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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出國報告建議事項處理表 

報告名稱 參與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單位 
中山科學研究院 

電子系統研究所 
出國人員級職/姓名    聘用技士張豐裕  

公差地點 美國 出/返國日期 97.09.28 / 97.10.04 

建議事項 

此次參加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

議，目的是蒐集有關無線感測網路（Wireless Sensor Network）

的相關資料，以及了解市場的最新技術發展，這些資料可加速「數

位生活感知與辨識應用技術計畫」之無線短距通訊技術與無線感測

技術發展之關鍵技術的突破，以增進計畫的效益。以最新的無線感

測網路技術，目前我們已在市面上了解隨意網路（Ad Hoc）的技術，

但要如何有效的利用這個新穎技術發展更多相關的應用，建議以隨

意網路（Ad Hoc）為主軸的概念，應用在天然災害的避免、居家生

活及國防科技上，並且增進無線感測的技術與短距通訊裝置結合，

衍生創造在民生與國防應用市場機會，協助提昇業界市場競爭力及

共同合作發展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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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意見 

     本院執行「數位生活感知與辨識應用技術計畫」計畫時花了許

多時間進行研發，本次出國參加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感測網路系

統會議，確切可蒐集到目前在無線感測與短距通訊最新技術的相關

資料，提供「數位生活感知與辨識應用技術計畫」關鍵技術建立的

參考；隨意網路（Ad Hoc）的技術可以充分的應用在預防天災、居

家生活及國防科技，並且解決成本及維護問題，以提昇系統執行 

的工作效率，縮短本院規劃研發方向所需的時程，並將國際大廠研

發產品之整體方向納入本計畫重點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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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九十七年 度 出 國 報 告 審 查 表 

出國單位 
中山科學研究院 

電子系統研究所 

出國人員
級職姓名

 

聘用技士張豐裕 

單    位 審    查    意    見 簽       章 

一級單位 

  

計 品 會 

  

保   防 
安 全 處 

  

企 劃 處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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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公差人員出國報告主官（管）審查意見表 
 

 

參加 2008 IEEE 國際研討會掌握國外無線短距通訊技術、無線感測技術無線網狀網路致 

能科技及標準發展、無線感測網路安全機制、感測網路資訊品質、各種多跳躍（Multi-Hop）

無線與機動性網路、無線網路與感測器網路原理、無線網路之區域通訊與拓撲協定現況及未

來發展趨勢。藉由會議研討了解無線隨意網路（Ad Hoc）通訊技術並應用於業界及國防領域，

再延伸應用可至醫療、災難重建及救援活動。此行目的可達到獲取無線短距通訊技術與無線

感測技術發展之最新發展資訊外，並且探索市場趨勢及產品價格等，以提供本計畫產品定位

及進入巿場之區隔參考，以提升產品之競爭力。 

此次參訪蒐集的相關資訊，提供本所在執行經濟部「數位生活感知與辨識應用技術計畫」

科專案上發展的重要方向與參考價值，並希望能加速「數位生活感知與辨識應用技術計畫」

之無線短距通訊技術與無線感測技術發展之關鍵技術的突破，以增進計畫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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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人姓名（2 人以上，以 1 人

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張豐裕        聘用技士  中山科學研究院電子系統研究所

出國類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其他     國際會議    （例如國際會議、國際比賽、業務接洽等） 

出國期間：97年 09 月 28 日至 97 年 10 月 04 日 報告繳交日期： 97 年 10 月 17 日 

 

計 

畫 

主 

辦 

機 

關 

審 

核 

意 

見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事項」） 

3.無抄襲相關出國報告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參考價值 

6.送本機關參考或研辦 

7.送上級機關參考 

8.退回補正，原因： 不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

文資料為內容  內容空洞簡略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抄襲相關出國報告

知全部或部分內容  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理   未於資訊網登錄提要

資料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9.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將採行之公開發表： 

辦理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說明會），與同仁進行知識分享。 

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其他                     

10.其他處理意見及方式： 

    出國人員          初審      一級單位主管 審核

人         

說明： 

一、 各機關可依需要自行增列審核項目內容，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行保存。 

二、 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不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政府出版資料回應網公務出

國報告專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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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資      料      頁 

1.報告編號： 2.出國類別： 

其他 

3.完成日期： 

97.10.17 

4.總頁數： 

61 

 

 

5.報告名稱：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議 

心得報告 

人令文號 6.核准 

  文號 部令文號 

97.08.27 國人管理字第 0970010939 號 

97.08.25 國備科產字第 0970010136 號 

7.經        費 新台幣：       15 萬 8，336 元 

8.出（返）國日期 97.09.28 至 97.10.04 

9.公 差 地 點 美國 

10.公 差 機 構 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EEE） 

11.附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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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議心得報告 

                                    頁數 61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張豐裕 中山科學研究院 空用電子組 技士 034712201 ext:329635 

出國類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 

97.09.28 / 97.10.04 

報告日期： 

97.10.17 

出國地區： 

美國 

 

 

分類號/目 

關鍵詞：IEEE、Ad-Hoc  

內容摘要：  

此篇報告主要介紹參與國際會議所搜集到的資訊及實質的效益，此會議是由 

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EEE）指導委員會所主導，舉行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

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議「Fif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Ad-hoc and Sensor Systems（IEEE MASS 2008）」。會議主題在研討無線隨意網路

（Ad Hoc）通訊可應用於各種環境領域如：會議、醫院、戰場及災難重建/救援活

動，也被當成都會區及非市會區之網路連結的另一種範例。無線感測器及促動器網

路經過規畫與部署可大大增進工廠控制處理及促進生產線之生產，且可應用於各種

的環境監控，在此篇報告中選了五篇論文作摘要的敘述，並且提供相關論文作參考

及討論，希望藉此會議的參與能提昇數位生活核心技術之無線感測、行動無線網路

通訊自我偵測、感測器整合相關最新技術上的發展，而降低計畫風險與研發期程。 

 

系統識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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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感測網路系統會議心得報告 

壹、 目的 

本所執行經濟部「數位生活感知與辨識應用技術計畫」科專案，本計畫為中科院、工研

院 、資策會整合新增計劃，為落實空間產業之行政院產業科技策略會議（Emergi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Strategy Review Board Meeting；通稱 SRB）政策目標，將依據技

術處需求參加國際會議，以擴大產業效益，派員參加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

系統會議（IEEE MASS 08）之無線網路標準制訂研討、數位生活與無線感測網路安全研討、

行動無線網路技術研討，進而掌握國外無線短距通訊技術與無線感測技術發展現況，以及未

來發展趨勢以提升本計畫之技術開發及市場之競爭力。 

 

貳、 過程 

國際會議由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EEE）指導委員會主導，於 2008 年 9 月 29 日

~10 月 2 日於喬治亞州， 亞特蘭大市中心希爾頓飯店舉行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

和感測系統會議「Fif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Ad-hoc and Sensor 

Systems （IEEE MASS 2008）」。會議研討無線隨意網路（Ad Hoc）通訊可應用於各種環境領

域如：會議、醫院、戰場及災難重建/救援活動，也被當成都會區及非市會區之網路連結的另

一種範例。無線感測器及促動器網路經過規劃與部署可大大增進工廠控制處理及促進生產線

之生產，且可應用於各種的環境監控。IEEE MASS 2008 的主要目的是在闡述多跳躍隨意網路

（Multi-Hop Ad Hoc）感測器網路之各項先進技術，其所涵蓋的主題包括各項先進技術之發

表至各種應用發展等。 

此場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議主要有分為七個大綱，七個大綱

內容皆分佈在六個場次裡進行三天的發表，各大綱如下： 

1. 第二屆 IEEE 國際無線網狀網路致能科技及標準研討會 

【The Second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nabling Technologies an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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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ireless Mesh Networking  （MeshTech 2008）】 

2. 第四屆 IEEE 國際無線感測網路安全機制研討會  

【The Fourth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and Sensor Networks Security 

（WSNS 2008）】 

3. 第一屆 IEEE 國際感測網路資訊品質研討會 

【The First IEEE Workshop on Quality of Information （QoI） for Sensor Networks 

（QoISN 2008）】 

4. 第四屆 IEEE 國際各種多跳躍（Multi-Hop）無線與行動感測網路研討會 

【The Fourth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eterogeneous Multi-Hop 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s （MHWMN '08）】 

5. 第一屆 IEEE 隨意網路（Ad Hoc）與感測器網路原理研討會 

【The First IEEE Workshop on the Theory of Ad-Hoc and Sensor Networks （ThASN '08）】 

6. 第四屆 IEEE 國際隨意網路（Ad Hoc）之區域通訊與拓撲協定研討會 

【The Fourth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ocalized Communication and Topology 

Protocols for Ad Hoc Networks （LOCAN 2008）】 

7. 第二屆 IEEE 國際行動媒介網路研討會 

【The Second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bile Vehicular Networks （MoVeNet 

2008）】 

此參與會議目的是為蒐集最新技術及了解市場機制，因此本人以參加技術程面較高的第

四、第五、第七大綱為重點，在會議開頭是由兩位 IEEE 委員作行動感測網路系統開場白的闡

述演講，分別為 Mani Srivastava 博士 及 Wai Chen 博士。 

由 Mani Srivastava 博士所演說的題目為: 協調式參與性感測之人本網路服務 

（Human-Centered Network Services for Coordinated Participatory Sensing）【1】 

主講闡述如下：蜂巢式行動電話和高速無線網路協定下，達成提供幾十億個移動電話用戶的

一致性，從一個全球層面意識到通訊的位置和多媒體數據存取。在這個層面上正出現使用手

機通訊的位置、圖像和聲音傳送感知器的新型的移動電話應用，並且使人們能夠對感測到選

擇物件和何時分享關於他們自己和週遭環境的數據。人們在自然界活動生活，工作，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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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的空間，為這些形式提供空間和暫時性的涵蓋範圍，其特性不可能單獨透過傳統的嵌

入性傳感器網路去實現。如果網路協調成功，他們想辦法知道在世界中周遭的群組，對個人

及社群有興趣的資料獲取的可能性。當他們即時分析及接收的在外面資料時，對這些個人數

據傳輸特別有意義。  

這次研討會中將描述在加州大學洛杉磯校區中心的嵌入網路感測的研究，意識到眾人分

享資訊的願景在都市、社會以及個人空間，透過一個交流的空間進行協調式分享的感測應用，

把全球蜂巢式行動電話和高速無線網路帶進一個共同交流的空間。除描述我們的初始經驗之

外並有效地使用創造和佈署在這樣第一代的系統，這個研討會的談論將描述無線感測網路的

關鍵技術，了解到傳播和分享的過程中造成的錯誤性的技術挑戰。這樣的挑戰包括能夠有效

地申請選擇的網路協調服務、動機和基於行動任務的量測涵蓋，證實這個結構能夠讓使用者

知道他們存取的數據多少，以及控制他們分享不同的數據和提供者的資訊隱私。對大多數的

人使用交互詢問及傳輸資料中可以意識到分享這些資訊的是大約那些人，這也就是無線感測

網路的真正的意義存在。 

由 Wai Chen 博士所演說的題目為: 車輛的通訊和應用-機會和挑戰（Vehicular 

Commun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2】 

主講闡述如下：有意義的研究已經計畫把通訊和計算技術，併入車輛和車輛道路的基礎設施，

這個目標是改進防護車輛的安全及降低交通堵塞，並且使用新的應用，例如遙控判別系統，

行動商業和娛樂系統，企業和政府努力進行介紹車輛對車輛的（Vehicle-to-Vehicle，V2V）

以及車輛對基礎設施的（Vehicle-to –Infrastructure，V2I）  通訊功能，例如以下協會，

EU C2C-CC、SeVeCom、US VII、CAMP/VSC-2、Japan AHS / Smartway and ASV、ISO/CALM、

EEE WAVE、ETSI TC ITS。 

近來新的研究在發展時已經針對車輛的無線網路技術，能夠使用在許多新的車輛安全及

訊息的傳遞應用，結合新興的應用需求與道路環境的特性，設計新的車輛網路系統去達到穩

定性及快速和安全的 V2V 和 V2I 通訊。車輛的移動性能導致迅速網路拓撲的交換、節點密度

的波動和經常變換環境狀況，如果這個通訊協定沒有設計好，將會導致整個通訊的頻寬被擠

壓，因此在安全的考量及即時資訊的獲取會有很大的影響。實現車輛系統的網路應用及安全

考量是目前被眾人所關注的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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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研討是對車輛的安全和訊息應用環境的技術挑戰，略述一些主要的現今在發展 V2V 

和 V2I 通信技術方面的努力。研討將透過更進一步的研究與發展活動和標準化，努力為把已

存在汽車的技術和實驗結果，轉換成節省成本和可部署的解決辦法之後的一些想法作分享。  

以上這兩位博士的演講作為整個研討會的開場說明，主要是為後續的一些論文發表作暖場，

接著將選幾篇技術方面的論文摘要作一些敘述。在這場研討會的論文發表中，有分為最佳的

論文、一般的論文、最短的論文及佈告式的論文（Poster）還有實物示範（Demonstration），

最佳的論文共有 4篇，一般的論文共有 26 篇，短論文共有 29 篇，佈告式的論文共有 14 篇，

實務示範部分有 4篇，所以總共在這個研討會的論文篇數總共為 87 篇。在這第四、第五及第

七大綱裡的論文皆分佈在 9月 29 日~10 月 2 日發表，本人在此以選擇性方式在這三天共參與

了 25 篇的技術論文，以下我們將第四及第五大綱中的五種論文各選擇一篇作摘要討論。 

首先介紹其中一篇最佳論文，題目為：在感測監視系統中準確且有效率的統計計數 

（ O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Statistical Counting in Sensor-Based Surveillance 

Systems ）【3】 

摘要概述如下：感測網路已經被很多監視系統裡使用，提供監控關於地區統計訊息。精準的

數字訊息（例如：目標物總數的分佈）在決定位置時候就顯得很重要。作為解決通訊系統上

重複計算的方法，這篇論文首要工作在討論無線感測網路的重複計算問題，首先要取得機率

質量函數的數值（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PMF），不過此方式是禁止計算於大型的網路

系統上，一個劃分的演算法雖然造成某些的損失，但卻顯著的降低計算的複雜度。最後，提

議兩種補償損失的方法：劃分負數補償與劃分正數補償，為了評估這個演算法設計，我們比

較得到機率質量函數，透過小規模的網路詳細計算後可獲得最佳的數據，但機率質量函數的

數值將不能夠被使用在大型的網路系統中，我們把算出了的期望值與真實的目標作比較，我

們證明誤差可達到在 1 ～ 3% 的準確性下，可以擴大減少計算的指令。詳細的論文內容請參

考附件一。 

接著介紹其中一篇一般論文，題目為：在大型的網狀網路中不同的無線存取

（ Heterogeneous Wireless Access in Large Mesh Networks ）【4】 

摘要概述如下：高速無線介面的網狀網路已經被認定在大的區域裡可以提供無線的涵蓋範

圍，例如在社區範圍內或者在城市範圍內。不過，由於多點跳躍式傳送干擾和潛在的斷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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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達到高效能的最大障礙。在這篇論文裡，我們提議一種不同的無線網路體系架構，由Wi-Fi

（高速無線網路協定）和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全

球微波存取標準）組成，克服這些限制。我們第一個架構先以最佳化問題去分析不同網路的

好處。然而，我們設計一個實際的協定去有效的結合Wi-Fi 和WiMAX網路的資源。這個評估顯

示我們的新計畫在傳輸量和順暢度大大的改進系統性能。詳細的論文內容請參考附件二。 

接著介紹其中一篇短論文，題目為：在不同的無線隨意網路（Ad Hoc）裡的指向性天

線的好處（The Benefits of Directional Antennas in Heterogeneous Wireless Ad-Hoc 

Networks.）【5】 

摘要概述如下：無線隨意網路（Ad Hoc）的基本特性，例如連結性，它們的通訊能力已經被

分析並且評估這同性質的假設。通常這個假設是用在小型的網路，不適用在大型的網路上。

在這篇論文我們研究不同的通訊能力在無線隨意網路（Ad Hoc）的基本特性上的影響。更具

體的，我們考慮一個不同的特別形式，就是在每個節點裝有兩個不同形式的天線技術，全向

性和指向性，我們用四個圖表去評估這些特性：網路連結性，能量的損耗，干擾的容忍和系

統壽命的測試。在一個非常簡單的網路模型下面顯示我們主要的結果，這是不用假設任何整

體性的知識，一個行動隨意網路（Ad Hoc）相對於差異性小的情形下，有 10% 到 20% 的節

點安裝指向性天線，能夠比同樣網路全都使用全向性天線，更能改善上述的四個評估條件。

詳細的論文內容請參考附件三。 

接著介紹其中一篇佈告式的論文，題目為：使用無線感測網路的即時洪水監控系統  

（Real-time Flood Monitoring System with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6】 

摘要概述如下：在這篇論文裡我們提出即時洪水監控系統（Real-time Flood Monitoring 

System，RFMS）。RFMS提供來自無線感測網路的環境資料，使用幾個感測器和監控攝影鏡頭，

提供河流和天氣狀況被量測的資料。我們設計感測網路為了洪水監控和著重於建構可信賴的

網路和傳遞，就是為了能夠改善及更快速的預測到正確的資訊。而且，感測器環境察覺被使

用在多個區域中。為了監控洪水發生，RFMS被佈署在火山所形成在東部海洋的島嶼。在論文

的最後部份顯示來自無線感測網路的佈署，以及有關環境資料獲取。詳細的論文內容請參考

附件四。 

接著介紹其中一篇實務展示的論文，題目為：在一個多重跳接式自主式Ad Hoc網路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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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網路建構的標準應用 （Prototype of a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 in a Multi-Hop 

Autonomous Ad Hoc Network）【7】 

摘要概述如下：這個實務示範提供獨立的社交網路和連結性，應用在一個多重跳接式行動隨

意網路（Ad Hoc）包含點對點文字訊息、互動式相片分享及雙指向性網路語音電話（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和近距離即時影像。在沒有其他網路設備下的協助，隨意網路

（Ad Hoc）提供技術提供所有的使用者可當成上傳及下載者，因此所有使用者皆可成為獨立

的基地台，這個示範更進一步顯示在多重跳接式距離延伸的隨意網路（Ad Hoc）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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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 

 此 IEEE 國際會議內容強調隨意網路（Ad Hoc）的應用及技術。為了提供舒適的生活環

境，無線感測技術解決了傳統的有線技術，在傳統的有線感測網路建構時，不但需考量電源

及訊號線的問題，在大量的線材及維修成本下，更促使無線感測技術發展；在寬頻無線存取

技術的發展已日趨成熟之際，使用者可以直接利用各種的存取裝置，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透過無線網路來進行資料的存取，也不是一個遙不可及的夢想。早期的無線網路是由無 

線存取設備與基地台及橋接器（Access Point，AP）所組成，所以被稱為有基礎建設網路

（Infrastructure network），如圖 1示【8】： 

 

 

基礎建設網路（Infrastructure network）【圖 1】 

上述網路類型的無線存取設備，必需透過基地台或是橋接器，與其它的無線網路設備聯

絡，或是直接連接到有線的區域網路，不過當其距離超過橋接器的電波涵蓋範圍時，或是所

在的地點附近，並未設有橋接器的設備時，則無法以無線網路的方式進行資料存取，此時就

必需使用另一種型態的無線網路，稱為隨意網路（Ad Hoc）如下如圖 2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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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網路（Ad hoc network）【圖 2】 

 

換言之，當某一無線網路區域中的筆記型電腦都已安裝 802.11（IEEE 802.11，一種無線網

路標準）無線網路卡，就可與另一台電腦進行短距離的溝通與訊息傳遞。同樣地，也可聯繫

網路型印表機、網路攝影機，以及其他已安裝無線網卡的設備。隨意網路（Ad Hoc）十分有

利於企業建立有效的溝通架構，尤其在無線網路訊號消失或不存在的情況下。  

在未來的數位時代中，行動隨意網路在無線網路的應用，已日漸彰顯其重要性，就像在

介紹的第五篇實務展示的論文所表示，手機可以做到即時的簡訊文字訊息互通、互動式相片

分享、雙指向性網路語音電話（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和近距離即時影像，

每個的手機都可以成為一個通訊的節點，不再被橋接器（Access Point，AP）所限制，對科

技時代的便利性有極大的幫助，因為不再倚賴基礎建設網路所以成本上也有大幅的降低。 

在環境監控方面，我們可以由介紹的第四篇文章所提出的洪水監控系統，得知有更多的

方法可以監控在台灣所常發生的一些大自然所造成的一些災害，例如：土石流、水災、山壁

的移位、樹木盜採等等，這方面我們的可以利用隨意網路的特性，設計使用者所需的感測器，

建構可信賴的網路和傳遞，提供被量測物的環境資料，就是為了能夠改善及更快速的預測到

正確的資訊，以達到預防災難的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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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來的數位戰場中，行動隨意網路在無線網路的應用，已日漸彰顯其重要性，利用衛

星進行隨意網路系統的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定位，再配合軍

事野戰機動通信的運用，與戰術通信之所需，及基於彈性連網與機動傳輸的運用，整合行動

隨意網路無線路由器與衛星通訊系統，可使其達到衛星廣域戰術資料鏈的功能，為戰術通信

重要選項之一。但現今衛星的隨意網路架構它的好處是距離沒有限制，可以透過衛星即時傳

送文字訊息、圖片、影像等等用處，但因是成本上的考量此系統還未真正的應用在民間系統。 

最後參與這個國際會議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論文，就是在第四篇的介紹環境監控，由韓國

人所介紹他們如何利用隨意網路（Ad Hoc）應用在即時洪水監控系統(RFMS)，本人有接觸到

發表此論文的韓國作者，請教有關他們架設環境監控感測器的方法、利用何種晶片做無線感

測發射、以及如何達到最佳的佈置與省電裝置，他們解釋說要達到最佳佈置比較容易達成，

但在省電的機制上會比佈署感測器還來的困難，在佈署感測器時建議量測點對點的距離，以

達最佳有效傳輸距離，並且可以節省感測器的佈置，還有在感測器研發上，可以利用可擴充

性的連接孔，方便連接各種不同功用的感測器，發表者還有提到他們如何解決先前設計所遇

到的問題，就是在佈署感測器的點對點距離很重要，及所有感測器在防潮及抗腐蝕上的保護

需做到最佳，還有在電源端建議上可以使用太陽能及風力發電（風力發電，建議在地理位置

高及無遮蔽物的情形下使用），本人有問發表者為何沒做太陽能及風力發電系統，發表者解

釋有考量後續成本上的問題，及目前研發的功能驗證時效性，因此在設計上發表者是使用較

省電的兩個晶片作主軸，分別為 ATmage128L（由 ATMEL 所製作的一顆處理器晶片）作為處理

器、以及 CC1100（由 CHIPCON 所製作的一顆傳送器晶片），因為這兩顆晶片耗電量皆不大，

即使有線電源斷電時，備用電池還可供應 4天以上，在資訊傳送方面可由網路或電信系統，

傳送即時簡訊或者影像通知管理者，準確的迅速獲取資料，以達即時監控系統執行的最佳效

率。 

台灣的無線感測網路中心（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enter），也積極發展無線感測

技術應用在公共建設上；在國科會發表的期刊裡，也有不少議題在討論無線感測的應用，例

如醫療、生態、智慧型居家生活、建築結構等；在中科院，我們也提出了不少有關無先感測

網路的技術，利用無線網路協定（Zigbee，新型無線網路協定）技術實際應用在環境溫濕度、

空氣品質及紫外線偵測上，但是沒有真正的實行在天然災害偵測中，此篇論文可以提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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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環境因素上，具有極大的參考效益。 

還有在實務展示，由摩托羅拉（Motorola） 研究中心所發表的手機使用隨意網路（Ad 

Hoc）技術，利用三支手機互相做中繼站傳送資訊，此功能可以延伸到多支手機中，不需透過

橋接器（Access Point，AP）以達到距離的延伸性，間接的讓我見識到科技大廠研發技術的

快速進步，造福人們相當大的便利性；在這一方面的技術上，我們也有用過 Zigbee 技術利

用隨意網路（Ad Hoc）方式做過文字訊息的傳遞及資料的傳送，因此在此篇論文的即時影像

及網路語音電話（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技術上，能夠有效的提供我們研

發無線感測網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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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此次參加第五屆 IEEE 國際行動隨意式網路和感測系統會議，目的是蒐集有關無線感測

網路（Wireless Sensor Network）的相關資料，以及了解市場的最新技術發展，這些資料可

加速「數位生活感知與辨識應用技術計畫」之無線短距通訊技術與無線感測技術發展之關鍵

技術的突破，以增進計畫的效益。以最新的無線感測網路技術，目前我們已在市面上了解隨

意網路（Ad Hoc）的技術，但要如何有效的利用這個新穎技術發展更多相關的應用，建議以

隨意網路（Ad Hoc）為主軸的概念，應用在天然災害的避免、居家生活及國防科技上，並且

增進無線感測的技術與短距通訊裝置結合，衍生創造在民生與國防應用市場機會，協助提昇

業界市場競爭力及共同合作發展為目標。 

 

 

 

 

 

 

 

 

 

 



第 21 頁，共 61 頁 

附件一 

參考文獻： 

【1】 協調式參與性感測之人本網路服務（Human-Centered Network Services for 

Coordinated Participatory Sensing；Mani Srivatsava，UCLA） 

【2】 車輛的通訊和應用-機會和挑戰（Vehicular Commun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Wai Chen，Telcordia Technologies Inc.） 

【3】 在感測監視系統中準確且有效率的統計計數（O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Statistical 

Counting in Sensor-Based Surveillance Systems；Shuo Guo，Tian He，Mohamed 

Mokbel， John Stankovic，Tarek Abdelzaher） 

【4】 在大型的網狀網路中不同的無線存取（Heterogeneous Wireless Access in Large Mesh 

Networks；Haiping Liu，Xin Liu， Chen-Nee Chuah， Prasant Mohapatra） 

【5】 在不同的無線隨意網路裡的指向性天線的好處（The Benefits of Directional 

Antennas in Heterogeneous Wireless Ad-Hoc Networks；Alina Beygelzimer，Aaron 

Kershenbaum，Kang-Won Lee，Vasileios Pappas） 

【6】 使用無線感測網路的即時洪水監控系統（RFMS: Real-time Flood Monitoring System 

with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Jong-uk Lee） 

【7】 在一個多重跳接式自主式 Ad Hoc 網路的社交網路建構的標準應用（Prototype of a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 in a Multi-Hop Autonomous Ad hoc Network；Nathan 

Smith，Jeff Bonta） 

【8】 無線 Ad hoc 行動隨意網路架構之技術發展評析 （惠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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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在感測監視系統中準確且有效率的統計計數 

（On Accurate and Efficient Statistical Counting in 

Sensor-Based Surveillance Systems） 

 

 

 

 

 

 

 

 



第 23 頁，共 61 頁 

 

 



第 24 頁，共 61 頁 

 

 



第 25 頁，共 61 頁 

 

 



第 26 頁，共 61 頁 

 

 



第 27 頁，共 61 頁 

 

 



第 28 頁，共 61 頁 

 

 



第 29 頁，共 61 頁 

 

 



第 30 頁，共 61 頁 

 

 



第 31 頁，共 61 頁 

 

 



第 32 頁，共 61 頁 

 

 



第 33 頁，共 61 頁 

 

 



第 34 頁，共 61 頁 

 

 



第 35 頁，共 61 頁 

附件三 

 

 

 

 

 

 

在大型的網狀網路中不同的無線存取 

（Heterogeneous Wireless Access in Large Mesh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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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在不同的無線隨意網路裡的指向性天線的好處 

（The Benefits of Directional Antennas in 

Heterogeneous Wireless Ad-Hoc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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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使用無線感測網路的即時洪水監控系統 

（RFMS: Real-time Flood Monitoring System with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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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在一個多重跳接式自主式Ad Hoc網路的社交網路建構的

標準應用 

（Prototype of a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 in 

a Multi-Hop Autonomous Ad ho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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