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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機構式的長期照顧可提供疾病慢性化之病患及其家屬持續性服務，解除家庭照顧能力的短絀

及對照顧知識不足的問題，提供完整、持續性、連續性照顧（蕭淑貞，2006）。長期臥床、癱瘓、

體弱、虛弱、無咳嗽反射或強迫餵食等因素而導致吞嚥困難的人，容易發生吸入性肺炎，因此長期

臥床的人宜每兩小時翻身、拍背及按摩皮膚一次。適當的姿勢引流擺位能使蓄痰可以因為重力關係

排出，及藉著叩擊以減少引流時間，避免發展成出肺炎。研究發現近年來慢性病患的健康和安全受

到威脅，所面對的健康照護相關議題更需要被正視（謝佳容等人，2015）。 

2020 年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年度報表中指出：護理之家通報 13 類事件類別中以跌倒事件占

69.8%居首位，細項分析住民因素以步態不穩最多，其次為高危群體住民執意自行下床或活動。住

民跌倒的原因很多，非單一原因所造成，而重複跌倒可能導致嚴重傷害，因此預防與如何處置跌倒

的問題需要積極的介入，以降低再跌倒的機率及後續對健康的影響。 

本機構為附設住宿長照機構，主要以巴氏量表評估 20 分以下及已進行 3 管手術(氣切、鼻胃

管、尿管)的住民爲主。住民常因肺炎入院，經研究發現主要原因為護理人員工作忙碌未能及時提

供住民翻身及擺位的技術。透過智慧科技導入，讓即時照護、沒有距離、以科技協助人工、降低工

作壓力、即時通知、降低住民跌倒風險、呼吸趨勢通報、及時處理、少意外之風險，能透過明朗化

的個人報表與相關數據分析，可讓護理及照服人員即時關心，及早發現住民的問題，不再「跌跌不

休」，隨時掌握住民的健康狀況並提供更優質的照護。 

1. 引言 

本機構 54 位住民中，巴氏量表評估 20 分以下者有 45 位，佔 83.3%，需要特別技術照護 3 管

者有 7 位(13%)；2 管有 14 位(25.9%)；1 管有 25 位(46.3%)，54 位失能者中有失智問題者有 26 位，

呼吸中止症者有 4 位。因機構住民多屬重症個案，臥床住民多，工作人員工作繁忙，不同臥床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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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身時間會有不同，可能忽略了某些住民定時翻身拍背服務而不自知，此情形容易發生在夜間人

力較少時。 

住民會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發生的時間點並不固定，未能即時處理，容易讓住民血氧過

低。患有失智症的住民會有日夜顛倒晚上不睡覺與離床遊走的問題，巡房時或聽到跌落聲，發現時

住民已跌坐床旁。 

基於以上原因，故規劃引進 20 張智慧床墊，具體應用於長期臥床的 18 位住民，及易跌倒的 2

位失智住民，以久臥提醒、翻身拍背偵測、生命徵象、睡眠品質及離床警示五大功能觀察住民的情

況。 

2. 方法與結果 

2.1 方法 

因機構住民的屬性，本機構主要是照顧中重度失能長者(佔 78%)，容易有肺炎及褥瘡的發生，

翻身擺位及拍背是本機構的照護重點，故導入 20 張智慧床墊，提供重度失能且肺部功能差(反覆

因肺炎住院)、下肢肌肉張力差、自覺可行走但曾經發生跌倒事件(至少 2 次/年以上)的住民及失

智住民使用。因應上述情況，藉著智慧科技設備設定每 3 小時偵測護理人員翻身拍背的執行及住

民呼吸的狀況，以降低住民肺炎及褥瘡的發生率。此外，此智慧床墊設有離床提醒可降低住民跌倒

發生率。本機構隨時依據住民的狀況，調整智慧床墊的需求。 

藉由智慧科技導入智慧照護床墊，方法詳述說明如下表一： 

設備訊息 說明 

 安置在一般彈簧床墊、照護床墊、氣墊床下

方，不須變更現有的床墊，零接觸無異物感，

可即時偵測使用者呼吸、體動(翻身)、離床等

資訊，讓照護更省力。並能產出日和周報表，

觀測使用者狀況並做數據分析，為使用者量身

打造合適的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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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站即時看板： 

對住民現況(離床、呼息異常通警示及床位狀

況)一目了然。任何瀏覽器都可方便觀看，可

設置於平板或電腦，即時掌握住民狀況。 

 即時提醒： 

(1)協助翻身。 

(2)住民離床及跌倒預防提醒。 

(3)離床 3 秒提醒，降低長輩跌倒風險。針對失

智或步態不穩的長輩起身、下床，line 即時 3

秒鐘自動通知，是夜晚照護的提醒幫手。 

 

(1)提醒參數皆可調整區間或提醒關閉，讓每個

提醒都具有重要性。 

(2)因應使用者，設定(離床、久臥、呼吸、體

動等提醒之時間或者是否關閉提醒)。 

 日報表、周報表追蹤，更了解使用者作息： 

(1)檢視使用者每日睡眠時間、總時數、夜間離

床次數、翻身時間等，評估睡眠品質及與照護

人員或專業人員進行評估討論照護方式。 

(2)中長期也可通過周報表來篩選體動、呼吸、

床位狀態之狀況，觀察使用者狀況是否改善

(例如翻身次數、睡眠時數、夜間離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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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結果 

以受照顧長者為中心，智慧照顧產品及服務導入後的照顧情境，改善前述照顧問題 

(1) 照護員夜間照護人力缺乏。無論是久臥需翻身或失智長輩隨時離床的問題和呼吸終止症患

者需要不定時的關心，導致照護員壓力大提心吊膽。因此，透過智慧床墊所具備的 LINE 即

時翻身提醒、呼吸異常提醒、離床 3 秒通知的功能，有效減緩照護人員壓力與巡房人力。 

(2) 長輩容易跌倒。通過提醒可以即時至長輩旁關心長輩，降低跌倒風險。 

針對第 1、2 點，預計在護理站放置一台平板，另一台平板放置在護理推車上，讓照護人

力能即時接獲通知。 

(3) 紙本作業使用大量的人力與紙張，並且沒有報表可觀看，也無法追蹤每個長輩睡眠的時間

離床的次數。因此，透過 LINE 所產出的報表，可即時關心長輩狀況，定期討論調整照護

作業並更省時省力。 

(4) 新入住之住民無法快速掌握夜間狀況。通過照護系統可以快速地掌握生活習性，進而找到

照料住民的方法，節省人力之餘還能藉由資料報表觀察住民之情況，讓住民與家屬對新入

住的陌生環境放心，儘速進入狀況。 

針對 3、4 點，預計對有使用智慧床墊的住民，每月進行月報表資料分析及照護模式討論，

若前一日有較多異常提醒，則調出日報表了解原因。 

2.3 執行成效 

(1) 透過晨間會議及在職教育宣導，6 月至 9 月份通知次數、離床通知、呼吸通知、久臥通知，

逐月降低(如表二)，但 10 月份住民呼吸通知增加，狀況差，請照服員加強翻身拍背。 

  

 

可通過報告，更準確地和家屬及照護人員效率

且有依據的溝通，調整使用者照護方式，家屬

更放心，三方更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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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通知分析表 

 

(2) 住民呼吸超過設定值及久臥超過設定的 3 小時，LINE 會傳遞訊息，提醒同仁注意，機構

主管看到異常亦會提醒，提早發現住民狀況及早住院(如表三、表四)。 

表三. 住民呼吸狀況 

 

表四. 久臥通知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通知次數 1071 800 656 432 438

離床通知 107 145 111 92 91

呼吸通知 424 304 238 124 204

久臥通知 540 351 307 216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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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長期應用規劃 

如何將智慧照顧產品或服務融入成為機構常態性日常照顧流程的一部分: 

(1) 科技照顧服務或產品主責管理單位 

護理部副主任及護理長主責設備管理及維護，邀請廠商加入 Line 群組，有任何問題可以

馬上反應及線上處理。 

(2) 調整日常照顧流程，融入科技照顧服務或產品應用 

護理站會常駐一位護理師監控平板的警示畫面及語音提醒，如發現異常可以告知照服員或護

理師前往了解問題。另外，護理推車上也會有一台平板，至少有二位人員會同時獲得訊息，也可串

連 1 至 2 顆喇叭放置在照服員容易聽到語音內容的地方，當異常提醒時，可以馬上得知。并且，能

針對高風險的住民，在 Line 的照護群組內回覆當下處理的內容。 

在每月月會時，針對使用智慧床墊的住民，由負責的護理師提出討論，分析當月照護上的問題，

再修正照護模式，擬定新的計畫或用藥上的安排。如遇新住民時，則可讓家屬了解入住的情形，對

護家照護更有信心。定期要求護理師演練後台系統的操作，確保新增住民或異動床墊使用者時，功

能都能被正常使用，資訊也不會有錯誤，也會請種子護理師針對實習的學生開課，達到教學相長之

效。 

2.5 預期使用評估 

以每週為單位，預估科技照顧服務或產品導入後，照顧者預期使用人次或服務長者人次、使用

時數等。科技照顧服務或產品導入後，每週會有十三位的使用人次，24 小時都會採用。 

2.6 預期效益評估 

照顧品質提升 

(1) 照顧品質提升最顯然易見的地方就是不再有例行的翻身拍背被忽略掉，從原本無法計算，

到可以紀錄和準確提醒。若真遇到有提醒，但沒有前往處理的情況，也可以從圖表上得知，

管理者可以及時介入。 

(2) 呼吸中止症可以從被動或無法發現，變成可被偵測，還可以應用在疾病造成的呼吸過快或

慢的提醒。 

(3) 離床通知可以從只有巡房或住民跑到病房外才會知道，變成 3 秒通知，讓照服員可以馬

上協助，也降低高跌倒風險的失智長輩意外跌倒的發生率。 

(4) 從紙本紀錄及人員印象記憶，變成大數據化的科技報表，對問題能精準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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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構住民大多為重度失能且肺部功能差(反覆因肺炎住院)的住民，另有少數失智易跌的

住民，當使用智慧床墊，護理人員聽到(或看到)系統發出警訊，立即處理，不用頻繁走到

病人單位查看，能即時掌握住民的狀況。另透過智慧床墊後台的資訊分析，可清楚了解照

服員翻身拍背的頻率、強度及呼吸深淺等狀況，可推論住民每天的睡眠品質，這些資訊有

助於分析住民的照護問題。 

降低照顧者負擔 

人力負擔及安排是導入產品的重點之一。在日本已經大規模驗證，全院導入此類產品的機構能

降低巡房產生的人力負擔高達 24%，減輕的人力負擔能夠更有效地安排及提升照顧品質及人力縮

減。台灣礙於法規的限制，無法用智慧床墊減少人力，但可降低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提高照護品

質及提高照護效率。透過數據，掌握照護人力的負擔，即時協調與調派人力支援。 

(1) 翻身拍背的執行，預計導入系統後，和原本相比可以降低 10~15%的工作時數。 

(2) 呼吸中止症的發現，預計導入系統後，夜間可以降低 1 至 2 個小時的工作時數，也可以

減少至少 1 位人力定時去巡房確認。 

(3) 離床通知的發現，全天可以降低 1 至 2 個小時的工作時數，也可以減少至少 1 位人力定

時去巡房確認。 

(4) 科技報表的產出，和原本紙本作業相比，至少可以降低 50%的工作時數。 

降低營運成本 

對於翻身拍背、呼吸中止、離床通知、科技報表這些紙本作業或不必要的巡視檢查，粗估平均

每日至少可省下 4 個小時的總人力支出(全天)，每月至少 120 小時。 

提升照顧工作人員科技照顧職能 

智慧床墊的導入能主管及幹部提升圖表及數據分析的能力，還有找出第一線人力未確實執行

的缺失。對於護理師及照服員，可以透過日報表或月報表找出住民的問題行為，精準的異常提醒，

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3. 永續經營規劃 

長照工作非常的忙碌，全天都有各時段需要執行的任務，所以找到能解決第一線工作人員問題

的工具，大家使用意願都很高。但考量照服員的年紀都較長，所以需要找簡單易上手的工具和界面，

才是能在長照機構長期使用的關鍵。此次預計導入的智慧床墊系統，曾在展覽體驗及邀請廠商介紹

後，發現網頁介面非常容易上手，而且是雲端方式登入，不需要自行維護。其中的 Line 群組通知

功能，更是大家所習慣的工具，且長照機構本身早就有使用 LINE 群組來交辦工作。所以大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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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時的課程，就可讓護理師上手。照服員的部份，還是著重在 line 群回覆，還有異常提醒發生時，

能及時到現場處理。未來會將此創新服務列入評鑑的呈現，也會和建教合作的專科學校交流，在學

生實習階段都要學習及使用該系統。 

設備維護會邀請廠商加入 Line 群組，因為設備是透過雲端取得服務，所以維護簡單，只需要

回報。硬體的部份，因為都是模組化的設計，所以只要教會護理師把故障的設備更換下來寄回給廠

商更換即可。 

4. 擴散效益 

長照機構在長照大樓四樓，總床數 60 床，初期預計導入 12 床智慧床墊，若是效益顯著，未來

會依照住民的需求性增加智慧床墊。六樓還有醫院附設的飛象家園，針對年齡為 0-18 歲之孩童，

且為重大兒虐致重度身心障礙者，將會把 4 樓長照機構應用的成功模式複製到飛象家園及醫院合

作之策略聯盟機構。 

經機構經驗分享，燕巢榮民之家購置 2 張及高雄旗津醫院附設住宿長照機構承租 20 張智慧床

墊，另有 2 家護理之家(睿成、睿祥)洽詢中。 

5. 結論 

科技產品的導入，監測住民的呼吸、久臥、離床通知及睡眠品質，剛開始護理師不相信警示訊

息，照服員也覺得在監測翻身擺位的執行率，故透過晨間會議及在職教育宣導，6 月至 9 月份智慧

床墊的警示訊息逐月降低，同仁也會主動回覆警示訊息的處理方式，住民也提早就醫。 

目前增設遠端平板一台，但效果有限，只有遠端的照服員有聽到警示聲，明年若租令方式成功，

增設各組別有平板或公用手機，直接連線，當組照服員立即接受訊息，立即處理住民問題，減輕照

顧人員工作壓力，並提升照護品質。 

6. 致謝 

感謝元智大學、沛得適廠商提供支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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