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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老齡化社會是當今社會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尤其是獨居

老人的比例上升，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提供更好的照顧和支持，以確保他們的生活質

量和安全。本研究的動機在於解決獨居老人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藥物管理、安全

問題、身心健康等，並提供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稱為老年照護神器：神乎其器。 

 

貳、正文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開發一個智慧型裝置，旨在改善獨居老人的生活質量，並為他們

提供更好的支持和照顧。 

具體而言，我們的目標包括： 

吃藥提醒與辨識 
現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許多疾病，例如：心臟病、高血壓，時

常都需服用藥物。需服藥時，年青人可以即時提醒。 

使用瓦斯安全 
1.以防老人忘記關瓦斯造成火災 。          

2.當老人腿腳不便無法即時關火時，立即傳出訊息。 

運動伸展筋骨 
長期久坐可能會導致疾病的發生，這時我們可以定時請老人

起來活動筋骨。 

跌倒警報 
預防老人因意外跌倒不幸昏迷而無法求救，這時產品就可以

向年青人發出警報 

如廁時間警訊 
在如廁期間我們無法得知老人的安危，為了避免在廁所裡昏

倒、跌倒，所以當老人如廁過久就可以發送訊息給年青人。 

聯想[樂ㄩㄝˋ] 
利用語言裝置做一首歌的記憶情境，念出關鍵字開始播放老

人家的熟悉歌曲。 

 

1.提供定期的藥物提醒，以確保老人按時服藥，並確保藥物的準確性。 

2.監測家居安全，包括瓦斯安全和火災風險，並提供即時警報以減少潛在的危險。 

                  
   圖示:使用中           圖示:使用中，無人看管          圖示:無人使用 

3.促進身體活動，通過定時的運動伸展筋骨提醒，幫助老人保持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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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心靈慰藉，通過播放老人熟悉的歌曲，喚起回憶和情感。 

 

二、研究方法或過程 

系統架構 

  我們的解決方案基於一個智慧型裝置，擁有多個感測器和模組。以下是我們的系

統架構圖，使用了以下主要元件： 

1.Pixetto 鏡頭：主要用於偵測老人進出廁所。 

 

(1)方案一：修改成針對個別使用者及其生活環境，建立機器學習模組。利用各種影

片作為機械學習訓練的資料，最後發現，針對個別使用者及其生活環境拍攝的影

片，成功提高辨識度。如此也剛好符合我們設計的目的，用低成本符合每位年長者

個別化的需求。 

                                                                  

(2)方案二：更改程式，改成辨別臉部及無人的狀態。 

原始設計是考慮年長者進出浴廁動線，先辨別右臉進入，再辨別左臉出來。但發現

這樣增加辨識的難度，所以調整程式。不論年長者如何進出，只要辨別到臉部，程

式即做動，辨別年長者進入後，鏡頭改辨識門框，如顯示門框狀態過久，則判定年

長者未離開浴廁發生危險，警啟動警報器。 

                                

 

 

 (3)延伸發展：施測後發現，因我們會將 Pixetto 鏡頭裝設於年長者浴廁門框，對外

架設，能夠照到獨居長者居家環境，因此將增加其 AI 辨識運用功能。倘若年長者突

然於家中倒地，將立即判斷，發送警示，請求救助。 

(4)最後的想法: 

A.目前供電與程式暫用電腦連結，之後會再將電源設備等組裝，變成易於裝設於年

圖示:針對使用對象左右臉及生活環境進行機械學習，然後施測，精準度提高。 

左臉 
無人 

右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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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家中的設備。 

B.為增加判斷正確性，加設紅外線感測器，與 Pixetto 結合，雙重確認年長者狀態，

避免誤判而增加居住者的擔心。 

C.年長者昏倒的部分，目前進行到 Pixetto 能夠成功判讀，之後如何與浴廁進出時間

警示部分的程式結合，仍在努力中。 

 

(5)裝置樣品: 

                

                                     

 

 

 

 

 

 

 

 

 

                      圖示:成品展示 

 

(6)透過視覺辨識加上機器學習，辨識完畢的結果傳上 MQTT，與其其感測器作連

動。 

 

 

 

 

 

 

 

透過網卡發送

訊息至 line 

透過網卡發送

資料至 line 

pexitto 

microbit 

pexitto 

類神經學習初版 教室門框模擬進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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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示:程式修正前         

 

 

 

 

 

 

 

 

 

 

 

(8) 圖示:程式修正後             2.修正後 

 

 

 

 

 

 

 

 

 

 

 

  功能實現: 

我們根據報告中提到的各項功能，實現了以下功能： 

藥物管理：我們使用紅、黃、藍分別代表早、中、晚要吃的藥並亮燈警示，以提醒

老人按時服藥，並確保準確性。 

 

           

圖示:發想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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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我們的設計 

 

(9).家居安全：我們設置了哈士奇辨識鏡頭來偵測是否有火，一旦檢測到危險，立即

發出警報。此外，我們還加入了智能辨識系統，以防止老人忘記關閉火，從而降低

火災風險。 

 

 

 

: 

 

 

 

 

 

圖示:我們的設計 

 

(10).身體活動：我們使用網路攝影機和主控版 web:bit，提醒老人定時伸展筋骨，並

記錄他們的運動數據。在住家裡可以做伸展運動活動筋骨，聯想到 iphone app

「Active arcade」體感觸發的運動，藉由觸碰掉落的物體或指定的位置用手或是腳來

做觸碰，甚至是模仿 otto 機器人做一樣的動作給於分數，對於分數計算的想法，為

了促使老人家更有動力做運動，將所得到的分數變成是兌換卷，與一起共住的年輕

人能一起運動外，還能與老人家一同出遊或聚餐的機會。 

圖示:    

                             

 
Active arcade scratch 搭配網路鏡頭 

哈士奇 

模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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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我們的設計 

 

(11).為避免老人如廁時發生意外，可利用機器偵測得知老人如廁的時長，紀錄進出

時間，若超出平常時長則會發出警報。 

 

             

                

 

        
 

 

 

 

 

 

圖示:站立中 圖示:不小心跌坐在

地上上 

圖示:已昏迷 

圖示:上廁所超過五分鐘有危險 圖示:跌倒 

網路鏡頭 

We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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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心靈慰藉： 

利用語言裝置做一首歌的播放機制來喚起某些特殊情境的記憶，必須念出「關鍵

字」來觸發播放老人家的熟悉歌曲，能因為聽到這首歌的放送而想起當時年輕的回

憶的情境，例如：聽到校慶播放的健康操歌時想起和同學們狂歡的畫面，有如歷歷

在目一般，或者現在做的動作觸發聯想到一首歌，例如：在玩撲克牌時看到黑桃 a

就想到黑桃 a 這首歌，但這還是需要時間的累積；但都必須由年輕人與老人家因為

一起相處談天之餘，深刻的了解老人家的過往或是喜好的方面。 

 

    

       

 

 

                               

 

 

 

 

 

圖示:我們的構思 

 

 

圖示:麥克風模組 

透過音響播放 

圖示:麥克風

模組 

圖示:透過音響播放 

圖示:音響 

圖示:警示裝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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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圖 

機器擺放位置 作用  

廚房 避免瓦斯未關,如未關則則提醒老人和年輕人 

廁所 避免老人在廁所裡發生意外,發生意外及時提醒年輕人 

客廳  可讓老人活動筋骨 

辨別藥物是否使用正確 

可判別老人想聽的音樂 

 

參、結論 

 

  這個作品是一個多功能的智慧型裝置，旨在改善獨居老人的生活質量。它不僅提

供了實時的健康監測和警報，還通過提醒、音樂和情感聯繫，提供心靈慰藉。這個

解決方案可以應用於各種老年照護場景，包括獨居老人的家庭、養老院和社區照護

中心。 

  透過網路連接，家庭成員和照護人員可以隨時監控老人的狀態，並在需要時提供

支援。此外，我們的系統還能夠自動學習老人的生活模式，以更好地滿足他們的需

求。 

 

肆、引註資料 

 

1. 青銀共居＋老少共托＋跨代訪視三招打造世代共融社會。 

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4659。20230811。 

2. 當「青」年與「銀」髮住在一起時，又會產生什麼火花呢？讓我們來體驗不一樣的共

居生活吧！  

   https://www.ifare.org.tw/index/IsuShow.aspx?CDE=GIU20210310154844FAL。20230821。 

3.青銀共創與交流是噱頭，也是幸福感提升的開始。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blog/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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