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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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眼球運動 

 眼球追蹤技術 

 眼球追蹤應用 

 





眼睛為何要動─中央視界 

 只有在中央視界才看
得清楚 

 物體移動時，眼球必
須運動，才能獲得清
晰的影像 

 眼球的微小運動可使
影像更銳利 

 

http://img.tfd.com/ElMill/thumb/F0M-13-S2958.jpg 



自主性眼球運動的種類 

 凝視(fixation)：凝視
點「靜止」 

 追蹤(smooth pursuit)： 

 

 掃視(saccade)：凝視
點從一點快速地移至
另一點，並且適應新
的凝視點 

http://web.mit.edu/bcs/schillerlab/pictures/WEB001/GIFs/001-01.gif 





眼球追蹤 

 十九世紀首先有人開始研究瞳位追蹤： 

在眼角膜上裝置鏡面或金屬板 

→但會造成傷害 

 記錄眼球運動的四種主要方式： 

直接接觸、電壓變化、光學感測、 

眼睛形狀辨識 

 可分為接觸式與非接觸式兩大類 



理想瞳位追蹤系統 

 不影響受測者的視野及視力 

 儀器不與受測者直接接觸 

 具有高準確度與高解析度 

 具有大的動態測量範圍 

 系統響應必需為即時的 

有良好增益及小的相角差 

 能適用於不同的環境以及不同受測者 

 

 

 



接觸式系統 

 搜尋線圈法（Search Coil, SC） 

原理： 

1. 眼睛佩帶具有線圈在內的 

雙層軟鏡片。 

2. 在眼球周圍施加一磁場。 

3. 眼球轉動時，線圈磁通量 

改變造成感應電動勢。 

 

缺點：受眼球狀況影響、影 

響視力、儀器龐大不易攜帶 



接觸式系統 

 眼電圖法（Electrooculography, EOG） 

 

 

 

 

 

原理：量測角膜與視網膜之間的電位差 

缺點：訊號會受皮膚分泌物的影響、眼睛對光強度適   

   應的影響、眼球運動時產生的額外電位影響 

優點：便宜、簡單、非侵入式 



非接觸式系統 

 Purkinje 影像追蹤法 
（Dual-Purkinje-Image, DPI） 

原理： 

紅外光進入眼球時會經過多層 

組織（角膜、水漾液、水晶體、 

玻璃體），根據不同的折射率 

會有不同的反射影像。 

光強度 = (n' − n)2 / (n' + n)2 

優點：高精確度 

缺點：設備昂貴無法普及 



非接觸式系統 

 紅外線影像系統法 

（Infra-Red Video System, IRVS） 

原理： 

利用瞳孔和虹膜、鞏膜間對 

紅外光的反射能力的不同， 

來判斷瞳孔的位置及大小。 

優點：可判斷瞳孔大小 

缺點：身體與頭部須固定不 

動、易受外界光源影響 

 



非接觸式系統 

 紅外線眼動圖法 
（Infra-Red Oculography, IROG） 

原理：將一排紅外線LED光源照射在虹 

膜上，因為虹膜和瞳孔對紅外線的吸收 

率高，而鞏膜則幾乎完全反射紅外光， 

當眼球轉動時，根據探測到的被鞏膜反 

射的光的強弱與位置，可判斷 

眼球的轉動。 

優點：易使用、便宜 

缺點：背景光影響、眼睛傷害 





眼球運動指標 

 凝視時間 

 凝視個數 

 凝視點的順序 

 瞳孔大小 



應用 

 研究 

 超市行銷：產品擺放位置（layout） 

 廣告效果 

 網頁文本位置、搜尋方式 

 測謊 

 眼動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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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傳統研究方式 

 問卷設計不易詢問操作流程 

 透過訪談使用者容易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眼動儀測量 

 不影響使用者操作 

 提供語言訪談以外的訊息 

 可深入分析使用行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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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bii.com/Images/contentimages/Lab_Solutions/shelf_eye_tracking_lab.jpg


例子：網路搜尋與廣告layout 

20 



例子：超市果汁擺放位置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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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手機外觀設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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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手機廣告大小位置 



測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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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眼球運動於犯罪偵查領
域的應用則有相當大的發
展空間，舉例而言，讓犯
罪嫌疑人觀看刑案現場照
片，藉由眼動儀紀錄其凝
視的位置和時間，了解現
場的特殊物證或屍體位置，
是否為嫌疑人所關注焦點，
了解嫌疑人是否可能涉案。 



眼動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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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滑鼠能夠隨著使用者的視線而移動，並
根據使用者的視線在固定區域內的停留時
間來作為判斷滑鼠按鍵的準則。可幫助殘
障人士使用眼動儀輸入想表達之文字。 



眼動儀的未來發展 

 完全自然使用下的眼動儀 

 解讀眼動儀的資料，實證與理論的建立 

 眼球注視時間與興趣之關聯! 

 眼球移動方向、順序與大腦認知、訊息處理
的關係! 

 眼動儀與使用情境，微觀與巨觀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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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曾老師-眼動儀與手機研究應用 

 眼動儀介紹 及在測謊上的運用
http://www.cib.gov.tw/CibSystem/Magazi

ne/File/A/0000000433.pdf 

 瞳位追蹤應用於眼控系統及眼球動態量測
儀器之製作與分析
http://140.134.32.129/bioassist/eyetrack/

paper2/2-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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