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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10 學年度 1 學期 
一 分項計畫：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醫檢科檢驗數據分析社群 

三 活動地點：醫檢科科辦公室 

四 活動內容：人工智慧發展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和大數據密切相關。 通過資料獲取、處理、分

析，再從各行各業的海量資料中，獲得有價值的資料。檢驗醫學發展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目

前已進步到全實驗室自動化和實驗室信息化的精準醫療新時代，下一個檢驗醫學發展的熱點和

飛躍或許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術的應用，身為檢驗科的老師一定要

對 AI大數據有所了解。本社群的目的在使老師對檢驗數據的彙整及 AI進行數據追蹤檢核了解

外，也期望老師能將人工智能和數據的整理運用在教學上。 

五 活動花桇： 

執行單位：醫事檢驗科 活動日期：110.12.10 

參加人數：6 活動滿意度：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2/15 

照片說明：檢驗數據的應用研習活動 

拍照日期：12/15 

照片說明：檢驗數據的應用研習活動  

  
拍照日期：12/15 

照片說明： 檢驗數據的應用研習活動 

拍照日期：12/15 

照片說明：檢驗數據的應用研習活動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實習心得： 

1. 李宣助老師: 

透過此次的社群研習，讓我了解到 AI在各方面都有廣泛的應用，希望我們這個社群能夠繼續持

續下去，然後再對 AI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及探討。 

2. 廖芳足老師: 

 A I人工智慧的話題這些年一直很熱門，可應用在各領域，在醫學相關部分，尤其和檢驗技術

的結合更是走在時代前端，檢驗數據和影像的大數據資料庫，其數位化有效地整理、分析和運

用，對未來醫學診斷和治療都有莫大的幫助。透過此次的研習，我覺得未來 A I和醫事檢驗的

結合有更多的未來性需要跨領域的結合和努力，也是我們社群可努力的方向。3.抽血完不能夠

回套 

3. 陳冠豪老師: 

A I人工智慧會是未來科技產業的主軸，許多原本需要人力去評估的，已經逐漸可以由儀器設備

來取代或加速，減少因人為因素而有誤差。AI人工智慧在數據分析及大樹據資料庫之運用，在

醫學檢驗上更是使我們有更加有利的工具般，能運用到各領域的數據資料，經由 AI及大數據資

料庫之運作演算，使得檢驗醫學之判定更有可信度及依據性。未來這些將會改變現行醫學檢驗

的生態，造成革命之姿，使人類的醫學及健康邁向更璀璨的未來。 

5.楊境評老師:  

檢驗醫學主要是利用實驗室的各項工具，協助預防醫學中對健康狀態及生理功能的評估以及臨

床醫學中疾病的診斷、評估、治療及追蹤等。這些醫學檢查的重要性不僅只於疾病的診斷上，

在臨床醫療實務的許多面向上，如治療方式的選擇、預後的評估、療效的追蹤，甚至是病歷的

記錄，這些醫學檢查都提供了最客觀科學的憑據。因此，對這些檢驗報告的判讀，是醫護人員

極為重要的能力。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讓系統或電腦設備有模擬人類思

考模式、邏輯與行為的能力，利用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且能自行透過數據分析的過程，持續校

正、進化。在醫院，每天都會產生數以萬計的資料。每個病人到了醫院，會做各種不同檢查，

而這些檢查的結果都會被存放在醫院的資料庫內。這些大數據是人工智慧的根本，包含統計學、

巨量資料、資料探勘研究等，都離不開數據整合，而檢驗數據是一小型資料庫，若能運用病人

特徵與過去病史、治療用藥、檢驗數據等重要變項演算出各疾病預測模型，輔以決策支援系統

開發，便能協助臨床醫師診斷評估。從醫療照護的階段來談。在預防階段，導入 AI能做到精準

預測，協助精準預防，達到個人化精準醫療。林俊宏醫檢師利用在醫院檢驗血庫組的血小板分

析舉例，讓在場學習教師能夠更近臨床作業與需求，並且從臨床資料庫分析統合更能夠協助臨

床醫師尋找並解決遇到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