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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近年來，居家照護的需求因為現代人的生活習慣而大幅增加，相關的醫療應

用也逐漸受到重視並且廣泛發展；因此，本研究我們提出「智慧健康照護 App」

來使得個人化的居家健康管理更加方便且完善，本系統包含生理資訊分析、影像

辨識系統及食物藥物交互作用查詢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從多方面來監測自身的

健康情形。「智慧健康照護 App」不但有效運用預防的概念進而達到降低疾病治

療成本的目的，更能藉此減少使用者的時間浪費，大幅提升健康照護的效率，讓

社會大眾在家中能夠擁有唾手可得的 e化醫療。本系統主要目的有：(1)使用者

能隨時隨地監測自己的生理訊號狀況，(2)能透過系統的影像分析來觀察傷口的

復原狀況以避免其惡化的情形發生，(3)讀取尿液試紙上的數據，(4)避免食物與

藥物產生交互作用影響民眾健康，(5)提供附近藥局及診所。 

 

(二)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隨著智慧型載具的蓬勃發展，行動服務逐漸成為現在社會的主流，由於它的

即時性與便利性，其相關應用也擴展至現在的醫療系統上；然而，近年來所運行

的健康照護方式，一般民眾還是需要奔波於醫院與住家間，這不僅影響了我們生

活與工作的時間，也使得健康照護的效率大幅降低。再者，因為現代人生活習慣

的改變，使得居家照護的需求也在近幾年來逐漸增加，其相關的應用也開始廣泛

發展；目前市面上的健康照護 App，大部分只侷限於單一功能，使得民眾自我照

護的效率降低。     

因此，本計畫藉由智慧型手機的可攜性、即時性及不受地區限制性，開發出

「智慧健康照護 App」來使得個人化的健康管理更加方便且完善，本系統包含健

康一把罩、健康藥不藥、治癒小天使與就是尿健康的功能，「智慧健康照護 App」

能讓使用者藉由生理訊號的分析以及影像辨識系統來得知自身的健康情形，本系

統也提供了食物與藥物交互作用的查詢功能；本系統有別於其他居家照護 App，

結合了多元化的功能，讓使用者在家中就能享有垂手可得的 e化醫療服務。 

我們提出「智慧健康照護 App」來解決以下四點問題： 

1. 現代人的生活腳步忙碌，常常因此而 忽略了自身健康；本系統不但能整合社

會資源，節省往返問診時間與相關醫療費用，使用者藉由日常居家生活中簡

單的健康監測，也能即時地發覺身體上一些疾病的徵兆。 

2. 台灣因醫療產業的進步和生活品質的提升，使得民眾的平均壽命延長；而高

齡社會也因此帶來龐大照護需求，相關醫療應用也越來越廣泛。 

3. 針對外傷病患，使用者可以拍照記錄每次傷口的復原程度，系統會根據前後

的照片做出比對結果，以通知病人傷口是否有惡化的現象。 

4. 由於近年來現代醫療照護人員業務負擔繁重，導致醫療照護人員嚴重缺乏，

所以我們希望開發出「智慧健康照護 App」以提升整體醫療照護效能。 



(三) 文獻回顧與探討 

現今，智慧型載具的蓬勃發展已經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和以及習慣，

加上維持個人生理健康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注意及重視[1]，隨著這股

風氣的盛行，致使人們更為普遍的監測及管理個人生理健康。根據行政院內政部

統計資料 ，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在 1993 年超過 7.0%後，正式邁入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並且超過 65 歲以上的老

人人口數在 2007年 8月已達 2,317,493人，超過總人口 的 10%以上[2]，國內高

齡化的人口結構和慢性病人數的增加使得居家照護的需求大幅增加加上近年來，

一般民眾的生活腳步緊湊，常常因此而忽略自身的健康情形，加上現代人生活習

慣的改變，使得居家照護的需求逐漸增加，其相關的醫療應用也開始受到重視且

廣泛發展[7][8]。 

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FIND團隊和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化服

務價值鏈研究與推動計畫」最新調查結果，預估到 2015 年，台灣智慧型手機普

及率將達 56.8%，而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手機佔了 53.5%，因此，我們利用有

Android 平台之智慧型手機進行開發[3]，藉由智慧型手機的互動性，讓健康照護

與使用者間溝通變得零距離零時差，使用者不但可以輸入自己的生理數據以監測

身體健康狀況，也能夠利用本系統影像辨識的功能來了解傷口的復原程度及讀取

尿液試紙數據，使用者還可以藉由本系統建立的資料庫來查詢食物與藥物交互作

用。民眾可以隨時使用「智慧健康照護 App」來進行自我的健康管理，及取得健

康醫療的相關資訊與資源，使得個人化醫療能確實地落實在生活中，讓遠距離居

家照護能更加完善。 

近年行動服務也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由於它的即時性與便利性，能夠使人們

更迅速地接收資訊[9]，其[10]相關應用也擴展至現在的居家照護系統上；然而，

現今所運行的健康照護方式，一般民眾還是需要往返奔波於醫院與住家間，對於

忙碌的現代人而言，這不僅影響了生活與工作的時間，也使得健康照護的效率大

打折扣。再者，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快速成長，其所面臨的是慢性疾病的預防與治

療需求的提升，也因此改變了健康照護的服務型態[11]，使得居家照護日趨重

要。 

其次預防醫學觀念[4]也逐漸受到重視，個人化健康管理以強化疾病預防與

健康照護的訴求，已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趨勢；透過[12]資訊與通訊技術來協助

醫療院所運作及提供健康照顧的數位健康照護方式，也成為國際間醫療照護發展

的方向[13]。因此，我們開發出「智慧健康照護 App」來使得個人化的健康管理

更加方便且完善，本系統包含[14]生理訊號監測分析、傷口復原程度系統、[15]

尿液試紙數據檢測與[5]食藥交互作用查詢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利用生理訊號監

測分析來得知自己的生理訊號是否正常；若是有外傷的使用者，則可以透過傷口

復原程度系統[16]來拍攝自身的傷口，再搭配上本研究提出的「可伸縮式光源補

強載具」，讓使用者在拍攝的時候不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干擾，能使得系統更正確



的判斷傷口復原程度；而家中有尿液試紙的民眾，也可以透過尿液試紙數據檢測

來更準確的得知尿液中各項數值所代表的意涵，並藉此更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們也提供使用者整體的評估結果與建議，整合上述三項的結果以及使用者的個

人資訊，提供更貼心的個人間康管理及護理的建議；最後，食藥交互作用查詢的

功能還可以幫助民眾瞭解食物與藥物的之間交互作用的關係，以避免造成不必要

的交互影響[6]，更可以提供使用者臨近診所的位置於 Google Map 上。 

現代人生活腳步忙碌，常因此忽略自身的健康，加上台灣醫療產業的進步和

生活品質的提升，使得居家照護的需求也在近幾年來大幅上升；本研究所提出的

「智慧健康照護App」藉由生理數據檢測、影像辨識分析及交互作用查詢的功能，

讓使用者在家中就能夠從多方面監測自己的身體健康，藉由本系統不但能夠降低

醫療成本，更能夠使居家照護的效能進而提升。 

 

(四) 研究方法及步驟 

我們透過「智慧健康照護 App」緊密地將資訊與居家照護結合在一起，系統

包含的功能有健康一把罩、治癒小天使、就是尿健康和健康藥不藥，藉由此 App

使得居家照護的品質和效率大幅上升，如圖 1為本系統功能之示意圖。 

 

 

 

圖 1、智慧健康照護 App系統示意圖 

  



圖 2為本系統的功能架構圖，以下我們將描述此 App之核心功能： 

 

 

圖 2、智慧健康照護 App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 3為本系統功能之總流程圖，我們透過「智慧健康照護 App」緊密地將資

訊與居家照護結合在一起藉由本 App使得居家照護的品質和效率大幅上升。 

 

 

 

圖 3、智慧健康照護 App功能總流程圖 

  



1.健康一把罩： 

使用者藉由語音或手動輸入幾項基本生理數據，包括：體溫、脈搏、血壓等，

再根據本系統的分析判讀，讓使用者能掌握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況。健康一把罩還

擁有健康曲線的功能，系統會將使用者近期的生理數據利用曲線圖來呈現，藉由

此功能使用者能夠更清楚了解數據是否有異常的情況產生。 

本系統設置了生理訊號監測分析的功能，是使用生理訊號(Vital Sign)來顯現

人體生理狀態的多項指標性數據，透過專業的判讀可以概略得知人體的健康狀況。

使用者藉由輸入幾項基本生理數據，包括：體溫、脈搏、血壓等，本系統會利用

Fuzzy Inference 分析使用者的生理數據後做出異常提醒及相關建議，讓使用者能

對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況有大概的了解。圖 4為生理訊號監測分析之功能架構圖。 

 

圖 4、健康一把罩處理流程圖 

 

2.治癒小天使： 

由於傷口的復原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使用者須於每天對於傷口處進行拍攝 

，以獲得所需評估的影像樣本進行檢測，使用者所拍攝的每張影像都會儲存於資

料庫中，再將所有的影像樣本利用模糊理論來進行影像對比辨識，最後根據所辨

識出的結果，來判斷傷口是否有如期的復原，幫助使用者能隨時隨地掌控目前的

傷口情況，讓使用者可以預防傷口更加惡化的情形發生。 

由於傷口的復原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使用者須於每天對於傷口處進行拍攝，

以獲得所需評估的影像樣本進行檢測，使用者所拍攝的每張影像都會儲存於資料

庫中，再將所有的影像樣本利用模糊理論來進行影像對比辨識，最後根據所辨識

出的結果，來判斷傷口是否有如期的復原，亦或是因細菌感染、傷口惡化、傷口

復原良好等，將評斷的結果顯示於使用者，幫助使用者能隨時隨地掌控目前的傷

口情況，讓使用者可以預防傷口更加惡化的情形發生。 

 如圖 5所示，治癒小天使的功能會依據傷口的特徵：形狀、大小、亮度及顏

色，可以依其所顯示的數據來判定傷口的復原情況，如：傷口的形狀相較於先前

所拍攝的影像若有越來越小的趨勢，傷口若在復原當中，傷口面積的大小也會隨

之逐漸收口，傷口所覆蓋的面積也會越來越小，在影像亮度方面，若傷口已開始

結痂，因為結痂的地方亮度會相較於其他區域暗，因此這也是判斷傷口復原情況

的指標之一，然而在傷口顏色方面，一般而言傷口若發生發炎的情形，傷口的周



圍會出現紅腫，依據 RGB影像來判定傷口狀況。基於不同的判定數據，本系統

可以幫使用者辨識，並顯示出辨識後的結果供使用者參考，也讓使用者知道目前

傷口復原的情況如何，使用者可以以簡便的方式管理照護。使用者每次所拍攝的

影像畫面都全數被儲存於資料庫內，資料庫可以儲存病患傷口從初始到復原過程

的影像，如此一來使用者可以隨時查看歷史記錄，對於目前的復原狀況顯而易

見。 

 

圖 5、治癒小天使處理流程圖 

 

 在影像比對的部分，我們利用影像顏色 RGB 值來做辨別。假如傷口發炎，

傷口會變得顏色更偏紅，所以 RGB中的 R 值會比較高，反之，若傷口癒合良好

則 R 值會變得比較小。此外還利用輪廓擷取，抽取傷口外部的邊緣，並計算切

割出的圖像面積，若復原良好則傷口則他的面積會逐變小，若有發炎或恢復不良

則面積會不變，甚至會擴大。結合以上兩點的特徵再用模糊理論做出綜合的診斷

來協助使用者進行判別。 

 

3.就是尿健康： 

驗尿是相當重要的健康檢查篩檢項目，而尿液檢查最主要的用途，是在於腎

臟或泌尿系統疾病的診斷和對於疾病治療效果的評估，以及某些代謝性或全身性

疾病如糖尿病、自體免疫疾病、內分泌病變等的診斷，所以藉由本功能，使用者

在居家中就能夠得知自己的身體狀況，同時也達到預防醫療的效用。    

本系統可以同時裝置在各種不同的手機做量化比色並將數值量化來算出尿

液試紙的 PH 值、葡萄糖和蛋白質的濃度，其中當 PH 值增加時，顏色會從橘紅

色轉換成藍綠色，試劑使用的是溴瑞香草藍和甲基紅，正常範圍是 5~9，溫度必

須在沸點以下。蛋白質為檢測出有多少白蛋白，試紙會從黃色變成淺綠色或綠色，

測試時使用緩衝劑與呈色劑，正常範圍是每分升 0~100 毫克，限制為每分升 6

毫克的白蛋白，溫度必須在沸點以下。而葡萄糖則是檢測氧化酶與過氧化酶的反

應，當檢測出葡萄糖時，試紙會從黃色變成深藍色，正常範圍是每分升 0~300

毫克，限制為每分升 40 毫克，溫度必須小於 55°C，接著在(與校準影像)不變的

環境下，拍攝受測樣本的影像，並透過一樣的方法取得數值，並和校準曲線進行

比較。 本 App藉由此功能展示了一個可以跨手機平台的運算法，並利用手機的

拍照功能來快速讀取試紙篩檢的數值，並減少目視所產生的誤差。有了這個系統

不但可以讓使用者在家中就能用尿液檢驗自身的健康狀況，也可以用來減少健康

照護的預算，圖 6為尿液試紙辨識之功能架構圖。 



 

圖 6、就是尿健康處理流程圖 

 

 在影像分析的部分，我們先將尿液試紙瓶上的標準判定色塊的 RGB 值儲存

於手機中，接著在使用者拍攝尿液試紙後，先將尿液試紙中的判斷區塊分割為三

部分，然後再讀取出三部分的 RGB值，並與標準色塊進行歐基里德距離的計算，

其中數值最小者則判別與該色塊顏色一致，並將該色塊數值所代表的意義告知使

用者。 

 

4.健康藥不藥： 

 本系統利用 SQLite，建立了一套資料庫來避免使用者因為食物與藥物的相

互作用而產生藥效降低或危險。藉由此功能，讓使用者選用食物時可以評估此食

物是否會與正在服用的藥物產生交互作用加以列表呈現，隨時提供適當的食物選

擇資訊，加以提醒。另外此系統還加入 Google Map 的功能，當民眾誤食會造成

交互作用的藥物和食物時，可以馬上搜尋離家裡最近的診所。  

  如圖 7所示，除了生理偵測與影像辨識等功能之外，還特別加入了健康藥不

藥的功能來判斷食物及藥物交互作用，所謂的食物與藥物的交互作用，是指服藥

時或其間所攝取的食物影響藥物在體內的作用，而其可能導致的結果包括：增加

副作用發生率、產生藥物毒性，嚴重的話甚至可能危及病患的病情。所以藉由手

機的方便性，本系統建立了一套資料庫來避免使用者因為食物與藥物的相互作用

而產生藥效降低或危險。藉由此功能，讓使用者選用食物時可以評估此食物是否

會與正在服用的藥物產生交互作用加以列表呈現，隨時提供適當的食物選擇資訊，

加以提醒。 

 

 

 

圖 7、健康要不要功能架構圖 

 

  



可伸縮式光源補強載具： 

 

 

 

 

 

 

 

 

(a)                               (b) 

圖 8 、(a)光源載具之伸縮光罩 和(b)光源補強載具之鏡頭夾 

 

 數位相機或是手機相機在擷取影像時往往會受到拍攝當下的環境因素影響

(包括：溫度、亮度和天氣等)，擷取出之物體顏色會隨著光源顏色之不同而不同，

最後造成影像會有色偏或色差等問題，倘若使用者忽略環境燈光的影響，就會造

成系統誤判的機率提高；因此，為了改善此問題，我們特別設計了一款「可伸縮

式光源補強載具」來解決這個問題，其不透光的材質以及內建的 LED 燈，讓使

用者在拍攝的時候既不會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干擾，也能清楚地拍攝影像。 

  

 

 

 

  



(五) 結果 

研究開始前，我們先行發放使用意願調查問卷，總共發放192份，其中有效

問卷為179份，問卷有效率為93.22%，其中護理人員為85人，占47.48%，病患為

53人，占29.60%，一般民眾為41人，占22.90%，研究採用最大概似估計法，以

統計軟體SPSS 12.0進行分析。 

在整體使用意願上，有高達92.73%的受訪者有意願使用本App，在護理人員

使用意願則為94.11%，病患使用意願為92.45%，一般民眾使用意願為90.24%，

經由統計分析，我認為本App是具有實用性且民眾是有意願使用的。 

 

本App用HTC One(M8)進行測試，其處理器為Qualcomm
®
 Snapdragon™ 801

四核心處理器、RAM 為 2 GB、android版本為 4.4.3 和前置相機為 500 萬像數。 

 

以下將用手機介面圖來展示「智慧健康照護 App」的功能，如圖 9所示，使

用者進入到生理訊號監測分析的功能後，可以利用語音或手動輸入自己的生理數

據，接著系統會經由模糊理論判斷使用者的身體狀況，並且提供相關的提醒和醫

療建議。 

 

 

 

 

 

 

 

 

 

 

 

 

 

 

 

 

(a)                                     (b) 

 

圖 9、(a)生理數據分析功能介面圖 和(b) 生理數據輸入畫面 

  



圖 10 所示，使用者也能夠進入我的健康紀錄來觀看自己的歷史生理數據，

另外本系統也提供健康曲線的功能，藉由曲線圖來呈現使用者近期的所有健康數

值是否有異常的情況發生，讓使用者可以更確實地掌握自身的健康情況。 

 

 

 

 

 

 

 

 

 

 

 

 

 

(a)                                (b) 

圖 10、(a)生理數據紀錄介面圖 和 (b) 健康曲線介面圖 

 

針對擁有外傷的病患，本系統提供了傷口復原辨識系統的功能，如圖 11所

示，使用者拍攝完自身的傷口，系統會進行傷口的特徵擷取，經由復原程度的辨

識後系統會提供護理建議給使用者做參考；另外為了避免拍照的時候受到外部環

境影響，我們特別設計了「可伸縮式光源補強載具」來改善此問題，它的不透光

的設計和內建的 LED 燈讓病患拍攝照片的時候能夠更加清楚，系統在判斷復原

程度的時候也能更準確。 

 

 

 

 

 

 

 

 

 

 

                            

 

圖 11、(a)傷口辨識功能介面圖 和(b) 傷口辨識功能介面圖 

(a)                               (b) 



如圖 12所示，民眾家裡有尿液試紙的話，可以利用本系統的尿液試紙數據

檢測來觀測自己的健康狀況。使用者先拍攝完自己的尿液試紙後，再來拍攝試紙

瓶上的對照表，最後系統經由多重比對後會判斷出葡萄糖、蛋白質和 PH質等數

據，給民眾做參考以及提醒，讓使用者能夠提早發現自己的身體異常與否。 

 

 

 

 

 

 

 

 

 

 

 

 

(a)                                (b) 

圖 12、(a)試紙數據檢測介面圖 和(b)試紙數據紀錄介面圖 

 

食物藥物交互作用的功能，目的是在提醒民眾所服用的藥物是否會與食物產

生交互作用，使用者只要輸入關鍵字，就能夠快速搜尋到相剋的食物和藥物以及

交互作用後可能產生的症狀。另外我們增加了 Google Map 的功能，如果民眾誤

食了會產生副作用的食物和藥物，能夠即時查詢離家裡最近的診所。圖 13為交

互作用查詢功能之系統介面圖。 

 

 

 

 

 

 

 

 

 

 

 

 

 

(a)                                (b) 

圖 13、(a)交互作用查詢介面圖  和(b)藥局查詢功能介面圖 



最後我們還發放問卷進行使用者整體滿意度的分析，及各項功能滿意度分析，

發放問卷共213份，其中有效問卷為198份，問卷有效率為92.95%，研究採用最大

概似估計法，以統計軟體SPSS 12.0進行分析。 

在整體滿意度的分析有高達87%的受訪者認為滿意或非常滿意，在各項功能

滿意度分析中，健康一把罩滿意度約為91%、治癒小天使滿意度約為82%、就是

尿健康滿意度約為85%和健康藥不藥滿意度約為93%。經由分析後我們認為本

App 是有用的且民眾會願意繼續使用。 

 

(六) 結論 

隨著科技和智慧型載具的發展，醫療資訊化已經成為一股不容小趨的趨勢，

本研究有感於現代人因忙碌壓力，總是因此忽略了自身的身體健康，再加上台灣

老人人口 的比例大幅提升，高齡化社會使得遠距離居家照護在近年來逐漸受到

重視且廣泛發展，所以我們希望藉由「智慧健康照護 App」能夠讓使用者能以最

有效率的方式來做自我的身體管理，本系統不但能夠省去使用者時間上的浪費，

更能夠減少醫療資源上的花費。 

 「智慧健康照護 App」不僅能夠隨時隨地記錄民眾的健康情形，更能藉由系

統的影像辨識和數據分析對使用者的身體情況做出相關的護理建議以及提醒。本

系統多元化的功能，讓使用者在家中就能夠方便的管理自身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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