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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篇摘要描述了一個名為「生命之柱」的登山安全系統的設計和實施。[2]

該系統利用了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等綠色能源，並設置了感應裝置在山區的

路徑上，用於監測登山者的位置和氣象條件。當登山者遠離路徑或遇到危險時，

系統會自動派遣無人機進行搜索，以確保其安全。該系統還包括溫度和濕度感測

器，可以提前警示登山者可能遇到的天氣變化，降低意外發生的風險。通過使用

先進的技術，生命之柱為登山者提供了更全面、更智能的安全支援，使登山活動

更加安全可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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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山區，自然資源豐富，是適合充分利用的好地方。因此，我們採用風力

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等綠色能源。登山者只需攜帶磁卡，經過感應裝置時掃描即可

知道其位置。每隔500公尺的山路都設置了感應裝置，下方配備溫度和濕度檢測

器，能隨時監測氣象變化。這些裝置將登山者的位置傳送至山腳下的檢測站。若

登山者在一段時間內未到達下一感應區，系統將自動派遣無人機展開搜索行動，

資料來源：2024年數位學習與教育科技國際研討會 
舉辦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教育管理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舉辦日期：2024年6月5日

mailto:ggg891025@gmail.com
https://d.docs.live.net/ca59f8b288ac72f3/%E6%96%87%E4%BB%B6/%20topjkpos@gmail.com


以確保登山者的安全[3].[4]

貳、 文獻探討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一) 資訊科技的意涵

感應裝置：監測登山者位置及氣象條件

NFC(Near-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離通訊」或是｢近場通訊」，是一種通

訊協定，讓二個裝置在相距幾公分之內進行訊息的交換。像悠遊卡、停車幣、捷

運票卡硬幣、大樓進出磁扣等票卡，內部都有一個無電源的小晶片(RFID Tag)，
當這些票卡靠近NFC的讀卡機時，讀卡機會傳送電波給票卡讓晶片感應生電，晶

片有了電力便可以傳送票卡內部儲存的資料給NFC讀卡機而達到通訊的目的。

這些晶片都非常小，甚至可以做進貼紙裡，而且每個票卡的晶片都有一個不會和

別人重覆的卡號。

溫度和濕度感應: 登山者可以更好地評估登山路線的安全性，從而降低因天氣或

路況不佳而導致的事故風險

micro.bit的溫度感應器可以幫忙知道山上的溫度來知道路況,提醒此路線須注意

或禁止通行。濕度感測則可以測空氣中的濕度，來觀察是否有霧氣,進而降低因視

線不清造成的山難,讓登山更安全

土壤濕度感測器及雨水感測器:
當土壤濕度過高或者雨水量過大時，通知在山腳下的登山客不要登山是非常重

要的。這種通知可以通過智能系統來實現。

土壤濕度過高可能導致山區地質不穩定，增加山體滑坡或土石流的風險。同時，

雨水量過大也可能導致山區河流水位急劇上升，增加越溪或者沿途河流洪水 的

危險。透過監測土壤濕度和雨水量，系統可以自動發送警報或通知給登山客，提

醒他們不要登山，以避免可能的危險情況。

這種警示系統還可以與當地登山協會或者救援隊伍合作，及時通知相關單位，以

便他們採取必要的應急措施。同時，這也是一種促進登山安全文化的舉措，提醒

登山者應該尊重自然的力量，適時調整登山計劃，以確保自身安全。

Micro.bit及無線通訊:
當生命之柱因意外傾倒或故障時，除了回傳登山者的安全狀況外，還能傳回故障

訊號，這有助於系統迅速辨識哪個區域的生命之柱出現問題。這種即時反饋能讓

管理者迅速採取行動，修復或更換故障的生命之柱，確保登山者的安全。[5]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登山一直是許多人的興趣，常常在新聞上看到一些登山客，登山時不小心脫

離路徑導致失蹤，讓許多人因此深受重傷，或是死亡，這讓登山安全變得很重

要。因此，我們設計這個生命之柱，為了驗證我們的想法，我們把作品實作，並且

參加了2023 年WRO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並在比賽中獲得全國第4名的成

績

資料來源：2024年數位學習與教育科技國際研討會 
舉辦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教育管理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 
舉辦日期：2024年6月5日



二、 研究工具

1. micro.bit
2. micro.bit DHT11溫度感測計

3. RFID(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磁卡感測器

4. MTARDALL220土壤溼度感測計

5. 雨滴感測器模組 雙輸出帶模擬輸出與數位輸出

6. 太陽能板及晶片

肆、 結果與討論
這個生命之柱可以大幅降低登山時所發生的失蹤以及迷路事件，溫度濕度

感測可以提前知道山上的狀況,提醒登山客路況,預防突然的霧氣及下雪所帶來的

危險傷到人類，大幅降低了登山的危險，也可以幫助許多愛登山的登山客們，風

力與太陽環保的發電方式也非常友善地球，濕度感測器可以預測山上是否有霧

氣減少發生災害的機率，，溫度感測器可以預測山上溫度以免溫度太低讓動物失

溫，兩種感測器都能讓登山更加安全，土壤感測器則可以監測土質，可

以提前知道土石流的發生

伍、 未來展望
生命之柱的展望非常廣闊，它不僅是現代登山安全的一個關鍵技術，還可以

在未來不斷發展和完善，為登山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和保護。以下是生命之柱

未來發展的一些可能性：

1. 智能化和自動化： 未來的生命之柱可能搭載更多的智能感測器和人工智

慧技術，能夠自動識別登山者的行為模式和需求，自主地提供相應的支

援和保護。

2. 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 生命之柱可以與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結

合，為登山者提供更豐富的導航和救援信息，增強其登山體驗和安全性 。

3. 協作和分享平台： 生命之柱可以成為一個登山者協作和信息分享的平台，

讓登山者能夠共享路況信息、安全建議等，並在需要時互相支援和救

助。

4. 生態保護和環境監測： 生命之柱不僅可以保護登山者的安全，還可以用於

生態保護和環境監測，例如監測氣候變化、野生動物活動等，以提供

更全面的登山體驗。

5. 全球化和國際合作： 生命之柱可以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登山安全平台，促進

國際間的合作和信息共享，為全球登山者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登山

環境。

總的來說，生命之柱的未來發展將朝著智能化、全面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為

登山者提供更專業、更全面的安全保障，使登山活動更加安全、有趣和有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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