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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洽點我媒合 智慧環狀運動系統

研發團隊

應用領域

技術類別

技術簡介

長庚大學  王鐘賢教授

健康管理中心、運動中心或自費復健中心

軟體平台

智慧環狀運動系統建構在運動管理系統以及環狀運動器材的整合，其中運動管理系統分析
個體健康和技能相關體適能的變化，並依此整合應用於各式運動器材，設計個人化健身處
方，以精準達成「增進體能、促進健康」之目標。

智慧環狀運動訓練側重於改善系統性健康體適能，訓練策略涵蓋核心肌群到周邊肌群的運
動區塊，以及從閉鎖鏈式運動到開放鏈式運動模式。此策略縮短了運動時間並達到較佳的
生理適應效果；亦能從即時的資料了解體適能改變，適時調整運動模式。

以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整合醫療和健康相關數據，將能轉譯應用於個人化運動處方設計與運
動器材應用。並且，終端消費者運動歷程與健康相關數據亦可經由雲端傳輸回進行後續資
訊與服務回饋。

選手 3D 關節姿勢重建

研發團隊

應用領域

獲獎經歷

技術類別

技術簡介

國立臺灣大學  吳育任、連豊力、吳沛遠教授團隊

棒球、高爾夫球類運動

2020 未來科技獎

運動員體態辨識、姿勢較正

利用目前盛行的 AI 影像辨識技術，例如 open pose 或 alpha pose 等軟體，辨識人體關節後，
再利用多相機多視角重建 3D 人體骨骼，由於在棒球等運動員比賽中，選手動作很大，速度
也很快，辨識誤差很大，不同相機有不同的死角，因此，我們先開發一些理論架構決定不
同相機可用的影像關節資料，再去重建 3D 骨架，但是由於 2D 影像 AI 辨識率正確度大多
只能達到 90%，在多相機架構下，誤差會增加，影像抖動比 2D 更厲害，因此需要建立一
套骨架模型，和雜訊消除技術，同時也要針對棒球選手動作重新進行影像辨識訓練。我們
關鍵的技術，在能夠消除 3D 骨架影像重建後的大量抖動現象，維持正確的骨架大小，提供
更正確的姿體關節資料給教練或防護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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