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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目前已公開販售之視訊監控系統中，大多以即時影像傳輸、動態畫面偵測追蹤以及遠端遙控為重點。若能將聲波訊號源

追蹤方位與辨識之設計應用於防盜或防災設施，將能大幅提昇監控系統之功能與效率。 本文之架構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利

用兩組麥克風，製成接收兩個方位的吸音感測器，對訊號來源的方位及語音訊號特徵值，作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訓練學習

與辨識，以正確判斷使用者發出之方位及語音命令。二是將正確辨識之方位及語音命令輸出至PLC控制器，以驅動馬達作

訊號源之CCD追蹤取像，並且利用PLC控制多組電驛（Relay）接點輸出，來開啟電動門及照明或其他電器設備。本論文

設計期望能落實倒傳遞類神經理論於控制實務中，相信對日後產業設計的人工思考模式將會有所助益。

關鍵詞 : 訊號追蹤 ; PLC控制器 ; 電驛 ;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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