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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全球人口老化的影響，慢性病患及需長期用藥的人口逐年增 

加，提醒用藥的產品與相關研究也隨之增多。本研究希望能提出一個 

易於老人及一般使用者皆為適用的用藥提醒裝置，不需繁複操作設

定， 並可參照使用者行為模式及使用者當時的狀況，彈性的提醒用

藥，希 望能藉此改善使用者的用藥狀況，進而增進用藥上的安全。 在

裝置的實現上透過讀取藥物處方籤，依此自動的將用藥時間排 程，所

以免除了繁複的分藥動作與用藥時間設定。另外藉由 RFID 標籤 做藥

袋辨識，及透過感測器來偵測藥袋狀態與使用者的行為動作，加 以分

析與推論，以提供“提醒吃藥”，“延後吃藥及“忘記是否吃藥”的輔 助

功能去協助使用者完成用藥，尤其“ 忘記是否吃藥” 這個輔助功能 對

老人更為重要。 關鍵詞：長照機構、雲端技術、老人用藥、用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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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人口老化的影響，老人的用藥安全向來倍受關注，因同時患有多種 

慢性病的比例較高，需要使用的藥品也越來越多，用藥時間越發頻繁且複雜。據 

統計，慢性處方中老年人平均用藥量約是年青人的5倍以上。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各組織及免疫功能會逐漸衰退，又因老化，使得肝、 

腎代謝藥品的能力大幅下降，藥物的治療劑量與中毒劑量之間的安全範圍變得狹 

小，為確保藥物治療的效果，減少用藥相關的不良反應，醫師在處方任何藥品

前， 都會仔細斟酌病人的身體狀況、疾病的嚴重度、用藥史、過敏史、目前所服

用的 藥品等，針對不同的個人，開立適當的藥品。 

 儘管服用藥物種類增多，然而老年人身體狀況及認知功能卻是持續退化，造 

成老年患者未能遵照醫囑正確的服用藥物，甚至產生藥品的交互作用及副作用等 

問題。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能提出一個易於老人及一般使用者皆為適用的用藥提醒器，只需 

透過簡單的事前設定，便可創造一個更易於使用者正確用藥的環境，進而增進用 

藥上的安全。 

 (1) 使用者用藥提醒 

 本 研究 將 會透 過 事先 輸 入的 資 料在 正 確的 時 間間 提 醒使 用 

者用 藥 ， 以 改善 使 用者 忘 記吃 藥 的情 形 發生 。 

 (2) 記錄使用者的用藥情形 

 每 次 使 用 者 用 藥 皆 會 將 使 用 者 的 用 藥 紀 錄 透 過 資 料 庫 記 錄 

下 來 ， 供 使用 者 隨時 可 以往 前 檢視 自 己的 用 藥過 程 。 

 (3) 讀取藥物處方籤  

實現透過讀取藥物處方籤，依此自動的將用藥時間排程，以免除了

繁複的分 藥動作與用藥時間設定 



 

 

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西北有高樓 

高齡化社會已是當前社會重要的關注議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09)截至97

年 底的統計，台灣65歲以上的高齡者所佔比例逐年增加，目前已達到10.4 %，常

被用 來表現老化程度的指標之一老化指數(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除以14歲以下幼

年人口 數)為65.5%，而以老年人口相對於15至64歲工作年齡人口比例的扶老比則

為14. 4%。 而高齡者多具有程度不一的老化症狀，如聽力與視力退化。  

為罹患慢性疾病而需要長期服用藥物，卻又因聽力退化而聽不清楚醫師囑

咐， 或視力不佳無法看清楚處方說明造成用藥問題。行政院衛生署1993年至1996 

年全 國營養調查統計報告」指出，老年人口中有至少56% 患有一種以上的慢性

疾。為 了治療這些疾病，高齡者所服用的藥物相較於青壯年人口來得多。根據郭

詩、黃 慧麗與柯任桂(2001) 對高齡者用藥行為之研究，台灣高齡者處方藥使用率

為31.4%， 服用3至5種藥物之高齡者約佔44.4%，而服用5種以上藥物的高齡者則

佔 20.3%。 蘇淑薰(2002 )更指出獨居的高齡者、大於八十歲的高齡者、記憶力差

及腦筋不清楚 的高齡者是最容易服藥錯誤的族群，而程金瀛與劉淑娟(2004 ) 進一

步分析高齡者 用藥錯誤的導因又可分為非故意與故意，可見用藥失誤成為高齡者

照顧的備受關 注之議題。  

為改善高齡者的錯誤用藥行為，醫護人員應在高齡者離開醫院 前給予他們適 

當的衛教服務，諸如教導其服藥原因、正確劑量、間隔時間及副作用等。黃盈翔 

與盧豐華(2003) 建議使用藥物月曆或日記(medicationcalendar/dairy) 等方法讓高 齡

者規律服藥。顧景怡(2003) 則提出除了幫助病患擬定自我管理計劃、改善藥袋 包

裝字體外，亦可以利用一些工具管理，例如鬧鈴、定時器、藥物定量盒、藥物 分

類盒等，都可有助改善用藥問題。隨著經濟成長與發展，針對高齡者照護的科 技

研究亦與日俱增，目前已有許多智慧藥盒與服藥系統的相關產品，其設計目的 為

幫助解決高齡者忘記吃藥或服錯藥物等問題，主要功能則包括偵測藥物存在與 否

及提醒吃藥等。智慧藥盒的聲音提示系統即是幫助高齡使用者包括獨居之高齡 

者，亦可以在沒有他人提醒的情境下順利服用藥物。然而智慧藥盒的設計是否能 

有效改善高齡者用藥問題，尚無豐富之實證研究支持。 



 

第參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步驟 

本小組先確立研究主題、研究動機、目的，並開始規劃與評估可行性，經由 

組員們的討論後，透過撰寫程式、網站美化技術來設計版面、建立資料庫、修改 

程 式 內 容 、 網 站 測 試 來 完 成 本 專 題 ， 如 下 圖  3.1 。

 

圖3.1研究步驟 

3.2甘特圖 

本組於 2021年4月確認主題，2021年5月蒐集相關資料，並開始撰寫企劃書， 

2021年6月開始撰寫相關程式，2022年2月檢查成品是否有問題，2022年5月完成 

專 題報告，本組甘特圖，如下圖 3.2。 

 

圖3.2甘特圖 

3.3  資料庫設計 

 3.3.1  實體關係圖 

下圖為本專題的實體關係圖(ER-Model)，此圖中包含使用者、用藥提醒及用

藥 紀錄等實體所組成的實體關係圖，其中使用者實體和用藥提醒之間關係為一對

多， 代表一個使用者裡擁有很多用藥提醒，每個用藥提醒只屬於一個使用者；用

藥提 醒實體和用藥紀錄之間關係為一對多，代表一個用藥提醒可以記錄多項用藥

紀錄， 每一項用藥紀錄都是由用藥提醒記錄而來的，如下圖 3.3。 



 

 

圖3.3實體關係圖 

3.3.2  資料表轉換 

利用實體關係圖轉換成資料表方式如下：使用者資料表的用藥提醒編號屬性 

是參考到用藥提醒資料表的外來鍵；用藥提醒資料表的紀錄編號屬性是參考到用 

藥紀錄資料表的外來鍵，如下圖3.4。 

 

圖3.4 資料表轉換 

3.3.3  資料表欄位 

下表為使用者實體所包含的屬性分別是使用者編號、帳號、密碼以及電子郵 

件，其中以使用者編號為主鍵，用藥提醒編號為外來鍵，如下表3.1。 



 

 

下表為用藥提醒實體所包含的屬性分別是用藥提醒編號、用藥提醒名稱、用 

-5- 藥提醒時間、用藥種類以及用藥量，其中以用藥提醒編號為主鍵，紀錄編號為

外 來鍵，如下表3.2。 

 

下表為用藥紀錄實體所包含的屬性分別是紀錄編號以及提醒次數，其中以紀 

錄提醒編號為主鍵，如下表3.3。 

 

 

 

 

 

 

 

 

 



 

第肆章 預期結果 

我們預期創造出一個易於老人及一般使用者皆為適用的用藥提醒器﹐以改善 

未能正確用藥的風險。  

1. 實現將用藥提醒及用藥紀錄透過雲端在裝置之間互通。  

2. 實現透過讀取藥物處方籤將用藥時間自動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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