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研院研發的iStimUweaR複合式智能穿戴系統，可收集使用者生理資
訊，感測疲累程度，給予微電流按摩，特殊的轉印技術，把電路印刷

在布料上，可耐水洗。

運用AR／VR打造沉浸式環境，在使用飛輪或跑步機時，配合不同
地形營造上、下坡出力的感覺，讓使用者跨越時空限制，運動效

果更好。

感測再進化催生聰明個人裝置
      個人化裝置與服務

未
來個人化裝置的面貌，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

中心副執行長張傳育認為，可從內在和外在

兩部分來看。前者指的是置放在個人身上的穿戴式

裝置，可隨時感知呼吸、心跳、情緒等生理資訊。

當使用者感覺疲勞或情緒不佳時，這些裝置也擁有

輔助或回饋機制，幫助使用者平穩情緒。

後者則是結合外在資訊的感測，如天氣預

報、路況，甚至是商家的優惠互動訊息，再透過智

慧面板或手機，綜合這些外在資訊發送給使用者。

這些裝置也可以結合影像功能，提供立即的回饋訊

息，例如像是發現前面路況有異，自動提醒行人走

路要小心。

不管裝置形式如何改變，工研院總營運長余

孝先指出，「這些個人化裝置，最終有兩個重要

目的，一個是資訊的交換，另一個則是意圖的理

解。」資訊交換除了現在常見的收集心跳、呼吸、

撰文╱陳怡如

對著手機說出語音指令，透過智慧手環收集心跳、體溫，這些個人化裝置的應用，你

或許不陌生，但在未來萬物聯網的時代，個人化裝置被賦予更多想像空間！在工研院

「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中，屬於智慧生活次領域的「個人化裝置與服務」，將為

大眾打造更多樣化的智慧化裝置，改寫未來生活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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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等生理資訊外，隨著科技進步，裝置能夠收集

的資訊愈來愈多；最終的關鍵就是意圖理解，像

是房間太熱想要降溫，不管是使用者主動用聲控指

揮，或是裝置被動偵測到使用者流汗，有不適的反

應，而自動調低溫度，都是更智慧的運作方式，

「這就是未來的裝置，改變人跟世界打交道的方

式。」

多模式感測　判斷使用者意圖

目前發展較成熟的個人化裝置，包含智慧型

手機、手表或眼鏡，余孝先認為，未來10年內裝

置外觀不見得會有很大變化，但在本質上涵蓋的技

術和服務則會有很大的改變。其中之一的關鍵技術

就是感測器，未來感測器可以收集的資訊將更加多

樣化，除了目前可量測的生理資訊外，還有語音、

文字、影像辨認，甚至就連心情好不好也能偵測得

到，「這些都是一種溝通媒介，會影響蒐集的資

訊，和意圖的理解。」

除了感測器，張傳育認為，另一個關鍵技術在

於，當感測器收集到眾多訊號後，透過多模式的融

合機制，做出綜合判斷，最終讓裝置做出回饋和反

應，這裡頭就包含了AI技術。

張傳育舉例，像是身著智能穿戴系統運動時，

系統會透過收集生理資訊，感測使用者的疲累程

度，自動提醒休息時間；或是透過衣服上的微電流

刺激裝置，幫使用者按摩。又或是穿戴智慧輔具搬

重物時，裝置會偵測使用者力量，一旦發現力量不

足，就會自動出力，協助減輕重量。

目前工研院在多模式的訊號感知及融合、穿

戴智能裝置與回饋，以及五感重建都有投入，也

有初步成果。像是工研院研發的複合式智能穿戴

系統iStimUweaR，透過轉印技術，把電路印刷在

布料上，可耐水洗，解決一般衣服導電不易的問

題，再加上簡單的電刺激電路，就可讓衣料發出

類似低周波的按摩功能，可應用在衣服，或是護

肘、護膝等運動器材上，預計2、3年後就有產品

上市。

工研院也開發了非接觸式的生理訊號感測方

式，透過影像量測使用者的呼吸跟心跳，目前已實

際應用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上，可提升照護效率、降

低醫護感染風險。同時，該技術應用在銀髮長照上

更是大幅減輕了照護者的工作負擔。未來若能進一

步感測情緒，也可發展為能舒緩情緒的音樂或燈光

等裝置。

打造創新服務模式　為智慧生活鋪路

不斷精進裝置之外，工研院也積極打造創新

的服務模式。張傳育舉例，過去運動健身時，想要

知道自己的動作是否確實，需要到健身房請教練指

導，未來可能就會出現「虛擬教練」，透過裝置上

的AI或影像分析，判斷動作正確性；甚至是運用AR

／VR打造沉浸式環境，在使用飛輪或跑步機時，配

合不同地形營造上、下坡出力的感覺，可預見這類

的運動器材，搭配健身房布置，會讓使用者跨越空

間時間的限制，更有感、效果更好。

在感測器、物聯網、AI等科技助攻下，未來個

人化裝置將不斷朝向智能化發展，在食衣住行育樂

等各個層面帶來顛覆性改變。這不是狂想，而是

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未來的智慧生活絕對超

乎想像。

個人化裝置關鍵技術，除了感測器之外，運用多模式融合機

制，可以在收到感測訊號後，做出綜合判斷，讓裝置進行回饋

與反應。

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副執行長張傳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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