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易睡眠呼吸照護系統

讓你不再「呼呼」大睡！

忙碌社會裡，為了不讓自己睡，茶、咖啡、雞精，通通喝了再說；

然而，對於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來說，

卻是千方百計，只為求得徹夜好眠。

工研院醫材中心新研發的「簡易睡眠呼吸照護系統」，

以負壓改善呼吸阻塞的創新方式，

讓睡眠呼吸中止症與打鼾族，脫離「呼呼」大睡的夢魘！

文葉芷嫻　攝影蔡鴻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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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畫裡，主角的鼻子上，打呼

泡泡忽大忽小地起伏著，

那副鼾聲大作的逗趣模樣，總能

使讀者呵呵一笑；但是，當同樣的

場景在現實生活中出現時，可就

不是那麼有趣的事了。

寂靜無聲的夜裡，被如雷的鼾

聲吵醒，相信曾是許多人共有的

不愉快經驗。而對於打鼾（打呼）

的人來說，擾人清夢的打鼾行為，

不僅僅為周遭人們帶來困擾，對

於自身的睡眠品質，也造成程度

不一的負面影響。事實上，不少醫

學研究均指出，擁有良好的夜間

睡眠品質，不僅白天工作效率好、

學習效能提升，也較能保持健康

的生理及心理狀態，避免疾病上

身。相反地，品質不佳的睡眠，則

容易讓人注意力不集中、感到倦

怠，大大降低生活品質。

根據台灣睡眠醫學會的統計，

國內約有600萬人有睡眠障礙，也

就是說，有高達四分之一的國人，

其實是長期處於「睡不好」的狀

態。其中，還有將近45萬人是屬於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卻不

自知，這對患者的健康與生命安

全來說，是極大的潛在威脅。

進不了家門的傳統檢測

一般而言，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往往是透過身邊親人的提醒，才

發現自己的打鼾問題而就醫。然

而，國內的醫學睡眠中心並不普

及，再加上好不容易來到睡眠醫

學中心就診，卻因為傳統診斷式

睡眠檢查，需要安排受測者在睡

眠中心過夜，在床位有限的情況

下，一等往往就超過半年以上的

時間。

不僅如此，當求診患者好不容

易等到測驗床位，測試時在頭部

與身體要黏貼許多感應電極與訊

號線，也讓原先就睡不好的受測

者，更不容易入睡，使檢測效果大

打折扣。工研院醫療器材科技中

心主任邵耀華認為，患者去醫院

求診只是想找出睡不好的原因，

卻因為不習慣醫院與檢測環境，

夜裡睡得更不好。這對於要判斷

睡不好的實際原因，究竟是家中

睡眠環境不佳，還是個人生理因

素使然，自然有其難度。

工研院醫材中心創新醫材商

機開發計畫工程師林楨喨指出，

「睡眠檢測的困擾，不是現行儀

器的問題，關鍵在環境。」現行的

睡眠檢測除了等待時間久、環境

陌生等常見問題之外，還有資料

正確度高低，以及後續追蹤不易

等困難尚待克服。此外，在醫學

睡眠中心裡，醫生問診是以病患

自述或問卷調查為依據，如果患

者陳述的資料不正確，也會影響

診斷結果的準確性。而且，在完成

睡眠檢測後，無法得知病患服藥

後的睡眠改善情況，又是另一個

衍生的問題。

「在家進行睡眠檢測是最好的

選擇，問題是醫院的儀器不可能

讓患者搬回家使用。」邵耀華解

釋，傳統的睡眠檢測設備比較複

雜，體積也很大，要搬回家進行

睡眠檢測，甚至是追蹤檢測，幾

乎是不可能。

定點照護新利器：居家睡眠

檢測儀

為了克服這一點，工研院醫材中

心研發的「居家睡眠檢測儀」，由

患者的需求出發，以體積小、操作

簡便為設計考量，希望未來能由

醫院提供這套檢測器材，讓患者

可以在經過醫師診斷後，自行攜

帶回家使用。

林楨喨戴著居家睡眠檢測儀表

示，「居家睡眠檢測儀使用簡單，

只要一個啟動鍵，就可以記錄受

測者的睡眠狀況，隔天再將器材

與資料送回醫院分析，便能完成

檢測。」可攜的居家睡眠檢測儀，

不但省去睡眠檢測的等待時間，

及早發現患者是否有呼吸中止症

困擾，對於監測睡眠障礙患者的

睡眠結構，與提供醫師做為診療

時的客觀參考數據，都有很大的

助益。

這套檢測儀透過夾在手指上的

脈動血氧計感測器，以穿透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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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光進行測量，並記錄各項數

據資料。邵耀華表示，脈動血氧

感測除了穿透式檢測外，尚有在

手腕量測的反射式檢測技術，但

兩者相較以穿透式效果為佳，因

此工研院的居家睡眠檢測儀便採

用穿透式的技術。

至於為什麼要設計成夾手指？

「夾在手指上，是因為穿透式的

檢測方式，以手指部位的效果

最好，重點是，配戴時也不易脫

落。」邵耀華透露，其實研發人員

曾嘗試過人體其他檢測效果不錯

的部位，例如耳垂，但耳掛式的感

測計，容易在睡眠過程中因翻身

或擺頭而移位脫落，因此最後仍

選擇採用夾手指的設計。

睡眠呼吸中止治療系統助好眠

在檢測之外，對於因生理構造引

發睡眠障礙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患者，醫材中心也發展出一套十

分有效的「簡易睡眠呼吸照護系

統」，患者僅需口含一個狀似牙

套的口部介面，就像嬰兒咬住奶

嘴一樣，利用這個口部介面將口

腔內的空氣抽出，在口腔內造成

負壓的效果，可以使患者在仰躺

時，舌頭不會往呼吸道方向掉

落，避免呼吸道阻塞，產生睡眠

中斷的情況。

事實上，醫學界所謂的睡眠呼

吸中止症，指的是在睡眠中因為

呼吸道阻塞引起呼吸中止，並導

致血氧濃度降低而干擾睡眠的

狀態，其中，打鼾又是阻塞性睡

眠呼吸中止症最重要的徵狀。因

此，目前常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治療方式，包括連續氣道陽壓呼

吸器、止鼾口腔矯正器、以及手

術等三種。

邵耀華指出，陽壓呼吸器可說

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但是

患者必須承受面罩壓迫、漏氣、

攜帶不便與價格高等問題，病患

能否耐心持續使用，成了治療的

關鍵。而便於使用的止鼾口腔矯

正器與手術治療，則因效果不夠

好，或必須承擔開刀風險而較少

採用。

相較之下，工研院的「簡易睡眠

「居家睡眠檢測儀」使用簡單，只需將脈動血氧計感測器夾在手指上超過6小時，儀器就能記錄睡眠時的狀況，隔天再將資料提供
給醫院進行分析，發揮定點照護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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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照護系統」，結合了口腔矯正

器的便利，與陽壓呼吸器藉氣流

維持呼吸道通暢的優點，而且改

採負壓、吸出空氣之後，可以適當

地吸住患者的舌頭，維持不墜。

再者，只要口腔內的負壓能維持，

機器也毋須整夜運作，「有效避

免呼吸道阻塞之外，還能節能，

患者也不用像使用陽壓呼吸器一

樣，整晚都接受氧氣打入口腔的

治療，」示範使用傳統陽壓呼吸器

的林楨喨分析道。

而一旁與林楨喨屬同一研發團

隊的工程師黃振寧，更是忍不住

點頭，他本身也受打鼾困擾，再

加上研究需要，曾親身使用過這

套睡眠呼吸中止治療系統，身為

開發者又兼任測試者的他坦承，

「簡易睡眠呼吸照護系統真的能

有效遏止打鼾，也沒有傳統式陽

壓呼吸器的負擔，以患者的角度

來看，真的很實用。」

健康居家，未來診所

不論簡易睡眠呼吸照護系統，還

是居家睡眠檢測儀，這兩項助人

好眠的醫療保健器材，除了能協

助患者獲得有效的治療之外，

最大的特性，在於它們能縮短醫

療的時程，讓患者可以避開醫院

睡眠檢測所需的冗長等待，卻又

能快速獲得可靠完善的醫療照

護，除發揮定點照護（Point of 

Care）的功能外，也符合當今預

防保健醫學的照護潮流新趨勢。

事實上，隨著預防保健與個人

化醫療照護意識抬頭，醫療資源

開始向外分散的趨勢也愈來愈明

顯。在分散式照護趨勢之下，大醫

院以外的醫療機構，對於醫療器

材的需求也開始有了變化。

邵耀華觀察，這些分散在外的

照護點，需要的醫療器材，不是研

究級醫院使用的那些超精密檢測

儀器，而是要「提供足夠可信度，

而且可以較快得知結果」的醫療

器材。而工研院醫材中心貼近這

些需求，以微小化、精準化、結合

數位化開發的先進醫療器材，便

可適用於分散式照護，甚至居家

照護領域，降低整體社會的醫療

成本。

未來，醫材中心也將視廠商的

需要，結合檢測（居家睡眠檢測

儀）與治療（睡眠呼吸照護系統）

於一身，達到治療時也能追蹤監

控個人睡眠品質的目標。邵耀華

強調，檢測不能只有檢測，還要

納入治療，「檢測加治療，這樣一

套完整的睡眠管理大師，才能一

次解決睡眠問題，完整發揮健康

管理的功能。」

「簡易睡眠呼吸照護系統」結合現有牙套與陽壓呼吸器的優點，利用口部界面在口腔

內造成負壓，藉以維持舌頭不會在仰躺時往呼吸道方向掉落，避免呼吸道被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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