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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目前台灣社會邁入高齡社會，面對人口的老化，長者的居家

照護需求日漸增大，本研究的 APP 設計以銀髮族居家生活的照應為基礎，希望從銀髮

族居家用品入手，解決長者的生活需求。設計元件以樹莓派晶片及 3D 列印模型為主，

把科技產品應用在居家生活上，透過物聯網（IoT）技術做連結溝通，增加使用情境並

解決銀髮族的生活需求。由於少子化及雙薪家庭的影響，銀髮族通常會自主獨立生活，

因此陪伴機器人的需求更受到重視。 
 
近年來政府一直不斷地推出許多銀髮的政策，因此，本組利用課堂所學的程式及

機器人套件，嘗試開發機器人應用在銀髮族的生活照顧，讓兒女在外工作時也可以隨

時知道家中銀髮族的情況。 
 

二、 研究目的 
 

為了能讓子女在外隨時知道家中所有狀況，本組設計為可移動的遠端監控系統，

也為了解決攝影機死角，讓使用者可以觀測所有物的情況，能查看家中的情況，更可

用來查看需觀察的家中長者。 
 

(一) 探究銀髮族照護 AI 的發展現況。 
(二) 實作銀髮族照䕶機器人模型及 APP 應用程式。 
(三) 調查子女對銀髮族照護機器人 APP 使用的滿意度。 

 
三、 研究方法 

 
本組使用建模軟體打造外殼，再由 3D 列印機列印出並組裝於樹莓派上，製作自

走車，由家中網路與伺服器主機連線並傳輸資料、影像，再由手機客戶端傳送資訊至

伺服器控制自走車移動與接收影像，隨後本組使用問卷來調查使用 APP 的滿意度。 
 

四、 研究流程 
 

本組研究流程開始於確定主題本組先資料蒐集，發覺目前市場上面最具成長性的

產業，今本組討論後，因為台灣目前老年化嚴重，政府及民間對於養老及照護相關的

產品有極大的需求故擬定本主題。 
 
本組確定主題後，先設計出 APP 與 3D 列印自走車，發現有些程式碼與介面需要

加以改進，本組修正完成後再依消費者需求及使用的經驗製作相關問卷，並請消費者

填答，藉以找出隊等專題設計 APP 的修正方向。 

 
圖 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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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探討 

 
(一) 關於 AI、物聯網及發展現況 

 
1、 AI 人工智慧 

 
最早在 1950 年科學家開始從事人工智慧的研究，到 1970 年才開始傾向實際

應用的問題。人工智慧指的是”人工”與”智能”，讓電腦具備和人類一樣的思考

模式與知識，並具有推理與判斷能力、感知、學習、語言理解等能力。（林敬恆，

2019） 
 

2、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縮寫 IoT) 
 

物聯網是全世界各地溝通的橋樑，為了達成 IBM 所提出之「智慧地球」概念，

藉由感知層面的各種硬體感測器，配合程式與許多裝置、API 工具，再使用雲端大

數據技術與 RFID 等，形成密不可分的實體網路。（郭信慶，2018） 
 

3、 發展現況 
 

目前已經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機器人投入實戰的場域，而最新型的照護 AI 已可

以達到空間辨識、物體探知能力，做成周邊的環境地圖，達到自動行走的可能，雙

臂也可以用來搬運物品。 
 

(二) 3D 列印 
 

Rhinoceros 3D 是一套 3D 立體模型製作的軟體，簡稱 Rhino3D，所提供的曲面

工具可以非常精準的用來做動畫、工程圖等生產用的模型。（楊政諺，2015） 
 
3D 列印可以自由地進行快速原型。目前市面上使用的三種 3D 列印技術是

FDM(熱熔融層積)、SLA(光固化)和 SLS(雷射粉末燒結)。（陳國益，2018） 
 

(三) 自走車 
 

自走車是一部基礎型的輪型機器人，先定下封包傳輸格式，再採用 Python 撰

寫伺服器，架設於伺服器主機，再用 Python 製作樹莓派客戶端，讓樹莓派連線至

伺服器傳輸影像，再於 Android Studio 中以 Java 製作手機 APP 連線至伺服器並溝

通，調整介面與各種功能。 
 

1、 Python 
 

一種廣泛使用的直譯式、進階編程、通用型程式語言。擁有動態型系統和垃圾

回收功能，能自動管理記憶體使用。下表為本組使用 Python 語法所做出的 Python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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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利用 Python 語法所做出的 Python 伺服器 

"ServerValues.py" 56 行 用於設定伺服器參數

"ShutePetProject.py" 61 行 用於處理使用者伺服

器介面、指令等 

"Server.py" 138 行 處理伺服器連線、網路封包

加密/解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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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treaming.py" 206 行 樹莓派客戶端，與伺

服器通訊並接收各封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二、 作品特色 
 
(一) 遠端遙控即資料傳輸 

 
本組系統功能以物聯網的概念為主，透過獨立的移動式監視器讓所有設備互相

連結，同時透過攝像頭收集的影像數據資料儲存至資料庫，再以智慧型手機索取資

料來查看影像數據。 
 

(二) 智慧遠端自走車 
 

整體核心架構於英國樹莓派基金會所開發的樹莓派，以及 Auduino 公司所生產

的多項感測元件為輔來作開發，因應樹莓派的優良相容性攝像頭與移動設備的一體

化，全車由樹莓派單一晶片電腦來做接收、傳輸、處理資料，利用樹莓派支援網路

瀏覽的功能，將資料傳輸至伺服器來作儲存及分析，並以自製 APP 的簡單畫面來

和伺服器溝通，來達到精簡化的傳輸讀取功能。 
 

(三) 即時瀏覽即選擇瀏覽 APP 
 

本組使用 Android Studio 開發的 APP 連結上自製的 Python 伺服器作操控使

用，使用者可以選擇操控自走車作即時瀏覽，藉由樹莓派上的攝影機，傳輸資料至

APP 上，來查看到當下攝像頭所觀測到的畫面，或者直接選擇瀏覽自走車錄製的內

容，使用者可依需求自行遠端控制自走車至任何位置查看。 
 

(四) 3D 列印客製化外殼 
 

為配合一體式智慧遠端自走車的特性，將自走車設計相關特色的外殼，利用震

旦集團發售的 3D 列印機 - AURORA 3D PRINTER F1，採用圍聚乳酸(PLA) 再生

素材來製作保護樹莓派晶片電腦的客製化外殼。 
 

(五) 樹莓派與資料庫 
 

本組在樹莓派上以 Python 架設資料庫，部署伺服器來協助手機與樹莓派通

訊、存取錄影檔案和控制樹莓派自走車，解決手機客戶端和樹莓派連線的麻煩，加

強連線通訊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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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作方式 
 
(一) 主介面瀏覽 

 
下表為本組銀髮族智能幫手 APP 各個介紹。 
 

表 2. 銀髮族智能幫手 APP 介紹 

 

主畫面分為三大項：遙控監視器、監視器紀錄及 APP 設定。 

 

遙控監視器：觀看監視器與遠端遙控車。 

 

APP 設定：為 APP 客製化設定，有啟用&停用接收通知訊息、啟用&
停用監視器紀錄按鈕、啟用&停用遙控監視器按鈕、設置進入背景圖

及還原背景預設圖。 

 

監視器紀錄：查看監視器紀錄檔。 

 

通知類：開啟 APP 後即會嘗試連接伺服器，如要斷線可直接點擊斷

線。點擊通知會快速進入 APP，如有偵測器觸發，於連線狀態會跳出

提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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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銀髮族的智能幫手 SWOT 與 STP 分析 

 
表 3. SWOT 分析 

S 優勢 W 劣勢 

1.APP 具有監控銀髮族的功能 
2.以 3D 列印製作出自走車外觀 
3.利用樹莓派連上網路，就能自動連上至伺

服器 

1.自走車電池略大 
2.影像畫質較差 
3.硬體重量及面積略大 
4.無法視訊溝通 

O 機會 T 威脅 

1.社會上的銀髮族越來越多 
2.子女不必擔心家中銀髮族的情況 
3.利用自走車可減少人力工時 

1.市場中有許多同質商品 
2.家中無銀髮族較不會使用 
3.會和市場上具有攝影功能的產品競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表 4. STP 分析 

市場區隔(S) 

1.地理變數：區域不限 
2.主要特質：年齡不限，主要以家中有銀髮族

為主 
3.心理變數：以觀測者的角度，開發一款能照

護銀髮族 APP 的程式 

目標市場選擇(T) 
1.家中有銀髮族 
2.手機有網路功能 

市場定位(P) 
1.以銀髮族的生活作息為主 
2.價格差距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五、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架構 
 

 
圖 2.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 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以「照護機器人的發展與應用」調查問卷方式取得資料，藉由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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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組員彼此討論等文獻整理法歸納出依據照護機器人的使用情形與影響因素，

包含外觀型態、功能、經濟、使用意願等。以照護型機器人為例。問卷內容分為二

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使用者的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第二部分是使用者對於

APP 的使用性、實用性、創新性、方便性等各種類型的因素，會對使用者的選擇造

成影響。 
 
六、 問卷分析 

 
本組共計發放 108 份，回收 108 份有效問卷，經由比例與次數分析結果如下： 
 

1.請問您的性別？ 

 

左圖顯示調查對象男性佔 57.4%，女性

佔 42.6%，男性樣本較女性多 14.8%。 

2.請問您的年齡？ 

左圖顯示填寫此問卷的年齡多數為 18-30
歲(60.2%)，其次為 17 歲以下佔 29.6%，

最少為 31-40 歲。 

3.請問您會利用居家照護 APP 監視銀髮族嗎？ 

 

左圖顯示有 67.6%的人都會使用居家照

護 APP，32.4%的人則表示不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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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認同此 APP 的使用操作介面具有實用性？ 

 

左圖顯示有 64.1%的人同意操作介面具

有實用性，2.7%的人表示不具有實用

性。 

5.請問您認同此 APP 具有創新性嗎？ 

 

左圖顯示有 58.9%的人都覺得此 app 具

有創新性，4.1%的人表示不具有創新

性。 

6.請問您認同此 APP 的提醒功能上具有方便性？ 

 

左圖顯示有 60.3%的人都覺得提醒功能

具有方便性，2.7%的人表示不具有方便

性。 

7.您認同此 APP 有助於觀察銀髮族的生活需求嗎？ 

 

左圖顯示有 61.6%的人都覺得有助於觀

察銀髮族的生活需求，1.4%的人表示非

常不認同助於觀察銀髮族的生活需求。 

8.您認同此 APP 能結合現代科技解決高齡社會的問題？ 

 

左圖顯示有 58.9%的人都覺得此 app 能

結合現代科技解決高齡社會的問題，

8.2%的人表示非常不認同能結合現代科

技解決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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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針對此 APP 您滿意的部分有哪些？ 

左圖顯示有 79.5%的人對 app 的功能方

面感到最滿意，其次為監視功能佔

75.3%，最少為 app 外觀(20.5%)。 

10.請問您覺得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左圖顯示有 72.6%的人覺得最需要改進

的地方是高畫質鏡頭，其次為語音互動

佔 60.3%，最少為其他(可新增其他功

能，如對話及供給物品需求等)。 

11.請問您會不會分享此 APP 讓更多人知道？ 

根據回收之建議顯示： 
1.顧客較不慣使用 APP 
2.有侵犯個人隱私的疑慮 
3.家中已有其他監控設備所以不需要 

12.您對於此 APP 有什麼其他建議或看法？ 

根據回收之建議顯示： 
1.APP 可以增加語音功能 
2.提醒功能可以再更快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參、 結論 
 

近期的 AI 已經逐漸發展到了巔峰，如：無人商店、siri、google 等，皆已成為了人

們生活的一部分。日後的技術也會比現在來得好，而應用的領域也會逐漸增多，本組認

為 AI 可以減輕人們的負擔。 
 
起初本組將 APP 功能規劃完畢，選擇開發工具的過程，本組發現高中所學的 App 

Inventor 2無法完全滿足本組所想製作的功能，於是本組使用眾多大學課程才有的Android 
Studio 開發，在製作的過程當中，不斷被錯誤訊息、介面操作阻礙著，因此，本組透過老

師的教導和網路的資訊，成功的製作出本組的 APP。 
 
本組經由資料蒐集和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得到的結論如下：發現大多數的年齡約 18-

30 歲，會想要使用居家照護 APP 監視銀髮族的人居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本組發展

的 APP 在實用性與創新性上大致上都能達到使用者的肯定。使用者大致上都認為本組的

APP 有助於觀察銀髮族的生活需求和能結合現代科技解決高齡社會的問題。在 APP 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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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介面中，對功能方面最滿意，而少數人認為外觀方面較不滿意。依整體來說，使用者

皆有六成以上的人，對本組的 APP 感到滿意。 
 
在整體方面，本組克服了許多障礙與困難，但也發現尚有可以進步的空間。例如依

問卷結果顯示，使用者認為鏡頭的畫質最需要改進，另外，使用者也期望之後可以增加

語音功能，這樣能與受照護者增加更多的互動，而提醒方面的功能也可以再快一些，以

上這是本組所設計 APP，將來可以延伸並改進的方向，本組也會持續改進，以提高消費

者使用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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