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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研院所研發的「行動輔助機器人」，以穿戴式外

骨骼機器人的設計，透過動力輔助協助傷友重獲站立、

坐下、平路行走、上下樓梯與斜坡的能力。工研院機械

與機電系統研究所外骨骼機器人新創籌備處總監巫震華

表示：「很多人在心理層面渴望再站起來，因為工研院

的研發而讓他們有希望，絕對不能再讓他們失望，所以

我們的目標是做出可以買到的產品。」

講起行動輔助機器人的研發源起，要從五年前身障團

體向經濟部技術處請願的故事談起。身障團體希望能運

用科技協助輪椅使用者，這讓工研院的研發團隊開始催

生行動輔助機器人。從 2012年六月著手進行設計算起，

很快地，在五個月後便推出第一代原型機，隔年開始與

臺大醫學院合作進行個案體驗。

緊接著，工研院在 2013年完成的第二代原型機，由

於結構設計的改變，以及部分材質改用碳纖維，重量由

第一代的 27公斤減輕為 20公斤，厚度也由 10公分縮

滅為 7公分，最重要的是，透過個案的試用回饋，讓第

二代的行動輔助機器人的「穩定度」有顯著提升。

巫震華說：「行動輔助機器人是穿在使用者身上，所

以要從『人怎麼走路、以及可能遇到什麼問題』開始研

究。除了尋求臺大醫學院的教授了解人體知識，我自己

也去修習生理學課程。不過，行動輔助機器人使用者的

生理條件和我們並不相同，很難在初始設計階段就完美

模擬他們的使用狀況，臨床體驗和試用回饋是最主要的

改善依據。」

舉例來說，第一代的行動輔助機器人鞋子設計的摩擦

力不足，導致行走時容易不穩，因此，第二代的鞋底設

計就增加摩擦力，增加行走時的穩定度；此外，一般人

從臨床醫療輔助到復健與銀髮族照護市場，第二代「行動輔助機器人」正急速邁向量產化，讓脊損傷友

重新燃起站起來的希望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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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輔助機器人能透過動力輔助來協助傷友行動，而第二代的成品

更在輕量化和安全性的層面上有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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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擬試用時，無法做到完全不出力，像是

跨步時為了避免腳踢到地板，身體就會配合

調整動作，但身障使用者無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要改善結構支撐強度。

除了具體可見的結構設計，軟體的調整

也是第二代改善的重點，透過各種軟體的

協助，不僅讓使用者的行走動作更為自然，

也加入更多避免受傷的機制。舉例來說，

第二代行動輔助機器人會透過感測機制和

判斷機制，進行風險評估，決定執行何種

動作。例如，機器必須先感測到人的重心

往前，判斷人有向前行走的意圖，機器才

會行走；一旦在行走中，感測到重心往後

或重心太過前傾，機器便會停止。

行動輔助機器人要能做到準確的判斷，

關鍵在所取得的感測資訊正確性，工研院

的創新作法，是在行動輔助機器人的腰部

位置放一顆感測器，用以偵測全身狀態，

並成功克服環境雜訊，讓行動輔助機器人

的風險評估判斷結果，能夠符合使用情境所需。

除此之外，研發團隊也找來具物理治療師身分的美

國動作科學分析博士，並尋求在輔具法規遵循的專業協

助，這些來自各方的助力，讓行動輔助機器人從原型一

步步邁向量產。目前，第二代行動輔助機器人正在進行

GMP認證、產品安規檢驗和臨床試驗，為了接下來申

請上市許可做足準備。

巫震華表示：「我們希望讓使用者可以『獨立、安

全且容易地使用這項輔具，預先設想可能發生的使用障

礙，並一一加以排除。在使用者穿上輔具之前，就開始

為使用者設想，透過獨特的設計，讓使用者能獨立從輪

椅移動到放置行動輔助機器人的椅子。」

之所以堅持「以人為本」的研發理念，在於研發團隊

從計畫一開始，就與聯合醫院的醫師許超彥合作，從中

獲得許多經驗分享及建議，做為行動輔助機器人工程設

計的依據。因為有這樣獨特的研發過程，讓工研院的行

動輔助機器人始終秉著「使用者導向」的設計，優先考

量使用者的生理條件和生活模式，這成為工研院行動輔

助機器人與國外類似輔具技術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入

選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的關鍵因素

之一。

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研發團隊希望儘量減少對使用

者的設限，像是盡量減輕機器的重量，希望減少使用者

行走時手部的負擔，也提升隨身攜帶的可能性。同時，

研發團隊也積極希望擴大適用年齡範圍，目前適用範圍

已擴大至 80歲，身高方面則可支援 150公分到 200公

分，最高體重上限則可達 100公斤。巫震華表示：「身

障者有很多狀況都需要協助，但他們在社會上仍屬於少

數，需求不容易被注意到，我們希望持續尋找及投入資

源，讓更多人獲得協助。」

巫震華認為，工研院在行動輔具上的研發，能提讓社會上身障者的生活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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