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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of Things :  
One of the current top tech buzzwords  

大家都在講，但每個人講的都有點不一樣 
 

The only thing people agree on is : 
Whatever it is, it is worth a lot of money. 

D. D. Guinard and V. M. Trifa 



Ubiquitous Computing 

當計算能力無所不在 

「計算能力」附加於日常物
品所產生的相關應用 



Smart Things 

• 具有計算能力的日常物品 

• 具備「計算能力」的意函 

– 感測能力 

– 致動能力 

– 邏輯與運算能力 

 

4 



 

5 



起源 
• 最早的連上Internet的物品其實是1982年在CMU製作的可口可樂販賣機 

– 使用Finger protocol 

• Ashton在1999年一場演講中提出IoT概念 

– 使用RFID 透過 EPCglobal架構在供應鏈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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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shton is the co-founder of MIT 
Auto-ID Center (now Auto-ID Labs) 



Internet of Things 
• 願景 

– 所有實體裝置和網頁一樣，能透過網路互連 

• 定義 

– 一群智慧物件(Smart Things)，它們 

• 除設置時期之外，不需要人為操作 

• 可透過Internet互連 

• 可透過ICT技術被發現、監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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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 

2014年，Google以960億併購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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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L8TkhHgkBsg 

重要設計概念: 

• 能基於現有設施運作 

• 能回報進度 

• 有能力學習preference 

• 能透過網路被控制 



Philips H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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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yVlPM3FajuA 

PC Home就買得到! 

有提供SDK! 



Nike + i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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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庭 

CES 2015 LG - Smart Ho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uUdi1BiY


IoT的核心技術 

• Things 

– Sensors, actuators, and other devices 

– 嵌入式系統、SOC 

• Network 

– 通訊協定: BLE, Zigbee, MQTT, HTTP, CoAP, XMPP 

• Middleware 

– 自主管理的軟體技術 

– Self-organizing, self-healing, self-learning, self-

description, self-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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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感知 

隨需應變 

自然互動 

情境感知技術 

自主學習及推論 

異質裝置控制與調節 

人機互動 

Middleware 

無線感測網路技術 



感
測
器 

“Sensor” 



為何需要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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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input 

Sensor (Smart Thing) 第一手資料 

第二手資料 



物聯網關鍵技術   

感測器 

感測器是電腦了解現實世界的媒介 

sensors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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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式感測器 
• 定義 

– 一種電子裝置，能探測外界的信號、物理條件（如光、熱、濕度
）或化學組成（如煙霧），並將探知的信息傳遞給其他裝置 

– 感測對象和輸出電壓成線性關係的時候，稱為「完美」感測器 

• 理想感測器還應該遵守以下原則： 

– 只受被測因素的影響； 

– 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 感測器本身不會影響被測因素 

LM35: 一種溫度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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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使用LM35溫度感測器 

得出感測電壓: 電壓是分佈在0V-5V，訊號是0~1023，可依訊號值推算電壓值 

5

1023 5 1023

r v
v r   

1 5
100 100 0.49

0.01 1023

c
c v r r

v
        

由電壓算出溫度: LM35的特性是1度/0.01V 



範例:使用LM35溫度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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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輸出0-1023的類比訊號(電壓值) 

Vcc G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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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 0.49

1023
r r   

A0 

也可以寫成 return raw*0.49; 



Various sensor modules can be 
attached 

• Mote 
– MSP430 

– CC2420-802.15.4 

– 250kbps 2.4GHz  

– Low energy consumption 

– Radio transmission range: 

    20m~30m 

單價約12,000元 

 溫濕 

光感測器 

物聯網關鍵技術   

感測器與控制板 

控制板+感測網路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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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關鍵技術   

感測器與控制板 

• Arduino 
– ATmega328 

– 須自行整合Zigbee模組，即可
成為無線感測網路節點 

– 無線感測網路的平價解決方案 
• 不含感測器單價約2000元 

 

 

 

Zigbee Shield +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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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dget 

– 所有感測器均模組化，不需焊接 

– 支援幾乎所有平台與語言，完整的API支援 

– 不含感測器單價約2850元 

物聯網關鍵技術   

適合初學者的有線控制板 



物聯網關鍵技術   

感測器 與 感測網路 

溫度感測器 

控制板+感測網路晶片 

(Sensor nodes) 

基地台節點 

(Base station) 

USB/RS-232 

PC 
無線電 

無線感測網路 

Zigbee / 802.15.4 



Arduino Yun 

 

 

範例展示: 簡易的溫度感測物聯網 

../../../../../%E5%BD%B1%E7%89%87/4.SmartHome-%E5%B0%8F%E6%9C%8B%E5%8F%8B%E7%AF%87.mpg


Temperature 

Humidity 

27 C 
o 

51% 

應用程式1 

應用程式 2 

感測裝置 
MQTT Broker 

簡易溫度感測物聯網 

MQTT over 
WIFI 

MQTT over 
WIFI 

MQTT over 
WIFI 

感測網路 



各式感測器與感測板形成感測網路 
無線智慧元件 / 感測器 用途 佈建數量 佈建地點 

壓力地板 室內人員追蹤，定位 35 主臥室 

壓力座墊 室內人員定位 6 客廳與主臥室的椅子以及床墊上 

壓力地墊 

室內人員定位 （可隱藏在一般

地毯下，安裝機動性較壓力地

板高） 

1 主臥室的門口 

電流、電壓感測器 家庭電器之使用 2 與電視、電扇串連 

溫度、濕度、光度、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生活環境偵測 2 客廳與主臥室 

磁簧開關、接觸開關 
偵測門窗之開閉或家電、物品

之使用 
4 客廳與主臥室的門窗上 

三軸加速器 
偵測室內物品之使用或當作人

機介面 
2 客廳窗戶上 

紅外線活動感測器 人員或物體活動偵測 2 客廳與洗手間的天花板 

物品定位器 透過聲音找出特定物品的位置 4 
與特定物品繫在一起 

（鑰匙、智慧卡等） 

 

 



未來趨勢: Web of Things 

• 現況 

– 太多聯網標準、發展應用程式時，花太多時間在學習
通訊協定與整合異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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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ased Mashup: 快速開發的秘密武器 



未來趨勢: Web of Things 
• 願景 

– Web 技術目前已經是十分普及的網路技術 

– 能否只學習Web相關技術，就能以Mashup方式開發物聯網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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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T的基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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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Web技術操作所有聯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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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ful Web Services 

• R. Fielding在其博士論文提出之架構風格 

– 將HTTP的精神套用到Web Services上 

– “REST is not a standard, but it describes the use of 

standards” 

• HTTP/ URL/ XML 

• 和傳統SOAP/WSDL Web Services各有優勢 

 

http://www.ics.uci.edu/~fielding/pubs/dissertation/top.htm 



RESTful Web of Things 

萬物皆視被為具有URI的資源(Resources) 

http://acme.com/dep1/notebook1 

http://acme.com/dep1/box1 

http://acme.com/dep1/person/Helen 

http://acme.com/dep1/stapler 

http://acme.com/dep1/phone1 



RESTful Web of Things (2) 

http://acme.com/dep1/stapler 

Client 

GET 

GET 一台釘書機
要回傳什麼? 

Resource 



RESTful Web of Things (3) 

http://acme.com/dep1/stapler 

Client 

GET 

RESTful Web Services支援多種表徵(Representation) ，例如HTML, 
XML, JSON, … 

Representation 

<state> 
   <staple_no>4</staple_no> 
</state> 

Resource 

釘書機的狀態 



資源的狀態隨時會改變 
http://acme.com/dep1/stapler 

Client 

GET 

<state> 
   <staple_no>4</staple_no> 
</state> 

Resource 

釘書機的狀態 

Client 

GET 

<state> 
   <staple_no>3</staple_no> 
</state> 

Resource 

藉由取得資源的表徵，我們可以得知該資源的狀態改變 



REST =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表徵 狀態 傳送(轉變) 

Client 

GET 

<state> 
   <staple_no>3</staple_no> 
</state> 

Resource 

藉由不斷傳送資源的表徵，可以得知該資源的狀態改變 

Client 

PUT  /recharge 

Resource 

甚至於也可以改變資源的狀態 

<state> 
   <staple_no>10</staple_no> 
</state> 



 

 

 

Method CRUD 

POST 
Create 

update, delete 

GET Read 

PUT 
Update 

create 

DELETE Delete 

POST: create with unknown ID, PUT: create with known ID 

CRUD與HTTP Action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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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空間應用服務開發工具組 
進行中研究: 透過Web技術即可創作智慧空間應用服務 



sMAP (Simple Measurement and Actuation Profile) 

由美國Berkeley大學David Culler教授研究群所提出， 

一個可透過RESTful架構從遠端存取感測器資訊的系統架構。 

我們基於Phidget Interface Kit、Raspberry Pi 的
硬體，在Raspbian Embedded Linux上使用
JAX-RS實現了sMAP架構 

智慧空間應用服務開發工具組 
進行中研究: 透過Web技術即可創作智慧空間應用服務 



60cm 紅外線測距器 sMAP 小盒 

燈光空調控制器 
室內照度計 

溫濕度計 應用 

• Mobile Sensor Web 

• 剌客門鈴 

• 懶人燈控 

• 溫度調控 

• 聲控服務 

• 防盜監控 

Mobile Sensor Web 

餐
桌 書架 

書
架 

書
桌 

鞋櫃 

門 

無線搖控插座 

無線搖控燈座 



WoT與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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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軸 

– 適用於數位互動展演的穿戴式運算整合平台 

 

近期研究方向 
穿戴式互動展演創新應用 

研究團隊:蔡子傑、李蔡彥、陳恭、
陳儒修、張宏慶、廖文宏、黃心健、
陶亞倫、余能豪、廖峻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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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方向 
穿戴式互動展演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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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馬戲團: A Digital Art Performance 

based on Wearable Technologies 
Public performance on 5/8 (Kaoshiung) and 5/20 (Taipei) 

../../../../../%E5%BD%B1%E7%89%87/4.SmartHome-%E5%B0%8F%E6%9C%8B%E5%8F%8B%E7%AF%87.mpg


Wearable 互動展演系統 

 

 

範例展示 

../../../../../%E5%BD%B1%E7%89%87/4.SmartHome-%E5%B0%8F%E6%9C%8B%E5%8F%8B%E7%AF%87.m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