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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醫療給付申報過程中，一些被濫用的錯誤，例如：

編碼錯誤(Miscoding)或編碼高報(Up-Cording)，主次

診 斷 倒 置 (Diagnosis Sequencing) ， 不 當 切 割

(Unbundling of Services)，文件不齊全 (Missing 

Documentation) ， 非 必 需 醫 療 服 務 (Medical 

Necessity)，檢查及放射流程錯誤編碼等，常被取巧

用來獲得較高醫療的給付，而嚴重影響整體醫療費用

支付公平性。目前雖然有數以千計的標準用來規範醫

療服務的步驟，像是藥的用法等等。然而卻沒有一套

自動化的決策系統可應用在健保償付作業上。 

在處理大量醫療資料的作業中，若要完整且公平的處

理大量的醫療資料，一套自動化保險請賠核對與審查

系統是很重要的。一個自動系統可以既經濟又快速的

降低人工作業時的偏見和錯誤。特別是，電腦系統可

以簡化審查作業程序和審核時間，對醫療院所和診所

是相當有效益的。經由快速的作業速度，醫療院所和

診所也可以減少等待給付的時間。 

本文即是希望藉由視覺化的技術與資料分類的技巧，

來架設這類型的自動化的保險理賠審核系統。 

 

關鍵字: 視覺化，醫療決策支援，健保審查，資料探

索 

 

序 論 

我們經常面臨如何提供就醫病患較高醫療服務品質的

問題。在此，我們必須先瞭解何謂“較高的品質＂？

以及相對的標準是什麼？而且是否真存在評估醫療服

務品質的標準？如果只有疾病數量和病患狀態，我們

也許很難回答這些問題。但若結合資訊技術的醫療決

策支援系統，則可用於協助臨床專業人員提供病患較

高品質的健康照護。 

在台灣，有關健康保險問題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紛

紛浮現。醫療保險給付與醫療的診斷、治療兩者間存

在著不合理與不公平。最嚴重的，醫療院所或是診所，

藉用不合法手段欺騙中央健康保險機構以獲取不當的

利益。例如，重複或非必要之檢查及用藥、修改醫療

紀錄、開立過量藥品等。這些許多不合法的事實不僅

僅損害到醫療人員工作上的名譽，也破壞了醫師與病

患的關係。 

全民健保政策成功的關鍵在於是否達到中央健康保險

機構的收支平衡。因此，中央健康保險機構必須有效

率的審查來自醫學中心或是醫療院所及診所所提的健

保審核申請。假如不合法情況未獲改善，政府預算將

會遭遇財政上的困難。 

全台灣人民都有義務參加健康保險制度。到目前為

止，超過二仟三佰萬人（台灣人口９９％）申請加入。

健保局扮演了監督的角色，負責檢討和審查由醫院提

出的償付要求資料是否有錯誤，例如：編碼錯誤

(Miscoding)或編碼高報(Up-Cording)，主次診斷倒置

(Diagnosis Sequencing)，不當切割(Unbundling of 

Services)，文件不齊全 (Missing Documentation)，

非必需醫療服務(Medical Necessity)，檢查及放射流

程錯誤編碼等。這些資料包含醫療明細（診斷、檢查、

治療及處置項目）藥物治療明細及病患所獲得的醫療

相關處置電子檔案。 

 

文獻探討 

我們經常提及的醫療決策支援系統，通常只著重在協

助臨床專業人員透過電腦程式進行的臨床決策支援系

統。臨床決策支援系統透過電腦軟體技術處理病患就

醫紀錄及提供這些資料相關知識。它們根據病患狀況

在醫療人員擬定一個診斷、治療計劃時提供足夠的資

訊 。 Shortliffe[20] 將 他 們 分 為 三 種 型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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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management，focusing attention， and 

patient-specific consultation。這些系統的趨勢是

根據資料收集，解釋、有效整合、重要及適用的病人

報告和臨床醫師的觀察，及研究取得的證據來改善臨

床判斷的品質。這類型的系統亦可被當作實證醫學的

一種，學者 David Sackett[8]定義實證醫學為“將目

前最佳的證據謹慎的，明確的和審慎的，使用在獨立

病患照護相關的決策上。它的意思為經由系統性研究

結合外在較佳可利用的臨床證據整合於個人臨床專業

上“。人工智慧科技經常被應用於這類系統。例如，

自然語言處理也被列入資訊管理系統中，可由文獻資

料庫去萃取與健康有關資訊，包括 MEDLINE， TOXLINE 

and AIDSLINE  [7][9][12]，DXplain  [1][2][3] 

RECONSIDER[5]等。 

除此之外，為了改善健康照護服務品質，還有其它為

了監督診斷、治療、手術等臨床程序的醫療決策支援

系統，Risk adjustment[14][15]即是這類系統的代

表，為了設定預算和測量主要照護效能的重要系統。

通常醫療保險給付系統屬於這類系統。 

 

系統簡介 

本文所建構自動化審查系統，利用資料探索(Data 

Exploratory)方式以表格化(Table List )及視覺化

(VISUALIZATION)方式呈現，來協助判斷「健保醫令申

報」、「疾病分類編碼」與「醫療申報費用」之間異常

關聯性，尋找出隱含在大量資料間的規則(rules)並重

建整個醫院臨床過程。 

 

 

圖一:系統流程圖 

1.視覺化技術的應用 

視覺化的技術是根據醫療院所所提出申報之數據資料

來重建整個醫院臨床過程。視覺化是應用圖形介面展

現數據。根據用途視覺化技術可分為三大類：        

1. 探 討 式 的 分 析 Explorative analysis 

[4][6][10][13][16][17][21]： 沒有根據資料的假設，對

於架構與趨勢等提供交流式與沒有指定的查詢來展現

數 據 。 2. 確 認 式 的 分 析 Confirmative 

analysis：提供對於數據的假設、確認式的分析將數

據視覺化後採取確認與否為數據的假設結果。3.展示

型分析 Presentation：採用適當的展示技術來產生

高品質數據的視覺化效果。 

 

2.資料展示 

為了能夠展現 N 維度的資料，如何「降低維數」的技

術被推薦。也就說一組 d 維度的數據可以被轉換成 k

維度的數據組，而 k小於 d。如何在多維的資料裡，降

低問題中的維數，以下是一些常被應用在資料處理的

方 法 ： 1. 主 成 分 分 析 （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指定一些基本的要件與原先的規格成為互

相獨立的線性組合來解釋數據的主要差異性。2.因素

分析(Factor analysis[11])：找出基本結構，簡化觀

察值，解開各因素之間複雜的組合關係，檢查某些因

素間之假設關係，並找出潛在特徵。3.多元尺度分析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19])：定義鄰近(相似)

矩陣資料在多維空間的座標軸。 

在做更多描述之前，我們先為資料探索下定義。資料

探索可以被定義為資料庫 D 所發現的子集合 S 和假說

Hu(S，C)， 使用者透過程式選擇一些方法(選項)來找

出一些資料集合和關聯規則，這些關聯規則能被專家

驗證，應用多維度 2D 或 3D 的架構，來表現資料及關

聯規則。 

醫療的紀錄包括非藥物治療，包含了病患與醫師的基

本資料、醫療處置、處方、療程與數量、單項的成本

等資訊。 

對於專業人士，稽核這些資料是相當繁瑣的工作。如

果沒有電腦協助，專業人士審核格式化文件資料是相

當困難的。將資料視覺化對於專家正確的評估醫療的

處置與處方有很大的幫助。為了能在這高維度的數據

中執行探討式的分析，必須應用數據處理技術來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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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本文是利用探索式的分析來搜尋資料庫，分析

之後，尋找出醫院醫療理賠給付數據中，有用但被隱

藏的資訊。 

 

討論 

健保給付審核系統對於醫療保險的給付是一項重複的

工作。  大量的人力與時間必須投入於每日的理賠給

付的工作上。一筆一筆的資料逐一人工審核是一項乏

味的 工作，整套稽核作業是人工或半自動化。一些標

準是有訂定來做稽核的依據。  健保局的專家依據既

定標準來審核每一筆健保請款資料。這些稽查的項目

包含金額、藥品的數量與品質，對於病患的症狀所執

行的治療合理性等。就算是這些審核人員投入更多的

時間與精力都無法查出每一個弊端。  而且對於審核

人員的數量需求亦是很大，而且這些專業人員都必須

經過專業訓練。  這項審核作業不僅工程浩大而且效

益有限。 

 

為了降低嚴重的醫療資源浪費，我們需要一套公平的

審核系統。毫無疑問自動化電腦的整合系統是最佳的

解決方式。聯合整個醫療紀錄，電腦系統可以查核任

何一筆理賠資料。 

 

一套醫療決策諮詢系統是提供醫療專業人士保險理賠

審核的必要系統。每個月的醫療理賠量太大以致不能

以人工方式稽核。而少數抽樣的稽核方式對於醫療院

所是不公平的，例如，醫療院所一項錯誤處方被檢查

出來，遭遇數倍的罰款，抽樣的方式也只能找出少數

的錯誤。所以架設一套決策諮詢系統不僅可以協助稽

核保險理賠並經由資訊的整理可以提出更合理的稽核

規則，抑制不當醫療費用給付，以節省醫療成本，使

醫療資源獲得公平而且妥善運用。 另一方面也能對病

患照護、臨床研究、醫學教育、流行病學、醫療資源

規劃…等用途提供更正確可靠的疾病資料。因此不僅

要架構一套有效的審核系統，同時也要考慮設計公平

的方法，才能發現在資料中的問題，使得審核制度可

以被正確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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