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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趨勢下 

看物聯網如何變革

醫療養老
來源：物聯之家

在亞洲國家，受傳統倫理道德影響，老人

多半希望與子女同住，少子化情形，導致年

輕人負擔越來越重。

子女常需面對協助日常生活大小便、盥洗

的尷尬，久而久之消磨親情，造成彼此的情

緒困擾。但子女又不放心老人獨居，寧願送

至養老機構，因此，即使學者認為「在家老

化」是最好的選擇，但為了現實面的妥協，

市場對於養老機構的需求一直與日俱增。

智慧照護家庭時代來臨
面對上述的兩難的情況，我們是否有應對

的處方呢?智慧照護家庭時代的來臨，或許

是困境的解答。

近年來，全球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大舉

研發智慧住宅相關技術。智慧家庭系指以「

家」為中心，結合周邊相關產業，共同推動

智慧家居服務，包含居家照護、安全監控、

智慧家電及家庭娛樂等。

美國於2004年推動智慧結構發展計劃，

積極研發資通訊、監測技術，應用於建築中

，加速智慧家庭市場趨勢。至今日本技術最

為成熟，韓國亦急起直追。

其中，「智慧照護家庭」整合醫療照護與

科技技術，將智慧家庭應用於照護領域。除

解決照護機構人力負擔、品質不齊、疏於管

理之意外，也讓居住者生活更便利、更能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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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理，並結合緊急救助系統確保安全。讓老

人能更優雅、具有自尊地勇敢老去。典型的智

慧照護家庭，主要整合以下五項：

1、�地磚下的傳感器：測量居住者步態與體

重，作為診斷疾病與傷害的資料。

2、�嵌入浴室鏡子的攝影機：測量心跳、臉

部變化、皮膚顏色，以分析健康狀況、

血氧濃度數據。

3、�智慧家電：透過穿戴式裝置量測生理數

據，結合家電自動調控，最適居住者的

溫濕度。

4、�互聯運動設備：包含靜態腳踏車、交互式

太極拳訓練設備，體感監測以供治療師評

估健康狀況，亦可結合居家復健系統。

5、�其他量測設備：量測是否適當服藥、睡

眠品質好壞及臥床時間是否過久。

�是衝擊還是商機?
智慧偵測、疾病評估進入家庭後，可以降

低老人掛病號比率，結合遠距醫療與在線咨

詢，健康資訊透過軟體，及固件走入家居。

一早大排長龍、老人群聚聊天看病的社區

診所光景不再，可為健保省下大筆支出，更

能透過雲端智慧病歷，定期追蹤老人健康狀

況，達到預防醫學、居家保健的成效。

然而，這種「在家安全老化」，又不耗費

人力的新興生活模式，首先將衝擊既有的醫

護老人照護機構。「機器取代人力，基層勞

力叫苦連天」，過去高度勞力需求的醫護界

產業特性，難道就要風雲變色了？

在筆者的觀點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

技術快速進步的世代，沒有永遠的衝擊，只

有不願改變的落後；是危機還是轉機，端看

一念之間的心態使然。

既有的醫護機構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新

型態的競爭之下，強化自身的優勢，來創造

無法被機器取代的價值。

舉例來說，機構可將其原有的服務型態鍵

入算法、發展成獨有的智慧服務流程、結合

個人化穿戴設備，達到人機共存的智慧管理

系統，既能強化內部營運管理，亦可鞏固機

構對外的鏈結，運用網路建立與其他長照機

構，共享資源等新興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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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人共融
按現今發展情況來說，短時間內機器仍無

法取代，人類所能提供的情感需求。老人照

護機構的業者，應該從此方面著手，透過科

技、人工智慧，發展出更人性化的照護管理

模式，建構「智慧照護機構」。

�透過共創雙贏的商業型態，以互利共生

取代相互對立的競爭，才能在不可逆的未來

趨勢中，找到產業自身的定位。

有人說未來只剩下兩種人：機器人與發明

機器人的人。我們無法抵抗智慧機器時代的

到來，但可以成為「能善用機器的人。」醫

界除利用科技輔助醫療行為，更可以創新商

業模式，與社區智慧家居整合醫療資訊，提

供健檢訊息、引薦就診方案，達到�「大病

跑大醫院，小病掛小診所」的就醫分流。

社群連結方面，銀髮族及病友社群，可借

助在線上分享交流，更新保健新知、促進社

區居民鏈結，利用物聯網、社群平台創造新

的商機。

物聯網的興起象徵科技的進步，應當對醫

學界有所貢獻，雖然機器取代人力的問題看

似棘手，卻促使著人類為了生存而更進步。

面對千變萬化的未來，沒有永遠的衝擊，但

必須化衝擊為動力，為生活而創新，與科技

共生、與智慧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