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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本研究計劃將設計並建構一個智慧型撞擊性運動行為偵測與遠距分析暨訓

練系統，本系統主要的設計目標是透過具有偵測出使用者的打擊點、打擊力道、

打擊方向與反應時間能力的智慧型套路沙包來完整紀錄使用者在練習技擊技巧

時之所有動作資訊，並且加上技擊套路模組，可以幫助使用者學習實際技擊套路

以期符合實際需求，實際分析打擊資料並評估使用者對套路的熟稔度並給予分

數。本計劃所提出的設計除了強化直覺化的操控外，對於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運動

習慣的養成更有專屬的分析系統，透過該分析功能可以使練習由淺入深式的循序

漸進，此種設計模式可以保護使用者在操作上的過度使用。除了基本的打點練習

外，更可增置打擊力道感應的功能，這些不同的設備皆遵循 USB 裝置的設計來

實現與電腦進行資料交換，當操作環境在空間有限的情況下，該設備也提供 USB 

2.4GHz RF 無線傳輸的方法來進行，在時間與空間的整合上提供了使用者自行管

理的便利性後，搭配能精準掌握個人體能狀況的系統軟體。 

 

關鍵詞 : 撞擊性運動行為、遠距分析、動作感測技術、網際網路 

 

1. 研究內容 

目前在市面上常見的運動器材中，有不少的肌力與耐力訓練設備可以讓使用

者自行鍛鍊身體與提昇體能，但在技擊技術的訓練上，仍十分依靠教練的從旁指

導。因此，大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便興起如何將技擊運動、動作感測技術與網際

網路結合來提昇網際網路電話通訊系統之附加價值的念頭，經過一年的資料蒐集

研究以及多次與專業教練討論後，確認如果能提供一些科學化的輔具，將有助於

技擊練習者的自我訓練，也有助於教練對練習者的狀況評估，使技擊練習能更科

學化。 

一般技擊的練習方式可分為單招及套路，單招就像中國武術中的內功，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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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每天都需要重複練習。相對於單招，套路則是將基本招式整理後予以前後

連貫，成為一基本套路，而將高級的動作連整理連貫後則成為一進階的套路。每

個套路應有其主題，在練習過程中需一個一個階段的往後學習，讓使用者在每個

階段都可以獲得新的技巧並且可以循序漸進的提昇技擊水準。然而相對於單招，

由於套路中包括了虛拳、實拳、拳勢、方位等不同要求，正確的技擊技巧更要有

專業教練的個別指導。 

目前市面上有許多針對不同應用而發展的專業技擊練習工具，如: 沙袋、

沙桶、拳擊球、拳擊手套、拳擊快速打擊器、練拳皮袋、掛壁式拳擊練習器、吊

式沙包等等，除了極少數結合電子裝置提供更進階之應用外，其餘大都是以其單

純之物理特性提供使用者提昇體能與技擊技術。因此，將電子裝置與資訊技術融

入傳統的技擊練習工具中，將可大幅提昇技擊練習工具之加值，並且可以針對不

同使用者之身體與技巧特性提供個人化、適性化的建議與指導，區隔產品市場，

創造出更大的獲利 USB Cable 連線空間。有鑑於此，因此大景電訊股份有限公

司計劃開發一個能偵測出使用者的打擊點、打擊力道、打擊方向與反應時間的智

慧型套路沙包，並且建構一個「智慧型撞擊性運動行為偵測與遠距分析暨訓練系

統」。 本系統主要的設計目標是透過智慧型套路沙包完整紀錄使用者在練習技擊

技巧時之所有動作資訊，並且將資料傳回遠端系統主機進行分析，並可以讓專業

教練依據相關分析資料在遠端使用網路電話進行指導。 

本計劃內容為設計一個拳擊練習設備，並且透過軟體的操作來獲得使用者

在設備上的所有打擊資訊，這些資訊包含打擊力道、力道向量、打擊點與打擊速

度等四項重要資訊，這些經由使用者以任何打擊技巧作用於設備後，將轉換成數

位訊號傳遞至電腦，在這些既有資料尚不能被瞭解前，將以專家經驗來進行剖

析、重整進而發展出個人化的教練系統，使用者在依據系統提示所做出的打擊狀

態，以序列式的邏輯推算來得知使用者運動機能，進而延伸加重訓練或改以少量

多次的方式回饋使用者，運動的目的在於改善身體機能，不論是過量或不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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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方式都將造成身體更沉重的危害，以下將以軟體及硬體需求來進行說明。 

 

 

2. 技術研發成果說明 

2.1 軟體功能及系統規劃 

 本系統的目標主要為個人或家庭成員皆可以參與的運動器材，因此設定上也

必須能夠分別儲存多人基本資料、體能狀況、打擊記錄等。各個使用者在操作上

可選擇較合適的打擊套路來進行訓練，這些套路在未來可經由媒體、網路、教練

設定等方式產生，並且散播使用，當使用者在完成打擊練習時將由專家系統來進

行身體機能與正確度資訊推算，最後產生報表以供使用者查閱。 

 

成果項目: 

A. 多國語言及跨平台發展 

 本系統開發環境為 2009 年 QT SDK 第四版，該工具本身已俱備有多國語言

 及跨平台能力，同時在不同的作業系統有經過最佳化的繪圖物件，利用 QT

 不僅能以便捷的方式開發系統，在即時的力道曲線及報表產生上都有不錯的

 效能。 

B. 提供各國發行商特製化系統 

 各國風情民俗多有所異，而對於系統的操作或功能限制也有不同，為了協助

 發行商管理系統版本，在設計上將以視覺元件物件化、功能模組化、版型客

 製化的方法制定。 

C. 複數使用者模式 

 共用設備最常發生的問題是使用者條件改變，若未經管理來操作設備將可能

 造成使用者許多負面傷害，為了避免不同使用者過度操作設備，在系統上將

 提供使用者管理模式，當發生使用者改變的條件下，系統將可以獲得目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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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者各種歷史資料，這些項目有個人基本資訊、所有打擊紀錄、平均打擊狀

 態及報表資訊。 

D. 報表及打擊記錄繪製 

 任何既有的數位化資料皆不屬於使用者能瞭的項目，若非透過教練或專家研

 讀判定將不俱備有實質意涵，該資料需要被經過轉換並且以力道及向量的視

 覺化呈現給予使用者，而此曲線表的呈現也同時需要包含最佳打擊及系統評

 定的見意回饋，最後此數據將可以報表方式詳列之。 

E. 打擊套路設計 

打擊套路是屬於得以散佈及共有的指定操作方法的資料，因此對於特定使用

者(教練與專家），應配置有編製與管理的功能，透過該功能使用者可以新    

增、調整打擊位置、力道、節奏等指定資訊，並且於現有儲存媒介以檔案的

方式進行儲存或發佈。 

 

2.2 硬體功能及規劃 

成果項目: 

A. 燈號通知 

指定打擊點為了有效告知使用者，需要有燈號顯示器，在時限內使用者完成

打擊或逾時的狀況皆會熄滅通知燈號。 

B. 感應裝置 

打擊設備需要有多個感應開關(switch)及單個重力感測器，感應開關將用於

獲知使用者打擊位置，並且正確感測打擊力道。 

C. 設備檢查及資料儲存 

設備需要有自行檢測各種功能是否正常，當發生異常狀況將不允許使用者進

行操作，此外設備也需要備有資料儲存能力，以便記錄使用者資訊、打擊記

錄及打擊套路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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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資料傳輸 

打擊裝置可視為一個終端設備，該設備需要以 USB 或 2.4G USB 的傳輸介

面搭配通訊協定來供系統軟體進行設備控制或資料存取。 

 

3. 技術特點說明 

 為了簡化使用者對於軟體操作的繁瑣程序，在設計上採用了置換版面的思

維，這對於操作上有著顯而易懂的作用，使用者在操作上僅需要點選功能項目即

可切換至欲進行操作的頁面，在圖 1 中所示：主體的功能項目分成使用者資訊

(Users)、打擊記錄(Records)、打擊套路(Trains)、及與設備同步(Sync)。 

 當使用者開始操作各項功能前需要先進行設備同步的工作，同步目的是為了

從設備取得各項資料及裝置狀況，若有裝置發生問題將於各獨立資訊顯示"異常"

否則為"正常"，其資訊如圖 1 下方設被狀態資訊所示，完成資訊的取得後；使用

者可針對需求更改各項資訊，如 ID、年齡、身高等等。 

 

 
圖 1、使用者資訊管理 

 
圖 2、打擊記錄管理

 

 使用者也能透過打擊記錄的管理功能(圖 2)來進行既有的記錄查尋或刪

除，在本功能定義上將不允許使用者進行修改的行為，主要的原因是記錄的產生

方法是經由一系列的打擊結果而產生，所以對於使用者而言將只會存在有刪除記

設備狀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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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或開始進行一次新的訓練資料(圖 )。

  

 

 

    
圖 3、打擊記錄報表                    圖 4、打擊套路管理 

 

 拳擊的運動方式及節奏是對於使用者而言是相當陌生的，因此使用者得以從

網路或其它媒介取得由教練規劃設計完成的套路，並且經由管理介面(錯誤! 找

不到參照來源。)來匯入至設備當中，然而在本控制軟體正式發佈上將分成一般

使用者版本及教練版，主要的差異性在於套路是否存在有"設計"的功能。 

 使用者若要查閱既有打擊的詳細資訊，或者開始進行新的訓練，皆可透過打

擊記錄的介面得知(圖 )，當該記錄屬於既有的資訊，則將限定始用者開始/停止

練習的功能，否則經由開始練習的操作，設備將即時的回報當前打擊資訊，且呈

現各項資訊於畫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