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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千 高專 

醫策會109年「醫療管理服務整合性解決方案/產品模組選拔計畫」 

高醫高端非接觸式生理感測資訊系統運用於
負壓等特殊病房整合資訊系統模組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
虐全球(到6/22早上8
點GMT時間) 

 
• 全球確診個案人數: 

9,060,870 
• 累計死亡人數: 

470,939。 
 
為本世紀影響與為害
世界的嚴重傳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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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傳染性 
◆傳播途徑 
大部分的人類冠狀病毒以直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為主。 
 
◆臨床表現與嚴重程度 
人類感染冠狀病毒以呼吸道症狀為主，包括鼻塞、流鼻水、咳嗽、發燒
等一般上呼吸道感染症狀。  
 
◆預防方式 
目前未有疫苗可用來預防冠狀病毒感染。 
除了肥皂勤洗手、避免觸摸眼鼻口外， 
須落實口罩的使用，及與病患接觸。 
返國入境時如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 
應主動告知航空公司人員及機場港口檢疫人員；返國14日內如出現上述
症狀，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
否群聚(TOCC)。 
 

 
3 



高醫高端非接觸式生理感測資訊
系統運用於負壓等特殊病房整合
資訊系統模組 
 
高醫的高端非接觸式生理感測資訊系統是高醫與台灣生理測量公司
(TPS) 共同合作的生理量測系統，特別適用於目前的武漢病毒的負壓
病房與特殊病房上之使用，能夠有效精準掌握病患24小時的生理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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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觸式的生理量測 

• 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 

• 沒有隱私與病毒接觸的問題 

• 整合雷達資訊與紅外線、生理量
測、身型變化的系統模組，有效
且精準的掌握病人的生理資訊。 

• 並透過系統與電腦的判讀，即刻
判斷與掌握病人的狀態是否有生
理安全的疑慮，並在危險情況下
即時給予適當的處理或警示，並
送出求援訊息，避免憾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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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觸式的內容項目 

• 「高醫高端非接觸式生理感測資訊系統運用於負壓
等特殊病房整合資訊系統模組」是ㄧ套全新的非接
觸式病房安全監測技術。 

• 有效結合雷達與紅外線的技術。 

• 包含人臉偵測與辨識、雷達非接觸式生理資訊量測、
動作行為辨識、體溫與心跳偵測分析以及緊急預警
機制。 

• 可有效掌握病人在負壓病房中或者特殊病房的生理
狀況，在緊急時給予最及時的醫療幫助，且24小時
的連續生理資訊也是未來台灣在醫療上收集大數據
的重要資訊，對台灣的醫療科技將有突破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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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執行內容 
1. 完成系統優質化、持續改善。並將本設備完整設置於本院的碘

131病房與負壓病房當中。 
2. 持續與系統廠商會議討論，並進行修正。經驗模組化，並完成

專業使用狀況的數據分析。 
3. 進行國內發表，並進行推廣： 

• 針對已完成的設置進行媒體宣傳，並與這波疫情結合，讓其
他醫院了解如何透過系統的非接觸性量測來進行病情監控。
透過媒體宣傳將經驗分享給各大醫院，同時進行改善。 

• 進行國際發表，並進行推廣：海外推廣時間：在完成台灣首
波使用後，期待在第二季或第三季中將本設備將透過本院的
國際醫療中心與馬來西亞、日本、越南等國進行推廣，趁
COVID-19的疫情，大家對科技的使用與對台灣醫療的信賴，
將台灣的醫療高科技技術透過完整建置的方式，輸出到海外 

• 首批推廣國家：馬來西亞、日本與中國、越南等國家擇一進
行1次交流。這些國家目前都與高醫有醫療技術合作。 

4.  希望透過醫策會能協助本院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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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觸與系統優勢 
• 非接觸式量測的好處是本系統可以透過雷達訊息將人體心跳與

生理的微動進行連續性偵測，同時記錄，並進而擷取出心跳數
值，此法不僅可降低對使用者對穿戴裝置的抗拒、不方便及運
動時的不準確上的干擾。 

• 且量測使用上較為彈性且兼具隱私與人權上的思考。 
• 且本技術的雷達偵測可在範圍空間內進行多角度量測，不會受

到空間的屏障，有別於一般人臉辨識系統或監視攝影系統需要
將臉部固定在攝影機前，在使用上與技術應用面上更具競爭力。
大大減少醫療照顧人力的耗損，同時藉由資訊的預警系統，有
效降低醫療人力負擔，而且減少感染與傳染的機會，這對於醫
療照顧工作上，將會是劃時代的進步。 

• 將照顧品質大大提昇，病人的不便與照顧人力降到最低。 
• 預警系統的建置，可以避免人為照顧上之疏忽，透過電腦系統

的設定，將病人在面對生理數值(呼吸、心跳、體溫等)的重大
變化時，進行提醒、警示，提醒照顧人員、護理人員，緊急救
護；甚至系統可以設定病安模式，在面對病人可能起床、跌倒
時的狀況，亦進行通報。 

• 該雷達模式對於跌倒病人的通報有很大的警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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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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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團隊擁有十多年的熱成像技術與雷達
整合經驗。也獲得台灣工研院(ITRI)長期
的技術支持。 



系統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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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術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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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已獲得台灣及世界四十
多項專利，MIT的驕傲 



目前已經運用於： 

• 目前台灣該項開發的可攜式雷達技術已相當成熟，且是台灣是目前唯
一可透過雷達以非接觸式運用於生理感測。現這項技術也成功技轉輸
出至美國畜牧業，運用在乳牛與豬隻養殖廠，而除了牛隻偵測，未來
更可應用在嬰幼兒健康照護領域，市場前景備受看好。(2019，中央
大學新聞網) 

• 科技部法人鏈結技轉新創，加速科研成果商轉，由科技部 104 年運用
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輔導中山大學洪子聖老師完成「生理訊號無線
感測雷達技術」，該技術是利用洪教授原「自我注入鎖定式（Self-
Injection Locked）雷達」技術，能透過雷達波偵測到人體後的反射
訊號，及藉由訊號處理演算法，以非接觸的方式收集生理數據，能穩
定全時感測人體與動物的心跳與呼吸頻率；結合工研院自有技術，完
成系統小型化與模組化及相關展示機製作，並授權予國外畜牧業者，
實際應用於乳牛牧場，在非接觸的狀況下進行體溫、心跳與呼吸數據
收集，全天候的掌握牲畜生理狀況，後續更應用於豬隻養殖廠中，並
於 106 年技轉成立公司。 

• 目前正與高醫合作嘗試在醫療使用做實驗性合作，目前已於高醫負壓
隔離病房中使用，加入抗疫工作，降低感染風險，以遠端監控、及時
因應病患異狀，降低醫護照護人力負擔，避免醫療系統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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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設備獲科技部肯定 

多人進入體溫測量 心跳呼吸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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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設備獲科技部肯定 

測得的體溫與呼吸數字 陳良基部長親自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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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進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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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高齡照護的使用。 

• C級據點的升級，完成C++的據點照顧。 

 



未來進階方向 

智慧病床。 

 

超音波的研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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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blog.xuite.net/phibus/twblog/122247651-%E7%8B%97%E5%AD%90%E5%AE%AE%E8%93%84%E8%86%BF%E8%B6%85%E9%9F%B3%E6%B3%A2%E7%85%A7%E7%89%87&psig=AOvVaw3ICIsUHPD98d5yI7kmHTmx&ust=1592902078943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NiM6_eEleoCFQAAAAAdAAAAABAD


讓我們一起展開 
在面對國際化與科技化下的 

超前佈署 

感謝… 

感謝委員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