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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全球已漸漸邁入高齡化及慢性病普及化的社會型態，但依目前的醫療照護模式，尚有很大

的成長空間。未來必須改變以往以「看病」的使用者中心思維，轉為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模式，

方能因應未來社會的需要。本研究著力於「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產品設計與驗證，期望建立以糖尿

病、心臟血管疾病患者為主之健康量測系統，並結合線上諮詢、線上掛號等雲端功能服務，強化疾

病的個案追蹤、管理與評估，提供有效的預防保健、健康管理等照護，為慢性病患打造全方位的照

護網，達到及早發現、即時治療等有效控制慢性病的目標。 

關鍵詞：慢性病、線上醫療服務、多合一健康量測系統、設計思考、使用者經驗 

1. 設計緣由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預估，截至 2050 年，中國大陸將有 35%的人口超過 60 歲，成為世界上

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即使中國已在 2016 年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仍無法立竿見影消化掉人口嚴重

老齡化的問題（吳碧娥，2016）。高齡族群的增加，伴隨而來的是慢性疾病預防與治療需求，因此

也改變了中國大陸在健康照護的服務型態，也因此在「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的市場佈局，我們將以

中國大陸作為主要推廣與試行的地區。經統計，中國每年的醫療費用節節攀升，調查顯示中國大陸

慢性病之醫療費用，佔了費用總支出的 70%。以糖尿病為例，據保守統計，中國每年花在糖尿病治

療上的費用，達到 2000 億元人民幣，其中有 80%用於糖尿病相關並發症的治療（北京糖尿病防治

協會，2015）。給予中國在醫療資源應用上，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然而醫療科技的逐年進步，加上

居家型照護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預計未來將隨著科技與行動應用的進步，期望同步帶動居家照護

產業的發展，創造出一個廣大且成長快速的居家健康照護產業的市場機會（張慈映等，2006）。 

居家健康照護雖然是在非醫療場所之外所進行的相關服務，但實際上在醫療診斷與治療的相

關需求卻未隨之減少，反而使得醫療技術呈現因應照護需求趨勢而發展的態勢。依據美國退休人士

協會(Amenican Association of Retined Pensons, AARP)針對美國中高齡族群所進行的研究顯示，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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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族群面臨照護需求時，約有 82%的人偏好尋求在家接受照護服務，顯示居家照護已是全球的

重要趨勢(AARP, 2006)。另一方面，高齡人數攀升也帶動了居家健康照護產業的蓬勃發展，促使居

家醫療儀器的需求持續增加，預測未來居家醫療儀器產業仍將呈現持續成長的趨勢。由於居家照護

需求龐雜且服務的時間相當長，造成照護提供者相當大的身心負擔，衍生照護人力不足的嚴重問

題。在居家照護趨勢的發展浪潮影響下，將重新定位出醫療院所的角色與服務項目，因此適時的導

入科技及研發相關產品，使得居家照護朝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是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 

2. 文獻探討 

本節將針對現今高齡化社會與慢性病狀況進行探討，由於本產品在首要階段以中國大陸地區

市場為主，故在背景調查將針對中國大陸醫療與慢性病作為數據收集之依據。 

2.1中國慢性病社會現狀 

目前中國大陸社會憑藉抗生素、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以及營養水平的提高，人們壽命大大延

長。在中國，目前有 3.05億人體重超標，1.2 億人屬於肥胖人群，糖尿病人達 9681 萬，高血壓 2.36

億，高膽固醇有 3293 萬人，很多人身上同時出現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的三高症狀。由於三高

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更是首要殺手，成為中國居民因病死亡排名第一之病因（徐锋，2016）。隨之

而來的各種慢性病，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威脅。根據圖 1所示，截至 2013 年的 10年內，中國

居民在整體患病率已達總人口的 25%，可預估未來仍會呈現逐年上升的跡象（中國互聯網慢病管

理市場專題研究報告，2015）。 

 

圖 1. 2003-2013中國慢性病患率 

2.2中國慢性病宏觀環境分析 

中國大陸高齡化速度都是名列前茅，統計至 2015 年已有 10%老年人口，預估到 2035 年，中

國大陸高齡化人口將會進入急速發展階段。屆時將會有超過兩成的高齡人口（中國大陸統計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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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遠高於其他新興國家。為使預防醫學的理念與服務推廣至每戶家庭，促進醫療資源的有效

運用，中國政府也針對此現狀提出醫療系統的相關政策，並擬定具有互補性質、預防疾病、就醫後

照護的《遠距居家健康促進產業》發展政策。相關政策與市場環境如下所示，可分為政策因素、經

濟因素、社會因素以及技術因素等四個面向作為探討（中國移動問診服務市場專題研究報告，2015）。 

政策因素 

(1) 2015年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 

(2) 2015年衛計委辦公廳「中國居民慢性病與營養監測工作方案（試行）」； 

(3)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 年）」； 

(4) 2013年國務院「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幹意見」； 

(5) 2012年衛生部等 15部門「中國慢性病防治工作規劃（2012-2015年）」。 

經濟因素 

(1) 2003年中國中央投入 29.2億元人民幣，地方政府投入 75.8億元人民幣，明顯改善各级

疾病預防控制基礎設施； 

(2) 2013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達到 31,669萬元人民幣，增長率為 12.6%，政府衛生支出占比達

到 30.1%； 

(3) 中國 GDP 的持續增長促進中國人民人均收入的增加，2014年中國生產總值達到 63.6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7.4%。 

社會因素 

(1) 中國慢性病防治需求巨大，2014年中國高血壓人數高過 1.6億人，高血脂人群超過 1

億，糖尿病患者達到 9,240萬人； 

(2) 中國人口結構趨向老齡化，2014年中國 65 歲及以上人口佔比例為 10.1%，增加 4.7%； 

(3) 互聯網可充分滿足慢性病的治療和管理需求，如長期持續用藥、定期複檢、定期檢測體

質數據、經驗分享、飲食調節等需求。 

技術因素 

(1) 智能終端與Wi-Fi 的普及，以及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共同推動了健康醫療應用

的開發和延伸； 

(2) 互聯網技術發展加快智能硬件(weanab.e)的研發，促使其成為慢性病患者健康醫療數據的

主要來源之一； 

(3) 雲端的儲存與運算，使得健康訊息得以低成本的儲存、處理、分析與共享。 

由前述分析觀察，可知高齡化在中國已是未來重要趨勢，以政策、經濟、社會以及技術等四個

面向，作為「智能家庭健康終端」醫療平板的功能與市場切入點。同時發揮我們在資通訊領域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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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優勢，將這些產品或服務充分應用資通訊技術與行動裝技術建構完善的服務網絡，以提升高齡

服務之便利性、服務網連結性、資訊即時性，建立如智慧生活服務的醫療照護服務。同時也可發展

成社區式的銀髮族服務，依據社區高齡族群日常生活中的活動習慣或模式來規劃設計，提高年長者

對於社區的認同感與參與感。甚至還可強化社區資源或能量之結合度，以增加服務提供的廣度。 

2.3行動健康與高齡健康服務之趨勢 

在健康照護領域，由於「行動健康(mobi.e hea.th)」模式的新興與發展，使得行動健康服務模式

也越來越常見。其特色在於透過行動裝置的便利性，以行動服務的基礎資訊架構，加上適切設計的

應用程式系統等，建立出符合使用者的行動醫療與健康模式管理（張博論，2014），如圖 2 所示。

我們可以預期行動醫療在未來市場的趨勢與重要性，如何利用行動科技，針對高齡長者健康的服務

與管理需求，變成為當今高齡服務與健康管理的重點課題（中國移動醫療市場專題研究報告，2015）。 

 

圖 2. 2011-2017F中國行動醫療市場規模與預測 

2.3相關產品比較與分析 

在中國大陸市面上與本設計相近之產品，茲將產品的功能、服務與價格分析說明如下表 1。就

相關競品在多參數檢測上，「智能家庭健康終端」與市售的醫療器械具備相同量測功能，並且已通

過中國大陸 CFDA認證，在檢測上的數據與準確度，同樣屬於醫療級檢驗器械之級別。「智能家庭

健康終端」在使用定位上屬於一般家庭使用者，相較於其他產品更多了雲端、A:: 與大數據收集的

應用，強化了使用者的黏著度，以及透過雲端與數據的搜集。在未來產品的研發、使用者的使用習

慣，以及相關合作廠商的合作模式，在產品改進與使用數據回饋能有效的回頭檢視「智能家庭健康

終端」，對於未來產品的研發與創新更為重要。最後由於產品在研發與設計的過程，能與供應鏈縝

密的結合，使得在價格上更俱備其市場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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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市售相關產品比較 

品牌 產品示意圖 多參數檢測 家庭醫療服務 操作規格 價格(RMB) 

洪富醫創 

 

血壓、心電、體脂、

血糖、血氧 

家庭諮詢、智能

推送家庭藥師、

醫藥電商手機

App、數據同步 

輕便集成 

操作簡便 
3,000 

邁 X 

 

血壓、心電、體脂、

血糖、尿常規等 11項

測量 

－ 
操作複雜 

不易上手 
13,480 

康 X 

 

血壓、心電、體脂、

血糖、血氧、體溫、

尿常規 

手機 App 

諮詢醫生 

體積大 

介面複雜 
12,800 

力 X 

 

血壓、心電、體脂、

血糖、體溫 
－ 

不夠新穎 

操作單調 
2,980 

*：以上商品圖片取自相關產品網站 

3. 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之需求與分析 

慢性病管理的三個階段包括疾病預防、早期發現及治療、預防殘疾（徐峰，2016），醫療保險

與醫院服務主要著眼於疾病的治療，預防與早期發現這個環節是較少關注的部分。2015 年中國國

務院印發了「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以常見疾病、多重發病及慢性病分級

診療為重點，2015 年重點做好高血壓及糖尿病的分級診療。基層先做初步診斷、進行雙向轉診、

急性慢性病分治、上下聯動的分級診療模式，期望建立符合中國大陸國情的分級診療制度。 

透過設計思考，我們謹慎的評估產品概念的可行性(:noof of conce:t)，依據目標市場的實際顧

客需求而設定產品開發專案的優先順序(:nionities)，以提高後續產品開發與原型測試的可行性。前

一章節我們已瞭解中國在社會環境、國人健康趨勢、中國健康衛生政策等面向的探討，故可以得知

對於中國慢性病患的目標族群，「智能家庭健康終端」在中國大陸政策方針下，是極具中國市場潛

力的產品。然而，我們仍需回歸到使用者本身，瞭解在產品應用上的使用者需求。 

3.1 智能家庭健康終端市場需求分析 

資通訊技術應用於健康照護，包含健康管理及疾病預防的預防保健領域，在中國大陸之發展屬

於萌芽階段，醫療資訊系統、電子病歷、電子健康記錄等領域，成長潛力及動能相當大。由於中國

政府近幾年積極提出以醫院管理和電子病歷為重點，冀望提高服務水平。另外，在 2016年「十三

五」規劃中，為滿足中國大陸人民不斷增長的健康需求，將積極推動「健康中國」等建設。預期將

加快醫療領域體制機制改革，增加財政投入，逐步建立一個惠及 13億人口的醫療服務體系，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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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國大陸在醫療領域中全局性、綜合性、戰略性的中長期規劃與目標。就以上觀點，中國大陸

在慢性醫療的政策方向無非是正確的，然而醫療政策面的影響仍是緩不濟急。針對中國大陸農村與

城市人口的差異，使得醫療資源不均、醫療人員缺乏，我們也開始思考是否得能透過互聯網醫療

（以下簡稱線上醫療），或以慢性病管理等平台等方式，解決醫療資源之問題。 

隨著行動網路與行動智能平台的普及，也重新定義了使用者的需求與應用。線上醫療服務與質

量逐年提升，互聯網行動技術也逐步的導入醫院與家庭，且線上醫療和傳統醫療服務（以下簡稱線

下就醫）都不斷地在優化進行中，兩者將緊密融合。圖 3 顯示行動互聯網使用者其規模是逐年增

長，且互聯網醫療發展趨化也逐漸朝向行動平台發展，這也代表著「智能家庭健康終端」在中國醫

療市場上，在使用者市場是有其優勢存在的。 

 

圖 3. 2011-2017F中國互聯網醫療交易規模結構預測 

3.2「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使用者需求分析 

隨著中國大陸逐漸邁入老齡化社會，再加上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及普及，互聯網醫療成為一個熱

門話題。我們發現在中國行動醫療的關注度有逐年增長的趨勢，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傳統就醫的困

境，在大陸有句諺語，「求醫三千里、掛號三星期、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反映出目前大陸醫

療資源嚴重不足的困境。由於中國大陸醫療環境普遍面臨傳統醫院排號難、繳費難、排醫難、排床

難等諸多問題，因此對線上醫療被寄予厚望，提供了線上醫療產業型態高速發展的契機。此外，我

們也注意到當病患使用者開始使用線上醫療，相較傳統醫療較有明顯的優勢，根據中國大陸互聯網

資訊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5 年年底，中國大陸在互聯網醫療的使用者已達到 1.52億，每 5個

網民中就有 1 人曾使用互聯網醫療的服務。中國大陸的行動醫療市場目前也以年增率 20%的速度

成長，市場規模巨大且潛力十足（中國移動醫療服務市場專題研究報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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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所示，中國大陸患者在使用傳統門診及住院服務時，以就醫人多擁擠、掛號困難等，最

為使用者所困擾。且病患用戶使用線上醫療服務，需求主要集中於電子病歷、預約掛號和用藥提醒

功能等（圖 5），這也是「智能家庭健康終端」所整合的功能。 

 

圖 4. 2014年患者線下醫療就醫時遇到的問題 

 

圖 5. 2014年用戶使用在線醫療的原因與需求 

4. 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之開發與設計 

4.1 外觀與功能 

「智能家庭健康終端」是為一款融合多種功能的產品，圖 6為「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之外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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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圖，機台搭配大螢幕，反面配有腳架，可使產品在操作時更易使用與操作，同時在機台的兩側加

入共四片金屬片，作為心電量測用之電極。圖 7為「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之側視圖與背視圖，包含

充電孔與相關醫療配件可連接之 I/O接口。 

 

圖 6.「智能家庭健康終端」正反面與三維示意圖 

 

圖 7.「智能家庭健康終端」背面與側面示意圖 

不同於其他的居家醫療量測系統，「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結合了 9項專業醫療傳感器和檢測功

能，並且整合了多個醫療量測模組，包括血壓、心電、心率、體重、體脂肪、血糖、血氧等 7項精

準測量（圖 8）。其次是雲端與醫療終端的結合，「智能家庭健康終端」能將使用者的生理數據隨時

儲存於雲端上，透過雲端視訊等方式，能與專業醫療團隊進行醫療諮詢。同時機台還可以實現醫藥

電子商務的一鍵直達，透過大數據的分析，更能有效瞭解使用者的習慣與需求。 

 

圖 8.「智能家庭健康終端」外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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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介面說明 

在操作流程部分，如圖 9所示，我們將「智能家庭健康終端」定義為家中的醫療中心。只要是

家庭成員，都可以於裝置內建立個人的量測。使用者可使用包含血壓、心電、血糖、體脂與血氧等

測量（圖 10），並可以從健康指標、健康紀錄等介面查看自己的身體狀況，同時還可針對家中年長

使用者進行健康監控，達到有效的及時身心關照。 

 

圖 9.「智能家庭健康終端」功能主介面示意圖 

 

圖 10.「智能家庭健康終端」血壓、心電、血糖、體脂、血氧介面示意圖 

「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的操作系統是基於 YunOS 所建構，主要處理血壓、心電、血糖、體脂

以及血氧數據，並協同系統功能提供產品安全、穩定、隱私的雲服務，帶來更智能產品效能。而在

雲端應用上，將與阿里健康作為雲端服務的平台，除了能夠針對使用者給予慢性病管理的監控，還

能提供使用者健康上的建議，同時具備用藥諮詢、家庭醫生、專家問診等功能，達到遠程醫療更有

效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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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之使用者經驗分析－以設計思考驗證 

自 2014 年 6 月份開始，我們透過腦力激盪(bnain stonming)與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思維

方式，回歸探討產品最初的理念和規劃，從外觀的工業設計、擴充功能的模組化設計以及軟體設計

等，如何以最貼近使用者作為產品的切入點。 

5.1使用者預期心理 

我們觀察到，使用者預期心理會改變人們對身體感官的詮釋，同時也會改變人們的主觀經驗，

有時甚至進一步影響到客觀經驗。在與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張佳琪主任的討論後，從

中瞭解到使用者在預期心理方面。年長者與慢性病患者會因為「失能」進而接受慢性治療、用藥等。

由於失能對於慢性病患而言，其併發症可能會使生活受到一些影響與限制，雖然仍然可以繼續工

作、運動、交友、娛樂與享受生活，但在生活過程中仍然會遭遇一些生理或心理的影響。除了給予

正常的生理監測，還需將心理因素納入可量，因為預期的心理將會影響病患的決心與行為。 

目前，有許多與資訊科技結合的產品，但年長者與慢性病患者在使用上仍有許多的問題點存

在，其主要的問題有三項（李傳房，2006）： 

(1) 隨著許多科技被運用在產品設計上，尤其是資訊產品，使得產品過於複雜化，高齡者難

以理解與操作使用； 

(2) 因為高齡者身心機能如知覺、認知與運動機能衰退，使得高齡者無法正常地操作產品； 

(3) 高齡者過去沒有使用資訊產品的經驗，所以無法以過去的經驗操作資訊產品。 

5.2使用者情境設計 

在情境設計的驗證過程中，本產品共邀請 15 位 65 歲以上的慢性病年長者參與。在進行操作

前先會先說明操作的任務內容，並已開放式的使用方式給予使用者進行測試。測試結果主要是針對

受測者所進行任務的操作觀察與訪談，並將操作過程與訪談對答錄影、綜合以下結果： 

仔細觀察使用者的活動 

(1) 針對慢性病患者對於健康量測是每天不可缺少的，甚至每日其頻繁率高達 2~3次以上； 

(2) 傳統量測的數據過於破碎，非線性圖形化全紀錄呈現，讀取不易，操作介面並不友善，

使用者經驗不佳； 

(3) 對於測量各種健康數據需要用到各種儀器，多數使用者有好幾種設備，使用非常不便。 

瞭解使用者的思考模式 

(1) 多數的使用者在量測不只一種設備以上時，都感覺到不便，以及訊息分散無法一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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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完整的數據； 

(2) 希望檢測的數據能夠長期追蹤，以及在忘記量測或是有異常時能夠及時提醒； 

(3) 如當下檢測異常，希望能夠及時聯絡家人和遠端的醫護人員，並給予及時的健康關照； 

(4) 傳統的醫療檢測設備都過於冰冷，使用者觀感不佳。 

使用者的使用科技產品的情緒 

(1) 對於傳統的醫療健康檢測產品感到厭煩，產品使用者介面過於單調，用戶只能看到一組

乏味的數據，產生排斥感； 

(2) 對於單純的數據顯示往往讓使用者感到焦慮，使用者需要有人能夠為他解讀數據，使其

安心，並讓其快速瞭解生理狀況。 

就以上我們對目標族群的觀察與訪談，瞭解到使用者隱性需要。因此，在產品設計驗證的過程

當中，我們以「設計思考」的法則作為驗證產品在需求及考量使用者的滿意度，並持續修正產品在

功能及介面上的問題。在產品設計雛型階段，除了實地訪查相關醫療機構與醫療服務廠商，更直接

以貼近使用者的方式給予使用者體驗，作為產品的使用者體驗測試與可靠度驗證。 

6. 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使用者操作結果與歸納 

透過使用者情境設計的擬定，經過實際的使用者體驗後，我們記錄了使用者遇到的問題，同時

也歸納年長使用者與慢性病患在機台測試上的經驗。以下綜合我們在實際的使用者經驗觀察上的

總結與分析。 

操作行為與使用者認知 

由於介面與操作流程等視覺化，皆屬於使用者經驗的範疇，因此我們也訪談了老人心理學教授

黃揚名老師的指導與建議，並也從實際的使用者操作過程中得出一些用戶介面上的問題點。老人心

理學提到了相關科技對於年長者的使用心理，指出「視覺的提示容易被察覺但不易改變行為，反而

是聽覺的提示雖不易被察覺，但卻相對是最容易改變行為的刺激」，而在我們的使用驗證過程中也

證明了以下觀點。 

(1) 年長者等慢性病患族群在介面的使用上是有困難的，經詢問年長者多無使用智慧型手機

的習慣，大多使用通話與聊天通訊軟體。因此可解釋年長者與慢性病患等，對於行動載

具雖然沒有較多的使用頻率，但仍有操作上的經驗； 

(2) 經實際測試後，我們觀察到長輩在機台操作上常常會不知道要按哪裡，或是按了以後不

知道要怎麼辦就關機重來。因此認為在操作順序上，應簡化其操作步驟； 

(3) 語音提示對於年長者或慢性病患者較為重要，經訪談後發現有些年長者甚至是提款機都

不太敢用。若介面較為複雜，會使年長使用者產生不安與排斥性。因此透過語音提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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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介面操作上的成功率； 

(4) 家庭人員監控的功能很好，但礙於介面操作的不友善仍會有所疑慮。若是量測的方式與

操作方式太複雜，年長者或病患反而會選擇直接打電話告知健康狀況； 

(5) 我們發現，長輩多會怕高科技，在機台使用初期多有疑慮並排斥，對此我們發現使用者

們希望簡單操作就好。例如有位病患指出自己的血壓計只須綁好「壓脈帶」再按一個鍵

即可測量，認為機台的操作過於複雜。使用者有提出在血壓劑或其他設備上，若能設計

成直接偵測、數據自動截取上傳等方式，會讓使用者更感興趣。 

使用者服務設計面向 

在訪談中，除了機台本身的介面與功能外，我們也得到了另一個結論：「年長者或慢性病患者

在醫療上的需求不是為了一個結果，而是要一個永續的互動」，即代表年長者與病患要的是服務而

不是產品。我們發現年長者或慢性病患者，在產品使用上除了本身量測的需求外，他們更希望量測

完後，後端服務是能夠持續關注他們健康的。 

(1) 年長者與慢性病患較喜歡服務體系的醫療產品，因單純應用於量測的醫療產品眾多，因

此產品的功能對於年長者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反而是產品連帶的服務會是比較有吸引

力，可加速年長者對科技產品的使用動機； 

(2) 在觀察與訪談中，我們觀察到年長者或病患對於醫療平板，會期望有醫療服務端給予定

期的回覆與關心，詢問病患之狀況；或是當偵測到使用者有一些生理異狀時，能向他們

提醒需要多補充營養、注意睡眠、多運動等。 

(3) 醫療平板上新聞的推播，使用者期望能夠針對不同的年齡或病症，推播不同的內容。由

於慢性病在四十歲可能就會漸漸產生，因此不同年齡層的資訊需求也會有所不同。例如

四、五十歲之使用者，希望能看到的是針對健康飲食、降三高、減重等資訊；而在六十

歲以上的使用者，則期望收到保健食品、醫療知識、社區醫療活動等訊息。 

(4) 經使用者觀察後我們發現，年長及慢性病患者在購買商品時，雖然提及後續的加值服務

較為重要，但在消費心態上仍會希望所購買的商品為「實體商品」。因此在醫療平板

上，未來若是能提供更好的軟體與雲端服務，將可以提升醫療平板在銷售上的優勢。 

就上述所歸納之重點，使用者在操作可分為生理因素與心理因素等兩個行為，我們又可分析為

顯性需求與潛在需求等。因此回歸到「智能家庭健康終端」之產品設計，在功能及操作上我們也針

對測試的結果逐步的進行機台的設計修正。我們觀察到一般使用者通常不瞭解自己的需求，唯有針

對於使用者需求持續的研究，產品設計才得以趨近人性化。對於「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的最終設計，

我們參考並沿用了在先前測試中的使用者經驗回饋，期望最終的產品得以創造出年長者與慢性病

患者一個好的使用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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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結 

科技的日新月異，使智慧生活產品不斷地推陳出新，未來若能在雲端系統中建立幸福照護平台

及資料庫，資料庫中的健康資料甚至提供用藥諮詢及服務，可協助社區照護者提供老人個案生理、

心理及精神上具科學性及人性化關懷的照護服務。「智能家庭健康終端」顛覆了傳統的健康照護的

觀念，為提供更人性化、更舒適化、 更方便化的全方位健康服務，以人為本、融入人性關懷、提

升被照護者幸福感的智慧生活科技、將成為未來產業的主流。 

綜觀我們在使用者經驗的探討與分析，「智能家庭健康終端」在整個服務價值的應用裡，從健

康測量、線上掛號到家醫服務，其服務端功能的提升將有助於軟硬體的被接受度。年長者與慢性病

患者喜歡的是就醫後的持續觀察與關心，這也使我們得以透過「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的雲端工能來

建立服務，達到使用者的需求。在整個專案的過程當中，我們知道若要瞭解使用者的需求，仍必須

不斷的針對使用者去做產品循環的驗證。觀察目標族群的使用方式，思考操作模式如何簡化再簡

化，並用簡單的操作方式就能給予使用者想要的服務，以提高產品的使用者價值與吸引力。 

心理支持─居家式健康管理系統 

心理及精神為延伸人們思想、判斷以及情緒的表達，多是表示個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心智活動

及過程。「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結合了家人與患者的聯繫與互動，家人透過雲端的檢測紀錄，能快

速的掌握家中患者的狀況，使得患者在過程中能得到更大的心理支持，給予患者在面對慢性病心理

層面上的關愛、照護與支持。 

生理監測－多合一之醫療產品應用 

慢性病在生理數據上狀態，是醫生對症治療的重要依據。在家中，需要患者自行量測血壓、心

率、血糖、體重、體脂、血氧等，以提供治療的參考。而由於「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結合了心電測

量的功能，免除了慢性病患需要定期到醫院的就診檢查的麻煩，不僅提供慢性病患在監測上的需

求，透過量測數據的積累，更能有效的在後續治療中給予安全用藥和提高療效目的。 

系統性的對生活進行掌握─醫療級 O2O服務 

透過「智能家庭健康終端」的線上問診功能，醫療團隊能夠如即時掌握問診患者的身體狀況，

如工作量、活動量。同時對一些反常氣候所造成的身體不適，能快速的給予患者身體狀況的關照，

由於患者生活上的細節往往是疾病的一面鏡子。運用線上問診瞭解患者的生理狀況，除了可以滿足

患者及時判斷自己的病情的需求，更能在治療方面配合醫生採取相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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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esting of All-in-one Smart Home Doctor Monitoring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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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Health Mega Inno 

Abstract 

Won.dwide, :o:u.ations ane aging and the numben of chnonic diseases has incneased. These factons 

have :nom:ted ca..s fon im:novements in medica. cane and senvices. In addition, hea.th cane faci.ities ane 

becoming mone and mone im:ontant than cuning the disease. The :un:ose of the cunnent stud. is to deve.o: 

an a..-in-one Smant Home Docton Monitoning Devices fon :eo:.e with DM and CVA in co..abonation with 

Hea.th Mega Inno. The s.stem combines Web consu.tation, on.ine negistnation and c.oud function in onden 

to enhance :atient monitoning, management and eva.uation as we.. as the :novision of :neventive hea.th 

management. The aim is to cneate a com:nehensive cane netwonk in onden to achieve ean.. detection and 

tneatment and contno. chnonic diseases. 

Ke.wonds: chnonic disease, intennet medica. senvice, a..-in-one hea.th monitoning s.stem, design thinking, 

usen ex: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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