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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GPS 導航在現今智慧型手機發展

迅速得以日益普及，但在室內或地下

停車場，GPS 就會像失去魔法般，無

法定位。因此室內定位日益重要，藍

牙對於室內定位是很好的工具，即使

在收不到任何訊號的地下室只要加裝

了藍牙模組就能定位。本計畫用於停

車場中，利用手機藍牙偵測訊號強度

與 ID，讓使用者在停車場可以即時又

快速定位及導航，進而找到愛車的位

置。由於使用的是低功率的藍牙模

組，只要非常少量的電力就可以足夠

一顆藍牙模組所需的電量（三顆三號

電池），並且能夠長時間穩定的放出藍

牙訊號，對於環保意識抬頭的現今不

會製造太多的碳排放量，既節能又環

保。再加上現在的智慧型手機都有搭

載藍牙系統，在推廣方面非常的便

利，不需加裝或購買額外的裝置便可

執行本程式，減少使用者的麻煩。 

 

2. 簡介 

隨著科技的發達，現今 GPS 已發

展的相當成熟，定位導航與生活密不

可分，GPS 帶給人們無限的便利性，

但是僅限於室外的導航系統，始終無

法解決我們位於室內且陌生大環境的

困擾，不過在於收無訊號的室內停車

場 GPS 也必然無計可施。身處於複雜

陌生有龐大的室內停車場，辨認方向

尋找愛車，往往花費車主大量時間。

因此藍牙訊號RSSI值開發出一套配合

低功率藍牙裝置的定位導航 App 系

統，即使在室內也可以利用智慧型手

機來幫助使用者短時間內辨認方向並

找到愛車。 

 

圖 1 : 停車場定位應用情境圖 

本系統:「低功率藍牙之室內定位

導航系統」，此系統之發展為基於位

置服務設備，並且創新和推廣一種新

的基於標準之短距離無線技術，這將

使人們有可能找到對象或立場室內使

用移動設備具有極高的精確度。當使

用者在大型室內停車場停車，可以藉

由 APP 導航程式讓駕駛人可以輕鬆的

被引導到指定的停車位。本計畫中的

研究需求需利用低成本的藍牙短距通

訊的環境下，讓 APP 程式可以準確地

定位到車子所在的車道，進而引導車

子到指定的目的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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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題進行方式 

我們運用技術是藍牙無線通訊技

術，利用低功率藍牙模組發射訊號，

手機接收其訊號及ＩＤ進行定位，智

慧型手機都有內建搜尋藍芽訊號的功

能，我們不用與藍芽裝置連線溝通資

訊，只需要偵測模組裝置 ID與訊號強

度(RSSI)值，並利用如圖(2)三角演算

法演算出其位置，將資料統整好傳送

給第二組，手機也會收到其他不相關

的藍芽資訊，在這要將其過濾，藍芽

接收快慢會因為智慧型手機其性能強

度有所不同，其影響到手機啟動偵測

訊號函數的時間週期，一般而言此時

間週期是五秒。 

 

圖 2 :三角定位演算法 

實作階段我們將此系統劃分成幾

項階段並將其依序完成，首先找尋相

關資料，在本計劃ㄧ開始，我們對於

Java 語言以及藍牙系統的運作都一竅

不通，因此我們不但上網找資料，更

閱讀了不少跟 Java及 android系統有關

的書，而我們是在 Eclipse環境下學習

程式撰寫，由於我們使用的是 android

系統，所以還要學習架設環境以及學

習工具的運用（Jdk、Sdk…等），並由

小程式來慢慢練習，然而手機端使用

者介面設計與構思整體程式架構，首

先我們事先從事藍牙通訊技術與圖像

技術的撰寫，再來就是定位與導航的

加入，最後再進行系統穩定度加強與

界面設計。 

 

 

圖 3 : 系統架構 

剛開始我們先在實驗室的那層樓

進行簡單的測試，但是因為環境過於

單純，所以後來又跟學校借室內地下

室停車場，才能發現單純環境沒有的

問題並加以修正，此外程式完成時，

需要拍攝情境影片來告訴使用者本程

式的使用方法與執行情況，相對於文

字的使用說明，用影片的方式可以加

深印象。 

 

圖 4 : App優點統整 

本組處理介面相關工作，其一是

將第一組傳來的位置資訊顯示在螢幕

上；此組提供使用者導航功能，將已

知的目前所在位置與使用者輸入車位

位置演算出導航路徑，導航演算法使

用 Dijkstra導航演算法，導航的前置工

作較為繁雜，必須製作所有節點其相

應關係的資料庫。 

利用智慧型手機本身就內建的電子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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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程式也提供使用者建議行徑方

向，使用方向箭頭指引。 

 

圖 5 : 導航方向 

4. 主要成果與評估 

近年來，GPS 系統的快速發展以

及智慧型手機日益普及，在智慧型手

機上也可以輕鬆使用 GPS 系統，但是

始終沒有解決室內無法使用 GPS 定位

系統的困境。就技術面說，本系統不

同於以往的 GPS 系統，是利用藍牙傳

輸技術來進行使用者的定位，達到室

內定位以及導航。在現代各種電子產

品普及社會中，很多人都會利用道具

來記錄各項事情，像是停車位這種事

情常常會忽略，再加上繁忙的生活步

調，室內藍牙定位導航系統可以節省

使用者的時間以及思考空間，把心思

放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本系統主

要分為兩大部分：手機 app 與藍牙模

組，透過在智慧型手機中所搭載的藍

牙系統，以及佈建在停車場中的低功

率藍牙模組裝置，定位出使用者在停

車場的對應位置，使用透過數字輸入

愛車所停放的停車格號碼，經過程式

的運算，給予使用者一條建議路線，

可使使用者快速地尋找到愛車，省下

不必要浪費的時間。 

 

 
圖 6 :當使用者打開本程式，系統會詢

問是否開啟藍牙權限，避免使用者忘

記開啟藍牙系統。 

 

圖 7 :開啟藍牙系統後進入初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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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使用者以數字方式輸入愛車的停

車格號碼。 

 
圖 9 :輸入完成後按下導航定位鍵 

 

圖 10 :建議路線與應行走方向。 

 

 

圖 11 :如果使用者走出建議路線會重

新規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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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到達目的地後所以指示燈會全

亮 

 

5. 結語與展望 

當室內藍牙定位導航系統普及以

後，節省了使用者尋找愛車的時間，

減少車主在車道上找尋愛車的情形，

室內停車場內沒有行人專用道路，減

少車主在車道上行走的時間就是對生

命的保障，此外，本系統使用簡單，

對於一般民眾使用上相對簡單，並

且，藍牙技術已經運用在智慧型手機

上很長的時間，技術相當成熟，在推

廣方面非常的簡單，推廣本系統可以

提升國內對停車場的研究質量，以期

成為未來國內智慧型停車場系統的強

大助力，進而帶動國內停車場發展，

在未來希望與GPS系統結合，並且推出

車用版本，成為更完整的GPS系統，解

決室內無法定位的迷思。 

推展於智慧型停車場之研究與推

動，期望能打開國內對室內停車場研

究之風氣，及推展於智慧型停車場系

統環境下取得定位及導航相關資訊之

研究，期望實現於大多數之室內停車

場同時推展車用版的藍牙定位系統讓

藍牙室內定位導航系統與GPS系統的

結合，期望成為更完整的程式，帶來

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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