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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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科技應用於偏鄉日照中心之臨時夜宿服務 

高雅琴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附設社區長照機構 

媒合廠商：沛得適醫療輔具有限公司 

摘要 

本機構為原鄉少數提供夜宿服務之日間照顧中心，機構為因應新型態之服務模式，引進 iCue

智慧幫手（智慧床墊）解決長輩夜間照顧問題，導入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提升長者認知及感官刺激

活動不足等需求，並預期透過智慧科技產品的導入可以降低照顧人員之負擔，智慧床墊之離床提醒

讓夜班人員不致擔心自己是否因為不小心睡著了而忽略的長輩離床協助的需要，無形中也降低了

上大夜班的壓力，使得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都能同時獲得需求上的滿足，而遊戲式的互動系統，採用

多樣化且可依據團體或個別化的需要選擇合適的活動項目，讓長輩有相當程度的感官刺激進而促

動活動力及參與意願，更降低了照顧人員安排活動及設計教案的壓力，此外，智慧科技產品所提供

之專業報表，更能提供客觀的分析數據，藉以提供服務團隊以及家屬討論調整服務模式的重要根

據，這是在本次導入智慧科技產品中重要的意義之一。計畫執行過程雖然不長，但仍對機構及長輩

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和幫助，然而科技產品畢竟無法面面俱到，仍有建議可調整的部分，以因應未來

更多元的照顧需求。 

關鍵詞：夜宿、日照中心、智慧床墊、虛擬互動、復能 

結案影片連結 

1. 前言 

本機構由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於 103年開辦（原址為牡丹鄉石門村 27號），105年歷經莫

蘭蒂颱風摧毀後，移至現址（牡丹鄉石門村 31-6 號）後於 107 年 8 月 28 日完成機構設立（如圖

1），111 年度承接衛生福利部「山地原民離島地區多元照顧服務模式試辦計畫」，成為全台唯一試

辦原鄉日照中心提供臨時夜宿服務（以下簡稱類小規機服務）之日間照顧中心，並於 113年 8月份

完成與屏東縣政府正式特約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夜間喘息(GA06)，表 1 為人員編制。 

https://youtu.be/wMPRpuS7Jpk?si=yQifhl52WqEBJO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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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原於 103年 5月於原址揭牌，105年 9月原日照中心經颱風摧毀，風災後遷移至現址重新營運 

表 1. 人員編制 

單位 職稱 編制員額 工作職掌 

長照辦公室 醫師兼主任 1人 

 綜理本室業務 

 督導所屬各項業務 

 人員績效評核 

 主持本室相關會議 

 文稿初核及代判 

長照辦公室 督導 1人 

 督導本室各業務執行、協調 

 行政事務之管理 

 會議之籌備、出席及代理主持 

 人員遴聘、訓練 

 協辦各項計畫經費核銷 

 其他交辦事項 

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專業人力 1人 

 擬定日間照顧年度工作計畫 

 照顧方案之設計與執行 

 社會資源之連結與運用 

 教育訓練 

 個案訪視、評估、個案紀錄撰寫 

 召開工作會議 

 照顧服務費申報 

照顧服務員 4人 

 日常生活及身體照顧服務、備餐服務 

 緊急事件通報 

 日常活動帶領 

 自立生活訓練 

 日照中心環境清潔 

 臨時夜宿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司機 1人 

 日照中心長輩交通接送 

 車輛管理及維護 

 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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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機構介紹 

服務對象：依據長照需要等級第 2 級（含）以上，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65 歲以上老人、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55-64歲原住民、50 歲以上失智症者。 

服務內容：生活自立訓練、護理復健服務、生活照顧陪伴、身心機能活化運動、家屬支持團體

及活動、福利醫療咨詢或轉介、臨時夜宿服務。 

設立面積共有 144 平方公尺（1 樓），2 樓附設「多功能復健中心」，且安裝電動樓梯升降椅，

讓行動不便的長輩也能登上二樓使用更完善的復健服務。中心設施包含：活動桌、電視機、投影機

及布幕、氣球傘、彈力球、彈力帶、趣味遊戲及手工藝等、肌力訓練機、平行桿、治療床、精細動

作訓練組、步態行走訓練器、復健腳踏車、手拉架、投籃遊戲組、牽引機等。 

本日照中心目前服務個案共計 17 人（如表 2），其中輕度失能（2-3 級）者計 7 人、中度失能

（4-6級） 計 8人、重度失能（7-8級）者計 2人，失智（含疑似）者共 7位。從夜宿服務需求面

項分析有夜宿服務需求者共計 7 名佔 41%，另可發現中度失能且獨居者或失能等級 5 級以上者幾

乎都有夜宿需求，牡丹鄉長照服務需求人數約 298 人，若依上列分析推估約有 122 人有夜宿服務

之需求。 

表 2.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編號 年齡 失能等級 居住狀態 夜宿服務需求 

1 86 5 家屬同住 有 

2 71 3 家屬同住 有 

3 61 5 家屬同住 無 

4 72 3 獨居 無 

5 81 3 家屬同住 無 

6 89 5 家屬同住 無 

7 82 4 家屬同住 無 

8 65 5 獨居 有 

9 77 2 家屬同住 無 

10 75 2（自費） 家屬同住 無 

11 78 7 獨居 有 

12 84 2（自費） 家屬同住 無 

13 87 5 獨居 有 

14 74 4 獨居 有 

15 74 7 家屬同住 有 

16 79 3 家屬同住 無 

17 80 2 家屬同住 無 

另，111年度一項針對牡丹鄉長照服務使用者（共計 156位）所進行的臨時夜宿服務需求調查

已發現有高度夜宿服務的潛在服務需要，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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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臨時夜宿服務需求調查 

項目 石門 牡丹 東源 旭海 高士 四林 總計 

總受訪人數 73 26 15 8 18 16 156 

曾使用過喘息經驗 

無 58 21 13 4 16 14 126 

有，居家喘息 9 2 0 4 1 1 17 

有，機構喘息 6 3 2 0 1 1 13 

有，日照喘息 2 0 0 0 0 0 2 

日照臨時夜宿需求 

有 36 5 2 4 6 9 62 

無 37 21 13 4 12 7 94 

1.2 本機構照顧問題、需求 

長者夜宿服務照顧問題：中心是牡丹鄉內唯一提供夜宿服務的單位，目前每周開放兩日夜宿服

務，當日預約達 2 人以上即可服務，每日服務上限為 4 人，且中心夜宿服務並不像其它單位的小

規機一樣，只限定給工作人員熟悉的日照中心長者使用，而是鄉內所有使用長照服務的長輩都能申

請使用。 

從提供服務開始至今，面臨的問題如下： 

人力及空間不足：夜間人力只有一位工作同仁，但夜宿 4床的服務，有 2床（居家單人床）是

在由辦公室改造成的寢室，其餘 2床則是在活動空間（搭配可移動的電動床及收折式沙發床），由

於不在同一空間內，所以工作人員只能擇一處陪伴。 

失智長者半夜離床不會主動告知：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夜宿長者都有失智的問題行為，夜間作息

不易掌握且不會主動告知離床，對於工作人員有著極大的照顧負擔和心理壓力。曾有長輩夜間離床

後自行開門，被找到時已跑到中心外面，如圖 2、圖 3。 

 

圖 2. 自行開後門離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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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寢室空間、活動空間 

臨時夜宿者不一定是工作人員熟悉的長輩：鄉內使用長照服務的長輩都能申請服務，對於平常

沒有互動的長輩，工作同仁較難掌握夜間作息及睡眠品質，如遇到身體不舒服的情況，也不易馬上

發現。 

認知訓練及感官刺激活動不足：中心雖具備完善運動復能設備，能有效延緩及改善長輩們的失

能程度，但工作同仁在活動多樣性與認知教案設計的專業度較有限，不能經常推陳出新，加上一般

桌遊（圖卡遊戲）或認知教具（形狀配對板、插洞組）較為乏味，缺少聲光刺激，難以引起參與動

機，也無法透過多人的方式進行遊戲（如圖 4）。 

 

圖 4. 缺乏聲光刺激及多人互動 

1.3 選擇、導入過程及所選擇產品/服務簡介 

iCue智慧照護幫手 

功能及對應照顧問題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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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iCue智慧照護幫手功能及對應照顧問題 

項次 產品功能 對應照顧問題 

1 

3 秒離床通知功能，透過聲音及畫面回饋提醒工

作人員，即時掌握住民離床並馬上提供協助。設

有 line群組功能，可讓照護團隊同步了解現場情

況，如圖 5。 

1 位人力無法兼顧 2 個照顧空

間，不能知道是否有人離床。 

 

 

圖 5. 3秒離床通知功能 

 

2 

大數據分析，清楚記錄離床詳細時間/次數，分析

睡眠品質，如圖 6。 

無法了解夜宿的睡眠品質。 

 

 

圖 6. 大數據分析 

 

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 

功能及對應照顧問題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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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功能及對應照顧問題 

項次 產品功能 對應照顧問題 

1 

遊戲多元且有上下肢動作、抓握、認

知等不同主題，可依訓練目的設定訓

練部位關節點，如圖 7。 

團隊認知教案設計的專業度較

有限，現有教具較乏味。 

2 

可在畫面內看到長輩人像，加上可多

人同時進行，搭配大螢幕或電視使

用，極具視聽覺回饋效果。 

缺乏動機，不易有團體交流。 

3 
操作簡單好上手，不須穿戴任何設

備。 

40~50 歲的照服員對於 3C 設備

不熟悉，若操作過於複雜會讓人

員不願意使用。 

4 

後台有專業的分析報告，幫助了解日

照每一位高齡長輩的訓練歷程及進

退步的起伏，知道弱項，才能重點加

強，如圖 8至圖 11。 

沒有專業人員可以針對每位高

齡長輩的能力做個人化的評估，

不太能看到長輩的問題，來調整

月活動的內容。 

 

圖 7. 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功能介面 

 

圖 8. 個別化的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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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輪椅使用者也能輕鬆參與，一起眾樂樂！ 

 

圖 10. 分類統計、紀錄表 

 

圖 11. 綜整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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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方法 

設備管理將由督導及專業人力共同管理，導入時至少安排 2 次教育訓練，並準備簡易操作卡

和教學影片，確保團隊及未來新進人員都能按 SOP 方式操作及簡易故障排除。定期進行設備清點

及功能檢測，若遇故障時，須在一周內通知廠商進行維修。 

日常照顧流程：iCue智慧照護幫手 

每週開放兩日夜宿服務時使用設備，陪伴同仁依照夜宿申請者需求，預先設定姓名、床號、警

示參數（離床/離床過久/呼吸/體動等），並於隔天檢視日報表，了解睡眠品質及警示問題，同時也

有詳細數據能讓家屬清楚知道夜宿情況；將夜宿長輩的日報表匯出並依資料夾分別管理，當長輩再

次申請服務時，照顧團隊可參考歷史資訊來調整夜間照顧方式。 

日常照顧流程：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 

每週至安排 5 次團體課程，每次進行 1 小時的帶動。將能力級別相近的長輩排在同一組，依

不同的訓練目的挑選合適的遊戲內容，必要時可針對長輩進行單人訓練，並搭配加重物或彈力球來

強化上下肢及核心肌力。每月重新調整組別及遊戲主題，充份利用百種以上的遊戲內容，讓長輩感

覺到不同的趣味性。在特定節日或主題活動時，可邀請家屬、志工、老師或小朋友們一起來加入活

動；此外，復健系統可依個人運動表現產出報表，所以照顧團隊會每個月開會討論成績，調整下個

月的運動內容及分組。如此才可以即時發現長輩的比較需要加強的地方，有目標的去改變。 

執行過程：iCue智慧照護幫手 

 硬體安裝：設備配合廠商於 113 年 7 月 30 日安裝四床智慧照護幫手（放置在一樓），二

床安裝於寢室內的固定單人床，一床設置於電動照護床，另一床則搭配折疊式沙發床椅，

如圖 12；場域設有無線網路可提供智慧床墊即時傳輸訊息，加上資料可從雲端下載，能

彈性和單位內的電腦、平板及手機串接，此外，為了提醒夜間休息的工作人員，將平板（搭

配有輪平板推車）放在人員休息處旁，有任何語音提醒都能馬上知道，就算是有更換位置，

也能跟著工作人員移動，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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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硬體擺放 

 

圖 13. 接收系統通知 

 軟體設置：陪伴同仁依照夜宿申請者需求，預先設定姓名、床號、警示參數（離床/離床

過久/呼吸/體動等），並於隔天檢視日報表，了解睡眠品質及警示問題，同時也有詳細數據

能讓家屬清楚知道夜宿情況。 

 

圖 13. 裝置管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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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Line 群組：主管及工作團隊可透過群組內的歷史訊息，清楚掌握警示問題  以及工

作人員當下處理的回覆，如圖 14。 

 

圖 14. Line群組與通知 

 資料分析管理：將夜宿長輩的日報表匯出並依資料夾分別管理，當長輩再次申請服務時，

照顧團隊可參考歷史資訊來調整夜間照顧方式，如圖 15、圖 16。 

 

圖 15. 個別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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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日報表 

執行過程：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 

 硬體配置：廠商於本年 7月 30日完成設備安裝，並指導工作同仁使用及操作，復健系統

的筆電及體感偵測器，搭配一樓投影機、布幕及音響進行活動帶動。場地佈置：活動帶領

時，會將場地座椅排成ㄇ型方式進行。 

 分級設計活動內容：透過多人同時參與的方式帶動，將能力級別相近的長輩排在同一組，

依不同的訓練目的挑選合適的遊戲內容。必要時可針對長輩進行單人訓練，並搭配加重物

或彈力球來強化上下肢及核心肌力。 

 個別化協助：如遇失能或認知能力較差的長輩，工作人員或志工可在旁協助參與遊戲，提

高參與度及降低挫折感，如圖 17。 

 

圖 17. 活動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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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報表：每個月會讓每一位長輩進行訓練評估，幫助了解日照每一位高齡長輩的訓練歷

程及進退步的起伏，調整下個月的分組與運動內容，如圖 18至圖 22。 

 

圖 18. 關節活動度歷次比較表 

 

圖 19. 肌耐力歷次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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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飛高型動作變化 

 

圖 21. 踏步動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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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歷次結果 

3. 執行成果 

質化成果：智慧照護幫手－智慧床墊 

 讓夜宿更安心、放心，照服員表示有了離床的提醒，不用擔心值班人員是否因為不小心睡

著了而忽略的長輩離床協助的需要，無形中也降低了上大夜班的壓力； 

 透過專業報表分析（如圖 23至圖 26）可以清楚知道長輩夜間睡眠的品質，作為每次檢討

的依據，藉以調整夜宿服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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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離床提醒 

 

圖 24. 通知紀錄 

 

圖 25. 長輩夜宿情形、夜宿服務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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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專業報表分析 

質化成果：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 

 無須提醒也能提升長輩活動力，長輩自然而然地從坐到站； 

 多元活動項目降低服務員人帶領活動及安排課程的壓力； 

 依照長輩個別狀況，輕鬆選擇符合其需求的活動項目。 

量化成本效益評估 

 智慧科技服務採購費用：共計 40萬元，智慧照護幫手 17.5萬、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 22.5

萬； 

 提供臨時夜宿服務(8/22-11/8)共計 6 日/4 週；每日 18:00 至隔日 08:00，每週提供 2 至 3

日，採預約服務制，正式特約後首次提供服務日期為 113/9/11； 

 實際使用智慧床墊（臨時夜宿）服務共計 18人次，平均每日使用 3床夜宿服務； 

 曾使用過夜宿服務者佔日照總個案數之 30%，佔牡丹鄉總服務個案數（141人）之 4.3%。 

本年度首次提供服務日期為 113/9/11 共計 2 人次夜宿服務，截至 113/11/8 日止，共計提供 6人

21 人次之夜宿服務，其中於 9/30 日為配合屏東縣日照運動會臨時挪移夜宿服務的日期，導致人員

疏忽忘記設定智慧床墊，故有資料遺漏的狀況，總表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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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夜宿使用總表 

個案姓名 夜宿日期 
離床次數 

（次） 

休息時數 

（小時） 

通知 

（次） 

休息呼吸率 

（次/分） 

何 O龍 

2024/10/23 9 6.2  15 20.2  

2024/10/24 7 4.6  7  21.4  

2024/11/6 6  6.1  8 20.1  

2024/11/7 5 8.1  6 20.4  

平均 6-7 6.3 9 20.5 

吳 O盛 

2024/9/30 無紀錄    

2024/10/23 6 8.4  9  13.0  

2024/10/24 13 8.3  16  14.4  

2024/11/6 4 8.8  7  14.3  

2024/11/7 8 8.8  13  14.4  

平均 7-8 8.6 11-12 14.1 

林 O花 

2024/9/11 1 8.8  2 18.6  

2024/10/23 18 4.8  18 20.9  

2024/10/24 12 5.8  12 22.5  

平均 10-11 6.5 10-11 20.7 

劉 O枝 

2024/9/11 23  6.5  24  19.7  

2024/11/6 29 8.1  29 18.4  

2024/11/7 49 
(裝置異常) 7.5  49 

(裝置異常) 19.7  

平均 33-34 7.4 34 19.3 

潘 O明 

2024/9/30 無紀錄    

2024/10/23 13 8.8  22 14.5  

2024/10/24 4 7.2  30 14.7  

2024/11/6 5 6.2  11 14.6  

2024/11/7 5 8.4  9 13.0  

平均 6-7 7.7 18 14.2 

林 O青 2024/9/30 無紀錄    

共 6人 共 21人次     

4. 永續經營模式規劃 

考量永續經營規畫須建立在產品符合實際可解決夜宿品質及提升長輩活動度之需求上，且為

簡易便利同仁接受度高、容易操作之設備，上述需求滿足後，進而提升整體服務品質，藉由相關績

效指標的提升，促使本院高層主管編列固定經費來支應相關設施設備之意願，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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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永續經營概念圖 

並鼓勵照顧團隊設計運用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之相關教案，日後逐步融入在地文化特色，提高

運用族語元素，與鄰近教育或長照機構合作，共同辦理活動；與本院復健科或推動預防及延緩失能

專業團隊合作，充分運用所購置之智慧科技復能產品，藉以有效提升長輩的自立能力。 

計畫導入期間以季的方式來租賃專業版，藉由實際應用之驗證及系統數據來看相關科技輔具

對日照長輩之不同的感官刺激及活動能力改善程度。預計計畫結束，本機構編列長期性經費，從基

本版的系統開始租賃或編列預算購買，輔以銀髮體適能檢測的方式，來看長輩肌力/耐力/心肺的表

現。 

5. 結論與建議 

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 

 虛擬互動式復健系統之應用明顯降低服務人員之活動設計壓力，然礙於機構原有活動作

息，每週使用本系統帶領活動的次數有限，且考量密集安排長輩使用此設備，擔心會因為

使用頻率太高而長輩使用意願降低，因此，建議仍須以長期使用且融入常規活動之安排為

宜； 

 本次購置之互動復健系統為高階款，經實施後發現長輩所偏愛之活動模式改用初階版應

即可滿足此需求，故未來編列預算時可考慮較適合長輩偏好之設備； 

 設備應用期間發現長輩偏好團體共同進行的活動模式，對於個人化的活動則顯得較為被

動，未來建議服務人員考慮調整相關之活動安排方式，例如上午安排團體競賽，個別化之

挑戰賽則安排於下午配合自力訓練時間，將虛擬互動遊戲納入訓練項目之一； 

 計畫執行過程中發現長輩在個人化訓練時，無法一次進行太多個遊戲，所以有調整遊戲數

量從 3-4個降到一次進行 2個遊戲，讓長輩能夠專心且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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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互動模式下，無法紀錄個別的分析資訊，廠商回饋目前技術上做不到，需要進行個人

的訓練，而訓練結果的分析，長期有助了解長輩的進步程度或操作情況，這是以往日照活

動做不到的事。 

智慧照顧幫手－智慧床墊 

 智慧床墊提供照護人員重要的數據分析，可藉以提升夜宿服務的整體品質，鼓勵同仁可善

加運用，並將系統產出之報表納入例行性表單的紀錄； 

 設備雖能從分析報表看的到長輩完整的夜宿情況，能把品質量化及離床問題即時通報。但

無法了解到長輩在廁所是否跌倒或久待，此面相是機構未來需再加強的部分，能幫助工作

人員，在夜宿時人力不足時，更能全面掌握；甚至在日間長輩人數較多時，也能適時提醒

工作人員，有長輩在廁所久臥或跌倒的發生，因此，未來考慮搭配其他智慧科技照顧產品

（如防跌），提升夜宿期間之安全性及服務滿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