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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永年

人工智慧
的醫療照護應用
人工智慧正悄悄轉變你我的生活， 
包括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應用，

對人類生活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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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缺。（圖片來源：種子發）

AI到底是何方神聖？ 
簡單說，就是把人類的智慧利用學習演算法教導機器， 
使機器經過學習後能精確呈現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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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巨變來臨

人工智慧（AI）正悄悄轉變你我的生
活，最常見的就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AI在手機內已有許多應用，像是能對話的
語音助理、記錄與統計個人日常習慣、行

程提醒、地圖導航、健康管理等，使生活

更省時有效且便利。但在眾多的 AI新技術
中，醫療保健方面的應用特別受到重視，

也會對人類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日本於 2017年公布醫療保健產業是其
AI三階段工程之一。韓國也於 2016年選定
AI為國家戰略計畫，將成立國家級 AI老人
照護中心。英國於 2018年宣布，將從愛丁
堡、牛津、里茲等城市開始推動全新的 AI
保健產業，應用 AI技術協助醫療診斷，預
估15年內可降低國內10％的癌症死亡人數。
同時，倫敦大學醫院將與圖靈研究所合作，

成立 AI系統接手該院部分醫事人員的工
作，以提升醫療服務效率。除了許多國家

積極推展 AI醫療照護政策外，著名的科技
大廠也都積極在 AI醫療生技領域布局。

醫療運用的推動

近年來，AI也廣泛運用在各式產業中，
不單應用在生產機器上。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的《全球人工智慧研究報告》指出，

AI對產業潛力影響指數，依序在醫療、汽
車、金融服務、運輸、物流、技術、通信、

娛樂、零售、能源、製造業等之中，已創

造出有別於傳統的產業經營模式。  

這個功能強大的 AI到底是何方神聖？
簡單說，就是把人類的智慧利用學習演算

法教導機器，使機器經過學習後能精確呈

現其功能。機器通常需要依據大量的資料

蒐集與數據統計，然後有效學習人類能做

的事，建立模擬人類智慧的處理系統。系

統具有類似人類的智慧，但有更快速、穩

定且不會疲累的特性。

AI醫療影像診斷會越來越廣泛地應
用到各種疾病的臨床診療中，使診斷的時

間縮短、準確度與可靠度提升、更快速呈

現數據統計資料，以便直接有效幫助臨床

醫療與照顧，避免人工過勞、精簡醫療 
成本。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於 2018年批准 AI
眼部診斷軟體 IDx-DR上市，是第 1款獲准
上市的 AI醫療診斷軟體，能協助醫師更早
發現糖尿病患者的視網膜病變。IDx-DR是
一不需經臨床醫師解讀影像，便能直接提

出診斷篩查的器材。由於醫療人士不見得

都具眼科專業，因此這器材對他們而言相

當實用。

谷歌旗下的 DeepMind公司利用大量視
網膜圖像，訓練 AI算法用以檢查眼疾，其
診斷結果能達到與醫生相似的水準。另外，

也針對視網膜病變建立影像資料庫，開發

AI判讀軟體。此外，針對各種不同的疾
病，各式深度學習技術也正快速建立具高

效率與準確度的系統。人類各種器官與各

類疾病的病理與治療，都有團隊積極投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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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外積極推出智慧健康照護機器人， 
銀髮族藉由聲控方式與機器人對話， 
從對話與數據傳輸進行遠端諮詢與簡單健康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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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醫院已開始運用初階的醫

療機器人。例如，英國的 AGV醫療機器人
能送餐、消毒及攙扶病人。至於高階的 AI
醫療機器人，則以醫療手術為發展重點。

台灣許多醫院也已購入機器人手臂「達文

西」或其他機器人，把影像導引手術實際

運用在手術房內。

在智慧醫院的應用方面，則希望能改

善醫療品質，縮短看病的繁瑣流程，減輕

醫護人員的負擔。在硬體方面，從所有設

備的安裝設置，一直到管理中心的建立，

必須讓醫院能整體有效地串接運作。因此，

如何運用設備、保護病人的資料安全，醫

院都應有詳細的規畫。系統的智慧化與人

員的教育訓練也需受到重視，同時提供諮

詢，避免因醫護人員的錯誤造成醫療糾紛。

智慧醫院服務可多元化推廣延伸，譬如社

區或居家醫療也可提供網路諮詢，增加醫

療照護的深度與廣度。

智慧照護與照護機器人

2018年，內政部指出台灣社會人口結
構已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人口老化的速度

快到難以想像，銀髮族的照護工作將何去

何從？目前，台灣老人健康照護的需求與

照護人力快速失衡。老人照護除了亟需人

力外，費用也大幅度提升，造成許多家庭

的龐大負荷，和人力資源供需不平衡的問

題，現在大多仰賴國外看護移工。但這並

非長久之道，如何利用 AI提升老人照護的
效率與品質值得重視。

因應照護人力的短缺，可把智慧照護

導入每個家庭。首先，希望能藉由遠端平

台利用網路讓銀髮族可以線上問診。其次，

提供資訊互動平台，銀髮族每天可在家自

行測量生理指數，結合手機 APP把資料上
傳至雲端照護系統，使銀髮族在家就能提

供健康狀態，並與醫療人員聯繫。  
近年來，國內外積極推出智慧健康照

護機器人，銀髮族藉由聲控方式與機器人

對話，從對話與數據傳輸進行遠端諮詢與

圖片來源：蔣榮先教授實驗室

建置具多層次學習能力的語音對話居家照護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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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健康檢測。機器人甚至還有陪伴的功

能，能緩解照護人力的不足。

對於銀髮長者而言，新的 AI照護機器
人將可提供日常運動教練、營養諮詢與輔

助醫療照護。在有醫療需求時，更可即時

協助關注長者健康狀況，提供醫療與照護，

是子女有效關注年長父母的好幫手。另一

方面，在一般民眾家中，居家照護機器人

藉由語音對話，依個人需求提供服務，使

家中成員能享受簡單的醫療服務與方便獲

得生活資訊。孩童也能利用圖像表情和聲

音互動學習，增添生活樂趣。

醫療數據資料庫

AI在醫療領域中的應用，都需要建

置大數據的資料庫。過去，患者看病問診

大都依感覺敘述及基本檢查，由醫生經驗

診斷再加以治療。精準醫療則利用基因檢

測、蛋白質檢測，再加上患者的個人資料， 

彙整成人體基因資料庫，從中比對分析，

提供更準確且個人化的治療方式。如果能

把人體資料庫追溯到過去，了解整段疾病

的發展，透過科學研究探討疾病的因果關

係，更可達到有效預防。

圖片來源：郭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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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照護機器人可以提供銀髮長者日常運動教練、營養諮詢與輔助醫療照護。（圖片來源：種子發）

妥善結合健保資料和 AI技術， 
能把資料變成數據平台創新應用， 
讓醫療達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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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研院針對精準醫療的需求，

建置「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蒐集國人生

物基因數據，提供學者研究使用，希望能

改善國人健康，有效預防疾病。但資料庫

所需的資料蒐集還需花好幾十年的持續追

蹤才能廣泛運用。  
另一方面，台灣從實行全民健保至今，

已擁有數千萬筆的看診資訊，成為一個巨

量的資料庫。今後期望能妥善結合健保資

料和 AI技術，把資料變成數據平台創新應
用，讓醫療達到最好的效果。但除必須做

到資料的去除識別與妥善運用外，對於病

患的個人隱私、公眾利益等問題，也需要

依法審慎處理。

國內 AI醫療運用的研究

在我國政府大力推動 AI研究與產業發

展的政策下，科技部於 2018年啟動 AI創

新研究中心計畫，從五百餘件構想書中選

出 67件研究計畫，分別在臺、成、清、交

4所大學成立 AI創新研究中心。

成功大學的「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

療創新研究中心」專注在生技醫療的研究，

涵蓋智慧醫療、智慧照護、智慧生技等領

域。智慧醫療研究包含結核分枝桿菌鑑定、

肝活體組織切片影像分析、阿茲海默氏症

早期檢測、核磁共振影像快速重建、生醫

影像類神經電路驗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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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永年
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

台灣的醫療水準優異，資通訊技術基礎雄厚，加上醫療照護需求日增， 
已經具備讓 AI醫療照護技術與產業發展的良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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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照護研究則包含老年人和糖尿病

患者的居家照護機器人、高齡健康促進系

統、超高齡社會的健康生活等。智慧生技養

殖與人工智慧倫理方面也有 3件研究計畫。 

建立深度神經網路磁振影像重建雛形，完成影像擷

取流程。（圖片來源：趙梓程教授實驗室）

結核桿菌自動識別系統

下圖是辨識結果，紅色邊界框是偵測的結核桿菌，

右上方是分類信心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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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積極進行各項技術研發外，也進行生

醫影像及醫療紀錄的大數據資料庫蒐集。

台灣的醫療水準優異，資通訊技術基礎

雄厚，加上醫療照護需求日增，已經具備讓

AI醫療照護技術與產業發展的良好條件。
雖然醫療照護產業通常需要較久的熟成期，

但在產官學研強力投入下，將能有效培養產

業所需的AI人才，提升專業與應用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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