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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年長者跌倒是

在高齡化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健康問題，當年長者的肌耐力隨年齡

增高而失去力量，會導致站立、行走和保持平衡的困難，進而增

加跌倒的風險，30 秒坐到站測試主要是測試人體下肢的肌耐力，

而測試結果表現較差可能表示下肢肌肉力量和耐力的下降。 

前言 

透過 AI 影像分析的技術，利用 keypoint-RCNN 的從蒐集到

的影片中分析人體的 17 個關鍵點，找出相較明顯的關鍵點後，

再透過 MSE-Keypoints 找出複雜度差異較明顯的點，以看出受測

者身體的晃動程度，並比較六個月前後的差異，去比較身體機能

的變化，證明可以透過科技輔助的方式預測年長者的跌倒風險。 

研究目的 

影片拍攝 分析人體關鍵點 中心點校正 依照閾值分群 MSE-Keypoints 

Age F M 

60-64 15 17 

59-69 15 16 

70-74 14 15 

75-79 13 14 

80-84 12 13 

85-89 11 11 

90-94 9 9 

研究流程 

以兩次測試右側髖骨的複雜度為例 

研究結果 

兩次測試鼻子位置的數據差異 兩次測試右側肩膀位置的數據差異 兩次測試右側髖骨位置的數據差異 為了證明可以透過科技輔助的方式看出

量表看不出來的差異，因此我們著重在兩次

測試時皆被分類為正常及虛弱的受測者之

CI 值，如圖所示，紅色框標記的受測者為雖

然依照閾值被歸類為虛弱，但看CI 值的表現

卻比第一次測試更好的人；而藍色框標記

的受測者為雖然依照閾值被歸類為正常，但

看 CI 值的表現卻比第一次測試差的人。 

部分受測者在兩次測試時都被區分到同一群中，但 CI 值其實有上升或下降，

代表受測者的穩定度有進步或退步的狀況發生，尤其是都被區分到正常的受測者，

像 No. 67，雖然測驗次數都高於閾值，但右側髖骨位置的 CI 值已經從原本 8.3877

降低到 6.1108，代表該受測者下肢的穩定度可能已經開始退化了。  

討論 

我們的專題不只可以減少穿戴式測量裝置

在測量時穿脫麻煩的問題，更證明 AI 可以看出

從量表中所看不出來的差異，並且及早發現年

長者跌倒的可能性，預防年長者的跌倒風險。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