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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顯示臺灣人使用網際網路人口達到六成之

多[2]，且人數正逐漸增加中。網際網路的便利性、

普及性，使得各類裝置與設備亦可以該技術連結，進

行資料傳送，而不限於人員與一般電腦。 

 摘要 

隨著社會的高齡化，如何克服醫護資源缺乏的問題，

是未來各國在衛生政策必須面對的課題。根據一些研

究指出，高齡者在家中或社區接受遠距照護的做法，

將是未來最能善用醫療資源的方式之ㄧ，惟此種架構

有賴於網路及生理監測技術的整合。本研究即以此架

構為基礎，提出一結合網際網路以及 Zigbee 網路的系

統，並製作遠距照護閘道器來連接網際網路及感測網

路，以實現遠距照護系統。最後並以心率量測做為本

架構的實作範例，結果顯示此種架構具有容易製作、

低成本、容易接取的優勢，適合作為遠距照護的架構。 

另一方面，微機電、感測與微波等技術的發展，促使

了無線感測網路的興起，2005 年提出之 IEEE802.15.4 

/ZigBee 標準即是一種短距離的無線通訊技術。低速率

資料傳輸、省電、低價位是它的最大訴求，而「個人

區域網路(PAN)」就是它最可能的應用之ㄧ。 

ZigBee 能掌控六萬多個 Sensors，介面傳輸只要二十

分之一秒 [5][6]。這項技術還可應用於門禁管理系

統、環境監測系統、燈光控制系統、即時訊息傳輸系

統，應用範疇非常廣。在遠距照護應用，受照護者的

生理資料就很適合使用 ZigBee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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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caring resources is becoming an 

inconvenient issue in health policies of all aging societies. 

Telecare, which heavily relies on the vital sign sensing 

and device connectivity, is one of the methods that can 

effectively utilizes the medic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some research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rchite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telecare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an Internet/ZigBee gateway. The simplicity, low-cost, 

accessibility of the architecture is demonstrated with an 

application of grouped heart rate monitors. 

利用網際網路的普及性和 ZigBee 感測網路的特性，本

研究擬將此兩種異質網路結合，來實現遠距照護的理

想。 

2、系統架構 

為了連接網際網路以及 ZigBee，我們以一個人電腦(PC)

與ZigBee協調器製作了一個遠距照護閘道器來執行此

一工作。整個照護系統架構如圖一所示。 

 

Keywords: Telecare, Gateway, ZigBee. 

1、前言 

根據內政部社會司於 2006 年的統計，我國 65 歲以上

老年人口佔總人口的 9.87%，已超過聯合國高齡化社會

的標準，其中又以老年人在醫療成本花費較高[1]，對

於罹患慢性病老人而言，若長期居於醫療院所，則不

僅生理心理難適應，其所需之醫療資源甚鉅，因此建

立遠距醫護是改善上述問題的方法之ㄧ。 

圖一：系統架構圖 

其中終端裝置(Device)負責蒐集生理訊號，再將資料

以 ZigBee 的封包格式傳送給協調器(Coordinator)，

並進而傳給 PC 作為網際網路上一個 TCP Socket Port

的資料來源。 

建立遠距醫療照護技術，一則有賴於成熟之生理感測

技術，另一方面則是要運用成熟之數據通訊或網路技

術。 但是 ZigBee 通訊係以短位址(short address)作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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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5]，此地址係動態地由協調器指定，會隨著終端裝

置開機順序而改變，因而無法做為網際網路上的唯一

固定位址。由於短位址是由協調器發出，因此協調器

內存{短位址，IEEE 固定位址}之轉換表，協調器須負

責往來封包中短位址與 IEEE 固定位址之轉換。 

除了位址轉換，協調器亦須負責將往來資料做封包格

式之轉換。例如，在收到 ZigBee 封包後，協調器會將

資料以圖二之協定傳送至 PC。 

伺服器之作業系統為 Linux，我們所撰寫之閘道器程式

主要工作是管理 TCP 埠，每當客戶端有一連接要求,系

統即衍生一執行緒(thread)負責 TCP 埠與某一終端裝

置之資料收送，並執行{埠，IEEE 固定位址}之位址轉

換工作。封包格式轉換(即將圖二之封包格式與 TCP/IP

格式互換)，亦是其主要工作。 

資料係以雙向傳輸，因而遠端可讀取資料外，亦可以

傳送資料或指令至各個終端裝置。 

2.1、數據通訊方式 

數據通訊方式，一是終端裝置將資訊傳給遠端的客戶

端，另一則是客戶端下指令給終端裝置作為控制或下

載相關資料用。 

2.1.1、感測資料送至網際網路客戶端 

終端裝置從受測者身上取得訊息包裝成Zigbee的格式

傳送給協調器，協調器拆解封包後，再將訊息包裝自

訂的封包格式(圖二)經 RS-232 介面傳送到 PC 做處

理，由於 Zigbee 網路本身即具有錯誤回復的功能，因

此伺服器不再執行錯誤回復，即錯誤的封包將不再重

傳，PC 拆解自訂的封包格式再根據 IEEE Address 查表

轉換成連接埠(port number)送到 TCP 客戶端，此時客

戶端應用程式便會呈現個人的生理資訊，顯示生理狀

態。 

2.1.2、TCP 客戶端送資料至終端裝置 

TCP 客戶端欲透過網際網路將指令或資料給終端裝置

時，TCP/IP 封包將先由伺服器拆裝，再包裝成自訂的

封包格式(圖二)傳送給協調器，而協調器拆解自訂封

包格式後包裝成 Zigbee 封包格式經無線傳送到客戶

端，無線網路一樣會檢查接受資料確認，收到後拆解

封包依指令執行動作。 

 

名稱 長度 說明 

(bytes)
SOT 1 Start of Text 是用來判斷讀取一

個完整封包的開始 
IEEE 
address 

8 每個 ZigBee 裝置的固定識別碼

Length 1 封包長度 
Payload Variable 承載資料 
Time 4 終端裝置與 PC 連線時間 
LF 1 封包結尾 

圖二：自訂封包格式 

 

3、遠距照護閘道器運作情形-以測量心率為範例 

我們製作了此一系統，並以群體心率監測為應用範

例，以驗證此架構之可行性。 

3.1 客戶端的運作情形 

我們採用單導類比式胸帶測量(如圖三所示)同時監測

3人以走動的方式偵測心跳的情形運作。運動中存在不

小的雜訊，因此推估心跳方法係參考[7][8]做法。三

台終端裝置收到的生理訊號分別會經由不同的 TCP/IP

連接埠傳回客戶端。圖四視窗右側會針對個人顯示出

最大心跳值、平均心跳、最低心跳，並標示與 PC 連線

時間，以及感測裝置開機時間左側顯示各監測圖形的

縮圖，視窗中的小視窗，其 X座標為時間(秒)，Y座標

對應時間所反應的可能心跳(心跳數/分)，藉此介面可

即時監測心跳變化曲線。  

 

圖三：單導類比式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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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客戶端運作情形 

4.結論 

遠距照護是未來的趨勢，本研究所實作之閘道器連結

了網際網路和 Zigbee 兩個異質網路，為未來之照護技

術，開啟了一個可能的做法。其優勢在於低價位、容

意接取、使用既存之標準技術，易於移植至其他嵌入

式系統。但應用於生理監測時，其衍生之安全、隱私

等問題，有待更多之研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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