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 Kinect 建構人體動作偵測模式並結合雲端警

示之居家照護系統 
 

簡志宇* 陳薏文 許涵逸  
王裕凱 康家瑋 任海宏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E-mail: jianzy@takming.edu.tw 

 
摘  要 

 
以往傳統的居家照護幾乎都需要人力在

家裡親自照顧，或者雇請幫傭、外勞，許多相

關的研究嘗試使用科技取代人力，例如使用

RFID 技術偵測，而本次研究最初的理念就是被

照護者不需配戴任何設備，因此以影像辨識及

空間深度偵測的技術為 
基礎，設置數台 kinect 組合成影像偵測系統，並

以統計方法分析受照護者的各項動作，經由測

試修正通報邊界值，達到較為完善且節省人

力、時間、金錢的居家照護通報系統。當受照

護者發生危險情境，照護者及家屬不論在家或

者在外地，皆可以透過我們的 app 雲端軟體、社

群網站或是 SMS 簡訊即時了解家中照護者狀

況，組成一套即時的危險情境偵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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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系統最主要為了使老年人或者行動不便

的受照護人，能夠得到更完善並且讓照護人能

更即時的了解受照護人的情況。首先照護人可

以先到我們的網站註冊成為會員，網站提供照

護人新增受照護人的基本資料，方便受照護者

發生意外時能達到較精確的模式分析。透過居

家安裝的影像辨識系統，結合目前幾乎人手一

支的智慧型手機，開發一套緊急事件通知的雲

端 app，在意外事件發生時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並

且定位目前位置，讓照護人能就近選擇從目前

位置趕回家中或者叫救護車……等。 
 

二、相關研究 
 
2.1 kinect影像辨識設備 

由於 Kinect 有三個鏡頭，中間的鏡頭是一

般常見的 RGB 彩色攝影機，左右兩邊鏡頭則分

別為紅外線發射器和紅外線 CMOS 攝影機所構

成的 3D 深度感應器（如圖 1），在擷取影像的方

面，可一次達到擷取彩色影像、3D 深度影像、

以及聲音訊號的功能。 

 

圖1 Kinect外觀構造圖 [5] 

同時 Kinect 具有追焦功能，底座馬達可左

右旋轉 27 度，也就是說就算受照護者走出預設

的範圍，鏡頭還是能跟著受照護者轉動，補足

了一般 DV 只能單純紀錄影像卻不能辨別空間

深度及無法追焦。 
 

 

圖2 Kinect骨架追蹤系統 [6] 

 

在辨識影像方面，kinect 將偵測到的 3D 深

度圖像，轉換到骨架追蹤系統(如圖 2)，該系統



最多可同時偵測到 6 個人，包含同時辨識 2 個

人的動作，使用 kinect 則此系統將不只限於掌控

一位受照護者。且每個人共可記錄 20組細節[4]。 

2.2  相關研究 

2.2.1 植基於RFID 技術之居家照護及安

全系統 
這份文獻裡主要使用RFID去監控受照護者

是否有進入危險區域以及記錄所停留的時間，

準確度的部分可能有待商榷，例如:受照護者進

入廚房燉湯，卻因為停留太久而觸發系統發送

警報 。定義為過久的時間停留，沒有一般統計

數據，或者平時受照顧者進入危險地區的時間

平均值。而且此研究受照護者要隨時配戴著

RFID感應手環，若受照護者進入浴室洗澡把手

環拿下後忘記再帶回去，可能會造成警報頻頻

通報，浪費資源和造成照護端的麻煩。再加上

RFID是利用感應器發射無線電波，觸動感應範

圍內的RFID標籤，不能辨別受照護者目前的肢

體動作是否正常，也無法精確偵測居家危險的

空間。 

2.2.2 心理人文與智慧工程共構之可塑

型優質高齡化生活空間 
此篇子研究報告中，透過網路傳遞給醫療

人員或者家屬，雖然可以即時傳送受照護者

的肢體狀態，但也要預備一個人力在電腦前

隨時監控，實際上的可行性不高，而且擷取

的影像只有肢體與頭部， 無從得知此肢體動

作是否為此空間中合理的狀態，可能會造成

照護者的誤判。 

2.2.3 同質系統比較表 
 

 

 人體動作偵

測結合雲端

居家照護系

統 

心理人文

與智慧工

程共構之

可塑型優

質高齡化

生活空間 

RFID 技

術 之 居

家 照 護

及 安 全

系統 

人 力 監

視 

無須人力監

視 

需要醫護

人員或者

照護人隨

時監控 

需 醫 生

隨 時 監

控 

受 照 護

者 是 否

需 配 戴

設備 

無須配戴任

何設備 

無須配戴

任何設備

受 照 護

者 需 隨

時 配 戴

RFID 手

環 

辨 識 照

護 者 動

作 

有，可常態紀

錄並分析 

無 無 

影 音 監

看功能 

有 有 無 

判 斷 危

險情境 

有 無 無 

主 動 發

出 緊 急

通報 

有，提供三種

通報方式選

擇 

無，僅供

監看 

無，僅供

監看 

個 人 化

照護 

有，按照每位

受照護人狀

況逐次修編

通報門檻 

無 無 

支 援 行

動 裝 置

雲端app 

有 無 無 

表 1 同質系統比較表 

 
三、研究方法 

 

3.1系統架構 
 

本系統由數台kinect組成影像辨識子系

統，接下來由模式分析子系統辨識受照護人

的行為後，如分析結果判定受照護人行為異

常，預警子系統會經由主機連結雲端app，對

照護人發出警告後，回傳到後端資料庫儲

存，或者經由電腦連結網際網路發送訊息至

社群網站，例如:Facebook……等，也可選擇

由電信基地台發出SMS簡訊的方式通知照護

人。系統架構圖如圖5。 



 
      圖5 系統架構圖 

 

3.1.1 影像辨識子系統 
 

使用kinect來做為影像辨識子系統的媒

介，包含軀幹、四肢以及手指達成能細部追

蹤受照護者的實際動作。 
目前以head節點的座標為主，我們參考計

算 向 量 加 速 度 的 公 式 [5] ，

三

軸加速度合量 a= ，先針對受照

護者平時動作分析得出個人加速度 若

則通知後端疑似發生跌倒，並

擷取跌倒前boby節點的y座標 令疑似發生

跌倒後的boby節點y座標為 ，五秒內若

則判斷為跌倒久臥未起，儲存發生時

間並通報照護人，若 ，則不發出警告。 
利用模式分析技術剖析受照顧者的肢體

動作，並經由每次的測試及回饋減低動作誤

判率。 
 
3.1.2 模式分析子系統 
 

經由kinect影像辨識子系統紀錄受照護

者的各種基本肢體動作，如:站立、蹲下、坐

下、躺下等動作，分析後送至後端資料庫儲

存。由於每個人的身體狀況不相同，在初次

使用先以預設的門檻值來通報照護人，本系

統監視受照護者肢體架構的節點，如在一定

的時間內，偵測到異常的加速度位移後發出

通報，若照護方回饋為誤報，則修正通報的

門檻值，透過照護人一開始在網站上填寫的

受照護人資料及本次意外事件，去分析此肢

體模式是否正常，逐次修改成較完善的肢體

動作模型資料庫，達到個人化的居家照護。  
 

3.1.3 預警子系統 
 

  主要有三個通報方式供照護者選擇。 
A. SMS簡訊通知 

本系統監視受照護者肢體架構的節點，如

在一定的時間內，偵測到異常的加速度位移

後發出通報，若照護方回饋為誤報，則修正

通報的門檻值，透過照護人一開始在網站上

填寫的受照護人資料及本次意外事件，去分

析此肢體模式是否正常，逐次修改成較完善

的肢體動作模型資料庫，達到個人化的居家

照護。 

 

圖6 SMS簡訊模組架構圖 

 

B. 緊急事件通知雲端app(持有智慧型裝置

的照護人適用) 

模式分析系統所判別受照護者的即時突

發狀況，經由網際網路或行動網路立即回報

給照護者，讓照護者能夠同步得知家中受照

護者的情形，緊急事件通知app還能顯示目前

照護者與受照護者間的距離，方便照護者來

預估返回家中所需耗費的時間，如無法及時

返回家中，也能尋求其他協助，並且提供歷

史事件紀錄與查詢。 

C. 連結網際網路利用社群網站發布消息，例

如:Facebook。 

目前社群網站統計根據 Facebook 最新的統

計資料，其會員數已經突破9億，每日活躍會

員有 5 億 2600 萬名，其中有4 億 8800 萬

的 Facebook 行動版本使用次數[8]。由統計

數據可見facebook是目前較熱門的社群網

站，利用Facebook API來撰寫程式自動發

文，並且經過驗證手續加入系統私密社團，



保障受照護人隱私，若照護人目前不方便馬

上處理狀況，其他有權限接到通知的親朋或

好友也能得知此緊急事件並進行處理，建立

有效率的居家安全防護網。 

 

3.1.3 系統流程圖 
 

 

      圖7 系統流程圖 

 

四、研究結果 

    本系統最主要透過 kinect 影像辨識系

統，擷取受照顧者肢體動作(如圖 8)進行模

式分析，行動裝置下載雲端 app 之後照護者

先透過帳號密碼登入(如圖 9)，之後若有判

定為緊急事件發生時，則會發送通知(如圖

10)，同時 app 能定位目前照護人與各個受

照護者的距離及預估前往時間(如圖 11)，每

筆意外通報歷史也能透過 app 查詢(如圖

12)。 

 

圖 8 受照護者肢體動作分析圖 

 

 
圖 9 照護者登入頁面  

 
圖 10 發送緊急通報 

 

 
圖 11 意外歷史紀錄查詢  



 
圖 12 定位受照護者距離 

 

網站端的主頁有本系統功能概述、產品需

求、建置環境案例、會員登入功能……等(如

圖 13)，照護人能填寫各受照護人基本資料 

(如圖 14) 、也能列出所有受照護者詳細資

料與定位(如圖 15)，而意外通報歷史可以

逐筆列出或者透過日期查詢(如圖 16)。 

 
圖 13 網頁端首頁 

 

 
圖 14 填寫會員資料及受照護人資料頁面 

 

 
圖 15 受照護人列表及定位 

 
圖 16 意外歷史查詢頁面 

五、未來工作 

   使用 kinect 來作為影像偵測的媒介雖

然能節省人力資源，不需要無時無刻盯著螢

幕監控受照護者的狀況，但受到 kinect 目

前只能左右追焦各 27 度的限制，若是受照

護者的活動場地較大，或者空間格局較容易

有阻隔、遮蔽，未來將使用數台 kinect 來

提升偵測範圍。在偵測與辨識方面，將新增

更便利於使用者的功能，讓照護者無需事先

在網站上登入去填寫各個照護者個人資

料，只要未登錄之受照護者進入 kinect 偵

測範圍就能自動偵測，並詢問是否新增並寫

入其肢體結構開始到系統裡進行分析紀錄。 

在社群網站通知照護人的部分也將會

針對隱私的部分加強，未來照護者及受照護

人的 facebook 加入私密社團之前，將多一

道驗證手續，例如:動態密碼驗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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