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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2018/06 ～ 2018/11） 

(2) 客製化鞋墊之生物力學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2/06/01 ～ 

2013/05/31） 

(3) 電磁式上肢增強式訓練機構開發案（國立屏東教育大學，2012/0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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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田高爾夫球推桿測試轉型再造升級計畫（經濟部工業局，2010/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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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1) 投擲訓練裝置及投擲物 / THROWING TRAINING DEVICE AND 

THROWING OBJECT / 專利號 I801265 

(2) 視覺發球回擊偵測訓練裝置 / VISUAL SERVE RETURN DETECTION 

TRAINING DEVICE / 專利號 I794038 

(3) 肌力訓練之健身裝置 / Fitness device for muscle training / 專利號 M616489 

(4) 運動手套 / SPORT GLOVES / 專利號 M511877 



(5) 投擲訓練裝置及投擲物 / THROWING TRAINING DEV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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