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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歡迎您參與本研究！此份文件名為「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它將詳述您本研究

之相關資訊及您的權利。在研究開始進行及您簽署本同意書之前，研究主持人或研

究人員會為您說明研究內容，並回答您的任何疑問。 

研究計畫名稱 

中文：能守護人類生、心理之 AI 機器人 

英文：AI Robots that Care about Human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es 

研究機構名稱： 台灣大學      經費來源：科技部      

研究計畫主持人：葉素玲       職稱：特聘教授   

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張玉玲     職稱：副教授   

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黃從仁     職稱：助理教授   

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吳恩賜     職稱：助理教授   

 (多位共同/協同主持人之計畫，請將資料填寫完整) 

※研究計畫聯絡人：陳怡臻      電話：02-33663955   

一﹑研究目的：(請以研究參與者能理解之方式，說明本研究之內容) 

本子計畫聚焦於 AI 機器人在健康照護上的應用，目標如下：(一) 提升人對機器信

賴與好感，以及人和機器間的互動性；(二)提升服務型機器人的語音對話能力，以

生成豐富意義的對話、情感交流為目的，調控機器人的用語風格及語音特質，以貼

近使用者的習慣與喜好；(三) 建立長者(或輕度失智者)人工記憶輔助系統，開發機

器人上的問答式對話互動系統，幫助長者回想或是提醒長者要注意的事項，以維持

其獨立生活的能力； (四)強化機器人與人的雙向合作能力，減緩長者在生活學習上

的負面情緒，並進ㄧ步提升正面的經驗；(五)提升人對機器人的接受度與信任度。 

二﹑參與研究之條件與限制：(研究參與者之納入或排除條件) 

招募年齡介於 18~90 歲，且至少具備國小 6 年級或國中一年級之中文程度、無神經

性或精神疾患且矯正後視力正常的受試者。 

 

三﹑研究方法與程序：(含研究方法、研究流程、預計招募之參與者總人數、以及研

究參與者所需付出之時間) 

研究 1 創造人性化之人工智慧輔具系統 

研究 1.1 實驗過程如下，受試者填寫完性格測驗後，將會在 AI-NDT 輔具上進行步

態對稱性訓練，過程中若系統偵測到步態對稱或不對稱時，AI 治療師均會給予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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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回饋。第一次訓練結束過後，AI 治療師會再詢問受試者是否願意繼續進行訓

練，並讓受試者自由決定要再持續多久的訓練。整個訓練階段結束後將會訪問受試

者: 進行訓練的動機高低、訓練的壓力程度，對 AI 治療師的好感度，以及對 AI 治

療師的印象。實驗時間約 30~60 分鐘，預計招募約 60 人。 

 

研究 1.2 研究起始，會先介紹接下來要進行的互動場景給受試者。並依據實驗設計分

派受試者進行不同類型的作業(受試者間)，可能是社交互動或認知作業，並記錄做作

業過程中受試者的行為表現:反應時間、持續時間和情緒相關生理指標等。也將請參

與者填寫特質測驗，並以問卷測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用以探討使用者人格特質、主

觀感受、情緒指標與作業表現間的關聯性。實驗時間約 60~90 分鐘，預計招募約 60

人 

 

研究 2 能夠早期偵測失智症並提升認知功能的 AI 機器人及演算系統 

研究 2.1 年齡至少 60 歲且迷你心智功能評估篩選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所得分數落在 24-30 分(滿分為 30 分)之間的受試者，將會被邀請與攜帶型機

器人 RoBoHon 進行互動(時間與細節請參考下方”人機互動階段”)，互動期間，受試

者將透過機器人進行幾項認知作業(學習與記憶、執行功能、語言等)，以測量其反應

時間與正確率，並根據這些資料進行分析，用以發展出分析同一受測者多次測量結果

的預測模型。預計招募約 60 人。 

 

研究 2.2 年齡至少 60 歲之受試者，在通過神經心理測驗(範圍包括記憶力，執行功

能，語言功能)的篩選後，將會進入訓練階段接受認知訓練作業。本實驗會透過刺激

材料的更新，以及改變認知作業的困難度，在與機器人的互動階段(時間與細節請參

考下方”人機互動階段”)給予受試者持續的訓練。除了觀察其訓練的作業質與量上的

變化外，亦會同時針對受訓練者進行標準化紙本神經心理評估，並同時收集情緒、生

活品質與家屬對於受訓練者在認知、情緒與生活功能上的評估。透過分析這些資料可

望建構出不同受試者參數下最佳訓練劑量與方向。預計招募約 60 人。 

 

研究 3 能習得使用者價值系統的個人化機器人 

邀請受試者與機器人進行互動(時間與細節請參考下方”人機互動階段”)，並於過程當

中針對受試者所表達之社交與財務習慣，以及受試者對於周遭環境與事件的看法與意

見的內涵進行記錄，並採用機器學習的方式，讓機器人逐漸了解使用者的價值觀、偏

好、習慣等等。預計招募約 60 人。 

 

研究 4 AI 與機器人的人類情感動態估算模組 

邀請受試者與機器人進行互動(時間與細節請參考下方”人機互動階段”)，並於過程當

中針對受試者自己敘述的身體與心理健康狀況(包含睡眠習慣與注意力狀態)、情緒起

伏等回饋進行記錄，透過如 k-means 等非監督式的分群法(unsupervised clustering)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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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個體而來的情緒軌跡做分類、以各種時間序列分析的技術來探討情感動態過

程。預計招募約 60 人。 

 

人機互動階段 

在第一階段為期兩周的研究期間內，受試者可選擇與攜帶型機器人 RoBoHon 於以下

場所進行互動 (可複選): 

□ 於國立台灣大學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進行每周至少 3 次且每次至少 2 小時

的互動時間， 

□ 將 RoBoHon 機器人帶回家，並於居家場域進行每日至少 30 分鐘的居家互動。 

 

其互動內容可包含日常聊天、情緒描述與進行認知作業 (範圍包括記憶力，執行

功能，語言功能)等。在受試者感到自在的前提下，機器人將會透過內建的攝影機與

錄音系統，記錄受試者言談的內容與相關資訊。機器人記錄的資訊主要包含:受試者

的身體與心理健康狀況、注意力狀態、情緒起伏、社交與財務習慣，以及受試者對於

周遭環境與事件的看法與意見。 

  研究期間，受試者具有絕對的自主權來決定是否要將機器人開機，且僅有在開機

的狀態下，機器人才會將對話內容記錄於內建的記憶裝置當中。另一方面，這些資料

也會存放在研究室的電腦裡以進行後續資料分析。只有經授權的研究人員能存取可識

別受試者的個人資訊，而後續發佈的研究成果也將以匿名的方式呈現，因此研究受試

者的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而不會外流。受試者也具有完全的決定權可在表定的研究期

限前終止實驗。而無論是否決定提前終止實驗，整個互動階段結束後，受試者均須將

機器人完好地交還給實驗者。若受試者在互動過程當中，對機器人的操作，或是實驗

細節有任何的疑問，均可以聯絡研究人員以尋求相關協助。 

  兩周研究階段結束後，研究者將會就這期間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在確認資料

內容穩定與可信後，將會詢問受試者是否願意進入第二階段－繼續與機器人進行四周

的互動。其互動與資料記錄情形同上所述。總實驗時間為兩周到六周。 

四、參與研究時之禁忌、限制及應以配合事項：(含研究中對參與者的各項限制，及

研究參與者可能需自行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若無亦請註明。)  

若實驗過程中，機器人若有人為損傷、故障的狀況發生，參與者須負擔維修費用。 

五、研究潛在風險、發生率及救濟措施：（請說明 1. 對研究參與者有潛在之生理、

心理、或個人資訊保密上之風險，或可能產生的任何不適；2.風險發生率；3. 降低

風險與保護研究參與者之方法；4. 風險發生時之處理措施。） 

部分參與者可能在與機器人的互動中有生理、心理上的不適，然若發生該情況，將

暫時中斷實驗，等參與者恢復後再繼續進行或依參與者本人意願決定是否繼續進行

實驗。 

 

研究 1.2 中，因參與者胸腹部、手、額頭將配戴生理訊號記錄儀器，在實驗初始階段

可能稍有不適應感，實驗內容無潛在風險之可能。若實驗過程中不適感無法消除，

參與者可以隨時要求終止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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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效益與對研究參與者之益處：（1. 研究之科學效益；2 對研究參與者之益

處，包含給予之車馬費或禮品，以及參與者中途退出之計算方式等，若無亦請註

明。） 

本計畫將有助於開發健康照護 AI 機器人。 

- 若您是參與子計畫一「創造人性化之人工智慧輔具系統」，每小時將獲得 140 

元（若參與者中途退出，則以 30 分鐘 70 元為基本單位）或普心實驗節數的

報酬。 

- 若您是參與子計畫二「能夠早期偵測失智症並提升認知功能的 AI 機器人及演

算系統」、子計畫三「能習得使用者價值系統的個人化機器人」、子計畫四「AI 

與機器人的人類情感動態估算模組」:  

總參與時數未滿 14 天者，每日將獲得 200 元報酬。總參與時數達 14 天者，將

一次性獲得 3000 元報酬。超過 14 天後繼續加總之參與時數，則以每日 200 元

為單位累計。 

七、研究可能衍生的商業利益及其拓展應用之約定：（若無亦請註明。） 

無 

八﹑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含 1. 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保存方

式、運用規劃；2. 涉及可辨識之個人資訊如身分紀錄和隱私資料之機密性，及其保

護與處置材料之方式。） 

     研究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個人隱私之資料視同機

密處理，絕對不會公開。研究人員將以一個研究代碼代表受試者的身分，此代碼不會

顯示受試者的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生日等可識別資料，並將相關資料

將保存在上鎖之研究室當中，所有資料將至少保存五年。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

身份將被充分保密。凡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即表示您同意各項原始紀錄可直接受監測

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

律和各種規範要求；上述人員承諾絕對維繫您身分之機密性。 

 

九﹑損害補償或保險：（含研究參與者之法定權益受損時之補償責任，若無亦請註

明。） 

(一) 本研究依計畫執行，除可預期之不良事件外，若因參與本研究而發生不

良事件或損害，本計畫願意供專業醫療照顧及醫療諮詢，您不必負擔治

療不良反應或傷害之必要醫療費用。除前述之補償原因與方式外，本研

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 

(二)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十﹑研究之退出方式及處理：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或退

出研究。如果您拒絕參加或退出，將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影響日後研究計畫主

持人對您的評價，更不會損及您的任何權利。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可透

過電子郵件(聯絡人:陳怡臻/ yjchen@ntu.edu.tw)進行，計畫主持人將會銷毀相關資

料。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計畫贊助或監督單位，也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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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十一﹑研究參與者權利： 

(一) 本研究已經過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查

內容包含利益與風險評估、研究參與者照護及隱私保護等，並已獲得核

准。委員會係依規範運作，並通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構查核認證之審

查組織。若您於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疑問，或認為權利受到影響、傷害，

可直接與國立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聯絡，電話號碼為：(02)3366-

9956、(02)3366-9980。 

(二)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妥善地向您說明了研究內容與相關資

訊，並告知可能影響您參與研究意願的所有資訊。若您有任何疑問，可

向研究人員詢問，研究人員將具實回答。 

(三)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留存。 

十二、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簽名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

與目的，以及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 

研究人員簽名：＿＿＿＿＿＿＿＿＿＿＿＿＿＿＿＿ 

日期：□□□□年□□月□□日 

十三、研究參與者簽名同意 

    本人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可能的益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畫的疑

問，已獲得詳細說明與解釋。本人同意成為本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