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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使用中正大學青年學者獎獎勵經費，參與在美國聖地牙哥市(San Diego, 

California, USA)的 2017 感測、通訊與網路國際研討會(201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nsing,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這個會議著重於感測器與通

訊系統、網路結合的技術研討，每年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從事感測器與網路資訊

的研究人員與產業界從業人員共同參加，是個跨領域交流的好場合，包括感測器

設計、訊號擷取與訊號處理、網路通訊等方面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大會的目標

是希望能研討適合物聯網超低功率的通訊系統與網路架構，並最佳化與感測器整

合的介面設計。本人主要學習如何投入研發感測電路系統與通訊系統之整合，並

在會議中有機會與國內外學者見面討論研究心得，分享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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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近年來，物聯網相關技術快速發展，除了感測器的設計越來越多樣化與客製

化，整體系統整合度亦明顯趨於複雜。除了感測器與讀取電路的整合，從最新的

研究發展可觀察到通訊系統與網路的設計亦需同時於早期設計時機加入考量。本

人在中正大學電機系從 97 學年起開始執行國家型晶片系統設計整合型計畫，整

體計畫所規劃的研究方向為低功率生醫傳感器訊號之擷取與處理應用，計畫目標

為開發超低功率之混合訊號電路設計，包括儀錶放大器、濾波器、類比數位轉換

器等電路設計。此次使用中正大學青年學者獎獎勵經費，參與在美國聖地牙哥市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的 2017 感測、通訊與網路國際研討會(2017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nsing,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這個會議著重於

感測器與通訊系統、網路結合的技術研討，每年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從事感測器

與網路資訊的研究人員與產業界從業人員共同參加，是個跨領域交流的好場合，

包括感測器設計、訊號擷取與訊號處理、網路通訊等方面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

大會的目標是希望能研討適用於物聯網系統之超低功率通訊系統與網路架構，並

最佳化與感測器整合的介面設計。 

此會議有為數不少的業界與學界專家們參與，包括了生醫、感測器、通訊系

統與網路等方面的應用系統，並在會議中有機會與國內外學者見面討論研究心得，

分享研究成果。 

僅將本次與會目的條列如下： 

一、增進低功率傳感器電路與系統整合設計專業知能之分享與交流，特別是與通

訊網路的結合方面。 

二、參與相關研討、學習及交流活動，學習國外資訊大廠跨領域發展趨勢，拓展

台灣學術研究成果於國際之可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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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際研討會會議結束之後，本人轉往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拜訪魯門教授(Prof. N. C. Luhmann)，魯門教授邀請本人

於 2017/06/15 至 2017/06/30 期間至其實驗室參訪，並針對通訊系統混合訊號介

面電路合作開發設計進行討論。 

過程 

2017/06/11: 半夜 23:55 從桃園機場搭機前往美國加州洛杉磯市，於洛杉磯租車

自駕至聖地牙哥市 

2017/06/12: 至大會舉辦地點報到 

2017/06/12-14:參與會議，大會議程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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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5-30:至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電機系拜訪魯門教授 

2017/07/01-20:私人行程 

2017/07/21: 凌晨 01:20 從舊金山機場搭機返回臺灣 

本人此次主要參與感測器與通訊系統設計方面的議程。07/01-07/20 為自行

安排之私人拜訪行程，主要停留於加州矽谷，拜訪於高科技公司工作之同學與好

友。 

 

心得及建議 

今年的會議已是這個系列會議的第十四次舉辦，此次會議安排了三天的議程，

大會的主題專題演講被安排顧第二天的早上九點三十分至十點三十分，邀請了美

國維吉尼亞大學資訊科學系約翰．史坦科維奇教授(Prof. John Stankovic,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Virginia)發表演說，題目是關

於物聯網的研究挑戰與解決方案(Research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IOT/CPS)，於演講中他提出物聯網的單項技術日趨成熟，可應用到的場域日漸增

加，然而隨著所要聯接至網路的物件快速地增加，如何在系統設計時因應客製化

系統適當且快速地調整系統規模就成了重要的研究議題與挑戰。 

臺灣在資通訊產業方面的技術發展相當成熟，整體產業鏈完善，能吸引國際

上知名公司前來投單設計，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亦為國內目前重點計畫技術發展

方向，臺灣在物聯網技術的發展方面可以在系統硬體設計佔有重要場位。此次會

議在有關低功率感測器整合系統設計，以及通訊系統平臺的研究，個人深深覺得

只有硬體設計是決對不足夠因應將來的應用系統發展，應更著力於可調整式設計

概念，引入部份軟體的設計，可於系統早期開發時就架構上進行優化，降低不同

系統的開發時間。研討會中所學習的概念，對於本人研究感測器積體電路系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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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在整個大會期間，個人除了藉此機會與國內外學者在生醫電路與系統方

面研究之傑出單位進行交流外，並透過當面互動討論與國際學研單位建立良好關

係。這個會議綜合許多領域的專家，才能營造跨領域整合發展的機會，我覺得近

年來的研究發展更著重於跨領域的整合技術，這方面我們應該要更努力。 

 

 

攜回文件資料清單 

1. 會議議程冊。 

其餘會議資料都可由大會網頁下載。 

 

 

 

附件： 

大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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