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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智能，不只檢測

光學檢測技術自問世以來，就不斷朝向自動化發展，現在我們所說的「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基本上就已經是它的完成式了。它已能在產線上配合製程自動化

的進行檢測，也能依據設定好的參數，將瑕疵的工件移出或標記，快速又可靠。

但進入以人工智慧技術為首的智能時代後，光學檢測也開始了新的發展風貌。它一方面

更大幅的增強它的檢測性能，無論解析度、檢測的速度，還是自動化的程度；另一方

面，在更強大的技術力支撐下，則是更廣泛的拓展它的應用範圍。

而在這兩個發展的牽引下，在前端的產線上，我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少業者只提供單一的

光學檢測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以一整個應用場景為主題的系統級解決方案，或者能夠

搭接各式機台或機器人的平台式產品；在後端的管理與控制上，結合雲端與大數據，並

以機器學習技術來建立智能識別的模型。

有了這些設置，光學檢測也就更再往前進一步，開始把檢測的標的物，從2D換為3D。而

要實現這項功能，工件取送的形式就要整個翻新，更多的機器手臂就要被導入產線中，

此外，感測器類型，以及其精度與準度也要相對應提升；另外，工件數據的分析也就要

有更多的面向，甚至在軟體端也開始導入自動生成的模式，更深度的免除人為的介入。

整個來說，進入智能時代後，光學檢測就不只是檢測而已，它本身就要會成為數位廠房

裡的一環，也等同是光學檢測也進入了數位轉型的階段，並朝向更精簡的人力，同時也

更多元的物件檢測。

在近期的自動化展會裡，我們就看到了多項先進的光學檢測系統，包含整合了取料、檢

測、送料的一體式量測方面，也看到了可以識別魚缸裡不同魚種的光學辨識方面，甚至

是能夠識別不同光譜品質的智能檢測方案。

而這些方案不只呈現了未來光學檢測的應用風貌，更展示了數位轉型對於光學檢測產業

的影響。所以智能不只是檢測，更是對產業和應用的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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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
nologyT

文／吳政璋

對於以資通訊產品為出口主力的台灣，淨零碳排是逃不掉的挑戰。綜觀國際資
通訊大廠因應碳管制的各項措施，本文歸納說明可相互搭配的五種綠化策略。

你的資通訊產品
在2050全球淨零路徑上嗎? 

全
球最具有影響力的能源政策機構—國際能源署

（IEA）在2021年5月發布特別報告《2050淨

零：全球能源部門路徑圖》（Net  Zero  by  2050：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希望有助於

各國制定能源相關政策。

（source：TÜV）

T1.indd   8T1.indd   8 2022/9/29   下午 02:20:532022/9/29   下午 02:20:53



October 2022  SmartAuto   9

2050淨零排放和我有關嗎?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特別報告，2050年要實現淨零排

放，未來十年必須做出重大創新努力。該路徑圖是

全球性的，旨在實現技術可行性、成本效益和社會認

可度的最大化，同時確保經濟持續增長和能源安全供

應；其中設定了400多個里程碑，包含2030年新車有

60%為電動車等、2035年新售電器與空調達到最佳能

效、2040年全球電力供應達到零排放等，以指導全球

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各國可視圖1及國情或經濟

發展來設定目標，促使政府部門和利害關係人能做出

有計劃的改變。

圖1：實現全球2050 淨零排放路徑（source：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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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產業的五種綠化策略： 
能源效率提升最易入手

淨零碳排對於資通訊產品為出口主力的台灣，是逃不

掉的挑戰。一些科技巨擘如蘋果、谷歌、微軟等皆也

將ESG列入供應商評選標準，若產品不夠「綠」，或

企業來不及因應綠色作為，可能會因此而流失客戶或

被迫退出市場。

綜觀國際資通訊大廠因應碳管制，可歸納為以下五種

策略相互搭配：

• 低碳產品的設計，減少能源的消耗、使用當地

材料，或採用可回收再製材料

• 擴大能源效率使用，並加速要求供應商的能源

效率提升，達到降低供應鏈的碳排放量

• 使用再生能源，同時要求供應商承諾100%再

生能源使用

• 流程與物料的創新，以減低傳統方法所產生的

高碳排放問題

• 碳移除技術，透過多方合作和投資解決方案，

幫助清除碳排放

對於資通訊產品，電源供應器提供穩定及充足的能

量，確保產品正常運作，是不可缺少的零件，打造高

能效產品可分別從外部電源供應器與內部電源供應器

的能源效率著手。外部電源供應器（以下簡稱外部電

源）指的是電源供應器外置於產品，目前最常見的型

態是以USB Type-C為輸出連接器的USB PD外部電源。

內部電源供應器（以下簡稱內部電源）指的是電源供

應器置於產品內，常見應用於工作站、伺服器、資料

儲存中心、大型網路設備等。

不同國家對內部電源與外部電源分別有不同的能源效

率規範，是幫助減碳的重要手段。根據IEA說明，相

較於再生能源設施，提升現有的能源效率可能更為經

濟及潔淨，不需使用額外燃料，若經由節能政策和能

源價格的制定，促使生產端或消費端轉向高效能的產

品，即能收節能減碳之效，因此IEA將能源效率稱為

「首要燃料」（first fuel）代表其重要性。

USB PD外部電源的能源效率規範

自從美國加州CEC於2004年實施第一個外部電源強制

性法規以來，外部電源能源效率和空載功耗立法的全

球法規監管環境在過去近二十年中有了快速演進，最

新的第六級能效標準（表1）更是先進國家目前對外

部電源的合規要求。

外部電源使用Type-C連接器透過PD協定供電已成目前

的主流設計，其多功能性及廣泛領域的應用更不在話

下，多孔Type-C輸出的外部電源更是消費者的首選方

案。但是這樣的外部電源不僅要滿足消費者的要求，

更需面對各國嚴苛的能效法規要求（表2）。 

內部電源的能源效率規範

在全球數位化趨勢下，5G、雲端運算的發展產生更多

的運算及能源需求，而低碳化趨勢則更強調能源的使

用效率，對高轉換效能的內部電源需求也會更成長迅

速。目前美歐能源監管機關除了要求相關硬體要符合

強制性的政府法規外，也開始要求使用「更環保」的

內部電源，達到終端產品有更高的效率，並達成更低

的待機功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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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國際能效分級標示協定 – 第六級能效標準

表2：各國外部電源能效法規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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