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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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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場域

台中市清水區吳厝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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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國小
氣象監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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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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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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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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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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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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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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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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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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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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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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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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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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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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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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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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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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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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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組立

23



感測器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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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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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國小
氣象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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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處裝置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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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處裝置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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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處裝置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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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顯示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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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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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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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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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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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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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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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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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壓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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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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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實體架構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物聯網為基礎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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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聯網為基礎之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

理

物聯網為基礎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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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展示

監控系統平台首頁

系統功能選項

工業型裝置選項

家用型裝置選項

42



監控系統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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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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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站台建置列示圖系統首頁選項圖

圖示瀏覽圖



工業型裝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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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型裝置首頁選項圖

感測裝置站台列示圖

溫濕度監測歷程資料圖



工業型裝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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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濕度監測值圖
溫濕度監測歷程資料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溫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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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型裝置首頁圖

溫濕度感測裝置站台列示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溫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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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一館412研究室溫
濕度監測歷程資料圖

科一館412研究室監控站台
溫濕度監測值指針錶表示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光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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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度監測裝置站台列示圖

科一館412研究室光照
度監測歷程資料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光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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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一館412研究室光照
度監測歷程資料圖

科一館412研究室光照度監測值指針錶表
示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甲烷氣體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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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氣體濃度監測裝置站台列示圖

科一館412研究室甲烷
氣
體濃度監測歷程資料
圖甲烷氣體濃度監測

值指針錶表示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一氧化碳氣體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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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氣體濃度監測裝置站台列示圖

新北市勞工大學
一
氧化碳氣體濃度
監
測歷程資料圖

一氧化碳氣體濃度
值指針錶表示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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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監測裝置站台列示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噪音

54

新北市勞工大學噪音監
測裝
置站台噪音監測歷程資
料圖



家用型裝置選項-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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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勞工大學噪音監測值指針錶表示圖



分散式顯示裝置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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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式大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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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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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 Broker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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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研究提出運用物聯網系統架構之環境監控系統之設計與開發，不同於
過去環境監控系統的建置，大部分的資訊系統都是事先規劃站點與每一
個站點的感測裝置數量與類別，方才開發、建置資訊系統。而在環境監
控系統在運行後，才發現系統變更、升級都需要大量的時間與成本，不
但耗時且不符合經濟效益。

二. 透過實際操作建立原型系統進行測試與驗證，針對監測點環境提供了執
行環境中監測，透過大量感測裝置進行測試，經由傳送至本研究的雲端
平台，可實際上線且持續運作並更新環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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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本研究原型系統實證上證明，基於物聯網系統架構未來將可以提供更
具彈性且低成本建置環境監控系統，能夠簡單性、可擴充性及即時回應
相對環境條件，同步監測與控制對應環境達到預警、安全與節能整體效
益。

四. 在物聯網架構的環境監控系統下，所有的感測物件可以進行動態調節，
監控站亦可動態顯示多類別與不同數量的感測資訊，本研究並結合e化
政府中央氣象局開放資料平台，即時將四百餘筆氣象監控站資料整合到
雲端平台，並整合台灣圖霸地圖平台圖資技術，讓本環境監控系統可用
縮放地圖顯示方式顯示所有監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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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忠 (Yung-Chung Tsao)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理學系博士，目前
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與應
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擔任兼任助理教
授、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擔任兼
任助理教授、靜宜大資訊工程學擔任兼
任助理教授，並且為自由作家，於軟體
工程、軟體開發與設計、物件導向程式
設計、物聯網系統開發、Arduino開發、
嵌入式系統開發。長期投入資訊系統設
計與開發、企業應用系統開發、軟體工
程、物聯網系統開發、軟硬體技術整合
等領域，並持續發表作品及相關專業著
作，並通過台灣圖霸的專家認證。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