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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專題結合 Arduino 與 Android 手機，針對機車的測感姿態與速度

感測來做設定。透過 Arduino 及 Android 的藍牙配對，可讓 Android 手

機控制 Arduino 的各種感知元件，並可透過藍牙將 Arduino 相關數據傳

到手機。在控制方面，當速度有持續增加而立即停止及機車不正常傾

倒或傾斜，設定值就會連接藍牙撥打電話、簡訊傳送。 

此專題分為兩大子系統： 

1. Arduino 暨感知元件控制子系統:Arduino 主機板、藍牙元件、姿感

元件、速度控制。 

2. App 資訊蒐集及緊急傳送子系統:藍牙設定、測感姿態、速度感測。 

此專題是利用 APP 連結 Arduino 在機車上當車禍時可以在第一時

間撥打電話、簡訊通知以及利用簡訊傳送位置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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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  

身處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數位化時代，資訊科技的應用早已普及於生活與工作

職場的各個層面。軟體設計搭配創意點子的作品如雨後春筍，且造福了廣大群眾，

然而在機車事故自救這領域的應用則極少著墨。隨著現今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生活

環境之間的改變，汽機車急速增加，尤其在都市此情況更為顯著，由於交通工具

的普及化，使得社會交通案件層出不窮，事故頻傳。雖然有很多學者致力於交通

事故緊急通報系統之建置，然而在機車事故自救這領域的應用則極少著墨。假如

在偏遠人煙稀少的地方，行車不小心發生碰撞或是發生嚴重事故而附近又無人可

以通報時恐耽誤就醫時間。根據交通部統計，我國車禍死傷逾八成是機車事故，

在102至103年間，機車車禍件數足足多了一萬七千多筆。看到這樣的數據，我們

能不能做點甚麼來減少日益漸增的意外及傷亡呢？於是我們想了一套可以處理機

車騎士自救及防護的機車智能安全系統。 

  近年來由於物聯網技術的蓬勃發展，得以將生活中的各種智能物件相連

接，形成普及運算的環境。在實際智能交通的應用中，可以透過結合不同類型感

測器所發展出各種亮眼的應用。於是本專題小組想到了利用Arduino板，板上整合

姿感元件及測速元件，並利用藍芽做為相互傳送資訊的機制，置於普通機車的置

物箱內。藉由設計的APP程式、藍芽和Arduino板作統整，期能在發生意外事故時

第一時間通知緊急聯絡人以及發送簡訊，避免發生不可挽救的遺憾[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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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為了更加提升騎車安全，減少因交通事故導致生命財產的損失，

我們將使用Arduino其應用在機車上面，結合姿感及測速原件，藉由APP、

藍芽和Arduino作統合，在發生事故時如果當事人已失去意識，或是無

法自行排除車禍的狀況時，對於當事人來說真的是非常危險的，這時

如果可以透過某種方式通知特定的人士，例如家人、同事、朋友，能

在發生事故第一時間通知，則可以請其儘快地協助當事人脫離危險，

避免發生悲劇。  

此專題的主要元件Arduino的功能是姿感元件、藍芽晶片，利用藍

芽聯結手機，APP方面則是利用簡訊通知緊急聯絡人、傳送位址訊息、

撥打電話。  

這個物聯網緊急通報系統包含兩個子系統：(1) Arduino暨感知元件

控制子系統，以及 (2) App資訊蒐集及緊急傳送子系統。本危『機』處

理資訊系統藉由樂高積木組成的機車當作測試平台。當機車不正常倒

下時，Arduino暨感知元件控制子系統即開始作用；即控制系統的姿感

元件會立即判斷出是否為不正常傾斜，並將此一不正常傾斜資訊，透

過藍芽傳送資料至App資訊蒐集及緊急傳送子系統。隨後，App資訊蒐

集及緊急傳送系統就即時地將出事地點的經緯度及地址，透過發送簡

訊與撥打電話給事先設定好的緊急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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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2.1物聯網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Auto-ID 中心主任愛斯頓（Kevin Ashton）提出物聯網一詞，

全球化的網路基礎建設，透過資料擷取以及通訊能力，連結實體物件與虛擬數據，

意指讓設備與設備之間，透過互聯網傳遞訊息，促發設備的偵測、識別、反應、

控制等行為[1][3][4]。 

物聯網概念於 1998 年出現，但直到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才為物聯網拉開序幕，

以智慧型手機為主導核心讓萬物皆連網路，使生活更加便利，到現今，許多物件

包括眼鏡、手錶，甚至是汽機車都連線上網之後，就有很多有價值的應用將會出

現，像是汽機車路邊停車收費計時管理系統，可透過大數據分析瞭解車位周轉率，

讓汽車駕駛能夠快速地透過 App 掌握每個路段的空餘車位以及費率，減少車輛市

區繞駛及降低碳排放量[6]，甚至還有汽車的自動化駕駛[7]，而在這裡，我們則是

利用 APP 聯接機車，藉衛星定位傳送位址及求救訊；相信在未來，物聯網會遍及

身邊的事物，讓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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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rduino 

Arduino 是開放源碼，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分別是硬體、軟體及擴充原件。

軟體的開發環境可在網上免費下載，而 Arduino 的電路設計圖也可從官方網站自行

下載；在以往的硬體環境中，開發者需要具備電子、電機及相關科系的背景，一

般人需花費大量時間能有機會進入這個開發環境中。但因 Arduino 進入門檻低，

即便沒有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的背景，也可以很容易學會，但須要符合創用 CC 授權

條款[8][9]。 

Arduino 的開放性使其可應用在許多裝置上，連接到手機操作更是符合現在人

手一機的時代；關於汽機車的案例上，像是結合汽機車煞車系統，使其遇到危險

時自動減速、使用 GPS 自動導航來尋找失竊機車的位置，又或是現今汽車的待速

時自動熄火系統，都可以利用 Arduino 做到，其中我們就是利用 Arduino 可以利用

GPS 進行追蹤，並結合許多元件，連接手機讓 APP 傳送訊號，完成本作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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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pp Inventor 

App Inventor 它可以幫助任何用戶快速開發出一款簡單的 Android

應用程序。有別於其他如 Visual Basic 的程式開發工具必須自己打出程

式碼，App Inventor 它採用圖形化介面，允許用戶通過拖、拉位於左側

的功能元件，並且利用其他各種控制方塊連結這些功能元件，進而完

成一款 Android 應用程序。開發完的程式也可以直接連結於 Android 設

備上運行測試，若身邊沒有 Android 設備，App Inventor 也有提供模擬

器的功能提供程式測試 [2][10][11]。  

  值得一提的是，App Inventor 是在瀏覽器上執行的，並透過登入自

己帳戶來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而開發的應用程式也會儲存在雲端，

也就是說用戶不需要再自己將程式存在行動硬碟中，不管你在那裡，

只要打 開網 頁， 登 入用戶 帳號 ，也 能 繼續開 發 Andorid 應用 程式

[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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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3.1研究流程  

討論出題目，再構想互聯網的應用，經由我們討論以及教授的協助，想到能

夠使之與機車合併，使用藍牙、手機 APP 互相連結運用，達到最佳的效果，先是

利用 Arduino 撰寫程式語言，加上藍芽和 APP 的連結，組合出此智慧機車系統。 

 

圖 3-1研究流程 

  



7 

3.2 研究架構 

3.2.1規劃 

（1） 制定題目: Arduino 的應用在台灣顯然還太少，所以我們決定利用 Arduino

來製作此專題。 

（2） 選定工具:因為 Arduino 是一個新穎的工具就算是沒有電子背景的人都能

夠輕鬆上手，所以我們選了 Arduino 以及相關元件為主要工具。 

（3） 可行性評估:透過教師教導 Arduino 相關元件、App inventor、Arduino IDE

的專業課程，並使用 Arduino 來做各種設計以及設計 APP 來製作本專題。 

   

3.2.2分析 

（1） 收集參考文獻:在網路上尋找 Arduino 程式的寫法以及 App 的相關寫法。  

（2） 需求分析:使用者可以在 App inventor 上設定撥打電話以及傳送簡訊，並

以 Arduino 感測速度以及姿態的感測。 

 

3.2.3建置 

  本系統藉由樂高積木組成的機車當作測試平台。當機車不正常倒下時，Arduino

暨感知元件控制子系統即開始作用；即控制系統的姿感元件會立即判斷出是否為

不正常傾斜，並將此一不正常傾斜資訊，透過藍芽傳送資料至 App 資訊蒐集及緊

急傳送子系統。隨後，App 資訊蒐集及緊急傳送系統就即時地將出事地點的經緯

度及地址，透過發送簡訊與撥打電話給事先設定好的緊急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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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成果展示  

4.1研究成果 

  這個物聯網緊急通報系統包含兩個子系統： 

（1） Arduino 暨感知元件控制子系統，此子系統包含：Arduino 主機板、速度

感測元件、姿態感測元件及藍芽元件。 

 

圖 4-1 Arduino(NANO)主機板、速度感測元件 

  我們所採用的速度感測元件(如上圖)，藉由元件上的速度感測元件，得以用來

偵測物體的速度。當物體的速度有不正常的變化時，配合姿態感測元件所偵測的

姿態改變，可以即時將此訊息藉由 Arduino 主機板上所裝置的藍芽元件傳送給 App

手機，做後續的處理。 

 

圖 4-2 姿態感測元件、藍芽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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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採用的姿態感測元件及藍芽元件(如上圖)，藉由元件上的姿態感測元件，

得以用來偵測物體的姿態。當物體的姿態產生不正常的姿態改變時，配合速度感

測元件所偵測的不正常速度，可以即時將此訊息藉由 Arduino 主機板上所裝置的藍

芽元件傳送給 App 手機，做後續的處理。 

（2） App 資訊蒐集及緊急傳送子系統。 

  此子系統主要功能包含電話撥打、簡訊傳送及 email 傳送。電話撥打的部分，

當 App 手機接收到 Arduino 主機板上藍芽元件傳送機車的不正常姿態改變及不正

常速度訊息時，即時撥打電話給緊急聯絡人，如圖 3-4，cPhone 撥打給所存的聯絡

人 PhoneNumber。 

 

圖 4-3 撥打電話部分程式碼 

  簡訊傳送的部分，當 App 手機接收到 Arduino 主機板上藍芽元件傳送機車的

不正常姿態改變及不正常速度訊息時，同時也會將出事地點的經緯度及地址以簡

訊來傳送給緊急聯絡人，如圖 3-5，CurrentAddress 設定目前位置，包括經緯度，

然後 Texting1 是發送簡訊內容給設定好的聯絡人。 

 

圖 4-4 簡訊傳送部分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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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傳送的部分，當 App 手機接收到 Arduino 主機板上藍芽元件傳送機

車的不正常姿態改變及不正常速度訊息時，同時也會以 email 方式將出事地點

的經緯度及地址，傳送給緊急聯絡人，如圖 3-6，sMail 是設定 E-mail 給聯絡

人，然後把求救訊號 mail 給 mailto，就是設定好的收件人。 

 

圖 4-5 電子郵件傳送部分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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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來是將案件用郵件傳送至資料庫，與以上同時進行，以累積真實數據。 

 

圖 4-6  利用郵件傳送資料庫 

 

 

圖 4-7  資料庫設定現在時間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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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系統之程式撰寫 

  資訊系統程式撰寫包含 App inventor 2 . Arduino IDE，首先藉由麵包板將元件

裝置到Arduino主機板的正確腳位。為了讓Arduino的訊號可以傳輸到App手機上，

我們利用藍牙元件跟手機上的藍牙清單配對連接，接著利用 MIT App Inventor 寫了

三個元件依序是電話撥打、簡訊傳送及 email 傳送功能。 

  電話撥打能讓使用者設定幾個緊急聯絡人並在事故發生時自動撥號，簡訊傳

送顧名思義就是在撥號後也傳送一封緊急簡訊給緊急聯絡人，並傳送 GPS 座標及

地址，email 傳送在緊急狀況發送 email 給聯絡人事故發生之 GPS 座標及地址，三

種功能一同進行。 

  Arduino 緊急通報利用 Arduino 完成燈光求救及聲音求救功能，在事故發生地

點，透過燈光定時發出 SOS 求救訊號，並透過喇叭定時發出 SOS 求救訊號，以提

高即時獲得路人救援並減少機車騎士的傷害程度。 

 

 

圖 4-7 Arduino IDE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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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資料庫 phpmyadmin 

我們利用 xampp 這套軟體 跟 phpmyadmin 聯結，在資料庫上面我們設定姓名、時

間、地點、經度及緯度。讓使用者在發生車禍的時候可以上傳資料並紀錄現在位

置以及發生的時間，也可以查詢統計所有傷患的資料 

 

                      

 

                  圖 4-8 phpmyadmin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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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系統架構 

 
圖 4-9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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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樂高機車模型圖 

 

圖 4-10 樂高積木模型圖(一) 

 

圖 4-11 樂高積木模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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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甘特圖 

 

 

 

 

 

圖 4-12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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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本專題已到了一個段落，在經過樂高機車的測試後，除了簡訊發送、撥打電

話、定位系統外，新增了一個資料庫的系統，能將所有使用過的數據透過網路上

傳至資料庫，以利統計數據， 

  本研究已達到以下目標： 

1. 將樂高機車與手機 APP 使用藍芽聯接 

2. 倒車後傳送正確的不正常倒車資訊至系統 

3. 藉由藍芽元件發送訊息給智慧型手機的 APP 

4. App 發送 GPS 位址及求救簡訊並撥打電話給緊急聯絡人 

5. 透過網路郵件上傳資料庫統計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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