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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與機器互相溝通的方式最直接最自然的方法就是依賴語言，本文利用灰關聯分析語音辨識的技術與辨識準確性，來針對

發音者對受控體做正確指令的下達並做出正確的輸出控制。另外目前在工業界使用非常廣泛的人機介面模組(MMI)與可程

式控制器(PLC)，發展至今由於俱備有價格適中；遙測功能；擴充性高；穩定度佳、、、等種種好處，受到工業界普遍使

用。因為人機介面模組、模糊可程式控制器系統等技術已經在工業界中發展至成熟階段，所以本研究希望結合上述理論，

設計研究出符合更具備效益SPA水療機的模擬設計。本文架構分為三大部分： (a).是利用麥克風將所取得的語音資料，應用

電腦軟體程式從語音訊號中擷取出其特徵參數值並存於資料庫。 (b).將現場得到之語音訊號求出其特徵值再利用灰關聯分

析方法和資料庫資料做比較以求出其灰關聯度排序。 (c).是將正確之灰關聯度排序語音命令訊號輸入到模糊控制器之可程

式控制器來對受控體做輸出控制指令，並將運作情形由人機介面模組顯示，本文是以SPA水療機為模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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