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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適逢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醫學和生物工程社群(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的國際年度會議於日本

大阪舉行，本研討會為生物醫學工程研究領域中極重要的會議，每年會議均獲得世界各

國專家學者的重視和熱烈參與，會議論文並收錄於電機領域中最重要的 IEEE IEL 西文資

料庫。很幸運地，今年度本人和所指導的研究生共有三篇論文被大會接受，分別為 (1) A 

Tactile Vision Substitution System for the Study of Active Sensing（一個為研究主動感知所

研發的觸覺替代視覺系統）; (2) A Portable Real-time ECG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Smartphone（一個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可攜式即時心電圖辨識系統）; (3) Detection of 

Myocardial Ischemia Episode Using Morphological Features（以型態學特徵偵測心肌缺血事

件的技術探討），且皆被排訂為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實在是莫大的榮耀。感謝前

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的補助，使得本人和學生們得以成行，並有機會指導學生在大

型的國際會議中進行演說，將研究室近年來的研究心血以及台灣的研究能量與世界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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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參與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將研究室近年來的研究心血，以及台

灣的研究能量與世界分享；並與國際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學者專家交流，同時指導研究

所學生在大型的國際會議中用英語演講並進行討論。 

 

二、參加活動過程 

本次研討會舉辦時間為7/3~7/7，前面剛好遇到本人接到國科會的簽呈於6/29~7/3赴以

色列出席台以雙邊第二期共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及會後交流訪問，因此於7/2下午在以

色列耶路薩冷大學發表完共同研究計畫成果之後，即向同行的副主委及其他學者告別，

搭乘半夜的飛機，由以色列台拉維夫機場出發，經韓國首爾，趕赴日本大阪與學生會合，

一起參加研討會。 

行程表如表一所示。 

表一 參加研討會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地點 

7/2~7/3 由以色列台拉維夫出發，經韓國首爾，前往日本大

阪（由以色列台拉維夫飛韓國首爾段機票費不列入

本案經費補助申請） 

以色列台拉維夫 > 韓國

首爾 > 日本大阪 

7/4 參加第35屆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醫學暨生物工程社

群年度國際研討會 

日本大阪 

7/5 參加第35屆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醫學暨生物工程社

群年度國際研討會；上午研究生許伯恩於8:00~9:30

的9.2.1 Vision and Eye Sensing場次專題演講 

日本大阪 

7/6 參加第35屆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醫學暨生物工程社

群年度國際研討會 

日本大阪 

7/7 參加第35屆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醫學暨生物工程社

群年度國際研討會；上午研究生顏子豪於11:00~ 

12:30的10.4.2 mHealth I場次專題演講；下午研究生

范振翔於13:30~15:00的1.4.7 Biomedical Signal 

Classification through ECG Analysis場次專題演講 

日本大阪 

7/8 由日本大阪返回台北 日本大阪 >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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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於 7/2 搭乘大韓航空 KE0958 班機於晚間 23:00 出發，於韓國時間 7/3 的 

15:10抵達韓國首爾的仁川國際機場，經過轉機檢查，於 19:15 搭乘大韓航空 KE0721 班

機離開韓國，於日本時間 7/3 的 20:55 抵達日本大阪關西機場，於機場和三位研究生會

合，搭乘 JR 線快速電車前往會議地點：大阪國際會議中心附近的旅館。 

7/4 一早即率同學生們一同前往大阪國際會議中心，先完成報到並領取會議相關資

料，即開始聆聽相關的研討會。中午有大會主席的歡迎演說，並邀請哈佛大學的John 

Halamka（約翰‧哈拉姆卡）進行專題演講，是有關生物醫學工程技術如何聯繫技術提供

者、購買者和病人的需要之間的探討，由生物醫學工程研究的歷史回顧講到各國的相關

技術發展近況探討，深入剖析，令我受益良多。下午和學生們分別聆聽研討會及與海報

展示部分的學者交流。晚上19:30出席大會所舉辦的歡迎晚宴，遇到許多來至台灣和世界

各地的學者，許多台灣的學者平常並不容易碰面，都是在國際研討中碰到面並交流。 

7/5 上午，本人的研究生許伯恩於8:00~9:30的9.2.1 Vision and Eye Sensing （視覺與

眼的感測）場次安排有專題演講，題目是：A Tactile Vision Substitution System for the Study 

of Active Sensing（一個為研究主動感知所研發的觸覺替代視覺系統）。本研究起源於本

人和以色列的魏茲曼科學院共同提出的台灣-以色列雙邊合作計畫「城市環境中之感官替

代研究」，演講中介紹本雙邊合作計畫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一個提供給盲人使用的主動式

觸覺替代視覺系統。我們針對這樣系統開發了兩個演算法，分別是影像轉換和影像追跡

演算法。影像轉換演算將所獲得高解析度的影像降取樣、透過特徵提取及二值化，以有

效地轉換成低解析度的觸覺刺激訊號，使得物件的特徵更能夠辨識。影像追跡系統則是

精確地提供相機位置，幫助研究人員分析使用者的主動式感覺行為，以回饋修正系統。

希望本研究的成果能夠提供盲人使用主動式觸覺替代視覺的方式，更容易偵測到周圍的

環境，增進生活的便利性和安全感。 

因為演講排在最早的場次，因此 7/5 一早即督促學生們早早用餐，趕赴8:00就開始

的專題演講場合。演講期間，與會聽眾和研究人員提出許多建設性的問題，有非常密切

的互動討論，會後並交換聯絡方式。其他時間，帶領學生分頭聆聽其他場次的口頭演講

以及瀏覽壁報展示，指導他們觀摩別人的演說方式，並與各國的研究人員充分討論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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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到會場聆聽口頭演講以及瀏覽壁報展示，與參展的國外學者交換意見，請教了

許多問題，並交換名片。特別是遇到好幾位台灣來的研究人員，平時在台灣並不容易碰

面，反而是在國際研討會中經常見面，其中包含交通大學、長庚大學、義守大學、中原

大學的教授、工研院的資深工程師以及目前在美國矽谷工作的工程師，在現場與他們親

切互動，除了介紹學生們相關領域的先進們和工業界的研究人員之外，更交換彼此在不

同學校、不同領域的研究經驗和心得，交流研究的經驗，並交換名片，並討論未來合作

的可能。 

7/7 上午，本人的研究生顏子豪於11:00~12:30的10.4.2 mHealth I（行動健康 I）場次

安排有專題演講，題目是：A Portable Real-time ECG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Smartphone（一個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可攜式即時心電圖辨識系統），本研究目的在於建

立一套基於智慧型手機的即時心搏辨識輔助診斷系統，傳統心電圖機只能觀測特定時間

之心臟電氣活動，瞬間發生的心律不整不一定能被完整記錄。因此，本實驗室開發可攜

式即時辨識系統渴望成為上述問題之解決方法。本系統主要是在智慧型手機的Android平

台上實現無線藍芽心電圖的感測與處理系統，系統可分為訊號擷取、R 點偵測、特徵擷

取、類神經網路分類及辨識結果呈現。測試訊號使用被廣泛認定之MIT-BIH資料庫，搭

配輸出入裝置首先將數位資料轉成即時的類比方式輸出，然後利用低功率的單晶片對心

電圖訊號做類比/數位轉換，之後透過藍芽晶片與手機做資料傳輸，智慧型手機能即時收

到數位心電圖訊號。在R點偵測方面，首先使用帶通濾波器移除雜訊對訊號的干擾，接著

採用改良過的即時R點偵測演算法找到R點，取出64 點的QRS區段後，再使用高階統計

特徵以描述五階小波轉換後之特定次頻帶，共計算27個高階統計特徵，再搭配3個RR間

隔的頻域相關特徵。接著驗證類神經網路效能，並選出最佳樣本比例分配之權重，然後

將此演算法移植到智慧型手機上。結果顯示本系統可以高達98.34%的辨識率分辨七種心

電圖訊號，而且手機上實際辨識一個心搏只需0.078秒，每5秒更新一次分析資訊，顯示本

研究演算法的高效能及即時系統的可行性。 

7/7 下午研究生范振翔於13:30~15:00的1.4.7 Biomedical Signal Classification through 

ECG Analysis （透過心電圖分析的生醫訊號分類）場次安排有專題演講，題目是：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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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yocardial Ischemia Episode Using Morphological Features（以型態學特徵偵測心肌缺血

事件的技術探討）。在本研究中，我們提出使用形態特徵辨識心肌缺血的心搏和正常心

搏。在一般情況下，心肌缺血導致心電圖中的變化，如ST段的下降。當下降到一定的電

壓，此心搏會被判定為心肌缺血心搏。為了強調在心電圖中ST段的變化，將QRS波形以

直線取代，再由小波分解至階層五，此階層經過測試為最能反應ST段變化的階層，接著

再擷取12個形態學特徵。當使用支持向量機為分類器，並使用交叉驗正進行系統效能的

評估，可以達到敏感性（Sensitivity）、特異性（Specificity）和準確性（Accuracy）分別

為95.20％，93.29％，和93.63％的高分辨效能，與近年來的相關文獻比較，系統效能卓越。 

接連的口頭的演講報告，除了前幾天利用晚上時間幫同學們預演之外，當天並在現

場幫他們打氣，必要時協助他們回答現場的問題。現場主席和聽眾們提出許多問題，反

應非常熱烈。晚餐，一起赴大阪市區聚餐，並慶祝參與會議的成功和收穫。晚上即收拾

行李準備回台灣。 

7/8 上午一早，退房之後即趕赴大阪關西機場。因為當初赴以色列時，國科會安排

全部人員搭乘大韓航空。當考慮由以色列趕赴日本大阪及回台灣的行程時，和旅行社討

論之後，考慮行程的連貫、方便性和經濟性（最便宜），因此回程仍搭乘大韓航空，唯

一的缺點是必須到韓國首爾轉機。中午 12:10 搭上大韓航空 KE0724 由日本大阪出發，

於韓國時間 7/8 的 14:00抵達韓國首爾的仁川國際機場，經過轉機檢查，於 16:20 搭乘

大韓航空 KE0693 班機離開韓國，於台灣時間 7/8 的 17:50 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搭乘 高鐵和計程車回嘉義中正大學的宿舍。 

三、心得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醫學暨生物工程社群年度國際研討會），是電機電子工程

領域最大的國際組織：電子電機工程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的醫學和生物工程社群(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所舉辦的年度

國際大型會議，是生物醫學工程研究領域中極重要的會議，每年會議均獲得世界各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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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的重視和熱烈參與，會議論文並收錄於電機領域中最重要的IEEE IEL 西文資料庫。

今年適逢本年度會議（第35屆）於日本大阪舉行，有超過2600篇論文投稿。 

今年大會非常用心，特別邀請到十四位大師級人物當作重點主題講員（Keynote 

Speakers），於開幕以及每天的排定時段中進行專題演講，探討生物醫學工程中不同次領

域的最新發展，並與現場各國來賓進行直接的交流。這十四位重點主題講員分別是： 

(1) John Halamka, U.S.A.（約翰哈‧拉姆卡，美國）;  

(2) Shinya Yamanaka, Japan（山中伸彌，日本）;  

(3) Yoonchae Cheong, Korea（蔡莊尹，韓國）;  

(4) Hiroaki Kitano, Japan（北野宏明，日本）;  

(5) Pablo Laguna, Spain（巴勃羅‧拉古納，西班牙）;  

(6) Yoshinobu Sato, Japan（佐藤慶喜，日本）;  

(7) Sandro Carrara, Switzerland（桑德羅‧卡拉拉，瑞士）;  

(8) Peter Hunter, New Zealand（彼得‧亨特，紐西蘭）;  

(9) Natalia Trayanova, U.S.A.（納塔利婭‧措雅諾娃，美國）;  

(10) Theodore W. Berger, U.S.A.（西奧多‧W‧伯傑，美國）;  

(11) Mitsuo Kawato, Japan（川人光男，日本）;  

(12) Catherine Mohr, U.S.A（凱瑟琳‧莫爾，美國）;  

(13) Yuan-Ting Zhang, Hong Kong（張袁婷，香港）;  

(14) Nicos Maglaveras, Greece（尼科斯‧馬革拉維拉斯，希臘）. 

本次會議分為十二個大主題（Theme），以下各分多個小主題（Track），分口頭及壁

報方式發表，內容非常多樣而充實。本次會議的十二個大主題整理如下： 

Theme 1: Biomedical Signal Processing（主題一：生醫訊號處理） 

Theme 2: Biomedical Image and Image Processing（主題二：生醫影像與影像處理） 

Theme 3: Bioinstrumentation: Sensors, Micro, Nano and Wearable Technologies（主題三：生

醫儀器：感測器，微奈米與穿戴式技術） 

Theme 4: Bioinfor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Systems Biology,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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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es（主題四：生物資訊與計算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建模方法） 

Theme 5: Cardiovascular and Respiratory Systems Engineering（主題五：心臟血管與呼吸系

統工程） 

Theme 6: Neural Engineering, Neuromuscular Systems &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主題六：

神經工程，神經肌肉系統與復健工程） 

Theme 7: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mechanics, Tissue Engineering, Biomaterials（主題七：

分子與細胞生物力學，組織工程，生物材料） 

Theme 8: Bio-Robotics, Surgical Planning and Biomechanics（主題八：生物機器人，手術規

劃與生物力學） 

Theme 9: Therapeutic & Diagnostic Systems, Devices and Technologies, Clinical Engineering

（主題九：治療與診斷系統，儀器與技術，臨床工程） 

Theme 10: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s, Telemedicine（主題十：健康照護資訊系統，遠

距醫療） 

Theme 11: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Society（主題十一：生物醫學工程教育與

社群） 

Theme 12: Healthcare Technologies in Major Disasters（主題十二：主要災害的健康照護科

技） 

今年適逢本年度會議（第35屆）於日本大阪舉行，有超過2600篇論文投稿，很幸運

地，本人和所指導的研究生共有三篇論文被大會接受，分別為  (1) A Tactile Vision 

Substitution System for the Study of Active Sensing（一個為研究主動感知所研發的觸覺替

代視覺系統）; (2) A Portable Real-time ECG Recognition System Based on Smartphone（一

個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可攜式即時心電圖辨識系統）; (3) Detection of Myocardial Ischemia 

Episode Using Morphological Features（以型態學特徵偵測心肌缺血事件的技術探討），且

皆被排訂為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實在是莫大的榮耀。第一篇論文安排在7/5上午

8:00~9:30的9.2.1 Vision and Eye Sensing（視覺與眼的感測）場次發表，第二篇和第三論

文分別安排在7/7的上午11:00~12:30的10.4.2 mHealth I（行動健康 I）和下午13:30~15:00

的1.4.7 Biomedical Signal Classification through ECG Analysis（透過心電圖分析的生醫訊號

分類）場次發表。由本人與研究生共同發表並回答參與者的提問，反應非常踴躍，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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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人員的直接討論之中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和啟發。會議期間遇到許多由國內及

其他國家來的先進們，在現場與各國的專家直接面對面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受益良多，

同時也建立了許多難得的友誼。 

此次會議，本人帶許伯恩、顏子豪、范振翔三位研究生同行，除了指導他們以英語

演講及溝通的方法和技巧，並引薦他們認識國內外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專家，他們皆表

示受益良多。此行除了參加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之外，也藉由現場的醫療儀器展示瞭解最

新的臨床及研究型醫療儀器發展趨勢，並也利用每天會後的空檔參觀日本大阪的歷史古

蹟、經濟活動及人文風景，深刻體會當地的文化氛圍，收穫良多。 

感謝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的補助，使得本人和學生們得以成行，並有機會指

導學生在大型的國際會議中進行演說，將研究室近年來的研究心血，以及台灣的研究能

量與世界分享。 

四、建議事項 

有鑑於本次會議的成功經驗，敦請國科會多補助國內學者及研究生類似的大型國際

學術會議，使得國內的研究人員，特別是研究所學生，有機會與各國專家互動交流，除

了吸取國際研究的經驗之外，能最直接地向他們介紹台灣的研究成果，使台灣的研究能

推向國際，與國際接軌。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The 35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第35屆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醫學暨生物工程社群年度國際研討會）Program Book

（會議議程）一本 

2. Quick Guide & Addendum（會議快速指引與附錄）一本 

3. 會議論文光碟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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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一（具代表性之活動照片） 

  

 

 

 

  

 

 

 

  

 

圖一：本人於會場入口 圖二：開幕典禮 

圖三：本人與研究生們；左起：許伯恩、

范振翔、顏子豪、本人 

圖四：研究生許伯恩發表演說場景 

圖五：研究生顏子豪發表演說場景 圖六：研究生范振翔發表演說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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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會場巧遇本人讀博士班時的同實驗

室老師和研究伙伴；左起：Durand教授

的友人、Durand教授的學生 Sahin 博士、

Durand教授、本人 

圖八：會場巧遇義守大學的張國清教授

（左一） 

圖九：會場的海報展示區熱烈討論狀況 圖十：會場的生物醫學研究儀器展示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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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二（所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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