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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至5%。另透過此平台腦中風緊急就醫協助者，

平均花費時間(啟動到送至急診室)為30分鐘

內，與全國腦中風資料高達14.4小時，差異甚

大。中心歷經六年穩扎穩打的實務經驗，已將

服務觸角深入包含學校、職場、社區，甚至離

島、偏鄉，本中心協助山地原住民鄉建置了遠

距醫療資訊平台，搭配各山地鄉衛生所與IDS承

作醫院，由地段護理人員搭配資通訊科技的幫

助，建構起在地化的整合式健康照護服務模

式，改善山地鄉醫療照護資源不足的情形，總

共減少300個無診時段及145名民眾鄉外就

醫。也獲得「104年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

康促進醫院創意計畫選拔-健康平權類優等

獎」。故本中心致力於持續研發各類創新型之

加值服務。

此遠距照護平台系統於2014年4月榮獲通過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認證，於7月正式與高醫大衍

生企業「克魯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智財技轉，為國內第一家商轉成功之遠距健康

照護中心，共同合作承接「103年度高雄市遠距

健康照護服務計畫」，服務民眾人數高達

2628位，其中透過此平台，發現血壓異常且確

診為高血壓患而獲得控制者比例高達47.06%，

相對也減少許多不必要醫療資源的耗用。更高

醫療服務

▲104年度雲端加值評選優質獎獎狀

▲健康促進創意計畫獲獎

為因應社會迅速老化及疾病型態慢性化

的趨勢，資通訊技術於預防保健、醫

療照護等應用迅速發展。「遠距健康照護

(telecare)」跨領域結合醫療照護、資通訊技

術、電子化醫療器材等，讓民眾在熟悉的社

區、企業與居家環境中獲得健康促進，這是醫

療科技與服務產業發展趨勢。當「距離』已經

不再是距離，而「照護」也非鎖定在特定的白

色巨塔裡。如何將「科技化」的服務導入「健

康照護」的領域，進而創造出有利的居家照護

環境，是全球醫療照護共同關切的議題。其實

只要透過精準、智慧化的量測設備與網際網

路、無線通訊的方式並結合專業醫療團隊24小

時不間斷的服務，「零距離」健康照護正好提

供一個優質的解決方案。

高醫發展有別過去以治療為主的醫療服

務，擴展為以服務銀髮族、偏鄉離島需要全人

健康照顧需求為出發點，規劃遠距照護服務

網。於2009年1月正式成立「遠距健康照護中

心」，透過「遠距照護平台系統」整合生理量

測資訊(血壓、心跳)與就醫資料，提供醫療院

所完整紀錄。經多元化的遠距服務(24小時健

康狀況追蹤與提醒、無量測提醒服務、即時

健康諮詢服務、回診安排、緊急就醫協助、藥

品親送與行動關懷訪視)，總服務人次已超過

1,084,800次，服務人數超為20,000位。經觀察

民眾接受服務時間愈長，血壓異常率從20%下降

■遠距健康照護中心  陳彥旭 主任、楊鳳月 組長

雲端智慧健康新生活
創造「零」距照護新思維

▲雲端加值優等獎

達95.66%對於整體服務感到很滿意。其量測數

值自動傳輸至健康照護系統，未來更可透過串

連社區醫療資源與能量，建立民眾之健康及醫

療大數據，以作為健康照護服務或政策擬定之

參考。因健康管理成效彰顯，故中心榮獲104年

度「國健署健康促進雲端加值應用評選-社會組

公益服務類優質獎」屬獲得政府肯定。

「遠距健康照護系統」已深入民眾所熟悉

的社區及居家環境中，除讓更多民眾瞭解遠距

健康照護服務內容外，更期望透過遠距健康照

護相關加值服務，養成民眾平日健康管理與促

進之習慣。未來本中心將隨著資訊科技進步，

發展整合性、

連續性的智慧

型照護網絡為

民眾打造全方

位的健康照護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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