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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與支持 

行動式老人健康照護 簡單方便顧全套 

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吳有基教授 

文/雨文 
~轉載自國科會跨領域創意加值推動計畫成果專書 

 
行動式老人健康照護計畫團隊 

由左而右依序為張朝旭副教授、柳世民父教授、吳有基教授、游文清副教授 

當父母歲數日漸增長，做子女的想時時刻刻在身邊照顧，隨時觀測他們的健

康，但現代人生活忙碌，若自己做不來，也只能交由專業看護大傷荷包。然而科

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一句聽起來再熟悉不過的台詞，卻能真實便利我們的生活。

由吳有基老師主持的老人行動式健康照護之原型系統計畫，未來或許可以達到行

動式老人健康照護的目標，透過國科會補助，這個計畫除了採用在台灣普及率高

達 108%的手機，做為資料收集與電子健康管家外，也建構行動式與定點式生理

資訊模組，包括可以在身上配戴輕便的戒指式脈搏量測器與計步器；以及具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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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功能之體重計；更整合中醫專家知識的察顏觀色影像處理；做為建構健康管

理服務平台之基礎。在行動式健康管理服務部分包括「日行萬步」、「每週運動 

333」、「 BMI 指標」、「氣色分析」、「臉部髮際線，紋斑，輪廓變化分析」等，

達到多方位的健康照護。 

 
圖一、行動智慧手機接收生理資訊並供遠端醫療分析 

電子健康管家 隨時緊盯身體健康 

這個計畫最一開始的構想，來自於國立聯合大學電機系的吳有基老師。吳老

師認為台灣即將進入高齡化社會，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到了 2025 年，

台灣的高齡人口佔總人口的 20%，這麼多的高齡人口，一定會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造成影響，而照顧這些年長者也必需付出相當的社會成本。因此，吳老師就想到：

如何利用科技的便利性，協助這些即將邁入高齡的人口成功老化。換句話說，要

提早讓這些年長者習慣使用科技產品，並且利用科技展品達到自我健康管理照護

的目的。 

以台灣目前手機的普遍率已經高達 108％，而且智慧型手機功能非常的強大。

因此吳老師就想以智慧型手機為核心，結合相關的科技產品，例如輕便的可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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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在手上的戒指式脈搏感測器、可攜式的計步器，以手機收集偵測到心跳脈搏、

步行數等，加上電子電機的工程技術，配合內建健康管理機制的應用程式軟體，

就可以達到自我健康管理照護。另外，吳老師也同時注意到，中醫在健康照護這

一塊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中醫的診斷技術裡面包含「望聞問切」，其中的「望」

以現代科技來說，就可以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利用定量的方法長期紀錄臉的氣色。

依據中醫的觀念，看病必察色，察色必觀面。正常人的面色微黃，略紅潤而有光

澤。患病時色澤異常，這就是疾病變化的表現，稱為病色。因此，經由建立標準

環境來觀察面色變化之研究，可視為相當便利的老人健康管理與照護方法。望診

對觀察健康狀況有一定意義，中醫理論中，將面部顏色分為青、赤、黃、白、黑

五色。每種顏色又主不同病症。結合中醫的學理，早期發現五官以及臉色些微的

變化，提出警訊，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目的。 

 
圖二、行動手機健康管理系統基本概念 

而這樣的遠距健康照護除了能監測生理訊號之外，未來可發展更有積極性健

康管理的功能。由於目前國人生活品質的提高，過度飲食或是飲食營養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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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肥胖人口也逐漸上升，團隊未來可進一步研發遠距照護及線上諮詢系統，

搭配後端資料庫的儲存，達到監控慢性病患的生理參數。另結合行動電話、藍芽，

針對高血壓、心律不整病患發展出行動式照護系統，未來可量測血壓、心電圖，

對生理訊號異常狀態可發出警報，徹底做到老人健康照護！ 

 
圖三、察顏觀色系統架構圖 

行動健康管理員 運動 333 減緩身體機能退化 

想要跟疾病說掰掰，除了時時監測生理機能，注意飲食健康之外，還要保持

良好的運動習慣。而在這個計畫中也提到，其實運動習慣的養成需要不斷被提醒

然後內化成生活一部分，做到「運動 333」這基本條件，也就是每週至少三天運

動，每次持續 30 分鐘並達到心跳 130 下(可依年齡來調降 130 下的標準)，藉此

維持身體健康狀態。但是人們卻常因忙碌，而忘記執行這些保持健康的簡易方法，

以致失去健康後想後悔也來不及。而這個計畫建置「行動式健康運動習慣的管理

系統」以及完成「具有方便、簡便的生理訊號量測環境與分析管理系統」。用貼

身的智慧型手機做為行動式健康管理員是最佳的選擇， 

「以智慧手機為基礎的行動式老人健康照護」，其中含括的感測器有戒指式

脈搏量測器，以及具有通訊功能的計步器，戒指可佩戴在我們的手指上，計步器

則可配戴在腰間相當便利，量測脈搏與溫度以及步行數，戒指透過藍芽將訊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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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智慧型手機上。利用手機做為電子式健康管理平台，將行動醫療照護服務延

伸至個人的健康管理，此外，智慧手機上內建的 GPS 可以記錄被量測者的 GPS

座標，這些生理資訊與位置座標，再透過無線行動通訊包括 GSM/GPRS/3G/WiFi，

傳送到後端醫療站電腦主機與 Google Map 整合，如此一來，系統除了可以量測

脈搏、溫度、步數外，也可隨時掌握受量測者的行蹤，進一步作為健康生活型態

辨識，或者是在需要提供醫療服務時，能有效迅速到達受量測者所在位置。 

上述是利用戶外定位部份，在室內部分，吳老師的計劃也透過 ZigBee 定位，

來進行生活型態辨識，例如可以得知老人是不是在客廳待太久了，然後透過簡訊

告訴他的家人或子女，讓孩子能及時關心老人家的健康生活型態，另外，在智慧

手機端系統也提供了 GSM SMS 簡訊的功能，在緊急狀況時提供求救功能，讓

使用者可以將所在地點的 GPS 座標傳送至親友的手機，即時救援避免遺憾發生。

使用者本人或家屬也可透過電腦上網站查看量測資料，形成行動互動式服務系

統。 

健康管理平台主要長期收集受測者的各項生理資訊進行觀察與分析，系統會

事先將老年人定義成六大族群：族群一:55~59 歲；族群二:60~64 歲；族群三:65~69

歲；族群四:70~79 歲；族群五:80~89 歲；族群六:90 歲以上，分別對於這六大族

群定義不同之照護標準，照護資訊建立主要是依據 BMI、運動 333、日行萬步(每

天行走所消耗之熱量)等機制。透過吳老師主持設計的這個平台，可進一步依據

個人身高，推算個人的理想體重、BMI 值，而給予建議。另可根據每天累計的

總步數配合體重，加以計算出消耗之熱量，而瞭解每天消耗的熱量，長期觀查後

可進而定出每日的基礎消耗熱量。藉由運動 333 機制，希望每週運動至少 3 次，

每次至少 30 分鐘且心跳脈搏數每分鐘必須持續維持 130 下以上。而日行萬步機

制則是希望每天行走之步數至少一萬步。此外，受測者的生理資訊也能獲得及時

的分析來接受健康管理，存放於智慧型手機的脈搏、溫度與計步器歨數等生理資

訊也能後傳至健康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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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察顏觀色結合科技與中醫，達到預防勝於治療需求 

系統整合大挑戰 跨領域團隊各有專精 

這個系統從身體健康的各向方面做監測，非常的完整，所含括的範圍也比較

大，涉及領域也很廣，影像這塊就需要有專門的老師，吳教授於是找來電機系的

柳世民主任、資工系韓欽銓教授，分別開發定點及智慧型手機上的「察顏觀色」

以及室內定位這些功能，而在系統商業模式的部分，找了經營管理系游文清老師，

規劃未來系統產品化這部分，另外，由於系統牽涉到醫療資料庫的建構以及異質

通訊功能的整合，這一部分則有賴資管系的張朝旭教授來協助。 

而因為系統比較大，具有很多的子系統跟模組，在整合的過程中，有些介面

的設計與流暢度，需要與各領域的老師溝通，來克服種種難題，由五位老師共同

主持的行動式老人健康照護計畫，每位老師術業有專攻，將每位老師的專長加以

善用，也讓參與成員都學到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使計畫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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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慢性病患.家庭皆能用  產品市場價值高 

雖然這個計畫目前還在原型開發階段，部分系統還在調整與校正，但不只能

針對老人家，包含患有慢性病者，與一般家庭，都能使用此系統來關心自我身心

健康。老齡化社會現象造成患有慢性與退化疾病的健康照護需求，呈現急速增加

的趨勢，因此能隨時隨地監測老人家各項生理機能的系統，勢必成為未來的趨勢！

而透過此計畫建置的原型系統設備，含括藍芽戒指式脈搏量測器、藍芽計步器、

藍芽電子磅秤、「察顏觀色」氣色辨識影像處理等，系統服務包含「日行萬步，

健康有保固」、「每週運動 333」、「 BMI 指標」、「氣色辨識」、「室內生活模式辨

識」、「戶外行動定位安全通報」、「異質通訊整合」、「即時健康照護資料管理平台

及通報系統」，操作方法極為便利，只要有手機就能輕鬆辦到，手機將成為電子

式個人行動健康管家，而這些產品與服務也都符合經濟部「科技化健康照護創新

服務計畫」需求，可與內政部長期照護體系，及衛生署的醫療體系整合，除了可

創造高額健康照護產業市場價值外，更可落實與增廣老人健康照護的實用層面，

主動建立健康生活習性。更可藉由本計畫所提之系統的開發研究，增加生理訊號

量測設備產品實用價值，研發實品並導入市場需求，以及促使電信業系統商、手

機商、醫療照護機構，提高營運的附加價值，達到多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