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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嵌入式I/O系統結合綠能監測系統之實現。吾知，傳統的監控方式在監控訊號的取得多以有線方式來進行，監控端也

皆以傳統電腦為主，因此在施工方式、成本效益、維護、空間限制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使用嵌入式平

台DMA-6410(embedded system)當作監控主端，來實現透過APP應用程式來開發I/O驅動程式，使其可做外部設備之I/O控

制，配合本實驗室綠能監測系統，當點選啟動I/O設備後，綠能監測系統便會啟動並開始收集數據，並透過系統內

之Bluetooth設備，將監測到之數值回傳至DMA-6410平台，以達到啟動設備後，可將資料收回顯示於平台上，並進行儲存

動作。以嵌入式平台取代個人電腦作為監控系統，可有效降低資源及成本消耗，達到「積體化」、「節能」、「安全」、

「方便」目的之能源監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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