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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地小車多，在都會區停車不易，在道路旁能迅速倒車、停車，甚為重要。然而，由於

汽車構造會將駕駛與週遭環境阻隔，僅依靠現有車用後視鏡，駕駛對車後安全距離難以正確掌

握，常會預留過大空間，需數度前進後退，才能停妥。 

  目前各家車廠提出之解決方案以加裝倒車雷達感測裝置與 CCD（charge coupled device）攝

影機為多，各廠牌裝置位置與方式不一，如何才能有效輔助駕駛者掌握車後安全距離，尚缺定

論。本研究嘗試探討僅賴 CCD 攝影機對駕駛者掌握車後安全距離之效益與安裝位置的影響。

研究採實車測試方式，分別在日間、夜間以模擬柱狀物、模擬牆壁兩種不同障礙物放於車後請

受測者進行倒車測試，量測不同 CCD 攝影機安裝位置與拍攝角度下駕駛者所預留車後安全距

離。結果顯示，相較於僅賴傳統後視鏡，CCD 攝影機確實能有效協助駕駛者掌握車後安全距離。

在三種安裝方式中，CCD 攝影機安裝於行李箱蓋後緣朝後下方拍攝，有適當地面影像供參考

時，較能有效輔助駕駛者掌握轎車與後方障礙物之間的距離，尤其對無電子輔助裝置下預留過

大空間距離之駕駛者，發揮了更大的效益。至於後視影像顯示方式，以駕駛車顯現於螢幕上方，

倒車時車後影像由下往上接近，較為多數受測者接受。 

關鍵詞：汽車，後視，安全距離，人因，CCD 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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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drivers may think it difficult to curb park a car quickly because of structurally induced 

blind spots around the vehicle, especially immediately behind.  Although a CCD (charge coup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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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camera has been used to help drivers see the rear view and radar has been used to warn of the 

proximity of posterior obstacles, it would be even more beneficial if the drivers could directly see the 

gap between the car and the obstacles. 

     This research employed a field test to evaluate how CCD positions influence drivers’ 

perceptions of the gap between the car and posterior obstacles.  The experiments were implemented 

in both the daytime and at night with three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CCD camera as well a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obstacles.  For each testing condition, the subjects were requested to drive the car 

backward until they thought it to be an appropriately saf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obstacle.  Then the 

gap between the car and each obstacle was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CCD camera installed in the rear upper end of the trunk lid best assists the driver in maintaining the 

shortest safe distance from the obstacl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was observed for the shortest safe distance without using a CCD camera; however, when the camera 

was used, the difference became insignificant. With regard to the image on the screen, most subjects 

preferred a scene in which the tested car appears static o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creen and the 

obstacle being approached is viewed on the lower portion. 

Key Words: car, rear view, safe distance, ergonomics, CCD camera 

 

一、緒論 

  經濟日益發達所造成的高汽車擁有率，使得在高密度車

流量的大都會區，停車不易，即使有車位，許多人仍然沒有

把握可將車迅速停好，尤其是路邊停車，不僅影響交通，亦

可能擦撞週遭之車輛，主要原因乃在於駕駛者無法掌握車身

與週遭障礙物之距離所致。因此如何有效輔助倒車後視，值

得研究解決。 

  有關後視掌握的研究多以傳統後視鏡為主 [4-8, 12]，該

類文獻請不同年齡受測者以實車探討不同曲率半徑或不同

形式後視鏡對駕使者掌握車側後方轎車距離的影響，有關探

討以後視鏡掌握對車直後方近距離障礙物的研究難得一

見。Rawal 與 Rodgers [17] 為建立隨機路邊停車行為的數學

模式，曾量測倫敦道路旁所停車輛的間距，所量 500 個間距

的平均值為 154.2 公分，標準差 70.9 公分。此一現象顯示倫

敦道路有足夠空間讓駕駛者輕易停車，也許先進國家大都因

為環境空間大，有關探討近距離障礙物偵測的需求性較低。 

  有關實車輔助後視方法，目前市售車款或採倒車雷達發

出警訊聲，或採 CCD（charge coupled device）攝影機呈現

影像，或兩者並用再輔以數字顯示與障礙物距離方式呈現。

有關距離掌握方面，多數研究係由工程眼光進行，探討超音

波測距法（sonar）、雷達測距法（radar）、雷射測距法（laser）、

影像改變等方法 [1-3, 10, 14, 16, 19, 20]。由於這些設備及技

術有的只能求得最近之單一物體的距離，但不知該物體方

位；有些則需以依序對各角度掃描的方式，才能測得所有狀

況，因此多數轎車必須同時配有倒車雷達與 CCD 攝影機。

有關以CCD攝影機掌握轎車後方路況方面，Hicks等人 [11] 

提出將後方以左右三個廣角 CCD 攝影機所擷取之影像結合

為一，使影像之間無間隔，完整呈現車後方路況。該項嘗試

對汽車後方整體路況掌握確有幫助，惟對距離掌握則未述

及，對車後方近距離狀況之掌握亦無幫助。 

  駕駛者無法掌握車外狀況，主要由於汽車車體結構將駕

駛者與車外環境阻隔，駕駛者除無法看到物體外，亦失去距

離判斷的參考座標。Gibson 在其 “The Perception of the 

Visual World” 書中 [9] 即曾論及人類對於判斷物體遠近的

若干依循，例如交疊、遠近清晰度不同、透視等，Sinai 等

人 [18] 依據 Gibson 的 “Ground Theory” 論述，以有無壕

溝阻隔兩種狀況請受測者估計所見物體的距離，結果顯示有

壕溝情況下，受測者所估算距離較無壕溝情況大，且高於實

際距離，無壕溝所估算距離則接近實際距離，證明地面確實

提供受測者對距離判斷的依據。其另一實驗則顯示受測者站

在較物體高的地面上，亦會高估與物體的水平距離。Jiang 

與 Mark [13] 的研究探討壕溝深度對判斷間隔是否可以跨

越的影響，顯示壕溝深度確實影響受測者對壕溝寬度可否跨

越的判斷，惟其著重心理因素，與 Sinai 等人的研究有別。 

  目前市售車款的後視 CCD 攝影機通常裝於後保險桿向

後拍攝，雖可看到影像而得以掌握後方是否有障礙物，但因

缺乏任何判斷距離的參考，必須加上雷達。由於視覺是掌握

狀況與距離最直接的方式，且考慮減低使用倒車雷達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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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安裝於後保險桿 

 
B：安裝於牌照上方 

 
C：安裝於行李箱蓋後緣 

 

圖 1. CCD 攝影機三個安裝位置

本，本研究嘗試藉由實車測試，探討單以 CCD 攝影機裝置

於不同位置對倒車時駕駛者掌握駕駛車與車後障礙物距離

（以下簡稱為「車後安全距離」）的效益，並參考 Sinai 等

人 [18] 之研究結果，探討 CCD 所拍攝畫面有無地面供參

考對掌握車後安全距離的影響。探討內容包括： 

1. 有無安裝CCD攝影機情況下駕駛者所掌握車後安全距離

之差異。 

2. 不同 CCD 攝影機安裝方式（有無地面做為判斷參考）對

駕駛者掌握車後安全距離之影響。 

3. 有無安裝 CCD 攝影機情況下，男女駕駛者所掌握車後安

全距離之比較。 

4. 駕駛者對車內LCD液晶螢幕所呈現兩種倒車影像呈現方

式之喜好比較。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依本研究希望以 CCD 攝影機即能掌握車後狀況以及掌

握車後安全距離之原始目標，經分析一般轎車可能的安裝方

式，嘗試將 CCD 攝影機安裝於車身後部三個位置，進行實

車測試，評價安裝位置與方式對距離判斷的影響。測試評價

說明如下： 

（一）實驗準備 

  本研究以 1995 年份克萊斯勒 NEON 兩門三廂式四人座

轎車進行，車內採 6.3 吋 LCD（NEC 6.3”- XGA- TFT）液晶

螢幕，置於中控台上方。CCD 攝影機（型號  HITACHI 

C-0401）選用具備可讓影像作左右水平翻轉之功能，以符合

一般使用後視鏡的視覺習慣（若使用一般 CCD 攝影機直接

向後所拍攝的影像，因為視覺效果和平常使用後視鏡相反，

駕駛人可能會感到不習慣）。攝影機模擬實務上可能裝設的

方式，分別安裝於如圖 1 所示三個位置，為避免破壞實驗車

車體，僅安裝於車身表面： 

1. 位置 A：安裝於後保險桿，向後方水平拍攝，此安裝方

式可做成鑽孔鑲入 CCD 攝影機，由於只露出鏡頭，就車

身外觀設計觀之，對造形影響最小，目前多數車廠採此

種安裝方式。 

2. 位置 B：安裝於牌照上方牌照燈位置，向下約 45 度角拍

攝，可拍攝到部份地面。由於線路可由牌照燈孔安裝，

不需破壞車體，部份外接式 CCD 攝影機採此種方式安

裝。本實驗車由於車形特殊，牌照位於後保險桿上，因

此 CCD 攝影機參照多數轎車牌照位置安裝。 

3. 位置 C：安裝位置於行李箱蓋後緣，向下約 30 度角拍攝，

可拍攝到部份地面，目前廠商較少採以此種安裝方式。 

  上述之 CCD 攝影機與 LCD 螢幕如採不同機型，對駕駛

者判讀影像與距離可能造成影響，可視為另一變數。惟由於

本研究著重於探討 CCD 攝影機位置對距離判斷的影響，因

此實驗時，全體受測者均以上述機型在相同設置與調整條件

下進行，類似於僅採用單一車型進行實驗，此一狀況視為本

研究之限制條件。 

  實驗所採用車後模擬障礙物，包括牆面以及柱狀物，為

避免駕駛不慎損及測試車，以保利龍及塑膠管製作。模擬牆

面障礙物，寬 200 公分、高 160 公分；模擬柱狀障礙物，直

徑 25 公分、高 175 公分，兩者均為白色，如圖 2 所示。 

（二）實驗受測者 

  本研究實驗受測者為大葉大學學生男女生各十五位，擁

有汽車駕照者。視力正常，身高體重不拘。 

 

  

(a) 模擬牆面障礙物 (b) 模擬柱狀障礙物 
 

圖 2. 車後模擬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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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測車位於畫面上方 

 

   
(b) 受測車位於畫面下方 

 

圖 3. 倒車畫面顯示方式 

 

 
(a) 無安裝任何輔助照明 

 
(b) 使用超白光 LED 

 
(c) 使用紅外線 LED 

 

圖 4. 夜間無安裝任何輔助照明與安裝輔助照明之畫面 

（三）實驗場地 

  選擇於平坦空曠無障礙物之柏油地面實施，避免受測者

以近車身環境物品做為判斷的參考。 

（四）實驗程序 

1. 受測者對車後安全距離的掌握 

  為求實驗條件一致，日間於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且室外

天氣晴朗時段進行，夜間則於無路燈或人造光源環境進行。

實驗時，請受測者坐入車內後，將座椅、方向盤以及後視鏡

調整至個人駕駛習慣位置後，駕駛測試車至障礙物前方約 3

公尺處，打 R 檔進行倒車，當感覺與後方障礙物需保持之

最小安全距離時停車，量測後保險桿與後方障礙物之水平距

離，依上述程序繼續完成其他障礙物與 CCD 安裝位置實

驗。相同測試方式再於後方為牆面障礙物的情況實施，實驗

分別於日間及夜間進行。 

2. 受測者對倒車畫面顯示方式之評價 

  在車後安全距離掌握之實驗後，將 CCD 攝影機系統安

裝於所取得之較佳安裝位置，以室內停車場為背景，另一部

轎車（車型：1994 FORD TELSTAR 2.0）為障礙物。螢幕顯

示方式分成兩種：（1）以駕駛車顯現於螢幕上方，倒車時車

後影像由下往上接近；（2）以駕駛車顯現於螢幕下方，倒車

時車後影像由上往下接近，如圖 3 所示。請受測者進行倒

車，就兩種畫面呈現方式做評選。 

3. 受測者對車後輔助照明方式之評價 

  在夜間使用 CCD 攝影機時，僅依靠後車燈，畫面過暗，

距離判斷較困難，經考慮整體體積與耗電率，採用（1）超

白光 LED；（2）紅外線 LED 兩種輔助照明進行實驗，螢

幕所顯示影像如圖 4。測試方式與前述第 2 項類似，請受測

者倒車，並就兩種照明狀況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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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擬牆面障礙物（位置 A） (b) 模擬柱狀障礙物（位置 A） 

  

  
(c) 模擬牆面障礙物（位置 B） (d) 模擬柱狀障礙物（位置 B） 

  

  
(e) 模擬牆面障礙物（位置 C） (f) 模擬柱狀障礙物（位置 C） 

 

圖 5. CCD 攝影機安裝於不同位置日間實驗時螢幕所顯示之畫面 

四、結果分析 

（一）受測者對車後安全距離的掌握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 CCD 攝影機是否能有效協助駕駛者

掌握轎車與後方障礙物之「車後安全距離」，且探討拍攝方

式對距離掌握的影響。為了避免受測者因不熟悉實驗車之操

作影響實驗數據，每位受測者前兩次之測試數據不列入統

計，不同模式皆進行兩次測試，求其平均值做分析。圖 5

所顯示畫面為 CCD 攝影機所拍攝後方影像。由圖可看出，

CCD 攝影機放置於位置 A，所拍影像雖可看到障礙物，但

倒車過程中，除了障礙物影像會變大之外，較難提供受測者

對距離掌握的參考資訊。放置於位置 B 與位置 C 時，則可

透過所拍到地面顯示出車身與車後障礙物的相對位置，使受

測者較能掌握車後安全距離，兩者雖都可顯示地面，但由於

位置 C 較位置 B 高，透過地面判斷間距的參考性較明顯。 

  圖 6 所示散佈圖中之各數據點表示日間測試結果同一

受測者在無安裝 CCD 攝影機與 CCD 攝影機安裝於不同位

置所判斷之車後安全距離配對呈現，對角直線表示兩者完全

相同的情況，若數據點落於該直線下方，則表示有 CCD 攝

影機輔助之車後安全距離比未安裝情況下小，落於上方，則

反之。由圖顯示，多數受測者在使用安裝於位置 A 之 CCD

攝影機後，所預留之車後安全距離較未安裝的情況下小，若

CCD 攝影機安裝於位置 B 或位置 C，改善情況更佳。夜間

測試結果類似，不另呈現。 

  表 1 顯示各種測試情況下車後安全距離利用 SPSS 統計

軟體分析的結果，圖 7 顯示分佈情形。由統計結果可看出，

車後安全距離平均值依無安裝、位置 A、位置 B、位置 C

遞減，標準差亦同。各種測試條件下，以安裝方式為因子，

進行單因子分析結果，差異顯著（P=0.000，< 0.05）。CCD

攝影機安裝於位置 C 時，各種測試狀況之平均車後安全距

離約可在 20 公分左右，應可滿足駕駛者實際操作需求。 

  比較 CCD 攝影機安裝於位置 A、位置 B、與位置 C 之

結果，可看出安裝於位置 C 之平均車後安全距離最短，安

裝於位置 A 之平均車後安全距離最長，以圖 5 所示影像為

例觀之，CCD 攝影機安裝於位置 A 之螢幕畫面僅顯示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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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模擬柱狀障礙物（位置 C） 

 

圖 6. 無安裝 CCD 攝影機與 CCD 攝影機安裝於不同位置之車後安全距離比較 

或柱體隨車體後移逐漸變大，駕駛者難以藉此掌握車體與後

方障礙物之距離；而 CCD 攝影機安裝於位置 C 之螢幕畫面

則可呈現地面做為距離判斷之參考，因此駕駛者較容易掌握

車後安全距離，類似於 Sinai 等人 [18] 所做有無地面做為

距離判斷參考之實驗，本研究亦顯示有地面參考對距離判斷

之助益。 

 

（二）液晶螢幕畫面顯示模式分析 

  受測者對畫面顯示模式評價結果，30 位受測者中 20 位

選擇『駕駛車顯現於螢幕上方，倒車時車後影像由下往上接

近』模式，10 位選擇『駕駛車顯現於螢幕下方，倒車時車

後影像由上往下接近』模式，卡方檢定結果，差異幾近顯著

（P=0.068），顯示受測車位於畫面上方保持不動，後方車

輛由下方接近較合乎多數受測者對倒車的認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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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無安裝 CCD 攝影機與 CCD 攝影機安裝於不同位置之車後安全距離 

表 1. 無安裝 CCD 攝影機與 CCD 攝影機安裝於不同位置之 
車後安全距離統計值（單位：cm） 

時間 障礙物 CCD位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無安裝 24 105 62.5 24.9 
位置A 24 73 44.4 12.0 
位置B 19 68 34.6 11.5 

牆 

位置C 2 32 22.2 7.3 
無安裝 24 116 62.0 25.1 
位置A 22 71 40.1 10.9 
位置B 11 64 30.2 9.8 

日間 

柱 

位置C 5 32 19.5 7.2 
無安裝 26 111 67.2 25.0 
位置A 21 100 53.0 20.3 
位置B 16 55 32.7 10.0 

牆 

位置C 7 38 22.1 6.9 
無安裝 26 116 61.3 23.6 
位置A 19 102 48.4 15.9 
位置B 11 67 35.8 12.1 

夜間 

柱 

位置C 10 36 22.5 7.3 
 

（三）受測者對車後輔助照明方式之評價 

  受測者對車後輔助照明方式之評價結果，30 位受測者

中，9 位選擇超白光 LED，21 位選擇紅外線 LED，卡方檢

定結果，差異顯著（P=0.028）。檢視兩種照明光源所顯示

畫面（圖 4），推測可能由於使用紅外線 LED 照明較均勻，

優於超白光 LED 光源集中之特性，因此獲得較多受測者之

喜愛。 

（四）不同性別受測者所掌握車後安全距離之比較 

  男女生受測者在未安裝 CCD 攝影機情況下所掌握車後

安全距離之比較如表 2。實驗數據顯示女性駕駛所預留之車

後安全距離較男性駕駛長，各種測試條件下，兩者之平均值

差異顯著（P < 0.05）。表 3 為男女生受測者在安裝 CCD 攝

影機於位置 C 情況下，對車後安全距離掌握之比較。實驗

數據顯示男性駕駛與女性駕駛所預留之車後安全距離都普

遍縮短，女性受測者之平均值雖大於男性，惟除了夜間後方

為柱狀物情況下，女性駕駛者所預留之車後安全距離平均值

高於男性駕駛者有顯著差異外，其餘情況車後安全距離平均

值未達顯著差異。 

  表 4 所示為男女生受測者在安裝 CCD 攝影機於位置 C

與未安裝 CCD 攝影機時之車後安全距離折減率。實驗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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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不同性別受測者未安裝 CCD 攝影機之車後安全距離 
比較 

時間 障礙物 性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差異顯著性

（雙尾） 

男 46.40 16.77 
日間 柱 

女 77.60 22.42 
0.00 

男 46.97 17.97 
夜間 柱 

女 75.60 19.81 
0.00 

男 51.90 19.41 
日間 牆 

女 73.07 25.82 
0.017 

男 54.70 22.58 
日間 牆 

女 79.67 21.37 
0.004 

 

表 3. 不同性別受測者安裝 CCD 攝影機於位置 C 之車後安 
全距離比較 

時間 障礙物 性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差異顯著性

（雙尾）

男 17.00 6.45 
日間 柱 

女 21.90 7.24 
0.061 

男 18.50 6.11 
夜間 柱 

女 26.40 6.19 
0.002 

男 21.00 8.00 
日間 牆 

女 23.47 6.59 
0.365 

男 20.27 6.88 
日間 牆 

女 23.97 6.68 
0.146 

 

表 4. 不同性別受測者安裝 CCD 攝影機於 C 位置之車後安 
全距離折減比率平均值 

時間 障礙物 性別 折減比率平均值

男 60% 
日間 柱 

女 70% 
男 57% 

夜間 柱 
女 63% 
男 59% 

日間 牆 
女 65% 
男 58% 

日間 牆 
女 68% 

 

顯示車後安全距離折減比率平均皆達到 57% 以上，女生受

測者之平均折減比率大於男生平均折減比率，顯示安裝

CCD 攝影機之效益。 

（五）各安裝位置實驗順序變更測試 

  由於前述實驗係依無安裝與安裝於 A、B、C 三位置之

順序進行，有可能因熟練程度影響對車後安全距離之掌握，

因此，另請五位未參與先前實驗之受測者，依照相反實驗順

序，即先測試 CCD 攝影機安裝於位置 C，依序再測試位置

B、位置 A，結果如圖 8 與表 5 所示，雖然人數不多，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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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依 CCD 攝影機安裝位置 C、B、A 順序進行測試之車 

後安全距離比較 

 
表 5. 依 CCD 攝影機安裝位置 C、B、A 順序進行測試之車 

後安全距離平均值（單位：cm） 

CCD 位置 障礙物 個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柱 5 33 6 17.0 
C 

牆 5 31 4 17.8 
柱 5 35 21 30.0 

B 
牆 5 43 22 34.6 
柱 5 43 34 37.0 

A 
牆 5 56 25 43.6 

 

結果可看出，平均車後安全距離仍以 CCD 攝影機安裝於位

置 C 時最短，對於初次使用該系統受測者即有立即的幫助。 

 

五、對設計應用的建議 

  本研究經前述測試證實，CCD 攝影機加上紅外線 LED

輔助照明，安裝於行李箱蓋上方可有效協助駕駛者掌握車後 

安全距離，為使之可安裝於車體上，符合功能且兼具造形美

感，必須將之適當設計，使成為可商品化之產品。經分析整

理台灣地區暢銷之車款後行李箱造形可發現，每家車廠所生

產轎車後行李箱蓋上方多數為平坦造形，顯示將 CCD 組件

安裝於該處的可行性。即或為避免影響造型，可將 CCD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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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牌照燈位置，依實驗結果，亦較安裝於後保險桿有較佳

之效益。如為新車型，可於設計時即直接設計導入，既有車

型則可另開發成外裝零件。 

  圖 9 及表 6 所示為整個系統架構主要組件及用途，    

圖 10 表達外加設計之安裝方式，包含適當機構使 CCD 攝影

機可由使用者自行調整左右旋轉角度。經詢價，整組預估售

價（含 CCD 攝影機與液晶螢幕）可控制在七千元以下。 

 

六、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實車評價探討 CCD 攝影機安裝方式與液晶螢

幕之倒車影像顯示方式對駕駛者掌握車後安全距離的影

響，結論如下： 

1. 轎車後方如裝有 CCD 攝影機，確實能協助駕駛者掌握

車後安全距離，尤其對無電子輔助裝置下預留過大空間

距離之駕駛者，發揮了更大的效益。 

 

 
 

圖 9. 系統功能組件 

 

表 6. 系統功能組件用途說明 

組     件 用             途 

CCD 攝影機 拍攝後方影像 

無線遙控轉向馬達 
可控制 CCD 攝影機拍攝角度，擷取後方左

右側之影像 

訊號控制盒 
具備 TV In 與 TV Out 介面，轉換 CCD 影像

至螢幕 

液晶螢幕 顯示拍攝畫面 
 

 

 

圖 10. 外加 CCD 攝影機爆炸圖與安裝示意圖 

2. CCD 攝影機『安裝於後保險桿向後水平拍攝』、『安裝

於牌照板上緣向後下方拍攝』、以及『安裝於後行李箱

蓋後緣向後下方拍攝』三種模式中，以安裝於後行李箱

蓋後緣向後下方最能有效協助駕駛者掌握轎車與後方

障礙物之間的距離，顯示有地面做為參考的效益。 

3. 採用傳統後視鏡或採用 CCD 攝影機後視輔助系統，女

性受測者預留之車後安全距離平均值都較男性受測者

為長。採用傳統後視鏡，男女受測者之平均車後安全距

離差異顯著。CCD 攝影機安裝於後行李箱蓋後緣向後

下方拍攝情況下，女性受測者之車後安全距離平均值可

在 30 公分以內，相較於僅賴傳統後視鏡，折減約

60-70%。顯示此一安裝方式對女性駕駛者之幫助。 

4. 就倒車影像顯示方式，『駕駛車顯現於螢幕上方，倒車

時車後影像由下往上接近』與『駕駛車顯現於螢幕下

方，倒車時車後影像由上往下接近』兩種模式中，以前

者較為多數受測者所接受。 

5. 本研究之實驗在無 CCD 攝影機輔助之倒車過程，係採

觀看後視鏡方式進行，此與歐美國家要求駕駛者必須回

頭直接以眼睛觀看方式有別，只能視為國人習慣以後視

鏡倒車者之特例比較。 

6. 相較於採用 CCD 攝影機需觀察、思考、判斷之時間，

倒車雷達可發出急促聲音直接警示，惟駕駛者仍可能預

留過大安全距離而必須多次進退，如採本研究所提CCD

攝影機安裝方式與倒車雷達併用，將更能發揮效益。就

駕駛者而言，如有人在後方指揮，則為最安全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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