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報專欄：「感測器 - 你的第三隻眼」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學院 曾煜棋講座教授 

 

記得在年初的時候恰逢鷄年，在這個專欄裡面隨性寫了一首「迎鷄打油詩」，

曾經提到「機器學習紅不讓」一句。確實如此，人工智慧以及機器學習在最近一

兩年變成非常熱門的主題，藉由人工智慧提升電腦或是機器的智慧，已經成為顯

學，不論在各種領域，專家們都在討論如何藉由人工智慧提升生產效率或是減少

人力成本，甚至讓電腦表現得更像人類，具有人類的智慧。 

  

人工智慧已經發展多年，其中的數學模型以及演算法已經有相當多的探討，

近期的進步可以歸納為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計算速度的大幅躍進，使

得過去需要大量運算的工作，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完成驗證；第二個原因是大量的

資料經由各種來源收集，並且標示，這些經過標示的資料對於訓練人工智慧的演

算法或是深度學習演算法，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談到大量資料的收集，大概可以分成幾個方面。第一，在各種社群網路平台

裡面，經常有許多經過標示的資料，例如相片裡面的內容，某一個地點熱門的程

度，或是某一部電影的評價等。第二，在一些存檔的資料裡面去獲取一些標示的

資料，例如醫院的診斷資料，或是一些手寫的文件經過整理之後得到的資訊。第

三，就是來自各種感測器所收集到的資料。感測器基本上就是一個電子元件，能

夠對於一些外部的資料進行收集，成為數位資訊，經由電腦進行運算處理，進而

變成智慧。 

  

巨量資料分析則可以將原始的感測資料抽取出其中具有高度價值的高階資訊，

採取其中的「金礦」。感測器的種類非常多，可以包括動作的感測、生理資訊的

感測、環境因子的感測、群體活動的感測、情緒及精神層面的感測等等。在這裡

想要談到一個有趣的觀點，就是感測器事實上可以成為人類的「第三隻眼」，其



 

 
 

實人類探索外在的世界，簡單而言共有五種感官，分別是視覺、聽覺、嗅覺、觸

覺、味覺。感測器稱之為第三隻眼睛的原因是：它可以協助我們看到超越以上五

項感官的能力。以下，舉幾個例子與各位分享： 

 動作感測方面常見的感測器包括各種慣性元件，例如加速度計、電子羅盤、

陀螺儀。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每天共走了幾步路，進行多少運動，消耗多少

卡路里等問題，都可以藉由這些感測器擔任我們的第三隻眼睛，告訴我們這

些資訊。 

 生理資訊的感測可以包括腦波偵測、皮膚以及肌肉訊號偵測、脈搏偵測等。

一些研究顯示，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感測器告訴我們目前的情緒狀況，例如看

到一幅圖片是否產生快樂或是悲傷的情緒，而在一天裡面我們的情緒指數記

錄又是如何？經過這些情緒的指標，讓我們更了解自己生活的品質，這是另

外一種形式的第三隻眼睛。  

 群體活動的感測，可以用來偵測人潮的移動，或是了解交通狀況以及塞車的

情形。經由感測器的協助，人類已經具有千里眼的能力，在開車出門之前，

我們就可以了解如何最快速的到達目的地。 

 環境因子的感測可以包括我們實體生活的陽光、空氣等相關資訊，空氣品質

感測PM2.5的污染情形已經是在一個智慧城市裡面必備的資訊，能夠了解空氣

污染的情形，就如同我們有一個千里以外的鼻子。 

  

 這裡想談一談在工業上面的相關應用，或許才是「含金量」最高的金礦，大

多數工業上面的應用都是經由多種感測器共同合作，萃取出有意義及價值的資訊，

這就是目前非常熱門的工業4.0，或是下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會。以下提出幾個方

向供讀者參考： 



 

 
 

 優質的感測資料的標示：在工廠機器運作的期間，如果能夠不斷地收集完整

的感測資料，並且將這些資料數位化，對於資料分析的工作會有非常大的幫

助。 

 高靈敏度的感測器：靈敏的感測器對於資料的品質有非常大的幫助，相對的

人力成本也可以減少。 

 跨領域人員的合作：這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不同的領域通常有不同

的語言及專長，資料分析師必須要能夠橫跨各種不同的領域，整合各種領域

的專業知識，進而協調分工，然後經由本身的專業協助分析資料，提出改善

的方案，並且回到工業的場域進一步驗證效果，然後才能變成真正的價值。 

 感測資料的融合：就像人類的五官有時候必須互相合作，才能夠對於外部的

世界有更精確的了解。近期的研究發現，若能整合各種不同的感測資料，經

常能夠得到更深度的資訊。舉一個例子，一台數位攝影機就像人類的雙眼，

可以了解外面的環境，例如人員的監測，但是數位攝影機通常受限於影像的

品質，例如光線的影響及攝影的角度，以至於辨識的能力有所限制。其實如

果能夠加上一些穿戴式的感測資料，即使在攝影品質不佳的情況，仍然能夠

進行環境監測，達到相當好的效果。感測資料的融合有不同的技巧，背後所

需要的演算法則更為複雜。 

 無所不在的網路環境：為了要能夠提供完善的服務，除了感測器必須設置在

各種不同的環境，網路也必須要非常的綿密串連各種使用者所在的位置，這

些基礎建設非常重要，往往是智慧城市必備的一個項目，有了暢通而且快速

的網路環境，才能夠及時提供各種重要的服務。 

 

 總而言之，物聯網若要成功，必須提供人類額外的價值，而這些外加的價值

可以用人類的「第三隻眼」來形容，人類若有第三隻眼，或是第三隻耳，當然對



 

 
 

於外界的感知能力可以大幅提升，生活上也會更有智慧，讓我們好好想想哪一種

第三隻眼，才是人類真正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