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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鷄年，首先以一首打油詩，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 

 
      「迎鷄打油詩」 

      機器學習紅不讓 

      機器語言不要忘 

      人機冉冉唯界面 

      鷄來運轉資訊旺 

 

 在這個主題裡面，想要和各位分享一下有關於感測器的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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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可以經由電腦

進行運算或是網路傳輸，進而產生一些加值的應用。感測器與雲端運算、物聯網、巨

量資料分析都有高度的關聯性，許多物聯網的應用都是經由感測器收集環境資料，再

藉著雲端運算提供感測資料的運算以及儲存，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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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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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感測元件都可以非常微小，而且已經廣泛的應用在各種智慧型手機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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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量測、心臟以及

脈搏訊號的量測等，這些感測器對於長期監測人類的生理狀況，或是監控健康情形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尤其近來政府大力推動長照，藉由這些感測器可以發揮節省人

力成本的功能，同時也有助於提升全民健康指標。 

 群體活動的感測，可以用來偵測例如動物的群體移動，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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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感測的結果，可以運用在智慧城市的決策，

減少社會成本或是提高社會運作的效率。利用攝影機進行人潮或是車潮的分析已經

非常廣泛的應用在各種交通決策方面。讀者也可以想想，如果有一天可以用來分析

你的交友情況、人際關係互動情形、交談對話品質，是不是也可以提升個人的EQ？ 

 情緒以及精神層面的感測則較為抽象，大則如一個學校裡面學生們的快樂指數、學

習指數，小則如一片比薩是否可口或或是一杯咖啡是否香醇。目前顯然這方面的研

究仍然不足，但是也有方法可以了解例如一個人對於一部電影的驚嚇程度、一張圖



 

    
 

片令人興奮的效果等。雖然如此，但是在社群媒體方面，情緒或是喜好度偵測則已

經有非常大的進展，例如從簡單的按讚裡面就可以知道社群網路上面大眾對於一篇

文章或是音樂的喜好程度，經由文字分析更可以知道一場選舉大眾對於候選人的喜

好程度，或是一個產品的評價，當然這些分析多數是經由文字的分析得到。 

 環境因子的感測可以包括空氣、溫度、水，舉凡與我們實體生活相關資訊都可以收

集，同時也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近來非常流行的空氣品質感測對於PM2.5的

污染情形已經引起大眾的共鳴，而且有助於了解空氣污染的來源。環境因子的感測

大多數都與公共環境相關，但是也有一些與私人領域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室內的裝

潢是否含有太高的甲醇，或是家裡的瓦斯有沒有漏氣的情況。 

  

 其實大多數的感測器都是經由一些電子、物理、化學的基本元件組成，感測器輸出

的資料通常都是一些簡單的原始資料，其中的「含金量」非常的低，必須透過各種技

巧才能萃取到其中的「金礦」。以下提出一些解決方案： 

 善用機器學習的方法：感測資料與背後所包含的事件或是意義都有一些關聯性，而

這些關聯性可以經由機器學習進行了解並且抽取其中具有意義的特徵，經由組合這

些特徵，就可以萃取出感測資料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感測資料的標示(labeling)：感測資料通常必須加以標示才能了解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這方面的需求很大，相對的人力成本也非常高，經常需要一些使用者的協助才能完

成。若需經由使用者的協助，則必須設計一些使用者介面或是給予使用者動機

(incentive)。 

 感測資料的融合：單一的感測器通常具有單一的感測功能，許多應用都必須結合多

重的感測器才能達到目的，因此感測器的資料必須加以融合才能粹取出需要的資訊。

感測資料的融合有不同的技巧，通常是為了互補的目的，而背後所需要的機器學習

的演算法則更為複雜。 

 深度學習及神經網路：對於一些比較複雜或是難以運用數學或是演算法來推敲的分

析問題，則可以利用深度學習的技巧加以分析，這種技術通常需要大量的訓練資料

以及高速的運算資源，但是在系統上線的時候通常不需要太高的運算能力，因此非

常適合物聯網的應用。 

 雲端運算的支援：雲端運算可以作為感測資料的儲存以及運算工具，尤其在巨量資

料的時代幾乎是不可或缺的技術。 

 暢通的網路環境：由於感測器會設置在各種不同的環境，暢通而且綿密的無線通訊

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在5G的國際標準已經廣泛的討論如何支援未來第五代

行動通訊以及物聯網環境的相關標準，其中受到重視的研究題材包括巨量連結以及



 

    
 

高可靠度傳輸，目前訂定的目標是需要在1~2ms的延遲就能夠將感測器的資料傳

出。 

 優質的使用者界面：為了要讓感測器真正變成「有感」，良好的人機界面是必備的

工具，目前許多應用都已經架構在智慧型手機上面，不論是「自自由由」，還是「自

自冉冉」，人機界面是達到有感的最後一哩。 

 

 經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只有硬梆梆的感測器是無法真正達到有感的目的，真正

的有感包括軟體與硬體的整合、人與機器的無縫協調、優質資料的取得以及分析、機

器以及深度學習的演算法、暢通的有線以及無線網路環境。在可見的未來將有許多智

慧眼鏡、智慧衣、智慧鞋、智慧手錶、智慧家庭相關的產品問世，如何讓使用者能夠

接受這些產品，「有感」將是勝敗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