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AR、無人機、自駕車、智慧影像醫療，到虛擬行動桌面，在「2019 ICT 

TechDay」展中，工研院以5G+AI技術打造未來生活的面貌：運用5G「高負載、低

延遲」的特性，以高速通訊網絡串連起人與物、物與物，甚至人與人的智慧生活連

結，開啟個人端到產業面的各種未來性。

ITRI ICT TechDay精彩俱現
一窺 5 G 時代的智慧生活樣貌

撰文／劉映蘭

霧運算AR導航　路痴有救了

隨著物聯網（IoT）快速發展，各項裝置所

產生的大量資料上傳到雲端伺服器，不僅占用

大量頻寬，也使得雲端伺服器負載過重，新型

態的AR應用服務，如導航或導購等，因需要處

理大量的畫面資料，更有傳統難以克服的高延

遲的問題。

工研院以「霧運算」（Fog Computing）將原本集中在雲端的儲存與計算，分

散轉移到距離連網裝置較近的無線存取點，讓部分資料可在邊緣裝置上處理，減輕

雲端伺服器的負載，又可節省網路頻寬消耗，滿足AR應用服務的需求。

今年ICT TechDay中，此項技術展現即時影像辨識的功能，例如在台北車站看到

一個招牌，透過搭載此技術的手機拍攝，可立即呈現與這個標的物的距離和座標，在複

雜的環境中為使用者導航；用手機拍攝店家Logo，還會出現優惠訊息，成為導購新模式。目前

精準度已從原本的5公尺誤差，進步到50公分內，更精確好用。

非接觸式生理感測　跟呼吸一樣自然

傳統偵側呼吸心跳，不是插呼吸管，就是貼心律貼片，後來進展到手環等穿戴式裝

置，雖然可以準確測量出脈搏心跳數，但呼吸的數據卻是推估而來，準確率有待改進。工

研院開發一台如巴掌般大小的「非接觸呼吸偵測器」，以成本低廉且普及率高的WiFi技術

作為訊號偵測傳輸方式，僅靠小小的接收器就能將訊號發散出去，再將胸腔起伏的頻率回

傳至接收器，完全不需接觸人體，受測者無須再因穿戴感測器而干擾睡眠，顧此失彼了。

目前此技術的呼吸正確率已達99%、心跳也有90%，和紅外線熱感應的傳輸比起來，

因不需影像傳輸而保有隱私性；此外，這項技術已通過人體六大睡眠姿勢的檢測，不僅可

應用於醫院的睡眠中心，未來搭配5G的通道資訊的蒐集，也能搭配智慧床墊，做更多醫療

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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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材料廠商聚集的創新聚落。

目前，南科高雄園區已有54家特色醫材業者

進駐，看好產業界只要能鏈結工業4.0的智慧製造

趨勢，以及具有高附加價值的3D列印醫材技術，

就能接軌國際高端生醫市場，工研院因而選在南

科高雄園區建置全國首座一站式「3D列印醫材智

慧製造示範場域」，於106年12月11日上午正式開

幕。

客製化創新醫材　快速試製　

爭取時效與利基

工研院具有豐沛的3D列印技術，不但自主開

發完成大尺寸四頭雷射粉床式金屬3D列印設備，

近期更整合院內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及生醫與醫材

研究所的研究技術，使用3D列印技術開發出客製

化、少量多樣化的醫材骨釘及椎間融合器等實品。

產品目前均已通過生物相容性測試，椎間融合器並

已完成動物試驗，預定示範場域近日內通過GMP

評鑑後，明年即可完成工廠登記及國際ISO13485

的2016年新版認證，滿足業者在醫材認證及客製

化創新醫材方面的試量產需求，大幅縮短特色產品

上市時間，爭取時效與利基。

工研院副院長劉軍廷表示：「示範場域將匯

整智慧化生產管理、預前模擬服務及雲端接單系

統，可協助國內醫材廠商從設計、試製到商品化製

作一條龍，提供全方位的3D列印製造流程，降低

廠商初期開模、建置的成本及風險。」

 

奠定產業聯盟技術優勢　

團結奠定勝績 

為聯手台灣3D列印醫材供應鏈夥伴打團隊

戰，科技部南科管理局的「南科智慧製造聚落產業

推動計畫」也同步啟動。可成生技、全球安聯、聯

合骨科、寶楠生技等醫材大廠率先加入「3D列印

醫材應用產業聯盟」，開發關節植體、牙材、骨

釘、椎間融合器等產品，並計畫以「3D列印醫材

智慧製造示範場域」進行試量產及產品驗證，直接

備妥出口產品履歷，前進全球市場，共創3D列印

醫材藍海商機。

南部科學工業區管理局局長林威呈期許：

「未來以示範場域做為鏈結平台，攜手關鍵廠商，

包括：邁入智慧製造生產線的東台精機、生產高精

細度3D列印金屬粉末材料的嘉鋼、全台第一家通

過臨床前動物試驗生醫等級的3D金屬列印粉末商

鑫科，一起將南台灣3D列印產業鏈規模壯大。」

據估計，全球以醫療級鈦金屬所製成的人工牙根就

有75%來自台灣，大大有利於台灣廠商搶占下個世

代創新醫材領域的先機。

在智能化製造、物聯網、虛實整合智慧經濟

領航的現今，跨域整合是挑戰，也是機會，正如劉

軍廷副院長在開幕致詞所強調的：「示範場域期待

做好技術扎根、技轉、媒合、物流的工作，進而帶

動商業模式轉型，在通往正確方向上的跑道上就

位，掌握契機，台灣將催動生醫經濟，吸引全球帶

著微笑著走進來！」

撰文／林麗娟

高
雄路竹地區，向來為台灣螺絲螺帽等材料大

本營，為台灣金屬工業的命脈線，眼見競爭

國家產業技術躍進，本土產業面臨紅海市場的廝殺

競爭，為協助產業找尋出路，南科高雄園區整合既

有產業聚落與供應鏈優勢，近年逐漸轉型為台灣生

醫廊帶，原本的模具和金屬加工重鎮也蔚為牙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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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也能定位的「真．無人機」

許多隧道的工程巡檢，不是派真人攀爬，就是由人操作無人機進入隧道檢視；前者有安全疑慮，

後者則須克服無人機細部飛行的操作問題。為使無人機真正達到「無人」的狀態，工研院專門針對隧道

環境，透過無人機飛控技術結合無線通訊模組定位技術，克服以往在隧道內沒有GPS無法定位，以及無

法辨識方向的兩大難題。

隨著5G技術愈發成熟，無人機在隧道內即時

錄影的影像可傳到設在隧道口的地面站軟體，在預

先裝設定位收發器的隧道裡飛行，使用者透過傳遞

回來的訊號即時掌握無人機的位置，並讓電腦自動

控制飛行路徑，且後續可結合AI技術，當無人機拍

攝到有滲水、生鏽或龜裂等工程問題時，還可針對

有問題的地點進行不同角度的多張拍攝，幫助工程

人員在監控中心即時掌握隧道內的最真實的樣貌。

未來也可運用在橋梁底部或鋼橋中空管，不僅節省

人力，也能更加快速執行高難度工程巡檢。

跨攝影機人物影像辨識技術　罪犯無所遁形

珠寶展、古董展或外交宴會等需要高度維安的場合，有賴眾多保全人員監控，一旦發生不肖人士

盜竊或傷人離開的情況，現場保全人員若沒有及時發現，則需花費數十甚至上百小時的人力過濾傳統

監視器畫面，才能找到目標。

有了工研院研發的「智慧影像分析技術」，能以「人」為單位，將每個拍攝到

的人，依照身形外觀做全身影像辨識歸檔，同一個人出現在不同攝影機畫面中會

自動歸成一個影像序列檔案，當有人未從正常管道出入時，結合AI技術的系統

會即時發出警告，幫助維安人員快速找到目標，有效節省大量時間及人力。

比起傳統攝影機部署時的耗時

與高成本，這項智慧影像分析技術具

備快速布建的優勢，在20坪大小的封

閉空間，4個人4小時便能布建完成並

運作；加上跨空間「疊加擴充」的功

能，將涵蓋區域以疊加方式擴充，增

加布建彈性與場域適用性。這項技術

並非取代保全人力，而是與保全人力

搭配相輔相成，偵測到可疑人物或異

常狀態，即時發送訊息給相關人員，

進行第一時間的通報處理，提升場域

的整體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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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加持車聯網　自駕車反應快更聰明

今年初在台中水湳智慧城擔綱接駁任務的巴士，是國內第一輛實際行駛在道路上的自駕車，因應

5G上路在即，工研院也應用5G技術，持續精進車聯網和自駕車。本次ICT TechDay展出新改版的自駕

車，從AI技術到整車全面升級。

新改版的自駕車運用車聯網技術，提升感測能力，以往遇到障礙物時會剎停，今年可進一步繞

過障礙物，為人車混流的真實情境預作準備；自駕車乘客艙裡，可看到AI即時運算的結果，包括攝影

機、光達、雷達等感測器即時掃描車輛環周資訊，以及透過車聯網取得交通號誌的資訊，搭配AI研

判，自駕車可即時、準確做出反應，提升行車安全。未來5G上路，可高速將自駕車感測器收到的大量

資訊回傳後台、與後台互動，用於即時影像監控或遠端遙控。

另外也展示車聯網C-V2X

的未來應用，透過邊緣運

算發出廣播訊號，將車對

電信網路（V2N）、車對人

（V2P）的情境，實際於展場

再現；現場也模擬5G小基站

（Small Cell）傳輸資訊，達

到車對車（V2V）的預防性駕

駛，進一步提升道路安全駕

駛等級。

虛擬行動桌面　全世界都是你的辦公室

通勤時用手機／筆電處理工作早已見怪不怪，但是一份資料既要從雲端下載，又要等裝置開啟才

能作業，完成後再上傳雲端⋯⋯對於分秒必爭的上班族而言，實在過於耗時費力，「虛擬行動桌面服務

（VMI）」技術由此應運而生。此技術在Android系統上以行動應用內容串流技術為架構，運用邊緣運

算技術，讓使用者透過此平台直接執行收

發e-mail、改簡報、編輯文章等作業，由於

「資料不落地」，資料不再是儲存在終端裝

置裡，而是透過雲端存取，無須擔憂資料安

全問題；5G上路後還能大幅縮短存取及作

業時間，讓使用者跳脫硬體設備的限制。

該技術現已導入國內外多家企業客

戶，未來在傳輸速度要求度極高的手機遊戲

產業，還能與顯示卡業者合作，提供更即時

的串流服務，實現Cloud Gaming的新商業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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