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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赴加拿大 Cantronic Systems 公司與 INO 國家光學研究院參訪出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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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數  24   含附件： 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湯相峰/03-4712201ext357106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湯相峰/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中校技正/03-4712201ext357106 
出國類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參訪) 

 

出國期間： 

100 年 7月 3至 100 年 7月 10 日

報告日期： 

100 年 8 月 10 日 

出國地區： 

加拿大 

 

 

分類號/目 

 

關鍵詞： 

雙頻段紅外線、室溫熱像、焦平面、微機電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細明體 12 號，1.5 倍行高）  

拜訪加拿大熱影像 Cantronic System 公司與 INO 國家光學研究院兩單位，有

助提升本計畫建立光電感測模組與應用-雙頻段紅外線熱影像組關鍵技術相關技術

能量。 

藉由與 Cantronic System 公司專家討論光電熱影像陣列模組系統整合與應

用；參訪 INO 國家光學研究院瞭解該院內室溫熱影像技術關鍵製程與元件及影像晶

片量測封裝等重要設備。對本院持續研發先進紅外線影像技術與協助國內業界自主

開發紅外線影像晶片技術有實質幫助，並藉此機會積極尋求國際合作機會與關鍵技

術引進，對關鍵技術的開發及後續計畫執行十分重要。 

蒐集與本計畫相關雙頻段紅外線熱影像關鍵開發與後續本院欲開發室溫熱像

模組產品資訊，作為未來核心技術規劃與專利規劃參考。 

 

 

 

 

 

系統識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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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Cantronic Systems 公司與 INO 國家光學研究院熱像合

作討論 

壹、目的 

執行 100 年度科專計畫-光電感測辨識模組與應用技術計畫『雙頻段紅外線熱影像模組

關鍵技術』分項，派員出國參訪加拿大著名熱影像公司(Cantronic Systems 公司)與研究單位(國

家光學研究院 INO)，蒐集熱影像陣列研發關鍵技術，著重於雙波段尤其是長波長 QWIP 影像

器與室溫熱像技術合作與實際應用現況，瞭解未來熱像市場應用趨勢，作為後續計畫建案之

重要參考。 

 

貳、過程  

 本次公差出國乃依照原公差出國計畫書內出國人員工作計畫表中的公差規劃時間節

點進行，詳見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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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7 月 3 日晚上到達溫哥華，搭乘捷運至離溫哥華市郊高貴林區夜宿，準備明日至

Cantronic System 公司討論提要，重點置在 QWIP 影像器在系統整合時需考量的議題與未來如

何在互利與國家政策許可與科專國際合作支持下進行雙邊合作議題討論。 

7 月 4 日九點鐘由 Cantronic System 公司經理 Frank. L. Fei 到飯店接至公司，約十分鐘

車程便到目的地 Cantronic System 公司，該公司有三棟主要建築，主建築是公司總部，是行政

與會議室所在地如圖一。 

 

 

 

 

 

 

圖一 

 

圖二照片中為總經理 Dr. Helen Leung(圖左)與產品經理 Mr. Frank. L. Fei(圖右)；另外兩

棟建築為系統整合廠房及工程測試廠房。先與總經理 Helen 博士寒暄後，便切入議題討論此

行之目的。她告知公司 CEO Dr. James Zahn 與他本人是華裔加拿大移民第二代，為加拿大人，

對大陸與台灣的印象在學生時代僅在長輩的口中得知，也是溫哥華英屬哥倫比亞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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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接著Dr. Helen Leung針對該公司QWIP 熱像系統內FPA像素解析度(如圖三)，如大小與畫素間

距進行說明，尤其TR8000百萬畫素系列其規格高至18μm x 18μm (pitch 19.5μm)，大約比本院

熱像模組解析度規格先進約5年以上，但由於仍是技術保密產品，詳細參數也無細述，而cooler

使用以色列Ricor與瑞典IRnova公司，提到瑞典IRnova公司主力產品是QWIP與superlattice 

IDDCA，也是Cantronic System公司上游客戶。而特別告知其QWIP IDDCA主力產品為320×256

畫素，typical NEDT介於30~35 mK 間，其ROIC積分電容容量為24×106 e-，但基於業務秘密不

透露使用之ROIC為何家廠牌。整天除主要針對QWIP熱像機性能部分進行瞭解系統整合，在

封裝與電路處理部分也就教於Dr. Helen Leung與Mr. Frank. L. Fei，而電路方面Mr. Frank. L. Fei

告知為其公司專長之一，明日可針對此議題進行深入探討，在17:35分左右結束本日討論。 

 

 

 

 

 

圖三 

 7月5日在09:30左右到公司，Dr. Helen Leung請人架好視訊，本日將由CEO Dr. James Zahn

主持，目前他在新加坡，準備與亞洲幾個國家洽談Internet Protocol (“IP”) video market推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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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因此抽出約2個小時與我作視訊會談，會議於加拿大早上10:00左右展開。Dr. James Zahn

非常感謝中科院人員到公司到訪，但由於業務拓展之故，無法親自迎接也表達些許歉意。雙

方寒暄後便進入主題，今日重點為針對熱像系統整合中影像電路與紅外線影像應用及製造方

面進行瞭解與討論。Dr. James Zahn英文是其母語十分流利，但因遷就視訊傳輸品質較不流

暢，刻意放慢語調與重要處會加強語氣，讓我能夠清楚會意。首先，他提到他本人是在西元

1997年前擔任美國最大紅外線影像公司FLIR的產品技術拓展業務總負責人4年，中國大陸積

極建構國家寬頻視訊網路，從影像監控應用無所不在，市場預估約130億美金以上。它是個保

安城市建置規劃，如圖四。而在北美與歐洲較成熟區，相關保全安防領域市場於2007~2014

年每年有8~10% 向上成長趨勢約40億美金產值，而寬頻視訊網路IP camera 系統每年高達

38%高度成長，目前Cantronic System公司市場佔有率僅0.1%以下，仍有很大成長空間。成

長趨勢如圖五所示。他認為該公司從1997年成立至今已有約14年，雖然公司規模不大，但是

掌握關鍵研發整合技術，若能與相關上游研製與下游產品生產及應用等專長公司結合，對未

來公司獲利成長深具信心。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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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話鋒一轉，強調中國大陸業務僅止於CCD TV之智慧型保安網路影像系統建置，那是公

司其他業務開展之一環，與紅外線影像完全無關，加拿大政府對於紅外線影像技術十分嚴格

管制，且完全禁止輸出至中國大陸，加國政府對台灣紅外線影像科技出口議題，只要是用於

防衛或商業用途，可按照政府高科技輸出許可管制規定申請程序，應無問題。Cantronic System

公司在紅外線影像系統主要使用之FPA型態，分為低溫致冷型(InSb與QWIP兩種主要材料架

構，如圖六，有九種主要產品TR4100~4700與TR5000, TR5500及TR8000系列)，與室溫熱像(主

要是採取VOx microbolometer，如圖七，有TR3100~3500系列320×240、384×288與640×480等

五種主要產品)等兩類所示。 

  

  

  

  

  

  

  

  

 圖六 

 

 

 

  

  

 

 

 

 圖七 

TR4100~4300 主要分別為鏡頭模組差異，IDDCA架構均為320×256 InSb，pitch= 30 um；

TR4500~4700 IDDCA架構為640×512 InSb，pitch= 15 um，也僅為鏡頭功能選擇不同，分別如

圖七-1與-2所示，兩類型之影像空間解析度640×512明顯勝出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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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1 

 

 

 

 

 

 

 

 

圖七-2 

 

他說明場測條件如下，IDDCA NEDT= 20 mK，紅外線訊號大氣穿透損失= 0.85 db/Km，

北大西洋標準目標大小2.3m×2.3m與人體目標1.8m×1.5m，目標溫度變化ΔT= 2℃，將

TR4100(320×256 InSb，pitch= 30 um)與TR4500(640×512 InSb，pitch= 15 um)兩種熱像機場測

結果來說明640×512影像空間解析度之優異處，驗測結果如圖七-3與-4所示，在光學連續變焦

焦距25 mm~300 mm條件下的偵測距離(detection range)與辨識距離(recognition range)，640×512

畫素間距有絕對優勢，其平均偵測與辨識距離多50%以上，產品製程技術複雜，價位也是成

等比級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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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3 

  

 

 

 

 

 

 

 

 

 

圖七-4 

 

室溫熱像系統也是Cantronic System公司的主力產品，從人體測溫、工業檢測到戰場監控及單

兵夜戰，其產品應用需求從2010年起急速發展。主要規格與應用如圖八-1(海岸巡防)、-2(軍

營區保全) -3(單兵作戰)、-4(特戰作戰)、-5(發燒辨識警示)等。當然由於不需冷卻系統，其成

本價位相較於致冷型紅外線影像系統低甚多。舉例來說，相同畫素解析度與相同場測條件下，

使用典型VOx microbolometer NETD= 50 mK，其偵測距離與辨識距離平均短將近50%，如圖

九表列所示，但此性能對許多觀測與監控等場景應用已十分足夠，因此熱像產品定位應用系

統評估對客戶來說更顯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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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1 

 

 

 

 

 

 

圖八-2 

 

 

 

 

 

 

圖八-3 

 

 

 

 

 

 

圖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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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5 

Dr. James Zahn以上述材料架構完成的紅外線影像系統依序進行介紹後，瞭解到紅外線影

像系統產品主要客戶在國內為加拿大國防部、海岸巡防部及警消局，國外為北美洲美國國防、

國土防衛部與醫學研究中心；歐洲英國、中、北歐等國家，而亞洲則為日本自衛隊、南韓與

新加坡、馬來西亞等國國防部等35國。並且，他也毫無保留告知北美與西歐主要國防客戶讓

我瞭解世界上重要國防武器系統商所使用紅外線影像次系統均有Cantronic System公司的主力

產品，如圖十所示。 

 

 

 

 

 

 

 

 

 

 

圖九 

上午討論結束前Dr. James Zahn指示產品經理Mr. Frank. L. Fei下午在會議室動態展示該公

司InSb 640×512 NEDT= 15 mK熱像系統，與進行該公司自行研發的影像電路模組進行討論。

另外，他也十分希望有機會與中科院針對QWIP產品開發進行策略合作，在政策許可下，我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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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性邀請總裁至本院參訪，他欣然同意，整個上午討論在中午12:20分結束。  

 

   

 

 

 

 

 

 

圖十 

吃完餐後，便針對 VE 1.6 紅外線熱影像處理電路模組進行討論，它是通用型低溫 IDDCA 熱

像模組與光學鏡頭、與 rotary 和 linear 史特靈致冷控制之多功能影像電路及控制介面板，實

體與主要規格如圖十一所式，可支援 320×240 到 640×512 畫素 FPA，並具有類比與像機標準

介面數位輸出，可電腦與自動校正 stand alone 等模式，其影像系統操作方塊圖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一 



第 14 頁，共 24 頁 

 

 

 

 

 

圖十二 

雖然為通用成像與控制模組，但由於每種產品使用之 ROIC 不盡相同，因此 ADC 近接介面電

路需要由使用公司自行開發，而 VE 1.6 紅外線熱影像處理電路模組僅提供數位輸入介面，介

面規範定義十分清楚，若希望委託其他廠商或自行開發近接介面電路時，原廠將提供技術諮

詢支援，初步評估應不是問題，這針對希望迅速開發熱像系統之廠商，此解決方案可即時提

供展示或小批量量產需求，的確是極佳選擇。之後，實際參觀 InSb 640×512 NEDT= 15 mK

結合 VE 1.6 紅外線熱影像處理電路模組的熱像系統動態展示，此熱像系統具有寬、窄兩種光

學視角，開機操作超過 2 小時畫質均無閃爍不穩現象，詳細觀察兩點校正後影像畫對比及清

晰度與英國 Selax 公司相類似熱像系統比較，表現有過之而無不及，但要求觀看未校正之影

像，遭其婉拒，視為小遺憾。影像介面討論於 17:25 結束。 

7 月 6 日同樣約 9 點 15 分到公司，Mr. Frank. L. Fei 告知 InSb 640×512 之熱像系統沒關機

持續操作約 20 小時，觀察其影像品質仍與昨日下午觀察時一樣，顯現其系統穩定性。早上，

除了 Mr. Frank. L. Fei 繼續展示該系統其他功能，如虛擬色階強化與輔助辨識等功能，有助於

使用者進行各類場景目標辨別。此時要求希望參觀系統組裝與測試實驗室，經 Mr. Frank. L. Fei

請示總經理 Dr. Helen Leung，受到婉拒，所持理由為尚未有實質合作與合約關係，基於技術

保密原則謝絕參觀。因 12:00 左右需搭機前往東岸魁北克市，在 10:20 分結束 Cantronic System

公司參訪行程。 

經過約 2 小時因國內機場塔台局部停電之故誤點與加上 6 個多小時搭機與搭車行程後，

到達魁北克已經晚上 12:00 左右了。飯店與 INO 約五分鐘車程。隔日 7 月 7 日約 9 點 30 分搭

車前往 INO 加拿大國家光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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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到受到 INO 的商業技轉副總經理 Mr. Simon Labbê、技術發展經理 Dr. Hubert 

Jerominek 與微系統製造專案經理 Mrs. Christine Alain 等三位熱烈歡迎。首先 Mr. Simon Labbê

非常歡迎我的到來，之後先請技術發展經理 Dr. Hubert Jerominek 針對 INO 研究專案進行約 1

小時技術能量簡報，專案經理 Mrs. Christine Alain 針對本院有興趣之室溫熱像 VOx 製造技術

發展進行約 30 分鐘簡報。由 Dr. Hubert Jerominek 簡報中瞭解到，INO 其實就像國家級法人

應用與科技研究單位，有點像我國工研院與中研院的綜合體，研究經費與收入來源主要為政

府內部支持計畫 65%，私人 35%，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防與公共安全科技比重最大 23%其他領

域都很平均在 11~21%之間，經費收入主要貢獻國仍為母國，因地利關係美國居次。如圖十三

所示。綜合觀之，該單位定位在於學術界與工業界間，將研究能量從知識化轉化成技術化、

商業化的角色，與本院未來轉型後的角色十分類似。Dr. Hubert Jerominek 鉅細靡遺說明 INO

的角色對加拿大科技發展之重要性與不可取代性，雖然人數近 300 人，但幾乎為碩士以上專

業研究人員，應用研究成果居加拿大全國之冠。 

 

 

 

 

 

 

圖十三 

之後，專案經理 Mrs. Christine Alain 開始針對未來本院希望結合國內產學界將 INO 微系

統專案實驗室之室溫熱像 VOx 研發與製造技術移轉至台灣進行專案簡報，這也是吾人此行最

重要的目的之一。以下為擷取重要簡報內容進行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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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將未來技轉至台灣進行批量量產的規格進行說明，其技轉考量本院製程平台，是

以第一種架構厚膜 L-leg 52 um pitch 作為技轉尺寸與品質規格，實體紅外線偵檢單元為該圖

之右 SEM 圖，但是設計法則都會在技轉訓練中詳述，只要未來有 stepper 深次微米等級高精

度曝光系統，就有能力開發高品質(極低 NEDT)室溫熱影像產品，不會受 INO 專利所侷限。 

 

 

 

 

 

 
圖十四 

 

若以 INO 目前較成熟影像陣列單元技術能力，在理想 readout & hole 3 design 法則且用薄

膜製程下(35um, thin platform)，其 NEDT 小至 40 mK，其 pitch= 35 um 實體偵檢單元及焦平

面陣列 SEM 圖如圖十五所示。    

 

 

 

 

 
 

圖十五 

 



第 17 頁，共 24 頁 

Mrs. Christine Alain 也針對類似技術發展中主要幾種陣列規格與製程技術複雜度(如圖十

六所示)進行闡述，研發原則則為如何使 leg 寬度縮小，又能有足夠支撐力頂住懸浮熱感膜層，

使不易塌陷，如靠選擇正確適宜重要設備外，仍須要製程 know-how 驗證實驗。這也是 INO

微系統專案實驗室最重要的技術能量，目前，發展中最小之 pitch= 15um 偵檢單元，NEDT= 20 

mK @ F#1，此為該實驗室最佳量測數值，預計兩年內可完成雛形，供加拿大國防單位作為軍

事用途。 

 

 

 

 

 

 
圖十六 

下午，便與 Dr. Hubert Jerominek 及 Mrs. Christine Alain 針對室溫熱像模組製造與影像驗證

進行細節討論，同時參觀影像系統測試與品質驗證實驗室，實驗室中系統測試工程師 Dr. Alain 

Bergeron 以 160×120 與 640×512 兩套熱像系統為例，詳細說明測試條件實體圖如圖十七所示，

調整好測試條件後，直接進行動態影像展示，要求觀看原始未校正影像，發現以 VOx 遠優於

α-Si 材料系統影像品質；且背景溫度飄移下校正週期可>5 min 以上，因場測地點在室內，無

法確認戶外場景影像品質，但也觀察到室溫熱像 640×512 畫素室內場景熱成像品質，與低溫

致冷類似熱影像系統比較無分軒輊，並獲得不少實務影像測試經驗。最後，在 17:25 分結束

當天的 INO 熱像系統討論與參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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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7月8日早上9點30分開始本日討論議程，首先簡報雙方要討論之議題如下： 

Agenda for CSIST (copied from CSIST file): 

1. Presentation and demo of complete thermal camera. INO 完整熱像機展示說明 

2. Cleanroom lab (equipment and process) and detector/camera lab tours. INO 無塵

室針對室溫熱像設備參觀與製程說明 

3. Presentation of thermal camera technology transfer by INO’s existing licensees 

(sharing experience and analysis of successful cases). INO 技轉之關鍵專利說明及分享

之前技轉之成功經驗  

4. Confirmation of camera yield rate and manufacture time for each step. 製造室溫熱

像機主要道次良率評估 

5. Comparison of equipment for R&D and mass production and detailed running cost 

for mass production (5000 units per month of 160x120 uncooled microbolometer, 

cost include equipment, material, maintenance and optimized human resources). 

說明大量生產與研發階段設備、製程、材料、人員考量 

6. Detailed training schedule for CSIST and sublicensee (totally 3-5 persons) when they 

stay in INO for 3 months. 詳細說明三月技轉期間之訓練時程 

7. CSIST and sublicensee have the right to use the licensed technology without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fee shall include the entire patent 

licensing fee. 專利侵權時的權利義務議題 

8. According to the funding schedule of Taiwan government, the transfer fee will be 

paid separately each in Canada and Taiwan. 建議遵照我國政府法律前提下，未來技轉

付款方式以加拿大技轉訓練與國內技轉環境建立兩部分。 

9. Presentation of ROIC wafers made by INO’s subcontractor (Dalsa-Teledyne) for the 

first three years. (wishes to transfer to TSMC for example later on) ROIC 下線協助事

宜，三年內由 INO 協助 CSIST 在 Dalsa-Teledyne 下線，之後可在 TSMC 為目標 

10. Concrete proposal for cleanroom facility, circulation plan and personnel disposition 

of the production in Taiwan.提供台灣無塵室設備、製造計畫與人員專長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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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e above issues must be clarified by INO and CSIST and the conclusion must be 

signed by both companies within the meeting. 以上議題，希望能在此會議中確認其 INO

與 CSIST 雙方議題討論異與同項次，提供未來計畫實質合作之參考依據之一 

 

INO由Dr. Hubert Jerominek針對我提出之上述議題與預計從2012~2014年新階段科專計畫

技轉規劃，一一提出說明、回覆及交換意見，為了雙方認知一致與避免誤解，已將英文原文

如表二所示，提供未來科專計畫技轉合作規劃同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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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彼此針對技轉項次詳細時間流程與要項進行討論及交換意見後，Dr. Hubert Jerominek 將預排

之室溫熱像技術技轉流程詳細說明，如圖十八所示。主要分成 INO 介紹、ROIC 設計、元件

陣列設計、陣列製造、模組封裝、模組測試等六大部分，也是未來國際技轉合作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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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之後，他告知 INO 室溫熱像在加拿大陸軍的實際應用為紅外線影像狙擊槍與單兵手持式夜視

望遠器，並細述內部功能規格，相關規格與實體如圖十九所示。最後兩個小時，詳細參觀陣

列製程整合與封裝實驗室。於 17:05 分結束所有的議程討論。 

 

 

 

 

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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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  

 此次的公差出國參訪，讓我得到極大啟發與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詳如下列表述： 

(1) 加拿大在紅外線影像技術能力與世界相關領域最好的美國比較絲毫不遜色；並且對於

紅外線影像科技合作與技術輸出上，對未邦交之民主國家採取較彈性的輸出策略，在

不影響公司利益下，樂於分享相關研發經驗。 

(2) 未來合作議題與方式，加拿大 Cantronic System 公司希望 QWIP 熱像系統開發採取合

作互補方式，來促進彼此合作緊密度；而 INO 公司希望室溫熱像系統能將其技術轉

至本院，由本院在台灣進行技術擴散，形成產業模式，創造最大利基，但是這都需要

加拿大政府同意與公司策略支持下運作為前提。 

(3) 加拿大是多種族國家，西邊為英語系為主，東邊尤其是魁北克省以法語系為主，人格

特質雖不相同，但是法治素養很高，並且討論議題時條理分明，並無模糊地帶，因此

討論技術議題若能告知知無不言，但未被授權，一句話都不說，十分直接。 

(4) 雖然加拿大有許多天然資源外銷，但對於科技研發與教育經費的投入均不遺餘力，且

科技與教育十分重視環保訴求，許多技術希望提升綠色環境與降低產業污染為主。 

(5) 產、學、研三方合作均靠自發性為主，政府僅是協助者角色，這與許多亞洲國家不同。 

(6) 加拿大研究人員有著英國人的嚴謹探究學問精神及法國人創新勇於冒險的雙重特

質，並不像美國研究人員較實際與英雄主義，因此許多科技公司仍是中小型企業為

主，甚少國際級大公司，不過中小企業彈性高也懂創新，也積極尋求多方合作，因此

未來若能密切連結，對本院特定技術升級必有其助益。 

(7) 藉由本次參訪瞭解到加拿大紅外線影像科技的優異性及彈性度，建議本院未來可與加

拿大相關研究單位及公司進行更緊密策略合作與實質交流，以互利互補方式共創雙

贏。 

(8) 加拿大政府對我國免簽證，科技研發人員交流相對於美國的管制開放許多，大幅提升

雙方國際合作效率，對我國研發技術提升有極大助益，值得我政府大力支持雙邊合作

技術擴展。 

肆、建議事項  

此次的公差出國有以下兩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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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 Cantronic System 公司是北美著名的紅外線影像系統公司，尤其對紅外線產品系統

介面整合如：IDDCA 界面電路、成像電路設計製造、熱像系統人機顯控功能開發有豐富

經驗，該公司所熱像系統提供國際武器大廠進行大型光電追瞄系統整合，未來若能與其

公司進行技術上下游整合與策略合作，提升熱像產品品質與效能，對本院既有熱像技術

產業化擴展有莫大助益。 

(2) 加拿大 INO 光學研究院是加拿大最大光學、光電子及生醫光電應用科技的研發單位，在

本次參訪中瞭解到 INO 微系統製造部門，其 microbolometer 室溫熱影像技術內 VOx 感測

模組製造尤有專精，有完整的技術與量產解決方案，希望未來能加強本院與 INO 實質技

術交流。 

附件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