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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及其裝置

VISUAL DRIVE CONTROL METHOD AND APPARATUS WITH MULTI FREQUENCY AND MULTI 
PHASE ENCODING
(57)摘要

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其步驟包含產生複數個閃爍序列訊號，其依據參考相 

位與在至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中時序上劃分之複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所產生。然後利用閃爍序列訊 

號驅動顯示單元，顯示相對應之光學影像。接著藉由光學影像誘發生物體之視覺神經，使其產生相 

對應之生物訊號。隨後將生物訊號轉換成數位生物訊號以進行運算處理，以獲取其平均撷取參考相 

位以及平均撷取偏移相位。接著比對數位生物訊號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與相位狀態，以輸出相對 

應之控制訊號。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裝置亦在此揭露。

A visual drive control method with multi-frequency and multi-phase encoding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A plurality of flickering sequences are generated by an encod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a reference 
phase and a plurality of shifting phases divided in time division under at least one phase shift state, then a 
display unit is driven for displaying corresponding optical images. An optic nerve of an organism is evoked 
by the optical images, such that the organism generates a corresponding biological signal. Next, a 
computation process is performed to a digital biological signal translated from the biological signal for 
acquiring an average captured reference phase and an average captured shifting phase of the digital biological 
signal. Then, the frequencies and the phase states of the digital biological signal and the flickering sequences 
are compared for outputting a corresponding control signal. A visual drive control apparatus with multi- 
frequency and multi-phase encoding is disclos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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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是有關於一種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及其裝置，且 

特別是有關於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及其
- 裝置。

;【先前技術】
.過去的數十年之中，利用穩態視覺誘發電位方式

• ( Steady-State Visual Evoked Potential, SSVEP )之腦機介 
面(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系統被發展及應用於生 
醫領域之中，並廣泛地應用於行動不便者操控特定裝置之 
驅動控制介面中。穩態視覺誘發電位方式係利用具有頻率 
特徵(Frequency-tagged )及(或)相位特徵(Phase-tagged ) 

之訊號作為視覺目標閃爍裝置之訊號源。
當腦機介面系統利用具頻率特徵之穩態視覺誘發電位 

方式時，其以具有不同頻率之視覺目標刺激誘發使用者之
• 視覺神經，而讓使用者產生相對應視覺目標頻率之腦波訊 

號。但是，多個不同頻率之視覺目標會使得顯示畫面較為 
凌亂，並造成使用者視覺疲勞之問題。

另外，當腦機介面系統利用具相位特徵之穩態視覺誘 
發電位方式時，其以具有不同相位之視覺目標刺激誘發使 
用者之視覺神經，而讓使用者產生相對應視覺目標相位之 
腦波訊號。由於視覺目標之頻率均相同，因此視覺目標顯 
示畫面較不會凌亂，因而具有低視覺疲勞之優點。然而， 
具有相位特徵之腦機介面系統在每次使用前都必須進行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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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目標相位與腦波訊號相位之間的校正動作，以找到每個
使用者獨特的腦波訊號之參考相位。再者，由於使用者對 
視覺目標之適應狀況均不相同，其中一部分使用者之腦波 
訊號的參考相位在長時間的視覺刺激後會產生相位偏移， 
使得具有相位特徵之腦機介面系統必須時常校正視覺目標 
相位與腦波訊號相位之間的相位偏移量，才得以獲取正確

' 的腦波訊號相位與視覺目標相位之間的關聯性。
因此，習知穩態視覺誘發電位方式之腦機介面系統於

. 實際應用中，仍有上述造成使用者視覺疲勞或是時常需要 
進行腦機介面系統之校正所造成使用操作上的不便，而有 
進行改良之必要。

【發明內容】
因此，本揭示內容之一態樣在於提供一種多頻多相位

- 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以解決習知穩態視覺誘發電位方
式之腦機介面系統中使用操作上之不便。

. 上述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包含步驟如
下：產生複數個閃爍序列訊號，其依據參考相位與在至少 
一相位偏移狀態中時序上劃分之複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 
而產生；利用閃爍序列訊號驅動顯示單元，用以顯示相對 
應閃爍序列訊號之複數個光學影像；藉由光學影像誘發生 
物體之視覺神經，使得生物體產生相對應光學影像之生物

- 訊號；將生物訊號轉換成數位生物訊號；對數位生物訊號 
進行運算處理 > 以獲取數位生物訊號相對應參考相位之平 
均撷取參考相位以及相對應偏移相位其中一者之平均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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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相位；以及比對數位生物訊號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
與相位狀態，以輸出相對應之控制訊號。

依據本發明之第一實施例，其中比對數位生物訊號與 
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與相位狀態之步驟包含：比對數位生 
物訊號之頻率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當數位生物訊號之 
頻率與閃爍序列訊號其中一者之頻率相符時，計算平均撷 

' 取參考相位與平均撷取偏移相位之間的相位差，以取得平
均相位差；以及比對平均相位差與偏移相位，並輸出相對 

. 應之控制訊號。
依據本發明之第二實施例，其中閃爍序列訊號中至少 

一者係於時序上依序操作於參考相位狀態和複數個相位偏 
移狀態，且相位偏移狀態中閃爍序列訊號均具有不同偏移 
相位。

' 依據本發明之第三實施例，其中閃爍序列訊號具有相
- 異之複數個頻率。

依據本發明之第四實施例，其中閃爍序列訊號中至少 
.一者係於時序上依序操作於參考相位狀態和複數個相位偏 

移狀態，且相位偏移狀態中閃爍序列訊號均具有不同偏移 
相位，同時閃爍序列訊號具有相異之複數個頻率。

依據本發明之第五實施例，其中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 
為固定或是可調整。

依據本發明之第六實施例，其中閃爍序列訊號操作於 
參考相位狀態和相位偏移狀態之時間週期為固定或是可調 
整。

本揭示內容之另一態樣在於提供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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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驅動控制裝置，以解決習知穩態視覺誘發電位方式之 
腦機介面系統中使用操作上之不便。

上述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裝置包含閃爍序列 
產生單元、顯示單元、生物訊號量測單元以及訊號處理單 

. 元。閃爍序列產生單元係用以產生複數個閃爍序列訊號， 
其依據參考相位與在至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中時序上劃分之 
複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而產生。顯示單元電性耦接閃爍 
序列產生單元，用以顯示相對應閃爍序列訊號之複數個光 

. 學影像。生物訊號量測單元連接生物體，用以獲取生物體 
之生物訊號，其中生物訊號係藉由光學影像誘發生物體之 
視覺神經所產生。訊號處理單元電性耦接生物訊號量測單 
元，用以執行生物訊號之訊號處理，並輸出相對應之控制 
訊號。

' 依據本發明之第七實施例，其中訊號處理單元包含生
- 物訊號放大器、類比數位轉換器以及處理器。生物訊號放 

大器電性耦接生物訊號量測單元，用以放大由生物訊號量 
. 測單元所獲取之生物訊號。類比數位轉換器電性耦接生物 

訊號放大器，以將生物訊號轉換成數位生物訊號。處理器 
電性耦接類比數位轉換器與閃爍序列產生單元，上述處理 
器係用以：對數位生物訊號進行運算處理，以獲取數位生 
物訊號相對應參考相位之平均撷取參考相位以及相對應偏 
移相位其中一者之平均撷取偏移相位；以及比對數位生物 

. 訊號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與相位狀態，以輸出相對應之
控制訊號。

依據本發明之第八實施例，其中光學影像各自為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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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亮光或是亮度可調整之圖案。
依據本發明之第九實施例，其中顯示單元具有複數個 

光學元件，上述光學元件之閃爍亮暗週期為固定或是可調 
整。

依據本發明之第十實施例，其中閃爍序列訊號係由可 
程式化晶片所產生。可程式化晶片至少包含單晶片、可程 
式邏輯閘陣列或是微控制器。

依據本發明之第十一實施例，其中生物訊號量測單元 
. 係根據10-20標準電極位置系統，將至少一電極黏貼於生 

物體之大腦視覺區、參考電極黏貼於生物體之耳後乳突以 
及接地電極黏貼於生物體之前額，而用以獲取生物體之生 
物訊號。

依據本發明之第十二實施例，上述多頻多相位編碼視 
' 覺驅動控制裝置更包含控制單元電性耦接訊號處理單元，
- 控制單元接收控制訊號，以操控週邊設備並執行相對應之

動作。

【實施方式】
以下將以圖式及詳細敘述清楚說明本揭示內容之精 

神，任何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瞭解本揭示內 
容之較佳實施例後，當可由本揭示內容所教示之技術，加 
以改變及修飾，其並不脫離本揭示內容之精神與範圍。

' 第1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實施方式的一種多頻
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裝置之方塊示意圖。上述多頻多 
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裝置包含閃爍序列產生單元1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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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單元120、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以及訊號處理單元 
140,其中閃爍序列產生單元110係用以產生複數個閃爍序 
列訊號，其依據參考相位與在至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中時序 
上劃分之複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而產生。顯示單元120 

電性耦接閃爍序列產生單元110,用以顯示相對應閃爍序 
列訊號之複數個光學影像。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則連接 

' 生物體，用以獲取生物體之生物訊號，其中生物訊號係藉
由光學影像誘發生物體之視覺神經所產生。訊號處理單元

■ 140則電性耦接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用以執行生物訊號 
之訊號處理，並輸出相對應之控制訊號。

在本實施例中，上述實施方式之訊號處理單元140可 
更包含生物訊號放大器141、類比數位轉換器142以及處 
理器143，其中生物訊號放大器141電性耦接生物訊號量 
測單元130，用以放大由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所獲取之 
生物訊號。類比數位轉換器142電性耦接生物訊號放大器 
141，以將生物訊號轉換成數位生物訊號。處理器143電性 
耦接類比數位轉換器142與閃爍序列産生單元110，其用

■ 以對數位生物訊號進行運算處理，以獲取數位生物訊號相 
對應參考相位之平均撷取參考相位以及相對應偏移相位其 
中一者之平均撷取偏移相位，並且用以比對數位生物訊號 
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與相位狀態，以輸出相對應之控制 
訊號。

- 在一實施例中，上述閃爍序列訊號可由可程式化晶片
所產生。可程式化晶片至少包含單晶片、可程式邏輯閘陣 
列或是微控制器。閃爍序列訊號驅動顯示單元120，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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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光學元件121、第二光學元件122、第三光學元件123 

以及第四光學元件124，以相對應閃爍序列訊號產生第一 
光學影像、第二光學影像、第三光學影像以及第四光學影 
像。

在本揭示內容之另一實施例中，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 
驅動控制裝置可更包含控制單元150,電性耦接訊號處理

' 單元140中之處理器143，控制單元150接收控制訊號， 
以操控週邊設備並執行相對應之動作。

. 除此之外，訊號處理單元140可更包含濾波單元（未繪
示），其電路型式可為類比式濾波器或是數位式濾波器。濾 
波單元依其電路設計型式之不同，可電性耦接生物訊號放 
大器141與類比數位轉換器142之間，或者電性耦接類比 
數位轉換器142與處理器143之間。濾波單元用以濾除相

- 對應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例如：27 Hz〜36 Hz）以外的
. 雜訊，並可提高訊號雜訊比，以便處理器143對數位生物 

訊號進行運算處理。上述雜訊包含心跳頻率、生物體內生 
理雜訊、電源雜訊以及其他外界干擾雜訊.等等。需特別說 
明的是，上述濾波單元之電路設計型式以及其設置方式並 
不以上述為限。

在操作上，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可根據10-20標準 
電極位置系統，將至少一電極黏貼於生物體之大腦視覺

- 區、參考電極黏貼於生物體之耳後乳突以及接地電極黏貼
- 於該物體之前額的方式，以獲取生物體之生物訊號。也就 

是說，當使用者（或生物體）的眼睛注視顯示單元120所 
產生之光學影像（例如，第一光學元件121至第四光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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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24所產生之四個光學影像）時，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 

中之電極、參考電極以及接地電極則獲取到由上述光學影 
像誘發使用者之視覺神經所產生之腦波訊號（或是生物訊 
號）。然後，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將所獲取的腦波訊號傳 
遞至訊號處理單元140,並以生物訊號放大器141對腦波 
訊號進行訊號振幅放大，再由類比數位轉換器142將腦波 
訊號轉換為數位腦波訊號（或是數位生物訊號）。

依據上述，閃爍序列產生單元110所產生之數個閃爍
. 序列訊號，主要是依據參考相位與在至少一相位偏移狀態 

中時序上劃分之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而產生。舉例來 
說，閃爍序列控制單元110可依據第2圖所示之編碼方式 
產生閃爍序列訊號。第2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第一 
實施方式的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之閃爍

- 序列訊號示意圖。請同時參照第1圖和第2圖。在此實施 
例中提出具有雙相位狀態變化閃爍方式之編碼，即為利用 
閃爍頻率為第一頻率（例如：f]=31.25 Hz）下，以一個參 
考相位狀態以及一個相位偏移狀態所組合而成之編碼方 
式。再將參考相位狀態串接相位偏移狀態中不同的偏移相 
位，形成Θ refi Φ之編碼組合，以90°偏移相位設計為例， 
其中360°週期可被偏移相位角分割成4個等份，亦即0点1

Θ refl、Θ refl — & refl 一 90 °、Θ refl 弓 Θ refi — 180° 以及 8 refl 

-8 refl —270°共四種組合。因此，一個閃爍頻率f]可以產 
生出四種雙相位狀態之閃爍序列訊號（例如，第一至第四 
閃爍序列訊號），若採用兩種頻率的閃爍方式（例如，第一 
頻率f]=31.25Hz與第二頻率f2=36Hz）則可產生八種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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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狀態之閃爍序列訊號。
本揭示內容之一實施例中，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可為 

固定或是可調整。例如，可將第一頻率設定為31.25 Hz或 
將其設定在27 Hz〜36 Hz範圍中之特定頻率。再者，參考 
相位狀態與相位偏移狀態之時間週期可為固定或是可調 
整。例如，可將觸發訊號後之0秒〜0.9秒設定為參考相位 
狀態之時間週期（TJ，而觸發訊號後之0.9秒〜1.8秒設定 
為相位偏移狀態Μ時間週期（Tp）。此外，當獲取使用者之.-
腦波訊號中的參考相位（或是偏移相位）達到穩定的狀態 
時，才允許閃爍序列訊號轉換到下一個相位狀態，以進行 
相對應之光學影像顯示。因此，參考相位狀態與相位偏移 
狀態的時間週期（或持續時間）為可調整，且不以上述為 
限。

本揭示內容之另一實施例中，光學影像可各自為單純 
亮光或是亮度可調整之圖案。例如，顯示單元120之光學 
元件可色含LED、LCD面板以及燈泡等發光元件，其可產 
生罩純僅具有亮與暗之光學影像或者透過電路控制產生可 
調整亮度及（或）相異顏色輸出之光學影像。光學影像之 
閃爍亮暗週期係為固定或是可調整，以達到舒適的視覺顯 
示與實際使用上的需求。例如，對第一頻率為31.25 Hz之 
閃爍頻率而言，其每個閃爍亮暗週期為32 ms，使用者可選 
擇亮暗各一半（各自為16 ms）之工作週期（Duty Cycle） 

的閃爍方式，或是亮24 ms與暗8 ms之工作週期的閃爍方 
式，只要閃爍亮暗時間總和為32 ms之組合皆屬於第一頻 
率31.25 Hz之閃爍頻率顯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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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閃爍序列訊號與光學影像之產生可根據實
際需求或操作情況而調整其頻率、光學影像個數、相位時
間週期、閃爍亮暗方式與週期，且不以上述為限。

第3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實施方式的一種多頻
. 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中對生物訊號進行運算處理

之示意圖。請同時參照第1圖、第2圖和第3圖。處理器 
143對數位腦波訊號進行包含傅立葉轉換、時間平均技術 
或小波分析等運算處理，以獲取數位腦波訊號之平均撷取 

. 參考相位以及平均撷取偏移相位。舉例來說，數位腦波訊 
號之平均撷取參考相位為190°，而其平均撷取偏移相位為 
102°。處理器143對數位腦波訊號之頻率與閃爍序列訊號 
之頻率進行比對，當數位腦波訊號之頻率與閃爍序列訊號 
之頻率相符時（例如，數位腦波訊號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 
率皆為31.25 Hz），代表此腦波訊號確實為透過顯示單元 
120中之光學元件所誘發產生，然後計算出平均撷取參考 
相位與平均撷取偏移相位之間的平均相位差為88°。再以 
此平均相位差.與閃爍序列訊號中的偏移相位進行比對可

• 得知此平均相位差係對應於具有90°偏移相位之第二閃爍 
序列訊號，並可推斷出使用者之眼睛正在注視第二光學元 
件。接著，處理器143再依據第二閃爍序列訊號而產生相 
對應之控制訊號。

控制單元150於接收控制訊號之後，依據控制訊號操
- 控週邊設備以執行相對應之動作。例如，第一至第四閃爍 

序列訊號相對應輪椅之向前、向右、向後以及向左之行進 
動作。因為上述數位生物訊號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運算比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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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結果為對應至第二閃爍序列訊號，則處理器143根據 
此第二閃爍序列訊號輸出相對應之控制訊號給控制單元 
150 »以驅使輪椅執行向右行進之動作。

第4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第二實施方式的一種 
. 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之閃爍序列訊號示意 

圖。閃爍序列訊號中至少一者係於時序上依序操作於參考 
相位狀態和複數個相位偏移狀態，且每個相位偏移狀態中 
之閃爍序列訊號均具有不同偏移相位。舉例來說，閃爍序 

. 列控制單元110可依據第4圖所示之編碼方式產生閃爍序
列訊號。請同時參照第1圖和第4圖。在此實施例中提出 
具有三個相位狀態變化閃爍方式之編碼，即為利用閃爍頻 
率為第一頻率（例如：fi=31.25 Hz）下，以一個參考相位 
狀態以及兩個相位偏移狀態（例如，第一相位偏移狀態以 
及第二相位偏移狀態）所組合而成之編碼方式。再將參考 
相位狀態串接第一相位偏移狀態與第二相位偏移狀態中不 
同的偏移相位，形成& refl 9 Φ Q © 2之編碼組合，以90° 

偏移相位設計為例，其中360°週期可被偏移相位角分割成
• 4個等份，亦即Θ refl Θ ref 1 Τ Θ refl、& re fl 9 Θ refl 9 θ refl

—90 °、θ refl 9 θ refl — θ ref] — 180°、θ refl θ refl θ refl — 

270 °、θ refl Τ θ refl —90°-^ θ refl、θ refl θ refl ~ 90 ° θ refl 

— 90°、&点19&点1 — 907& 聞―180°、"efl - & g 一 90 

° 9 & “fl 一 270 ° & refQ 8 “fl 一 270 ° 9 & refl 一 270 ° 共十六
種組合。因此，一個閃爍頻率fi可以產生出十六種三相位 
狀態之閃爍序列訊號，並搭配具有相對應光學元件之顯示 
單元120以顯示上述多種閃爍序列訊號之光學影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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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藉由上述一個參考相位狀態中之參考相位、第 
一相位偏移狀態與第二相位偏移狀態中之複數個相位偏移 
所組合之編碼方式將能夠產生更多種閃爍序列訊號，並且 
在不增加腦機介面裝置與控制方式的複雜度下，得到更多 

一 種控制訊號來操控更精密以及複雜動作之設備與裝置，例 
如，操控機器人或是機器手臂之動作。需特別說明的是， 
上述第二實施方式中之閃爍序列訊號除編碼方式之外，其 
餘裝置與驅動控制方式均與第一實施方式相同或相似，故 

. 於此不再贅述。
第5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第三實施方式的一種 

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之閃爍序列訊號示意 
圖。閃爍序列訊號中至少一者係於時序上依序操作於參考 
相位狀態和複數個相位偏移狀態，且每個相位偏移狀態中 
之閃爍序列訊號均具有不同偏移相位，同時閃爍序列訊號 
更可具有相異之複數個頻率。舉例來說，閃爍序列控制單 
元110可依據第5圖所示之編碼方式產生閃爍序列訊號。

. 請同時參照第1圖和第5圖。在此實施例中提出具有雙頻 
參相位狀態變化閃爍方式之編碼，即為利用兩種閃爍頻率
（例如，第一頻率fi=31.25 Hz與第二頻率f2=36 Hz）下， 

以一個參考相位狀態以及兩個相位偏移狀態所組合而成之 
編碼方式。首先，可將閃爍頻率為第一頻率之參考相位狀 
態串接相同閃爍頻率之第一相位偏移狀態與第二相位偏移 
狀態中不同的偏移相位5形成0 refl今1Φ \今© 2之編碼組 
合，以90°偏移相位設計為例，其中360°週期可被偏移相 
位角分割成4個等份，亦即& refl Θ refl — Θ refl、& refl 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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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Q 0 “fl — 90 °、Θ ref] Θ refl Θ refl —180°、Θ refl Θ 
refl Τ Θ refi — 270°、Θ refl — Θ refl 一 90 ° & refi、Θ refl T & refl 
—90°T"efl —90°、&refQ"efl —90°">&点1一180°、Θ 
refl — Θ refl — 90° T & refl ― 270° ... Θ refl — & refl — 270° Θ refi 

- 270°共十六種組合（例如，第一至第十六閃爍序列訊 
號）。

同樣地，再將閃爍頻率為第二頻率之參考相位狀態串 
接相同閃爍頻率之第一相位偏移狀態與第二相位偏移狀態 

. 中不同的偏移相位，然後以同樣方式形成Θ ref2^ Θ ref2^ θ 
ref2 ' & ref2— & ref2— & ref2_ 90°、...、& ref2~^ & ref2 一 90 ° T & 

ref2 ' Θ ref2^ & ref2 — 90 ° & ref2 — 90 °、...、Θ ref2~^ Θ ref2 — 270

°T&ref2 —270°共十六種組合（例如，第十七至第三十二閃 
爍序列訊號）。根據上述編碼方式總計可產生三十二種閃爍 
序列訊號。

因此，藉由上述一個參考相位狀態中之參考相位、第 
一相位偏移狀態與第二相位偏移狀態中之複數個相位偏移 

. 以及複數種頻率之編碼方式將能夠產生更多種閃爍序列訊 
號，在不增加腦機介面裝置與控制方式的複雜度下，得到 
更多種控制訊號來操控更精密以及複雜動作之設備與裝 
置。需特別說明的是，上述第三實施方式中之閃爍序列訊 
號除編碼方式之外，其餘裝置與驅動控制方式均與第一實 
施方式相同或相似，故於此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若將每個相位偏移狀態之偏移相位角分割 
成K等份，則兩個相位偏移狀態就可產生K?種組合。當相 
位偏移狀態為Ν個時，則可產生ΚΝ種組合方式。若再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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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Μ種閃爍頻率，則共可產生ΜΚΝ種組合方式。
當在進行生物訊號之訊號處理時，獲取生物訊號的延 

遲時間可為固定或是可調整，其可用以排除使用者（或生 
物體）因視覺神經疲勞所可能產生之腦波訊號（或生物訊 

. 號）的延遲現象。例如，觸發訊號後之0秒〜0.9秒設定為 
參考相位狀態之時間週期，而觸發訊號後之0.9秒〜1.8秒 
設定為相位偏移狀態之時間週期的話，可將獲取（或撷取） 
腦波訊號之延遲時間設定為0.2秒，亦即，可將觸發訊號 

. 後之0.2秒〜0.9秒作為獲取參考相位之時間週期，再將此 
期間所獲取之訊號進行運算處理後而得到平均撷取參考相 
位。再者，依據上述延遲時間，可將觸發訊號後之1.1秒 
〜1.8秒作為獲取偏移相位之時間週期，再將此期間所獲取 
之訊號進行運算處理後而得到平均撷取偏移相位，以上可 
根據實際使用之需求而進行獲取腦波訊號之延遲時間的調

. 整，而不以上述為限。
本揭示內容之另一實施方式係關於一種多頻多相位編 

. 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首先依據參考相位與在至少一相位 
偏移狀態中時序上劃分之複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而產生 
複數個閃爍序列訊號。然後利用閃爍序列訊號驅動顯示單 
元，以顯示相對應閃爍序列訊號之複數個光學影像。接著 
藉由光學影像誘發生物體之視覺神經，使得生物體產生相 
對應光學影像之生物訊號。將生物訊號轉換成數位生物訊 

- 號之後再對其進行運算處理以獲取數位生物訊號相對應參
考相位之平均撷取參考相位以及相對應偏移相位其中一者 
之平均撷取偏移相位。隨後，比對數位生物訊號與閃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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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訊號之頻率與相位狀態，以輸岀相對應之控制訊號。
舉例來說，以第2圖中之雙相位狀態編碼方式為例， 

其操作流程為閃爍序列產生單元110利用閃爍頻率為第一 
頻率（例如：fl=31.25 Hz）之一個參考相位狀態以及一個

一 相位偏移狀態中將360°週期分割成4個等份之偏移相位所 
組合而成之編碼方式，而產生第一至第四閃爍序列訊號。 
接著利用上述四種閃爍序列訊號相對應驅動顯示單元120 

中之第一光學元件121至第四光學元件124,以顯示相對
. 應第一至第四閃爍序列訊號之四個不同光學影像。

然後利用上述光學影像刺激誘發使用者（或生物體） 
之視覺神經，讓使用者產生相對應光學影像中之一者之頻 
率與相位的腦波訊號（或生物訊號）。例如，使用者正注視 
著第二閃爍訊號所相對應之第二光學元件122所產生之第 
二光學影像，並藉由此第二光學影像刺激誘發使用者之視 
覺神經，以產生相對應之腦波訊號，再經由依據10-20標 
準電極位置系統之生物訊號量測單元130量測到使用者之

— 腦波訊號』然後可經由生物訊號放大器141放大腦波訊 
號，再對其進行運算處理。上述運算處理步驟可包含傅立 
葉轉換、時間平均技術或小波分析等方式，獲取數位腦波 
訊號相對應參考相位之平均撷取參考相位為190°以及相對 
應偏移相位其中一者之平均撷取偏移相位為102°。

' 接著，對數位腦波訊號之頻率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
進行比對，當數位腦波訊號之頻率與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 
相符（例如，皆為31.25 Hz）時，代表此腦波訊號確實為 
透過顯示單元120之光學元件所誘發產生，然後計算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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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生物訊號之平均撷取參考相位與平均撷取偏移相位之間 
的平均相位差為88°。再以此平均相位差與閃爍序列訊號 
中偏移相位進行比對，可得知此平均相位差係對應於90° 

偏移相位之第二閃爍序列訊號，並可推斷出使用者正在注 
視第二光學元件122。接著，處理器143再依據第二閃爍 
序列訊號而產生相對應之控制訊號，並操控週邊設備以執 
行相對應之動作。

由上述本揭示內容之實施方式可知，應用本發明具有 
. 下列優點：利用較少閃爍訊號頻率達成多通道編碼（或多 

種閃爍序列訊號）之目的，並且讓使用者較不易感到視覺 
疲勞；同時具有參考相位與複數個偏移相位之編碼方式， 
僅需計算其參考相位與偏移相位之間的相位差，而不需另 
外的其它步驟進行視覺目標相位與腦波訊號相位之校正，

' 並且較不亦受其他生理訊號干擾；根據平均相位差與閃爍
- 序列訊號進行比對，以迅速得到其關聯性，並達到快速的

生物訊號辨識；以及在不會增加腦機介面之訊號處理與電
. 路裝置上之複雜度的情況下，可產生更多種閃爍序列訊號 

以操控更精密與複雜動作之設備與裝置。
上述圖式說明係用以揭露本發明之特徵說明用，並未 

詳盡敘述與描繪出整個多頻多相位編碼方式及其視覺驅動 
控制裝置之細節部份，在本揭示內容中所提及的多頻多相 

' 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式與其裝置結構，除特別敘明其順 
- 序者外，均可依實際需要調整其前後順序，甚至可同時或 

部分同時執行5而不以上述為限。
雖然本發明已以實施方式揭露如上，然其並非用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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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發明，任何熟習此技藝者，在不脫離本發明之精神和 
範圍內，當可作各種之更動與潤飾，因此本發明之保護範 
圍當視後附之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者為準。

【圖式簡單說明】
_ 為讓本發明之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徵、優點與實施例

能更明顯易懂，所附圖式之說明如下：
第1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實施方式的一種多頻

• 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裝置之方塊示意圖。
第2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第一實施方式的一種 

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之閃爍序列訊號示意 
圖。

第3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實施方式的一種多頻 
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中對生物訊號進行運算處理 
之示意圖。

第4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第二實施方式的一種
• 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之閃爍序列訊號示意 

圖。
第5圖係繪示依照本揭示內容之第三實施方式的一種 

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之閃爍序列訊號示意 
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10 :閃爍序列產生單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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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顯示單元
121 第一光學元件
122 第二光學元件
123 第三光學元件
124 第四光學元件
130 生物訊號量測單元
140 訊號處理電路
141 生物訊號放大器

• 142 類比數位轉換器
143 處理器
150 控制單元
Tr:參考相位狀態時間週期 
τρ :相位偏移狀態時間週期 
f 1 ：第一頻率
f2:第二頻率
& ref 1、& ref 2 * 參考相位

21



1453619
■ V ϊ

發明專利說明書, I公番本

（本說明書格式 '順序·請勿任意更動，滋'記號部分請勿填宫）

探申請案號：

※申請日：100. 3. 30 探IPC分類歼/7/。°（2°11卩"

一、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 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及其裝置
•- VISUAL DRIVE CONTROL METHOD AND 

APPARATUS WITH MULTI FREQUENCY AND MULTI 

.'PHASE ENCODING

i

二、 中文發明摘要：

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其步驟包含
, 產生複數個閃爍序列訊號，其依據參考相位與在至少一相

I位偏移狀態中時序上劃分之複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所產
• 生。然後利用閃爍序列訊號驅動顯示單元，顯示相對應之 

光學影像。接著藉由光學影像誘發生物體之視覺神經，使
• 其產生相對應之生物訊號。隨後將生物訊號轉換成數位生 

物訊號以進行運算處理，以獲取其平均撷取參考相位以及 
平均撷取偏移相位。接著比對數位生物訊號與閃爍序列訊 
號之頻率與相位狀態，以輸出相對應之控制訊號。一種多頻 
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裝置亦在此揭露。

三、 英文發明摘要：

A visual drive control method with multi-frequency

and multi-phase encoding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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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ty of flickering sequences are generated by an 

encod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a reference phase and a 

plurality of shifting phases divided in time division under at 

least one phase shift state, then a display unit is driven for

displaying corresponding optical images. An optic nerve of 

an organism is evoked by the optical images, such that the 

organism generates a corresponding biological signal. Next, a

computation process is performed to a digital biological

signal translated from the biological signal for acquiring an 

average captured reference phase and an average captured

shifting phase of the digital biological signal. Then, the 

frequencies and the phase states of the digital biological 

signal and the flickering sequences are compared for 

outputting a corresponding control signal. A visual drive

control apparatus with multi-frequency and multi-phase 

encoding is disclos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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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2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Tr :參考相位狀態時間週期
Tp :相位偏移狀態時間週期
fi ：第一頻率

- Θ ref 1 *參考相位
■#

五、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
• 學式：

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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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方法，包含：

產生複數個閃爍序列訊號，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係依據 

一參考相位與在至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中時序上劃分之複數 

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而產生 ；

利用該些閃爍序列訊號驅動一顯示單元，用以顯示相 

對應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之複數個光學影像；

藉由該些光學影像誘發一生物體之視覺神經，使得該 

生物體產生相對應該些光學影像之一生物訊號 ；

將該生物訊號轉換成一數位生物訊號；

對該數位生物訊號進行運算處理，以獲取該數位生物 

訊號相對應該參考相位之一平均撷取參考相位以及相對應 

該些偏移相位其中一者之一平均撷取偏移相位；以及

比對該數位生物訊號與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與相 

位狀態，以輸出相對應之一控制訊號。

2. 如請求項1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方法，其中比對該數位生物訊號與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之頻 

率與相位狀態之步驟包含：

比對該數位生物訊號之頻率與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之頻

率；

當該數位生物訊號之頻率與該些閃爍序列訊號其中一

者之頻率相符時，計算該平均撷取參考相位與該平均撷取

偏移相位之間的相位差，以取得一平均相位差；以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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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該平均相位差與該些偏移相位，並輸出相對應之

該控制訊號。

3. 如請求項1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方法，其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中至少一者係於時序上依序 

操作於一參考相位狀態和該至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且該至 

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均具有不同偏移相 

位。

4. 如請求項1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方法，其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具有相異之複數個頻率。

5. 如請求項1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方法，其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中至少一者係於時序上依序 

操作於一參考相位狀態和該至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且該至 

少一相位偏移狀態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均具有不同偏移相

. 位，同時該些閃爍序列訊號具有相異之複數個頻率。

6. 如請求項1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碉視覺驅動控制 

方法，其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為固定或是可調整。

7. 如請求項1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方法，其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操作於一參考相位狀態和該 

相位偏移狀態之時間週期為固定或是可調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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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種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裝置，包含：

一閃爍序列產生單元，用以產生複數個閃爍序列訊 

號，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係依據一參考相位與在至少一相位 

偏移狀態中時序上劃分之複數個偏移相位進行編碼而產 

生；

一顯示單元，電性耦接該閃爍序列產生單元，用以顯 

示相對應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之複數個光學影像；

一生物訊號量測單元，連接一生物體 > 用以獲取該生

. 物體之一生物訊號，其中該生物訊號係藉由該些光學影像 

誘發該生物體之視覺神經所產生；以及

一訊號處理單元，電性耦接該生物訊號量測單元，用 

以執行該生物訊號之訊號處理5並輸出相對應之一控制訊 

號。

9. 如請求項8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裝置，其中該訊號處理單元包含：

. 一生物訊號放大器，電性耦接該生物訊號量測單元，

用以放大由該生物訊號量測單元所獲取之該生物訊號 ；

一類比數位轉換器，電性耦接該生物訊號放大器，以

將該生物訊號轉換成一數位生物訊號；以及

' 一處理器，電性耦接該類比數位轉換器與該閃爍序列

產生單元，該處理器係用以：

對該數位生物訊號進行運算處理，以獲取該數位

生物訊號相對應該參考相位之一平均撷取參考相位以

.及相對應該些偏移相位其中一者之一平均撷取偏移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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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及
比對該數位生物訊號與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之頻率 

與相位狀態，以輸出相對應之該控制訊號。

10. 如請求項8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碉視覺驅動控制 
裝置，其中該些光學影像各自為一單純亮光或是一亮度可 
調整之圖案。

11. 如請求項8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裝置，其中該顯示單元具有複數個光學元件，該些光學元 
件之閃爍亮暗週期為固定或是可調整。

12. 如請求項8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裝置，其中該些閃爍序列訊號係由一可程式化晶片所產 
生，該可程式化晶片至少包含單晶片、可程式邏輯閘陣列 
或是微控制器。

13. 如請求項8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裝置，其中該生物訊號量測單元係根據10-20標準電極位 
置系統，將至少一電極黏貼於該生物體之大腦視覺區、一 
參考電極黏貼於該生物體之耳後乳突以及一接地電極黏貼 
於該生物體之前額，而用以獲取該生物體之該生物訊號。

14. 如請求項8所述之多頻多相位編碼視覺驅動控制 
裝置，更包含一控制單元電性耦接該訊號處理單元，該控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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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單元接收該控制訊號，以操控週邊設備並執行相對應之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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