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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物聯網 ( Interne t  o f Things,  IOT)之觀念與架構，本文研提供三者新穎案例於構思層面，

包括教育行政管理、醫療照護系統與家庭生活應用，從其系統架構與實用層面進行分析探討；

本文除就 IOT 的系統運作架構，進行比對與敘述對應的功能，探討其可行性的方向，而且也圖

示其實現之方法；雖然，本文所提僅基於構思，在未來本實驗團隊中，將首先於實驗室中進行

模擬與分析實測最後完成實現之工作。  

關鍵詞   ：物聯網、教育行政管理、醫療照護系統。 

 
Abstract 

In this report two application systems are proposed to be implemented, which are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architecture of 
IOT (Internet of Things). Moreover, the rough structure protocol of IOT is applied to describ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The two systems include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ealth care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m will be simulated at the real worl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 IOT (Internet of Things),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health care system. 
 

1.緒論 
最早，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一詞，係由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於

2005 年所發布的報告「The Internet of Things」中提出，處於指在網路化的時代中，除了人跟人之間可以透過網路

相互聯繫、我們各可以透過網路取得物件的資訊外，物件與物件之間可以互通的網路環境。物聯網整合了資訊傳

感之實體設備，如無線辨識系統（RFID）、紅外線（IR）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GPS）、雷射掃瞄器（Laser scanner）
等種種裝置與網際網路結合，使各種物品在生產、流通、消費的所有過程中，實現物品的自動識別和資訊的互聯

與共享，可透明化管理物品，其中非常重要的技術是 RFID 電子標籤技術[1]。據物聯網應用高峰論壇分析，物聯

網行業在未來 3 到 5 年市場規模可達到 3000 億元美金；美國研究機構 Forrester 預測，物聯網所帶來的產業價值，

要比物聯網大 30 倍，將形成下一個兆元級別的通信業務。雖然此一新穎之 IOT 技術的協定並未圓整制定，然而在

日新月異的高科技生活幻境之督促下，IOT 之探討以如日中天。以目前之 IOT 相關探討的文獻，茲於下列分析。

Auto-ID 中心於 1999 年首次提出物聯網(IOT)的事，並成為聚光燈，之後美國總統作出了積極的聲明，鼓勵物聯網

的發展，稱讚它為未來的策略新的行業。物聯網涉及到許多技術，包括建築，傳感器/識別，編碼，傳輸，數據處

理，網絡，發現等物聯網的發展不僅依賴於技術的進步和標準化，但也對改善我們的社會認知，知識，規則和法

律。例如，在未來的物聯網時代，我們像組件或網絡節點和論述，但也對我們的活動像公眾生活的方式可能帶來

許多嚴重的安全和隱私問題。 
在相關之技術上的應用有，用以從控制中心或遠端控制端依所需服務下達命令以對ZigBee 無線裝置或一電力

線控制裝置進行控制，該系統包含一遠端控制端、控制中心、伺服器、ZigBee 無線裝置及電力線控制裝置，其中

遠端控制端用以經由網際網路下達所需服務，控制中心用以發送控制訊息及接收回報訊息，伺服器用以接收、處

理與發送控制訊息到ZigBee 無線裝置或電力線控制裝置、以及發送回報訊息至控制中心， ZigBee 無線裝置及電

力線控制裝置依據控制訊息進行動作、及傳送回報訊息[2]。還有可遠端控制之家電網路系統，其係包括複數個家

電裝置，連接成家電網路，藉以儲存一動作狀態資訊，並連結所有家電裝置；以及儲存該家電裝置之該動作狀態

資訊，並連結該電裝置及所有家電裝置；可分別接收該家電裝置之動作狀態資訊與家電裝置之動作狀態資訊，該

家電裝置與家電裝置依據該動作狀態資訊接續該所有家電裝置未完成的動作[3]。至於在室內定位方法與系統，包

括智慧家電以及一應用程式。前者透過讀取器讀取自身的位置資訊，並傳送此位置資訊。後者由一監控裝置執行，

用以接收智慧家電傳送的位置資訊。監控裝置透過家用電源線耦接於智慧家電。上述應用程式可將家中所有智慧

家電的識別碼以及位置資訊顯示在監控裝置的螢幕上，供使用者察看，讓使用者更加精確地使用智慧家電[4]。其

它像是標準化、可靠性和耐用性，也為物聯網發展的關鍵問題。架構是所有技術的基石。因此，架構不僅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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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問題，而也是一個為未來IOT發展的基礎。沒有一個明確的架構，許多重要的內容不能確定。此後將著重於建

立未來IOT架構的基本模式[5]。 
物聯網的假設對象有數位的功能，可以自動識別和追踪。嵌入式互動的主要目的是看好互動系統和使用者增

益的直接價值並產生新的機會。作者開發各種原型人機交互（HCI）的啟用，由物及相關技術的互聯網探索新的方

式。基於這些經驗，他們得出了一套接口嵌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準則。 
技術進步和新的使用模式可能會導致計算機進行一個嚴峻轉換。自動物件識別（如 RFID 或近場通信和視覺

標記），無處不在的連接，提高處理和存儲功能，各種新的顯示技術，傳感器設備的可用性，並降低硬件成本，一

種新的計算時代奠定了基礎。現在，我們可以建立車輛，設備，貨物和日常物品，成為聯網的一部分。高帶寬連

接的結合，提供基於互聯網的服務，無處不在的計算允許無處不在，隨時可以嵌入到任何的溝通，交流和信息訪

問。我們稱之為 netgets，造成文物得到專門的網絡小玩意，傳感器和執行器，讓使用者無縫地操縱在現實世界中

使用的背景下，數位資訊和資料[6]。 
M2M 是否為新一代的主流系統，由理想的 M2M 如何實現，在這裡我們討論其商業動機、M2M 通訊與技術

的挑戰。M2M 的運用與實際擁有之主要技術之差異。在未來我們所發展的方向為空中介面技術的改進與網路架構

的演進與制定標準，使 M2M 大規模的佈署在日常社會上與 M2M 之可行之運用[7]。 
物聯網與新興技術如近場通訊、實時定衛，和嵌入式傳感器結合，轉換成可以對環境做出反應之智能物件的

日常生活物品。這樣的物件是為物聯網的基礎。本為介紹了智能物價的設計與架構原則之主流之要件，其要件為

物件之活動性、流程感知與其政策，以支持日益複雜之運用[8]。 
M2M 通信被視為未來無線通信之一。從傳統的約束與無線設備需要人手或人為干預，有望開闢令人興奮的新

用途的情況下，服務和應用程序通信使用的 M2M 設備（M2ME），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市場機會，釋放等各

種利益相關者的 M2ME 和組件製造商，服務提供商，通信網絡運營商。 
考慮到大量將在高度分佈式網絡部署 M2MEs 因為低成本的設備和實現的要求，執行的安全將是不確定的。由

於傳統集中式的資訊網絡安全模式通過防火牆的保護，成為由分散的模式是需要的挑戰，正在探索建立安全的分

散方法。朝分散式系統的發展趨勢，產生了眾多的情況下，在執行現實需要，必須由控制風險的補充。正在補充

信任的訪問控制策略的傳統觀念，接受執法的原則。一個實體可以信任的，如果它在可預見的和觀察到的方式挪

作它用的行為。部分執法任務委託給值得信賴的元素分散在一個系統中，可以建立傳遞（即多跳）的信任關係。

這種演變的安全模式，平衡信任和執法，結果在一個有用的，實用，可擴展的 M2M 通信安全的方法，這是一個為

M2M 市場的整體成功的關鍵因素[9]。 
物聯網（IOT）是一種模式轉變，在完善的技術支援為前提，凸顯無線傳感器網絡（WSNs）和 RFID。前者以

法長到提高效率與彈性的操作，但真正的控展性，直到最近才被尋找出來與稍微的進步。傳統的作法使的大多數

的無線傳感器網絡（WSNs）平態勢單一應用而去量身訂製，對於重新使用以前的佈署會有很大的侷限。在補救措

施中，提出了一種新型無線傳感器網絡中的範例，有效地利用網絡資源，並為多個應用程序擴展到平台交叉利用

多個無線傳感器網絡的資源。我們提出了三個階段的方法，在網絡和可用性的第一口徑資源。然後應用程序被表

示為有限集的功能要求。最後，我們提出了一個優化的方法來找到最佳的應用程序和資源之間的對應。這種範式

提出了可擴展性的飛躍，不僅在 WSN 的，但在多個動態的且不斷變化的資源被介紹和移除;除了利用瞬時資源。

為此，我們提出了一個架構，有效地採取不斷變化的需求和規模，在物聯網的無線傳感器網絡。我們的做法是進

一步解釋和描繪物聯網應用的前提下，通過詳細的使用情況證明[10]。 
  集成的行車系統是個完整的系統，提供收集，管理，並上下感知交通和道路環境之位置信息及其解決方案。

在世界上交通訊系仍然是個重要的挑戰。無線電數據系統（RDS），在歐洲和南美洲和鮮為人知的無線電廣播數據

系統（RBDS），在北美是上下感知的信息，提供驅動程序的初始步驟。交通信息頻道（TMC）採用RDS向用戶提

供旅遊信息。無論是研究社會和公共管理部門有興趣了解影響車載信息系統是如何影響用戶的安全。一個集中的

系統也是必要的應用程序需要處理的重要事件，以獲取有關全球道路網絡知識，從而提高駕駛的安全性和效率。

我們提出了一個綜合行車系統的收集，管理，並提供上下文感知的交通信息和驅動程序的位置。該系統採用一個，

綜合V2V（vehicle-to-vehicle）的信息管理系統的豐富和車輛到基礎設施（V2I）通信模式。基礎設施管理車輛檢測

的安全隱患及其他相關信息，使其適應車輛的情況下，駕駛者的喜好。這種行車的綜合系統類似於一個智能的概

念[11]。 
隨著全球知識經濟和終身學習的社會發展潮流，終身學習的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終身學習的單位需要了解他

們所提供的課程是否適當和學生的學習成效，正如廣告客戶需要了解市場和客戶。在此背景下，學習分析是非常

重要的。然而，傳統上，它使用之後的課程問卷調查的數據進行分析和評價，問卷調查通常是在學期結束時進行，

因此即時性較低，教師不能調整課程內容和根據學生的需要立即的學習策略。一些研究人員使用的 LMS 收集的數

據進行即時學習分析，然而，學生進行學習，不只是在課堂上，他們這樣做，當他們到圖書館借閱圖書，使用教

室討論的課程，並利用行動裝置到下載數據和參加研討會等。因此，本研究試圖結合物聯網（IOT）和技術的學習

記錄分析和學生的學習過程進行分析，並進一步使他們和學校，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反饋，並建立一個有效的終

身學習環境[12]。 
 
 



 

  

2.IOT 之系統概念 

舉凡物件之感知(sensing)、運算(computing)、傳送(transmission)所建構之網路皆是未來社會中，生活中所必須

面對的型態。IOT (internet of things) 便是建構此種生活型態的觀念之一，透過底層實體感測元件，取得電器訊號

後，經過信號特徵的確認，比對過程，再加以運算獲得相應之資訊；進行必要之有線或無線傳輸，進而達到預期

檢測(detection)、感知(sensing)、認證(certification)、保護(protection)、預防(precaution)等等之目的。眾所週知，網

際網路(internet)已漸漸地改變或正在改變我們人類的生活型態，也可以說，他正在締造無數的創新與創意之中；知

道與尋找其運用門路之人便可以創造出無數的商機與前途。前述 IOT 之觀念正是此一運用的一者。無論其未來知

應用於工業、商業或農業生產的機制中，其實是全面性的一種變革；其講求的是即時性、安全性、全面性與低價

性。於本文中，作者提出應用 IOT 理念之兩實例，並且經過評估其可行性之分析。 
 

2.2.實例一、具 IOT 功能之於廚房安全監控系統之應用 

廚房是一處得以讓一家人圍桌歡聚，烹煮快樂佳餚的空間，藉著飲食之間分享生活經驗與凝聚全家向心力的

泉源。然而，在歡樂之餘，廚房電器設備的安全與健康食物的衛生條件，往往是上述之泉源的保證。一些安全與

衛生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遺憾。以當今之家父母皆為上班族不佔少數，而廚房中的家電往往隱藏著許許多多看不

見的危機，家中孩童誤觸電源開關，或家中長輩對某一樣廚房電器長時間使用下卻忘了關閉，使得鍋子空燒、瓦

斯外洩、電線走火等，這些意外往往引發不可挽回的傷痛與悲劇。根據以上情境引起我們的啟思，設計整合本項

創新創意作品。 

基於上述容易扼殺生活樂趣的事件，本項創意結合高科技知無線傳輸功能，將各項器具的誤判由感測器進行

感應，再將此微信號放大之後，經由具不同傳輸協定功能知無線發射與接收，由路由與閘道進行控制及監視，達

到安全百分百的器具使用之目標。本案例知創意在於； 

1. 將工業設計概念融入生活居家，達成無線式遠端監控。 

2. 可彈性更換通訊協定，依家電瓦數需求做調控，提升節能效果。 

3. 使用 RFID 技術控管廚櫃，降低餐(廚)具暴露的危險性。 

4. 整合 WiFi 與 Zigbee 複合協定，讓訊號佈建範圍無所不在。 

5. 結合物聯網(Inter of thing)之技術，實際應用於廚房安全裏。 

藉由在每個常用的廚具家電上圖 1，如烤箱、電磁爐、電子鍋、微波爐、廚櫃裝置感測器，透過 WLAN 將數

據收集回架設在天花板的閘道器，透過無線微微蜂巢網路(Femtocell Network)傳送至伺服器端口進行整理，使數據

系統化，再經由 Internet 上傳到雲端，使用者可透過行動裝置下載進行監看廚房即時狀況，進而給予指令回授控制

家電，以確保當家裡無人或僅剩年長者和幼童在家時，廚房安全能受到保障，其中更值得一提，在廚房中的櫥櫃

添加主動 RFID 感測辨識技術圖 2，戴有 Tag 手環的使用者方可開啟櫥櫃，避免孩童輕易接觸到危險物品，例：對

於夫妻皆是早出晚歸的上班族，可以將料理好的食材放置對應鍋(皿)具中，經由行動裝置監控廚房家電，設定起始

時間，等到回家後就有熱騰騰的飯菜。此外，本作品設計規劃更可讓居家使用者減少不必要的電費開銷，進而可

說是一舉兩得。至於在式場潛力中，吾分析期層面涵蓋有，產品特點：由於感測器並不大，安裝於廚房家電中不

突兀，可 24 小時監控。 

通道：各大電器行能跟廚房家電一同販售，增加附加價值和多樣化。營業推廣：主打居家安全。價格：免費安裝

感測器，每月/年酌收管理費，或按件收費。對於廚房安全在台灣來講並不普及受到關矚，而消費者是越來越重視

生活品質與生命安全，因此此項創舉可改變當前的廚房觀念。 

經由上列分析，吾提出一種複合式居家管理系統及其控制方法，該系統包含一遠端控制端、一控制中心、一

伺服器、至少一ZigBee 無線裝置及至少一電力線控制裝置，其中遠端控制端用以經由網際網路下達所需服務，控

制中心用以發送控制訊息及接收回報訊息，伺服器用以接收、處理與發送控制訊息到至少一ZigBee 無線裝置或至

少一電力線控制裝置、以及發送回報訊息至控制中心，至少一ZigBee 無線裝置及至少一電力線控制裝置依據控制

訊息進行動作、及傳送回報訊息；該控制方法用以從控制中心或遠端控制端依所需服務下達命令以對至少一ZigBee 

無線裝置或至少一電力線控制裝置進行控制。此種可遠端控制之家電網路系統，其係包括複數個家電裝置，該複

數個家電裝置係連接成一家電網路，藉以儲存該第一家電裝置之一動作狀態資訊，並連結該家電網路之每一家電

裝置；以及儲存該第一家電裝置之該動作狀態資訊，並連結該第一家電裝置及每一家電裝置；可分別接收該第二

家電裝置之該動作狀態資訊與該第一家電裝置之該動作狀態資訊，該第一家電裝置與該第二家電裝置依據該動作

狀態資訊接續該第二家電裝置與該第一家電裝置未完成的動作而且此，智慧家電室內定位方法與系統。上述系統

包括一智慧家電以及一應用程式。智慧家電透過讀取器讀取自身的位置資訊，並傳送此位置資訊。應用程式由一

監控裝置執行，用以接收智慧家電傳送的位置資訊。監控裝置透過家用電源線耦接於智慧家電。上述應用程式可

將家中所有智慧家電的識別碼以及位置資訊顯示在監控裝置的螢幕上，供使用者察看，讓使用者更加精確地使用

智慧家電。 



 

  

 
圖 1 系統架構 

 
圖 2 佩戴手環式 Tag 開啟 RFID 智慧櫥櫃 

 
2.2.實例二、IOT 之於教育應用 

如果將物件(things or objects)之管理自動化的觀念應用於教育行政(education administration)中不僅可行，而且

是非常新穎與進步的觀念，將此教育管理比喻為工廠中的物件生產自動化(objects production automatical)是十分貼

切的。舉例而言，將學生視為欲進行管理的(物件)，家庭、學校、與社會視為物件行動或行進中的(平台)，學生(物
件)在所有這些平台(家庭、社會；學校)生活與成長的過程，猶如工業、商業與農業產品的製程一般，這些卻是可

以進行管理自動化的，其整體完整架構，將建置於如圖 3。簡而言之，學生只要一卡(感測器、sensor)在手，當進

行自動化的行為管理時，不管其於各種平台之行為(程序)，可以利用被動式或主動式的感知，檢測其行動的態樣，

此一樣式經過確認與轉換的過程，由處理單元進行確認、運算與傳輸，進而比對、認知，最後，可以自動地將學

生的行為態樣進行終端顯示、分析與判斷，即可以完成管理自動化的過程。 
整體完整建構如圖 3 所示，將 IOT 之架構建置於教育行政或行為教育自動化的呈現，以四大層次進行由下而

上建構。仍然必須有一層層於最基本的實體層(physical)，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條碼等等近接感知元

件均是，他們將一般之物理量檢知而轉為電能信號，符合實體層之技術需求。緊接而至的即為信號樣式與特徵的

擷取，信號之大小、頻率或相位為電能信號處理過程重要的提供。 

 
圖 3、IOT 之教育應用架構與對照圖 

 
物聯網的定義與概念，整理物聯網的架構如圖三所示，其架構主要可分為三層，最下層為「感知層」，由各種資訊



 

  

擷取、識別的感知元件所組成；中間為「網路層」，即各類無線傳輸技術；最上層為「應用層」，亦即是物聯網的

各種應用領域，例如：環境監測、城市管理等。而介於網路層與應用層間存在一個子層為「應用支援層」，主要負

責提供各種類型的平台，來串聯各種傳輸網路和應用服務。為了進一步將本文所提之案例，IOT 教育行政管理的

應用實例，擬比對資策會於 2010 年所提之 IOT 的層級架構進行分析研究。就網路之對應發展的層級觀念，IOT 之

教育行政管理應用系統，自感知層（或軟實體層）所涵蓋的感知元件與裝置出發，其中，絕對必須的是各種實體

的感測裝置，其可以將系統所需的電子訊號加以產生，當然，這信號是轉換自感測元件之物理量的過程，一般係

將物理量轉換成電壓或電流的訊號；其取決於感測元件之類別，最常使用的是 RFID，含 reader 與 Tag，這是為了

進行無線作業所需；其他，包含 IP cam，MEMS 或所有可能達到感知與轉換信號動作的任何元件與裝置。由於此

一系統之感知類型，較傾向於行動中之物、事、人，因此，基於配載方便之故，滿足體積小，重量經以及耗能低

之條件是必須的。另外此一層級之裝置除了感之外更進一步能進行檢測與監測之動作時，其應用的層便能得到擴

增。本文於系統中，將 MAC 層歸建於感知層，由於自感知層所得到的訊號，極可能是無所意識的，例如，它可能

是干擾或是雜訊源所形成，因此，於本系統中，希望 MAC 層先將不是必要之訊號加以判斷，並進行隔離，提高系

統之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之目的。經認證確定的感知信號被擷取後，透過網路層之不同協定的轉送，

準備進行與上層之處理。傳統之網路層中，絕大部分係以 WLAN（wireless local network）無線網域網路之協定為

主；近期，基於行動終端之風行，致有多種不同之協定的加入，例如，除了傳統第二代（2G）與第三代（3G）之

外，籃芽（bluetooth），蜂群（zigbee），廣域交談式（wifi）與 WIMAX 等等的協定，均可以依據不同之傳輸據離

或不同傳送目的而應用。基於此，學校行政管理 IOT 設備進行建制應用，提昇建置之靈活度，同時降低建置之費

用。整體系統之主要關鍵牽涉於應用層面的推行與實現之程度，應用層可以非常有彈性。 
 

2.3.實例三、IOT 之於醫療照護應用 

近年來隨著醫療儀器與醫學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人口結構漸漸地走向老齡化的社會結構，因此老人的照顧

也逐漸地變得更為需要。慢性病是威脅著老人性命的一大隱憂，也是人類十大死因的常客，其中三高問題與心臟

疾病更是主因，2011 年而言心臟疾病（10.8%）、腦血管疾病（7%）、糖尿病（5.7%)、高血壓性疾病（2.9%）...等，

都是威脅著性命的元兇。所以老人的長期觀察是不可缺少的。醫療保健是一個新興的市場，主要重點在改善患者

的護理質量，降低醫療成本。服務包括遠程醫療藉由更準確和更快的報告在病人的身體狀況的變化，醫療設備的

自動化連接的醫院網絡和遠程管理這些設備，以及電子儀器和醫院之間的醫療數據交換的情況，從而提高病人護

理和醫療團體，如降低交易成本的實驗室或藥房。 

醫療保健行業已經花了大量的資源，遠程醫療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遠程病人監護和護理，其中一個病人穿的生

物傳感器記錄，如血壓，體溫，心率和體重和健身指標。這些傳感器的 M2M 設備（例如，病人的手機），它作為

一個信息傳送和轉發數據到 M2M 的伺服器，進行雲端管理。M2M 伺服器發送警報和適當的醫療記錄，醫療機構

所收集的數據。M2M 設備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直接提供途中病人的醫療狀況（例如，在救護車），醫院讓醫生治

療病人的到來提前準備。這是一個需要可靠的高速連接。 
我們對於老人常見的三高問題、心臟疾病與老人的骨質疏鬆作為一個觀察的主要問題。如圖 4，把觀察用的

SENSOR 與藍芽做結合，以手機為終端，當手機接收到一個臨界值會自動通報醫療系統及重要聯絡人，以達到即

時性的急救，平時可做為觀察之健康日記。其系統是由需要觀察者穿戴胸帶式心跳錶、手腕式血壓計與振動測試

器，其觀測之 SENSOR 自動傳輸資料給手機進行資料紀錄與監控。當心跳或血壓或振動過高時，手機會自動傳輸

警訊給醫院與聯絡人進行求救，而平常紀錄之數據也可做為醫療之參考資料。圖 5 
其中血糖因血糖計無法直接穿戴在身上監控只能做為資料紀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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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IOT 架構與醫療照護系統之對照圖 

 



 

  

 
圖 5、IOT 之醫療照護應用 

由於 IOT 之標準系統協定於 2012 以來仍未制定完成，擬此，本文仍就利用一般常用之三層協定架構，對照後，

分析敘述本文提出之醫療照護案例與其對應的結果。就實體層言，舉凡醫療中使用之硬式感知設備，例如，胸帶

式心跳感應器，手腕血壓計，血糖計與防摔防倒震盪計，皆屬於 IOT 感知層中可以應用之信號擷取裝置。當然，

依據醫療需求之不同，其實，不僅止於上列之感知裝置。此外，信號依序擷取後，可透過技術成熟的各項網路層

之協定，進行資訊之儲存與取得，當然，亦需依據不同之應用環境，而採取不同之協定的運用，例如，資訊之即

時性，資訊傳遞的遠近，數據量的多寡，等等的條件而定。於本案例之應用的最後，於應用層開發相對應之應用

系統，此一面向仍然須依據醫療院所之需求，進行開發實現，有些牽涉到入體入侵的應用，必須視需求進行大型

醫療計畫的施行，當然，本案例之應用之提出，係基於淺層之醫護應用為主，也比較層於常規式的醫療照護行為。 
3.結論 

IOT 觀念之於人類生活中應用的成熟度已經逐漸形成，就待其應用標準協定的制定完成，相信 IOT 應用將會

是非常廣大的一片市場。本文除了對 IOT 之觀念進行研究與研討之外，另外，提出三者不同領域之應用實例，並

且與 IOT 暫時性之層級協定架構進行比對分析，進行實現認為是具有非常大之可能性的；希望藉此應用實例的提

出，可以對 IOT 實務應用有所貢獻。基於此，本文將於未來逐一擬定計畫，並且利用現有之構思，將其實現於真

實環境中，進行實現之工作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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