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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通事故事故的處理，需要準確地繪製現場圖，以便後續的肇責研判和法庭作證。

然而，警方在現場勘察時，常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例如路況不佳、時間緊迫、地形

複雜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到量測的精準度和完整度，進而導致錯誤或爭議。因此，

如何善用新興科技，在安全、快速的考量下，完整紀錄交通事故現場是本文討論的重

點。  

無人機是一種可遠端控制或自主飛行的無人飛行載具，能裝載各種感測器和攝影

設備，可支援拍攝、記錄、追蹤和分析車流等功能。無人機具有快速、全面、清晰和

靈活的優勢，方便從不同的角度和高度紀錄交通事故現場的完整資訊；元宇宙科技是

將真實與虛擬世界整合的創新技術，包含 3D 技術、虛擬實境（VR）、混合實境（MR）

等新興科技，讓人們能夠在虛擬的環境中體驗真實的生活。元宇宙科技已經成功運用

於不同領域，同理，亦可運用在交通事故現場紀錄、3D 繪製，協助虛擬交通事故重建

的肇責研判工作。運用無人機快速、便捷的優勢，第一時間趕赴交通事故現場協助空

拍，搭配整合全景攝影或採用元宇宙之 3D 科技，即可記錄較傳統相機更完整的 360 度

現場資訊，或利用 3D 掃描技術，記錄、建構模型，後續再整合虛擬實境（VR）、混合

實境（MR）等技術，有助完整紀錄交通事故現場。 

未來在繪製 3D 現場圖、現場立體影像紀錄、交通事故虛擬重建、肇責分析及在法

庭作證等交通事故鑑定的工作，將有無限的運用潛力，可實踐「科技服務司法」的目

標。 

關鍵詞：無人機、元宇宙科技、3D 技術、虛擬實境、交通事故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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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交通事故現場的記錄和圖示，是判斷肇事責任的重要

依據。因此，警方必須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拍攝、量測、繪製最原始的現場資

料。然而，在實務上，常有許多困難和挑戰，例如： 

一、交通事故現場因為塞車或傷者送醫等原因，被破壞或變動，影響現場資料

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二、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人員因為時間壓力、情緒影響、地形限制等因素，容易

在拍攝、量測、繪製時出錯或遺漏，尤其是路口肇事的現場圖示，更需要

精確和清晰。 

三、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人員在重要路口的勘察時，面臨封鎖道路與保持交通暢

通的兩難選擇，如果封鎖道路，會造成塞車和民怨；如果不封鎖道路，會

增加勘察的風險和困難。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人員需要具備以下能力： 

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立即趕赴現場，克服塞車或不良路況等環境問題。 

二、在抵達現場後，快速且準確地記錄最完整的現場資訊，包括拍攝、量測、

繪製等工作。 

三、在勘察現場時，平衡封鎖道路與保持交通暢通的需求，避免造成二次交通

事故或民怨。 

這些能力不僅可以提高交通事故現場處理的效率和品質，也可以幫助釐清肇

事原因和責任歸屬，減少爭議和紛爭。 

交通事故發生後，現場處理的速度和品質，關係到肇事責任的釐清和受害者

的權益。傳統的現場處理方式，常受限於道路狀況和人力資源，無法快速有效地

進行蒐證和調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新興科技提供了無人機和元宇宙 3D技術兩

種創新的解決方案。 

無人機是一種遠端遙控的飛行器，可以搭載各種紀錄和量測儀器，快速出動

到交通事故現場，進行各角度的拍攝和完整的紀錄、調查工作。無人機不受塞車

和路況的影響，可以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協助現場處理人員完成蒐證任務，並

減少對交通的干擾。元宇宙 3D 技術是一種利用 3D 科技掃描、構建出交通事故現

場的立體模型的技術。這個模型可以幫助現場處理人員後續在 3D的虛擬空間中，

重建交通事故發生的過程，以便鑑識人員利用各種角度瞭解交通事故現場，找到

更多的證據，釐清雙方的責任。元宇宙 3D重建交通事故的結果，可在法庭呈現，

讓審判人員得以 3D視覺化，研判交通事故發生的過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無人機和元宇宙 3D技術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的運用，以提升

蒐證和調查的效率和品質。無人機是一種可以遠端遙控的飛行器，可以搭載各種

紀錄和量測儀器，快速出動到交通事故現場，進行各角度的拍攝和完整的紀錄、

調查工作。元宇宙 3D 技術是一種利用 3D 科技掃描、構建出交通事故現場的立體

模型的技術，個模型可以幫助現場處理人員後續在 3D的虛擬空間中，重建交通事

故發生的過程，以便鑑識人員利用各種角度瞭解交通事故現場，找到更多的證據，

釐清雙方的責任。本研究將關注如何善用這兩種新興科技，在安全、快速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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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完整紀錄交通事故現場，並分析其對於肇責分析及在法庭作證等交通事故鑑

定的工作裨益。 

二、文獻探討 

本文探討無人機和元宇宙 3D 技術如何運用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以改善警

察的勘查效率和品質。無人機是一種遠端遙控的飛行器，可以快速到達現場，拍

攝各角度的照片，還原現場實景。元宇宙 3D 技術是一種利用 3D 科技建構出現場

的立體模型，重建事故發生的過程。這些技術可以減低警察繪製現場圖的繁瑣過

程，提供更多的證據和分析工具。本文將參考各國的實施經驗，提出適合本國情

況的短、中、長期改善方式，期望對交通警察的任務帶來革新的進步。以下將分

別就無人機技術、元宇宙科技和交通事故事故與現場處理等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三、無人機技術 

無人機（Drone）是一種不需要人員駕駛的飛行器，也稱為無人航空載具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或無人飛行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UAS）。無人機的種類和特性取決於其執行的任務和搭載的設備，一般可分為定翼

型和旋翼型。定翼型無人機類似飛機，具有高速度、長續航力、大酬載能力和強

抗風能力，但需要跑道或彈射器起飛。旋翼型無人機類似直昇機或多旋翼機，具

有垂直起降、低空飛行、低速度和高機動性的優點，但滯空時間短，受風力影響

大。無人機可以通過地面控制站或自動駕駛系統來控制飛行方向和高度，並利用

空中傳回的光學影像來執行任務。無人機的用途非常廣泛，包括軍事、民用和娛

樂等領域。軍事用的無人機技術最先進，可以執行偵察、攻擊、通訊等任務；民

用的無人機技術比較簡單，可以提供公共服務，例如警察用來救援、處理事故和

監視犯罪；農業用來噴農藥、測農作物；消防用來監控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氣

象用來觀測天氣和海洋；娛樂用的無人機是一般民眾玩的，通常是多旋翼式，可

以拍照、玩遊戲等，但要遵守飛行規定。 

無人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16年，當時美國的兩位發明家 Elmer A. Sperry

和 Peter Cooper Hewitt合作，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無人的飛行機械–Hewitt-

Sperry Automatic Airplane。無人機是一種不需要人員在機艙內駕駛，即可裝載

各種任務酬載，在高危險的環境中執行各種任務的航空載具。它的任務包括航空

攝影、大氣監控、通訊中繼、戰場監視、情資偵搜和戰鬥攻擊等。它的系統由飛

控、導航、動力、數據鏈傳輸等部分組成，是一種高度整合的航空工程產品。 

一、飛控系統是用電腦、伺服器和傳感器（角速率、加速度）來控制無人機的

飛行狀態，它可以讓無人機穩定飛行、管理任務設備和處理緊急情況。 

二、導航系統可讓無人機取得方位訊息，以能按照預定的路線飛行。它有兩種

導航方式，一種是用 GPS 定位，另一種是用慣性測量，未來的導航技術會

把這兩種方式加上多傳感器和光電導航系統結合起來。 

三、動力系統是提供無人機飛行所需的能源，無人機的目標是要有小而省的發

動機，目前無人機常用活塞發動機，適合低速、低空的小型無人機；而對

於需要高速、高空的設備如導彈，則用渦輪發動機，因此隨著渦輪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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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進步，它會變得更強、更久、更省力，有望取代活塞發動機，而且

未來也可能用新興能源（太陽能、氫能）的發動機，讓小型無人機飛得更

久。 

四、數據鏈傳輸系統是負責無人機和地面站之間的通訊，由測控管理器、發射

機、接受機組成，它可以遙控無人機、遙測數據、跟蹤定位、傳送傳感器

資訊。它有兩種方向，一種是上傳數據鏈，負責遙控；另一種是下傳數據

鏈，負責遙測和數據傳輸。普通無人機多用定視距(fixed-line-of 

sight)數據鏈，中長或長航時的無人機用視距和超視距(beyond-line-of 

sight)衛通數據鏈。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和瑞士聯邦材料科學與技術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利用無人

航空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或無人飛行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UAS）的技術，創造出一種能夠 3D 列印建築物的無人機隊。這種無人機

隊可以自主飛行，並且可以根據設計圖案，用 3D 列印方式在空中噴灑混凝土或

其他材料，來建造或修復建築物。這種技術可以減少現場施工的人力需求，提高

工作效率和安全性。此外，這種技術也可以應用在測繪領域，利用無人機隊攜帶

高畫素相機或其他感測器，進行空中攝影測量或其他測量任務。 

無人機是一種可以遠端控制或自主飛行的飛行器，具有攜帶各種感測器和攝

影設備的能力，可以用於交通鑑識的工作。無人機可以在空中拍攝、記錄、追蹤

和分析車流等資訊，並且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高度紀錄現場的完整狀況，對於事

故現場的重建和分析有很大的幫助。無人機的發展和應用不僅限於交通鑑識，還

涉及了許多其他領域，例如環境監測、基礎建設巡檢、災區或受困事故救援、農

林漁牧業管理、空間資訊量測、國土及警備巡防、媒體傳播、電信服務、物流宅

配、軍事應用等。在台灣，民用航空局（CAA）負責管理遙控無人機的註冊、檢

驗、操作證等相關事項，並且提供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讓民眾可以查詢無

人機的相關規定和活動範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也在 2021年和科技業者合作，結

合並運用無人機空拍攝影和 AI自動影像辨識技術，找出路口可能發生交通衝突的

地方，協助道路主管機關診斷路口可能的危險熱區，並提前改善和驗證成效。 

四、元宇宙科技（Metaverse Technology） 

元宇宙（Metaverse）是一種虛擬空間，能夠將虛擬與現實世界融合，提供更

加沉浸式的體驗。在這個空間中，人們可以透過裝置，創造不同的角色進入「元

宇宙」，在其虛擬空間中體驗與現實生活，完全不同的第二甚至第三人生。

Facebook 等科技巨頭都在積極布局元宇宙，將其定義為一個虛擬空間，能夠讓人

們在此虛擬環境裡與其它處於不同地方的使用者，共同創造及一同探索虛擬世界。

元宇宙一詞最初出自於美國科幻小說家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之作品 – 潰

雪（Snow Crash）一書中 1。L.-H. Lee等學者指出「元宇宙」是由 8項底層硬體基

礎建設技術及 6 項應用生態系所構成（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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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元宇宙架構 

元宇宙是一種虛擬的數位世界，讓人們可以在其中與其他人互動、創造和探

索。元宇宙是在現實世界之上，建立一個新的數位空間，提供更加沉浸式的體驗。

人們可以透過各種裝置，創造自己的虛擬化身，並在元宇宙中體驗不同的生活。

元宇宙的發展需要多種先進的技術，例如虛擬實境(VR)、擴強實境(AR)、區塊鏈、

人工智慧(AI)、雲計算、5G 等。這些技術可以讓元宇宙變得更加真實、安全、智

慧、高效和有趣。 

元宇宙中有幾個重要的技術值得關注。第一個是空間計算，也就是讓虛擬空

間與現實空間融合的技術，它可以讓元宇宙與現實世界無縫地連接，並提供更豐

富的互動和感知；第二個是數位雙生(Digital Twin)，也就是人們在元宇宙中的虛

擬化身，它可以反映人們的特徵、喜好、情緒等，並與其他人或 AI進行溝通和協

作。元宇宙在各個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例如在工作方面，人們可以通過虛擬會

議，與遠程的同事或客戶進行視訊、文件共享、白板演示等；在教育方面，人們

可以通過虛擬教室，參與更生動和互動的學習活動中，例如觀看歷史場景的重現、

探索不同星球的情境等；在娛樂方面，人們可以通過遊戲、電影、音樂等方式，

在元宇宙中享受不同的故事和情境，例如參與元宇宙中的偶像活動中；在醫療方

面，人們可以通過虛擬手術模擬器，學習和練習不同的手術技巧，而不需要使用

真實的屍體或模型。 

元宇宙是一種虛擬的世界，它可以模擬出各種真實或想像的場景和事件。在

這個世界中，人們可以通過數位化的身份和互動，體驗不同的生活和活動。元宇

宙不僅可以提供娛樂和教育的功能，也可以在一些社會問題和挑戰上發揮重要的

作用。例如在交通事故處理方面，元宇宙可以幫助鑑識人員在虛擬環境中重建交

通事故現場，以便於進行事故原因和責任的分析和調查。例如，發生的一起連環

交通事故案件中，由於現場被大火燒毀，傳統的勘查方法無法獲取有效的證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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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鑑識人員利用元宇宙技術，根據現場留下的殘骸和目擊者的描述，模擬出

交通事故發生的情況和過程，並通過數學模型和物理規律，計算出各車輛的速度、

方向、碰撞力度等數據。這些數據和影像不僅可幫助鑑識人員確定事故的原因和

責任，也可幫助受害者和保險公司進行賠償和理賠的工作。 

此外，元宇宙也可幫助鑑識人員在虛擬環境中的採證分析，以便於確保證物

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例如，一起涉及名人的交通事故案件中，由於現場有多個採

證者和媒體記者，證物可能被竊取或篡改。鑑識人員利用元宇宙技術，將採集到

的證物上嵌入區塊鏈或加密貨幣等技術，形成一個不可篡改的數位指紋，可以記

錄採證者身份、時間、地點、轉移過程等資訊，並通過分散式網絡進行驗證和存

儲。這些信息不僅幫助鑑識人員追蹤和確認證物的來源和流向，也幫助了法院判

斷證物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除了交通事故處理方面，元宇宙還有其他一些有趣和創新的應用。例如，在

還原歷史人物或事件方面，學者可以利用元宇宙中的 AI或數位雙生等技術，根據

歷史資料和考古發現，推測出歷史人物或事件的外貌和細節。例如，中國的一個

研究團隊利用元宇宙技術，根據兵馬俑的特徵和歷史記載，還原出了兵馬俑原本

的顏色和服飾。這些還原出的兵馬俑不僅讓人們更加了解當時的文化和風俗，也

讓人們更加欣賞兵馬俑的藝術價值。 

同樣地，在推測犯罪嫌疑人方面，警方可以利用元宇宙中的 AI或數位雙生等

技術，根據犯罪現場的線索和目擊者的描述，生成出可能的嫌疑人的肖像。例如，

一起連環搶劫案件中，由於嫌疑人戴著面具和帽子，沒有留下清晰的影像。警方

利用元宇宙技術，根據現場留下的指紋和 DNA，以及目擊者提供的特徵和動作，

生成出了嫌疑人可能的臉部和身體特徵。這些生成出的肖像不僅幫助警方篩選和

追捕嫌疑人，也幫助了公眾提供更多的線索和信息。 

然而，元宇宙也存在一些隱憂和挑戰。例如，在成癮或逃避現實方面，一些

用戶可能會過度沉迷於元宇宙中的體驗和感受，忽視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和責任。

例如，美國發生一起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男子因為沉迷於元宇宙中與他虛擬女

友的戀愛，而殺死了他真實生活中的妻子。這起案件不僅引發了社會對於元宇宙

成癮問題的關注和討論，也引發了法律對於元宇宙中虛構角色和事件的界定和認

定問題。 

此外，在隱私或安全方面，一些用戶可能會面臨元宇宙中的數據或影像被盜

用或濫用的風險。例如，在日本發生一起涉及名人的偷拍事件，一名女星在元宇

宙中參加了一個虛擬的時裝秀，但她不知道有人在背後偷偷錄製了她的影像和聲

音。這些影像和聲音被用來製作了一些色情或誹謗的視頻，並在網絡上散播。這

些視頻不僅嚴重侵犯了女星的隱私和名譽，也嚴重損害了元宇宙的信譽和安全。 

總之，元宇宙是一種具有巨大潛力和影響力的技術，它可以在各個領域和行

業提供新的機會和解決方案。然而，元宇宙也帶來了一些挑戰和問題，需要用戶、

開發者、政府和社會共同關注和處理。只有在建立了合理的規範和監管之下，元

宇宙才能真正發揮其正面的作用，並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元宇宙」一詞由馬修・柏爾（Matthew Ball）提出，他是這個理論的創始人。

他將「元宇宙」定義為：「一個由無數個 3D 虛擬世界組成的巨大網路，這些虛擬

世界可以即時算繪，並且可以互相連接。在這個網路中，無限多的使用者可以同

時享受持續不斷的體驗。每個使用者都有自己的存在感，而且他們的資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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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歷史、權利、物件、通訊和支付等，也都能在不同的虛擬世界中保持連續

性。」這個定義涵蓋了以下幾個重要的元素： 

1.虛擬世界 

「虚擬世界」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包括了所有用電腦創造的模擬環境。這

些環境可以有不同的視覺效果，例如 3D、沉浸式 3D、2.5D（或稱等距視角 3D）、

2D 等。它們也可以有不同的互動方式，例如文本、動態感測、動態攝影等。使用

者可以透過各種設備，如鍵盤、感測器、攝影鏡頭等，與虚擬世界產生連結和影

響。虚擬世界可以呈現出三種不同的風貌： 

（1）忠實地模仿「現實世界」，也就是所謂的「數位雙生（Digital Twin）」。 

（2）部分地改造「現實世界」，加入一些虛構的元素。 

（3）完全地創造「非現實世界」，展示一些不可能存在的景象。 

2.3D 技術 

「元宇宙」的理論家們認為，要讓人類的文化和互動從實體世界轉移到數位

的虛擬世界，必須要有 3D 虛擬環境。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用頭戴裝置來

體驗沈浸式虛擬實境，這只是進入元宇宙的其中一種方式。事實上，「3D」是元

宇宙的核心規格和關鍵技術，因為它是建立 3D 虛擬空間的基礎。因此，3D 技術

的重要性和關鍵性不容忽視。過去，3D 掃描技術還不夠成熟，要創造 3D 模型，

需要花費大筆的預算來購買昂貴的 3D 掃描儀，這使得 3D 模擬的成本過高，阻礙

了其發展。但現在，科技進步了，只要用蘋果手機 iPhone 12 Pro 系列或蘋果平版 

iPad Pro 上配備的激光雷達掃描儀（LiDAR），再加上 3d Scanner App™軟體，就可

以輕鬆、快速地測量物體距離、記錄深度資訊。只要拿著手機，到了犯罪現場，

任何人都可以簡單地完成 3D 掃描建檔的工作，十分方便。 

3.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是一種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結合了電腦圖形、

電腦仿真、人工智慧、感應、顯示及網路並列處理等技術。在這個虛擬世界中，

使用者可以透過頭戴式顯示器、耳機、觸覺反饋的手套及衣服等裝置，感受到包

括聽覺、觸覺在內的綜合感知，並與電腦產生的虛擬物或事件互動。這種互動讓

使用者有一種沉浸於虛擬世界中的「真實」感覺，而不受外在現實世界的影響。

在虛擬環境中，使用者可以直接觀察、觸摸周圍的事物，也可以隨心所欲地移動

到想要去的場景進行操作。使用者還可以做到現實中難以克服的困難，有效節省

現實中所耗費的時間及成本。因此，虛擬實境技術可以運用於犯罪現場，幫助執

法者進行準確的尺寸測量和記錄保存。 

2018 年，產險業者開發了「駕駛行為風險評估系統」，該系統運用損害防阻

技術結合虛擬實境模擬，模仿台灣道路環境與常見風險，評測駕駛人的交通安全

觀念和危險感知能力。2019 年，日本九州大分縣警察局為了宣導交通安全，產製

了一系列虛擬實境影片，由特技人員模擬交通事故現場，讓使用者從駕駛與行人

的視角 360 度了解事故發生的原因，教育所有用路人。交通事故也能透過虛擬實

境技術在法庭上呈現！1992 年關於摩托車安全問題的史蒂文森訴訟本田公司案就

是一個例子 – 騎士在事故後向本田公司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本田公司聘請專家證

人，使用虛擬實境技術從騎士的角度重建整起交通事故事故的場景，顯示車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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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崎嶇地形及騎士行駛的速度，陪審團看過模擬後，一致認同事故是因為騎士

車速太快而導致的。這是第一個利用虛擬實境技術在法庭上成功使用的案例。 

五、交通事故事故與現場處理 

台灣每年發生的交通事故數量驚人，根據道安資訊網統計，民國 111 年有超

過 3000 人因此喪命，其中 394 位是行人，另外還有 1 萬 6000 多人受傷。這意味

著每天平均有 47位行人在台灣道路上遭遇不幸。相比之下，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

率是先進國家的 8 倍之多。這顯示了台灣在交通事故處置方面可能存在不足之處。

目前，警員處理交通事故的工作量日益增加，而且每次處理過程中都可能發生人

為錯誤。雖然已經採用了 E 化處理方式將事故分級及審核，但是資訊的完整度仍

然會因為不同的處理人員而有所差異，例如照片的角度、清晰度或資料的齊全度

等。這會增加審核人員的負擔，並且需要反覆詢問當事人，浪費大量時間。 

根據道路交通處理事故辦法第 12 條和第 13 條，處理機關在獲知發生道路交

通事故時，應該按照以下程序進行： 

一、派員趕赴現場，並作有關救護、支援、會辦必要之通報連絡。 

二、對傷者施以急救或儘速護送就近醫院救治，並通知其家屬。 

三、將屍體移置適當之處所加以遮蓋，並通知其家屬及報請檢察官相驗。 

四、會同現場有關人員清點傷亡者之行李、財物，加以封簽暫時保管，並通知

其家屬領回。 

五、現場兩端適當距離處，應放置明顯標識警告通行車輛，並於周圍設置警戒

物，保護現場。 

六、現場道路應視需要加以管制，儘量疏導車輛通行，非有絕對必要不得全部

封鎖交通。 

七、現場必須變動時，應將未移動前之人、車、物狀態加圈繪及攝影存證。 

對道路交通事故之現場，應就以下事項詳加勘查、蒐集事證、詢問關係人，

予以分析研判，究明肇事真相： 

一、事故發生地點、通向交通情況及周圍環境狀況。 

二、地面因事故形成之各項痕跡及散落物狀況。 

三、人、車損傷之痕跡、程度及附著物之狀況。 

四、被害人及肇事相關車輛於事故後在現場之位置及形態。 

五、肇事過程中之人、車動態及各關係地點之確定。 

六、對肇事當事人及證人陳述作成筆錄，並以現場圖及攝影作成紀錄，詳實填

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現場圖應由當事人或在場人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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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人機技術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之運用 

在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時，警方通常要用人工測距輪來定位事故現場，並繪製

交通事故現場圖（如圖 2）。此外，還要進行現場場勘、測繪、跡證採集等工作。

這樣的作業方式不僅有風險，也很耗時。因為量測工具、人員操作、道路交通等

因素的影響，現場繪圖的結果可能不夠統一和準確，容易引起爭議。 

 

圖 2 交通事故現場圖 

七、空拍交通事故現場圖 

無人機可以從高空拍攝路口的人車流動情況，並記錄下它們的移動軌跡，即

為空拍交通事故現場圖（如圖 3）。這些影像資料可以用來分析哪些地點、時間或

交通事故型態（A1、A2、A3）比較容易發生事故，並建立資料庫，方便日後進

行交通衝突分析。 

為了取得影像中的人車資訊，如位置、軌跡和車種等，需要先對空拍影像進

行影像處理，消除因天氣造成的晃動。然後，利用 AI 學習技術（偵測人車），識

別出影像中的所有人車物件。接著，利用物件追蹤系統，連接同一物件（人、車）

在不同時間點的位置，形成完整的移動軌跡。 

有了完整的移動軌跡後，就可以用軟體來計算交通事故風險指標。當交通事

故發生時，只要讀取路口影片、底圖和軌跡檔，並設定路口的號誌和時制，就可

以分析出事故的原因和結果。例如，事故的型態、肇事者、受害者等。使用者也

可以過濾不同的參數，找出想要分析的重點問題。交通分析人員可以利用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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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快速找出高危險或高頻率的衝突地區，並檢視交通設施的使用和安全性。這

樣不僅可以即時監測路口狀況，也可以提供改善政策的依據。 

 

圖 3 空拍交通事故現場圖 

花蓮縣警察局與台灣科技大學研究團隊合作，開創了用智慧空拍機處理交通

事故現場蒐證的新方法。這種方法比傳統的人工作業更快速、準確和安全。一般

事故現場，員警要用測距輪、草圖和數位化處理等方式來蒐證，至少要花 15到20

分鐘。而且還要冒著在道路上被撞的危險。但是用無人機蒐證，只要 4 分鐘就能

完成。無人機可以自動起飛、拍照、返航，並將影像資料傳送給員警。這樣不僅

可以加快事故現場的清理和恢復交通，也可以提高蒐證的品質和公信力，減少爭

議和訴訟。同時，也可以保障基層員警的安全和工作效率，降低他們的負荷和壓

力。根據統計，台灣每年有超過 30萬件的傷亡交通事故案件發生，因此導入空拍

機處理交通事故蒐證是一項具有創新性和實用性的措施。 

無人機技術在交通事故蒐證方面有很大的潛力，但目前台灣還在試驗階段，

並未普遍採用。而國外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利用無人機協助警方執法，例如美國加

州的丘拉維斯塔警方，自 2018 年起推出 First Responder 計劃，使用無人機進行超

過 1000 個任務，並成功逮捕超過 130 名罪犯。另外，無人機也可以保護犯罪現場

的完整性，避免證據被雨水或人為破壞，影響調查進度。巴西警察犯罪專家

Pompílio Araújo 就開發了一種名為 AirCSI 的無人機模具（如圖 4），類似美國的

Skydio R1 型號。這種無人機可以使用立體聲相機和同步定位與地圖構建系統，在

犯罪現場上空掃描，收集圖像、數據和定位證物。它還可以探測槍枝等武器，甚

至血跡等細節。研究人員發現，用無人機從多個角度檢查證物，比用單一角度效

率高出 18%。目前他們正在改進無人機的功能，讓它可以根據證物的大小和關聯

性，計算出最佳的軌跡，環繞證物周圍進行更精確的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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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irCSI 的無人機模具 

無人機技術在警界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有些國家的警察部門已經獲得政府的

許可，使用無人機協助執法。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梅薩縣警察部門，就是第一

個合法使用無人機的部門。他們主要用無人機來搜尋山區迷路的遊客，或者拍攝

犯罪現場的照片，以重建案發過程。他們還有一種特殊的無人機，可以以網路模

式飛行，連接其他無人機或地面設備。此外，密西根州和伊利諾州的執法機構也

會在緊急情況下，派出無人機去紀錄墜機地點或其他犯罪現場的情況。無人機的

優點是可在不危及人員安全的情況下，進入一些艱難或危險的地方，收集有用的

資訊。無人機還可以攜帶一些特殊的設備，例如紅外線攝影機、雷達或生化感測

器，來偵測一些人眼無法看到的東西。無人機也可以快速而靈活地移動，避開障

礙物或敵人的攻擊。因此，無人機在警界的應用前景非常廣闊，有助於提高警方

的效率和能力。 

八、結論 

隨著科技的發展，無人機已經成為警界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是在交通事故

現場處理方面，無人機可以提供快速、準確、安全的服務。本文從交通事故處理

的實務現況出發，探討無人機整合元宇宙科技的可行性和優勢，並提出以下三點

結論： 

一、無人機可以在第一時間趕到交通事故現場，利用 5G 網路傳送高清影像，

並配合虛擬實境（VR）技術，讓無人機操作者能夠沉浸在現場的情境中，

並利用 AI 和電腦視覺系統，進行智慧判斷和精準定位，以提供適當的幫

助和指導。這樣不僅可以節省人力和時間，也可以提高處理效率和品質。 

二、無人機整合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和技術，可以創造更加真實和互動

的虛擬情境，讓無人機操作者和現場參與者能夠更加自由和方便地溝通和

協作。這樣不僅可以增強無人機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之運用的效果和體

驗，還可以拓展無人機在其他領域的應用和市場。 

三、無人機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之運用是一種不斷進步和完善的科技挑戰，它

還需要克服許多技術上和社會上的障礙和問題，如無人機的安全性、法律

性、道德性、隱私性等。因此，我們需要持續地進行研究和實驗，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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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並提高無人機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之運用的可靠性和可接受

性。無人機整合元宇宙科技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之運用是一種符合時代趨

勢和需求的科技創新，它展現了我們對於網路時代的適應和探索，以及對

於科技發展的期待和追求。我們不能再固守於陳舊的觀念和技術，而要與

時俱進，走在時代的尖端。希望本文能夠為相關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一些參

考和啟發，也期待未來能夠看到更多的進展和成果。無人機在交通事故現

場處理之運用，是一個具有前瞻性和創新性的議題，其涉及到多種先進的

科技，如 3D、VR、AI、電腦視覺系統、續航能力等。我們相信，只要我

們不斷地努力和創新，無人機將會在交通事故現場處理方面，發揮更大的

作用和價值，為社會帶來更多的安全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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