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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斷進步， 
只為了能給您更多附加價值

優化持有成本

TMB+可優化機台性能和 
降低維護成本

更多規格

TMB+增加馬達尺寸和線圈規
格，增加設計彈性

TMB+優異性能

TMB+的性能增加20%的扭力密
度，減少高達30%的功率損失

ETEL專注於直驅運動控制技術，為滿足客戶精密運動控制的
需求，致力於線性馬達、DD馬達、運動控制以及高階運動平
台等多樣的產品開發，產品線完整多樣，並持續創新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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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多看一點 做好一點

某次在展場上，參觀機器視覺業者所展示的新一代檢測方案。那個業者拿出一塊針法複雜的

織品，問我有沒有看出瑕疵在哪？我拿起端視了好久，竟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後來那位業者指出了三處的瑕疵，大致是類似脫線和破損的狀態，是人眼非常不易辨識的小

細節，尤其是在產線上大量又快速生產的時候，人力是完全無法勝任的工作，必須要透過機

器視覺這種光學檢測的方式才能處理。

然而．像織品這樣子複雜的加工物件，如果要採取傳統的光學檢測方式來進行，其實也事倍

功半，因為織品的工法十分複雜，而且客製化的程度相當高，設計和圖樣是經常變化的，如

果沒有自動學習的機制，光有高解析和高處理速度也是無用武之地。

也因為如此，能夠透過學習資料來達成多樣化檢測與辨識的機器學習技術，就開始被運用到

機器視覺應用領域中。

這種檢測方式的好處，就是只要透過一定數量的資料訓練之後，就可以得到準確度相當高的

辨識模型，然後就能進行一個新的物件檢測，可以說完全符合當前工業4.0少量多樣的生產需

求。

事實上，這種稱為AI機器視覺的檢測方式，在辨識的速度上，其實是比較慢的，因為它通常

會用在複雜的工件辨識上，而且單件的辨識項目也比較多，因此不怎麼適合追求大量生產的

產線上。但，或許這才是更符合現代化的製造需要。

大家都知道，會被大量製造的產品通常價值不高，是屬於低獲利的模式，對人類和自然環境

來說，都不是個太好的事。製造轉型的目的，也是要扭轉這個情況，讓大家都慢一點，但是

物品的等級好一點，同時價值也高一點，這對環境和人類的生活都有幫助。

所以，儘管AI機器視覺檢測的速度慢了一點，但它們能做的事情就是多了一點，而且也更好

了一點。從這個觀點來看，採用這種具備自我學習能力的解決方案才是更具時代性，也是一

個對的方向。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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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edrik Neike

物聯網是台灣科技產業機會最濃厚的領域，尤其是2016年底AI重新啟動，更被各

垂直市場視為未來的營運骨幹，對此趨勢，台灣廠商應善加把握，以擺脫長期以

來的OEM模式，轉為整體解決方案的提供者，同時為自身企業與客戶創造更多價

值。

面對疫情考驗
我們需要更聰明靈活的城市

（source：SIEMENS）

對
我們每個人來說，新冠疫情都是前所未有的體

驗。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無論是工作、家庭

或公眾場合的互動方式。隨著部分國家開始放寬對公

共空間活動的限制，我們如何在恢復「正常」的同時

保持社交距離和安全感？我們如何管理購物商場、電

影院和飯店等擁擠的公共場所？我們如何充分改善辦

公室和工廠的安全性？更重要的是，當下一波疫情來

襲，我們如何避免封城和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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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場危機點出許多問題，但也迫使我們思考如何

將城市變得更人性化和更具韌性，以因應不可預見

的挑戰。許多人會認為世界上鮮少真正以人為本的

城市。原因包括空氣污染、城市規劃欠佳和交通堵塞

等。然而，儘管過去數個月來混亂不堪，但我深信仍

有一線曙光存在，而希望就寄託於城市的應變能力

（adaptability）。現在比以往更加清楚，未來城市最

需要的特質就是應變能力。

應變能力是扭轉局勢的關鍵

疫情讓環境有了喘息的機會，但並未解決長期面臨的

最大挑戰。資源仍然有限，因此首要之務在於有效率

地加以利用，確保能在地球上永續生存。今天我們獲

得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重新評估如何應用科技來應

對氣候變遷、都市化和人口增長的挑戰。疫情正促使

典範的轉移：我們正朝向數位化新時代躍進。

運用數位化科技，將能在虛擬世界為城市建立可調式

數位雙胞胎模型。我們可以測試和模擬城市對自然災

害和疫情等事件的抵禦能力。這有助於我們瞭解城市

對這類事件的應變能力，並模擬特定措施以備未來不

時之需。

建設城市的目標，必須要能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成長

的需求。在自然資源不斷減少的同時，資料是我們用

之不竭的資源。資料是數位化的核心。善用資料有助

於減少浪費、節省能源和成本，進而幫助我們實現上

述目標。我們已經在建築物中做到這一點－而且做得

愈來愈好。但是，在運用資料為城市居民創造效益這

方面，則仍然處於起步階段。在預見的未來，智慧基

礎設施將具備全面感應能力，透過資料的匯集分析和

數位化科技，成為瞭解並回應人們需求的生態系統。

這是一個不斷持續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應

該創造一種無限發展的循環：將實體和虛擬世界結合

並不斷改進。就像兒童的大腦是基於感官體驗而發

育－通過感官或其他反饋獲得知識：例如，學會不要

觸摸發燙的東西。在基礎設施的無限發展循環下，所

有感測器和專家提供的資訊都可以整合起來，以不斷

改善城市居民的體驗，並為我們的客戶提高解決方案

的價值。

全面化感應的基礎設施

感測器技術將實現全面化感應的基礎設施。從偵測地

震、在健身追蹤器上測量心律，到確保工地工人的安

適應力改變了城市基礎設施的遊戲規則

城市基礎設施效率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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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如今這些技術幾乎無所不在。這些感測器所蒐集

的資料，將會傳送至電腦進行分析，並以智慧方式加

以運用。

感測器的重要性持續提高，而且在後疫情時代只會有

增無減，而智慧型感測器則為我們的公共和私人生活

帶來更大的貢獻。這是因為這些技術使我們能夠前

所未有地監控週遭環境，其中的挑戰在於整合所有節

點，進而建立一套生態系統。

如今，在西門子的子公司Enlighted  IoT的努力下，智

慧感測器可以即時蒐集和監控空間使用情況、照明

亮度、溫度和能源使用情況。他們可以區分人員和物

品，並針對特定用途自訂控制功能。我們全球各地的

客戶在建築物內總共安裝350萬個感測器，幫助他們

充分利用辦公空間，並降低能源成本。在英國，這些

設備使其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 

門診設施每年減少80％的能源支出。

智慧感測器也具有實用的消防功能  - 可為消防人員提

供有關人數和建築物位置的可靠資訊。在其他案例

中，感測器還能監測空氣污染，幫助城市實現空氣淨

化和減排的目標。

以往建置感測器是為了保護和操作基礎設施，如今則

擴大用途，使環境變得更可預期，並提高互動和關懷

的程度。在疫情期間，透果運用智慧物聯網感測器，

更是對業務持續性具有關鍵且重要的貢獻。

感測器未來可能的應用

如果再次爆發疫情怎麼辦？感測器有助於維持社交距

離，有利於我們繼續在辦公室工作，並在公眾場合會

面。這些裝置可以量化特定區域任何時間的密度，以

確保人們保持距離並避免擁擠。這表示將來可能不必

關閉整座城市和國家。

另一方面，人們也會更加關注辦公空間的效率和利

用率。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持續關注像是環境舒適

性或資產效率在不同使用案例中的發展。為了因應 

COVID-19疫情，越來越多的客戶正在尋找適當的應用

程式，來改善辦公空間的規劃方式。

"從技術上來講，儘管今天有99％的城市基礎建設仍然效率不彰，

但數位化可以使其更靈活，更迅速地應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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