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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與支持 

「掃」疑雲、安心吃 

食品藥物成份語音提醒系統守護您 

東方設計學院電子與資訊系林博川助理教授 

文/賴俊傑 

~轉載自國科會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畫成果專書 

 
東方設計學院電子與資訊系林博川助理教授 

看著賣場上琳琅滿目的檢驗合格證，以及成份與效果的各類宣稱，是否讓購

買商品的你越看越眼花繚亂，而有難以挑選的困擾？這尤其對於年紀較大的銀髮

族而言不僅不便，更有「病從口入」的潛在風險。如果此時老人家可以輕鬆用手

機或是手環掃描一下商品的條碼，而裝置會發出其子女預先錄製「老爸，這太鹹

囉，您有高血壓，千萬別買喔！」的語音提醒，是不是很貼心，且很有 “親情

警示”作用？ 

別懷疑，這個產品的原型已經公開發表，在不久的將來你我都能享受到此一

嶄新設計所帶來的便利。這個產品就是由東方設計學院林博川老師所帶領的研發

團隊，在國科會經費補助下開發的「整合雲端運算、條碼辨識與親人語音合成之

藥物/食物/葷素成份提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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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整合雲端運算、條碼辨識與親人語音合成之藥物/食物/葷素成份提醒系統」

計畫構想書 

食品安全事件頻傳    消費者「食」在沒信心 

近年來，口蹄疫、禽流感、狂牛病、塑化劑、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風波接連不

斷，讓民眾在選購食物時大傷腦筋，「可不可以買？」「能不能吃？」已變成是社

會大眾每天都在發問的問題。此外，隨著食品工業的發展，雖然為現代人的生活

帶來便利，但在市面上加工食品的種類繁多的情況下，如何挑選適合自己健康條

件所需要，或是符合個別消費者所願意接受的原料來源、添加物與營養成份的食

品，而不會因一時方便而無形中損害了健康或信仰，也成為另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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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一套方便民眾快速得知食品成份的查詢系統，有其實際上的迫切需求。 

舉例而言，根據調查顯示，台灣有許多食品的鈉含量過高（如便利商店所販

售的微波便當或醃漬品等），致使國人日常的鈉攝取超量 1.5 到 1.9 倍，這對於

高血壓患友的健康極為不利。又例如，隨著社會上素食人口的增加，對於素食主

義者而言，如何避免誤食由動物成份所製作的各式加工食品（如水果軟糖中的明

膠是由豬、牛骨所提煉，屬於葷食），也變得棘手。除此之外，也有部分消費者

在挑選肉品時，偏好挑選本地產品（如台灣牛肉），因此一套方便民眾快速得知

食品成份的查詢系統，有其實際上的迫切需求。 

高齡化社會    推升科技照護新趨勢 

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業已進入高齡化社會，目

前約有200萬的高齡人口，而且成長速度還在加速攀升當中，由 2006 年的10%，

到2051年將達到37%，其老化速度是一般國家的兩倍以上。在高齡化社會下，老

年人照護相關的議題開始受到重視，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從使用者個人化需求出發，

關懷其日常生活與使用情感，創造出輔助高齡使用者進行判斷與選擇的科技照護

產品。  

此外，部分年長者因為長期獨處，缺乏陪伴，為了消除心理上的孤獨感，常

會去參加坊間所謂的健康講座，或是接觸第四台或地下電台所廣告的健康食品、

藥品。在知識不足與無人警示的情況下，經常受到誤導，產生了從眾、強迫自己

消費的行為，最後花錢又傷身。是以如何有效幫助老年人理性而健康的消費，也

成為是一項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因此，開發一套簡便的提醒系統，讓有特殊食

品、藥物禁忌（如過敏）的老人或病友在購買或食用前，獲得該產品所含成份的

提示，以守護其健康，就變得十分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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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追求有溫度的科技 

本計畫的發想是，希望能提出一套適合用於老年人的關懷輔助系統；它主要

利用一手持式裝置（如開發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APP），或是設計專有的穿戴式

裝置，讓老人以手環方式隨身佩戴使用。只要事先將使用者特殊的健康需求輸入

雲端資料庫，以後購買食品或藥物時，透過掃描商品條碼，就能上網即時進行雲

端資訊查詢，分析出該商品是否符合個人需求，並在裝置上能以親人語音擬聲方

式對消費者發出提醒，達到對食物、藥物成份把關之目的。  

 

圖三、透過掃描商品條碼，就能上網即時進行雲端資訊查詢，分析出該商品是否

符合個人需求 

貫穿本產品的設計理念無疑是「以人為本」，落實到外觀部份是以使用者無

需手持之穿戴式手環為主的裝置設計，減少老人雙手負擔以及遺失之機率。而在

語音提醒部分，則採用“家人擬聲”的語音合成輸出技術，讓系統發出模擬親人

的聲音語句，一方面可以提高老年人對使用科技產品的安心程度，另外一方面也

藉由增加溫馨感而讓使用者更易聽從專業勸告。在雲端資料庫個人化檔案部份，

對於老年人健康情況，以及不可食用的特定食品或藥物成份項目可由家人或醫生

來設定，藉此達到關懷與照顧的功能，同時也可提升遠距離照護的品質，未來使

用者只要在看病時，僅需順便讓醫生幫您在手機上設定一下，即可達成“個人健

康雲”病情資料庫更新的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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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食物商品或藥物商品成份之語音叮囑系統」之概念描述 

此外，在手環設計上，依照預期使用情境，採用如魔術尺般穿戴，讓使用者

能在手腕、賣場購物車或提袋等物件上方便使用。主機螢幕設計有一傾斜角度，

而非平面，這可便利使用者無需轉動手臂，就能夠清楚看到螢幕；同時利用傾斜

面板多出的三角空間放置掃描鏡頭，鏡頭外露的設計也讓老年人易於使用。 

 
圖五、手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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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團隊    群策群力 

從以上的描述可以知道，本產品的系統核心是由「條碼辨識→雲端資料庫比

對→模擬親人語音提醒輸出」此一流程所主導，並配合開發手機應用程式 APP

與手環兩種使用載具；流程部分主要涉及包含：創新擬聲 TTS (TTS with speech 

conversion)文字轉語音（、低運算量之條碼與字元辨識、嵌入式系統硬體設計、

雲端資料庫建構、感性外觀設計與模型製作開模等六項工作。這些功能橫跨了電

路設計、雲端資料庫、工業設計，以及語音合成等各個學術領域，不組成一個跨

領域研發團隊，將無法達成這個產品構想。 

本身專長在語音合成的東方設計學院電子電子與資訊系的林博川助理教授，

在團隊成立之初除了邀請成功大學電機系的王駿發教授就電路設計，特別是電路

微型化提供協助外，對其他領域的成員，特別是就手環的原型設計部分，還真有

不知從何找起之感。幸運的是，在一次國科會所舉辦的媒合會議中，林博川老師

巧遇了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的何俊亨老師，在會中及會後的交流溝通後，何老師

欣然同意加入了團隊。此外，林博川老師也在一次研討會碰上了具備雲端資料庫

建置專長的彰化師範大學機電工程系葉翼睿研究生，於是也邀請葉同學一同加入

本計畫的團隊中。 

 

圖六、林博川老師與跨領域團隊成員，由左而右依序為葉翼睿研究生、何俊亨老

師、林博川老師、楊哲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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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合作    壓力激盪出火花 

回憶起研發過程，林博川老師對開會中所激盪出的火花記憶深刻，特別是工

程背景與設計背景的夥伴之間；一方面對各自的專業領域，各自都有深厚的專業

基礎，但對於其他領域，則都鮮少接觸而很陌生；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如此，其

他夥伴經常具有跳脫既有作法的想像能力。例如，設計背景的何俊亨老師基於消

費者使用的期待與市場性，提出了手環內部應該要採用輕薄的可彎曲電路，但這

在複雜電路設計上的難度頗高；不過在何老師的持續遊說下，最後也順利突破瓶

頸，成功達到目標。 

 
圖七、回憶起研發過程，林博川老師對開會中所激盪出的火花記憶深刻 

另一種良性壓力來自跨校（東方設計學院、成功大學、彰化師範大學）交流

過程中，除了電子郵件、電話溝通外，透過一次次定期的開會，不斷的磨合，不

但彼此切磋學習外（例如讓工程人與設計人了解彼此的想法與思考），也提供了

適當的進度壓力，激勵團隊一起面對產品開發過程中，不斷出現的理想與現實間

的衝突與困難，也一起想出解決的想法。這種學習的經驗對於個人知識領域的擴

大，或是往後對跨領域計畫的執行，收益皆很大。 

成果卓越    雲端競賽全國第一 

目前本計畫已完成完整的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程式（採用 Android 系統）開

發、穿戴式手環原型設計與開模，以及雲端資料庫的建立流程步驟，未來只要將

產品雲端資料庫建立完整，將可直接進行技術轉移；同時本計畫也已獲得我國發

明專利「食物商品或藥物商品適用叮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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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本計畫團隊參加「2012 第一屆雲端服務創意競賽」，獲得全國第一名的殊

榮。 

在原型品完成後，本計畫團隊參加了由台灣服務科學學會、成大管理學院以

及雲科大管理學院共同主辦之「2012 第一屆雲端服務創意競賽」，打敗了來自全

國 40 所大專院校，總計 84 隊 340 多人，獲得全國第一名的殊榮。同年也以本計

畫成果獲邀在「2012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中展出。同時，在美國牛

肉的新聞事件中，獲得蘋果日報的專訪。 

 

圖九、攝自蘋果日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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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具公信力的雲端資料庫  將是關鍵 

關於本系統下一階段的發展，林博川老師也提出二個方向，其一是功能強化。

舉例而言，在手環的部份就可以搭配上緊急求救、衛星定位、語音辨識、測量脈

搏、個人電子病歷，以及遠端照護監控等各項功能，以提供老年人更佳的使用體

驗。另外也可以擴展使用對象，不再只侷限於老人、素食者，而是所有消費大眾

都能加以利用。例如像女性消費者就能將本裝置用在高熱量食品、保養品、化妝

品的成份標示與查詢上，提供消費者是否適合購買此商品資訊與建議。 

不過更重要的是，政府需盡速建構食品雲端資料庫與認證條碼系統。林博川

老師表示，希望未來我國若再次面臨食品衛生安全事件時，可有公正公開的官方

單位進行檢測判讀成份，並主動發佈檢測結果於官方網站，同時讓消費者可以利

用本發明，直接判讀，顯示“未檢出”、”已檢出，應下架”、”待檢測”等不

同的狀態，讓國人消費採買食品時更加安全放心。而不是目前店家所採取的“影

印檢測報告”方式，賣場東貼西貼，甚至是一整本要消費者自行翻閱，不僅失去

了公信力，且不方便。 

    然食品種類繁多，且須要由公權力（如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等機關）介入

方能使業者願意合作。而建立具有公信力的食品履歷檔案，這裡面至少需包括有

產品名稱、成份，以及公開檢測單位等資訊，以上這些都不是本計畫所能達到。

為了要提供民眾一個安心的購物環境，目前政府正推動安心食品履歷追溯雲端應

用計畫（俗稱食品雲），可以預見本系統在未來將有極大的發揮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