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科技輔助長照已行之有年，但每位長輩的退化程度不一、居家場景不一、家庭照顧資源也不一，打造專屬照顧計畫才是「長照2.0」
的關鍵。

走進臺中榮總日照中心，20位爺爺、奶奶

們正圍成一個大圓，進行伸展有氧運動，看似

簡單的動作，對於提升老年人的肌耐力卻有大

大作用。運動結束後，爺爺、奶奶們在照服員

的指引下，來到綠意盎然的庭院弄花蒔草，或

是在魚菜共生池附近休憩。這群像大孩子般的

撰文／趙心寧

為應對即將來臨的超高齡社會，政府於2017年頒布並推動「長照2.0」計畫，提

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只是在照護人力與長

照需求落差不小的情況下，如何透過科技與臺灣醫療優勢，解決迫在眉睫的老年

長照議題，正是智慧科技協助長照的目標。

智慧長照讓樂齡生活不是夢
洞悉需求、融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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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老年人活動力降低，進入亞健康、甚至慢慢失能，就需要長照系統的協助。圖為臺中榮

總日照中心的爺爺奶奶們，在照服員的指引下，來到綠意盎然的庭院弄花蒔草。

長輩，白天來到臺中榮總日照中心，待家人下班

後再來接回家。

維持長輩正常生活　長照需大量人力

「衡量老年生活的最佳指標，就是基本日

常生活功能能否正常運作，」臺中榮總高齡醫學

中心主任林時逸表示，健康的老年人只要定期運

動、參與社區據點活動，維持身體功能即可；一

旦老年人活動力降低，進入亞健康、甚至慢慢失

能，就需要長照系統的協助，經過周全的評估找

出問題，進行醫療、復健、營養等處置，而日照

中心便是長照系統中的一環。

長輩可能因疾病、家庭照顧問題或其它外在

因素，需入住長照機構。例如一位患有慢性病的

長輩，雖僅部分行動功能退化，卻因住在2樓以

上沒有電梯的公寓，想外出參社區活動、就醫或

其他生活上需求時，往往需要家人或朋友協助。

長期下來，不只照顧者辛苦，也影響老人家就醫

或參與外界活動的意願，體能與智能可能因此逐

步退化，產生孤單與憂鬱情緒，最終來到長照機

構，若缺乏家人支持，還會有被遺棄的感覺。

「漸漸出現失能徵兆的長輩，持續性的運

動、營養維持等防止衰弱的處置，保持身體自我

照顧功能很重要，」林時逸表示，一小段時間的

輕忽，可能導致身體功能很快退

化，即便事後花上更多時間補

救，不僅辛苦，也不見得有明顯

進步。

以臺中榮總日照中心的20

位長輩為例，有半數以上需要輔

具，9成患有輕重程度不同的失

智症，並伴隨著糖尿病、高血壓

等慢性病。每一位長輩們的身體

狀況都不盡相同、照護需求也不

一樣。臺灣很快就要邁入超高齡

社會，若能有相應的科技加持，

協助、彌補不足的照護人力，長

照的推動執行可望更順利。

智慧長照　以科技助力照護

綜觀世界各國面對高齡化社

會的策略，全球最高齡國家－日

本，善用成熟的ICT技術，開發

智慧長照管理軟體，分析使用者

的健康數據，打造客製化的復健

課程清單。北歐國家則重視預防

醫學，以各種補貼與優惠措施，鼓勵老年人多運

動、保健身心。各國政策雖不盡相同，但目的都

一樣：希望老年人盡可能維持健康的身體功能，

延緩退化的速度，保持晚年的生活品質。

從國外的長照經驗來看，智慧長照歷經3階段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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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第一階段主要發生在照護場所，將技術與

服務研發，移往使用者的真實生活環境，建立生

活實驗室（Living Lab）；第二階段著重在長輩自

我選擇，讓他們受照護時，感受到更多尊重，並

透過驗證場域培訓長照人才，加速新產品推動；

第三階段則著重科技結合資料共創共享，打造客

製化照護，建立智慧長照的整體解決方案。

舉例來說，前兩個階段像是在沒有電梯的透

天厝樓梯上安裝升降椅，增加長輩在家中的活動

空間；照顧人力不足的家庭，導入紅外線進行跌

倒偵測、離床監測，甚至搭配遠端監控系統，讓

照護者不必時時刻刻守在長輩身邊，也能掌握長

輩狀態；或利用操作簡易的視訊設備，讓長輩與

家屬間的聯繫更便利，也能減輕隻身在長照機構

中萌生的孤單感。

了解痛點　智慧科技需貼近人性

儘管運用科技輔助長照已行之有年，但每位

長輩的退化程度不一、居

家場景不一、家庭照顧資

源也不一，打造專屬照顧

計畫才是「長照2.0」的

關鍵。林時逸提到，曾經

有位高齡100歲的人瑞爺

爺，患有失智症但仍有行

動能力。每天半夜爺爺想

要如廁，便會想盡辦法翻

過床欄，無法時時照看的

家人雖然在地上鋪著軟

墊，但爺爺仍經常摔倒在

地，不僅爺爺受苦，家屬

也因擔心爺爺，時常起床

查看導致夜不能眠。

日照中心在了解家屬

的需求後，便協助家屬找

到離地板較近的電動床。

平時爺爺要上下床時，

可以升高床位、方便位移；到了晚上就寢時，便

將床位降到最低，避免爺爺再因為摔落地面而受

傷。林時逸進一步表示，唯有設計者實際了解長

輩及照護者的痛點，利用科技對症下藥，長照難

題便能迎刃而解。

「長照現場所需要的，是更貼近人性的醫療

科技，」林時逸舉例，市面上的愛心手鍊與具備

定位追蹤功能的銀髮手機百百款，但失智症的家

屬的滿意度卻普遍不高，主因在於設計者忽略了

現實情況：許多沒有病識感的失智症患者根本不

願意配戴此類定位工具，經常藉故脫下或根本沒

有帶出門。如果能夠開發出更迷你、不顯眼的定

位追蹤裝置，與拐杖、手表、鞋子等日常使用物

品結合，產品的良善立意才有發揮的機會。

大數據與AI人工智慧　放大長照能量

在科技快速發展下，第三階段智慧長照可望

切中長照現場的需求，打造個人專屬照護系統。

長照現場需要的是更貼近人性的醫療科技，如果能夠開發出更迷你、不顯眼的定位追蹤裝置，與拐

杖、手表、鞋子等日常使用物品結合，產品的良善立意才有發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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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設計，就是打動使用者心的設計，」工

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所長林啟萬認為，拜物聯

網（IoT）感測技術之賜、可長時間收集長輩大數

據，提供AI人工智慧學習，「符合照護者、被照

護者的需求的設計，第三階段智慧長照肯定更貼

心，也是臺灣努力的方向。」

林啟萬進一步解釋，長照要能行之久遠，保

障長輩健康，長照系統的營運模式、經費、照護

人力與年金保險都需要細膩搭配，而臺灣健保累

積的大數據，可作為制定長照政策的依據。例如

根據統計，若長輩從75歲開始臥床，牙齒就會開

始逐步脫落，營養攝取也開始有變化，因此可得

到「牙齒餘留數與臥床年數」之間的正相關，便

可從預防醫學角度切入，減少健康長輩的臥床時

間、落實口腔健康，延緩老化效應。

林啟萬也看好，健保資料庫與各醫院的醫

療影像彼此整合，打造出尖端的醫療人工智慧系

統，不但能快速診斷影像中的病灶，協助醫師決

策，更能降低病人的焦慮。目前已有許多新創團

隊開始著手，利用健康行為數據、生活飲食習慣

與基因數據資料，研發不一樣的健康評估模式，

「活用數據、找出應用、開發軟體，是臺灣智慧

醫療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

平台技術服務銜接企業醫院與民眾

發展客製化的智慧長照系統，是臺灣可努力

的方向。林啟萬說，臺灣中小型企業多，創意多

但資源不足，工研院積極透過平台技術服務，提

供協助與銜接企業之間的技術需求。

例如，工研院日前宣布，於創新院區建立

「智慧照護驗證試驗場域」，號召產官學研醫

各界攜手組成大聯盟平台，提出一條龍長照解決

方案，進行跨領域技術整合與驗證；此外，也與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成立「數位醫療健康照護平

台」，逐步導入創新技術，透過照護平台，醫

護可全天候掌握患者生理數值與影像，串起患

者、醫院、護理之家

三大體系；更攜手日

本資通訊大廠富士通

（Fujitsu），發揮軟硬

整合優勢，分析患者生

理數據，解讀為醫護與

一般民眾語言，讓醫療

精準有效率、降低醫療

負擔。

每個人都會變老，

如何「活得久、活得健

康」攸關你我的老後人

生。透過科技，智慧長

照可以做得更多，不僅

體貼被照護者，更悉心

關照到照護者的需求，

讓智慧長照協助更多長

輩，保有尊嚴與生活品

質，快樂終老。

智慧長照可以做得更多，不僅體貼被照護者，更悉心關照到照護者的需求，讓智慧長照協助更多長

輩，保有尊嚴與生活品質，快樂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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