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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程德勝教授於 104 年 2 月訪問香港，在 10

天的行程中，扣除前後各一天的飛航行程，其餘 8天皆在香港理工大學，與生物

醫學工程跨領域學部梁錦倫教授以及他的研究團隊進行實驗上的交流。 除了攜

帶我們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到香港理工大學當地進行實驗外，也觀摩了梁

教授的研究團隊所進行的實驗，及到香港理工大學不同部門參觀，學習彼此在研

究上的觀點，並進行研究成果的交流，促進與該校之間的情誼，期盼未來能有更

多的學術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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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每個國家每年都會有意外發生，例如交通意外、工業意外…等等，臺灣也不

列外。意外發生後的幸存者，通常要經過漫長無趣的復健，而手部復健最為艱難。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程德勝教授因而開發了復健機電手，為了提升復

健機電手的性能以及收集數據，於 104 年二月十日前往香港理工大學進行學術交

流，除了在當地實驗室及診所進行實驗外，也與梁錦倫教授以及他的研究團隊開

會討論實驗結果，並交流研究的數據，期間進行不斷的修正改良後，使得復健機

電手的功能大大提昇，期望未來能在國內進行更多的臨床應用。 

 

過程 

本次拜會行程如下： 

日期 活動 

2/10 啟程，臺中機場－香港機場 

2/11 實驗室實驗儀器架設，實驗行程規劃 

2/12 正常人使用復健機電手的數據收集、分析及討論 

2/13 正常人使用復健機電手的數據收集、分析及討論 

2/14 復康科技診所儀器架設，實驗行程規劃 

2/15 復健病人使用復健機電手的數據收集、分析及討論 

2/16 復健病人使用復健機電手的數據收集、分析及討論 

2/17 數據整理及香港理工大學參觀 

2/18 香港理工大學相關實驗室及部門參觀 

2/19 返國，香港機場－臺中機場 



 5

二月十日（星期二） 
 程德勝教授於 104 年 2 月 10 日下午四點半左右抵達香港，先至香港理工大

學拜訪梁錦倫教授討論近期實驗的相關事宜。 

 

圖 1：剛到香港理工大學門前拍照留念，稍後到梁錦倫教授辦工室討論近期實驗

的相關事宜。 

 

二月十一日（星期三） 
於上午九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梁錦倫教授的實驗室，由梁教授介紹實驗室的

團隊，接著本人在實驗室內親自架設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並進行明天實

驗前之測試與校正。於下午五點鐘與研究團隊開會討論接續幾天的實驗規劃。  

 

圖 2：在梁錦倫教授的實驗室與他合照，中間人物是梁錦倫教授，梁教授左邊的

人物是這次的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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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梁錦倫教授的診療室。 

     

圖 4：梁錦倫教授的復康輔助器材製造及加工室。 

 

二月十二日（星期四） 

於上午九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梁錦倫教授的實驗室，在實驗室進行健康受試

者使用復健機電手的功能性評估及數據收集，並進行數據分析。下午五點與研究

團隊開會討論當天的數據分析結果，並進行復健機電手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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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我們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左圖是復健機電手的機器手臂，右圖是

復健機電手的專用手套，手套是被穿載在使用者的手上。 

 

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於上午九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梁錦倫教授的實驗室，在實驗室進行健康受試

者使用復健機電手的功能性評估及數據收集，並對收集的數據進行分析。下午五

點與研究團隊開會討論當天的數據分析結果，接着對復健機電手進行最後校正，

並規劃接續將實驗場所移至校內的賽馬會復康科技診所。 

 

圖 6：健康受試者使用我們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進行功能性評估及數據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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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四日（星期六） 

    於上午九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診所，賽馬會復康科技診所是

香港理工大學為有需要的校內外人士提供有關復康輔助器材、義肢及矯形、功能

電刺激、適體墊子及座椅等服務，並就有關專科提供專業評估，例如步態及其他

運動分析等，診所也為香港理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同學提供教育和訓練。當天我

們在診所內架設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梁教授的研究團隊也展示了他們的

高科技量測設備。於下午五點與研究團隊開會接續幾天的實驗規劃。 

     

圖 7：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診所，左圖是診所門外，右圖是診所內的接

待處。 

 

圖 8：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診所，診所內展示各種復康輔助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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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於上午九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診所，在診所內進行復健病人

使用復健機電手的功能性評估及數據收集。同時，梁教授的研究團隊也運用他們

的高科技量測設備，對復健病人收集數據並分析。下午五點與研究團隊開會討論

當天雙方收集的數據分析結果，並進行交叉比對。  

 

圖 9：復健病人使用我們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進行功能性評估及數據收

集。 

 

二月十六日（星期一） 

於上午九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診所，在診所內進行復健病人

使用復健機電手的功能性評估及數據收集。同時，梁教授的研究團隊也運用他們

的高科技量測設備，對復健病人收集數據並分析。下午五點與研究團隊開會討論

當天雙方收集的數據分析結果，並進行交叉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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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我們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之資料數據收集平台。 

 

二月十七日（星期二） 

於上午九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由梁錦倫教授親自帶領參觀香港理工大學。

下午在梁教授的實驗室整理近日來所收集的數據，下午五點與研究團隊開會討論

雙方實驗數據所整理出來的結論，互相學習雙方在實驗上的優點。  

             

圖 11：香港理工大學行政大樓。     圖 12：香港理工大學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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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香港理工大學綜藝館，        圖 14：香港理工大學學生會。 

畢業典禮也在這舉辦。   

 

二月十八日（星期三） 

於下午一點到達香港理工大學，由梁錦倫教授親自帶領參觀進行相關領域的

實驗室，並拜會生物醫學工程跨領域學部各實驗室的負責人，以探討未來能否有

進行學術交流的機會。先到生物力學實驗室參觀，並與負責人張教授面談我們暨

大所研發之＂即時動態關節角度量測器＂的研究成果，張教授對於該研發成果感

到興趣，討論雙方未來是否能有進一步合作的機會;因本人另一個研究專長為生

物感測器之研發，梁教授便帶我前往微元件暨生物感測器實驗室與負責人李教授

進行會談，討論未來能否合作進行生物感測器的相關研究。 

    

圖 15：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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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中心。各種矯型器具。 

     

圖 17：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中心。各種義肢器具。 

 

圖 18：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復康科技中心。義肢及矯型器具前置作業之石膏製

作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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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香港理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跨領域學部。 

     

圖 20：香港理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跨領域學部。左圖是他們學部內近期的期刊

論文發表，右圖是他們學部內的每年研究成果海報。 

       

圖 21：香港理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跨       圖 22：香港理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 

領域學部的一般實驗室。                 跨領域學部的生物力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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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香港理工大學康復治療診所。 

 

二月十九日（星期四） 

預定返回臺灣。於晚上約九點半左右抵達國門。 

 

心得 

    是次國際研究合作非常順利及成功，本人獲益良多，除了學習到當地的實驗

方法及儀器的開發、運作過程，更融入於團隊的研究氣氛中，每天實驗結束後，

開會檢討當日的缺失並及時進行矯正，此外，暨大自行研發的復健機電手也完整

的被評估及校正，也被使用者肯定它的功能。最後希望未來實驗室的成員也能仿

效梁教授團隊良好的研究風氣與團隊合作的精神。 

 

建議 

    梁教授與研究生之間的互動非常熱絡，相較之下，本校之間的師生互動並不

是那麼頻繁，除了每學期固定的導生聚以外，鮮少有額外的時間進行交流，在師

生互動這方面或許我們還要再多加強。此外，建議老師與研究生採用集體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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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Meeting）方式進行每週討論，讓學生能了解自已研究領域以外的智識，

增加學生跨領域的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