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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壹、計畫摘要 

 利用樹莓派這個新崛起的嵌入式系統搭配 Matlab/Simulink模組化概念以建立一套

車輛偵測系統。 

 

貳、背景及目的 

 在生活型態逐漸增快的這個世代，車輛已成為了我們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國人擁有的車輛數目也於 103 年 9 月突破 750 萬輛[1]，車輛事故的發生次數也伴隨著

持續增加，因此對於車輛安全系統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視。除了平時眾所皆知的被動安全

系統，例如：安全帶、安全氣囊，對於主動安全系統的研發更是重要，如：電子穩定系

統(EBS)、防鎖剎車系統(ABS)，而在本論文中，欲使用由樹莓派作為平台，結合

matlab/simulink 之中系統工程的概念去完成車道偏移警示系統(LDWS)，提供駕駛人與

用路人一個安全的環境。 

 

參、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1. 細述本專題總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 

 利用 ROI的選取搭配最大類間方差法、霍夫轉換、卡爾曼濾波器建立

Matlba/Simulink，硬體利用 Rasberry Pi model B 搭配其鏡頭作運算平台與輸入畫

面。 

 

分工架構大致如下: 

林楷能---建立硬體模型與網路傳輸及畫面輸入部分。 

田昆育---建立軟體關於車道偵測、追蹤、警告部分。 

實驗部分為共同完成。 

 

2. 說明本專題採用之研究方法、原因與步驟。 

 參考市面上與台灣碩博士論文所設計的車道偵測系統使用的理論與利弊分析，利用

模型化設計能夠分部處理的精神將系統切割成各部分分屬二人完成，並上網尋找如

何設定 Rasberry Pi的運作系統。 

 

3. 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實驗情況與預期的不能匹配是最可能遇到的問題，因此我們利用版本區分的方式 

來使軟體部分能夠區分成各部分 debug以減少錯誤修正的時間，而閱讀論文與比較

各種配置的優缺點時，可能會有看不懂或者資訊源的說法不同，這一個部分則是與

老師們討論得到解決的方向。 

 



肆、儀器設備需求表 

可執行 matlab2014之筆記型電腦 

Rasberry Pi model B 

Rasberry Pi 鏡頭 

 

伍、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1. 列述執行期限內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建立完整系統並且利用實際車輛測試確認系統準確度。 

 

2. 對於學術研究或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應用在車輛安全系統上，對於疲勞駕駛的情況以及新手駕駛的訓練上進行改善，未

來可以利用此系統作為子系統以便完成車輛全自動化，但是對於曲率大的彎道、天

候的變化都需要去額外增加與考量，以提升其精確度與穩定度。 

 

3. 對於參與成員預期可獲得之訓練。 

 1.對於 Maltab/Simulink 的實用能力獲得提升 

 2.訓練蒐集大量資料及過濾資訊的能力 

 3.模擬實驗場地的設計 

 4.實驗數據分析 

 5.口語報告與整合能力 

 6.系統設計與 flowchart 整合 

陸、預定進度甘梯圖 

請視計畫性質及需求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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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文獻收集 ˇ ˇ           

硬體設定與網路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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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偵測    ˇ ˇ ˇ       

車道追蹤與警告    ˇ ˇ ˇ ˇ ˇ     



實驗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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