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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出席參加「2018 IC-SEVEN國際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Novelty)，此會議主要為國際學者、國際研究人員和專

業從業人員提供了一個交流平台，以討論工程、科學、教育、全球資源管理、文化及新興學

科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和專業實務探討。研討會係由台灣學術創新協會（TAAI）和IEEE電子

設備協會台南分會主辦，IEEE Electron Devices Society (IEEE EDS)等機構協辦，會議地點位於

日本京都市。會議期間為107年4月11日至4月15日止共五日。 

會議的主要議題除（I）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等）裝置與系統之研究與發展、挑戰與未

來趨勢及（II）工程教育外，還包括國際教育者、工程師及技術專家等跨學科的各式小組會議，

藉以探索不同領域的資源及文化探索，激發新的想法並建構國際跨領域的潛在合作機會。會

議期間，大會安排的場次，即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各項技術介紹、交流和討論。在教育專業領

域上，會議藉由分享和借鑒世界各地不同教育體系的經驗，找出導致成功學習的機制、制度

等重要核心要素。 

藉由參加本次「2018 IC-SEVEN國際研討會」，對於工程、科學、教育及文化等議題之

跨領域研究與發展能有進一步的瞭解。本次藉此參與會議，發表論文成果，與與會之學者專

家深入交流，不但有助於計畫執行，並對於國內外在紅外線製作及應用相關領域之研究與發

展有進一步的了解。除此之外，對於個人拓展國際視野亦有相當助益，期待以後繼續參與相

關專業相關領域之國際研討會。 

最後感謝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科專計畫補助出席此次2018 IC-SEVEN於日本京都舉辦之

國際研討會。 

[2018 IC-SEVEN國際研討會官方網站：http://www.taai.tw/ic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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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官方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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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會議報告 

 
一.  參與會議目的 

本次出席「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主要配合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委託

研 究 計 畫 - 「 UAV 承 載 熱 影 像 系 統 溫 度 遙 測 研 究 」（ 計 畫 編 號 ：

NCSIST-310-V302(107)）執行需求，藉以展現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電機電子工程學

系在紅外線相關領域上，長期合作的成果外，並藉由論文發表及會議參與，與與

會專家、學者充分交流，對於實驗室在紅外線領域相關研究及後續的計畫執行能

有長足的助益。 

本次論文發表題目為「即時高精度溫度監測方法應用於高功率半導體激光二

極管堆疊封裝」，本研究系利用 8-14μm 紅外線光譜熱像儀和 19mm LWIR-透鏡於

光學延伸管設計來延長透鏡和焦平面陣列之間的距離，導致紅外微區域放大（距

離 IR 鏡頭的物距更接近 2.85 厘米），其等效空間分辨率也達到了 8.5 微米。為了

提高即時溫度精度，通過即時感測外部環境中的環境溫度，藉由熱學相機以及在

熱穩態條件下 FPA 的工作溫度監測，以確定和更新四種不同的熱校正回歸係數

（R，B，F，O）。在兩點溫度校正結合所提出的即更新時 R，B，F，O 回歸係數

之後，終獲得高精度熱成像溫度方法。此項成果，在 20〜80℃的大測量範圍內，

溫度精度小於±0.5℃。藉此提出的紅外微區放大和溫度測量方法，冷卻底座結構

接口的溫度監測顯示了高功率半導體激光二極管封裝的冷卻配置（圖 2）。雖然

界面上發生缺陷，不均勻性和選擇不合格的共晶合金材料，但散熱罐通過熱傳導

不能有效降低散熱。 LD 功率效率下降。借助具有實時微區自動進入和高溫精度

的熱成像攝像頭，可以有效地實現高功率 LD 封裝的高性能。在 90 安培的驅動

電流下，大功率激光二極管的輸出功率高達 86.6W，其有源區的最高溫度僅為 47.7

℃，而 Cu10W90 界面的共晶合金溫度為 39℃（即它們之間的分級溫度小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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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此即這樣的結構，實現了良好的散熱效率。亦即此紅外線測溫方法可

具體有效的改善高功率雷射之製造實現。 

在會議上，我們將這個成果成功地介紹給與會的學者專家，也與在場的專家

學者充分交流，提供相關的建議，如此方法如何成功導入即時量測溫度與導入商

品化之後續建議等。圖 4-為個人發表場次現場實景。 

 

圖 2 高功率雷射溫度量測     圖 3 雷射效能 

 

圖 4 報告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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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報告場景 

 

 

二.  會議過程 
本次會議於 107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在日本京都市 Lake Biwa Marriott 

Hotel 舉行，時值日本櫻花祭人潮及配合國內航班，出國行程自 107 年 4 月 10 日

至 107 年 4 月 16 日止，共計 7 日。 

 

本次「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安排 5 天的會議行程（如圖 6，參閱網

站資訊：http://www.taai.tw/upfile/files/1521283998.pdf）。第 1 天（4 月 11 日）為

研討會報到(如圖 7) ，第 5 日主要為台灣學術創新協會（TAAI）會務研討與建

議，第 2-4 日（4 月 12-14 日）為大會主題演講、專業講演、發表論文口頭及海

報報告。主題演講與專業演講於 4 月 12 日上午並行舉行，個人因時間及專業領

域關係，選擇了“Electronic skins connecting cyberspace and human”主題演講(如

圖 8)及“A Low Voltage Low Power Auto-Zero Current Comparator with Offset and 

Noise Compensation Circuit”專業演講(如圖 9)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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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Electronic skins connecting cyberspace and human”講者 Takao 

Someya 為東京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系教授，並是新加坡大學邀訪教授，主要研

究領域為軟性電子裝置、塑料積體電路等技術，其講述內容主要為印刷薄聚合物

膜在可穿戴電子產品之應用議題，由於預期可穿戴式電子裝置將開啟健康監控、

動作捕捉、人機界面及新一代資訊技術等一系列新應用。為了拓展可穿戴技術的

新興應用，印刷的柔性生物醫學傳感器近來引起了很多關注。冀望使用軟性電子

材料，以降低將佩戴傳感器的不適感，特別是用於直接與皮膚、生物組織接觸的

裝置。在這方面需求與技術發展，研究通過印刷在薄聚合物膜、彈性體和紡織品

基材上製造的電子器件非常有吸引力。演講從高精度和長期重要信號監測的角度

回顧可穿戴設備、智能服裝和人造電子皮膚（電子皮膚）的重要研究進展，並討

論可穿戴設備和超越可穿戴設備的問題和未來前景。 

專業演講“A Low Voltage Low Power Auto-Zero Current Comparator with 

Offset and Noise Compensation Circuit”講者為朱拉隆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

授，其講述內容主要為電流比較器之偏移與雜訊補償技術，由於比較器是許多模

擬處理電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別是模數轉換器或類比數位轉換電路。雖然一

般應用而言，電壓比較器比較常見；但是當輸入源的電流類型是光電二極管電流

等電流類型時，利用電流比較器應該比較容易。電流比較器還具有在低電源電壓

下工作的優點，因此可能比其電壓對應的功耗更低。像往常一樣，設計比較器涉

及若干性能參數（即輸入電阻，分辨率，偏移量，噪聲，速度和功率）之間的折

衷。此次演講，使用一個電流比較器的拓撲結構，由 3 個串聯的反相放大器組成，

第一個反相放大器轉換為跨阻輸入級。它的所有性能參數都將通過分析得出，用

於手工計算，這在大多數已發表的論文中都是無法找到的。結果證明，無論放大

器是如何設計的，這種拓撲結構都會自動給出零輸入偏移電流。然而，放大器之

間的實際不匹配產生非零輸入失調電流，其中閾值電壓失配比晶體管失配具有更

高的影響。於是，講者提出一種基於開關電容的補償電路來減少這種偏移的產

生。這種補償電路的附加好處是減少了閃爍噪聲的影響。基於這種方法，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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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電路設計應用於脈搏血氧儀前端低功率電流比較器的設計。比較器採用

0.35um 製造實現，工作電壓為 1V，功耗約為 60nA。其仿真性能包括 10pA 分辨

率，4 兆歐姆輸入電阻，20pA 輸入失調和 20pA 輸入噪聲電流。 

 

 

圖 6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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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會場報到 

 

 

圖 8 大會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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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專業演講 

會議論文報告區分為口頭及海報展示報告，口頭報告時段為 4 月 12 日下午

時段，海報展示報告時段為 4 月 12 日下午（與論文口頭報告時段並行）及 4 月

13 日全日。本次論文發表安排在 4 月 12 日下午 4 點 15～30 分進行報告，相關

簡報內容如附件 1。個人也就專業領域及跨領域交流學習參與了其他場次之口頭

與海報展示報告，如圖 10-12。 

 

 
圖 10 論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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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論文海報展示報告 

 
圖 12 論文海報展示報告 

 

其中，本校同仁謝輝煌老師在會中的海報展示報告獲得最佳論文殊榮（圖

13），其論文闡釋優化玻璃基板上 LaBr3：Pr 薄膜的生長條件，藉由通過 X 射線

衍射（XRD）驗證晶相，並使用光致發光譜（PL）分析激發發射的波長分佈和

強度，其薄膜在 X 射線照射下也觀察到黃紅色斑點；在 XRD 圖譜中，觀察到

（300），（301）和（502）衍射峰，證明薄膜生長具有多晶相特性。镨摻雜 LaBr3

薄膜的 PL 光譜顯示發射波長在 380〜540 nm 之間，且有 480 nm，494 nm 和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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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三個主峰與 CCD / CMOS 的檢測波長相匹配。論文發現 0.85％Pr 摻雜的 LaBr3

具有最佳的 PL 強度，並且 494nm 處的最高峰值的 375,000 個計數高於在商業閃

爍體的最高峰值。研究中，說明 LaBr3 和 PrBr3 的毒性比 TlI 弱，這將使 LaBr3：

Pr 具有閃爍體商業化的潛力。 

第 4 日（4 月 14 日）會議安排了相關的短期專業課程，礙於計畫經費編列

問題，個人並無參與相關課程活動。 

聆聽參與這次研討會之演講與報告，不僅增進了個人的視野，更由許多跨領

域的專業人士講演，除充實個人專業領域知識，也擴展了跨領域的學習，這不僅

有利於計畫執行及後續專業研究發展，也激勵了個人持續學習及探索研究的動

力！  

 
圖 13 本校同仁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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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本次「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由台灣學術創新協會（TAAI）和 IEEE

電子設備協會台南分會主辦，台灣學術創新協會係以接受國內外機構之委託，辦

理新創學術相關等事項之活動，提倡暨研究學術文化新創及建立相關領域交流平

台為宗旨。此次會議除了接受涵蓋科學、工程、教育等領域專業投稿發表報告外，

並規劃各個領域邀請學者進行主題演講及邀請專家投稿報告的專業演講，領域涵

蓋周全，成功吸引各個階層專業人士共同參與。主題及專業演講的講者多是實務

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或是研究成果豐碩之學者專家，都能引發與會者的熱烈討

論；而投稿之論文報告，也成功吸引各個領域的教師與學生參與，不論是報告會

場或是場外之交流及研討，都提供個人於專業領域知識及實務經驗的成長機會，

對於協助後續計畫執行及研究發展頗有助益。 

個人囿於計畫經費不足，無法參與會議安排之短期專業課程；而主辦單位將

此一課程安排於會議期間的後段，對於跨領域學習及後續參與聆聽專業演講及報

告可能無法於參與活動之前建立適當知識，是為可建議改善之處。 

綜觀以上所述，此次「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是一涵蓋科學、工程及

教育學習各領域的研討會，雖活動安排仍有改善空間，仍不失為一個成功的跨領

域專業學術交流活動；而本校同仁謝輝煌老師之報告榮獲此次會議兩個獎項，也

證明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的在紅外線相關領域的優異表現，此項殊榮亦獲大會主席

特別提及，也為本校開拓學術領域的能見度。 

 

四.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電子議程資料檔案。 

 



14 

五.  感謝 
本 次 因 執 行 國 家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科 專 計 畫 ( 計 畫 編 號 ：

NCSIST-310-V302(107)），得以獲知相關會議訊息及國外旅費補助參加本次 2018 

IC-SEVEN 國際研討會，讓個人有機會了解紅外線專業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並

進行跨領域學習，增進國際視野及專業領域的成長，內心深表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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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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