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知無線電 (Cognitive Radio) 

感知無線電(Cognitive Radio, CR)的概念是由 Mitola [12.1]在 1999 年首先提

出，其具有射頻感(RF sensing)和系統重置(Reconfigurability)能力。射頻感知能力

是指該系統具有感測無線環境的頻譜使用狀況，以干擾溫度 (Interference 

temperature )[12.2]來計量。而系統重置能力則依據各個頻道上的干擾溫度，動態

改變自身系統的參數(如載波頻率、頻寬、發射功率、調變方式，和編碼方式)作

最合適的無線接取。因此具有感知無線電技術的無線通訊裝置或系統，可充份利

用空閒頻道，一來提升現有系統的通訊容量，二來創造新的緊急救難通訊服務和

軍事通訊。 

然而傳統無線訊系統將頻譜切割成不同頻段而以免授權(unlicensed)或有價

(licensed 分配給特定用途， 例如 VHF 和 UHF 的電視、800/900/1800/1900/2100- 

MHz 的行動通訊、2.4/5.2-GHz 無線區域網路(WLAN)、和 2.5/3.5-GHz WiMAX 等。

如何讓這些頻譜的通訊品質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分享給他人共存使用，這是技術

標準、安全規範、法規、市場營運等多層面難題。在技術標準層面，IEEE802.22 

和 IEEESCC41 是目前主要感知無線電標準制度委員會[12.3] ，軟體無線電論壇

(Software-Defined Radio Forum, SDR Forum) 和 世 界 電 信聯 盟無 線 電 部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Radio Sector, ITU-R)也著手進行[12.4] 。

除此以外，熟知的無線區域網路(IEEE802.11) 、Zigbee (IEEE802.15.4)、WiMAX 

(IEEE802.16) 中規範共存 (Coexistence) 問題和使用動態頻率選擇 (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 DFS)均屬於感知無線電的技術範疇。在安全規範層面，美國

FCC[12.5]和英國Ofcom[12.6]正研擬在VHF/UHF 電視頻段上使用感知無線電技

術的安全規範。 

與電磁相關的研究議題摘要(但不限)如下: 

1. 射頻感知能力的實現 

包含射頻寬頻接收架構、寬頻低雜訊放大器、寬頻低雜訊壓控振盪器、寬頻

頻率合成器、寬頻濾波器或追蹤(tracking)濾波器、寬頻天線或可調頻率天線等。 

2. 在系統重置能力的實現 

包含可重置寬頻發射架構、可重置功率放大器、可重置頻率濾波器(常以

MEMS 方式實現)等。 

3. 電磁相容安規的研究 

包含多個無線通訊裝置或系統的共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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