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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捷光電   追求健康的智慧生活 

愛心鏡心律不整篩檢APP     

      -心率偵測  

     -心律分析 新穎生理量測
設計 

先進演算法
技術 

VITOM多功能生理參數裝置      

     - 心率 

     - 血壓 

     - 心律分析 

     - 血氧 

智慧雲端
平台 



outline 

穿戴裝置簡介 醫療穿戴裝置原理與應用 

穿戴裝置與智慧醫療目前難題 未來發展趨勢 



穿戴裝置與醫療產業交集的商機起飛 

Classroom-Aid.Com 

全球穿戴裝置投資布局- 

• 軟體與應用(程式)開發: 26% 。 

• 硬體與材料: 15% 。 

• 健康與醫療照護: 16% 。 

• 安全與輔助: 13% 。 

• 運動與健身: 11% 。 

• 智慧與人性化互動: 9.7% 。 

• 服飾: 5.3% 。 

治療/診斷/照護 -> 養生/保健/預防 

Classroom-Aid.Com 2020 



• 可隨時監控個人的健康 
Pulse/ EKG 

Motion 

Orientation 

Glucose 

Blood Pressure 

Oxygen Saturation 

…. 

穿戴裝置於醫療健康上之幫助 

• 即時反饋和警報機制 

• 具有連續監測與現場監測的功能 

• 提供更高的舒適度和便利性，以及安全性 

• 改變現有的醫療行為 

• 智慧醫療的可能性-疾病預測、AI判讀 



Top companies developing wearable medical devices in US 

Wearables in US Healthcare research report from Business Insider Intelligence (2020) 

• 穿戴式醫療裝置占全球穿

戴裝置市場的1/5。 

 
• 穿戴式醫療裝置成長率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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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顫動是最常見的心律不整 

危險因素-年齡，肥胖，糖尿病，抽菸 

5倍 中風機率 

75% 無症狀患者 

45% 偶發性心房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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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顫動 (Atrial fibrillation) 
正常心律 
(Sinus) 

心房顫動 
(Afib) 

From Mayo Clinic 

• 心律不整的一種，特色是心
房快速而不規則的跳動。 

• 大部分沒症狀，少部分可能
會有心悸、昏厥、呼吸困難、
胸痛等症狀。 

• 心電圖/脈搏表現-心跳間距
忽快忽慢。 



心房顫動的篩檢工具 

Circulation. 2019;140:1834–1850 



Frontiers in neurology. 5. 266. 10.3389/fneur.2014.00266. 

穿戴式ECG裝置監控偶發性心房顫動 

植入式ECG量測裝置 
Insertable cardiac monitor(ICM) 
監控長達3年 

• ECG貼片 
• 14天不間斷量測

ECG 



手持式ECG紀錄器篩檢心房顫動 

Circulation. 2017;136:1784–1794 

• 65歲以上老年人。 
 

• 每周兩次，每次30秒。 
 

• 一年後篩檢出心房顫動提高兩倍
以上。 



手機鏡頭偵測心律變化介紹 

正常心律 

心律不整 

歐洲心臟科協會建議心房

顫動初篩工具之一。 
 

88.4%智慧手機高普及率，每

天平均使用手機時間近3小時。 
 
最方便使用的心房顫動偵測
工具。 

影像變化 

光強度
訊號 

時間 





AFib Screening Tool – Rhythm cam 

Tele-homecare 
Smart Health 
Monitoring Platform 

Physician Diagnose 

Exam & Treatment 

Continuous 
Monitoring 



睡眠障礙 

https://www.iskin.com.tw/sleep_01 

睡眠障礙主要原因 

1. 疾病 

2. 晝夜失調(熬夜) 

3. 精神壓力 

4. 環境因素 

睡眠障礙容易導致糖尿病、

高血壓、肥胖。 



呼吸中止症 (sleep apnea) 

From 不打呼俱樂部 

• 因呼吸道肌肉鬆弛，容易塌陷而造成阻塞。 
 

• 夜間-打呼，淺眠，呼吸暫停。 

 
• 白天-精神不集中，嗜睡，頭痛，口乾。 

 

• 好發於40歲以上男性，肥胖(BMI>27)。 

 



睡眠多項生理功能檢查
(Polysomnography, PSG) 

DOI:10.3233/978-1-61499-633-0-23 睡眠狀態偵測的gold standard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https://doi.org/10.3233/978-1-61499-633-0-23


大部分無醫療認證，僅分析
睡眠時候的活動量。 



大立雲康-居家睡眠檢測 
• 衛福部許可睡眠檢測裝置 

• 台灣數十醫療院所採用 



未來的穿戴裝置 

Flexible Electronics (2020) 2 

Tattoo sensor Flexible inorganic bioelectronics 



穿戴式醫療裝置目前的難題 

使用者黏著度 
 不見棺材不掉淚 

Who pay the bill? 
 穿戴裝置的商業模式 

醫療法規的限制 
 智慧醫療法規 



VITOM多功能生理參數裝置      

     - 心率 

     - 血壓 

     - 心律分析 

     - 血氧 

針對強需求族群提升產品功能 

針對慢性病族群(強需求族群)提供所需功能 

1. 腎臟病族群 

 AI判斷透析低血壓發生機率 

 分析動靜脈廔管堵塞機率 

 

2. 心臟衰竭病患 

 預估心輸出量 

 肺部電阻抗量測-肺積水 



①心房顫動篩檢 

心房顫動篩檢及追蹤計畫 

②心房顫動監測 ③醫師追蹤診斷 ④持續追蹤 



全民防「顫」 拒絕中風 

最大規模心房顫動普篩計畫 
 

• 第一階段 臺大醫院分院系統 

 初步預計篩檢10-20萬人 
 預期心律不整篩出率+1-2% 

 
• 第二階段 更多醫院參與(邀請中) 
 亞東，輔大，長庚，中國醫，義大…. 

 

全體國民心律不整篩檢 
                降低國人中風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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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Health軟硬體生態圈 

APPLE watch 

關鍵硬體與軟體集成 



專注技術開發 提升不可取代性 

專注ECG裝置開發並研究ECG訊號於醫療上的更多可能性。 



智慧醫療的未來發展 

穿戴裝置 
Big Data 

協助診斷/治療 
疾病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