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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革新　打造智慧感知衣

2016-12-11  記者 韓舒容 報導

近期根據國際諮詢及顧問公司高德納（Gartner）的調查指出，穿戴式產品包括智慧手錶、具有

健康追蹤功能的智慧手環棄用率都高達三成左右，此次分析也點出由於實用性不足，且無法與智

慧型手機做出明顯區隔，造成穿戴型產品發展停滯，並有衰退的趨勢。

然而台灣紡織大廠儒鴻企業早在2015就察覺了這個問題，便著手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希望能

憑藉工研院的專業技術，開拓智慧衣市場，也終於如願在2016下半年研發出可水洗、不必服貼、

具有高精確度的「iSmartweaR智慧感知衣」。而此次工研院研發智慧衣的專利技術，也成功贏

得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的肯定。

 

洞悉市場　量身打造智慧感知衣洞悉市場　量身打造智慧感知衣

近年來智慧衣市場引起各界密切關注，被看好是指日可待的新趨勢，各家紡織大廠紛紛投入心力

跨界合作開發多功能的產品，但目前坊間的智慧衣多利用類似心電圖（ECG）的技術，需要以電

極的方式貼附在人體上，才能得到電訊號，進而去量測心跳搏動。然而這個的技術必須直接接觸

身體肌膚才能進行量測，對一般人而言，會產生不舒適的感受，同時也會造成設計上面臨瓶頸。

過去市面上的智慧衣多以運動休閒為發展重心，然而銀髮照護、幼兒照護、生理健康照護都是智

慧衣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工研院在研擬產品定位時，一併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希望產品能更貼

近人們的使用。依據評估結果，工研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室主任林宏墩也說：「因為科技始終來

自於人性，如果你沒辦法做一個穿戴形式是讓人家願意穿戴的，而且穿得久的，那這個產品就不

容易實現在一般生活大家穿戴的形式，就不方便。」

工研院基於市場需求和專利佈局，「iSmartweaR智慧感知衣」主打不需貼附肌膚就能計算呼

吸、心跳、卡路里和監測睡眠狀態，此次的技術也突破了以往水洗的限制，可水洗達250次以

上。智慧衣的便利性和多樣的功能，不只提供運動員高準確度的健康監控，也能擴及至獨居老人

照護、軍警消防的生命監測及醫療使用，讓智慧衣有更多元的應用。

iSmartweaR智慧感知衣榮獲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工研院在此展示智慧衣及相連結的手機應用程式（APP）。（圖片來源／工研院提供）

 

專業技術應用　成就不同的智慧衣專業技術應用　成就不同的智慧衣

此次產品研發工研院採取跨領域合作，結合量測技術發展中心及材料與化工研究所的專長，利用

奈秒脈衝和奈米銀線的專業技術，成功突破智慧衣原有的技術限制，不僅技術上更為精進，也帶

領智慧衣朝居家生活擴展。

工研院量測中心開發的微型雷達技術「奈秒脈衝（NPNS）」，是一種穿透性的雷達，不必直接

接觸皮膚，就能偵測到人體的心跳、呼吸等生理活動，更能擴及用來監測睡眠品質的好壞，及使

用臨床運算模式推算出消耗的卡路里。雷達為低功率的發射方式，不會對身體造成傷害，但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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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商機　谷歌雲端商機　谷歌App

Maker

谷歌宣布推出應用程式開發工具App
Maker，此軟體將整合G Suite各式雲端服
務，客製化打造符合企業需求的內部軟體。

無線充電　打破傳統限制無線充電　打破傳統限制

介紹無線充電技術、應用、和未來發展。

雷達與衣著整合時，就必須有天線進行接收與發射訊號，因此就需要藉助材化所的技術，將材料

與天線做最好的搭配。

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經理孫文賢研發的奈米銀膠是一種金屬粒子，具有導電、導熱的功能，

而利用這種導電膠塗抹在天線上，再將天線的線路圖轉印到織布上，但此時織布的表面仍有空隙

且不平整，於是在製作過程中，還會使用高分子材料做鑲嵌，讓智慧衣在水洗或是穿戴過程中，

不會產生斷裂的問題。如今感測元件與衣服已完全整合在一起，不再是硬邦邦的電路板，搖身一

變成了可水洗、可彎折、不受汗水影響、可日曬的布料。

 

產品技術優勢　獲研發獎肯定產品技術優勢　獲研發獎肯定

2016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工研院共有五項技術獲獎，而「iSmartweaR

智慧感知衣」就是其中一項獲得肯定的產品，因為它具備了幾項優勢。首先是智慧衣的穿戴形式

非常方便，且雷達本身強調輕薄短小，雖然衣服上仍需配戴一個約五十元銅板大小的感測器，但

只需要利用磁扣貼附在口袋下方的布料內，就能夠連續使用長達12小時，因此穿戴時並不會感受

到太大的負擔。此外，藉助微型雷達技術，與人體距離20公分也能偵測得到生理訊息，讓智慧衣

不再只停留於貼身衣物的限制，反而能製作成一般衣物或外套，豐富了產品設計的多樣性。

智慧衣的另一項優勢為產品具備高效能、高感度、高準確度的特性，由於智慧衣的首要功能是做

生命感測，將應用於生活照護、醫療照護、健康照護等等，因此準確性是極為重要的指標，林宏

墩也表示：「所以它的準確性是我們跟醫院的patient monitor就是生理監測器重新做比對，去

搭配這樣的訊號擷取，再去開發相關的演算法去得到更準確的一個演算的結果。」最近量測中心

也相當積極想讓智慧衣朝醫療領域發展，輔助病患做生命監測及更多的臨床應用。

工研院兩位研究員與iSamrtweaR智慧感知衣和感測器合影。（圖片來源／工研院）

 

跨界整合　未來潛力無限跨界整合　未來潛力無限

工研院所研發的「iSmartweaR智慧感知衣」成功促使跨醫療、跨產業、跨領域的多元整合，不

只為傳統紡織產業開闢了新方向，也讓使用者多了一個健康管理裝置的新選擇，而使用者也只要

透過穿著智慧感知衣，讓感測器以藍芽的形式傳輸到手機應用程式（APP），就能即時掌握個人

的健康狀態。多方智慧匯聚及需求考量，讓智慧感知衣發揮出多樣的三元的效果。

除了工研院推出的智慧衣之外，台灣各家大廠也都虎視眈眈想分食智慧衣這塊大餅，因此市面上

也陸續有其他款智慧衣公開亮相，但每家產品主打的功能不盡相同，有些以發熱控溫、照明為主

要特色。然而智慧衣是否會步上穿戴式裝置的後塵，林宏墩認為智慧衣市場仍充滿潛力，除了原

有計算呼吸、心跳、卡路里的功能之外，如果能突破技術上的限制，利用非接觸感測量測血壓、

肌耐力的變化及更深層的活動的狀態，想必是未來可以持續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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