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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報告 

    本子計畫在整體計劃方面的定位為強化安控機器人在實際操作上的操作性及外觀運

作時的流暢度，我們發現以往的安控機器人沒有經過仔細的外觀設計與整體運作的測試，

常常會因為電子零件外露或使用者因好奇會接觸到機器人，致使機器人常常發生故障，

因此本子計畫中會先進行安控機器人的整體內部電子零件檢視，並且進行安置整理，再

來就設計整體安控機器人所需的外觀零件，這些零件目的在於強化或固定安控機器人的

電子零件能穩定，這對整體機器人使用上的體驗會大大提升，也可以讓設計機器人的過

程更加放心，本子計畫也會做測驗操作次數的壓力測試，測驗是否可以有較高的耐操性，

本計畫預計可以為安控機器人帶來美觀之外，也可以有更好的操控體驗。 

2.1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主要以推動培育具有數位多媒體內容以及未來發展關鍵趨勢的

人才，最近智慧化機器人需求也因人工智慧而興起，本系在過去申請技職在造時，就開

始朝向以互動科技為主的多媒體應用，開設的諸多與互動科技有關的課程，包含電子電

路與邏輯電路等課程，最近因應智慧健康的趨勢，本系也發展智慧型安控機器人，協助

照護單位在第一線的人力不足，而且這樣的機器人風潮會持續進行，探究其原因如下： 

1.  隨 5G 行動通訊未來將成行，這將更加速過去固定寬頻上的內容與服務朝向行

動化應用領域發展，寬頻可高速傳輸龐大資料量，影音串流傳輸將更為便捷，

連帶擴大智慧化控制的產業規模，進而提升各種可能的互動科技產業的延伸，

進而需要更龐大的相關人才需求。在這些延伸應用中，對於機器人而言，產業

界也將可以更大膽地應用更先進的機器人技術開發各種互動應用，這是因為

5G 寬頻高速傳輸可提供機器人遠端提供控制甚至實現雲端監控的理想，因此

為了因應各種智慧化機器人的應用，資訊相關的人才及技術人才都須提升專業

能力。我們預期未來將帶動更多人的線上控制機器人的應用程式，不管是行動

控制、行動影音遠端監控、各種可能的遠端資料傳輸等。 

2.  現在各家廠商以及研究者都發展各種智慧化行動機器人的應用，透過機器人軟

體結合監控、安全、影音等功能，整合成為數位內容匯流平台，創造新興的機

器人應用商機，資訊多媒體應用系也發展自身的機器人，提供未來多功能安全

控制。 

然而，資訊多媒體應用系機器人是屬於原型設計概念，因此在外觀與操作流暢度上，

依舊需要極大改善，本子計畫搭配本系安控機器人，應用多媒體應用系發展的 3D 列印

技術，設計可以強化與固化安控機器人的外型，提升整體機器人的操作性與流暢性，此

計畫可以提升多媒體應用系的多媒體產品設計能力與體驗效果，可以培養學生與師長的

3D 列印技術應用能力，產業需要培育更多具備跨界機器人的設計能力的人才，以因應

未來龐大的智慧化機器人產業之趨勢。  

 

2.2 文獻回顧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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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近面對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議題實行諸多措施，這也是因為這個可能影響

到國家競爭力的問題，所以才受到很多重視，尤其在 1993 年開始，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比率達 7.1%（149 萬 801 人），而時至今日，老年人口比率攀升加上幼年人口（0-14 歲）

比率持續下降，至 2015 年底，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為 12.5%（293 萬 8,579 人），0-14

歲人口比率為 13.57%（318 萬 7,780 人），其「老化指數」更是從 1991 年 24.79%一路攀

升至 2015 年 92.18%。依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推估，我國將會於

2018 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14.5%（343.4 萬人）甚至在 2026 年開始邁入

超高齡社會，其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20.6%（488.1 萬人），2061 年，老年人口比率則將升

高至 38.9%（715.2 萬人），而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其相對應的老人相關的照護負擔

也隨之而來，根據長照 2.0 核定版所述，包含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未滿 50 歲失能身心

障礙者、50-64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55-64 歲失能原住民、50 歲以上失智症者及衰弱老

人，則 2017 年長期照顧需求人數高推估為 73 萬 7,623 人，低推估為 65 萬 9,188 人，

如此看來，老年化的問題所帶來的社會負擔將是十分巨大的，從 1981 年國家就發展出

各種老人政策，一直到最近 2016 通過的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這些計畫與政策提出目

標就是想要讓高齡族群能夠安享其晚年生活，避免成為年輕族群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

來，AI 人工智慧的發展極受政府重視，尤其智慧型機器人的進步與應用在近年來更是受

到重視，因此在這個人口老化趨勢愈加明顯的年代，政府跟很多廠商也都發現到人口老

化的問題或許可以透過智慧機器人或者更新型的智慧科技減低這個問題帶給家庭與社

的衝擊，雖然我國政府在 1980 年起就就開始規劃諸多長期照顧相關政策，這些長期照

顧相關政策如 1980 年: 公布實施的「老人福利法」、1997 年及 2007 年:修訂「老人福

利法」，一直到 2007 年通過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

計畫」，我國的長照計劃才有其規模，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已見到成效，但是服務對

象尚未涵括所有失能者，而且面對諸多問題與挑戰，詳見可見文獻第一篇長照 2.0 核定

本說明，因此，為因應長照各種需長照需求以及減少老年失能的情形，應該更積極發展

各類預防保健、健康促進等減緩失能之預防性服務措施，計劃內容中，利用社區主義精

神，讓有長照需求的國民可以獲得基本服務，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減

輕家庭照顧負擔，本系之前也是提出以照顧機器人的功能進行研究，提出各種可能功能

的機器人，並企劃設計多種預防照顧功能，諸如：關懷對話等功能， 

 

智慧化機器人 

 

目前人工智慧已成為我國政府主推的重大產業計畫，資訊多媒體在這樣的產業也可

以有應用的機會，其中顯而易見的一種應用就是智慧型機器人，這項應用在最近幾年因

各種物聯網技術與各種智慧生活應用崛起，就受到各方的注意，我們可以從電視報章雜

誌看到，不管是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或各種場所都會講到智慧機器人的應用，

其中又以華碩開發的 Zenbo 的機器人最為突出，最近科技新報 2017 年 6 月 6 日指出，

我國麗暘科技打造出一款名為「Robelf」的服務型家用機器人，並且在群眾募資平台 



    4 
 

 

Indiegogo  以達成率  120%  募得近  15  萬美元，他的公司行長陳凌鋒依據自身和市場需

求分析，完成設計服務型家用機器人，其他還有多種的機器人，我們以下表表示 

機器人名稱  功能  開發公司 

Robelf  (1) 居家監控 

(2) 聲音偵測功能以方便照護陪伴年長者與孩童，

讓居家生活更便利。 

(3) 該機器人可以接受語音指令操作。 

(4) 該機器人有雙鏡頭設計，除了頭部前鏡頭外，

在頭部後方還設置一顆可拆式無線鏡頭「Elf 

Eye」，這樣可以進行家中拍攝或遠端視訊。 

(5) 該機器人也有臉部辨識、室內定位與排程巡邏

等居家安全與照顧的功能。 

 

 

麗暘科技 

C‐01  (1) 能夠自主行走、與人對話， 

(2) 頭部置有英特爾（Intel）  RealSense 3D  攝影機、

NFC、條碼讀取器（barcode reader） 

(3) 機身上半配備如熱印表機（Thermal Printer）、磁

卡讀卡機（MSR）等等，甚至可以視廠商需求客

製，應用範圍廣泛。 

(4) C‐01  的臉部偵測功能，可根據使用對象的性

別、年齡等資訊，提供適合使用者的廣告資訊。 

三 緯 國 際

（ XYZprintin

g） 

Pepper  表達情緒的類人型機器人，機器人的頭上有四

個麥克風、兩個 RGB 的 HD 相機（在口中和前額）、

一個 ASUS Xtion 3D傳感器（眼睛後面）。在身體軀幹

上有一個陀螺儀，以及頭部跟手部上有一些觸摸傳感

器。其可行動的底座則擁有兩個聲納、六個雷射器、

三個保險桿傳感器、與一個陀螺儀。 

 

Zenbo  (1) 幫助陪伴孩子,打造多媒體有聲故事書   

i. 與巧虎合作,提供啟發式互動教學內容   

ii. 跟上教育趨勢,內建圖形導向編程遊戲   

(2) ‐聰明生活小幫手‐   

i. 簡易語音操作,開啟多元便利生活服務   

ii. 輕鬆整合家電產品,完整您的智慧家庭   

iii. 智慧移動式 DJ,協助串流各大音樂平台點歌

服務   

(3) ‐貼心家庭小總管‐   

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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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透過分享畫面至手機,引導長者體驗智慧生

活   

ii. 聯手警政署,建立智慧居家安全環境   

iii. 簡易三步驟,貼心到府宅配慢性病處方籤 

 

 

3D列印技術 

目前 3D 列印的技術發展越來越成熟，已經成為很多產業寄型產品開發時可以應用

的塑型工具，這項技術原本原本是起源於工業用途，近年來隨著 3D 列印技術門檻越來

越低，而且成本降低了許多，所以 3D 列印的應用更廣了，應用範圍有飛機與汽車零件、

建築師列印房屋樣本，乃至於列印牙科耗材等等，所以可以知道 3D 列印的應用非常可

為，甚至有人發想連化學物質也可以做為 3D 列印機的材料，要做成藥物都可以。透過

這樣的技術所發展出來的產品可謂五花八門，以往動輒要 20 萬以上的 3D 印表機機器也

都變成很便宜的商品，我們一般大眾消費者將可以更輕易地接受這樣的 3D 列印機，所

以很多創客中心也都以 3D 列印的產品去實現各種夢想中的產品，甚至現在我們台灣就

有一家新創團隊，他們就自行研發攜帶式手機 3D 列印機，這樣的技術發展已經讓以往

認為是高階技術深入到各種設計與教育市場，我們從 2018 年的科技新報中看到各種 3D

列印的產品出現，諸如以下： 

1. 在 2018/11/29 所發表的文章中就說明: 國研院儀科中心與三鼎生技合作，他們利

用 3D 列印重建組織，這樣的產品可以比傳統手術裁切身體其他部位骨頭方便，

且能客製化。 

2. 在 2018/10/29: 科技新報說:「美國科學家運用 3D 列印製造的石墨烯氣凝膠

（graphene aerogel），帶來性能大幅提升的 3D 多孔電容電極」 這些都是 

3. 在 2018/10/24: 科技新報: 「美國杜克大學對此提出一項解決方案，有望利用 3D 

列印技術來製造任何形狀的電池。」 

4. 在 2018/9/12: 科技新報: 「惠普（HP）發表了他們的第一款金屬 3D 列印機」 

5. 在 2018/9/12: 科技新報: 「使用特殊 3D 列印機進行人體組織生物列印，很可

能會影響器官移植、癌症治療和抗生素開發等領域，為醫學帶來改變。」 

諸此種種，可以看出3D列印的強大應用性，本子計畫也將利用這樣的技術進行設

計，我們將智慧型機器人製作出各種個製化的3D列印零件，更加穩固也更加讓機器人操

作性更佳。 

 

2.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如同一般創客中心執行步驟，會進行以下規劃 

(1)  機器人操作性要求規範之研究 

(2)  機器人零件操作性之操作容忍度 

(3)  進行模型設計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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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 3D模型設計與機器人之間協調 

(5)  上色搭配與機器人整體外觀設計 

(6)  零件組合之順序與密合度測試規則 

 

根據以上的研究方法所條列的規範內容，我們計畫會進行各種實作的步驟，條列說明如

下 

(1)  研究安控機器人結構與電子電路的結構 

(2) 3D列印機操作 

(3) 3D建模建立各種模型，完成各種模型的原型製作 

(4) 3D模型匯入 3D印表機內，完成 3D模型的修正，以便順利在 3D印表機下印製

完成 

(5)  建立 3D印表機設定完成模型印製，印製過程中需要做印製的材料設定 

(6)  建立 3D印表機的上色，購置各種顏料進行上色 

(7)  完成零件並且裝到安控機器人，進行細緻研磨，使得美觀與操作性兼具之 3D

產品 

(8)  進行展覽 

(五)成果 

本計畫成果如下 

(1)  產出各種機器人模型草稿電子檔 

(2)  產出各種機器人零件實體 3D列印產品 

(3)  產出各種上色 3D列印產品 

(4)  利用 3D列印組合一組安控機器人整體的外觀產品 

我們將計畫的草稿圖繪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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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正視圖

圖二 正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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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側視圖

圖四 背後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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