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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目前製造生產線不斷朝向自動化與智慧化來發展，而焊接作業也不斷地從人工密集的方

式改以機械手臂來進行取代，由於原本人工作業時，焊接與檢驗動作都是作業人員同時可以

確認的，但是以機械手臂的進行時，就必須需要導入智慧影像辨識技術來進行檢驗，以確保

焊接品質並且減少人工檢驗與重複施工的成本。 

 

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研發一套焊接品質檢驗系統，運用AI深度學習技術進行智慧影像辨識，結合機

械手臂的運作，建立一套品質檢驗技術導入的標準流程，技術核心包含兩大模組： (1)焊接

圖像偵測/分類技術導入模組、(2)手臂焊接與檢驗協同整合模組。 

 焊接圖像偵測/分類技術導入模組 

導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先以人工收集焊接OK正樣本來進行焊接偵測模型的訓

練，並藉由偵測結果的信心值，來篩選焊接不良NG情況，然後交由人工確認，並收

集NG焊接不良圖像。第二階段:當NG圖像收集到一定數量，將進行分類模型的訓練，

透過偵測/分類技術的整合運作，實現從半自動到全自動的焊接品質檢驗導入流程。 

 手臂焊接與檢驗協同整合模組： 

手臂焊接之後，需要進行圖像擷取，擷取結果進行智慧影像偵測/分類之後，針對NG

不良狀況，進行重焊或補焊作業，實現品質檢驗技術與手臂協同整合運作。 

 本合作研究所開發之應用服務需整合至資策會現有品質檢驗與預測技術的解決方

案。 

 本合作研究所產出之技術，需於1實證場域進行驗證。 

 

三、 計畫範圍 

本計畫研發之焊接品質檢驗系統，將整合現有之焊接機械手臂的控制系統，由手臂端在

焊接完畢後發送訊號給檢驗系統進行取像，經過智慧影像偵測/分類後，由作業人員確認，針

對焊接不良可以提供IO訊號，以控制手臂針對NG點位進行重焊或補焊。而焊接偵測/分類模型

則是結合人工作業的設定可以持續訓練，直到符合品質檢驗的需求。 

 

四、 預期成果 
1. 開發焊接品質檢驗系統，運用 AI深度學習影像辨識技術，建立技術導入產線的標準

流程，加快產業技術提升速度。  

2. 開發作業人員複檢系統，協助從半自動檢驗到全自動檢驗的作業時程。 

3. 彙整焊接品質檢驗系統的個案研究論文，投稿到 SCI期刊。 

※前述成果如有專利構想或專利申請產出時，需注意專利申請之新穎性(novelty)。因凡經公

開發表之研發成果，如擬申請專利，須於公開發表後 6個月內完成，前述成果如是以論文

方式公開發表，將無法取得大陸與歐盟等國之專利。 

      

五、 執行方式 

1.111年6月30日前: 



 整合機械手臂取像訊號自動收集焊接圖像。 

 完成焊接偵測模型訓練並依據機械手臂取像訊號之後進行偵測結果顯示。 

 提供作業人員複檢與焊接不良圖像收集。 

2.111年11月30日前: 

 完成焊接品質分類模型訓練，並依據機械手臂訊號進行作動。 

 完成機械手臂重焊或補焊訊號的整合(初期需要人工逐一確認)。 

3.分工方式 

 合作研究單位應負責以下事項： 

 負責AI深度學習智慧影像偵測/分類模型的訓練，整合機械手臂控制訊號，開發焊

接品質檢驗系統。 

 協同至少1家精密機械廠商進行實地驗證。 

 合作研究單位經審核通過執行本合作研究計畫後，應指派承辦人員一名做為本案相 

 關聯繫之窗口。 

 合作研究單位經審核通過執行本合作研究計畫後，每週與本會承辦人員確認執行進 

 度與相關事宜，並回覆相關問題諮詢。 

 本計畫工作之進行應依照本會之ISO及CMMI相關程序進行，並累積相關的 ISO及 

 CMMI品質紀錄文件。 

 

六、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計畫執行區間：111 年 3 月 1 日 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  

總經費：600,000元 

     

七、 驗收標準(含教育訓練) 

1.111年06月30日前： 

 完成焊接品質檢驗系統開發規格書。 

 完成焊接偵測模型訓練與機械手臂訊號連動並顯示結果。 

 完成作業人員複檢與焊接不良圖像收集功能或工具。 

2.111年11月30日前： 

 完成實機或模擬實驗平台驗證焊接品質檢驗系統，辨識準確率達95%。 

 於1家廠商完成機械手臂系統整合連動檢驗系統運作。 

 整理期刊投稿相關資料，並於112年2月前完成投稿。 

 

 

八、 技術能力需求 

1.相關計畫執行經驗：於過去5年內需承接焊接品質檢驗相關系統開發計畫，且具備實際

系統產線導入經驗，建議可於計畫書附錄近期執行計畫的摘要概述。 

2.擁有整合機器手臂與智慧影像辨識研發團隊:具備軟硬體資訊系統整合相關經驗研發

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