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醫療心服務

走進醫院，搞不清楚方向時，有智慧機器人為你帶路；住進病房，各式儀器設備都已

連網，護理師做的所有生理量測，數據直接匯入系統，不用動手抄寫；住太遠不方便

回診，沒關係，醫師會透過連網設備遠端定期問診。這不是未來世界的場景，它叫智

慧醫院，正一步步改變醫療服務的面貌。

創新科技守護全民健康
迎向智慧醫院 4 . 0

世界各國紛紛引科技為後援，為醫院導入數位化資訊系統與智慧的創新醫材，改善病患照顧流程，以提高醫院營運效率與醫療品質。

行
動智慧裝置已滲入你我生活，攸關民眾

健康福祉的醫院，在法規政策引導下，

也從電子病例開始，逐步導入e化，近年各大

醫院智慧門診系統、線上候診系統，簡化門診

流程，讓看病更有效率；而這股智慧化、資訊

化風潮現在更進一步吹向醫院核心業務，醫療

服務的智慧化，開始急起直追！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組長張慈映

指出，為解決醫護人力短缺以及醫療支出高漲等

問題，世界各國紛紛引科技為後援，為醫院導入

數位化資訊系統與智慧的創新醫材，改善病患照

顧流程，以提高醫院營運效率與醫療品質。

撰文／唐祖湘

24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組長張慈映指出，智慧醫院，正一步步改變醫

療服務的面貌。

智慧醫院為核心樞紐　

發展預防治療照護一條龍服務

「智慧醫院的進化歷程是由1.0發展到4.0，」

張慈映表示，1.0指的是醫院資訊e化，例如從傳統

紙本升級為電子病歷系統；2.0則是醫材數據資訊

持續整合，發展醫療影像資訊系統；3.0是整合醫

院流程系統，將X光、電腦斷層造影（CT）、磁振

造影（MRI）等影像資訊，連結診斷資訊整合至同

一系統；4.0則是以病患為中心，結合大數據、物

聯網跟人工智慧等技術，進一步分析與運用數據

來輔助診斷，達到精準醫療的目標。

「理想的智慧醫院4.0不會侷限在醫院內，」

張慈映表示，智慧醫院可以視做一個整合平台，

「醫院是中樞，前後兩端連接著家庭或照護機

構，將醫院、居家與社區等資訊匯流整合為個人

健康紀錄（Personal Health Record；PHR）。」匯

集三方數據掌握病患健康狀況，住院前、住院後

到居家照護都能無縫銜接。

試想一種情境，居家可透過運動手環等智

慧穿戴式裝置，蒐集血壓、心跳等生理狀態數

據，方便自我健康管理，一旦出現異常狀況就能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身體不適住進醫院，AI彙

整病患生理數據與病史，輔助醫師臨床診斷找出

病因，或分析影像資料進行手術模擬，提高醫師

治療決策正確性；出院後，繼續透過遠距醫療觀

察病情，或經由AI運算指導正確的照顧與復健方

式，有效延緩與控制疾病再次發生。

換言之，過去人們認為，醫療只針對病患，

而病患多半住在醫院裡，隨著醫院4.0的興起，醫

療照護從疾病治療，延伸到預防和控制疾病，甚

至是日常的健康與照顧管理，整個醫療情境都將

改觀。

邁向智慧醫院4.0　創新醫材潛力大

台灣的醫療品質舉世有目共睹，但智慧醫院

的推動速度是否夠快？張慈映表示，普遍來說，

大型醫院在導入資訊化系統與影像資料整合都很

成熟，醫院智慧化程度已達3.0階段，比起先進國

家毫不遜色。

2015年成立的員林基督教醫院，是全台第一

家智慧醫院，智慧化櫃台可顯示醫生診間、休診，

甚至接駁車等資訊，讓人一進門就能感受到無比貼

心；從掛號、報到、測量生理數據、看診、住院到

手術，通通有智慧系統幫忙，就連手術室需要的消

毒器械也能由智慧機器人運送，減少人力搬運與交

叉感染風險，醫療品質自然提升。

除員林基督教醫院外，也有許多醫院積極走

向智慧化，例如衛福部彰化醫院與工研院合作打

造的智慧醫療臨床資訊系統，已實地導入血液透

析中心，可串連不同醫療儀器的生理數值，整合

顯示在護理車螢幕上，供醫師快速判讀；資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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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心服務

時存入醫院伺服器，做進一步的紀錄與分析；新

竹馬偕紀念醫院也與工研院合作，運用3D掃瞄、

列印技術，開發滑鼠手、足踝矯行器等輔護具，

達到量身訂作、精準貼合的目標，讓復健過程更

順利。

要達到智慧醫院4.0的目標，仍有待創新醫材

與技術的開發。根據工研院 IEK Consulting統計，

「診斷分析」占智慧醫院需求中很大的一部分，

像是運用AI影像辨識技術，透過分析評估，發現

可能的身體異常，讓醫生診斷更快速精準；在法

規面，衛福部在去年放寬了遠距醫療的照顧對象

與模式，剛出院的病患（急性）、長照機構住民

（慢性）都在鬆綁之列，未來醫師及護理人員攜

帶輕量型智慧診斷裝置，連上醫院資料中心，遠

距的病患也能享有與醫院相似的醫療服務，這類

可連網、輕量化的醫療器材目前還在萌芽階段，

潛在商機無限。

資料收集、互通與商業模式是重大挑戰

雖然各界看好智慧醫院／醫療的前景，但

現實面仍有許多挑戰待克服。以上述所提AI影像

辨識為例，許多想跨足此領域的資通訊業者，得

先進入醫療場域，將技術串入例行醫務流程中，

累積患者生理數據，方能促使AI進行深度學習。

然而，受限於個資法，廠商無法持有病患數據資

料，必須與醫院合作，而醫院為維持日常營運，

在人力與資源上也未必能完全配合，相關技術的

推動進度常因此陷入瓶頸。

其次，醫院內部使用不同廠商設備、新舊

不一，也面臨設備與設備間資料交換與整合的問

題，同一系統的醫院尚可透過系統整合進行串

連，但不同醫院系統間的資訊互通問題，仍有待

解決。「醫院智慧化由誰來付費很重要，」張慈

映指出，任何投資都會先評估效益，而任何醫療

機制的創新，都與政策和醫院評鑑息息相關，有

賴政策的推波助瀾。

智慧醫院新商機　從了解需求做起

台灣將在2026年邁入超高齡化社會，面對越

來越高的醫療照護需求，醫療系統勢必得朝向智

慧醫院轉型。國際調研機構Frost&Sullivans預測，

至2030年，傳統醫院將會完全消失，智慧醫院帶

來的新商機包括：資料分

析、雲端運算與遠端病患

監護，其中衛生管理、物

流追蹤／定位、藥物自動

化是最大的市場區塊。

張慈映建議有意切入

智慧醫院的資通訊廠商，

不妨深入醫療場域「蹲

點」，多與醫療人員互

動，了解醫院需求，再做

產品與系統開發；或與其

他業者合作打造生態系，

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以台

灣為實踐場域，再輸出國

際，為台灣優質醫療與資

通訊產業創造新價值。

運用AI影像辨識技術，發現可能的身體異常，讓醫生診斷更快速精準。圖為工研院研發的「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診斷輔助分析技術」手持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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