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護是相當勞力密集的工作，根據衛福部推估，臺灣長照人力缺口約1.3萬人。若

能透過科技來減輕照護負擔，就有機會提升每位照服員的照顧人數。工研院開發的

「隱私保護型熱影像異常偵測系統」，利用AI熱影像辨識技術偵測受照護者的異常行

為，有狀況就會發出警示，是照護機構與照服員的好幫手。

遠紅外線發威　照護長者有一套
兼顧偵測及隱私

為
提升照護品質，

運用科技偵測長

者行動，以便第一時間

掌握緊急異常情況，是

許多照護中心的需求；

但為了安全而設置的監

視器，卻常造成長者產

生「被監視」的不快，

如何兼顧照護與隱私需

求，一直是照護機構的

兩難。工研院的熱影像

動作偵測系統，透過遠

紅外線和AI影像辨識技

術，解決了這道難題。

如同過海關測量體

溫一樣，螢幕上，一個

個模糊人影，正是遠紅

外線追蹤人體熱源的偵

測結果。透過AI演算法

學習，系統自動辨識出

久坐、久臥、離床、跌倒4個最須採取急迫處理的

異常行為，即時發出警示通報，準確度高達9成。

除了臥室，也能應用於如廁情境，像是老人家坐馬

桶太久，判斷可能發生無法起身或暈眩等危急狀

況，也會提出警示。

以溫度判別形體　確保高度隱私

「這套技術最大的特色，就是擁有高度隱

私，」工研院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經理陳志仁指

出，出於隱私考量，照護機構或私人空間內無法裝

設攝影機，而工研院研發的技術是透過偵測熱影像

撰文／陳怡如

如何兼顧照護與隱私

需求，一直是照護機

構的兩難。工研院

的熱影像動作偵測系

統，透過遠紅外線和

AI影像辨識技術，解
決了這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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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判斷形體、動作，避免顯示偵測對象的臉

部，因此仍可保有個人隱私。

也因為原理是感測溫度，所以偵測環境不受

白天、晚上影響，即使不開燈，在黑暗中也能偵測

到，解決攝影機夜拍不清晰的問題。目前這套偵測

技術的鏡頭，除了有簡易固定式，可偵測單床；亦

有廣域旋轉式，一次可偵測多床，偵測視角大於

100度。

陳志仁表示，熱感測器在照護機構已行之有

年，可用來偵測簡單的靠床與離床等行為。但在

研發團隊深入現場後卻發現，幾乎每家裝設單點

式熱感測器的機構，都把這個功能關閉，「因為

誤判率太高，安裝的目的原是為了節省照護機構

的人力，後來反而增加負擔，」工研院透過機器

學習的方式，有效提升準確度，解決照護機構長

期以來的痛點。

建立熱影像辨識模型　突破全球技術缺口

要達到精準的判別，最大的挑戰就在熱影像

的處理和姿態的辨識。陳志仁指出，熱影像只是

呈現人的大致形體，不像攝影機畫面那麼明確清

楚，「再加上不同的角度跟姿勢，都要做學習、判

斷，」此外，當進行廣域偵測時，熱影像的拼接也

是技術門檻，在影像處理和辨識上挑戰更高。

因此，目前國際上較成熟的AI影像辨識技

術，大多集中在可見光攝影機影像領域，對於熱

影像辨識的技術和資料庫仍舊不多，「尤其我們

鎖定照護領域，資料更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

投入場域驗證的原因，也是我們很重要的基礎能

量。」

陳志仁表示，大約2年前，工研院就和照護

機構合作進行場域驗證，累積上千筆資料，讓機

器學習離床、臥床或跌倒的行為偵測，「建立學

習模型無法速成，資料愈多，學得愈好，結果也

愈精準。」目前與工研院合作的照護機構，已有

4、5家，共導入30台偵測鏡頭，今年底目標增加

至50台，讓機器學習更臻完美。

除了蒐集大量資料供機器學習，「我們也做

時間序列的學習，判斷時間前後的行為關係。像

是在長者走進去的過程中，機器會一直判讀，不

是光憑一張照片判斷，」陳志仁表示，目前將遠

紅外線辨識技術應用在照護上，又已發展到接近

商品化的階段，在國際上還沒有看到其他案例。

前進居家　呼應長照計畫

未來在應用情境上，除了導入照護機構外，

今年目標則希望可以前進居家照護領域。然而居

家的挑戰更大。陳志仁指出，照護機構的格局和

行走路線比較固定，環境因素好掌握，但居家空

間卻複雜多變，「住透天跟住公寓就不一樣，鏡

頭裝設的位置、角度，都要仔細考慮、多做驗

證，才能提高辨識成功率。」

這套系統未來的潛在應用空間仍然很大，

像是根據行為姿態統計長者一日作息，如果有異

於平日生活的狀況，即可提前示警。比如夜間上

廁所的次數突然變得比以前更頻繁，可能身體功

能出現異常，若能及早發現，便可及早檢查、治

療。透過大數據的收集，加以AI訓練，可望找出

更多姿態與健康關連的奧秘，為長者守護樂活的

人生。

傳統熱感測器因為誤判率太高，增加機構人力負擔，工研院透

過機器學習，有效提升判讀準確度，解決照護機構長期以來的

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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