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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 113 年度「機構導入智慧科技應用於高齡照顧」成果專刊 

智慧床墊系統創新應用－提升機構照護品質與降低人力負擔的實踐 

蔣美華 陳思潔 翁子評 

美佑護理之家 

媒合廠商：省加移有限公司 

摘要 

機構式照護可提供慢性化之病患及照護者持續性之服務，緩解家庭照顧能力短絀及對照顧知

識不足，提供連續性、完整性、持續性照顧。本計畫針對提升美佑護理之家住民的生活照護品質，

針對長期臥床者引入「智慧減壓床墊暨照護系統」，以解決長者跌倒風險高、壓傷頻發、以及照護

人員工作負擔重等問題，提升照護品質（陳怡君等，2022）。該智慧床墊系統具備離床警示、翻身

提醒、睡眠狀態監控等功能，並以無線設計解決傳統警報設備的缺點（蘇品儒、張明達，2021）。 

計畫執行後，壓傷及跌倒的發生率顯著降低，護理人員的工作效率得到提升，減輕 20%的人去

監測住民睡眠，生命徵象，進而緩減照護壓力進而降低營運成本（李佳恩、黃淑芬，2019）。住民

的夜間睡眠品質明顯改善；根據執行成果，智慧科技的導入不僅提高了照護品質，還減少了人力成

本，具備長期應用的價值與潛力（陳淑媛等人，2019），持續擴大系統的應用範圍，並優化其功能

以進一步提升長者的生活安全與照護效果。 

關鍵詞：智慧床墊、壓傷預防、跌倒預防、照護品質、人力成本 

結案影片連結 

1. 前言 

美佑護理之家成立於 2008年，位於台南市東區，服務對象為長期臥床或出院後需要延續護理

的病人。機構內現有 74名住民，其中大部分為高齡、慢性病或失能住民，並設有單人房及多人房

等房型，配備多項生活與醫療服務。 

目前機構內住民大多有長期臥床需求，並伴隨壓傷、跌倒風險。傳統的照護方法，如使用離床

警報器或感應墊，因其有線設計經常被失智住民拔除，或因警報過於敏感導致誤報，效果有限（吳

明晉等人，2021）。此外，繁忙的照護人員時常無法即時進行翻身等必要護理，進而增加住民的壓

https://youtu.be/xP0M9bEFhaI?si=wk6IbrPlXsoV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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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風險。基於這些問題，機構需要引入一套先進的智慧科技產品，以改善照護流程並減輕照護人員

的工作負荷（吳淑惠，2024）。 

經過多次評估與比較，機構選擇導入「智慧減壓床墊暨照護系統」，此設備具備無線設計，避

免了傳統設備線材問題，並配有翻身提醒、離床警示及睡眠監控功能，可大幅減少壓傷與跌倒的風

險，選擇該產品的關鍵在於其能夠實現全天候監控，並且不會對住民造成不適，符合本機構長者的

特殊需求。 

 

圖 1. 長輩獨立床墊、氣墊床 

2. 導入智慧科技產品/服務應用於高齡照顧方案 

具體方案規劃內容 

 設備安裝：智慧床墊系統安裝於住民房間，並在護理站配置中央監控系統，以便護理人員

隨時監控每位住民的臥床狀態及翻身需求； 

 照護流程調整：原本每兩小時一次的人工巡房翻身，調整為根據床墊提醒進行翻身，降低

人力巡房次數及工作負擔，並提高翻身操作的精準性； 

 數據分析與健康管理：系統定期生成住民的睡眠與活動數據，並通過數據分析為護理人員

提供健康管理建議，方便調整個人化的照護計畫。 

實際執行過程 

 設備測試與安裝：確保每張床墊的提醒及監控功能正常運作，並進行初步測試以保證系統

運行穩定； 

 員工操作培訓：所有照護人員需完成設備操作培訓，學習如何利用系統進行翻身、監控及

數據解讀，並建立操作規範，確保每位人員熟練掌握（如圖 2至圖 4）； 

 日常使用與監控：在實際照護中，系統幫助照護人員即時進行翻身提醒、離床監測及夜間

睡眠監控，減少傳統的巡房壓力，提升工作效率，導入前後比較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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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導入前：廠商說明操作使用 

 

圖 3. 導入後：種子人員教導人員操作 

 

圖 4. 實際操作後（人力操作時間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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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夜間巡房流程導入前/導入後比較 

流程 智慧科技導入前 智慧科技導入後 

1. 
夜間巡房： 

護理人員/照服員每 2小時巡房 1次 

夜間巡房： 

照服員每 2小時巡房 1 次 

護理人員從後台使用科技監測 

2. 確定個案有無離床風險 後台監測個案睡眠狀況、生命徵象、離床風險 

3. 監測住民睡眠狀況、生命徵象 科技協助紀錄監測及評估資料內容 

4. 協助住民翻身（左邊/右邊） 正常 異常 

5. 紀錄監測及評估內容 
維持後台使用科技床

墊巡房作業 
立即處理及通報 

6. 正常 異常 異常處理完成 

7. 
維持每 2 小時 

巡房作業 
立即處理及通報 將數據每個月底時匯出，可供住民回診時提供

資訊給醫生參閱 
8. 異常處理完成 

3. 導入智慧科技產品/服務成效 

導入智慧床墊系統後，照護現場發生了顯著的轉變。起初，工作人員對於新系統是否真的能減

少他們的工作壓力心存疑慮，尤其是針對那些高風險住民，他們因長期臥床導致皮膚脆弱且有壓傷

風險，而過去需要人力每 2 小時定時翻身，夜班人員也須每 1 小時巡房 1 次以隨時注意住民的狀

況。 

翻身提醒功能 

智慧床墊系統的翻身提醒功能以智能化操作替代傳統手動流程，為照護人員提供了更精準的

翻身指引（如圖 5）。該功能能自動通知工作人員在最佳時間翻身，確保住民皮膚避免長時間受壓。 

 減少翻身頻率：導入前，每位住民每班次需翻身 16次；導入後減至 8次，翻身次數減少

50%，大幅降低了人力投入； 

 壓力點追蹤與記錄：床墊內建壓力感測器，能自動追蹤並記錄壓力分布，精準識別高風險

部位，避免住民皮膚長時間受壓； 

 壓傷預防效果：壓傷發生率從導入前的 12.5%驟降至 3.8%，表示該系統在壓傷管理中的

卓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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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事件提醒 

即時警示功能：全面保障安全，有效預防跌倒 

智慧床墊的即時警示功能針對住民自行下床行為進行即時監控，為住民安全提供了全方位保

障。 

 快速反應機制：當住民嘗試下床時，系統會在 3秒內發出警示，通知值班人員迅速到場干

預； 

 跌倒事故歸零：導入系統前，每月平均發生 2 起跌倒事件；導入後已連續 3個月維持 0 起

跌倒記錄，夜間離床相關事故減少 100%； 

 提升安全感與效率：此功能顯著降低了事故發生率，減少意外造成的後續負擔，讓工作人

員能專注於個人化照護。 

系統數據顯示 8 月初尚未使用智慧床墊時個案存在跌倒風險，自智慧床墊導入後，跌倒率明

顯下降，成功降低至零，凸顯智慧床墊在預防跌倒上的效果；系統通知不僅可透過護理站查詢，還

會同步推送至工作人員的手機，顯示哪位住民已離床的相關訊息，確保即時掌握住民狀況並提升安

全性與反應效率（個案建檔範例如圖 6、事件通知如圖 7）。 

 

圖 6. 個案建檔範例 



智慧床墊系統創新應用－提升機構照護品質與降低人力負擔的實踐 

作者：蔣美華、陳思潔、翁子評                                                                       6 

 

圖 7. 事件通知 

睡眠品質提升：改善住民身心健康，優化照護環境 

智慧床墊對住民夜間睡眠的促進作用尤為明顯，為住民帶來更多休息與恢復的機會。 

 減少夜間躁動：住民夜間躁動事件從平均每晚 4 次降至不足 1 次，明顯改善了住民夜間

行為問題； 

 提升睡眠時長：連續睡眠時間平均增加 20%，從 5 小時提升至 6 小時以上，顯著改善了

住民的身心健康狀況； 

 減少夜間干預：夜間干預次數的下降，減輕了值班人員的壓力，提升了工作效率與住民睡

眠品質。 

 

圖 8. 導入前期睡眠效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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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導入後睡眠效率 79% 

工作壓力降低：提升滿意度，強化團隊凝聚力 

智慧床墊的應用有效降低了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並進一步提升了他們的工作滿意度與團隊

合作精神。 

 工作壓力減輕：照護人員的自評壓力指數從 7.8 分（滿分 10 分）下降至 6.2 分，降幅達

20%； 

 滿意度顯著提升：工作滿意度提高 15%，讓照護人員在輕鬆的環境下，能更加專注於住民

的個人化照護； 

 強化團隊合作：減少繁瑣的重複性工作後，團隊成員的專業成就感與凝聚力大幅提升，慧

床墊的幫助讓我們的工作變得更輕鬆、更有成就感。 

量化成本效益評估 

(1) 採購費用：350,000 NTD 

(2) 維護成本：5,000 NTD/月 

(3) 額外耗材費用：無需額外耗材 

(4) 存放空間面積：每張床墊佔 2平方公尺 

(5) 教育訓練時數：每位照護人員至少需完成 8小時培訓 

(6) 照顧人力成本：每週可減少 6小時的巡房及翻身工作 

(7) 實際提供服務的人次：每張床墊每天服務 1人，共 7人次 

(8) 有效使用區域：臥床區住民使用 

(9) 每週使用的次數與時數：每天使用 12-16 小時，每週 7天 

(10) 使用人數/本場域總人數：目前覆蓋全體住民的 10% 

(11) 壓傷預防成效：導入後壓傷發生率從導入前的 12.5%降至 3.8%，改善幅度達到 70%。有

效保障了住民的皮膚健康，提升了照護品質； 

(12) 跌倒防護效果：每月跌倒事故從 2 筆減少至 0 筆，降低跌倒的次數。實現了事故的全面

預防，特別是夜間跌倒風險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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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照護人員工作壓力變化：照護人員工作壓力指數降低 18%，自評工作滿意度提升 15%。

這不僅減輕了人員負擔，還提升了團隊士氣與整體照護效率； 

(14) 科技應用融入率：全體照護人員完成系統培訓後，使用率達到 100%，技能熟練度高。充

分體現了智慧科技與照護工作的深度融合，為機構式照護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4. 永續經營模式規劃 

基於智慧床墊系統的成功導入及顯著成效，機構將持續擴展系統的使用範圍，未來目標是覆蓋

所有住民。機構與供應商保持長期合作，定期更新與維護系統設備，確保其長期穩定運作。未來的

年度預算中將編列一定資金，用於設備升級及新技術的引入，確保機構在智慧科技應用上的持續進

步病因導入科技床墊每月將數據匯出，可以提供住民回診提供睡眠資訊給醫師參閱持續改善住民

的睡眠問題。 

針對照護人員，機構計畫每季度進行一次技能考核，確保所有照護人員熟練操作系統，並將考

核結果納入績效評估，激勵人員持續進步與學習，形成良性競爭。並降低因操作差異帶來的風險促

進持續進步與學習。每次所有員工提供系統化培訓，並制定詳細的標準操作手冊，確保技術應用的

一致性與穩定性，降低因操作差異帶來的風險。此外，機構將建立定期每月回饋機制，蒐集照護人

員在操作中的實際困難，於每月的院務會議進行問題追蹤與解決，確保系統持續優化。 

同時，機構計畫每半年舉辦內部工作坊及外部專題講座，邀請產學界專家與資深從業者分享智

慧科技應用經驗，建立多元學習平台，促進跨領域知識交流。透過與科技廠商的合作，定期導入新

功能試用計畫，並依據使用成效評估進行設備與流程的優化更新，確保系統與時俱進。此外，透過

智慧系統降低壓傷、跌倒與人力奔波，實現永續經營與照護品質的長效提升。 

機構與系統供應商保持密切合作，定期進行設備檢修與技術支持。雙方將探討進一步技術升級

與功能優化的可行性，確保系統未來在機構內的長期應用。未來，機構計劃引入更多智慧科技產品，

以實現整體照護服務的智慧化 

5. 結論與建議 

智慧床墊系統的導入為機構帶來了顯著的成效，不僅在提升住民的照護品質方面成果顯著，還

有效優化了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與壓力狀況。 

(1) 住民照護品質提升 

 壓傷預防：壓傷發生率從導入前的 12.5%降至 3.8%，顯示系統在壓力監測與翻身提

醒功能上的卓越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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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防護：跌倒事故發生率由每月 2 起減少至 0 起，特別是在夜間離床監測方面實

現了 100%的預防效果，住民安全性顯著提升。 

(2) 工作效率優化：照護人員的工作效率提升了 25%，減少了重複性工作，使更多時間能投入

到住民的個人化照護中。工作壓力指數下降了 18%，有效改善了工作環境，增強了團隊凝

聚力； 

(3) 個人化照護計畫：系統的數據分析功能已成功應用於 7 位住民，幫助制定更加精確的個

人化護理計畫，並持續追蹤改善效果。 

選擇合適的智慧床墊系統特別適合長期臥床或失智住民，具有顯著的壓傷預防及跌倒防護功

能（王佩儀等人，2020），且其無線設計避免了傳統設備易被住民損壞的問題；對於人力資源有限

的機構，該系統能有效減少照護人員的工作負擔，提升整體照護品質。因此導入智慧床墊系統能夠

在改善住民安全的同時，為照護人員提供更高效的工作方式。 

針對後續的執行，建議進一步優化系統的數據分析功能，加入更多個性化設定，根據不同住民

的需求進行調整；系統未來可與其他健康管理平台聯動，如遠端醫療系統、生命體徵監控設備等，

以實現更全面的健康數據管理，提升住民的整體照護效果。 

本機構導入科技床墊後確實照服員照護壓力及提升住民滿意度，降低跌倒機率應建立長期使

用成效評估機制，定期對住民的健康狀況變化、護理人員的工作量變化進行統計與分析，科技床墊

的使用效益，如跌倒率、壓傷發生率、睡眠質量改善率等，提供廠商及照護品質的提升科技床墊在

護理之家的應用能有效提升護理服務質量，改善住民的生活品質。但達到目標，必須從使用規範、

健康數據管理、設備維護等多方面著手，形成一個完整的後續執行計劃。透過結合多方資源與持續

優化策略，科技床墊在護理之家的使用才能真正發揮其潛力與價值。此外，應定期進行效果評估與

反饋，確保系統的持續改進與優化，從而實現智慧照護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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