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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港醫院為一社區型醫院，並以「守護社區居

民健康」為使命，特於民國98年11月成立「社區醫

學醫療中心」，專責推動各項社區服務，內容包

括︰醫療講座、衛教宣導、健康篩檢、關懷訪視等

社會公益活動。

　　有感於醫療水準提升，國人平均餘命增加，卻

也帶來了人口老化、慢性疾病和長期照護的問題。

因此，本院除了配合國民健康局「健康促進」政

策，辦理戒菸、戒酒、戒檳榔及減重班之外，亦於

民國98年起，開始推動院內「三高族群之主動性健

康管理」專案；從預防醫學和健康促進的角度出

發，透過開設團體衛教班及運動腳踏車班，教導民

眾落實日常健康照護，改善或維持其健康狀況。

　　為了進一步讓服務能深入社區，在地扎根，我

們於101年8月起，嘗試推動「社區體適能」方案，

目的在讓民眾平常在家中或社區內就可以做到主動

性健康管理。我們先在社區內定點、定時開辦體適

能課程，教導民眾簡易的有氧體操，培養其運動習

慣。然後，當民眾經過為期三個月的訓練，具有一

定的運動技巧和習慣後，輔導其成為自發性的運動

社團，並吸引其他社區民眾的參與。由於第一次試

辦即獲得民眾熱烈迴響，我們遂於今年3月開辦第

二班，並預計於8月開辦第三班，希望能慢慢於社

區內形成示範團體，吸引愈來愈多的民眾參與。

　　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相較於高雄市其他行

政區域，外籍移民(大陸、越南、印尼、菲律賓、

泰國等)在小港地區(小港、前鎮、鳳山、大寮、林

園)有較高的人口比例。而適逢本地社福團體「南

洋姐妹關懷協會」為協助外籍配偶能順利就業，遂

於101年10月與本院共同辦理「外籍配偶照顧服務

　　　　　　　　　　　　　　　

港醫社區港醫社區互動情互動情
社區醫學醫療中心

員訓練」課程，共培訓25名外籍配偶取得結訓證

明。該會與本院將於今年6月繼續合作辦理「外籍

配偶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目前也積極規劃結

合本校校方資源，推動外籍學童課輔方案，使本院

的服務範圍能更加顧及社區民眾的需求。

　　推動社區服務必須懂得善用社區資源，並持續

致力於經營與合作單位間的良好關係。正因為小港

醫院是社區醫院，長期以來都十分重視與當地鄰

里、機關學校、民間企業、社福團體之合作關係的

建立和維持。也因為各界對本院的支持和肯定，去

年度我們又新增了幾位合作夥伴，除了與南洋姐妹

關懷協會合辦外籍照護服務員訓練外，還包括與高

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和濟南社區關懷站合辦社區體適

能、與生蓮慈善基金會合辦社區慈善健康講座、與

小草關懷協會共同為精障者合辦心靈影展活動。我

們希望結合更多有志於社區服務的人員和單位，透

過院內和院外大家的共同努力，造就愈來愈好的在

地環境和生活品質。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管理室/黃建民 主任

跨域技術整合跨域技術整合跨域技術整合
智慧檢驗智慧檢驗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管理室 黃建民 主任、檢驗科 黃純淇 組長

　　檢驗數據是臨床診斷的重要參考，也是醫療決

策的重要依據，因此檢驗品質也就攸關病患的醫療

品質。檢驗品質的維護，除了靠儀器設備準確的判

讀外，更重要的是確保檢體收集與檢驗過程的正確

性。近幾年來，病人安全議題格外受到重視，不外

乎就是因為醫療過程中病患身分辨識或作業流程出

了問題，以至於造成了無可彌補的傷害與遺憾。因

此如何協助醫檢師更準確及有效率的完成檢體採集

與檢驗就成了重要的檢驗課題。

　　101年度經濟部工業局舉辦的『FY101智慧型自

動化產業發展推動計畫-自動化輔導案』，讓小港

醫院和金屬工業中心有了可以共同打造更優質檢驗

品質的機會。我們將自動化設計導入檢驗科的檢驗

工作步驟中，開發出「醫療院所檢驗容器整備與輸

送自動化系統」包含三大自動化模組：(1)檢驗容

器整備自動化模組(2)前端檢驗容器輸送模組(3)後

端檢驗容器自動分類輸送模組，整合了多種的功

能，包含了資料庫通訊模組、標籤列印模組、人機

　　　　　　　　

圖二：醫療院所檢驗容器整備與輸送自動化系統

(1)檢驗容器整備自動化模組 (2 前段檢驗容器輸送模組) (3 後段檢驗容器自動分類輸送模組)

　　經濟部工業局2013年4月18日舉辦「智慧自動

化健康照護案例示範觀摩會」，由小港醫院負責示

範『醫療院所檢驗容器整備與輸送自動化系統』

（圖二），參與長官人士對於跨領域合作開發智慧

型自動化系統之成效讚譽有佳，此外也深獲衛生署

石崇良處長肯定，期許此系統能應用於各醫療院所

圖一：自動化導入前後檢驗流程差異

介面模組及快速移載模組等。自動化系統導入後，

其系統之工作效益為：(1)檢驗容器整備自動化模

組：減少檢驗容器整備錯誤，檢驗容器標籤黏貼一

致化，降低檢驗人員整備容器的工作量，縮短等待

檢驗的時間。(2)前段檢驗容器輸送模組：提高檢

體輸送效率，降低檢驗人員運送檢體的工作量。

(3)後段檢驗容器自動分類輸送模組：提高檢體輸

送效率，降低檢驗人員分類檢體的工作量、提昇檢

驗報告時效。（圖一）　　　　　　　　　　　　

以達到更高之效益。藉由此次的合作，讓我們知

道小港醫院有著無限的可能，未來將可藉此合作

案的模式開發適合小港醫院工作環境的自動化設

備，藉以取代醫療專業人員非專業技術性工作，

以降低醫療專業人員的精神負擔，使醫療工作環

境更人性化，並避免疏失，提昇醫療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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