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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羽球訓練模式 更有效率
2020-09-08

成大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王振興（左三）團隊與新豐高中羽球隊合作，將人工智慧導入選手訓練。

（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王振興團隊與新豐高中羽球隊合作，透過智慧球拍、ＡＩ影像辨識

技術等科技工具，在選手訓練時導入人工智慧，可更精準的了解選手揮拍力道、速度，讓訓練更有效率。

 成大團隊執行科技部推動的「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計畫」，並與新豐高中羽球隊合作建置實驗場域。成大人工

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技術長江維鈞表示，這計畫主要是透過裝有感測器的智能球拍，來測得球員揮拍的

加速度、轉動角速度、爆發力、反應力，再透過物聯網模組用ｗｉｆｉ即時接收，經由數據來了解揮拍與擊球品

質，讓選手清楚了解應加強訓練的部分。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60094


2020/9/8 智能羽球訓練模式 更有效率 | 中華日報|中華新聞雲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60094 2/2

「智能羽球訓練模式」透過VICON攝影機去了解揮拍軌跡及選手肢體運動的變化。 （記者施春瑛攝）

 江維鈞表示，現場還架設有十二台總價一百二十萬元的環形攝影機，透過影像結合３Ｄ動作擷取系統（VICON）

去了解揮拍軌跡及選手肢體運動的變化，自動化記錄選手訓練歷程、訓練量的統計，來調配訓練菜單，也可透過影

像細微的動作變化，事先預防選手運動傷害。最後他們將透過蒐集到的資料，去開發ＡＩ分析演算法，將來就能改

用一台只要幾千元的運動攝影機取代這系統，入行成本大減，一般球隊都能接受。

 新豐高中學務主任兼教練李宜勳表示，對教練來說以往訓練都用「感覺」，但有了智慧球拍後變成用數據來說

話，可準確看到選手擊球的力道表現及精準度。利用科學化的訓練去提升訓練效果、提升績效表現是環環相扣，希

望藉由運動科學的介入，讓羽球訓練更為精準。

 教授王振興表示，繼新豐高中後，南科實中網球隊也請成大建置實驗場域。他說，這套「智能羽球訓練模式」也

適用網球，羽球拍重量約八、九十公克，裝上九公克中的感測器，選手反映並不影響揮拍手感，若裝在約三百公克

的網球拍上就更沒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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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研發智能羽球拍 成大組跨校團隊

2020-09-08 05:30:00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運動科學越來越受到重視，成功大學團隊配合科技部「精準運動科學研究

專案計畫」，與產業合作，研發「AIOT智能羽球訓練模式」，透過智能羽球拍，可完整記錄選手的揮

拍軌跡、擊球速度等歷程，幫助選手做更精準的訓練，也可避免運動傷害。

成大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佳良，與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執行長兼主任王振興等人

組成跨校團隊，結合羽球運動品牌勝利體育，製造裝有感測器的智能羽球拍，可即時捕捉偵測選手的

揮拍動作後，將訊號透過物聯網直接上傳雲端，記錄並轉化成數據後，提供給教練及選手進行適性化

訓練的參考。

王振興表示，研究計畫目前與新豐高中羽球隊合作，後續南科實中網球隊也將加入。研究團隊在新豐

高中羽球場架設9台Vicon 3D動作捕捉攝影機，記錄選手的動作影像，再與智能球拍捕捉到的數據進

行比對，並搭配智能手錶，幫助教練掌握選手練習的投入狀況、球路，提供運動處方的建議，動作矯

正、減少浪費體能的動作、避免運動傷害，也能延長優秀選手的運動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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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婦脛後肌肌腱失能 足弓劇痛
2020-09-08

骨科醫師柯伯彥提醒，足踝問題要趁早確定病因，才能及早治療並預防惡化。 （記者葉進耀翻攝）

 記者葉進耀／台南報導

 50多歲的王姓婦人是體態稍胖家庭主婦，去年扭到腳踝，長時間站立及步行，內踝及足部內側足弓處感到劇烈疼

痛，治療半年及復健未見起色，到大醫院就診發現為脛後肌肌腱失能，影響到足弓型態，造成「後天性」的扁平

足，經開刀治療並做3個月的復健才改善，疼痛也減緩。

 成大醫院骨科部足踝關節科醫師柯伯彥表示，足弓型態是由足部骨骼楔形結構、骨骼間韌帶、足底筋膜等來維

持，但跨過踝關節的脛後肌肌腱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腳」色，可以想像成是吊橋的纜繩，藉由懸吊舟狀骨來幫忙維

持足弓的型態。因此，當脛後肌肌腱失能時，會影響到足弓的型態，造成後天性的扁平足，帶給患者久站久走的不

適。

 柯伯彥指出，脛後肌肌腱失能成因主要有：一、肥胖：肥胖會增加脛後肌肌腱的負荷。二、附舟狀骨：附舟狀骨

為附生骨的一種，因軟骨在發育過程骨化時，沒有和相鄰的骨骼結構融合為一塊骨頭，附生骨有可能發生在身體許

多地方。若病患的附舟狀骨未因外傷造成其不穩定，足踝功能其實和一般人無異；若外傷引起舟狀骨不穩定，而影

響脛後肌肌腱的附著張力，便會引起內足的疼痛。三、老化：脛後肌肌腱在舟狀骨附著處，屬於供血較少區域，當

年紀增長，如遭遇傷害，脛後肌肌腱會因自癒能力降低而引起功能不良。

 他說，脛後肌肌腱失能造成的後天性扁平足，依其嚴重程度不同分為四級，治療會依病程不同而有差異，像案例

王姓婦人屬程度較輕，但因藥物、復健、足弓墊減壓、減重等治療效果不佳，且有附舟狀骨，而作脛後肌肌腱腱鞘

清創、附舟狀骨切除及肌腱和舟狀骨附著點再縫合，才減緩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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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07  健康醫療網／記者曾正豪報導

 骨腫瘤痛跟生長痛超像！　骨科醫師點出不同之處

骨腫瘤容易發生在兒童到青少年階段的孩子身上，是因為這段時間的骨頭生長速度最快，也因而容易造成變異、產生腫瘤。

18歲的吳同學日前右邊的膝蓋突然非常痛，阿公阿嬤說帶去推一推就好，爸爸媽媽堅持還是要先檢查。就

醫檢查時，吳同學告訴醫師自己沒有受過傷，就是無緣無故疼痛，晚上睡覺也痠痠的，固定都痛在右邊的

膝蓋，而且可以摸到一個腫塊；經Ｘ光片一照，有個腫瘤的陰影、住院接受切片檢查，確診為惡性骨肉

瘤。

骨腫瘤　易發生在兒童到青少年階段

成大醫院骨科部翁閎楷醫師指出，大多數骨腫瘤容易發生在兒童到青少年階段的孩子身上，是因為這段時

間的骨頭生長速度最快，也因而容易造成變異、產生腫瘤；而在這個期間的孩子也可能面臨另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生長痛，但必須要排除其他可能性，包括骨腫瘤，才能做此診斷。

生長痛和腫瘤痛有異同點　推拿後會轉移且易復發

翁閎楷醫師說明，兒童或青少年的生長痛和腫瘤痛有些異同點，相同的是都有可能產生夜間疼痛，睡到一

半會痛到醒過來，也會有骨頭痛和關節痛等問題；不同的是，腫瘤痛會持續在同一個地方，有時甚至可以

摸到腫塊，而生長痛會時左時右，有時在上肢有時又在下肢，運動時腫瘤的疼痛仍會持續，而生長痛會獲

得緩解。

翁閎楷醫師進一步解釋，惡性骨腫瘤的骨肉瘤患者在接受推拿過後的腫瘤會長得比較大，容易轉移到其他

地方且手術後容易復發；其實不只是骨肉瘤，大多的骨腫瘤不管是良性或惡性，在臨床上也會看到同樣的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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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骨腫瘤追蹤觀察即可　嚴重需以化學燒灼或輔助冷凍治療

骨腫瘤的治療方式因良性或惡性而不同。翁閎楷醫師說，絕大多數良性骨腫瘤都不需處理，追蹤觀察即

可；但有另一小部分良性骨腫瘤的攻擊性較強，會吃空骨頭而有結構穩定的問題，須將腫瘤刮除，再以化

學燒灼或輔助冷凍治療來處理腫瘤內壁，以殺死殘存的腫瘤細胞，減少復發的機會，最後再將骨頭填入缺

損處，並依結構穩定狀況決定是否加上鋼釘鋼板來做固定。

治療惡性骨腫瘤　肢體保留重建手術降低截肢風險

另外，惡性骨腫瘤的治療則較為複雜。以骨肉瘤為例，過去治療癒後非常差，截肢率幾乎百分之百，不

過，現在因化學治療和手術定位的進步，存活率已大為提高，肢體保留重建手術為當今治療惡性骨腫瘤的

首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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