是

我們也要開始關注此事，一起想辦法。因此，本研究希望能發展一種後方來車警示裝置，以

確保後方來車或行人因為駕駛或乘客開啟車門不慎而引發撞擊的意外傷害。 

但是意外往往發生在當下，罰金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手段，所以我們想了辦法，利用超音

波感測器來偵測後方的來車，如果無物體接近，LED 燈條就會亮起綠燈，車門也可以自如的

打開，但是有物體接近，LED 燈條就會顯示紅燈，並且觸發舵機，讓車們鎖上，但是如果需

要打開門時，例如警方臨檢，或倒車入庫時，也可以按下觸摸感測器，讓車門強制打開，而

超音波感測器只會在停車檔（Ｐ）時才會開啟，所以在行駛上是不會打開的，利用上述的文

字敘述，我們希望可以研究出相關的物體，來讓我們的社會不會再因為開車門不慎造成的傷

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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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我們列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利用程式設計超音波感測器、觸摸感測器及 3D 繪製排檔桿模型。 

二、自製車子模型。 

三、嘗試將程式和排檔桿及車子模型結合。 

四、利用超音波感測器來偵測後方來車和行人。 

五、 模擬後方來車的安全最佳化。 

 

參、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 利用程式設計超音波感測器、觸摸感測器及 3D 繪製排檔桿模型 

我們希望能使其達到模擬的最佳化，以便之後寫程式的方便，及測驗感測器，並能將

後方來車警示用於日常生活中。 

（一）目的：我們希望能創造出可以偵測後方物體的超音波感測器，如偵測到物體，即

可觸發舵機將車門強制鎖上的程式，還有強制解除舵機鎖定的程式，為了增加實體感，

我們也希望製造出可換檔的排檔桿模型。 

 (二)步驟： 

1. 使用觸摸感測器來當作解除舵機鎖定的裝置，利用 mblock 程式設計軟體，來設計超

音波感測器 （圖 1）、舵機 （圖 2）， 觸摸感測器 （圖 3） ，及 LED 燈 （圖 4） 

和排檔桿的程式。 程式設計圖如 （圖 5）。 

零件圖片 說明 

 

圖 1、超音波感測器 

用來偵測物體的小型

機器，帶入我們的程

式，即可啟動舵機將

車門鎖上。 

左邊的 T 會發射

40KHz 的超音波，而

左邊的 R，則是接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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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感測器的感測範圍經過我們的測試後，發現測量的距離和實際的距離非常接近，

準確度相當高，這樣讓我們更方便的寫出超音波感測器的程式。 

零件圖片 說明 

圖 2、SG90 小型舵機 

帶入程式後，超音波感

測器一旦偵測到範圍， 

小型舵機即可將車子

模型上的車門自動鎖

上。 

我們使用的舵機型號是「SG90 小型舵機」，我們不選擇大的舵機而擇小的舵機

原因是，為了方便的放入模型車體，輕便的小型舵機的方便性也比一般的舵機來的好

很多，也方便我們事後加裝至模型車子的車門上。 

 

SG90 小型舵基本來是接 Arduino UNO 的，不過我們使用 Me RJ25 轉接器來將

小型舵機連接上我們的 Orion。 

零件圖片 

圖 3、Me RJ25 轉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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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圖片 說明 

 

圖 4、觸摸感測器 

帶入程式後，車門如果

遭到舵機鎖上，如需要

解鎖，按下觸摸感測

器，即可解除舵機在車

門上的鎖定。 

 

零件圖片 說明 

 

圖 5、LED 燈 

帶入程式後，只要超音

波 感 測 器 偵 測 到 物

體，LED 燈顯示器就會

發出紅光來提醒駕駛。 

當觸摸感測器被按下

時，LED 燈會在解鎖的

10 秒鐘發出藍燈，以提

醒駕駛現在是解鎖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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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圖片 說明 

圖 6、第一代 mblock 程式 

使用 mblock 時所設計的程式，

有可以偵測後方50公分的超音

波感測器，這是我們測試超音

波感測器時的長度，有可以當

超音波感測器偵測物體即可讓

車門強制鎖上的舵機，也有按

下即可強制解鎖的觸摸感測

器。也有可以換檔的排檔桿，

還有可以提醒駕駛的 LED 燈，

但是這一代程式的超音波感測

器仍有許多問題，我們需要努

力的改進。 

 

2. 使用 123D 繪製排檔桿，且利用 3D 列印機將其列印出來。如下圖 

操作圖片  說明 

    

圖 7、利用 123D 所繪製的排檔桿模型 

利用 123D 所製造出的圖

片，如圖就是我們所做出

來的 3D 排檔桿模型，最

後再將其印製出來，即可

模擬排檔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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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製車子模型 

       （一）目的 : 方便我們模擬出實際的情況。 

       （二）步驟 :  

1. 使用珍珠板來製作第一代車子模型，使用剪刀將車門及車尾剪開，這樣做可以讓我

們更方便的模擬出現場情況。 

2. 因為第一代模型在測試不久後就完全垮下，所以我們決定使用較穩固的智高積木組

來製作車子模型。 

3. 利用智高積木條來製作底部，車身、尾部也都是使用智高積木，但是在製作車頭時，

發現底部不夠穩固，隨時都有可能被內部配件壓毀，所以第二代模型也失敗了。 

4. 我們最後使用了大型智高積木版當作車底，和使用小型智高積木版來當作車身，在

關節處加上智高積木條，使其更加穩固，確實可以承受住沉重的內部配件。我們在

旁邊加上了珍珠板，完成了我們的第三模型車子。第三代模型如下圖： 

 

操作圖片 說明 

圖 8、第三代車子模型 

使用了智高積木組，組

合的第三代車子，由於

保險桿等物體還未放

入，所以車身的珍珠

板，還不能貼上，只能

貼上車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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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嘗試將程式和車子模型結合 

           （一）目的 : 為了實際模擬出真實情況，所以我們嘗試將兩者結合。 

           （二）步驟 :  

1. 等待程式傳輸到 orion 完後，我們最後把 orion 和排檔桿一起放在智高積木板上，再把

它們放到車子的智高機木板上。 

2. 我們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設計的超音波感測器故障了，排檔桿也出了問題，

我們斷定是程式的問題，所以就不能進行實驗了。 

3. 我們發現 orion 按鈕感測器的 key1 也壞了，必須要找新的替換， 

4. 程式修復後，我們將程式設定對外感測 50 公分，終於可以正常運作 ，修復好的程式

如下圖。 

操作圖片 說明 

圖 9、測試超音波感測器的 mblock 程式 

目前只有超音波感測

器操作的紅綠燈是正

常的，其他舵機等的

程式也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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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入七段顯示器 

我們寫了七段顯示的程式，問了許多關於七段顯示的問題，非常不幸運的是，我們不

會寫關於七段顯示的程式。經過老師的耐心教導後，我們研究出了七段顯示的程式，

透過傳輸線傳到 orion，也順利成功。七段顯示的功能是偵測物體的遠近，最遠上限 400

公分，偵測到的物體距離會在數字版上顯示出來。 程式如下圖。 

操作圖片 說明 

圖 10、七段顯示器程式 

這是 mBlock 寫出來的七

段顯示數字版的程式。 

 

五、 模擬後方來車的安全最佳化 

    (一)目的 : 我們為了讓後方來車警示裝置達到最佳化，我們做了一部分的更改，

包括程式以及模擬的實際情況。 

(二)步驟 :  

1. 我們改善了超音波感測器的感測範圍，將偵測範圍從原本的 50 公分增加至 400 公

分。超音波感測器的感測範圍如下表。 

紅綠燈感應 

偵測距離 
LED 燈號反應 

小於 50 公分 紅燈 

50 公分~400 公分 綠燈 

400 公分以上 不動作 

2. 我們增加了顏色來提醒駕駛，七段顯示的數字板變化沒變。新增了在開車時持

續顯示綠燈，以及當駕駛案下觸摸感測器強制解除舵機鎖定時，LED 燈就會顯

示藍色，透過豐富的顏色變換，更有效的反應出所駕駛的車子目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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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式測試結果如下表顯示。程式全部測試成功過後，我們將所有的程式透過傳

輸線帶入 orion 裡面，再把 orion 放入車子中，大小吻合，車體也確實承受住了

orion 和模擬排檔桿的重量。 

4. 我們將 orion 等器具放入車體後，裁切珍珠板，並黏貼於車身，使其更具實體

感，最後完成了我們的第三代最終模型。 

 

肆、 研究結果 

一、利用程式設計超音波感測器、觸摸感測器及排檔桿模型。 

我們使用 mblock 程式設計軟體搭配 orion 來設計出超音波感測器、舵機、觸摸感測器，

排檔桿和 LED 燈等程式。 

經過多次的研究、實驗，及更改，終於研發出最後的第五代程式。如下圖 

操作圖片 說明 

 

圖 11、第五代 mblock 程式 

Mblock 設計程式所設

計的軟體，經過我們多

次的調整，這是我們所

寫出的第五代最終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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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最後程式的操作流程如下： 

駕駛時 LED 燈顯示器呈現綠燈，停車時超音波感測器開始偵測後方來車，如果後方沒有

來車，即可打開車門，如果後方有來車，LED 燈顯示器則依據後方來車的遠近來呈現出

警示的紅燈，後方來車經過，即可開啟，或者也可以按下觸摸感測器強制解除偵測後方

來車而鎖定車門的舵機，則此時，LED 燈顯示器將顯現出藍燈。 

（一） 自製車子模型 

我們使用智高積木組及珍珠板來製作模型車子，經過多次的改良我們最後研發出了第三

代的車子模型，各方面都勝過於一、二代，堅固的車體，預計可以承受住排檔桿等模型。 

（二） 嘗試將程式和車子模型結合 

把程式放到模型車後，發現車子可以承受住，沉重的排檔桿等模型，確認完畢後，我們

將舵機裝置在車門，一切都順利，車門也可以受到舵機的控制，一旦超音波感測器偵測

到物體，即可啟動舵機讓模型車的車門順利鎖上，實驗完成。 

（三） 利用超音波感測器來偵測後方來車和行人 

裝置好車子後，模擬感測情況，發現七段顯示的數字版，顯示出來的數字過於精確，導

致無法取得大概的數字。我們解決的方法，是使用四捨五入法，捨去個位數字後的小數

點，這樣做讓我們可以更方便的去做實驗，也可以讓駕駛者更準確地去觀察後方來車的

距離，超音波感測器設定在 400 公分，因為空間的因素，我們不能在實驗教室做出來，

所以我們在空曠的戶外做實驗，也確實成功觸發超音波感測器了。 

 

超音波感測器最遠的感測距離是 400 公分，而最短的則是 2 公分。 

平常測驗是超音波感測器時是使用 50 公分。 

排檔桿模型結合按鈕感測器後，key1 是 P 停車檔，key2 是 R 倒車檔，key3 是 N 空檔(無

動作)，key4 是 D 前進檔，超音波感測器則是在 key1(P)時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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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動作說明如圖 12~15 所示 

操作圖片 說明 

 

圖 12、後方來車在的綠色指示燈號 

後方來車的距離在設定的

50 公分以上時，亮綠燈。

舵機馬達不動作。 

 

圖 13、舵機馬達不動作 

 

操作圖片 說明 

 

圖 14、後方來車在的紅色警示燈號 

後方來車的距離在設定的 50

公分以下時，紅燈亮起警示駕

駛。舵機馬達動作，自動上鎖。 

 

圖 15、舵機馬達自動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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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總結  

車子的普及化，使得車禍也越來越頻繁，小心警慎已經不能完全避免車禍的發生了，

車禍的定義範圍十分廣泛，內政部警政署在 106 年中，統計資料中因未注意後方來車，

而導致後方來車駕駛或乘客傷亡的數量高達 3233 起，但是每次發生事件都有人死亡，都

會喪失人寶貴的性命，用上述的後方來車警示裝置，可以降低事發數量，希望不要再因

為人的疏忽而因此傷亡，我們應當避免去傷害他人，不管是有意或無意，已經傷害了就

不能再改變，每天都有人因為開車門不慎導致別人受傷，甚至是死亡，如此龐大的數量

實在是太可怕了，於是我們研發出的後方來車警示可以減少社會傷害，因為我們都知道

車禍帶給當事人的傷害很大，不管是肉體上或是精神上的都有。所以本研究是希望就是

把車禍的發生率降低，對社會上有貢獻。 

透過這次的研究讓我們了解超音波感測器可偵測的最短距離為 2 公分，如果將手完

全貼在超音波感測器上，則會沒反應，而超音波感測器最遠感測距離為 400 公分，所以

它感測到的距離若大於 400 公分，也會沒反應。 

數字版則是要插在 3 號連接口，其它的可能會讓數字板沒反應，我們之前都把它插在 6

號連接口。 

 

二、需要改進的地方: 

（一）在台灣，因駕駛未注意後方來車就直接開車門所造成的意外，有 85%都發生在左

側，所以我們的後方來車警示系統大多注重在左側，可能會忽略了右側。 

（二）我們的後方來車警示系統，所使用的超音波感測器最遠感測距離為 400 公分，而

行使當中的車子，車速相當的快，所以 400 公分是絕對不夠的，可能需要更好的超音波

感測器。 

    （三）超音波感測器最短感測距離是 2 公分，如果有東西貼在超音波感測器上，它就不

會感測到，所以要把超音波感測器往內放 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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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目前只使用一個舵機，放在駕駛的車門，而我們希望未來能增加至四個舵機，

並將超音波感測器從原有的一個，增加至兩個，以便操控四個車門上的舵機，以達到駕

駛及乘客的安全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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