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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達到健康的生活，本專題設計規格化

之血壓、脈搏、眼球轉動的量測模組，將模組的

訊號透過DAQ訊號擷取器，做A/D轉換後傳到

電腦平台上。最後經LabVIEW圖形化程式介面

系統軟體，編寫程式設計，功能包涵計算出血壓

的收縮壓、舒張壓以及脈搏的次數，並且做出判

讀警示、儲存數值，同時可透過郵件發送至該病

患或該醫生之信箱。依照眼球左右及上下轉動的

波形，顯示其目前的狀態。 

 

關鍵詞：遠端照護、LabVIEW 圖控系統、DAQ 資料

擷取 

 

1.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台灣地區根據行政院經建會的人口年齡

統計，自2001到2007年間，老年人口統計都有逐

漸上升的趨勢，2007年間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

已經達到2,329,844人 [15] 。在台灣地區65歲以

上的老人中，有80％患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慢性

疾病 [5] 。 

目前量測生理數值的方式，都以各別獨立式

的量測為主，且大部份都僅止於醫院、診所、家

庭的各別量測，對在醫療資源不足的偏遠地區居

民而言，非但沒有完善醫療院所，更談不上遠距

醫療系統的建置。根據文獻中的研究資料顯示，

目前尚無一家醫療機構啟用即時通報與網路診斷

。 

利用DAQ訊號擷取器可做類比數位轉換（A/D

）、數位輸出入（DI/O）以及計數與計時等應用

經有線網路傳送至電腦。LabVIEW圖形化程式介

面系統透過DAQ訊號擷取器的傳輸介面，可作類

比訊號處理和取代儲存式示波器，DAQ訊號擷取

器將生理測量模組的訊號儲存，再經LabVIEW圖

形化程式介面系統設計視窗型PID控制程式，可直

接控制DAQ訊號擷取器執行訊號控制，並將數值

顯示出來，在修正或測試方面，也比傳統的方式

快速簡便，可靠性也較高。另外使用LabVIEW圖

形化程式介面系統內建Web Serever做遠端的監

控外，在信號資料的遠端傳遞實驗中，可透過網

路將LabVIEW圖形化程式介面系統截取檔案的信

號顯示出來，達到另一種的遠端監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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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血壓、脈搏 

利用水銀柱讀取臂帶內的壓力值，由於當臂

帶壓大於動脈壓時，動脈血管會受壓迫而變形，

阻斷血流通過，當臂帶壓瞬間大於臂帶壓時，由

於前端為一真空狀態，所以血流通過時，會產生

渦流現象而發出聲音。臨床上稱此聲為korotkoff聲

音，藉由聽診器可以聽到此聲音。聽到的第一聲

即為收縮壓，當臂帶低於動脈舒張壓時，所聽到

的最後一聲即為舒張壓。 

根據美國國家高血壓防治委員會重新定義18

歲以上的成年人新制定的血壓分類如下： 

 前高血壓：收縮壓 120~139mmHg，舒張壓

在80~89mmHg。 

 第一期：收縮壓 140~159mmHg，舒張壓在

90~99mmHg。 

 第二期：收縮壓 160mmHg以上，舒張壓在

100mmHg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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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血壓：收縮壓 100mmHg以下，舒張壓在

60mmHg以下[5][6]。 

圖 1 為人體各血壓支血管示意圖，表 1 為

各年齡層正常的血壓值。正常的脈搏心跳約每分

鐘60~100次，超過或低於都可能患有疾病。 

 

 

 

 

 

 

 

圖1. 人體各血壓支血管示意圖 

 

      表1. 正常血壓值 

 

 

 

 

 

 

2.2 眼球轉動EOG 

 

圖2. 控制眼球三對肌肉的相對位置 

 

眼球的移動主要由三對肌肉所控制，分別為

內外側直肌、上下直肌和上下斜肌，各眼肌的相

對位置。如圖 2 所示，其中內、外側直肌交互收

縮可使眼睛左、右轉動；上下直肌的交互收縮可

使眼睛上、下轉動。斜肌則使得眼球旋轉以保持

視野直立位置。 

當物體影像由中央小凹區移動至邊緣時，透

過負回授機制的反射動作，來控制三對眼肌肉使

眼球運動，而讓影像回至中央之小凹區的中央位

置。所以當影像往上移動時，眼球會下降移動；

影像向水平左方移動時，眼球就會向右方向移動

、使影像回至中央至小凹區的中央位置。 

 

3.研究內容 

3.1 血壓、脈搏電路模組說明 

如圖 3 為血壓、脈搏電路模組製作的流程圖

，圖 4 為血壓、脈搏電路圖。 

 

圖3. 血壓、脈搏電路模組的流程圖 

 

圖4. 血壓、脈搏電路模組的流程圖 

 

首先將臂帶內壓經壓力感測器如下圖 5 所

示，藉由驅動電路轉換成電壓值，其帶通濾波

器頻寬為1~3Hz，再將過濾後的訊號再次放大500

倍即為壓振波振幅。藉由臂帶內壓值和相對應的

壓振波振幅來計算出血壓、脈搏。 

當動脈壓波經動脈血管，產生出動脈體積波

，體積波再影響到臂帶內壓的變化，即產生我們

所量測到的壓振波形圖。在臂帶氣囊壓振波的最

大振幅發生時，所對應的臂帶內壓即為平均血壓

，至於收縮壓和舒張壓的尋找為一統計上的研究

，分別於最大振幅的兩側，找尋收縮壓比和舒張



壓比的相對壓比的相對振幅，其所對應到的臂帶

內壓即為收縮壓及舒張壓。圖 6 為壓力感測器的

等效電路，由上而下分別是1）GND 2）+O/P 3）

Vs 4）-O/P。 

 

 

 

 

 

 

    圖5. 壓力感測器 

 

 

 

 

 

 

圖6. 等效電路 

 

3.2 眼動電路模組說明 

如圖 7 為眼動電路模組製作的流程圖，圖 

8 為眼動電路圖。 

 

圖7. 眼動電路模組的流程圖 

 

 

圖8. 眼動電路模組的電路圖 

眼球的運動主要受到三對肌肉控制，當眼球

朝不同方向運動時，相對應的眼球肌肉極其受到

腦神經刺激產生電位變化。將表面電極黏置眼球

的上、下、左、右並在額頭放置參考點電極以避

免漏電流造成危險。 

使用兩組電路同步量測水平和垂直分量，透

過前置放大器將訊號放大50倍，並採用隔離電路

避免人體受漏電流電擊，經過帶通濾波器時的頻

寬為0.05~32Hz再將過濾後的訊號再次放大500倍

，最終利用示波器或由有線、無線傳輸到電腦上

觀看出水平和垂直運動時的分量波形。 

 

3.3 DAQ訊號擷取器說明 

訊號接入電腦前，先透過感測器或換能器轉

換成電訊號，只需透過DAQ卡來擷取，DAQ系統

可以讓資料之擷取、分析、呈現結果、儲存以及

網路傳送等功能開發，變得更快更有效率。DAQ

訊號擷取器能夠建立類比輸入、類比輸出、計數

輸入、數位輸入等四個動作 [1]。再配合上

LabVIEW圖形化程式介面軟體使用，本研究採用

USB-6009型號的DAQ訊號擷取器如圖 9 所示。 

 

 

 

 

 

 

 

 圖9. USB-6009 DAQ訊號擷取器 



4.實驗結果 

4.1 血壓、脈搏 

本專題實驗設計出規格化的血壓、脈搏測模

組，根據白色訊號臂帶的內壓值，與紅色訊號壓

振波的波幅，量測血壓及脈搏 如圖 10 所示，做

到同時儲存紀錄 如圖 11 所示與郵件信箱的傳送

如 圖 12 所示。   

 

 

圖10. 量測的血壓及脈搏 

 

圖11. 紀錄底下的血壓及脈搏 

 

圖12. 郵件信箱的傳送 

 

4.2 眼動圖 

    本專題實驗設計出規格化的眼動測模組量測

，眼動左右訊號及眼動上下訊號分別根據電壓值

可做出判斷眼球的向左移 如圖 13 所示、向右移 

如圖 14 所示，與眼動上下狀態的眨眼 如圖 15

所示。 

 

圖13. 眼球向左移 

圖14. 眼球向右移 

 

圖15. 眨眼三次 

 

5.結論 

本專題研究以較少的成本，做出普及化的生

理量測功 能 模 組 ，透過 DAQ 訊號擷 取器暨

LabVIEW 圖型化程式介面軟體的設計，透過

LabVIEW做遠端監控；血壓、脈搏方面能夠計算

出收縮壓舒張壓及脈搏次數，並做出即時的量測



、記錄儲存和判斷警示與郵件信箱的傳送，達到

初步診斷的功能；眼動方面可依照其電壓值判斷

出眼球的狀態。 

整合生理量測到的數值，可運用在個人、醫

生、醫院、診所、老人照護機構…等等。透過網

際網路，應用在生理監控系統，針對每個病患的

生理現象進行監控。把每個人生理現象的數值，

透過更簡單快速的方法，發揮醫療的預警功能。

將生理現象監理系統，作簡易的擴充到其他方面

，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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