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 興大獲 4 金 2 銀 2 銅 

感謝本校秘書室媒體公關組提供資料  

2022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 10 月 15 日舉辦頒獎典禮，今年共有 520 件

專利作品參賽，涵蓋半導體、光電液晶、資通訊、生技醫藥、機械、生活用品

等領域，中興大學團隊今年共有 11 件技術參賽，榮獲 4 金 2 銀 2 銅，成績亮

眼。 
 
四項金牌技術為：食生系謝昌衛教授「磁場處理保鮮方法及其用途」、機械系李

聯旺副教授「基於虛擬與擴增實境之上下肢協同復健外骨骼系統」、環工系盧明

俊教授（主要發明人）「二氧化碳捕集與利用之裝置及處理方法」、環工系曾惠

馨教授（主要發明人）「氣體分離裝置」。 
 
二項銀牌技術為：生機系蔡燿全副教授「自動鳥類偵測及驅離的方法」，以及由

興大生機系謝廣文教授、畜試所黃振芳所長及臺灣大學陳世銘教授，跨域合作

共同研發的「禽隻圖像辨識停留時間分析系統和方法」。 
 
二項銅牌技術為：環工系梁振儒教授「用於檢測地表下環境污染物的被動式採

樣器」，及興大生機系謝廣文教授與畜試所宜蘭分所合作研發的「智慧型禽隻群

聚圖像辨識分析系統及方法」。 
 
食生系謝昌衛教授「磁場處理保鮮方法及其用途」，技術亮點為能藉由條調控電

磁參數抑制蔬果採後熟成速率、呼吸作用達到維持農產品產品減少農損。本專

利已獲得 2021 國家農業科技獎以及 2022 未來科技獎肯定，能運用於農產品儲

運銷相關設施與設備。 
 
機械系李聯旺副教授「基於虛擬與擴增實境之上下肢協同復健外骨骼系統」，為

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研究成果，採用肢體運動神經耦合理論，引入上下肢

外骨骼與動態減重技術，並結合腦機介面將腦波回饋貫穿整個復健過程，經臨

床驗證可增進下肢動作功能、轉位能力及增加腦源性神經滋養因子濃度。 
 
環工系盧明俊教授「二氧化碳捕集與利用之裝置及處理方法」，使用鹼液捕集煙

道氣中二氧化碳，再導入獨步全球的流體化床均質結晶槽，合成碳酸鈣均質結

晶顆粒。該技術不會產生廢水，在常溫常壓下進行，不會額外增加排碳量，所

產生之高品質輕質碳酸鈣結晶粒，可回收做為各種工業製程之添加劑。 
 
環工系曾惠馨教授「氣體分離裝置」為研發水基動態液泡膜產生裝置，可突破

水的高表面張力，連續產生厚度小於數微米的動態液泡膜，並長時間維持於擬

https://www2.nchu.edu.tw/news-detail/id/54276


穩態不破裂，而賦予水具有分離氣體的性能，其表現優於多數高分子膜材料，

可應用於潔淨能源生產及二氧化碳分離產業。 
 
生機系蔡燿全副教授「自動鳥類偵測及驅離的方法」，目前己技轉至業界，鳥害

是影響臺灣家禽養殖產業最為頭痛的問題之一，過往的驅鳥方法長時間使用下

野鳥會產生習慣性。團隊以導入 AI 深度學習建立野鳥偵測模型，搭配綠光雷射

製作自動化雷射驅鳥系統，成功提升驅鳥效果且降低野鳥習慣性。 
 
生機系謝廣文教授「禽隻圖像辨識停留時間分析系統和方法」，結合鵝隻行為與

人工智慧技術，開發一套可及早提供飼主異常鵝隻預警功能，達到省工與生物

安全的防疫型管理系統。 
 
環工系梁振儒教授「用於檢測地表下環境污染物的被動式採樣器」，解決因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受限於水文與地質因素，複雜污染情境不易判斷，此專利可同時

用於水井中之未飽和層及飽和含水層的高解析被動式採樣器，可藉由高密度多

深度的採樣佈點，實際掌握地表下污染分佈，以建立場址污染概念模型，確保

污染場址之精準整治。 
 
興大生機系謝廣文教授 「智慧型禽隻群聚圖像辨識分析系統及方法」，當家禽

有異常狀況或身體不適時，常伴隨出現活動力低下、脫隊、蹲伏、精神沉鬱等

臨床現象，但管理人員想了解場內動物有無異常必須貼近觀察，反而造成動物

緊迫，不僅不易觀察動物的正常表現，亦對其生長、產蛋等表現不利，人工智

慧技術與動物行為研究的結合，可減少人員進出禽舍頻率，又能維護生物安全 
省工及動物健康早期預警的目標。 
 
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表示，本次競賽成果都是老師研發團隊努力研發的成果，

內容多元展現中興大學在跨領域研究能量實力，未來將更努力促成學術界的研

發技術與產業界接軌，創造更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