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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物流之技術應用分享

服科中心 沈瑞婷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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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一)冷鏈物流的範疇

(二)冷鏈物流技術發展

(三)推動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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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物流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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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鏈物流泛指低溫物品在生產、儲藏、運輸、銷售，到消費前的各個環節中始終處於規定的

低溫環境下，以保證物品品質，減少物品損耗的系統工程。

食品冷鏈=食品冷凍冷藏(加工+儲藏+運輸及配送+銷售)

⚫ 食品因其品項與類別不同導致可能需保存於不同溫層，因此又分為常溫、鮮食、冷藏、冰溫、

冷凍與超低溫，其中一般所稱的低溫食品即為冷藏食品與冷凍食品兩種。其對應溫層溫度下

圖所示，冷藏品為0℃~+7℃、冷凍品為-18℃以下。

食品冷鏈的分類

便利商店溫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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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冷鏈的流程
食品冷鏈的目標是確保食品在整個供應鏈中保持在適宜的溫度下，以防止細菌生長、食品腐敗和品質下降，同
時保持食品的安全性和口感。

採購和生產 從供應商或產地採購食品

在生產過程中，確保食品在安全的溫度下製備和包裝

包装 使用適當的包裝材料，以確保食品的保鮮性和品質

將食品裝入保溫或冷藏容器

運輸 食品在整個運輸過程中必須保持在適宜的溫度條件下

運輸過程中可以使用冷藏車輛、冷凍貨櫃或冷藏倉庫

倉儲 將食品存儲在溫度控制良好的倉庫中

使用適當的倉儲設備，如冷庫、冷凍庫等，以維持所需
的溫度和濕度

銷售 在分銷中心或零售店，繼續維持適宜的溫度條件，確保
食品的新鮮度

食品在店內陳列和銷售時，也需要保持適宜的溫度

監測和記錄 定期監測食品的溫度，以確保它們不受到溫度波動的影響

記錄溫度資料以供追溯和合規要求

處理退貨和
過期食品

處理退貨食品，以防止它們再次進入供應鏈

處理過期食品，確保不會被銷售

培訓和合規 培訓工作人員，確保他們瞭解正確的食品冷鏈管理

遵守相關法規和標準，以確保食品安全和品質

應變計畫 制定應變計畫，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溫度異常或供應鏈中斷

在必要時採取措施，以保護食品的安全性

最終消費 消費者在購買和儲存食品時，也需要注意正確的溫度和
儲存條件，以保持食品的品質和安全性。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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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件 配送中間運輸環節

寄件人
(供貨方)

營業所
(集貨站)

物流中心
(轉運起點)

收件人
(收貨方)

物流中心
(轉運終點)

營業所
(發貨站)

作業
流程

冷鏈物流作業規範

✓每個低溫包裹從接收到抵達指定目的地所需的總時間

✓每天通過運輸網路及每個營運站點運送的低溫包裹數量

✓每個低溫包裹的指定配送地點(區域代碼)

✓未投遞的低溫包裹數量

✓…..

✓每個低溫包裹的識別號

✓每個低溫包裹的位置

✓每個低溫包裹投遞時間和日期

✓每個低溫包裹的收件時間和日期

✓低溫配送服務運輸所處的低溫倉室的溫度及轉移期

間的環境溫度

集 轉 配

貨況追蹤管理 運輸網絡管理

⚫國際標準ISO 23412(2020) :間接、溫控低溫配送服務 –具有中間轉運的低溫包裹陸路運輸規範

⚫適用範圍:涵蓋從寄件方接收低溫包裹開始，經由配送網路，最終配送到收件人的服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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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控檢核管理
針對物流儲運作業自我評核，提高配送品質，以符合低溫包裹遞送國際標準ISO 23412:2020。

自我評估
檢視項目

低溫
配送
服務 運輸

網絡

資訊
交換

低溫
包裹

設備

工作說
明與操
作手冊

監測
與改
善

員工

• 參考ISO 23412:2020條文建立自我評

估檢視項目，透過了解條文，事先評量
與標準之差異

填具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不適用
與現況說明，亦可上傳證明文件 8大主題(共235項)

預驗證指引 運輸網絡管理

• 記錄各站所間行駛的預期時間，以及記錄各低溫

包裹從接收到抵達指定目的地所需總時間等

溫控檢核管理系統

儲運作業管理
✓檢視運輸服務之達成度
✓檢視溫度監控與記錄之達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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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物流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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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產業變革與物流需求

電商購物 實體店面 型錄購物行動購物 無人購物站

商業創新

48~72HR到貨 24HR到貨 12HR到貨 4~6HR到貨 2HR到貨

B2B B2B2C B2C C2C C2B

購物自提 宅配 店配/店取 站配/站取 行動配/取

物流挑戰

產業發展趨勢

高質、省力、少移動、存對、送對、最佳化、高彈性

•商業競爭

•消費服務多元

•貨物轉移多元

作業速度要求更快、服務需求更為多元、運作模式更須彈性、時間勞力需要克服

持續發展智慧物流解決方案

物流轉型

常溫品 全溫層產品•品質挑戰 生鮮電商

接觸 非接觸•疫情 …

社群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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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產業關鍵趨勢掃描

資料來源：DHL Customer Solutions & 
Innovation；工研院服科中心整理。

高：創造新技術/商業模式
中：技術/商業模式顯著變化
低：技術/商業模式小幅改變

⚫ 根據DHL於2020年公布的研究報
告指出，未來5至10年對物流行業
產生影響，可概分為社會及商業
趨勢與技術趨勢兩大構面，並依
據影響程度高低，細分出29個關
鍵趨勢，以掌握物流產業未來發
展輪廓。

⚫ 當前物流產業已步入穩定成長階
段，如何透過技術創新達到降低
成本與提升服務品質，成為朝向
智慧化、高質化以及無人化最重
要的課題。

社會及
商業趨勢

影響時間＞5年

低 低

技術趨勢

高

影響時間＜5年

高

中 中

數位分身

可穿戴設備

量子計算

區塊鍊 UAV

3D列印

AI

自駕車

機器人及自動化

IoT

雲物流及API

大數據

整合性物流

AR/VR

物流市場

未來作業模式

全通路物流

可持續物流

太空物流

銀髮經濟

分散供應

生鮮物流

新型包裝
共享經濟物流

物流服務化

大規模客製化

智慧貨櫃運輸

次世代無線網路

次世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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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倉運AI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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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因子分析抉擇

• 出貨需求預測推論

• 配置優化因素選擇

• 最佳配置優化運算

• 優化效能統計評估

訂單需求預測
服務引擎

儲位配置優化
服務引擎

揀貨路徑規劃
服務引擎

自動倉儲位建議
服務引擎

• 揀貨單生成與管理

• 最短揀貨路徑規劃

• 揀貨路徑視覺導引

• 商品儲位關聯分析

• 理貨站動態指派

• 四維空間最佳化計算

配送路線排程
服務引擎

• 配送學習模型建構

• 配送排程規劃運算

• 圖資視覺呈現結果

進出貨量預測:
預先掌握倉儲作業量，
準備資源

儲位正確配置:
考量商品特性，      
降低揀出時間

揀貨最佳路徑:
考量訂單狀況提高揀
貨速度

入出儲最適建議:
依據自動倉動線與商
品關聯計算最佳動作

最佳分車與路線:
考量客戶點與量，縮短
運送時間

AI-inside
運用AI支援倉庫儲存

及倉庫內搬運

AI倉儲作業服務引擎

智慧倉運AI規劃調度系統 (動態訂單履行服務管理平台)

實
現
智
慧
倉
儲
與
智
慧
運
輸

結
合     

進
一
步
強
化
作
業
效
能

AI

AI 倉運決策管理

12

入出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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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B2B
訂購

B2C
訂購

物流
出貨

• 通路型態/點

• 歷史銷售量

• 天氣/季節性

• 週次(節令)

• 節日與連續假期

• 促銷檔期

• 價格

供貨預測考量因子：

AI
通
路
預
測
模
型

AI
物
流
預
測
模
型

賣場

供應商
生產商

協調供貨

精準採購備貨

配置與調度儲運資源

物流商

優化服務
降低成本

• 訂購太多，造成不少報廢腐壞

• 訂購不足易造成缺貨，減少收入

• 無法提前備貨並分配存放位置

瓶
頸

發展以AI為基礎之食材供銷預測模式，協

助業者建立食品預測之能力，掌握先機、

做好準備，同時降低無效成本。

需求預測平台: 精準備貨
掌握過去與現在之數據資訊，結合AI技術精準預測未來，掌握商機

• 安全庫存
• 最大訂購量
• 最小訂購量
• 商品替代性
• 訂單相關性

訂控考量因子：

單品 供貨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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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
儲位空間閒置

旺季
儲位空間不足

1 部分商品銷量波動大

2
關聯度高的商品
存放位置相隔很遠，
降低揀貨效率

瓶頸

3 品項存放位置難以決策

需考量品項重量、體積、類型
倉儲空間使用率高，容納空間不足

To-Be 動態儲位配置

儲貨配置：規劃最適儲位
掌握歷史進出貨資訊與貨品屬性、特性與關聯分析，結合AI正確規劃儲位配置，並結合IoT
即時資訊，達成動態調整配置

• 以演化演算法建立商品關聯性分析模型，
協助決策存放位置，增進效率

*多目標最佳化：類型、週轉率、重量、體積、
相關性等

• 動態規劃揀儲位，增加倉儲空間利用率和
使用彈性

商品關聯性
分析模型

訂單相關性

商品類型 週轉率

價格重量

體積 …..

幾十萬項電商商品
要放入有限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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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力揀貨：規劃最佳揀取順序路徑

根據倉儲配置、揀貨規則，及考量訂單與揀貨員能力(速

度)，規劃最佳揀選順序與路線，提供人員揀貨路徑指引，

減少學習與人工排單的時間

• 根據個人能力分配適當的揀貨訂單

• 透過AI最佳化演算法規劃揀貨順序與路線

• 透過揀貨助理APP可視化指示路線

To-Be  揀貨規劃

• 揀貨時間長(>60%)，人員多(>60%)、
行走距離長，更難使用間時人力

瓶頸

即時動態模擬揀貨作業(時間/距離)，優化現行人機協同揀貨作業，規劃最佳化揀貨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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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動儲揀貨/立體高密度儲揀倉

AI系統化分配儲揀位

以AI演算法突破倉儲複雜關鍵，包括商品、訂單、設備、容器等分類、分區、分群、產能等條件，達成

空間利用最佳化與效能最優化，支援電商快速發貨。

高樓層穿梭式料架- 多儲位、高頻進出

以立體倉AI儲揀決策模擬技術建議全局最優化儲揀方案

Shuttle Rack

榮獲美國Edison Awards

創新類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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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I堆疊技術結合Robot(IOT)達到無人化

一維堆疊
(同尺寸箱體)

二維堆疊
(不定長寬，
高度相同)

三維堆疊技術 (電商多樣商品)
➢ 不定箱體、不定時間、不同棧板、不定重量

相同高度堆疊

1 2 3

XYZ效益最佳

人工 AI+Robot(IOT)

以動態堆疊決策技術與AI智慧揀選取料與辨識技術，結合機器手臂模擬器，提升出貨效率

• 裝載率達到80%，未來盼可達到90%

效率(件/小時/台) 準確度(空間利用率)

機械手臂 750 >80%

人力 500 80%

AI+自動化

B2B製造/批發銷售 B2C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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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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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車排程- 以iRouting提高運輸效能

物流中心

考量塞車、送貨點插入
等變動性因素

協助企業在最短時間與使用最少人力，擬定派車及配送排程之決策，以達高效能配送

效益
✓提升配送效率提高20%

✓服務品質從到點誤差±1

小時→±10分鐘

• 完整配送排程服務 – 排車(By訂單)、安排路順、規劃路徑，支援10,000配送點以上規模之排程規劃

• 即時動態/預先排程 – 依據交通狀況，支援即時動態與預先排程2種優化模式

• 學習配送駕駛專業經驗 – 由駕駛之配送習慣，萃取學習專業駕駛經驗，轉化為配送排程決策

• 考量配送路線負載平衡 – 平衡各路線/趟次之貨量/點數，勞逸均等、符合法定工時

• 符合多元配送時間限制 – 提供可配送/不可配送時間限制設定

AI配送排程服務引擎(i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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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引導：以駕駛數位助理支援物流士

解決方案 •AI路徑規劃/導航服務

•IOT貨況追蹤/運單作業服務

•語音撥打/辨別服務

•店配/智取站替代方案引導

✓系統引導快速送/交/補貨
✓系統主動與客戶互動

1.單號123456

2.單號456789

3.單號789012

4.單號123456

5.單號456789

OK

NO

智慧助理

預估物流士到達時間告知
確認收件人是否收件
即時回覆物流士/自動變更配送路線
路況/配送出現延遲，自動告知收件人
無法配達時，提供附近超商或智取站訊息

物流士
(司機)

收件人
(消費者)

智取站(自
助取貨站)

超商

➢ 發展駕駛數位助理，提供送貨引導與客戶加值服務

DHL採用APP提醒司機最近取貨點及正確送貨地址，縮短50%等待時間並消除包裹送錯地址的
人為錯誤    Digitimes, 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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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交貨：無接觸簽收
疫情升溫，緊急開發無接觸簽收功能支援交貨驗收

物流士出示簽
收QR CODE

消費者直接掃描
QR CODE

線上完成
無接觸簽收

物流士直接
拍照簽收功能

• 消費者用自己手機掃描物流士QR CODE

• 物流士直接拍照貨物與地點，進行簽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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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管理：以IOT完整追蹤送貨歷程

APP

線上貨況追蹤(回傳車箱溫濕度及車輛定位)

WEB

即時追蹤運輸配送狀況，確保品質 : 溫度、溼度、位置、送貨進度、驗收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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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品質確保：節能式保冷設備

多元無動力式保冷容器
長效型保冷箱 輕便型保冷箱 摺疊式保冷箱 保冷背袋(機車) 長效型保冷籠車

外觀

專用各溫層無動力式蓄冷片

外觀

融解溫度 2~8℃ -2 ℃ -11 ℃ -16 ℃ -21/-25/-33 ℃

適用溫層 0℃以上 冷藏 冰溫 冷凍 冷凍

最長約可達
48小時的保
鮮時間
195 公斤

冷凍：最高18小時
冷藏：最高36小時
3.5kg,41L

冷凍：最高8小時
冷藏：最高15小時
2.8kg,72L

冷凍：最高12小時
冷藏：最高24小時
6.4kg,60L

冷凍：最高4小時
冷藏：最高8小時
2.7kg,40L

•提供多溫共配、一次到位、全溫保鮮的Total Solution

•達成少量、多樣、新鮮、高頻、即時、高效之多溫共配及最後一哩宅配

•克服斷鏈：頻繁開車門、集運併櫃、通關卡關、轉運換車、通路暫存、短程宅配

•平均可降低25%宅配成本，及降低30%的能源耗用及碳排量

工研院研發7種溫度蓄冷服務，以無動能方式維持冷藏15~48小時，冷凍8~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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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平台
(雲端管理服務)

智慧監控APP
(行動聯網)

BLE/WIFI溫度感測器
(智慧終端)

交貨品質：省人力之IoT溫(溼)度監管
發展智慧聯網平台、智慧監控APP、溫度感測器等冷鏈物流監管方案，支援企業自主管理，確保產品高質流通

溫度感測器挑戰 :

• -25~60°C、10~20m

• 電力持久性

• 性能穩定度

• 資料不遺漏

• 感測精度(精度≦ 0.5°C)

• 可多點測溫(外接探針)

雲端管理挑戰 :

• 可視化主控台

• 溫度數據不斷鏈紀錄與

分析、警示

• 透過平台整合溫度履歷

• 備查報表產出

24

智慧監控APP
• 感測器預約啟動(節能)

• 感測器場域佈建設定
• 溫度即時監控 

倉溫 箱溫 車溫 For農產品、醫藥品

可大幅簡化儲運環境溫溼度監控管理之人力需求Don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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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oT冷鏈品質監管系統_播放版_V3.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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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履歷分析診斷

• 分析溫度峰值(peak)區段數目與型態
→判斷是到店開啟車廂或壓縮機故障
• 分析溫度峰值區段發生時間，比對各店收貨
驗收時間

→判斷失溫是到店開啟車廂搬貨所致或配送途
中有異常事件

失溫偵測與原因診斷

• 分析每日配送途中平均溫度趨勢
→判斷車輛或壓縮機是否即將故障，需保修
• 分析溫度各峰值區段之起訖時間
→預估物流士到店搬運、交貨驗收時間，判斷
是否效率不佳或異常發生

車況保修警示與作業效率追蹤

X月/x日某路線(車)之溫度履歷

25

應用溫度感測紀錄器(IoT)於配送過程收集之溫度資料，透過大數據與AI分析，有效進行溫度資料解

析、物流過程失溫原因診斷、車輛保修及作業效率等面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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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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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冷式冷鏈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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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農鮮乳B2C配送

◼ 區域：主要為大台北地區

◼ 全程使用機車+蓄冷式背包配送

◼ 全程可維持約4℃

機車冷鏈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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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離島冷鏈運輸

成
果
效
益

設備導入應用

◼船上可放置冷藏品之空間不足，利用蓄冷設備提供額外冷藏空間，並可確保至少12小時之保溫時效。

◼航班/船期易受天候影響停航，造成離島門市冷鏈商品庫存不足，影響營運。運用額外冷藏空間可增加每次船班之
商品運送量約2倍，可增加門市庫存量，降低斷貨危機。

◼因冷鏈商品備貨可增加，有利門市開展。

◼因海運冷鏈運輸能量不足，易發生斷或以及商品品質不穩問題業者需求

超商物流服務流程

保冷設備確效測試

冷鏈貨品以
物流箱裝妥，
連同蓄冷片
以低溫物流
車運至港口，
再轉移放入
蓄冷設備內

原船上冷藏
設備及內部
空間，一次
約可載運
15個物流
籃之貨量

已裝設於客輪之
大型長效蓄冷籠
車，一次約可增
加載運32個物流
籃之貨量

測試全程24小時均在要求之溫
度範圍內

到達後再將冷
鏈貨品轉移至
低溫物流車配
送至門市

基隆至馬祖航程約8~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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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展望

新世代物流：結合智動化科技，發展以預測、快速反應 為基礎之 人工智慧指揮、

引導 等解決方案，帶領國內企業升級。

➢成功關鍵因素 ✓具競爭力、差異化的商業模式 →吸引客戶、創造新局

✓高效能的儲運作業技術 → 讓客戶滿意、讓營運順暢

✓強有力的智慧調度技術 → 讓客戶滿意、讓服務價值提升

✓具吸引流量的服務平台 →服務客戶、夥伴、消費者

以智動化物流科技支撐創新商業模式，打造黃金市場

完善物流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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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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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 
Delivery
Manag-
ment (2024)

米特冷鏈配送實務管理Don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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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許文忠Mike
• 現職

• 米特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 米特交通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麋特有限公司 總經理

• 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

•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平台經濟協會 理事

• 國立交通大學講師

• 國立海洋大學講師

• 經歷

• GOGOX 台灣區總經理

• DHL 運務經理

• 社團法人台灣協作暨共享經濟協會 常務理事

• 社團法人台灣協作暨共享經濟協會 理事

• 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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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運輸車

基本配置

利用冷凍門簾，阻擋外氣。

使用專用橡膠墊，做到雙溫層間隔

保冷袋，交付至客人前，不曝露在常溫中

推車，包裏不直接放置地上

保冷袋

推車
橡膠墊

門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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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車前準備

線上酒測，車況檢核

管理自主檢查，確認車輛、設備機組是否正

常有效

進行車廂預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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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前準備

確認調度指派任務 確認車廂溫度 進行裝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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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前準備

裝貨作業注意事項

包裏不得直接放置地面

搬運動作迅速

裝載高度不高於冷風機下端，預留回風空間

不同溫層使用隔板隔開、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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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前準備

路線規劃

透過 APP 的 MAP 規劃當日最佳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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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過程

即時監控

出車後，即時監控溫度、

位置、是否有異常告警，

確保配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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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過程

送達作業

APP 線上簽收、拍照配

達，取代傳統紙本作業。

提供即時簽收狀態，立

即反應貨況。

異常即時回傳，以利加

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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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過程

配送過程注意事項

動作迅速，減少車廂門開關次數

抵達客戶端，若是遇上管理室代收，需確認是否

有冰箱可保溫

包裏離開冷鏈運輸車，全程使用推車、保冷袋

不時留意車廂溫度，確保維持有效保溫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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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冷藏庫作業

庫門隨時關閉

使用碰撞門、加裝門簾

現場溫度監控及設置

線上監測設備

冷藏與冷凍包裏分別存放

包裏入庫放置於棧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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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冷藏
庫作業

IoT智慧感測管理後台

接收監測器數據的管理

工具。

可瀏覽數據、狀態並下

載報表，並且能以即時推

播訊息、Email收到異常

緊急通知，以利快速處理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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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冷藏
庫作業

IoT智慧感測管理後台

透過監測設備呈現完整

數據及資訊。

可詳細檢視項目、狀態

及類型，更可過圖示顯示

加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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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冷藏
庫作業

IoT智慧感測管理後台

檢視與處理所有異常事

件。

可透過篩選，以利快速

找到欲查看的異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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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冷藏
庫作業

IoT智慧感測管理後台

建立設備清單

檢視設備資訊、訊號、

電量及異常發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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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

完整包裏資訊

及時掌握貨況流程

依照車隊運能調派訂單

資訊化提升調派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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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

行動化回報運輸作業狀態，提升作業效率

司機使用手機操作，即時回報作業狀態，避

免後續電腦輸入之時間差、人為疏失風險。

即時追蹤包裏配送狀態提供客戶最即時的貨

況資訊

司機確認
•接收調度指派

集貨作業
•回報收貨作業完成

卸貨進倉
•下貨入庫作業

攜出配送
•包裏持出作業

貨物配達
•簽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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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

契客可主動進行貨況追蹤

託運單建檔

司機配送狀態及流程

檢視溫度記錄及貨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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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承諾．創新．效率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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〼智慧冷鏈管理與實務經驗分享〼智慧冷鏈管理與實務經驗分享

王 翊 和
電話 : 04-2202-9016
行動電話 : 0988-927-095
E-mail :eric9123717@gmail.com

報告人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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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單元 1：智慧聯網（AIoT）技術概論與應用
〼 IoT應用的核心價值-數據管理
〼 物聯網IoT架構三大要素→「感測器」、「網路」、「雲端」
〼 主動式數據管理與Machine to Machine（M2M）遠端協作功能

單元 1：智慧聯網（AIoT）技術概論與應用
〼 IoT應用的核心價值-數據管理
〼 物聯網IoT架構三大要素→「感測器」、「網路」、「雲端」
〼 主動式數據管理與Machine to Machine（M2M）遠端協作功能

單元 2：智慧聯網（AIoT）技術在食品中央工廠的管理價值
〼AIoT技術在衛生與安全管理的功能與價值
〼AIoT技術在冷鏈倉儲管理的功能與價值

單元 2：智慧聯網（AIoT）技術在食品中央工廠的管理價值
〼AIoT技術在衛生與安全管理的功能與價值
〼AIoT技術在冷鏈倉儲管理的功能與價值

單元 3：AI專家系統在食品急速冷卻技術的應用與案例分享
〼急速冷卻技術在食品衛生安全的應用與優點
〼智慧急速冷卻機-AI專家系統
〼自慧化冷卻參數監控與冷卻功率及時回饋

單元 3：AI專家系統在食品急速冷卻技術的應用與案例分享
〼急速冷卻技術在食品衛生安全的應用與優點
〼智慧急速冷卻機-AI專家系統
〼自慧化冷卻參數監控與冷卻功率及時回饋

Don
't C

op
y



►生物訊號
►電能訊號
►機械訊號
►環境訊號
►閘道器

感測器感測器

◆ 近距網路
(Ethernet/Bluetooth 

WIFi/ Zigbee)
◆ 遠距網路
( 5G/NBIoT/LoRa )
◆ 通訊協定(MQTT)

近距+遠距網路近距+遠距網路

◆ 巨量資料儲存
◆ 資料探勘與分析
◆ 臨界值管理
◆ 機器學習(預測 /
分類/ 分群/關聯 /降維)

雲端伺服器雲端伺服器

► 視覺化呈現
► 提醒與通知
► M2M設備/裝置

遠端智慧協作

終端使用者終端使用者

◆ 近距網路
(Ethernet/Bluetooth 

WIFi/ Zigbee)
◆ 遠距網路
( 5G/NBIoT/LoRa )
◆ 通訊協定(MQTT)

近距+遠距網路近距+遠距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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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 應用的核心價值-主動式數據管理

設備/感測器
感測層

資料匯集/聯網
網路層 資料庫

分
析
歷
史

Data Analytics
Data Prediction

機器學習

預測模型

掌
握
現
在

預
測
未
來

Data Monitoring&臨界值管理

數據儲存與分析
雲端層

設施/機台 裝置 感測器
跨物端與設備的數據採集

非反射型（決策型)AI非反射型（決策型)AI反射型AI反射型AI

機器學習/人工智慧(AI)設備/裝置運作數據視覺化呈現

跨Internet與裝置的數據應用

數據管理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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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ptbee.com/c?PR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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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空氣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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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規則(臨界值)管理-溫度/氣體濃度/電流…

取消 確定新增

監控規則執行的動作：

新增規則執行動作

監控規則的情境條件：(選填)

新增規則情境條件

監控規則執行動作的條件：

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組織監控規則
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條件關閉

規則條件類型

時間 溫度 濕度

電流 重量 CO值

CO2值 風速 開關

取消 確定新增

監控規則執行的動作：

新增規則執行動作

監控規則的情境條件：(選填)

新增規則情境條件

監控規則執行動作的條件：

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組織監控規則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條件關閉

規則條件類型

時間 溫度 濕度

電流 重量 CO值

CO2值 風速 開關

溫度數值

= ≠ >=

<= > <
輸入 ppm

有多種單位時可以
切換單位。

依照選擇的條件類型，顯示
相對應的條件數值設定。

2

1

取消 確定新增

監控規則執行的動作：

新增規則執行動作

監控規則的情境條件：(選填)

新增規則情境條件

監控規則執行動作的條件：

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組織監控規則

CO2 : PPM ≦ 650 必要條件

持續發生通知間隔時間 秒

650

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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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規則(臨界值)管理-溫度/氣體濃度/電流…

取消 確定新增

監控規則執行的動作：

新增規則執行動作

監控規則的情境條件：(選填)

新增規則情境條件

監控規則執行動作的條件：

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組織監控規則

取消 確定新增

監控規則執行的動作：

新增規則執行動作

監控規則的情境條件：(選填)

新增規則情境條件

監控規則執行動作的條件：

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組織監控規則
新增執行的動作

新增條件關閉

執行動作類型

發送通知

溫度: 溫度數值 > 5 °C 必要條件

濕度: 濕度數值 > 75 %

1

蜂鳴器

警示燈 電力開關

取消 確定新增

監控規則執行的動作：

新增規則執行動作

監控規則的情境條件：(選填)

新增規則情境條件

監控規則執行動作的條件：

新增執行動作條件

新增組織監控規則
新增執行的動作

新增條件關閉

發送通知動作

通知監管組織內
所有監管人員

通知該作業組織
內所有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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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臨界值參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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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在智慧廚房的應用-氣體濃度監控與自動補風換氣

666 ppm
延遲通知時間 9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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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系統-CO2歷史資料查詢與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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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可視化管理

提醒與通知

M2M設備/裝置
遠端智慧協作

AI 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應用層應用層智慧聯網（AIoT）系統架構與功能
「感測器」+「網路」 + 「雲端」

〼感測端→數據的蒐集與統㇐「通訊協議 (Protocol)」
〼網路層→以①近距網路與②遠距網路(有線或無線通訊技術)，將

數據傳輸至網路層(數據中心/雲端/伺服器)進行數據儲存、分析
與管理。

〼應用層→透過應用程式介面 (API)，將控制命令傳送至相關裝置
或設備，執行系統運作並產生：
①數據可視化管理、②提醒與通知、③M2M設備遠端智慧協作
④人工智慧(AI)等智慧功能與效益。

〼生物訊號
〼電能訊號
〼機械訊號
〼環境訊號
〼閘道器

感測器感測器
〼巨量資料儲存
〼資料探勘分析
〼臨界值管理
〼統計分析
〼AI機器學習與

深度學習
〼API(應用程式

介面)

雲端物聯網平台
（數據中心）

雲端物聯網平台
（數據中心）

〼近距網路
Ethernet/WIFi
/ Zigbee
〼遠距網路
光纖網路/ NB-
IoT LoRa/5G
〼API(應用程
式介面)

遠距+近距網路遠距+近距網路〼遠端資料
擷取模組

(Controller based 
Gateway)

〼資料運算
模組

(Computer base
gateway)

〼通訊協議

閘道器閘道器

〼光纖網路
〼NBIoT
〼LoRa
〼5G

〼Ethernet
（有線）
〼WIFi （無線）
〼Bluetooth
（無線）
〼Zigbee

近距網路近距網路
遠距網路遠距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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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技術在智慧中央廚房生產管理的應用
①正負壓 ②有害氣體監控與補風換氣 ③產品中心溫度 ④維修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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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壓風向設計

室內大氣壓﹥室外大氣壓

㇐般廚房的設計，將此設備放置天花板中，不好
更換且潔淨度看不見。而我們的設計放置在容易
看到的走道牆上。

㇐般廚房的設計，將此設備放置天花板中，不好
更換且潔淨度看不見。而我們的設計放置在容易
看到的走道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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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工作中心 管制重點 IOT 物聯網各類感測裝置

冷鏈貯存區

冷藏庫 正壓環境維持 ■ 氣壓感測器 ■ 風速與風向感測器

冷凍庫 溫濕度監控(環境) ■ 溫溼度感測器

設備異常維修預測 ■ 電壓/電流感測器

通風室溫區 庫門開關狀態 ■ 磁簧感測器 ■ 光柵欄

庫存數量 ■觸控式感測器

氣體濃度監控 ■ CO2/C2H4 感測器 ■ PM1/PM2.5/PM10 感測器
清潔用品存放區

人員進出監控 ■ 影像感測器 ■ 紅外線感測器 ■ 照度感測裝置

烹煮區(熱處理)

蒸煮中心 溫濕度監控(環境) ■ 溫溼度感測器

煎炸中心 有害氣體監控 ■ CO2/ CO/甲醛感測器 ■ PM1/PM2.5/PM10 感測器

燒烤中心 食品(中心溫度) ■ 溫度感測器

熱炒中心
設備異常維修預測 ■ 電壓/電流感測器

點心中心

醬料/湯頭中心 自動補風換氣 ■ 風速與風向感測器

冷熱飲/醬料/湯頭中心 秤重 ■ 重量感測器

冷卻包裝區
冷卻（急速）區

正壓環境維持 ■ 氣壓感測器 ■ 風速與風向感測器

溫濕度監控(環境) ■ 溫溼度感測器

食品(中心溫度) ■ 溫度感測器

設備異常維修預測 ■ 電壓/電流感測器

庫門開關狀態 ■ 磁簧感測器

包裝區
有害氣體監控 ■ CO2/CO 感測器 ■ PM1/PM2.5/PM10 感測器

人員進出監控 ■ 影像感測器 ■ 紅外線感測器 ■ 照度感測裝置

秤重 ■ 重量感測器

中央廚房各重點作業區管制重點（環境+設備+產品+庫存）與連接之IoT感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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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廚房各重點作業區連接之IoT感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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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運作設備運作〼正壓環境
維持

氣壓
感測器

氣壓
感測器

控制命令
接收閘道器
控制命令

接收閘道器
設備控制器

PLC
設備控制器

PLC

管理者

提醒與通知提醒與通知

〼潔淨度維持

〼環境舒適維持
〼正壓環境維持
〼空氣品質改善
〼阻絕交叉污染

補風機補風機

〼數據監控
〼遠端協作

〼智取櫃
〼門禁管控

儀
表
板
/
戰
情
中
心

〼急速冷卻降溫監控
〼環境溫濕度監控

溫/濕度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

〼視覺化呈現
〼提醒與通知
〼氣體濃度監控
〼自動補風換氣

CO2/CO/甲醛
PM2.5 感測器
CO2/CO/甲醛
PM2.5 感測器

〼視覺化呈現
〼庫門開關

狀態監控

磁簧感測器磁簧感測器

視覺化畫面視覺化畫面

抓
取
資
料

抓
取
資
料

遠端管理
伺服器

遠端管理
伺服器控制命令傳送控制命令傳送

臨界值
設定/管理

臨界值
設定/管理

智慧設備智慧設備

人臉辨識人臉辨識

紫外線殺菌設備紫外線殺菌設備

〼維修預測
〼門開關狀態
〼氣體濃度
（超標)

〼維修預測
〼門開關狀態
〼氣體濃度
（超標)

〼可視化
數據

〼維修預測

電壓/電流
感測器

電壓/電流
感測器

資料儲存與運算資料儲存與運算

閘道器
（邊緣運算)

〼品溫監控
〼可視化數據

管理

急速冷卻急速冷卻

接收資料接收資料

〼機器學習
→維修/環境預測
→智慧/自動化設備
〼深度學習
→人臉/產品特徵辨識

〼機器學習
→維修/環境預測
→智慧/自動化設備
〼深度學習
→人臉/產品特徵辨識

智慧聯網(AIoT)系統架構-智慧中央廚房

〼人員進出監控
〼紫外線殺菌設備

調控

紅外線感測器紅外線感測器

〼影音生產
履歷

〼產品辨識
〼人臉辨視

影像感測器影像感測器

中央廚房作業區
（環境數據採集)

雲端伺服器
（央廚環境監控與運作系統/運作)

工作場域
（視覺化顯示/提醒/控制/運作)

〼影音生產履歷

真實呈現真實呈現

〼食材重量

電子磅秤電子磅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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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情境1-冷凍庫失溫 智慧聯網（AIoT）冷凍庫溫度與開關門警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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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情境2-冷凍庫性能衰退 智慧聯網（AIoT）冷凍冰箱-維修預測參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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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預測歷史資料（安培 A）查詢與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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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耐高溫菌
②產孢菌孢子
③醣毒素

殺致病菌菌體

冷卻方式 特性

靜置冷卻 〼食品汙染度高，中心散熱不易。

風扇冷卻 〼食品汙染度更高，不建議採用。

冷氣冷卻 〼中心溫度不易冷卻，消耗
能源大。

〼冷氣設計無法負荷容易損壞。

浸水冷卻
〼操作流程複雜，很難單人操作。
〼高溫洩料搬運至冷卻區，冷卻
作

業操作困難
〼放流水量大，冷卻時間過⾧，

中心散熱不易。

加工食品保鮮技術與冷鏈管理

60˚C
7˚C

7˚C60˚C

烹調料理烹調料理 ㇐般冷卻方式㇐般冷卻方式 包裝包裝 冷鏈管理冷鏈管理 耗損變質耗損變質

資料來源∶辰光能源科技網站

急速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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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冷卻+冷鏈管理
項目 說明

避免過度熟化 〼有效阻止食物繼續受熱，避免過熟現象的發生。
〼維持食物的嫩度、口感、色澤、品質與風味。

保留食品風味 〼冷縮香氣與風味物質。
〼在解凍後仍然能保持食物美味。

減少氧化變質 〼減少氧化、脫水與變質的不良影響。
〼維持優質的色澤、營養價值、外觀與口感

保存期限延長 〼快速通過危險溫度範圍（7°C~60°C），降低
細菌增殖速度&數量。

〼有效延⾧食品的賞味期限，適合網購或連鎖商
店業者之遠距離宅配或門市配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辰光能源科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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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冷卻可視化數據-茶湯-Demo急速冷卻機

平台數據顯示

可視化數據呈現NE15冷卻設備，僅17分鐘
將18公升茶湯的溫度降低75度。

冷卻設備效能數據Don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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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智慧聯網（AI+IoT）急速冷卻機

統計製程管制圖

項目 生菌數
（cfu/mL）

大腸桿菌
（MPN/mL） 沙門氏菌

以食品原料
萃取而得之
飲料（茶）

200 以下（有
容器或包裝） 陰性 陰性

時間
（特徵值ｘ）

溫度
（標籤y）

18 93±𝟏.5°C

17 9𝟏 ± 𝟏.5°C

16 8𝟖 ± 𝟏.4°C

15 8𝟓 ± 𝟏.4°C

14 8𝟐 ± 𝟏.4°C

13 7𝟖 ± 𝟏.4°C

12 7𝟑 ± 𝟏.3°C

11 6𝟖 ± 𝟏.2°C

10 6𝟑 ± 𝟏.2°C

9 5𝟖 ± 𝟏.2°C

8 5𝟑 ± 𝟏.1°C

7 4𝟗 ± 𝟏.1°C

6 4𝟓 ± 𝟏.1°C

5 4𝟏 ± 𝟏.0°C

4 3𝟔 ± 𝟏.0°C

3 3𝟏 ± 𝟎.9°C

2 2𝟕 ±0.9°C

1 2𝟐 ± 𝟎.8°C

0 1𝟕 ±0.7°C

反覆調整
學習模型

參數/特徵
標準比較
參數/特徵
標準比較

M2M遠端智能協作

數據可視化管理數據可視化管理

提醒與通知提醒與通知

〼冷卻速率
〼攪拌器運轉功率
〼轉盤運轉功率

〼冷卻速率
〼攪拌器運轉功率
〼轉盤運轉功率

輸出輸出

智慧雲端平台智慧雲端平台

學習模型
統計製程管制(SPC）模型

學習模型
統計製程管制(SPC）模型

IoT通訊設備IoT通訊設備

急速冷卻設備
& 感測器

急速冷卻設備
& 感測器

X-bar(x̄)-σ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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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急速冷卻機-AI專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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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急速冷卻機-AI專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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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電子郵件

所有連網的感測裝置狀態、細節資訊會全由通訊模組存取、傳遞，透過雲端系統物聯網：
1.偵測：

〼廚房各作業區溫度、溫度，冷凍冷藏冰箱是否失溫? ■烹煮區CO濃度是否超標? ■各項廚房設備電壓是否飆高?
〼潔淨區(食材貯存區及包裝區) 相較於室外大氣壓力，是否維持正壓環境?

2.遠端管理
〼智慧型廚房會在過熱或過於潮濕的環境，自動啟動補風換氣設備。
〼冷凍冷藏冰箱未確實關上，導致失溫物料的損失，會立即發出警報通知。
〼在烹煮區及用火的重點區域，CO濃度超標的危險性，可做遠端行動APP操控現場排風或送風設備。
〼在食材貯存區及包裝區，補風過濾設備及冷氣自動啟動，維持正壓環境 ，阻絕室外汙染源或病原體經由空氣為

媒介，造成之交叉污染。
〼人員離開時紫外線殺菌自動開啟，隨時維持高標準潔淨度。
〼廚房大型設備電壓開始飆高，是否因老化或其他原因，隨時監控得知及早維修並預防災害。

中央廚房智慧聯網-3D位置顯示x感測裝置x雲端系統x行動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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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示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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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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