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照時代來臨，銀髮族因慢性病引發的傷口，往往受限城鄉醫療資源的落差，難以

及時獲得妥善處置。工研院開發的輕量化「慢性傷口智慧照護」裝置，結合彩色、

熱感、3D等感測技術，準確呈現傷口狀況，透過與醫師遠端連線，讓傷口更快獲

得適當照護，勇奪2020年「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慢性傷口智慧照護
遠距醫療的智慧幫手

撰文／張玉圓

唉
！這傷口怎麼就好不了呢？」88高齡長期

臥床的老奶奶，在醫院居家訪視人員到宅

照護，處理褥瘡時，看著護理師一邊測量傷口大

小，一邊又轉身忙碌於記錄數據，原本沉默的他也

開始訴苦了起來。為了讓傷口獲得妥善處理，醫護

人員必須精確測量傷口大小，花費不少時間，老奶

奶仍難掩無奈。

在各種醫療議題中，慢性傷口的照護可說是

最普遍的。根據國衛院「2019糖尿病年鑑」的統

計，臺灣的糖尿病盛行率飆破11%，全臺患者高

達230萬人，成為名符其實的「國病」，其中約

15%的糖尿病患者會出現慢性傷口，加上其他重

症及長期臥床病患，慢性傷口的問題在中高齡族

群中並不罕見，需要隨時監控並妥善處置，否則

工研院開發出「慢性傷口智慧照護」裝置結合臺灣資通訊硬體設備以及AI人工智慧軟體技術兩大強項，拿下今年全球百大科技研發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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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引起發炎、感染，甚至全身性敗血症。

慢性傷口需要時時細心呵護，但國內照護人

力嚴重不足，且居家護理師或照護機構第一線人

員，大多是內科專業，主要處理氣切管或鼻胃管

等，在外科的傷口照護上，經驗相對欠缺。隨著

數位科技日益成熟，加上新冠疫情帶來的遠距、

居家新常態，醫療結合科技將有助於提升醫療品

質，降低醫護人員的負擔。

工研院的「慢性傷口智慧照護」裝置，正因

符合遠距醫療的趨勢，同時精準切入慢性傷口照

護的痛點，因而拿下素有科技奧斯卡之稱的「全

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全球唯一彩色、熱感、3D感測兼備

肩負傷口照護重任的，是這個約莫手機大小

的裝置，護理師只要對著傷口一照，即可偵測皮

下2mm的溫度及血液循環。若傷口溫度過高，可

能代表持續發炎；溫度過低，可能是血液循環不

良，兩者都將造成癒合上的困難，醫師可遠距讀

取圖資，即時做出判斷，讓近端護理人員進行最

佳處置。

此外，每一次利用「慢性傷口智慧照護」裝

置拍照產生的圖資，未來可以隨時存取比對，裝

置的後台會自動產生趨勢變化圖，讓醫師及護理

人員完整了解傷口在一段時間內，究竟是改善還

是惡化，作為日後醫療方針的依據。

國際間雖有類似的傷口感測裝置問世，不過

工研院的這項裝置是全球唯一同時具備彩色、熱

感、3D感測技術，資料量更充足，系統準確度高

達85%以上。

傷口照護更精準　優化遠距醫療品質

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副經理黎和欣指

出，研發階段團隊實際走訪偏鄉，發現不少慢性

病患長期臥床無法行動，導致慢性傷口的發生，

以往在居家護理時，雖然護理師也會拍照上傳，

但照片是平面的、準確度不高；而且大多使用社

群軟體傳送，後續在資料整合和病程追蹤上也不

容易。

工研院結合臺灣的兩大強項：資通訊硬體設

備以及AI人工智慧軟體技術，開發出慢性傷口智

慧照護裝置，可完美解決上述問題，且這個裝置

的另一大亮點是照護「零接觸」，如此一來既可

減少病人就醫的不舒服、不方便，也能降低醫病

之間感染風險，檢測與照護一次到位，讓醫療照

護更「智慧」，病患也能享受更好的醫療品質。

黎和欣表示，團隊在研發期間便參考了醫

院等級的先進設備，目的就是讓偏鄉或居家照護

的品質能進一步優化，過程也曾遇到不少技術

瓶頸，團隊都一一加以克服；也由於影像準確度

高，遠近兩端照護人員有更完整的資訊，能及早

進行追蹤診療，可讓傷口癒合時間縮短2倍以上，

治療更有效率。

目前慢性傷口智慧照護裝置及其AI分析軟體

正在申請醫材許可，工研院發展出的原型機，也

將與業者合作進行量產及商用化，

預計第一波先推廣至人力不足的各

地照護機構；未來再進一步透過醫

療院所體系，推動至偏鄉醫院及診

所，成為醫病雙方的智慧幫手。

由於影像準確度高，遠近兩端照護人員有更完整的資訊，及早進

行追蹤診療，可讓傷口癒合時間縮短2倍以上，治療更有效率。

產研共創                                      耀馳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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