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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4G)的爆發性

成長，許多的應用紛紛地被提出，其中一項重

要的應用便是駕駛行為模式分析。透過分析在

移動載具上蒐集的資訊，針對駕駛者的駕駛行

為模式給予適當的建議，將可達成避免潛在風

險及節能駕駛等應用。本論文提出一套駕駛行

為分析之系統架構，以目前被廣泛裝置在移動

載具的標準診斷介面 OBD-II（On Board 

Diagnostic）為資料來源，使用資料探勘相關技

術來分析找出駕駛行為模式。更進一步地，我

們以節能駕駛為應用範例，根據駕駛行為模式

給予能達成節能目標之駕駛建議。最後，我們

以實際場域搜集到之資料進行分析呈現。 

關鍵詞：OBDII、資料探勘、駕駛行為模式、

節能駕駛。 

 

1 前言 
 

近年來，第四代通訊技術(4G)越來越普

及，相關的應用服務也越來越多，像是行動影

音服務、即時資訊系統…等。第四代行動通訊

技術無論在資料的傳輸速度、傳輸量、網路節

點連接的數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這之

中，針對機器與機器之間(M2M, Machine to 

Machine)的通訊技術，或被稱為物聯網，目前

正被大量應用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的

機器間藉由網路來交換資訊、分享計算資源，

讓生活更為便利，舉例來說：智慧網路冰箱、

智能開機的冷氣、移動載具網路的分析與應用

等。本論文主要關注移動載具網路的分析與應

用。 

在移動載具上，例如汽車、機車，原本就

搭載著許多的感測器用來監測各項數值，用來

掌握載具的狀況，甚至是近幾年十分盛行的單

車，也開始可以額外安裝許多檢測儀器。有些

比較先進的載具更搭配有自己的即時運算核

心來統合與計算整個載具的數據，同時提供保

護與維修協助，像是自動引導到車、緊急危險

迴避、故障狀況檢測…等功能。不過這些監測

的數據，例如：車輛行駛速度、引擎轉速、變

速箱狀態、車輛負重量…等，因為使用在載具

狀況即時判定上，取樣頻率非常高，在短時間

內產生十分龐大的資料，一般而言，載具沒有

足夠的儲存空間來記錄這些資料。然而，現在

可以透過車輛網路、物聯網、行動通訊網路…

等方式來將資料經由網路儲存到另外一地的

空間。研究人員就能針對這些資料加以分析。 

移動載具的感測資料分析的研究以發展有

相當長的時間，相關的主題與應用之多，不勝

枚舉。而本論文主要是探討在移動載具上使用

者的操作習慣或行為，其宗旨就是透過分析從

移動載具上的感測器蒐集而來的移動中載具

各種數值，可以找出移動載具的駕駛行為的模

式(driving pattern)。駕駛行為的模式的分析可

被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方面，例如：車流

量的監控、安全駕駛、酒駕偵測、節能駕駛…

等。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的研究將會面臨以下這

些挑戰： 

 資料蒐集困難：為了蒐集資料，往往需要

在移動載具上額外加裝設備來提取或儲

存資料，所以必須要考慮到資料儲存問題

以及設備電池續航力。 

 資料標記困難：由於移動載具需要仰賴人

的操縱或駕駛，一邊操縱一邊標記資料對

於使用者或駕駛人來說增加某種程度的



風險。而事後回想往往流失真實性。 

 研究可應用性低：收集資料的環境往往是

被限制在某一特定實驗範圍內，例如一段

筆直的道路、一個封閉的賽道…等。即使

分析取得駕駛行為的模式也難以應用在

實際生活上。 

不過近幾年，移動載具標準診斷介面 

(On-board diagnostics, OBD)的普及，提供研究

駕駛行為樣式相關研究的資料來源。移動載具

標準診斷介面(OBD)的搭載主要是用在車輛故

障時，ODB 會先記錄車輛當下狀況並回饋的故

障碼，使得維修技師可以根據故障碼做出初步

的判斷，加速維修時間。另一方面，ODB 會記

錄車輛的排氣資訊，對於政府的環保相關單位

會是重要的資訊來源，被用來掌握車輛產生的

廢氣污染情形，所以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單位

會制定法規來規範 OBD 的裝設。目前常見的

OBD 標準為第二代 ODB，稱為 ODB-II。 

本論文提出一分析駕駛行為模式之系統架

構。使用 OBD-II 的資料，結合資料探勘之技

術，找出駕駛行為模式，並更進一步找出節能

駕駛的樣式。本論文所提出的駕駛行為模式分

析系統架構有以下優點： 

 OBD-II 裝置可搭配行動網路將資料傳輸

到遠端伺服器儲存。可以減少裝置必須要

有儲存空間的必要性。 

 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例如：頻繁樣式探勘

(Frequent Pattern Mining)，讓使用者或駕

駛不需要動態標記，可以透過找到的樣式

歸納出使用者的駕駛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為真實駕駛環境，本論文所收集

的資料皆來自現實生活中的駕駛行為，所

以分析的結果不會有難以應用的問題。 

本論文的組織架構如下。於第二章節回顧

相關文獻，並在第三章節中，詳細介紹我們所

提出的系統架構。接著，在第四章節則為統計

與分析收集的資料。最後，第六章節則是我們

的結論。 

 

2 文獻回顧 

 
本章節將針對 OBD-II 資料、駕駛行為模

式分析、節能駕駛行為模式分析三個部分依序

介紹相關文獻。 

 

2.1 OBD-II 資料分析之相關研究 

 
OBD-II 發展的目的是用來即時診斷車輛

狀況，加速維修人員的處理流程。而環保單位

也發現到 OBD-II 裝置可以應用在觀察廢氣排

放，監控空氣污染。但是，這些資料往往只有

在車輛進廠維修或保養時，才會由技術人員用

機器來讀取。相關感測記錄也因為設備限制沒

辦法一直儲存在車輛上。拜行動網路與儲存技

術的進步，這些資料得以透過無線網路的傳輸

進行遠端儲存，或是使用大容量的儲存設備倒

留下來。 

目前 OBD-II 裝置能夠在車輛上擷取到許

多資訊，見表 1。但由於各家車廠在標準上不

同，所以車輛提供的資料會有所差異。另外，

製造 OBD-II 裝置的廠商也會根據應用性開發

不同用途的裝置，例如：應用於檢測空氣污染

的裝置會提供較多有關車輛進氣排氣的數

值，以及引擎溫度…等。 

越來越多研究人員開始注意到 OBD-II 資

料。在 OBD-II 資料的分析研究上，主要有幾

個方向，像是用 OBD-II 資料來驗證相關研究

的正確性[20, 25, 26]，由於 OBD-II 資料是讀取

車輛的原本就有裝設的感測器，資料的正確度

極高。另外針對 OBD-II 資料找到車輛的零件

壽命、各項燃料消耗速率評估[2, 13, 14, 17, 21]

可以提供廠商在備用零件與行銷手法上來參

考。 

表 1、OBD-II 裝置上各項資料與單位 

資料屬性名稱 單位 

Vehicle speed km/h 

Engine rotations rpm 

Throttle position % 

Engine coolant temperature °C 

MAF air flow rate grams/sec 

Distance travelled km 

Engine fuel rate L/h 

Intake air temperature °C 

Battery voltage V 

Mess air pressure kPa 

Fuel level input % 

Absolute throttle % 

Calculated engine load value % 

 

2.2 駕駛行為模式分析之相關研究 

 

在移動載具的操作和使用會因為駕駛人或

操作者的不同，在行為上有所差異，例如車

速、超車、轉彎…等。研究學者很早就觀察注



意到這點，對於駕駛行為模式的分析之研究，

起初研究的資料是透過安裝各種外部的感測

器，例如：攝影機、麥克風、胎壓計…等，來

收集資料[6, 10, 11]。最近，有研究學者使用智

慧型手機上的感測器來分析駕駛行為模式

[3]。這些分析都需要特別設置環境，或是將裝

置安在移動載具的特定位置，像是如果使用手

機來做為感測，必須放置在載具的重心上。此

外，使用攝影機或是手機都有洩漏個人隱私的

問題。也因此，從 ODB-II 資料中分析駕駛行

為樣式(driving pattern)上[4, 5, 8, 18, 23, 24, 27]

較為簡單，同時也可以減少個人隱私被侵犯的

疑慮。但也因為 OBD-II 的資料主要是記錄車

輛的狀態，並不知道操作者或使用者的動作，

所以如何從車輛狀態中得知駕駛目前的行

為，是此役研究最大的挑戰。 

 

2.3 節能駕駛行為模式分析之相關研究 

 

由於人類科技的高度發展，在石化資源上

的存量越來越少，研究學者開始專注於分析節

能駕駛(eco-driving)的樣式。目前已有許多研究

使用 OBD-II 裝置資料來找出節能駕駛或是省

油駕駛的駕駛行為樣式[1, 3, 12, 16, 19]。在

2008 年，Browne 學者[7]針對 ODB 資料分析欲

找出最有效率的油耗，可以提供駕駛在行駛上

作為參考，但在這個研究中尚未考慮到駕駛行

為樣式，僅僅只是統計計算結果。在這之後，

Boriboonsomsin 學者[5]等人，研究美國的駕駛

人行為提出了報告，針對節能駕駛給予駕駛人

建議，其研究方法只使用到能量消耗的計算，

並未使用資料探勘的技術。Araújo 學者[3]則提

出一套系統結合智慧型手機即時運算給予使

用者駕駛建議，同樣地，並未使用資料探勘

(data mining)的相關技術來分析駕駛行為樣式。 
 

3. 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架構 
 

本論文所提出的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

架構，各個模組的關係如圖 1，系統架構主要

有兩大模組，1)駕駛行為分析模組，在這個模

組，我們使用資料探勘的技術來找出使用者的

駕駛行為模式。2)基於駕駛行為模式之節能駕

駛建議，我們評估找到的駕駛行為模式，給予

不同的節能等級，透過這個等級，我們可以計

算出使用者在駕駛時的節能程度，並給予適當

的建議，改善耗能以達到節能駕駛。 

 

 

圖 1、模組架構圖 

 

在移動載具上，我們利用 OBD-II 裝置來

自動地記錄著移動載具的各項狀態，這些資訊

將當作分析資料來源。這些資料包含如：車輛

類型、新車/中古車(車輛年限)、駕駛者個人資

訊、GPS 等，這些資料都是以每秒來記錄，長

時間的累積已形成巨量資料的等級，所以分析

這些資料必須仰賴熟悉巨量資料分析的專業

人員，若能從其中獲得關連性，便能識別使用

者在移動載具上的駕駛行為模式，進一步提供

適當的操作建議，達到節能的目的。本計劃主

要核心將使用資料探勘技術針對 OBD-II 資料

探勘一系列駕駛行為模式(例如：轉彎、變換車

道、緊急煞車等)，並建立使用者的駕駛行為模

式資料庫，探討使用者的駕駛行為的相似性與

關連性，將可運用於各項駕駛建議上(例如：節

能駕駛、安全駕駛、省時駕駛…等)，以節能駕

駛為例。圖 2 為的我們所提出的分析系統架構

各模組詳細內部元件，我們將在下面的段落分

別針對架構中兩個模組的主要步驟加以概述。 

 

 

圖 2、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架構 

 

3.1 駕駛行為模式分析模組 

 

在駕駛行為分析模組，我們主要針對從車

載裝置中收集到的 OBD-II 資料進行分析。駕

駛行為模式分析模組主要進行特徵值建構

(Feature Construction)、模式探勘(Pattern Mining)

兩步驟，以下段落將分別介紹： 



 

3.1.1特徵值建構(Feature Construction) 

 

在特徵值建構(Feature Construction)中，我

們將從 OBD-II 裝置中取得時間、移動載具時

速、引擎轉速、引擎空氣流量、引擎溫度、引

擎負載、油耗等各項記錄。此外，我們也會使

用 GPS 資料，多數的記錄為數值型資料。首

先，我們先使用移動視窗的方式，資料擷取特

徵值(例如：平均油耗、最大引擎溫度…等) ，

這些特徵值示利用統計方法所計算出來的，稱

為統計型特徵值(Statistical Features)。同時，我

們也會參考專家的意見，計算出特徵值，這類

型的特徵稱為專家知識特徵值(Expert Based 

Features)，最後我們會離散化特徵值，並將離

散化的資料結合成一份，進行探勘。 

 

3.1.2模式探勘(Pattern Mining) 

 

在樣式探勘部分，我們可以使用多種資料

探勘中的技術來找出資料的關連性。其中我們

會使用序列模式探勘，序列模式探勘技術已經

是一個發展成熟的技術，我們透過序列模式探

勘技術可以針對每個使用者找出自己的駕駛

行為模式。針對這些駕駛行為模式，我們可以

給予標記，例如：轉彎、怠速、急煞…等。另

外，我們也可以利用其他探勘技術，如時間序

列樣式探勘等。 

 

3.2 基於駕駛行為模式之節能駕駛建議 

 

首先，針對使用駕駛行為模式分析所找到

的樣式，評估每個樣式的節能程度，給予權

重。接著當蒐集新的使用者之 OBD-II 資料時，

我們會比對所有符合的駕駛行為模式，利用權

重計算出節能等級，給予適當的建議來達到節

能駕駛。 

 

4. 資料統計與分析 
 

在這章節，我們欲介紹在我們提出的分析

架構中所使用的資料，以及資料的統計資訊。 

在本論文中所使用的 OBD-II 資料是由資

策會所提供，行車總趟數約為 600 趟，其每趟

行車所包含的資料點數統計分布如圖 3，可以

觀察到，有大部分的行車都不到 50 筆資料，

表示使用者只是打開系統，並未實際開車。所

以我們去除偵測不到 GPS 資料的紀錄，剩下可

偵測到 GPS 的行車趟次為 155 趟，行車範圍在

大台北地區，可以得到的資訊如表 2。 

 

 
圖 3、資料分布統計 

 

表 2、本論文所使用裝置上各項資料與單位 

Feature Unit 

Vehicle speed km/h 

Engine rotations rpm 

Longitude and latitude  

Engine coolant temperature °C 

Time stamp sec 

MAF air flow rate grams/sec 

Engine fuel rate L/h 

Battery voltage V 

Mess air pressure kPa 

Calculated engine load value % 

 

5. 結論 
 

本論文提出一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架

構，透過資料探勘技術分析 OBD-II 資料。分

析的架構只要包含兩個模組：駕駛行為模式分

析模組、基於駕駛行為模式之節能駕駛建議。

在此架構下，系統針對使用者的駕駛行為模式

分析，找到駕駛行為模式，給予相應的駕駛方

式建議，以期達到節能駕駛。在未來，我們將

實際實現我們所提出架，除了應用在節能駕駛

的領域，我們也考慮疲勞或危險駕駛偵測的相

關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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