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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隊成員 

1. 今年組隊情況 

團隊成員除了總計畫主持人電機系吳誠文教授以及共同計畫主持人運動科學系邱文信

教授外，有電機系馬席彬教授與黃柏鈞教授團隊、資工系黃稚存教授、朱宏國教授與

胡敏君教授團隊、動機系陳榮順教授與羅丞曜教授團隊、工工系李昀儒教授團隊、材

料系杜正恭教授團隊。校外合作教師有台北市立大學劉強教授團隊、國立體育大學龔

榮堂教授團隊、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謝明得教授團隊與骨科醫師楊卿潔顧問。電資學

院參與的學生共有 12 人，教育學院參與的學生共有 7 人。 



      2. 團隊 meeting 頻率與方式 

團隊於 108.01.01 開始每 2 週固定開定期討論會議，報告研究進度、舉辦相關專題演

講、協辦智慧運動暨運動科學研討會、拜訪球團，政府單位，廠商與合作大學及研究

機構、籌辦壹電視新聞台專題採訪報導。定期會議日期如下︰01/10、01/23、02/20、

03/05、04/02、04/16、04/30、05/14、05/29、06/11、06/25、07/10、07/24、08/14、08/28、

09/27、10/25、11/08、11/22、12/06，預計 12/22 還有一次，截至 108.12.31 止共計 21

次。 

 

 

 

 

 

 



 

 



 

 

 

 

 

 

 

 

 

 

 

 

 

 

 

 

 

二、 亮點成果 

1. 現階段執行進度、成果敘述 

本計畫原定聯結科技部計畫，由運動科學系從棒球技術及相關科學研究的角度，協助開

發與驗證「智慧棒球(AI-Baseball)技術情蒐分析系統」，以及從人因工程及視覺軌跡探討

投球與打擊關鍵技術，並驗證感測器、人工智慧數據以及影像辨識在投球與打擊之運

用。研究成果亮點如下： 

 運動科學系邱文信教授實驗室本來就有高速攝影機、人體肌肉骨骼模擬系統等 

設備，還有許多運動選手及教練能提供第一線的經驗。既有設備及環境可以結

合其他教授新的感測器及 AI 分析方法。 

 電機系馬席彬教授已開發「生理感測 IC 技術」，能即時偵測心跳、呼吸等生理



反應，未來將用以評估球員心理狀態、專注度等，協助球員調適壓力，提高穩

定度。 

 馬席彬教授亦已研發「智慧棒球」，在棒球球體內嵌感測器、壓力計等，除可測

棒球運動軌跡、轉速等，還可測出投手控球指力，能幫助投手調整投球的力量

及角度，更精準地改善曲球、滑球、變速球、指叉球、伸卡球、上飄球等投球表

現。 

 電機系黃柏鈞教授正在開發「智慧鞋墊」，能即時呈現並紀錄球員足底各部位的

壓力與左右腳重心轉換軌跡，亦可以協助球員矯正投打姿勢，提升球技，並減

少受傷。 

  

 資工系朱宏國教授開發「3D 人體姿態模擬」，只要一台攝影機，就可利用影像

訊號分析人體動態骨架運動，協助球員矯正投打姿勢，提升球技，並減少受傷。

朱宏國教授正與運科系教授合作發展 VR 系統協助提升參與東京奧運的拳擊以

及射箭選手臨場心理穩定度。 

 

 工工系李昀儒教授負責研發「精準打擊」系統，透過模擬影像，眼動儀及地面測力

板量測球員的視角、身體重心變化，協助調整打擊姿勢。 

 

 



 

 

 

 

 

 

 

 

 

 

 

 

2. 跨領域合作的實績。 

 件數 金額 合作對象說明 

校外合作 1 申請中 工研院服務系統中心--正在申請產學前瞻計畫 

產學合作 1 1,280,000 群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吳誠文教授在 IEEE 期刊有一篇跨領域期刊論文發表： 

C.-W. Wu, “Baseball and Testing?”, IEEE Design & Test, vol. 36, no. 6, p. 88, Nov./Dec. 

2019 (Keynote Address at the IEEE 2019 ITC-Asia, Tokyo, Japan). 

 

三、 結論與展望 

本計畫聯結教育學院運動科學系、工學院動機系及工業工程系、電資院電機系及資

工系，從人因工程及視覺軌跡探討投球與打擊關鍵技術，並驗證感測器、人工智慧數

據以及影像辨識在投球與打擊之運用，乃具體跨領域團隊合作計畫。「智慧棒球(AI-

Baseball)技術情蒐分析系統」複雜的工作無法由單一領域人員完成，顯然必須藉由跨領

域合作方能竟其功。校內跨領域經費對本計畫之挹注可以有效協助團隊啟動，爭取外

部資源。計畫未來除協助促成棒球運動競技水準提升外，亦將推動技術產業化與國際

聯結。 

四、 執行本計畫期間成果總覽 

       師生國內外獲獎次數： 

 陳羿揚、邱文信(2019)。智能瑜珈健身互動系統(內涵智慧動作診斷科技瑜珈

墊)，第一屆體彩盃全國體育科技創新大賽。 

 陳羿揚、邱文信、梁書寧(2019)。智慧運動壓力感測系統。2019 運動科技創新設

計競賽，台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優選獎)。 

 廖韋誠、邱文信(2019)。黑炫風羽球智能發球教練(站立及背帶兩用)。第一屆”体

彩杯”全國體育科技創新大賽。創意設計組(優秀獎)。 



 國內外重要會議邀請演講次數︰ 

 2019.08.14 邀請國立體育大學球類運動技術學系彭涵妮助理教授蒞臨清華大學演

講，講題︰棒球選手的心靈密碼。 

 2019.08.16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體育與健康研究所蔡佳良教授與台灣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莊正民教授蒞臨清華大學演講，講題︰從腦波和血液生化觀點來看運動；台

灣棒球國際競爭力分析。 

 2019.11.08 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陳豐慈博士後研究員蒞臨清華大學演

講，講題︰健身運動與認知功能：從實證研究到實務應用。 

 國內外主流媒體報導︰ 

 2019.09.06 壹電視新聞台專題採訪報導清華大學運動科技中心。 

 辦理研討會︰ 

 協辦 2019.06.22 智慧運動暨運動科學研討會 

 

期刊論文發表數 研討會 專章 專書 

SCI A&HCI TSSCI THCI Core 場次 篇數 數目 

1  5  1   

※研討會會議名稱: 

1. 2019.06.22 智慧運動暨運動科學研討會 

 

期刊論文發表數 專利申請 技術移轉 

新創或

衍生公

司 

期刊所屬領域 
頂尖期刊論文 

(Rank≦5%) 

傑出期刊 

論文 

(5%≦Rank≦15%) 

申請

件數 

發證

件數 
件數 金額 家數 

電機  1      

體育  5      

*Impact Factor 以 2018 年 ISI 資料庫之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