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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偏鄉長者獨居與長照問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臺東縣偏鄉地區青壯人口外移嚴重，獨居長者衍生出身家安全、身體病痛、

心靈孤單等問題，這些狀況需要足夠的人力去關懷。地形環境限制、青壯人口外

移、長照人力不足及交通不便因素下，為解決獨居長者的照護問題，希望在科技

輔助下，結合人工智慧，協助人力不足的偏鄉地區能立即處理緊急狀況，同時也

具備心理照護功能，使不在身邊的親人瞭解獨居長者狀況，讓長者也能得到足夠

的陪伴與關心。 

第二節 相關研究與差別 
  以目前來說，護理機器人的主要研發集中在需要體力勞動的護理功能上，例

如移動、進食、改變位置和上廁所。先進的醫院和療養院中隨處可見護理機器

人，如日本研究機構理研Riken研發的大白熊造型的照護機器人「Robear」，能夠

支援健康照護工作者將患者從床上抬到輪椅上；韓國Curaco公司研發的Smart 

Bidet為一種自動如廁輔助系統；還有像Ｄiligentrobots開發的Moxi醫療機器人，不

僅可以運送藥品和診斷樣本，還可透過視訊通話將患者與醫生聯繫起來。 除此

之外還有許多不同功能和型態的護理機器人，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希望能為一個

不增加設備負擔，利用最低成本發揮最大效益的「系統」，將會強調增加客體

化、遵守客戶隱私、便捷的操作介面與設定選單和最重要的減少對長者們的負擔

和控制。 

  隨著被動遠端監控技術在家庭和社區服務中的擴展，支援知情決策、同意流

程以及道德和適當使用的法規非常重要[1]。依照Akira AI平台提出了九項原則在

社會福利、不公平偏見、隱私和安全、信任和安全、透明度、可控性、價值調

整、責任和人類尊嚴等領域，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希望能提供了一個框架來設

計、開發和維護醫療保健中道德人工智慧系統[2]。 

第三節 研究方向 

壹、 現況分析 

一、 臺東縣長照困難與限制 

(一) 因地形狹長、部分個案居住於交通不易到達之偏遠山區或部

落，導致不易招募照顧服務人員。 

(二) 因臺東縣佈建日間照顧及小規模多機能服務需考量之限制較

多，且大部分位於偏遠地區，可提供服務人數有限，其長照服

務開發之量能及資源發展有限，導致佈建不易。 



(三) 臺東縣專業能力缺少，除專業背景符合且具服務工作經驗者較

少，在招聘時間也會拉長，若由外縣聘任人力也因對本縣地理

環境、長照服務不熟悉，皆須多花時間培訓。 

二、 整體性評估與分析 

(一) 依據臺東縣戶政事務所截至 111 年 8 月，本縣總人口數共 21 

萬 2,824 人，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達 3 萬 9,328人，佔本縣

人口數 18.48%，人口結構已進入高齡社會。 

(二) 臺東縣為多元族群：原住民、漢人、閩南、客家、榮民、新住

民…等，且保留有全國最豐富的臺灣原住民文化。 

    由於臺東縣因地形狹長、地廣人稀，使得原本就不充裕的長照人力造成較大

的負荷，且因多元族群語言上的不便讓服務個案或家屬與長照人員產生許多不必

要的誤會，希望可以藉由系統建立對雙方地緣環境的認識，搭起共通的語言，分

析了解在地資源，減少文化差異的隔閡。 

貳、  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的社會影響度 

一、 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目標服務人口 

  若將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分為正常、脆弱、虛弱或表示有疾病。 

因對於「虛弱」沒有明確定義的標準，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我們

將前段衰弱和虛弱老年人定義為住在家裡並接受門診治療或表現出

與衰老相關的身體虛弱和認知能力下降的個體，系統將以僅ＩＡＤ

Ｌ需協助之衰弱老人以及５０歲以上失智症者為主要目標服務人

口。 處於體弱前期或體弱階段的老年人需要定期去醫院檢查，並

且由於記憶喪失或輕度癡呆，可能需要藥物治療。 如果老年人獨

居，系統一項重要的服務是在出現因跌倒或藥物管理不善等引起的

緊急問題時聯繫其家人或監護人。 

圖１－１：長照需求人口推估 



 

第二章 解決方案 

第一節 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架構 

壹、 核心概念與想法 

    透過一組連網裝置及AWS雲端服務，建立長青樹照護陪伴系統，整合偵

測設備、聊天陪伴、危機通報等功能，構建一個系統性的獨居長者照護網，

在連網裝置的置備及AWS雲服務結合，將感測所得資料進行機器學習，為獨

居長者的行動軌跡建模，如圖２－１所示。通過API介面，由機器學習分析所

得到的可能需求，提供聊天、提醒等各項服務。 

 



而親屬、長照人員、或是照護機構，都能依照自行所需來達成自定義的

照護系統，不僅能滿足外地親人的關懷需求，減輕長照人員的照護負擔，同

時獨居長者也能得到心靈慰藉，達到「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人

群的福祉」的永續發展之目的。 

圖２－１：系統技術架（一） 

 

貳、 解決方案 

一、 基礎架構 

  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的感測裝置包含穿戴式裝置、超聲波感測器及攝影

機、麥克風、揚聲器、感測器、藥物分配器、光達、相機、觸控液晶螢幕，

攝影機進行使用者識別和服務表現所需的臉部辨識、姿勢辨識和物件辨識。

並將其偵測裝置連接雲端傳輸資料，此階段使用的 AWS 物聯網服務包括下

列所示，利用 AWS Iot Core 將感測裝置連接雲端後傳送資料，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管理偵測的裝置，處理機器人驅動以及從機器人的麥克

風、攝影機和各種感測器輸入資料的模組，AWS Iot Events 管理感測裝置的

異常事件，AWS Iot Analytics 處理感測裝置偵測資料，語音和圖像識別單

元，如生命體徵、影像資料...等。 臉部辨識使用相機和 OpenFace 一個由

Tadas Baltrusaitis 開發的開源工具，進行面部特徵檢測、頭部姿勢估計、面部

動作單元識別和注視估計，用於電腦視覺和機器學習研究、情感計算以及對

基於面部行為分析構建交互式應用程序感興趣的人們的工具[3]。姿勢辨識使

用 MediaPipe Pose，用於高保真身體姿勢跟踪，從 RGB 影像幀中推斷出整個

身體上的 33 個 3D 標註點和背景分割遮罩[4]，而以上的偵測數據將儲存雲端

資料庫 Amazon RDS 和 Amazon Document DB。 

我們也運用系統分析及判讀資料庫蒐集的數據，與長者互動，感測裝置

及攝影 Amazon Rekognition 與 Amazon Healthlake 會辨識影像物體與人物再分

析偵測到生命體徵等數據；聊天陪伴則使用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 



Amazon Lex , Amazon Polly 將識別藥物、分析長者說話內容，並配合此欲進

行對話、將文字轉為語言並朗讀透過麥克風和揚聲器的 Google Assistant API 

[5]處理 Speech-to-Text (STT)，將語音轉換為文本，使用 Text-to-Speech(TTS)

將文字轉語音，並透過 NAVER 開發的神經機器翻譯 Papago NMT 將輸入的

文本轉換為其他國家的語言[ 6]；通報系統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則會偵測到長者危急狀況，立即通報社工人員。 

圖２－２：系統技術架構（二） 

 

    以老人常見的慢性病藥品說明書為例，當長者無法自行解讀文件，

長照人員不在身邊時，系統若能協助解讀文件，不僅能減輕長者焦慮，

也能降低長照人員負擔。 

二、 危機判斷通報 

    依據A Care Robot with Ethical Sensing System for Older Adults at 

Home[7]研究，透過MediaPipe Pose使用BlazePose[8]，一種輕量級的卷積

神經網絡架構用於人體姿勢估計，並針對實時推理進行了優化。在系統

上實現實時推理，並在推理過程中為單個人產生33個身體關鍵點（圖１

－１），並以每秒超過30幀的速度運行，身體地標位置由每個 RGB 影

像幀的範圍內標準化為影像寬度和高度的2D關節座標表示。並使用其中

17個身體座標位置來判斷為危機判斷標準，其索引為0, 2, 5, 7, 8, 11, 12, 

13, 14, 15, 16, 23, 24, 25, 26 , 27 , 28.。MediaPipe Pose的二維聯合像素座

標可以直接應用於系統的身體活動函數， 根據歸一化像素座標的變化

分析關節運動，透過檢查與前4幀的平均位置相比，當前關節位置是否

移動到歸一化像素距離閾值以上。 



 
圖１－１ MediaPipe Pose的33個身體地標位置 

    為了識別長者的重要行動，使用一種方法，使用全局優化方法使用

單變量動態編碼演算法(uDEAS)來在負載下識別感應電動機的參數[9]， 

並參考一種利用MediaPipe Pose框架、優化方法和人形機器人模型來識

別人體姿勢的論文，來重建二維關節坐標位置通過調整人形機器人模型

的關節角度變量，將MediaPipe Pose提取為3D人體姿勢[10]。圖１－２顯

示了坐姿和站立運動影像的MediaPipe Pose執行結果，以及下方顯示由

2D影像對應3D人形姿勢。 圖１－３顯示了為此運動確定的矢狀面中肩

關節、肘關節、髖關節、膝關節的角度軌跡。 在圖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髖關節和膝關節在第 20 幀處達到約 70 度，表示人形模型的坐姿

運動，並返回到零以表示站立運動。 



 
圖１－２ 坐姿和站立運動影像執行結果以及透過最佳化方法uDEAS 重建的相

應人形姿勢 

 

圖１－３ 不同姿勢關節角度軌跡圖（一） 

  而識別突發跌倒情況如圖１－４所示，圖１－４所捕獲的圖像與人

像模擬姿勢，預估關節角度軌跡如圖１－５所示，圖１－３與圖１－５

相比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徵，具體來說矢狀面中的髖關節角度從0度（正



常狀態）變為-70度（異常狀態）。因此可以根據此項技術的代表性關節

角度輪廓來識別其他姿勢。 

 

圖１－４ 突發跌倒下落運動影像執行結果以及uDEAS重建的相應人形姿勢 

 

圖１－５ 不同姿勢關節角度軌跡圖（二） 

  收到判斷長者為異常狀態的信息後，將使用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通報，將通報系統傳送至長青樹陪伴



照護系統和應用程式至人Application-to-Application。而平時長者的生活

訊息和就醫資訊也可透過Amazon SNS發佈訂閱模式在系統之間通訊，

透過SMS、行動推送和電子郵件直接與使用者通訊。 

第二節 系統功能 

壹、定義不同功能者 

    將長照人員與家庭成員等設定系統自定義功能者定義為「設定人員」，而主

要使用照護系統方也就是長者定義為「使用人員」，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會以

「設定人員提高使用效率，使用人員感受陪伴」為目標，提供各式不同技術。 

圖２－３：功能使用簡述 

 
一、使用人員 

  使用人員將因聊天服務使之不再孤單，擁有日常傾訴對象，保持愉

悅心情，失智狀況改善，使用者不再遺忘日常瑣事，如：該服用何種藥

物、該搭乘哪班公車等，遭遇突發狀況，能獲得即時幫助，保障人身及

財產安全，如：跌倒時協助呼救、盜匪入室時協助報警。記錄用戶身體

各項指標，時刻注意其健康狀態。記錄用戶身體各項指標，時刻注意其

健康狀態，使得巡迴醫療人員能更快速了解不同長者的身體狀況與需

求。 

圖２－４：使用人員使用功能簡介 



 

二、設定人員 

  設定人員即時接收緊急訊息並分派人手前往處理，減輕照護負擔，

提高工作效率，在外能減輕心理負擔，長者各項健康指標能有效地收

集，掌握長者的身體狀態，使醫治長者更具精確性。長照人員能即時接

收緊急訊息並分派人手前往處理，減輕照護負擔，提高工作效率。 

  親友家屬在外工作時能減輕心理負擔，且長者各項健康指標能有效

地收集，掌握長者的身體狀態，看診時能更全面的醫治長者。而設定人

員能自定義成符合不同需求的系統，將以好操作且快速上手為目標，將

系統打造出任何人都方便使用的介面模組。 

圖２－４：設定人員使用功能簡介 

 

貳、特點與比較 

一、 現有裝置連接 

  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為一個系統，可與現有裝置連接，避免產生過



多閒置裝備的浪費。 

二、 危害通報 

  能迅速地通知救護人員獨居長者位置與傷害情形，急救中能快速了

解長者基礎資訊，如:血型、基礎病史、藥物過敏...等資訊。 

三、 存取資料與分析 

  山地巡迴醫療時，醫療人員能透過系統了解長者的需求，以及患部

位置和情形。 

四、 普遍性 

  與醫療用機器人相比，能更快速且全面的普及，也花費較少經費協

助偏鄉獨居長者的日常生活所需。 

五、 個性化的監護 

  使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來建立個性化的監護模型，這些模型可以

隨著時間而變化，以適應長者的不同需求和行為模式。系統可以提供更

具個性化的支援，並檢測不尋常的活動或健康問題。 

六、 社交和心理健康支援 

  除了物理健康的監護，考慮提供社交支援和心理健康支援。提供與

長者互動的功能，如語音助手或即時聊天，以減輕孤獨感。同時，檢測

情緒變化，以提供心理健康支援。 

七、 數據隱私和安全 

    確保收集的數據受到嚴格的隱私和安全保護，以確保個人信息不會

被濫用。這對於長者和其家庭的信任至關重要。  

參、 自定義區域化模組 

  透過以下方法，建立一個具有區域化自定義功能的照護系統，更好地滿

足不同地區和社區的獨特需求。 

一、需求調查和分析 

    在每個特定地區進行深入的需求調查，了解當地長者和照護人員的

實際需求[11]。分析每個區域的人口結構、文化、醫療資源等因素，以

制定相應的系統功能和服務。 

二、合作夥伴和地方政府合作 

    與當地醫療機構、社區中心、地方政府等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更

好地了解和整合當地資源。與地方政府合作，確保系統的運作符合當地



法規和政策。 

三、多語言和文化支持 

    確保系統支援當地使用的主要語言，並提供文化敏感的互動功能，

考慮到每個區域的文化習慣，以使系統更貼近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 

四、模組化設計 

    使用模組化設計，使系統能夠輕鬆擴充或修改以滿足不同區域的需

求，提供可配置的參數，以便在不同地區進行自定義設置，例如不同的

警報閾值、特定地區的重要節日提醒等。 

五、遠端更新和維護 

    提供遠端更新和維護功能，以便隨時根據當地需求進行系統升級和

調整，提供遠端更新和維護功能，以便隨時根據當地需求進行系統升級

和調整。建立反饋機制，讓使用者和當地照護人員能夠提供意見，以進

行系統的持續改進 

六、地方社區參與 

    鼓勵地方社區參與系統的開發和推廣，以確保系統符合當地實際需

求。舉辦工作坊、座談會等活動，與當地居民建立更深入的互動。 

第三章 實踐與效益 

第一節 實踐策略 

壹、與政府政策結合 

一、 長照 2.0 計畫 

（一）強調社區照護、家庭照顧和非醫學護理重要性。提供長者社區

生活資訊、家庭護理建議，促進社交互動。 

（二）與台灣醫療長照機構和政府部門合作，系統無縫集成現有長照

生態系統中。包括共享數據、醫療記錄對接、提供數據。 

（三）關注長者健康監測，生活方式指導、疾病預防和提前偵測。政

策鼓勵預防醫療，系統提供相關功能以支援這一目標。 

（四）2.0 計畫關注數據隱私和安全性，以確保個人醫療數據得到保

護。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將遵守當地和全球的數據隱私法規，並使用

強大的加密和訪問控制來保護數據。 

 

    長照 2.0 的目標是向前端銜接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

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老人生活品質；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

持服務，轉銜在宅臨終安寧照顧，減輕家屬照顧壓力，減少長照負

擔。 



二、 長照 3.0 計畫 

（一）強調「提高長照服務涵蓋率，加強照顧服務功能」，加強社區

式服務據點，並強化對長者的關懷；推動照顧科技創新，提供

雲端數位化診療服務，預約醫療檢查管理藥物和醫療記錄。 

（二）長照 3.0 的及偏鄉人力不足問題，協助社區建立以長照社區整

體照顧體系為基礎的共生社區，提供社區通訊和資訊分享平

台，以促進社區居民之間的合作和支持。這有助於創建更包容

的環境。 

（三）將與社區關懷據點合作，為長者提供照護服務。系統可以提供

更多支援，例如照護指南、家庭健康建議等，以幫助關懷據點

提供更好的服務。 

（四）優化居住無障礙空間，以提供長者居住環境評估和建議，以優

化他們的居住無障礙空間，以提高生活質量並減少跌倒風險。 

    未來政策強調提高服務涵蓋率，加強照顧服務；打造居家、社

區、機構、醫療、社福的一體式服務，已了減輕照顧者的負擔，並提

高長者的生活品質。 

三、智慧健康長照計畫 

     台灣已由科技部代表加入歐盟推起的智慧健康長照計畫

（Active and Assisted Living Programme），為老年人創造更

佳生活品質、發展健康高齡化技術與創新產業的補助計畫，透

過數位時代的資通訊科技方法，解決諸如慢性病管理、社會包

容、日常生活管理等高齡化挑戰，共創「利用數位化方案來實

現健康的老齡化社會」。  

貳、宣傳方式  

一、 政府統合執行 

（一）運用多元通路(平面、廣播、網路媒體（地方政府相關官網、 

官方 line、Facebook 粉頁)、戶外(公車站、火車站、大型 看

板、垃圾車)等處露出宣導內容。  

（二）請各鄉鎮市公 所、衛生所、醫療院所及長期照顧服務委託單位

協助發送予民眾，以助於本縣民眾能快速並全面瞭解長青樹服

務項目，以強化宣導層面。  

（三）以衛生所設置年度宣導目標數，於各自轄區內舉辦宣導說明會

以及照顧者支持團體課程， 使村(里)長、村(里)幹事就近協助

有需求的民眾申請，提高服務資訊在鄰里間宣導程度。  



（四）藉由傳播媒體使民眾得知長青樹服務資訊，如發放新聞稿、電

台宣導，以溫馨小故事方式呈現，使民眾有感進而瞭解並能提

高興致。  

（五）「TTPush 踢一下」App： 藉由最為貼近每一位民眾之智慧型手

機，主動進行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訊息推播，以更即時、便

捷、效率的方式進行服務。「TTPush 踢一下」也提供虛擬貨幣

(金幣)服務，網羅了本縣境內知名優質店家商品，透過 TTPush

收集到的臺東金幣， 可以到遍佈全臺東的特約店家進行購物折

扣或兌換商品。  

（六）長照服務資源地圖製作隨著科技的進步，臺東縣也製作了長照

資源地圖，將相關資源資訊登錄長青樹系統內，使得用戶更方

便查詢臺東縣的長照資源。  

第二節 效益 
    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的效益主要體現在多個方面，旨在提升長者生活福祉、

減輕照護人員負擔、加強社區照顧功能，並與當前及未來的長照政策相結合。以

下是系統的效益詳細敘述： 

壹、  照顧效能與生活品質提升 

一、即時通報與協助 

         系統能夠即時感知長者的狀態，例如突發狀況或危機事件，並 

     迅速通報給照護人員，提高應變速度和效率。 

二、 遠端監控 

   長者的生命體徵、日常活動等數據能夠透過雲端遠端監控，有

助於醫療人員隨時了解長者的健康狀態。 

    具備聊天陪伴功能，減緩長者的孤獨感，同時透過情感支援促進心理健

康。記錄用戶身體各項指標，時刻關注其健康狀態，促進健康管理和預防醫

療。 

肆、 社區連結與支持 

一、 社區資訊分享 

    系統能夠提供長者社區生活資訊，促進社區居民之間的合作和支

持。 

二、 地方政府合作 



    透過與地方政府和醫療機構的合作，系統能夠更好地整合當地資

源，實現社區式照護。 

伍、 政策整合 

    系統符合現有長照政策，強調社區照護、家庭照顧，同時推動照顧科

技創新，提供雲端數位化診療服務。支援長照3.0政策，提高長照服務涵蓋

率，加強社區式服務據點，同時推動照顧科技創新，提供雲端數位化診療

服務。 

陸、 創新彈性與適應性 

一、 區域化自定義 

    系統支援區域化自定義，能根據不同地區和社區的需求進行個性

化設置，提高系統的適應性。 

二、 模組化設計 

    系統使用模組化設計，方便根據不同需求進行擴充或修改，確保

系統的靈活性。 

三、 區域化個性化監護 

    提供區域化自定義功能，根據每個地區的獨特需求提供個性化的

照護服務。 

四、 整合感知技術 

    使用超聲波感測等先進技術，提高監測精確度，同時保護個人隱

私和尊嚴。 

五、 社交和心理健康支援 

    除了物理健康的監護，考慮提供社交支援和心理健康支援，減輕

長者的心理負擔。 

    總體而言，長青樹陪伴照護系統以全方位的方式提升長者的生活品質，同時

滿足不同層面的需求，展現了創新性、彈性和社會價值。 

第三章 結論 
      希望在系統的輔助下，不僅能滿足外地親人的關懷需求，減輕照護人員的負

擔，同時獨居長者也能得到心靈慰藉，達到「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

人群的福祉」的永續發展之目的。 



願「老者安之」是我們心之所嚮，能夠利用我們所學為社會做出貢獻便是一種實

踐，即使綿薄卻不失為一件意義十足之事，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投身至社會奉獻

的洪流之中，讓我們從自身做起，一同澆灌「奉獻」這棵長青樹，使它日漸繁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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