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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表（本表置於封面頁後首頁）（以2頁為限） 

提案單位 高雄市私立重上社區長照機構 

提案名稱 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 

配合單位 一心長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銀髮健身房 

 提案概要 

（具體並簡要

說 明 實 證 背

景、主題） 

 

本單位為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特約之日間照顧中心，提供高齡

或失能民眾的日間托顧服務。台灣高齡化趨勢明顯，將面臨龐

大的照護和醫療資源消耗。本單位訴求“照顧＋訓練”模式，提

倡預防勝於治療、以長訓替代長照，針對學員狀況，提供個人

化訓練規劃。而[站立撐訓練]為訓練規畫中必有之項目，因其

為全身性肌力訓練、且兼收內外效益。目前在本單位的訓練法

實證有效的人數統計上(約800人)，各種學員狀況皆能操作、安

全無虞，因此會做為長期持續進行的必要項目。 

然為顧及學員操作安全性，需要2~8位人力協助(失能程度越

高、身體脆弱部位越多，需要越多位)。長照為勞力密集服務

業、在百業缺工現況下，亟需工業技術與資訊科技的介入，提

升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另目前皆為人工紀錄訓練過程，亦需

導入科技，自動紀錄分析，除減少人力負擔，亦能觀察趨勢、

回看紀錄、增進學員與教練探討訓練成果的客觀性及有效性。 

本案除了能改善逆轉民眾的身體衰弱、減少訓練所需人力成本

負擔，也能減輕長期照顧對家屬帶來的身心問題和所衍伸社會

問題、亦增進失能者及其親屬的社會參與勞動力，進而降低整

體社會照護成本、以及醫療投入資源。 

 提供之行

政協處內

容 

(1)解題廠商與本實證場域的洽談、協調。 

(2)依所訂之規格，與解題廠商商談設計細節、施工及驗收作業

預定期程，安排工作會議，追蹤系統發展進度。 

(3)提供實證場域空間、以及龍門架規格與柱上孔洞尺寸…等必

要資料，以及人員使用動線及方式等資訊。 

(4)提供現有學員操作站立撐的範例圖說及視頻、過往操作經驗

之訓練法則、以及訓練前後的體況/體能檢測方式。 

(5)與解題廠商合作規劃後續量產方案，未來協助導入其它潛在

需求方(包含各級長照單位、醫療機構、健身中心等)，將其現

有的龍門架升級加值為本案成果，擴大本案後續效益。 

 預計期程 依本署補助契約所定契約期間。（以6個月為原則） 

申請單位聯絡

窗口及主管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及

手機 

莊雅婷 
高雄市私立重上

社區長照機構 
莊雅婷 主任 

yishin.ltc@

gmail.com 
07-3505022 

申請提案即同意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為執行採購案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及檔案（指
自然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職業、聯絡方式、社會活動、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之個人資料）所涉個人資料(詳推動作業手冊附件1)。 

mailto:yishin.ltc@gmail.com
mailto:yishin.lt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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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背景 

 一、面臨問題 

本單位［一心長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立重上社區

長照機構］(後簡稱【重上日照】)為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特約之日

間照顧中心，提供衛生福利部長照政策下，高齡或失能民眾的日

間托顧服務。單位團隊成員皆有5~10+年相關長照服務經驗，近

年著重長照2.0政策下相關服務，包含居家服務、銀髮健身房、

以及日間照顧服務。 

台灣高齡化趨勢明顯，將面臨越來越龐大的照護成本和醫療資

源消耗。【重上日照】訴求 “照顧＋訓練” 模式，提倡預防勝於治

療、以長訓替代長照，在【重上日照】健身室、以及附屬銀髮健

身房，提供高齡或失能民眾健康促進服務，針對學員狀況，提供

個人化訓練規劃。 

而在各種訓練法中，站立撐訓練（動作為從半深蹲姿勢，將槓

從低點往上扛起至身高站直後的最高點，如下圖左），為學員訓

練規畫中必有之項目，因其訓練動作為全身性訓練、外在成效為

鞏固身體中軸核心、內在成效則能透過肌肉酵素和生長激素活化

修補全身各部位(參照“提案背景”說明)，具有厚植根柢之屬性。

在訓練上則會採取循序漸進加重方式，以顧及安全性。目前在我

方的統計數據上（如下圖右），各種學員狀況皆能操作現行訓練

方式、安全無虞，因此在訓練規畫上，會做為長期持續進行的必

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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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左)高齡學員實際操作圖、(圖右)各類狀況的高齡/失能學員實證統計

(數字為人數，總數約800人) 

雖然在實際成效上，站立撐訓練有許多好處。但從上圖左來看，

為顧及高齡/失能學員操作上的安全性，需要至少2位、多則7~8

位的教練協助操作（參照 “提案背景” 實例圖），失能程度越高、

或脆弱部位越多，越需要多位人力協助。目前各行業皆有勞動力

不足的問題，而健身或長照領域為勞力密集服務業，人力匱乏更

甚，因此亟需工業技術與資訊科技的介入，提升效率、降低人力

需要與成本。另外，在訓練管理上，目前皆為手動人工紀錄訓練

過程和結果，若能透過科技的導入，自動紀錄與分析，除了減少

人工紀錄負擔，亦能觀察紀錄趨勢、回看紀錄、增進學員與教練

探討訓練成果的客觀性及有效性等。 

 二、提案背景 

國發會推估[1]，2026年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

口比率將達20.6%(488萬人)。台灣正面臨高齡人口快速老化與失

能，醫護量能將無法面對巨大照護需求的危機。112年衛福部長

照預算達600億元、113年更高達800億元，多用於失能照護，據

統計，台灣失能者受照顧至死亡平均約7.5年[2]；反觀歐美國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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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銀髮族及早參與各種健康促進(尤其是肌力負重訓練)、預防疾

病與延緩老化的活動，相對只有約2年。國外高齡長輩相比台灣

長者，生活自理、社交活動能力較佳，不僅減少5年半的社會照

顧及醫療成本，也突顯健康促進的治未病成效。 

[1]: 高齡化時程,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08 
[2]: 高齡社會下公共服務趨勢與展望,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12 

人的身體結構隨著年紀增長逐漸退化，肌肉、骨骼、與心肺功

能降低，因此容易發生骨質疏鬆、肌少症、跌倒等問題。根據研

究，發生衰弱及衍生疾病的主因首要為老化/退化，再加上生理

變化、環境、多種疾病與用藥等多種因子的交互作用，進而影響

行走或站立能力，以致容易失去平衡而跌倒造成傷害。老年人復

原緩慢，使得受傷後加速衰弱、甚至失能或死亡。 

散步、健走、健身操、土風舞等常見輕型態運動，能初步強化

人體的肌耐力與心肺功能，但卻無法有效並持續強化骨骼與肌肉

的質量與能力。肌力負重訓練相對以上而言，不僅有大量文獻[３]

說明其學理能有效強化身體各器官、並且已有相當多個案實證[４]，

能達到逆轉衰弱與失能。學理上證實，肌肉需經過高負重壓迫，

才會收縮產生肌肉酵素，再透過血液循環流向身體各器官，改善

或修補一些缺陷（例如肌少、骨鬆、三高或心血管問題）。當流

向大腦時，大腦會連帶產生生長激素，再流向全身器官進一步進

行生長修補。 

[3]: Muscle-Organ Crosstalk: Focus on Immunometabolism, Muscle Physiology, 

2020/09. 
[4]: 逆轉衰弱 枯木逢春訓練法, 2021/03.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95E69E28C6AC7F3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TU2Ni84NDMwLzNlZjM3YjAyLWY1OWUtNDQxYS1iMjRjLWI1NjQzZmIwNjcxNS5wZGY%3D&n=5ZyL5Zyf5Y%2BK5YWs5YWx5rK755CG5a2j5YiKMTA15bm0M%2BaciO%2B8iOesrOWbm%2BWNt%2B%2B8jOesrOS4gOacn%2B%2B8iS5wZGY%3D&icon=..pdf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hys.2020.567881/fu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994NBya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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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肌肉收縮產生之酵素對全身器官的修補皆有功效[３] 

現今多數民眾習慣於前述輕型態運動(散步/游泳/慢跑等），多

屬高反覆低重量型態，對肌肉收縮的效用不高，無法進而產生肌

肉酵素或生長激素。因此，實務上常見短期有效提升初階肌耐力，

但身體一但適應該運動強度後，就無法再有效提升肌力；而若將

時間拉長、增加次數或速度，可增強耐力亦同時增加疲勞，如此

多為燃燒熱量的瘦身減重目的。對於銀髮/失能民眾而言，能運

動/訓練的時間並不長，而目的為改善自身健康、逆轉衰弱、預

防疾病和延緩老化，因此只需短時間（每周1~2次、每次1小時）

且富有改善整體健康成效的肌力負重訓練實為首選。 

肌力訓練中最常做的[站立撐]動作，則是必要之基礎訓練項目。

其動作是從半蹲之低點，扛槓往上支撐（向心階段：容易受傷，

需教練協助提起部分重量、以及保護身體脆弱點，如關節/腰部/

或受傷部位等）站起站直到達最高點，並在此時負重所有重量

（等長階段：身體承重能力最強，故盡量承重並支撐些許時間以

達訓練效果），然後再往下回歸至起始點（離心階段：容易受傷，



8 
 

需教練協助提起部分重量、並保護身體脆弱點）。以運動力學來

看，[站立撐]會從腳掌發力，帶動下半身腿肌、腰部、乃至背肌

和肩頸肌群，訓練軀幹及中軸核心，為全身性訓練動作。而從運

動醫學來看，直接扛槓負重之肩頸背肌、和承受整體重量的腰部

&大小腿肌群，為人體三大肌群其二，因此肌肉收縮產生肌肉酵

素，再通過血液循環進行全身修補的效益高。 

實務操作上，銀髮/失能學員進行肌力負重訓練時，為了達到

安全性，需要至少2~3位教練、多則7~8位在旁協助(如下圖)、而

學員越虛弱或失能程度越高，需要的人數越多。 

 

 
圖三：高齡虛弱者進行負重肌力訓練需多人協助 

（上圖左）72歲梗塞性中風，失語症7年；（上圖右）63歲偏癱、肌少骨鬆 

 

訓練一位學員，需要2~8位教練協助的人力需求，為實務上最

大之阻礙。而訓練計劃的時程設計，短則3個月、長則數年甚至

是一輩子的課題。因此訓練過程的紀錄，亦是重要的功能，能讓

學員和教練隨時回查過往訓練歷史紀錄，進行探討與溝通，並對

未來的課程進行規劃。因此本案擬發展一[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

系統]，達到以下功能要求：(1)導入本單位現有之循序漸進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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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訓練法，並能往下加重進行訓練、以及往上撐重進行協助；

(2)能偵測學員即時狀況、避免跌倒的安全確保機制；(3)能如實

記錄訓練過程資訊，包含動作相關數據、以及操作視頻等，能在

事後回放進行訓練狀況探討。 

貳、實證主題 

本次提案主題為[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後稱[本系統]），以

下說明之： 

 一、創新重點 

(一) 讓傳統健身器材升級為能自動控制操作的 AIoT設備 

可使用傳統常見的健身龍門架器材(例如本單位現有之龍門架)，

再外掛[本系統]，即可升級成為智慧型肌力訓練加值平台： 

1. 根據預定訓練計畫，選擇當次訓練內容(重量/次數/時間等)、 

2. 透過傳感器蒐集訓練過程動態數據(亦同步無線傳輸至平板

電腦(pad)接收)，並透過數據分析即時驅動電機模組來傳動

控制施力行為－向下施重（訓練目的）、或往上支撐（協助

目的）； 

3. 以平板電腦(pad)錄下過程視頻，回放時搭配數據紀錄呈現，

讓學員及教練一起探討溝通，增進訓練效益。 

(二) 可輔助教練進行新興之銀髮族健康促進訓練 

透過【重上日照】預先蒐集學習之高齡長者實際操作數據、整

理歸納其操作狀況，做為訓練其他高齡者的參考素材、同時亦

導入應用在本系統中做為經驗法則，以循序漸進加重的訓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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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每個學員的訓練規劃。當新學員輸入基本資料後，即可

立即產出訓練課程建議，提供教練及學員參考；並在往後每次

的訓練結束後，根據訓練狀況給予後續建議。 

(三) 可提供銀髮學員安全的訓練課程建議及操作 

[本系統]基於已有許多操作實例/實證的漸進加重訓練法，並提

供整合軟硬體之自動控制訓練系統，另亦規劃有避免跌倒的安

全確保機制。學員根據預定的個人化訓練規畫/時程，進行每

一次的訓練：由系統自動控制漸進加重的訓練過程，並儲存過

程相關訓練數據；當學員操作上有一些異常狀況時，能自動停

止並拉撐住學員身體，避免其跌倒受傷。 

(四) 透過 web-based後台介面進行登入及管理 

使用者透過後台操作介面進行帳號申請、登入後進入學員操作

功能介面，可選擇現有課程、進行實際訓練操作並記錄過程數

據、並提交給教練(其他帳號)做審視及意見回饋。 

 二、提案可行性 

(一) 技術可行性： 

[本系統]可從下方軟硬體技術分別探討可行性： 

1. 硬體部分 

包含(1)電機控制模組：驅動馬達以產生向下阻力/向上助力：

此部分技術類似工廠產線自動化，以馬達帶動產線進程及方

向；(2)動作感測器：以動態感測器蒐集動作資訊，包含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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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速度/加速度…等，此部分類似無人機以陀螺儀和速度

計等傳感器，感知機體在空間中運動狀況，並進行飛行控制；

(3)無線數據傳輸模組：將感測器蒐集到的數據，無線傳輸至

平板電腦做後續使用，可使用藍芽或 Wi-Fi。 

2. 軟體部分 

包含(1)傳動控制：在電機控制模組進行訓練動作數據分析，

並控制馬達的傳動方向和力矩(施力大小)；(2)數據接收與儲

存：在平板電腦中實作、同時透過鏡頭記錄訓練過程，並將

相關數據傳送至雲後台做儲存；(3)訓練資訊管理後台：以

web-based 方式實現，有帳號登入控管，以及學員訓練數據

回放/呈現相關功能。 

由以上分析可知，可透過現有軟硬體技術的整合，達到跨領域

結合之應用。 

(二) 需求與推廣： 

高齡化為台灣、甚至全世界的總體趨勢，伴隨而來許多問題。

其中一環為失能照顧所需投入的社會及醫療資源相當龐大，故

台灣及各國政府皆積極投入健康促進、預防疾病、延緩老化的

課題。根據衛生福利部2023年5月統計[5]，全國長照機構的總

量已經高達1萬2,552單位、醫療院所則為2萬3,578家，而這些

機構/院所皆有健康促進推廣之職責。 

[5] 全國長照單位以及醫事機構統計, 2023/05. 

敝單位亦為其中一員，相關長照業務（包含日間照顧、居家照

顧、社區活動參與…）中，健康促進皆為重要項目，而本單位

則進一步推廣可逆轉衰弱/失能的肌力負重訓練。除了本單位

https://www.ankecare.com/article/2704-2023-09-04-14-29-10
https://dep.mohw.gov.tw/DOS/lp-5099-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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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室、以及附屬銀髮健身房之外，在日常業務中，各單位間

經常往來互動，因此，在本單位形成示範點作用後，透過參訪

邀請、主動推介，能方便地將成果推廣至其他醫療照護單位，

甚或是民間的健身中心、健促工作室等。 

(三) 問題與需求分析總結 

1. 台灣人口老化及少子化趨勢明顯且嚴峻 

導致勞動力匱乏、勞動成本變高，健保及長照花費在消極性

照護的預算逐年增加。因此醫療照護機構都應該推動健康促

進的觀念、以及積極性照護來降低未來逐漸增加的負擔。本

案訴求預防勝於治療、以積極性照護來逆轉衰弱，可作為各

單位導入肌力負重訓練課程之重要參考。 

2. 銀髮肌力負重訓練人力需求高 

肌力負重訓練課程，在執行上最大阻礙為人力需求，包含有

銀髮訓練經驗的教練培育不易、以及額外做安全確保的支援

人力需1~7人，因此亟需發展能節省人力的自動控制設備。 

3. 本案可行性高 

電機控制與資訊技術皆為台灣廠商強項，本案所需自動化控

制技術、及 AIoT 相關技術，在技術整合上與工業自動化/工

業物聯網大致雷同。而應用於銀髮照護服務業時，需從服務

流程上設計，顧及學員安全、並考量操作上的人性需求。本

案引入過往實際銀髮訓練操作經驗，將已實證的訓練法轉換

為系統控制上的經驗法則，並額外設計安全確保機制。整體

設計概念為：將已實證的訓練法資訊系統化，升級為更好的

訓練方式、並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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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系統特點與創新 

安全、可靠、穩定、數據紀錄分析，為本案的設計原則； 

以傳感器蒐集訓練動作動態數據，並自動驅動電機來控制

往上或往下的施力行為；過程數據與視頻可在平板電腦(pad)

回放搭配呈現，讓學員及教練共同探討，增進訓練效益； 

本系統採外掛於現有龍門架器材，讓傳統設備升級為 AIoT

訓練系統，並能降低導入成本； 

轉化實際銀髮操作經驗為系統自動控制的經驗法則，可同

時培訓教練安全的訓練法、以及建立學員的正確操作習慣。

另外具有預防跌倒的安全確保機制，進一步提升整體安全性； 

導入訓練管理資訊系統，以達到數據紀錄、累積、永續發

展的目標。 

5. 未來延伸規劃 

本單位在實證成功採用新設計的[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

後，未來將可與新創團隊合作，連結各種長照據點，配合長

照政策發展相關機構升級智慧訓練系統，以落實讓更多單位

一起朝向全民健康的目標前進。 

叁、解題構想 

如下圖系統架構概念圖所示，本案[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

需求開發一裝設在訓練架上之自動控制智慧系統，包含以下幾個

重點： 

以傳感器感知訓練者的動作過程、 

即時判斷反饋並以伺服馬達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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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數據以無線傳輸至平板電腦儲存及呈現。 

當學員操作站立撐時，從低點啟動(開始)到站直後最高點、再

往下回歸(結束)，傳感器能感知、蒐集、解析、研判當下訓練者

的狀況，應協助時給予向上助力、應訓練時給予向下阻力，當訓

練者力竭或有危險疑慮時，啟動安全機制以顧及使用者安全及降

低訓練風險；而過程所有數據皆傳輸至平板以詳實重建過程資訊、

並收後續檢討和優化訓練動作之效。 

正常訓練時，握桿施力方向為往下壓，以產生阻力讓訓練者往

上扛起；而當使用者力竭/暈眩/不穩等異常狀況時，握桿施力方

向為往上抬，以顧及使用者之安全性。因此馬達須能夠雙向傳動、

而其扭力需能夠滿足訓練要求和抬起使用者體重的需要。 

此傳感器需具有蒐集三維空間上位移、速度、加速度等資訊之

能力，才能進一步轉換成訓練動作的三維度軌跡圖。在操作站立

撐訓練時，也可以用平板電腦錄下學員全身全程訓練視頻。當欲

回顧訓練過程，軌跡圖和視頻可以一起呈現，能夠更直覺地觀察

數據的意義、以及探討動作異常時的數據變化。 

圖四：本案[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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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功能或規格 

如下圖，灰色部分為傳統健身用之龍門架，只要外掛加入綠色

部分設施（包含上方支架、滑輪、剎車器、纜繩、握桿、傳感器、

下方支架、伺服馬達、減速器、捲桿），就能升級成為智慧型肌

力訓練加值系統。此外，傳統槓鈴、槓片亦不再需要，不僅節省

成本，也減少這些大重量物品拿上拿下移動時的安全性風險(砸

到腳)。 

 

圖五：加值外掛於現有龍門架的[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其餘部分） 

過往訓練方式常有過程無法記錄、回放的問題，訓練上常只能

仰賴教練的主觀經驗分析。透過本系統在平板電腦端的軟體介面，

能夠將訓練數據透明化、結合訓練過程視頻回放，讓學員及教練

可以一起探討過程，讓訓練效益最大化。以下為平板電腦上軟體

功能介面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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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前台軟體功能介面示意圖 

下表二為本案[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相關需求規格。 

項目 規格內容說明 

1.傳感器

與傳動控

制器開發 

【傳感器】需求規格如下： 

(1)可黏貼或磁吸在舉重握桿上。 

(2)電源：以電池供電，並可連續使用2小時以上。 

(3)體積：小於4*4*2cm。 

(4)可蒐集運動軌跡動態數據，如高度、時間、加速度等。 

(5)以 Wi-Fi或藍芽無線傳輸將傳感數據傳輸至另一端。 
 
【傳動控制器】需求規格如下： 

(6)以有線(或無線尤佳)方式接收傳動指令，並控制伺服馬達作動。 

(7)紀錄及輸出馬達相關資訊，包含使用時間、傳動方向/次數/力矩大小等。 

2.傳動裝

置開發 

需求規格如下：  

(1)能產生10~150kg向下壓力道讓訓練者出力對抗進行訓練、或者向上力道以

抬起訓練者體重。 

(2)握桿：採用重量輕但堅固耐用材質 

(3)當馬達往某一方向進行傳動時，對其做轉向控制，此期間需在3秒內完成，

以達到與使用者的互動性。 

(4)電源供電為110V。 

3.安全確

保機制 

例如：緊急停止按鍵、或身體支撐綁帶。此部分可由解題方團隊創意發想。 

4.平板電

腦及立架 

(1)平板：安卓或 win系統、攝像頭(至少720p)、麥克風/喇叭、螢幕8~9吋 

(2)立架：放置平板之用，可調高度為100~150cm，與學員之距離為可拍攝學

員全身為準。 

5.伺服器

及後台軟

體服務 

(1)伺服器：個人電腦一台，規格包含 CPU(i5)、記憶體16G、硬碟1TB。 

(2)以 web-based方式操作。 

(3)功能模組：帳號管理、訓練紀錄與資料儲存(UI前台傳來之訓練紀錄、視

頻、傳感數據等)。 

6.前台軟

體介面 

(1)帳號登入介面頁(含基本資料增修刪)。 

(2)學員功能介面(含基本資料顯示、歷史紀錄、傳感數據軌跡圖、訓練過程視

頻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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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實證場域： 

 重上日間照顧中心健身室、以及附屬銀髮健身房。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46號4F 

範圍： 

 如圖五所述，研發一套[站立撐訓練智慧控制系統]並外掛於場域

現有龍門架，提供給場域目前所服務的民眾(約40位)使用，預估每

月使用人次可達80~150人次。 

陸、提供行政協助內容 

(1)解題方廠商與本實證場域的洽談、協調。 

(2)依照前述軟硬體規格，與解題廠商商談設計細節、施工及驗收

作業預定期程，安排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追蹤系統發展進度。 

(3)提供目前實證場域現場空間、以及龍門架規格與柱上孔洞尺

寸…等必要資料，以及人員使用動線及方式等資訊。 

(4)提供現有學員操作站立撐的範例圖說及視頻，以及本機構過往

操作經驗之訓練法則，以及訓練前後的體況/體能檢測方式。 

(5)與解題廠商合作規劃提供後續量產方案，未來協助導入其它潛

在需求方(包含各級長照單位、醫療機構、健身中心等)，將其

現有的龍門架升級加值為本案成果，擴大本案之後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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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計期程 

                      月份 
 

       進度 
 

工作項目 

權重 

% 

113年 

07月 08月 09月 10月 11月 12月 

A.啟動會議 12%       

1.確認場域環境與電源 1%       

2.確認龍門架尺寸、外掛傳動機構與馬達規

格、傳感器與傳動控制規格 
6%       

3.確認後台軟體操作介面功能規格、訓練紀

錄資料庫設計 
4%       

4.確認研發時程與成果遞交方式 1%       

B.研發與成果遞交 62％       

1.外掛機構與傳動系統開發 25%       

2.傳感器和傳動控制與安全確保機制 20%       

3.伺服後台與軟體前台 17%       

C.交貨驗收及安裝作業 10％       

1.出貨點交所有相關設備 3%       

2.安裝及系統功能測試驗證 7%       

D.實證及功能驗收 16％       

1.場域試用數據蒐集與分析 8%       

2.微調自動控制操作並確認 8%       

上表為建議步驟及時程，實際內容待與解題方廠商商討後確認之。 

捌、查核依據 

(1)原本操作一名學員需要教練3~8人輔助，可下降至1~2人。

(10%) 

(2)當新學員輸入基本資料後，即可立即產出訓練課程建議，提

供教練及學員參考，並在往後每次的訓練結束後，根據訓練

狀況給予後續建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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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機控制模組：驅動伺服馬達以產生向下阻力/向上助力，即

時判斷反饋。產生10~150kg 向下壓力道讓訓練者出力對抗進

行訓練、或者向上力道以抬起訓練者體重。(10%) 

(4)動作感測器：以傳感器感知訓練者的動作，過程傳感器感測

器蒐集動作資訊，包含高度/時間/速度/加速度…等，解題廠商

可基於上述項目自行增加。(10%) 

(5)無線數據傳輸模組：將傳感器蒐集到的數據，無線傳輸至平

板電腦做後續使用，速率：至少256kbps。(10%) 

(6)當學員操作上有一些異常狀況時，能自動停止並拉撐住學員

身體，避免其跌倒受傷。系統從感知、分析、判斷，再到下

達指令給傳動裝置進行作動，此期間需在3秒內完成，以達到

與使用者的互動性和過程安全性。(10%) 

(7)提供教練使用的緊急停止按鍵，反應時間在0.5秒內。(10%) 

(8)帳號登入控管，以及學員訓練數據回放/呈現相關功能：能回

放紀錄、增進學員與教練探討訓練成果的客觀性及有效性；

能從歷史紀錄觀察趨勢等等。當回放訓練過程紀錄時，軌跡

圖和視頻可以一起呈現。可容納40名學員帳號(含)以上，每位

學員可紀錄1小時視頻容量。(5%) 

(9)滿意度調查 

學員現場使用30人次，以問卷調查表實施滿意度調查，滿意

度需達到至少80%上。(10%) 

教練現場使用10人次，以問卷調查表實施滿意度調查，滿意

度需達到至少80%上。(10%) 

 

(10)資安需求：所提供產品或布建應符合我國個資法要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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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效益 

降低成本 

 設備/器材：站立撐訓練，除龍門架外，原本需要再添購數支

不同重量的槓鈴、以及各式重量的槓片(2.5/5/10/20/25kg 不同

重量數片來組合成10~150kg 間的訓練重量)。引入本案成果系

統後，皆不再需要添購。 

 人力（教練及從旁協助的人員數量）：原本操作一名學員需

3~8人，預計可下降至1~2人。 

增進訓練效率及效益 

 ［教練及從旁協助人員］角度：原需要人力做槓片抽換（從

槓鈴上移下槓片、或抬起槓片放上槓鈴）來組合成不同重量，

這些勞力工作皆可省略。讓人員可專注在學員操作正確性及

安全性上。 

 ［學員］角度：以感測器感知學員操作的動態狀況、相對於

教練以眼觀察較為客觀；在學員往上撐起/往下回歸時協助負

重、以及具有安全確保機制，會強化學員安全感；在旁協助

的人員數較少，也能減輕學員的心理壓力。 

 ［場域經營］角度：訓練紀錄自動記錄/儲存，並能回放，進

一步減少人工紀錄工時及手寫誤失；訓練重量變換時不需花

時間/人力搬運槓片亦可降低訓練時間、增加訓練轉台率。 

市場發展潛力、對社會與國家的影響 

 健康促進為台灣長照政策主軸、亦是全球普遍高齡化後的共

同解方。肌力負重訓練則是健康促進各種訓練中，有高度效

益和許多實證的訓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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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效益上，將先從本機構所在高雄市進行發展。初期鎖定

現有高雄市銀髮健身房12處、社區健身房60處、巷弄長照站

368處進行推廣，後續將向全台推廣。 

 當健康促進成為全民運動，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能夠落實日

常活動，則可預見國家社會將大幅減少必須投入的照護及醫

療資源、同時亦增加勞動競爭力、進而強化國力及全球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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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本單位設立許可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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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一期評鑑結果公文 

如上設立許可證書，敝單位於112年03月29日通過審核、進行設立，

評鑑規定為設立滿一年後之一年內(亦即113年03月~114年02月)應接

受評鑑，故目前尚無評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