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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融入醫療、創新引領健康，北醫體系全面導入英華達「思邁智

慧輸液系統」 

2024-12-15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體系包括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

及新國民醫院等 4家醫院，已全面導入英業達集團英華達公司之「思邁智慧輸

液系統」，成為全臺首家全體系導入「醫囑連線型給藥」智慧幫浦的醫療體系，

共計導入 1,080臺智慧輸液幫浦，不僅可透過系統連線進行監控，確保病人輸

液安全，更大幅降低護理師因處理輸液不順暢，而在病床與護理站奔波的工作

負荷，開創臺灣智能輸液安全新紀元。 

 

本校陳瑞杰董事長表示，北醫醫療體系 HIS 3.0資訊在 2024年已完成三院

一體，並全面導入生成式 AI，成為醫院的工作日常，並將「數位、精準、再

生」3種前瞻醫療，所內含的：數位病理、基因檢測、細胞治療等，落實為臨

床照護的基準，此次附屬醫院全面導入智

慧輸液機制，不僅是提升輸液安全的重要

步驟，更是北醫醫療體系推動智慧醫療的

重大里程碑，北醫重視病人安全承諾，運

用 AI 賦能、虛實整合，持續精進醫療資

訊與設備，為打造智慧病房奠定堅實的基

礎，也為邁向智慧醫院持續跨出一大步。

【左圖：北醫大陳瑞杰董事長（左）與英

業達集團葉國一會長（右）宣示合作】 

 

吳麥斯校長提到，北醫體系強調「One Campus」引領未來，此次與英業達

公司合作，將醫院資訊系統全面導入「思邁智慧輸液系統」，不但利用先進的數

位技術、物聯網及自動化系統來優化醫療照護環境，更是具體實踐智慧病房的

特色，因為智慧病房的核心價值，正是提升病人的安全性與舒適度，同時減輕

醫療人員的負擔，才能真正邁向高效、精準的醫療照護。 

 

英華達醫療電子事業負責人曾慶安副總經理指出，思邁智慧輸液系統包括

由英華達自主研發製造的思邁輸液幫浦、思邁輸液連線系統軟體及與尼得立斯

共同研發製造的各款式輸液套，期盼此國人百分之百自主研發製造的系統，能

https://tmubt.tmu.edu.tw/2024/12/15/%e7%a7%91%e6%8a%80%e8%9e%8d%e5%85%a5%e9%86%ab%e7%99%82%e3%80%81%e5%89%b5%e6%96%b0%e5%bc%95%e9%a0%98%e5%81%a5%e5%ba%b7%ef%bc%8c%e5%8c%97%e9%86%ab%e9%ab%94%e7%b3%bb%e5%85%a8%e9%9d%a2%e5%b0%8e%e5%85%a5/
https://tmubt.tmu.edu.tw/2024/12/15/%e7%a7%91%e6%8a%80%e8%9e%8d%e5%85%a5%e9%86%ab%e7%99%82%e3%80%81%e5%89%b5%e6%96%b0%e5%bc%95%e9%a0%98%e5%81%a5%e5%ba%b7%ef%bc%8c%e5%8c%97%e9%86%ab%e9%ab%94%e7%b3%bb%e5%85%a8%e9%9d%a2%e5%b0%8e%e5%8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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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以往由國外廠牌獨佔的局面。 

 

而此MIT（Made in Taiwan）臺灣研發製造的智慧輸液有 4大亮點： 

1.自動化輸液參數設定與醫療疏失阻斷：當護理師掃描病人及藥品條碼後，系

統會自動將醫師開立的輸液參數下載至輸液幫浦，同步記錄在系統中，減少人

工輸入錯誤的風險，確保每次輸液操作的精準度與安全性。 

2.實時監控與異常提醒：透過連線系統，護理師可在中央控制臺或移動設備上

即時監控所有輸液幫浦的狀態，若出現異常或中斷，系統將立即發出警報，讓

護理師能迅速反應，避免醫療風險。 

3.閉環式智慧給藥系統：與醫院的資訊系統高度整合，從醫囑開立、輸液幫浦

運作到輸液紀錄回傳，所有過程均可追溯，有效防止遺漏或錯誤，進一步保障

病人安全。 

4.護理師的用藥把關：系統的自動化設計減少

了護理師手動操作需求，提升了工作效率，同

時強化護理師在給藥過程中的監控與確認角

色，提高給藥精確性、處理輸液異常的即時

性，確保了每位病人的給藥安全。【右圖：北

醫體系導入思邁智慧輸液系統後，大幅提升護

理師的工作效率，以及病人的用藥安全】 

 

根據美國用藥安全作業協會（ISMP）報告，傳統靜脈輸液幫浦在操作中常

因複雜性而導致用藥錯誤。衛生福利部 113～114年度病人安全工作目標中強調

加強高警訊藥品的管理及流速控制的重要性。臺北醫學大學醫院資訊團隊與思

邁智慧輸液系統進行系統整合，可同步比對病人、醫囑、藥品，自動設置輸液

參數，提升護理師工作效率並確保病人輸液安全。 

 

北醫大醫療體系導入 3個月內（2024年 8月～10月）期間從系統後臺資料

庫，可發現輸液藥物在未給到病人身上前，系統成功阻斷可能發生的跡近錯失

（Near Miss）4院總計 136件，錯誤阻斷率為 0.44%（136件除以總使用人日數

30,562）。換言之，一旦幫浦沒有成功阻斷，就可能會有 0.44%的給藥錯誤發生

率，相較於國外文獻提及使用一般型智慧輸液幫浦系統給藥錯誤發生率 2.3%～

17.7%不等，本系統展現了更高的精準度與預防能力，在病人安全保障上具有顯

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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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智慧輸液幫浦可免除忙碌護理師之人工藥物比對、輸液量調整

等繁瑣操作，每人次使用可節省約 4分鐘操作時間，平均每個月共可節省了

795小時，顯著提升護理師工作效率並降低操作錯誤風險。 

 

北醫體系與英業達集團的合作，不僅展示了醫療與科技結合的潛力，還期

望透過智慧病房的發展，進一步提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北醫體系具備豐富

的智慧醫療臨床應用經驗，以及持續創新醫療資訊系統的能力，雙方期盼未來

持續創新醫療服務，實現更高效、便捷的醫療照護體驗。這不僅將鼓勵更多醫

院採用MIT臺灣製造的智慧醫療設備，也有望將臺灣領先的醫療技術和服務模

式推廣至東南亞地區，展現臺灣卓越的醫療實力，造福更多民眾。（文/管理發

展中心．秘書處）【下圖：北醫體系&英華達聯合研發成果發布會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