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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附醫 AI醫療啟航，從腦震盪預測到長照管理 

2024-12-15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於 2024年台灣醫療科技展中，展出多項 AI醫療與

智能長照技術，包括利用 AI技術針對腦震盪高風險病人進行預測與治療、透過

AI整合 5萬張醫療保單，估算醫療理賠額度的醫起付系統、全國最完整的機器

人復健中心等；同時也帶領民眾走入最尖端的智能長照機構，展現醫療與科技

結合的無限可能。 

 

北醫附醫於展區 4樓臺北醫學大學暨醫療體系展區展出：腦震盪症候群人

工智慧輔助決策系統、醫起付—保險理賠金試算平臺、多樣性機器人復健中

心、智能長照生態圈，讓民眾一窺 AI與智慧醫療的創新服務。 

 

北醫附醫施俊明院長表示，AI技術在醫學領域的應用已有多年的發展與積

累，包括：疾病判別、用藥建議、病人照護等多面向都可以看到 AI協作的影

子，北醫附醫站在 AI醫療第一線，除了疾病照護外，更將 AI的觸角延伸到保

險金理賠試算、長照醫療等項目，希望藉由 AI醫療讓更多的民眾得到最完善的

照護。 

 

腦震盪症候群人工智慧輔助決策系統：北醫附醫團隊開發的腦震盪 AI輔助決策

系統，以急性照護、門診照護、先進照護為主軸，結合磁振影像數據處理與機

器學習技術，針對腦震盪高風險病人進行早期預測與治療。 

 

北醫附醫影像醫學部神經放射診斷科陳震宇主任表示，該系統利用功能性

磁振影像，能在病人受傷後 1個月內預測腦震盪症狀的持續時間和類型，並依

據不同類型，提供個人化職能治療建議。系統可以預測病人未來半年至 1年的

腦震盪症狀變化，並利用系統內建的自動報告模組，快速生成個人化分析結

果，並以高達 80%以上的預測準確率，協助醫師

制定精準治療方案。此技術已完成臨床驗證，未

來將進一步推廣至全球市場，為腦震盪病人提供

更多康復可能性。【左圖：「腦震盪症候群人工智

慧輔助決策系統」針對腦震盪高風險病人進行早

期預測與治療】 

https://tmubt.tmu.edu.tw/2024/12/15/%e5%8c%97%e9%86%ab%e9%99%84%e9%86%abai%e9%86%ab%e7%99%82%e5%95%9f%e8%88%aa%ef%bc%8c%e5%be%9e%e8%85%a6%e9%9c%87%e7%9b%aa%e9%a0%90%e6%b8%ac%e5%88%b0%e9%95%b7%e7%85%a7%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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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起付—保險理賠金試算平臺：許多民眾面對醫療保險理賠時，常因不清楚保

單內容或理賠範圍而感到困惑。北醫附醫引進「醫起付—保險理賠金試算平

臺」，利用 AI技術整合全臺 21家壽險公司超過 5萬張保單資訊，並涵蓋 1,700

種治療項目，提供快速、精準的理賠金額試算。 

 

北醫附醫梁雅婷副院長表示，對民眾而言，醫療費用是相當實際的問題之

一，也可能會影響後續醫療處置選擇。許多民眾購買醫療保單後，面對密密麻

麻的保單內容往往不知如何解讀或者不了解給付範圍。 

 

梁雅婷副院長指出，北醫附醫引進慧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醫起付—保

險理賠金試算平臺」系統，民眾可請醫師開立「理賠諮詢轉介單」並至院內理

賠諮詢櫃臺，櫃臺掃描轉診單就可以即時寫

入病人的手術類型、住院天數及床等醫療資

訊，並利用尖端 AI科技，即時比對全臺灣

21家壽險公司，超過 5萬張保單的資訊，

客製化計算保險理賠範圍，並明列各項理賠

資訊、理賠申請所需準備文件等，輕鬆獲得

理賠資訊。【右圖：「醫起付—保險理賠金試

算平臺」提供快速、精準的理賠金額試算】 

 

多樣性機器人復健中心：隨著高齡化社會與全球多重慢性病的增加，復健醫療

需求與日俱增。世界衛生組織統計顯示，全球逾 30億人口面臨神經系統疾病困

擾，約有 17.1億人受到肌肉骨骼疾病影響，其中包含約 2.4億名 14歲以下身心

障礙兒童。為因應這項重大醫療挑戰，北醫附醫率先引進先進適合不同病人功

能等級的上下肢復健機器人系統，開創全人醫療復健照護新紀元。 

 

北醫附醫復健醫學部侯文萱主任表示，北醫附醫引進全國最完整的多種機

器人復健設備，包含上、下肢訓練系統，以及全國唯一適合兒童使用的步行訓

練機器人，能為不同障礙程度的病人提供更精準、有效的復健治療。北醫附醫

的復健治療更導入「全人復健」的理念，強調跨專業團隊協作，綜合考量病人

的身心社靈健康，依需求設計治療計畫。這種以人為本的創新復健模式，加上

機器人輔助技術的精準控制，讓病人能在安全、穩定的環境下接受治療，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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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時間。【左圖：多樣性機器人復健中心透過

多種機器人復健設備，為不同障礙程度的病人提

供更精準、有效的復健治療】 

 

 

智能長照生態圈：面對臺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及少子化的挑戰，長期照護需求持

續攀升。由臺北市政府委託臺北醫學大學體系經營的臺北市立行愛住宿型長照

機構，針對高齡住民需求，全面導入多項智能照護設備，為長照服務注入科技

與效率，提升住民安全與生活品質。 

 

北醫附醫張詩鑫副院長表示，為了提供住民安心的照護環境，北醫導入多

項管理系統，包括透過人臉辨識及智慧圍籬系統，精準門禁管理，並採用最新

的 TOF感測系統進行床邊照護，運用紅外線熱成像技術即時監測住民的異常動

態並提出警示，影像僅顯示輪廓，兼顧住民隱私與安全。 

 

張詩鑫副院長指出，除了出入安全外，住民的健康更是管理重點，包含透

過智慧床墊即時掌握住民臥床時間與離床警示；利用智能尿袋紀錄住民每日的

排泄狀況外，還可以進行數位管理來減少照護人力的負荷並提升精準照護。導

入電子白板，不僅讓住民的健康資料便於管理，更可以減少照護人員的交班時

間，打造友善長照職場。在住民用藥安全方面，結合科技業者開發的發藥機器

人，透過自動定位與「三讀五對」機制提升發藥效率，確保住民用藥無虞。【左

圖：北醫附醫展出「多功能移動式智慧藥櫃」】【右圖：北市立行愛住宿型長照

機構，針對高齡住民需求，全面導入多項智能照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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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詩鑫副院長表示，資訊整合與遠距醫療則為另一亮點。未來，若住民至

北醫體系就診，門診資料、檢驗結果與機構照護資訊將即時串接，協助醫師掌

握最新健康狀況。北醫附醫的遠距醫療團隊更提供 24小時服務，運用先進設備

如腹部超音波與心律手環，實現零時差的醫療照護。（文/北醫附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