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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院參與國科會產學處智慧醫療產學聯盟計畫並獲得補助與華碩電腦公司合作進行

智慧化病歷系統，多元語音平台，與藥物安全等智慧醫療建置。計畫執行第一年，國

科會為了能提升台灣智慧醫療發展之國際能見度，因此邀請計畫所屬團隊參加本屆

2022 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本人與孫英洲醫師奉准代表本計畫與台北榮總參加國科

會此次展覽活動。並於 2022 年 11 月 11 日晚間起飛至阿姆斯特丹，經火車抵達德國

杜賽道夫，於展覽期間除了攤位展示與解說外，並於台灣館所舉辦之 Taiwan Start-Up 

Showcase 代表醫院發表本院智慧醫療成果。而後國科會帶隊前往荷蘭參訪新創公司

並介紹媒合。後於 11/19由阿姆斯特丹返台於 11/20清晨返抵台灣。 

 

關鍵字：國科會智慧醫療產學聯盟，智慧醫療，杜賽道夫醫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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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此次會議為國科會產學處智慧醫療產學聯盟計畫並獲得補助與華碩電腦公司合

作進行智慧化病歷系統，多元語音平台，與藥物安全等智慧醫療建置。計畫執行第一

年，國科會為了能提升台灣智慧醫療發展之國際能見度，因此邀請計畫所屬團隊參加

本屆 2022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Medica 2022)。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是世界知名的綜

合性醫療展，被公認為全球最大的醫療展會，每年展示包含門診、急重症、臨床治療、

居家/遠端照護、實驗室及檢驗科學等整個醫療產業領域的產品及服務。在疫情前於

2019年參展商家數超過 5,500多家。2020年與 2021年雖然受到疫情影響規模縮小。

但 2022 年歐美解封後又開始擴大規模舉辦。本次參展目的除了參與國科會智慧醫療

產學聯盟展示外，也希望透過國際醫療展宣傳本院智慧醫療研發成果，為本院參與明

年度 Newsweek智慧醫療國際評鑑進行準備。 

 

二、 過程 

11/11 – 11/12 (週五、週六)：移動日 

本次參訪團大多數成員來自醫院(包括本院，臺大醫院，北醫，與中國附醫四家

醫院)，以及工研院和台灣新創團隊共同隨國科會產學處前往 Medica 2022 參展。多

數團員經由 11/11 晚上華航飛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機出發。本班機原本預定於 11/12

凌晨起飛，但因為烏俄戰爭緣故，需繞行相關區域因此提早於 11/11晚間起飛。並於

11/12清晨星期六抵達阿姆斯特丹，而後經由旅行社巴士或是自行訂高速列車由阿姆

斯特丹直達德國杜賽道夫，交通車程約 2.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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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桃園機場出發前與本院孫英洲醫師共同合照 

 

11/13 (週日)：佈展 

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場地非常龐大，共包含 17 個展館。本次醫療展國科會

分別於核心的 12 展館租借場地成立台灣館展示各醫院智慧醫療產學聯盟計畫以

及新創團隊，並於 17 館另有場地展示國內各智慧醫療公司產品。週日抵達展場

時，國科會佈展廠商已經將各個攤位布置齊全。我們並將攜帶之本院文宣品以及

平板電腦撥放宣傳影片等放置於展台(參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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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本院展台佈置狀況 

 

11/14-17 (週一至周四)：參展 

11/14星期一為台灣館開幕式，包括駐德國代表處謝志偉大使，國科會產學處

許增如處長，以及工研院林啟萬副院長等參與開幕式。開幕式相當簡單隆重，謝

大使並且用非常豐富生動的演講吸引許多外賓前來參訪，並廣為宣傳台灣的科技

優勢與智慧醫療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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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開幕式謝志偉大使致詞 

 

開幕式後，隨即由國科會許處長，新竹科學園區副局長，以及謝大使等人參

觀台灣館各個展攤，並進行 3分鐘的解說。我們本次與謝大使進行短暫的交流，

並解說台北榮總本次智慧醫療參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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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解說本院智慧醫療成果 

 

本次德國醫療展，除了傳統的醫院硬體醫材外，在台灣館所在的第十二館展示許

多國際上的智慧醫療研發，包括穿戴式裝置的研發。其中，有許多新的穿戴式裝置的

產品的商品化應用。例如將血氧感測器做成指環的形式，除了可以透過傳統的血氧波

形訊號偵測血氧以及心律外，也能夠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進行血壓的推估，因此能作

為居家監測的使用。此外，除了基本的血壓，血氧，呼吸，心律，體溫等穿戴式裝置，

也有廠商研發如乾式腦電圖等應用，方便做快速的腦波穿戴式量測。 

 



 

8 

 

圖五 穿戴式科技專門展區 

此外，11/15 日在 12 館並舉辦 Start-up Competition 的 12 個入選的新創

公司團隊的短講介紹。本次德國醫療展台灣共有兩家新創公司入選，包括醫流

體，為運用微流道技術進行快速血液菌種樣品測定的公司。最後獲得前三名的公

司裡，有兩家與人工智慧相關，其中一家為運用醫療數據進行敗血症的預警，已

經在歐洲進行大規模的臨床驗證。另一家則為心電訊號的人工智慧公司，已開發

多種經過 CE 核准的心律不整的偵測的演算法。此外，獲得第三名的為運用機械

裝置進行復健的新創公司。該家公司結合機械裝置與人工智慧演算法，幫助下肢

癱瘓患者進行復健，相當具有原創性。可以看出，近幾年人工智慧演算法和機械

手臂，包括人工智慧運用於手術機械手臂的應用大幅增加，值得我們參考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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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入選本次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的 12家新創團隊 

本次參展的重頭戲為 11/17 日的 Taiwan Start-up Showcase。除了參加醫療展

的台灣新創團隊外，國科會也邀請本院以及中國附醫介紹兩家醫院的智慧醫療成果。

本次簡報包括本院醫療人工智慧發展中心的設置，AI門診的運用，以及在遠距醫療，

還有智慧病歷上的發展。 

 

圖七 介紹本院醫療人工智慧發展中心 



 

10 

 

圖八 介紹本院 AI門診 

 

 

圖九 Showcase團隊合影，包括臺北榮總 

 

 

 



 

11 

11/18 (週五)：隨國科會至荷蘭科學園區參訪 

    週四醫療展結束後，週五隨即由國科會帶團前往荷蘭烏特勒之科學園區參

訪，並藉由該園區負責人介紹園區發展現況以及與台灣可能的合作模式。此行主

要為國科會希望透過科學園區參訪促進新創公司與國際的合作。對於醫院來說，

也希望能拓展合作機會。不過當日行程相當緊湊，並沒有參訪醫院相關設施。因

此只有參觀新創園區相關的設備與荷蘭的新創公司。 

 

圖十 參觀荷蘭烏特勒之科學園區 

 

11/19 (週六)：移動日 

星期五結束參訪後，星期六早上隨即搭機由阿姆斯特丹直飛台北，並於 11/20

星期日清晨抵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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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此次參加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為本院第一次隨國科會智慧醫療產學聯盟參

加國際醫療展。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展場龐大，每個展館都有相關主題，包括急

重症醫療設備，影像設備，外科手術設備，以及醫院各個領域會使用到的醫材。 

 

除了這些傳統的醫材設備，本次醫療展的亮點為智慧醫療的興起。可以看到

國際上許多新創公司致力於發展智慧醫療相關應用。包括敗血症的預警，居家心

電訊號的監測，醫療資訊的整合，以及病患安全相關的應用等。藉由與國際上智

慧醫療研發的比較。台灣在人工智慧醫療研發上其實毫不遜色於國際。然而，歐

美研發智慧醫療的優勢在於有龐大的市場與成熟的商業保險給付機制，可以讓智

慧醫療產生商業模式，這是台灣目前醫療環境仍有待解決之處。 

 

但因此也可以說，台灣研發的智慧醫療技術，必須要進軍國際，在國際市場

上與其他團隊競爭，才有可能拓展台灣智慧醫療產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本次醫

療展台灣動員了許多單位進行展示，也有許多科學園區廠商的參與，和智慧醫療

產學聯盟計畫包括本院的參與，希望透過這樣的展覽，能夠拓展台灣智慧醫療的

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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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此次參加德國杜賽道夫醫療展，有下列幾項建議事項： 

1. 本院執行多項國科會大型整合型智慧醫療計畫，包括臨床資料庫 AI計畫，健康大

數據永續平台計畫，以及回應國家重要挑戰人工智慧專案計畫等。本人當場建議國科

會生科處明年也能夠比照產學處帶領台灣的醫療人工智慧團隊參加德國杜賽道夫醫

療展。本院有許多人工智慧研發的亮點，包括近幾年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本院所研

發的技術，都值得在國際上曝光，展示本院智慧醫療研發成果。 

 

2. 智慧醫療研發與產業發展息息相關。台灣擁有頂尖的半導體技術，醫院的數位化

也在全世界中名列前茅，但卻無法在全世界的智慧醫院評比中出現。究其原因仍在於

過去兩年的全球疫情也導致台灣各醫院沒有和國際交流合作。未來很需要加強台灣智

慧醫療，特別是本院在智慧醫療研發上於國際的宣傳，將有助於本院參與全球的智慧

醫院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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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院智慧醫療文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