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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行政院衛生署十大死亡原因統計，發現大多為慢性

病，因此慢性病是目前與未來影響國民健康的主要疾

病型態，慢性疾病雖未必立即造成死亡，但其逐漸侵

蝕著中老年人的健康，使其成為高就醫頻率的族群，

不但耗費國家的醫療資源，也嚴重影響其生活品質。

要減少慢性病患長期照護的需求，必須在「健康促

進」、「預防疾病」與「維持功能、提昇生活品質之目

標」等方面加強。本研究應用資訊科技，建立以以糖

尿病、腎臟病、心臟血管疾病患者為主之個案管理系

統，強化疾病管理（個案追蹤及評估）、預防保健、

健康管理等功能，提供整體性醫療照顧，提升醫療服

務品質，為慢性病患打造全方位的照護網，以達及早

發現、即時治療，有效控制慢性病的目標，進而達到

落實執行『全人健康照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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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of death statistics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Executive Yuan, it is mostly 

chronic disease to discover, therefore chronic illness will 

be the main disease of influencing the national health, 

although chronic disease may not cause the death 

immediately, it corrodes the elderly's health gradually,  

not only consume medical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influenc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the life seriously too. 

To reduce the need for long-term health care, must 

strengthen with such respects as  "Health Promotion ",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s", "maintain energies need, 

promote life quality ",etc.. 

The study apply information technique to construct the 

case management system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es, 

kidney disea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uch functions as 

strengthen disease management, prevention health 

service, health management,etc..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hospitals, offer more close service to 

the chronic patient, establish the good interaction of 

physician-patient, and then implement and carry out the 

idea that " holistic health care ".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ique, Chronic illness, Case 

Management System. 

 

1、前言 

台灣已邁入「老人國」之林，人口結構逐漸老化，慢

性病患逐年增加，依行政院衛生署 96 年的十大死亡原

因統計[1]，依次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

病、糖尿病、事故傷害、肺炎、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腎炎、腎症候群及腎病變、自殺、高血壓性疾病，可

以發現大多為慢性病，因此對於慢性病患之健康管理

照護，顯得格外重要。 

本研究以糖尿病、腎臟病、心臟血管疾病為例，建立

以病人為中心之個案管理系統，藉由資訊科技之輔

助，協助收案及強化個案追蹤與評估，並將衛教導入

系統，以親和性之操作介面協助個管師處理個案健康

管理，不但有效地進行個案問題評估、處理、監督與

追蹤，並可協助個案管理者，針對病患之照護需求、

資源運用與監測照護結果進行分析與決策，以期能在

最短的時間達到最大的效益，以滿足病患個別化的照



護需求，提昇醫療服務品質與個案管理效率。 

 

2、文獻探討 

分別就慢性病、個案管理定義說明如下。 

2.1、慢性病定義 

根據 1987 年美國慢性病委員會對慢性病提出的定義

方式，慢性病是患者需具下列一種或一種以上特性[2]：  

1.患病的時間是長期的。 

2.病後常留下殘障。 

3.疾病的原因常是不可逆的病理變化。 

4.因病況不同，而需要不同的醫療照顧及指導。 

5.因病況差異需不同的復健訓練。 

在我國符合此慢性病的疾病有：惡性腫瘤（癌症）、腦

血管疾病、糖尿病、脊髓損傷、支氣管炎、肺氣腫及

氣喘、心臟病及腎臟疾病等[2]。本研究之慢性病患係

以糖尿病、腎臟病、心臟血管疾病患者為主。 

2.2、個案管理定義 

個案管理在病患照護服務系統上已漸普遍，它是一種

以病患為中心，醫療人員成組照護，加強溝通與協調，

以達成本控制與品質改善的照護系統 [3]。 

個案管理可當作一個服務輸送系統，針對具有複雜且

多重問題障礙之個案或家庭，經由其評估照護需求，

財務之可負擔性及其個人喜好，協助連結必要的相關

資源或服務，使其能獲得持續、適當的照護並確保服

務之及時性，增加資源有效使用，提高受照顧者之滿

意度，進而控制成本[4]。 

本研究以個案管理理念為基礎，建置資訊系統，期能

藉由資訊科技之應用，為慢性病患打造全方位的照護

網，為慢性病患提供更貼心的服務，建立良好互動之

醫病關係。 

3、資訊科訊之應用與系統建置 

3.1、資訊科訊之應用 

國內醫療機構在全民健保等多項重大醫療政策的實施

之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提昇醫院競爭力

與降低營運成本是經營管理上的重要課題，然而資訊

科技的應用在「提昇醫院的效率與效能」上扮演極重

要之角色，開發資訊系統來處理各種繁雜的行政事

務，做各種資料的分析與整理，不但可正確地記錄、

快速地傳遞與即時地處理資料，降低行政作業成本，

提高作業效率，並可以提昇醫療服務品質，為患者提

供醫療加值服務。 

3.2、系統開發流程 

依序進行需求訪談、系統分析、設計、程式撰寫、系

統測試、上線、系統效益評估等程序。 

3.3、系統規劃設計 

系統開發採用系統雛形法（Prototyping），在開發階段

中，不斷地依據使用者的回饋來加強並修正雛形系統

的需求與功能，以能確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軟硬體

平台及工具說明如 Table1 所示。 

Table1 軟硬體平台及工具 

系統環境 說明 

硬體設備 Intel®  或相容機型，Pentium-4 以上 

軟體需求 

網站 Windows SERVER 2003、IIS 6.0 

個 人

工具 

Windows 作業系統 

Microsoft.Net FrameWork 

IE 6.0 以上 

資料庫 Oracle 

系統發展程式

語言 

Html、ASP、Java Script、VB Script、

ASP.NET、VB6.0 

3.4、系統功能規劃 

系統功能規劃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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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功能 

 



 

(1). 流程：病友看診＝＞醫師收案＝＞進入照護作業

（護理衛教、營養衛教）＝＞定期回診＝＞照護 

(2). 醫師診療作業 

(A).協助醫師對於慢性病患之收案 

例如：輸入相關診斷時自動提示是否要收案或由醫師

點選圖示，自行進行收案。 

 

圖 2 協助醫師對於慢性病患之收案（自動提示） 

 

 

圖 3 慢性病患收案（自行收案） 

(B).自動查核諸多規範，協助醫師在診療處置之參考 

定期檢驗時間提醒，自動開立定期檢驗項目，可再視

患者狀況自行修改。  

 

圖 4 自動帶出建議檢驗項目 

(C).建立反映腎臟功能的臨床報告系統 

可預測病患 GFR 數據，對於醫師在臨床治療處置上有

極大旳助益。 

 將每一血清肌酸酐值同時報告為 eGFR 值 

 追蹤過去所有之 eGFR  資料 

 劃成以時間為橫軸，eGFR 為縱軸之圖 

 將圖上各點以直線迴歸做出一趨勢線 

 以各趨勢線的斜率衡量腎功能下降速度，以評估治

療成效 

 提示病患 GFR 情形與用藥注意 

 提示病患 GFR 與蛋白尿排出量情形 

 預測病患 GFR 數據 

 

圖 5 病患 GFR 值之變化 

(3).個案照護作業 

(A).個案資料管理：醫師收案病友名單、門診處方醫令

查詢、病友須注意事項等。 

病患收案 

自動帶出建議檢驗項目

（可修改） 



 

圖 6 照護作業（個案名單） 

(B).護理衛教作業：不同階段之衛教內容均會有所不

同。 

 

圖 7 護理衛教紀錄(1) 

 

圖 8 護理衛教紀錄(2) 

 

(C).營養衛教作業：營養建議及改善狀態等。 

 生活型態評估（包括飲食、用藥、運動與作息）。 

 飲食問題評估（探討造成問題之原因）。 

 與個案討論飲食建議改善項目之可行性。 

 協助病患確認自我飲食行為的思考與信念(認知)

及飲食習慣(行為)。 

 

圖 9 營養衛教紀錄 

(D).病友病況管理：針對檢驗、檢查資料管理病友情

況，且各項檢驗紀錄可以圖表方式呈現，便於向病友

講解。 

 

圖 10 檢驗紀錄表 

 

圖 11 檢驗紀錄圖表 



(E).回診追蹤 

可定期從資料庫中，查詢患者就診的狀況，由個管師

主動打電話關心患者，提醒患者定期檢查、複診等，

並提醒病友流感疫苗注射、婦女防癌保健篩選、成人

免費健診等各種預防注射或檢查。 

 

圖 12 病友回診追蹤 

 

(F).其他查詢功能：檢驗、檢查報告、掛號紀錄查詢 

 

圖 13 檢驗、檢查報告查詢 

 

(G).自動連結檢驗檢查報告值，如有異常，主動以 PHS

通知醫師，由個案管理師主動與病友連繫，提供病人

最完整且不間斷之照護。 

 

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應用資訊科技，有效地輔助個案管理活動，除

了減少重複建檔、登記、抄錄等時間人力成本外，亦

加強慢性病個案發現、就醫治療及強化個案追蹤及評

估之功能，並將衛教導入系統，以親和性之操作介面

協助個管師處理個案健康管理，主動關懷患者，提供

患者及其家庭符合現代醫療科技發展、創新的衛生教

育與醫療保健服務。 

(1)、研究貢獻 

(A).本研究結合理論與實務，以個案管理之理念為基

礎，建構糖尿病、腎臟病、心臟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

之個案管理系統，不但建置以病人為中心之慢性病患

整合性資料庫，且以資訊系統主動提示患者檢驗、檢

查資料，協助醫師做出適時醫療處置，採取有效的介

入措施，整合醫療資源，提供整體性醫療照顧，提昇

醫療照護品質。 

(B).提供醫療院所建置慢性病患個案管理系統之參考

模式，得以迅速建置系統並成功導入。 

 

(2)、未來研究方向 

建議未來後續研究的重點可增加病友健康管理資訊系

統功能，藉由網頁多元化之功能，強化病友與醫護同

仁間之互動關係，例如：提供建立個人化健康紀錄功

能，可記錄血壓日誌、血糖日誌，醫藥互動式資訊檢

索，病友若有藥物服用不適之現象發生，亦可先自行

註記，日後就醫時，可作為醫護人員醫療上參考，協

助病友能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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