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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隨著少子化、老年化的時代來臨，以「銀髮族」為目標客戶的產業前景看好。

全世界已開發國家人口老化日趨嚴重，社會醫療成為各國財政越來越沈重的包袱，

於是以提升高齡者自立能力、降低醫療負擔，提高生活品質為目的的「遠距照護

產業」備受重視。相較於其它先進國家，我國遠距照護產業發展較晚。衛生署主

導的「遠距照護試辦計畫」第一階試辦已完成，目前進入第二階段擴大推廣。因

而，本論文探討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建立成功的遠距照護產業營運模式。 

本論文選擇遠距照護應用中的「遠距心電圖監測」作為研究標的，乃因心電

圖監測技術已有成熟發展，且全世界心臟病人口日益增加，值得投資。本論文修

改技術與市場二分法的研究模式，除了「產業環境」與「營運模式分析」，更將「專

利」與「查驗登記制度」納入研究環節。技術、專利與查驗登記制度雖非傳統營

運模式分析的重要核心，但對於發展此產品、服務，有一定的影響。由於美國遠

距心電圖產監測業發展較我國成熟，本論文比較美國與台灣發展現況，並選擇兩

家於美國提供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的 LifeWatch AG與 CardioNet, Inc.作為個案研

究的對象。 

研究結果發現，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在美國主要用於輔助醫師診斷心臟疾病。

不受限於環境，長期連續不間斷監測心電圖的特性，使其市場表現快速成長。美

國成功建構產業的關鍵在於完善的商業機制。此外，亦發現美國針對六十五歲以

上高齡人口的政府保險Medicare，其給付金額對市場發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值

得我國政府借鏡。建議台灣應該在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發展產業之間取

得平衡，建構一個適合發展創新技術、創新服務的產業環境。 

此外，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尚未能成功發展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的關鍵，並

非技術，而是商業模式。台灣以保守的醫院為服務窗口的營運策略，是衛生署比

擬全民健保機制，推動年長者長期健康照護制度的產物，屬於社會福利的性質，

與發展產業的概念背道而馳，而且成本過高。另一方面，民眾沒有長期測量生理

參數的習慣，拓展市場不易，此二者為台灣長期推動服務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

本研究最後建議，應捨棄以醫院為中心的服務模式，設計一套能夠被民眾廣為接

受的營運模式，提供彈性的價格與服務，搭配適當的宣傳，方能突破現狀。 

 

關鍵字：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營運模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遠距照護產業營運模式-以心電圖監測為例  摘要 

 

III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extremely heavy medical treatment budgets. Consequently, governments start to 

think about how to make medical service more efficient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sinessmen start to provide telemedicine service, in order to let the elder 

live more independently and healthier.  

A pilot remote health care project,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moving to the 

second stage this year. Many telemedicine service centers had been built in the 

hospitals at the first stage, and now government is seeking for more hospitals and 

companies setting up more service centers in Taiwan. This is time to check whether it 

is a good business model worthy of working on, or there is a better way to develop 

telemedicine business. Remote ECG monitoring is one of the typical telemedicine 

services.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cardiac disea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re are already some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s in the U.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mote ECG monitoring.  

This study takes into account technology, patent, FDA regulations, markets,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spects. Usually, only markets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w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kinds of theses. Technology, patents, and FDA 

regulations, however, ma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business.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therefore, i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o Taiwan,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 model and Taiwan model, and analyzing two cases, LifeWatch AG 

and CardioNet, Inc.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urveys, remote ECG monitoring is mostly used for diagnosis. 

The key factor is the well-built U.S. medical system. The U.S. governmental health 

insurance, the Medicare, has huge influence on remote the ECG monitoring industry. 

The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is open and well-governed, and suits for incubating new 

products. Although the medical system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in Taiwa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Taiwan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some mechanisms tha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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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innovative telemedicine services.  

There are two reasons that make remote ECG monitoring services in Taiwan not as 

successful as those in the U.S. Firstly, the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hospitals. Hospitals 

are conservative, and services doctors are expensive. So, there are less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and the costs rocket high. Monitoring centers should be set outside 

the hospitals. Secondly, patients don’t “feel” the benefit from monitoring ECG 

constantly, so usually they quit the services in the second month. Therefore,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should be taking place. Services and prices should be more flexible and 

cost-effective as well. At this moment, the biggest challenge of remote ECG 

monitoring is business model, not technology, FDA regulations, or even patents. 

 

Keywords: Telemedicine, ECG Monitoring,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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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കಃകಃകಃക    ᆣፕᆣፕᆣፕᆣፕ 

ಃಃಃಃ    ࣴزङඳࣴزङඳࣴزङඳࣴزङඳ 
ᇻຯྣៈౢ߈ԃቶڙᢋҞǴ୯ሞӚεғמǵၗ೯ૻቷᝡ࣬уΕ໒วᔼǶ

ᄺȐGoogle Inc.ȑрك Google Health ѳѠǹ༾೬ȐMicrosoft Corporationȑа೬

ᡏ໒วѳѠفޑՅᑈཱུϪΕǶࣤৎ०ճႝηϦљ1ၮҔᖼٳౣᑈཱུթֽȐ

ཁࢀǴ҇ 98bȑǴӧኻ࿉ЬᏤޑȨMy Heartȩࣴزीฝ2ǹIBM3ܭ׳ 2009 ԃ 12 Д

ᆶᔮӅӕ࠹թӧѠԋҥȨඵችғࢲᘳࣴزύЈȩǴࡌҥӄౚ२০аȨӄ

ΓᙴᕍྣៈȩزࣴࣁЬᚒڐޑӕӝբࣴزȐIBM Research CollaboratoryȑǴႣයஒ

ӧѠวрӄౚಃঁᆄ଼நᙴᕍ୍ܺޑҢጄኳԄȐIBMǴ҇ 98ȑǹѠᗶ

ੇΨӧ 2009 ԃ࠹ѲǴஒ٣ف՜ΕғמᙴᕍǴ҂ٰஒӝᙴᕍႝηᏔࣴว

ᆶᇙཟ՞ғᙴྣៈౢৢϐӦȐၗǴ҇ 99ȑǶҗԜёޕǴӄШࣚόӕሦ

ୱϐख़ाҾᝡ࣬ΕޑᖐǴӆӆࢀᇻຯྣៈౢ҂ٰወΚόλ㉚Ƕ 

ѱቶ࣮ࣁӳᇻຯྣៈౢനЬाޑচӢǴόѦЯࢂΓαԴϯǶך୯ϣࡹ

܌ϦթϐȠ98 ԃۭΓα่ᄬϩȡൔύࡰрǺך୯ϤΜϖྃаԴԃΓα

ٯэК܌ 98 ԃۭςᚹϲԿ 10.6ʘǴଯܭᖄӝ୯ଯសϯޗޑྗ 7%ǹΓαԴϯ

ኧȐϤΜϖྃаԴԃΓαኧନаࡰ 14 ྃаΠѴԃΓαኧȑࣁ 65.1ʘǴӧࢪ٥

ԛܭВҁǹԶᆶ୯ሞ࣬КǴך୯ןᎦК4Ȑх֖ 65 аȑࣁ 36.93ʘǴӄШࣚ

ࣁᎦКן 53.85ʘǶӄШࣚԴϯࡰኧࣁ 29.63ʘǴՠς໒ว୯ৎࣁ 94.12ʘȐځύ

Вҁ 176.92ʘǵቺ୯ 142.86ʘǵݤ୯ 94.44ʘǵम୯ 88.89ʘǵऍ୯ 65.00%ȑΓ

αԴϯձᝄख़Ƕך୯ᗨόऩς໒ว୯ৎΓαԴϯᝄख़ǴԴϯ༈ࠅΨុൾϯǶ

ԶਥᏵᔮӝբวಔᙃȐ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Ǵᙁᆀ OECDȑޑीǴӧ OECD ୯ৎǴϤΜϖྃаޑԴԃΓα

Γѳ֡ᙴᕍЍрǴऊࣁϤΜϖྃаΠޑޣѤ७ȐOECDǴ2006ȑǶך୯Ծ 1996

ԃԿ 2005ԃΜԃύϤΜϖྃаԴԃΓαቚу 30.7%Ǵ଼ ቚуࠅЍрߥ 138%Ȑጯ

ܴǴ҇ 97ȑǴёـΓαԴϯคፕჹঁܭձৎ܈୯ৎٰѮεޑᙴᕍॄᏼǶ

                                                      
1 ើϦљǴើᇟࣁȨ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ȩǴύЎӄӜࣁȨࣤৎ०ճႝηϦљȩǴ

ҁЎ೯ᆀȨ०ճȩ܈ȨPhilipsȩǶ 
2 ၠΜ୯ӝ 33 Ҿǵࣴ܌ วൂՏǵᏢೌൂՏǵᙴᕍᐒᄬӅӕࣴวǴࣁኻ࿉ 6th Framework Program
 БᆛઠȑǶ۔ΟίϖԭኻϡȐ०ճࣁᚐߎၗೕኳᚳεǴᕴزၗҞϐǴࣴ
3 ୯ሞᐒᏔިҽԖज़ϦљȐ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ȑǴҁЎ೯ᆀȨIBMȩǶ 
4 ਥᏵՉࡹଣᔮࡌہǴןᎦК(dependency ratio)14)ࣁ ྃаΠѴԃΓαᆶϤΜϖྃаа

ԴԃΓα)՞ 15 Կ 64  ǶٯԃΓαϐК֧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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ӧןᎦКຫٰຫଯޑݩΠǴৎϣຫٰຫؒԖىޑΓΚྣ៝ԴԃޣߏǴৎ

ᆶޗᅽճѸॄᏼޑ୍ЍрΨຫٰຫ؇ख़ǶӢԜǴӵՖගϲᙴᕍᆶྣៈਏǴ

ࣗԿᡣۚৎԃૈޣߏԾ៝ྣךǴԋΑख़ाᚒǴӕਔΨٰคज़ᐒǶ 

ᙖၗૻࣽמᅌวၲǴۚৎᙴᕍྣៈନΑΓπ࣮ៈǴΨૈᗌΕᇻຯྣៈ

ပǴ٠Ъεفঁډ՜ۯளаفޑǴᡣᆛၡᒡࡌᆛၡթޑόӧ܌ᄊǶคࠠޑ

൯ගϲᏔޑ౽܄Ǵ٬ளྣៈπբޣளаύೀϩණӚӦҔЊϐኧᏵǴၸ

ຎૻႝ܈၉ගܺٮ Ƕ୍ҞϝӧวύޑᆄၮᆉϷඵችৎҭёૈஒٰΠ

ৎႝǵၗૻഢǴޑϕ࣬ӝکύѧ՛ܺᏔǴޑଯ׳ǹᙖҗၮᆉૈΚڮᔈҔॠݢ

 ᔈҔǶޑӭзΓԸҞཥ׳੯ੰྣៈǴૈԖ܈คፕӧႣٛቫय़Ǵߞ࣬

 

ಃΒಃΒಃΒಃΒ    ࣴزҞزࣴޑҞزࣴޑҞزࣴޑҞޑ 
ջၸӚᅿीฝቶᇻຯྣៈǴፏӵፁғȨᇻຯᙴᕍӃᏤ၂ᡍ୯ӭԃך

ीฝȩǵՉࡹଣȨፁғᇻຯྣៈ၂ᒤीฝȩǵȨѠчѱ଼நғྣࢲៈ୍ܺ၂ᒤी

ฝȩǵ2006 ԃᔮȨሌᎳ U-Care ᄡᝮीฝȩǶԾ 1995 ԃᇻຯᙴᕍӃᏤ၂

ᡍीฝǴ۬ࡹӧᇻຯྣៈǵᇻຯᙴᕍБय़࣬ݙЈΚǴԿϞΨёа࣮ډ

٤λࠠᔈҔکԋ݀рǴࠅϝ҂ౢـጲࠁวǶ 

аϷЎകόᘐቚуǶҥزࣴޑЬᚒࣁԃٰǴ୯ϣаᇻຯྣៈ࣬ᜢϣ߈

Ȑ҇ 98ȑीวǴፕЎኧໆЀځԾ 2004 ԃࡕኧໆܴᡉϲǴಕᑈԿ 2007 ԃ

ςԿϿԖ 182 ጇፕЎǴځύаۚೌמӭǹᆅᜪԖ 42 ጇǴᆅᜪύ

ኳԄޣΞԖ 7 ጇǶฅ୯ϣࣴزӭஒೌמᆶᆅϩ໒ǴԶჴ୍ᔼၮኳԄޑว

ᆶࠠ༟ӕਔډڙѱǵೌמǵݤೕǵඵችౢ܄ቹៜǶೌמബཥౢࢂᑫ

ଆޑӢનϐǴΨౢࢂΕߐᘖǹቷၸҙፎճفѱǴߥៈബཥǴа

ϷࣁᝡޣݾόճᕉნࢂϞቷ໔தޑـᝡݾБԄǹݤೕёаബౢᕉნǴ

Ψёаज़ڋᔼࢲǴ܈ԋԋҁǶӢԜǴҁࣴزϐ၂ѺઇೌמᆶᆅΒϩݤ

рѠวᇻפᢀᗺǴ၂კޑೕǵඵችౢݤǵೌמኳԄǴ่ӝѱǵزࣴޑ

ຯྣៈౢࡷޑᏯǴ٠ගр୍ჴࡌޑǶ 

 

ಃΟಃΟಃΟಃΟ    ࣴزБزࣴݤБزࣴݤБزࣴݤБݤ 

җܭᇻຯྣៈӧך୯วၨఁǴԶऍ୯วၨԋዕǴҁࣴزϐࣴزБࣁݤК

ၨऍ୯ᆶѠϐวݩǴҗݤೕǵඵችౢϷѱ่ᄬय़Ǵ٩ׇځჹ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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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ᗖޑрౢวפǴаز໔ҾঁਢࣴٿቹៜǴӆޑ༟ᇻຯྣៈᔼၮኳԄ

ӢનǶനࡕǴவࡹय़ǵౢ่ᄬय़ǵҾय़ගр҂ٰวࡌޑǶ 

җܭᇻຯྣៈౢϣ఼ᚳεǴคፕࠔౢࢂǵೌמǵ୍ܺᄊኬǵҞ࠼Њǵᔼ

ၮኳԄᅿᜪᕷӭǴόӕೌמޑǵόӕޑ੯ੰǵόӕޑᔈҔҞ൩όӕޑᔼၮኳ

ԄǴ۶ԜคݤКၨǶࡺҁࣴز२ӃаᔈҔҞஒᇻຯྣៈౢϩᜪǴӆೌמ٩ሦ

ୱஒࣴزЬᡏޑज़ᕭǴᒧೌמۓᆶჹᔈϐౢࡕࠔǴӆפр୯ϣѦӕሦୱޑ

ቷൂزࣴ܈ՏǴаዴҥࣴزჹຝǶ 

 

ಃѤಃѤಃѤಃѤ    ࣴزጄൎᆶज़زࣴڋጄൎᆶज़زࣴڋጄൎᆶज़زࣴڋጄൎᆶज़ڋ 

ǵஒᇻຯྣៈౢज़ᕭԿηౢȨЈႝკᅱෳȩ 

җܭᇻຯྣៈᔼၮኳԄǴ٩ྣ୍ܺϣǴёϩࣁΟεሦୱ5ǶځύȨғኧ

ᏵᅱෳȩǴ٩ஒᏵᅱෳޑҞǴΞёϩࣁᡏख़ǵՈᓸǵՈᑗǵՈ਼ǵЈႝკ

ǶȨғኧᏵᅱෳȩࣁϞВ࣬ޑࠠڂᇻຯྣៈ୍ܺǴЈ᠌ੰΨࢂς໒ว୯ৎ

ǴࣗԿੰ܄ᄌޑࠠڂ 2009 ԃς៌ϲѠΜεԝӢಃΒՏǴȨЈႝკᅱෳȩஒࢂ

҂ٰख़ाޑᇻຯྣៈ୍ܺǶӢԜҁࣴزᒧۓȨЈႝკᅱෳȩբزࣴࣁჹຝǴᙖа

ΑှᇻຯྣៈౢϐᔼၮኳԄǶ 

Βǵزࣴೌמϭୌрᇻຯྣៈੋ܌Ϸϐೌמ 

מዴᇡܭӧ׳ሦୱǴೌמϷϐੋ܌рᇻຯЈᅱෳפǴନΑటޑϐҞزࣴೌמ

ϭୌ߃ϐزԖѸाӧࣴࡺೕǵඵችౢᚒǵϷѱౣࣣౣǶݤޑჹᔈ܌ೌ

рࢎೌמᄬǶฅԶǴᇻຯྣៈੋϷӭೌמǴҗܭҁࣴޑزҞࣁޑϩᔼၮ

ኳԄǴ܌аόుΕೌמಒǶ 

Οǵݤೕࣴزज़ᕭܭᡍฦࡋڋ 

ᗨฅᇻຯྣៈޑᔼၮኳԄډڙᙴݤ٣аϷځдፏӭݤೕቹៜǴฅԶӧЎύ

ςӭԛፕǴӢԜӧЎകύᙁൂᄔाǶ࣬ჹӦǴᙴᕍᏔӧᇻຯྣៈ

ύתᄽόё܈લޑဌՅǹӆуᙴᕍᏔӵӕᛰੋނϷΓ҇ғڮӼӄǴӚ୯ࣣԖ

ਸज़ڋᆶᆅࡼǴ೯தӧѱϐѸ೯ၸЬᆅᐒᜢቩਡǶӵӕᙴᛰౢޑ

ԋҁ่ᄬǵᔼኳԄډڙቩࡋڋቹៜࣗ႐ǴᙴᕍᏔϐᡍฦࡋڋፕჹ

ᇻຯྣៈౢԖ܌ቹៜǴѰѓቷ،ǴӢԜݤೕࣴزज़ᕭܭᡍฦࡋڋǶ 

ѤǵඵችౢϩаճࣁЬ 

                                                      
5 ၁ॊܭಃΒകЎ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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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Ᏽ WTO ᆶຩܰԖᜢϐඵችౢۓڐȐ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ȑǴඵችౢхࡴբǵǵӦ

ҢǵπीǵճǵᑈᡏႝၡႝၡѲϷ҂Ϧ໒ϐၗ6ǶҗܭᇻຯЈႝკᅱ

ෳϐೌמϣ఼ෳёаᗋচǵፄᇙǴӢԜЬճᔈࣁനԖਏϐߥៈБԄǶ

ӧඵችౢБय़Ǵज़ᕭԿճǶ 

ԶقǴճϩࡌҥӧೌמϣ఼ޑుΕΑှǶҗܭҁࣴزόჹೌמಒ

ՉుΕࣴزǴӢԜόჹᇻຯЈႝკᅱෳسՉճᔠǶׯ௦ЇҔЎၗǴ

ӆуаϩǶ 

ϖǵঁਢϩࡷᒧऍ୯ঁਢ 

җךܭ୯ۘ҂Ԗ಄ӝҁࣴۓ܌زကϐᇻຯЈႝკᅱෳ୍ܺୢѱǴঁ ਢϩค

аऍ୯ቷׯ୯ঁਢǴך LifeWatch AGǵCardionet Inc.ঁࣁਢϩϐࣴزჹຝǶ

ᡍฦϐϦ໒ၗૻǴаᔠВᆅֽҙፎᙴᕍᏔނᛰࠔऍ୯१ܭύǴঁਢځ

ය 2010 ԃ 4 Д 23 ВྗࣁǹճၗૻаᔠВය 2010 ԃ 5 Д 5 ВྗࣁǴᔠВ

аࡕϐϦ໒ၗૻǴόӧҁࣴزጄൎϐϣǶ 

 

 

 

                                                      
 ᔼஏǶࣁ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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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കಃΒകಃΒകಃΒക ЎЎЎЎ 

ಃಃಃಃ    ᇻຯྣៈౢᇻຯྣៈౢᇻຯྣៈౢᇻຯྣៈౢ 
   

൘൘൘൘ǵǵǵǵ    ᇻຯྣៈౢϐۓကᆶ࣬ᜢᜏ༼ᇻຯྣៈౢϐۓကᆶ࣬ᜢᜏ༼ᇻຯྣៈౢϐۓကᆶ࣬ᜢᜏ༼ᇻຯྣៈౢϐۓကᆶ࣬ᜢᜏ༼ 

ᇻຯྣៈ࣬ᜢᜏ༼ࣗӭǴӚᜏ༼ཀ఼۶Ԝ࣬߈ǵख़᠄ࠅΞόᅰ࣬ӕǶऍ୯த

e-Healthǵ ࡴҔᇟхـதࢪtelemedicineǵtelehealthǵtelemetryǹՠኻ ࡴҔᇟхޑـ

e-CareǹځѬᗋԖ telemonitoringǵtelenursingǵtelecareǵHome telecareǹך୯

Ўύதޑـᜏ༼ࣁ߾ȨᇻຯྣៈȩǵȨᇻຯ଼நྣៈȩǵȨᇻຯᙴᕍȩǶጯܴӧ

ኳԄȡύǴஒޑঁཥᅺγፕЎȠۚৎᇻຯྣៈǺϩځ Borgmeye, K., 2006; 

Braunstein, M. L., 2007; Conneen, S., 2008; Sood, S., 2007; ΓۓޑကӵΠǺ

Ȩ 

TelemedicineȐᇻຯᙴᕍȑǺᇻຯᙴᕍۓޑကࢂҗᙴৣၸ೯ૻྣޑೌמǴ

ჹᚆᙴଣᇿᇻБੰޑΓՉޔௗ܈໔ௗϐݯᕍೀǵᖏຑ܈ৎᒌ၌ྣ

Ƕ 

Home TelemonitoringȐۚৎᇻຯᅱៈسȑǺৎᇻຯᅱៈسࢂճҔᖂॣǵ

ຎǵ೯ૻٰೌמᅱຎᇻБੰΓޑғݩރǴаၲډᙴᕍྣ៝ޑҺ୍ǹځЬा

фૈࢂගٮৎޑᒌ၌ྣǴԶᇻБੰΓӧৎύҗৎΓޔௗୖᆶྣៈǶ 

Home TelecareȐۚৎᇻຯྣៈȑǺҗᙴៈΓܭᇻБᅱຎྣៈۚৎੰΓϐᖏ

 ǶࡌᄊǴ٠Զೀᆶރǵғᆶфૈ

TelehealthȐᇻຯ଼நȑǺࣁᙴᕍ௲܈ػፁ௲ࡰᏤ܈ᇻБᅱຎੰΓݩރǶ 

TelenurisngȐᇻຯៈȑǺ௦Ҕ೯ૻٰೌמՉៈπբǴауமჹੰΓϐ

ྣៈǶ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T)Ȑ଼நၗૻೌמȑǺхႝࡴη଼நᒵ

Ȑ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ȑǴ଼நၗૻҬඤȐ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 

HIEȑǴঁΓ଼நᒵȐPersonal Health Record, PHRȑǶȩ 

୯҇ࣁကǴȨྍଆۓޑ୯ჹᇻຯᙴᕍך 91ԃ 4Д 18ВՉࡹଣፁғᗎݤ

୍Ϸ࣬ᜢє໒Ȩ୍ࣴݤ܌ឦᅱଣ܌ᙴᕍ୍ȩǴ٩Չࡹଣፁғ

ගٮၗ܌ҢǴځஒᇻຯ଼நྣៈۓကࣁǺᇻຯ଼நྣៈࢂᙖշคਔޜज़ޑڋ೯

໔ޜǴаլܺـၗϷৎཀᙴᕍᖏޑӦϐੰٿǴٰҬඤ࣬႖מᆶၗૻࣽߞ

Ϸਔ໔ޑምᛖǶȩȐՖࡏኾǴ҇ 96Ǻ17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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ԶᇻຯྣៈຒϐۓကණܭـӚᏢೌፕЎයтύǴӚԾόӕǶЫࣿᄭȐ҇

96ȑۓကȨᇻຯྣៈس่ࢂӝၗૻǵ೯ૻࣽמϷᅱෳೌמǴ٬ྣ៝ගૈޣٮӧ

ᇻᆄගঁٮਢྣ୍៝ܺᆶڐշǶхঁࡴਢӧৎวғᆙ࡚٣ҹਔૈזೲᕇளᔅշǴ

аϷௗݯڙᕍ܈ᛰނᒌ၌Ƕȩ 

ϘᝬȐ҇ 96Ǻ15ȑǽȨ܌ᒏᇻຯྣៈǴࡰࢂᙴଣගٮόሡՐଣݯᕍՠϝ

ሡ܄ុᙴᕍྣៈੰ୍ܺޑǴ٬ᙴଣߥᆶੰϐ໔ޑᖄᛠǴ෧ᇸੰϷৎឦ

рଣޑࡕขቾǴڐ٠շੰූځ٬ምک੯ੰޑཞ্ำࡋ෧ԿനեǶȩ 

ҥȐ҇ 98Ǻ7ȑ௦ቶကۓကǺȨճҔၗૻϷႝٰೌמߞլܺޜ໔ϐምᛖǴ

ᡣӧৎύࢂ܈ӧྣ៝ᐒᄬϣޑᇻᆄೀϐੰǴௗڙৎཀـϷᙴᕍ࣬ᜢޑᖏ

ၗૻ଼நྣៈޗ܈୍ܺϒۚৎ/ޗ/ᐒᄬ…х֖ᇻຯܫǴᇻຯᆒઓᙴᏢǴ

ᇻຯੰࣽҞǴаϷᇻຯғᅱǵᇻຯᚆၗӸڗǵᇻຯЋೌǵᇻຯ

ᒌ၌аϷځдᇻຯݯޑᕍ୍ܺ៝ྣکᔈҔǶȩ 

ҁࣴ܌زᆀȨᇻຯྣៈȩόх֖ȨᇻຯᙴᕍȩՉࣁǴோௗޣڙόज़ੰܭǴ

ҭёࣁଯស܈ੰଯ॥ᓀޣǴࣗԿࢂ଼நޣǶ 

٩ԜۓကǴᇻຯྣៈ೯தёӆှܨԋаΠ൳ঁाનǴځᜢೱ܄ӵკ  ҢǶ܌1

• ᙴᕍᏔǺෳໆғၗૻӵᡏख़ǵՈᑗǵՈᓸǴ܈բࣁບᘐǵݯᕍ

ҔϐᙴᕍᏔǶ 

• ᆛၡᒡǺբسࣁගޣٮǵ୍ܺޣǵ٬Ҕޣ໔ྎޑ೯൞ϟǴٯӵ

ᒡғୖኧǵբࣁຎૻບϐѳѠǶ 

• ၗૻࣽמǺࣁຬຫຯᚆ᛫Ǵၸᆛၡග୍ܺٮਔǴѸฅՔᒿ࣬ჹᔈ

 Ƕسฯᡏޑ೬ᡏѳѠǴаϷЍኖ೬ᡏၮբޑ

• ᙴៈΓǺᙴៈΓࣁᙴៈޕගޣٮᆶ୍ܺޣǴඹж܄եǴՠ

ӧ٤୍ܺࢌኳԄΠόѸฅሡाǶ 

• ୍ܺӝǺคፕࢂবᅿᔼၮኳԄǴѸۓሡाঁՍೱΠෞբࣁ

ืޣα୍ܺޑӝޣǵගޣٮǶ 

• ٬ҔޣǺޑ୍ܺࣁനಖҔЊǴόѸฅࣁЍбჹሽޣǶӧ٤ࢌኳԄΠ

ҔҗدΓߥᓀϦљޗ܈ᅽճॄ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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კ 1ᇻຯྣៈϐЬाϡનҢཀკ 

ၗٰྍǺҁࣴز 

 

ມມມມǵǵǵǵ    ᇻຯྣៈϐᔈҔᜪձᇻຯྣៈϐᔈҔᜪձᇻຯྣៈϐᔈҔᜪձᇻຯྣៈϐᔈҔᜪձ 

৪ؼȐ҇ 97ȑஒᇻຯྣៈౢ٩ᔈҔҞϩࣁΟεᜪǺঁΓᆙ࡚௱ජܺ

୍ȐPersonal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ǴPERSȑǵВதғࢲࢲᅱෳȐActivity 

of Daily LivingǴADLȑǵғૻဦߏයᅱෳȐLong Term Wellness MonitoringȑǶ

٩Ᏽ৪ޑؼᇥܴǴӵΠǺ 

 

ǵǵǵǵঁΓᆙ࡚௱ජسঁΓᆙ࡚௱ජسঁΓᆙ࡚௱ජسঁΓᆙ࡚௱ජس 

Ьाගٮᐱۚǵଯ॥ᓀޑଯសޣၶډᆙ࡚ࡺ٣ਔޑ௱ජ୍ܺǴࢂᇻຯྣៈന

Ԑр୍ܺޑԄǶ٬ҔޣӧيٵᔎঁշးǴٯӵးԖᆙ࡚ޑ່ࡪ

ᗗǵЋᒮǴၶډᆙ࡚ݩރਔࡪΠ່ࡪǴஒշૻဦҗคጕႝวᏔଌрǴᇻᆄޑ

ᆙ࡚ϸᔈύЈૈߡගٮᆙ࡚௱ජ୍ܺޑǶҞ୯ϣ࣬ᜢޣхࡴЇ०ճ

Lifelife ޑ੯ੰϷѨૈ܄ǴаϤΜϖྃааǵԖ₽วߎೱጕ୷ڮғޑس

ᐱۚԴΓࣁЬा୍ܺჹຝǴДۓڰԏڗཥѠჾ 1,500ϡǴҔ൳Яࣣҗံ۬ࡹ

շǶќѦঁٯηࣁύᑫߥӄрޑգᚳቺȐMinibondȑǴ٬Ҕᇶշӄౚፁࢃ

ǴૈسՏۓ ග׳ٮቶޑݱᆙ࡚௱ජܺ Ǵ୍хࡴՏ၌ǵۓਔӣൔǵᇻᆄӺៈǵ

ᆙ࡚௱ǵᙁܰ೯၉ǵࢴᇾ୍ܺǶ୍ܺჹຝନΑଯ॥ᓀԴΓѦܗԿู࠸ǵζ

ΓǴࣗԿࢂख़ࠔނӵًؓǶգᚳቺԏКғڮೱጕ୷ߎଯǴൂᐒҔཥ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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ჾ ԃٿऊ܈18,000 6,999ϡǴДќѦԏ୍ܺڗ 699ϡǴࢴᇾΓٿλਔϣ

ᇾ୍ܺࢴ 3,000ϡǴຬၸٿλਔλਔа 1,000ϡीᆉǶ 

 

კ 2ύᑫߥӄ MinibondౢࠔკҢ 

ၗٰྍǺMinibond۔БᆛઠǶ 

 

ΒΒΒΒǵǵǵǵВதғࢲࢲᅱෳВதғࢲࢲᅱෳВதғࢲࢲᅱෳВதғࢲࢲᅱෳ 

ԜঁࣁΓᆙ࡚௱ජسۯޑ՜ǴஒঁΓշ่່ࡪӝٛหགෳǵٛؠགෳǵ

ຳॹགෳགෳᏔǴࣗԿႝࢂຎǵႝᐩǵεߐ໒ᜢޑᇿфૈǹନΑफ़եᆙ࡚٣

ޑಞᄍࢲ॥ᓀѦǴΨёаᙖҗᢀჸԴΓғޑ່ࡪΠշࡪݤวғਔǴԴΓคࡺ

ਸׯᡂǴΑှԴΓ଼நࢂݩރցൾϯǴࢂ܈ցԖځдғࢲ֚ޑᜤǶम୯ޑ

TunstallϦљठΚܭวВதғࢲࢲᅱෳܺ Ǵ୍ԿϞ୍ςቶԿӄШ Ǵࣚ2007

ԃӧѠԋҥϩϦљ Tunstall TaiwanȐநִȑᆶӣᔈύЈǴраЬᐒ Tunstall 

ᅱෳܺࢲࢲВதғޑύЈࣁ400 Ǵ୍ڬᜐଛҹхࡴᒿيᓸԌȐᆙ࡚շ່ࡪȑǵ

ຳॹགᔈᏔǵՏགᔈᏔǵޜශགᔈᏔǵբୀෳᏔǵROM คጕႝᒡрኳಔǶ 

 

ΟΟΟΟǵǵǵǵғૻဦߏයᅱෳғૻဦߏයᅱෳғૻဦߏයᅱෳғૻဦߏයᅱෳ 

ВᇆୖኧǴ٠ଌԿᇻᆄ୍ܺύЈǴܭᅱෳ࣬՟ϐೀӧࢲࢲᆶВதғځ

ฅғૻဦߏයᅱෳ܌ᇆୖޑኧჹຝࣁՈᓸǵՈ਼ໆǵڥ֎ໆǵՈᑗǵᡏख़

ЬाғୖኧǴӝԖᄌ܄੯ੰȐٯӵᑗֿੰǵЈՈᆅ੯ੰȑޑଯស٬ޣҔǶ

ᇻᆄ୍ܺύЈԏ٬ډҔޣВԾՉෳໆǵޑኧᏵǴёаගيٮᡏ଼நރᄊၗ

ૻǵᅱǵᆶྣៈ୍ܺǴΨёаբࣁᙴৣΑှੰੰୖޑԵၗǴࣗԿᇶа

ޑ௲ᏢфૈǴёаᡣ٬Ҕ׳ޣΑှԾρيޑᡏݩރаϷӵՖߥᎦǶٯӵऍ୯

CardiocomϦљࠔౢޑύسӈߚࢂᚒፎ٬ҔޣӣเǶғૻဦߏයᅱෳ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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ऍ୯ςԖቶεޑѱǴЬाޑቷхࡴ Health Hero Network, Inc.ǵHoneywell 

HommedǵCardiocomǵMedicompassǵPhilipsǶ࣬ჹܭऍ୯ޑጲࠁวǴ୯ϣ

നԐࣁ 2003ԃҗ٥ϼ଼நᇻຯࣽިמҽԖज़ϦљЇΕޑȨᇻຯۚৎྣៈ$4999

ਢȩǴςଶЗᔼၮǶԜѦǴۘԖځдϿኧౢࠔǴፏӵ 2007ԃपࣽמрޑȨ

पᝊنᐒȩǴаϷ٥ܿᙴଣǵਁᑫᙴଣӛ LifeWatch AGϦљЇޑᇻຯЈ᠌٣ҹ

ᅱෳسǴ٠ϩձڮӜࣁȨӼЈьȩᆶȨៈЈьȩǶ 

 

ୖୖୖୖǵǵǵǵ    ך୯ᇻຯྣៈ࣬ᜢࡹך୯ᇻຯྣៈ࣬ᜢࡹך୯ᇻຯྣៈ࣬ᜢࡹך୯ᇻຯྣៈ࣬ᜢࡹ 

ᇻຯྣៈࡹឦܭᙴᕍྣៈࡹޑҽǴҗፁғکᔮӝբǶፁ

ғΠԖȨៈϷ଼நྣៈೀȩǴ٠ӆฝϩࣁȨߏයྣៈࣽȩǵȨៈࣽȩǵȨξ

ӦᚆࣽȩǶԐයаξӦᚆᇻຯᙴᕍࣁЬǴԶϞВޑᇻຯྣៈࡹឦߏܭ

යྣៈࡹޑᕉǶ 

ᆕᢀ߈ԃᙴᕍྣៈ࣬ᜢࡹǴϣࡹԐӧ 1996ΑȨԴΓݩރፓൔ

ȩǴፓϖΜԿϤΜѤྃ҇ᇡࣁব٤ԴΓᅽճࡼၨࣁख़ाǴፓࡰ่݀р

നख़ाޑΎ୍ܺࣁ٩ׇᐱۚԴΓᜢᚶܺ ǵ୍ԴΓВ໔ྣ៝ܺ ǵ୍ᐒᄬഹ৲ܺ ǵ୍

ۚৎ୍ܺǵۚৎៈǵԴΓᔼᎦᓓ୍ܺǵڐշӧӦӼᎦࡼǴԾ 2002ԃѰѓ

໒ޑۈӭᙴᕍྣៈࡹӭᆶ೭٤ҞԖᜢǶȐጰలስǵЦذआǴ҇ 97ȑ 

ԃ߈ЬǴவࣁǵፁғࡹᐒᜢаᔮǵϣࡹՉޑ୯ᙴᕍྣៈך

፦ᆶय़ჹΓࠔࢲයྣៈǴаගϲԴΓғߏԑӧԴΓࡹीฝٰ࣮Ǵϣࡹޑ

αԴϯǵᚈᖒৎζӧѦπբՔᒿԶٰޑԴΓྣៈୢᚒǶፁғࢂ߾ᇻຯ

ᙴᕍᆶᇻຯྣៈޑЬाൂՏǴԾ 1995ԃଆଞჹୃᇻӦޑȨᇻຯᙴᕍӃᏤ

ჴᡍीฝȩǵ1998ԃޑȨуமξӦᚆᆶচՐ҇ᙴᕍ୍ܺीฝȩଆǴፁғόѝ

ୃᇻξޑᇻຯᙴᕍǴ٠ЪӧᙴᕍኧՏϯаϷ୍ܺၗૻϯόᒪᎩΚǴࣁ

Ѡᇻຯྣៈ൚Π୷ᘵǶӧፁғࡌޑΠǴᇻຯྣៈीฝયΕ 2002ԃޑȨࡷ

Ꮿ 2008Ǻ୯ৎวख़ᗺीฝȩȐ2003ԃԿ 2008ԃȑǴҗᔮவౢय़Ћۓڋ

سӈᇻຯྣៈǵߏයྣៈౢޑीฝǴٯӵ 2005ԃޑȨᔮՉྣៈ

(M-Care)ȩǶᗨฅΟঁࡹࡼБӛόӕǴՠࢂӚԾவౢय़ǵޗᅽճय़ǵᙴ

ᕍ୷ᘵࡌΟБय़۶ԜམଛǶ 

൩ਔ໔ׇӈٰ࣮Ǵך୯ᇻຯྣៈനԐࡹޑࣁፁғޑۓڋȨᇻຯᙴᕍӃᏤ

ჴᡍीฝȩᆶȨуமξӦᚆᆶচՐ҇ᙴᕍ୍ܺीฝȩǴࡕځϣࡹܭ 2000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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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ȨࡌᄬߏයྣៈᡏسӃᏤीฝȩȐ2000ԃԿ 2003ԃȑǶ2001ԃፁғჴࡼȨᙴ

ᕍᆛಃѤයीฝ—ཥШइ଼நྣ៝ीฝȩȐ2001ԃԿ 2004ԃȑǴ٠ᆶϣࡹӝբ

ȨࡌᄬѠߏයྣៈᡏسΟԃӃᏤीฝȐ2001ԃԿ 2003ԃȑȩǶ2002ԃϣࡹӆ

рȨуமԴΓӼᎦ୍ܺБਢȩȐ2002ԃԿ 2004ԃȑǶԾ 2002ԃᙴᕍᆶ଼நྣ

ៈౢӈΕՉࡹଣȨࡷᏯ 2008Ǻ୯ৎวख़ᗺीฝȩଆǴ࣬ᜢࡹीฝӵߘ

යྣៈᆛၡीฝȩǵߏϯޗӝբϐȨౢଯ፦ϯϷࡹፁғᆶϣࡴแǴхࡾࡕ

Ȩྣ୍៝ܺޗϯǵޗϯߏයྣៈᆛ๎ीฝȩȐ2002ԃԿ 2008ԃȑᆶፁғ

ȨኧՏ଼நౢวीฝ–ᇻຯྣៈीฝȩȐ2006ԃଆȑǶځύᗧឦܭኧՏՉ

ȨኧՏѠीฝȩύϐȨᆛځǴ࠻ଣ୯ৎၗૻ೯ૻวλಔϐኧՏѠीฝᒤϦࡹ

ၡ଼ந୍ܺीฝȩȐ2002ԃԿ 2005ԃȑҗፁғՉǴஒ଼நྣៈ୍ܺϩ

ԄᙴᕍኧՏ଼நྣៈ୍ܺǵȐ2ȑᐒᄬԄኧՏ଼நྣៈ୍ܺǵȐ3ȑۚޗȐ1ȑࣁ

ৎԄྣៈᆛၡ୍ܺǴԶ೭ᅿϩᜪБԄΨ᠍܍ޔԿϞǶ 

2006ԃǴՉࡹଣᔮࡌہჴࡼȨࣽמϯ୍ܺᄡᝮीฝȩȐ2006ԃԿ

2009ԃȑǴᔮӢԶܭ 2006ԃԿ 2007ԃԃჴࡼȨࣽמϯ଼நྣៈബཥ୍ܺी

ฝȩǶځύǴ2006ԃಃයȨሌᎳ U-CareᄡᝮीฝȩԑӧȨࡌҥሌᎳ

଼நྣៈҢጄᡏسǴך୯ሌᎳ଼நྣៈ୍ܺౢว଼நྣៈ୍ܺȩǴ2007

ԃಃΒයȨ଼நྣៈബཥ୍ܺीฝȩࢂ߾ଞჹᄌੰ܄ᆶੰғࢲǴࡌᄬᄌੰ܄

୍ܺᡏسǴගٮሌᎳғࢲᆶػ୍ܺޑǶȐԙޱࡌǴ҇ 97ȑ2007ࡕځԃՉࡹ

ଣ׳рȨ2015ԃᔮวᜫඳಃ໘ࢤΟԃፂڈीฝȩǴ٠ஒȨࣽמϯ଼நྣ

ៈബཥ୍ܺीฝȩયΕǶ 

ନΑॊीฝѦǴќԖኧᆶᇻຯᙴᕍǵᇻຯྣៈԖᜢϐीฝǴٯӵᔮ

2005ԃϐȨՉྣៈ(M-Care)ȩीฝǵՉࡹଣ 91ԃ 1Д೯ၸϐȨྣ୍៝ܺᅽճ

ϷౢวБਢȩ(2002ԃԿ 2007ԃ)ǶԖ᠘۬ࡹܭΕᚳεၗྍǴฅӚൂՏ

ӚԾۓڋीฝǴ٣ϩණǴӚीฝҞϷϣᐱҥวǴԋอයीฝӭӵФЛǴ

ϸԶᡣ҇໔ޣค܌வǴӭᓐଭًࡹޑਏ݀όճౢวǴՉࡹଣၱܭ 96

ԃಔԋȨߏයྣ៝ࡋڋೕჄλಔȩǴаࡹǶ 

යྣ៝Μԃीฝߏ୯ךȨۓڋǴ2007ԃᒿջࡕೕჄλಔԋҥࡋڋයྣៈߏ

ɡεྕཪޗᅽճਢϐᄡᝮीฝȩǴҞࡌࣁᄬֹྣៈᡏسǴයӧ۬ࡹ

ံշΠၲډӧӦԴϯǴ୍ܺჹຝࣁϤΜϖྃаԴԃΓαǵϖΜϖྃаচՐ

҇ϷϖΜྃаيЈምᛖޣǶԶᇻຯྣៈ߾җፁғᇻຯྣៈ၂ᒤीฝǴ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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ၸѐ୷ᘵࡌϐǴӝчᙴߕᙴǵޱᙴଣǵહರᙴଣ҉کϩଣǵπࣴଣǵε

ӕϦљǵӼੀៈϐৎǵ଼ғៈϐৎྣៈᐒᄬǴ᠍܍ၸ۳ϩۚࣁৎԄǵᐒᄬ

ԄǵޗԄΟᅿ၂ᒤኳԄǶ 

2009ԃՉࡹଣᒧрך୯҂ٰวϤεཥᑫౢǴᙴᕍᏔբࣁғౢמޑ

ҽԶӈΕȨѠғמଆ०ᢕҡՉБਢȩǴᇻຯྣៈ୍ܺࢂ߾યΕᙴᕍሦୱǶ

Չࡹଣܭ 98ԃ 4Д 30В೯ၸፁғۓڋϐȨ଼நྣៈϲॶқߎБਢȩǴӝፁ

ғǵᔮǵ୯ࣽǵࡌϐၗྍǴҔჹຝόӆ߳ज़ܭሡߏයྣៈޑଯស

යྣ៝Ǵуߏکх֖Αᙴᕍྣៈࢂ߾Ƕӧ୍ܺҞǴޣᆶੰǴᘉεԿ଼நޣ

ॶౢᙹۓᎦғ଼ߥǵඵችᙴᕍǵ୯ሞᙴᕍǵ୯ৎፁғӼӄǴԶᇙౢࢂ߾ଛ

ӝȨѠғמଆ०ᢕҡՉБਢȩǶ 

ନΑॊࡹीฝǴπࣴଣܭ 2004ԃԋҥѠᇻຯྣៈ୍ܺౢᖄ࿉

ȐTelecare Industry Alliance, TaiwanǴTIATȑǴ่ӝౢ۔ᏢࣚᆶᙴᕍྣៈᐒᄬӅӕ

วך୯ᇻຯྣៈౢǴу࿉ቷхࡴᙴᕍᏔޣǵ೯ૻޣᆶߥӄޣǴ

٠ӧಔᙃࢎᄬΠΟঁҢጄᔼၮीฝǺȐ1ȑಃࠠᑗֿੰᇻຯྣៈ୍ܺǵȐ2ȑ

/ᐒᄬ଼நቬᐕǵȐ3ȑՉྣៈ୍ܺǶȐᐥᄪǴ҇ޗ 95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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စစစစǵǵǵǵ    ᇻຯྣៈ࣬ᜢݤೕᇻຯྣៈ࣬ᜢݤೕᇻຯྣៈ࣬ᜢݤೕᇻຯྣៈ࣬ᜢݤೕ 

ӧऍ୯ǴΏЎȐ҇ 98ȑࡰрᇻຯྣៈԐӧ 1950ԃжջ໒ۈวǴ໒ۈ

ҔܭᆢϼޜΓ଼ޑநаϷᙴੇݯѦծǴ30߈ډޔԃӧ҇໔рቶޑݱᔈҔǶ

1996ԃ໔ǴӚԀᙴᕍہȐThe Federation of State Medical BoardsǴFSMBȑڋ

 ȩȐA Model Act to Regulate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AcrossݤኳጄࣁȨၠԀᙴᕍՉۓ

State LinesȑǴѺઇऍ୯ᙴৣѝૈӧԀϣՉᙴᕍՉޑࣁज़ڋǶ2002ԃǴFSMB

ΞۓڋΑȨᙴᕍՉࣁύִၮҔᆛၡϐࡰᏤচ߾ȩȐModel Guideline for the 

Appropriat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Medical PracticeȑаቚᆛၡᙴᕍՉޑࣁӼӄᆶ

ᗦدǶᗨฅ FSMBၠࢂԀಔԋ۬ࡹߚޑಔᙃߚҥൂݤՏǴՠࡰޑۓڋځࢂᏤচ

ܭԵྗǶуԀӃୖޑख़ाݤӚԀҥࢂ߾ 1996ԃۓڋȨᇻຯᙴᕍวݤȩ

ȐCalifornia Telemedicine Development Act (1996), SB 1665.ȑǴନΑೕጄՉᇻຯ

ᙴᕍޑՉࡹำׇǴΨஒϐયΕߥᓀ๏бጄൎǴࡕځΞܭ 2003ԃݤۓڋਢǴᘉε

ΑᇻຯߦᙴᕍᆶྣៈΏ࣬ᇶ࣬४ǴӢԜᔈ၀Ψ໔ௗܭҔጄൎǶҗޑᓀ๏бߥ

ྣៈౢޑวǶ 

ॊݤਢЬाଞჹᇻຯᙴᕍᆶᇻຯྣៈՉࣁǴԶᇻຯྣៈ୍ܺ٬܌Ҕޑᙴᕍ

ᏔǴ߾ೕܭۓȨᖄٖᛰނ१ࠔϯ֩ࠔᆅݤ(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ǹFD&C ActǹCFR Title 21)ȩύǶ 

ӧך୯ǴᜢܭᙴᕍՉݤޑࣁೕЬाೕܭۓȠᙴৣݤȡಃΜచಃȨᙴৣ

ξӦǵᚆǵୃሻӦܭҬбບᘐਜǶՠ܈ᕍǵ໒๏БᏊݯՉࡼᒃԾບჸǴόளߚ

܈Ԗਸǵ࡚ॐǴࣁᔈᙴᕍሡाǴளҗޔᗄѱǵᑜ (ѱ) Ьᆅᐒᜢۓࡰϐ

ᙴৣǴа೯ૻБԄ၌ୢੰǴࣁϐບჸǴ໒๏БᏊǴ٠ᡗҗፁғᙴᕍᐒᄬៈΓ

ǵշౢΓՉݯᕍǶȩӢԜѝԖӧԖज़ޑݩΠǴЪӧόၠޑගΠǴω

ૈՉᇻຯᙴᕍՉࣁǶᜪ՟ޑೕۓΨрӧȠᔼᎦৣݤȡಃ 13చȨᔼᎦৣᔈᒃ

ԾՉ୍ǴόளҗдΓжȩǴՉჹঁձჹຝ଼நݩރϐᔼᎦຑǵჹঁձ

ჹຝᔼᎦሡࣁ܌ϐ१ीϷᒌ၌ਔᔈय़ՉǹȠᙴ٣ᔠᡍৣݤȡಃ 15చȨᙴ

٣ᔠᡍৣߚᒃԾᔠᡍǴόளрڀᔠᡍൔǴ٠όளբόჴᔠᡍൔǶȩёـǴᇻ

ຯྣៈӧѠচ߾όૈԖᇻຯᙴᕍՉࣁǶନԜϐѦǴȨѠᇻຯྣៈ୍ܺౢ

ᖄ࿉ߏ٣ᗛᅚᇡڙ…ࣁज़ܭᙴᕍ࣬ᜢݤೕ…ԖཀᇻຯྣៈޑᙴଣǴคݤ

Ǵֻ࢙҇ԴΓྣៈǶȩȐЇॊԾᖴٮόӕᑜѱගډၠ 97ȑ 

ᜢܭᇻຯྣៈ܈ᇻຯᙴᕍޑձݤǴፁғӧځวթޑཥᆪȐ҇ 99ȑύ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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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ǴೕჄύޑȨߏයྣៈݤਢȩႣी 2010ԃΠъԃଌҥݤଣቩǴӕਔќѦ

ȨߏයྣៈߥᓀݤȩΨஒܭԃֹۭԋ߃ೕჄǴҞೕჄҗ଼܍ֽߥᒤߥᓀ

୍ǴჴՉБԄᜪ՟ӄ଼҇ߥ௦ޗԄߥᓀǴமڋӄᡏ୯҇ୖуǶᜢܭᙴᕍᏔ

ᆅȡᆶȠᙴᕍᏔ߾ྗᡍฦቩȡǵȠᙴᕍᏔݤȠᛰ٣ܭـೕǴණݤᆅޑ

ᒤݤȡǶ 

 

ҴҴҴҴǵǵǵǵ    ᙴᕍᏔᡍฦࡋڋϐ୯ሞᖿ༈ᙴᕍᏔᡍฦࡋڋϐ୯ሞᖿ༈ᙴᕍᏔᡍฦࡋڋϐ୯ሞᖿ༈ᙴᕍᏔᡍฦࡋڋϐ୯ሞᖿ༈ 

ཁࢀǵֆЈӵȐ҇ 96ȑӧᔮೌמೀϐൔȠ୯ϣᙴᕍᏔᡍ

ฦࡋڋᆶд୯ϐৡ౦аϷჹౢϐቹៜȡύࡰрǴ୯ሞݤೕፓࢂکӄౚᖿ༈Ǵ

ऍ୯ǵኻ࿉ǵВҁǵѠᆶύ୯ޑᡍฦ҅ࡋڋරӛ୯ሞፓکᗌǶҞନኻ

፦ᆅࠔۓڋΟભǴԶӚ୯ࣁϩᜪࣣаѦǴऍ୯ǵВҁǵѠᆶύ୯ᙴᕍᏔࢪ

ޑ୯ךȐӵس GMPೕጄȑਔεӭୖྣ ISO 134851ǶӄౚᙴᕍᏔݤೕλ

ಔ ȐGlobal Harmonization Task ForceȑаϷ٥ϼᙴᕍᏔݤೕፓکλಔȐAsian 

Harmonization Working Partyȑ୯ሞᙴᕍᏔݤೕፓکಔᙃΨᑈཱུၮբǴ׆ఈ෧

ϿӚ୯ݤೕৡ౦Ǵ෧Ͽ୯ሞຩܰምᛖǶ 

୯ፁғϦթך 167୯ሞፓکྗǴ٠௦ᇡ ISO 13485:2003ଛӝ୯ሞೕ

ጄǴ٠ᆶኻ࿉ࡼਡᐒᄬᛝȨቷൔҬඤೌמӝբБਢȩȐ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ȑǴႴᓰѦ୯жࡼਡᐒᄬᆶך୯ՉೌמҬࢬǵ෧Ͽख़ፄ

 ೲǶቷǴቚቩ

ՠ၀ൔΨࡰрך୯ቩൂՏჹܭၨཥᑉޑᙴᕍᏔલЮቩᡍǴӢԜჴ

୍ሡाၨӭਔ໔ǴԖਔӃڗளऍ୯܈ኻ࿉ޑѱёǴӆӣѠҙፎѱ

ϸԶၨܰǶԜѦǴך୯ᡍฦϐౢ୍ܺۘ҂଼ӄǴҙፎᡍฦऩჹݤ

ೕόዕၨӭਔ໔Ǵฅך୯៝ୢϦљޑೕኳϷ୍ܺҞКଆѦ୯Ϧљϝ

༮όىǶӧύλҾऩคܭϦљϣػߐΓωޑݩΠǴय़ჹ୯ϣѦݤ

ೕϐৡ౦ਔǴ৮ᜤയҺǶऩԖ଼׳ӄ୍ܺޑᡏسǴคᅪૈуೲҙፎೲࡋǴԖճౢ

วǶ 

 

 

                                                      
1 ЎҹᚒࣁǺMedical devices --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for regulatory 
purposes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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ഌഌഌഌǵǵǵǵ    ך୯ᇻຯྣៈౢךݩ୯ᇻຯྣៈౢךݩ୯ᇻຯྣៈౢךݩ୯ᇻຯྣៈౢݩ 

ӧࡹޑሦϐΠǴ2006ԃᔮՉޑȨሌᎳ U-careᄡᝮीฝȩԖΐ

ҹҙፎਢǴനࡕਡۓΎҹǴीฝᕴၲ 3.4ሹϡǴځύ 1.2ሹϡԖံ۬ࡹշǶ

Ύҹीฝϩձҗ۪ߏइۺᙴଣǵύᑫߥӄǵહರᙴଣǵ௵ᙴǵ݅ԴΓڐǵ

ཁᖄҾǵᇻႝࣁߞЬᏤǴᐉၠӚᜪౢǶ2007ԃ଼நྣៈബཥ୍ܺीฝ

җᙴଣЬᏤǴӝӚБၗྍǴҥᄌྣੰ܄ៈ୍ܺǴٯӵਁᑫᙴଣޑᇻຯᄌ

Ȩᇻຯྣៈ၂ᒤीฝȩᏤΕኧޑ੯ੰᆅᙴᕍύЈǶ2008ԃҗፁғЬᏤੰ܄

ԭঁᇻຯྣៈঁਢǴхۚࡴৎԄǵޗԄǵᐒᄬԄǶ 

ӧޑ۬ࡹΠǴӦБ۬ࡹҭ໒ۈᇻຯྣៈ୍ܺǴٯӵ҇୯ 98ԃଯ

ѱ۬ࡹᆶଯᙴᏢεᏢߕύکइۺᙴଣӝբᇻຯྣៈǶѠчѱ่߾۬ࡹӝ

ѠчѱҥᖄӝᙴଣϷ ՈᓸᇻຯғٮύЈǴᇻຯѱ҇ྣៈ୍ܺǴගܺ࠼1999

ᅱෳ୍ܺǶ 

ԜѦǴӚӦᙴଣҭҥᇻຯྣៈύЈǴගٮਸᙴᕍྣៈǶٯӵѠεᙴ

ଣܭ 2009ԃԋҥȨᇻຯྣៈύЈȩǴଞჹЈ᠌૰ᆃǵӼჱᕍៈǵख़εЋೌࡕᆶᝄ

ख़ᄌੰ܄ϐрଣੰǴගٮՈᓸǵՈᑗǵЈၢǵЈႝკᇻຯғᅱǵᇻຯᒌ

၌ᆶᙴᕍᙯϟ୍ܺ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ᇻຯྣៈౢᔼၮኳԄ-аЈႝკᅱෳٯࣁ  ಃΒക Ў 

 

15 

 

ಃΒಃΒಃΒಃΒ    ЈႝკЈႝკЈႝკЈႝკ 

൘൘൘൘ǵǵǵǵ    ЈႝკᙁϟЈႝკᙁϟЈႝკᙁϟЈႝკᙁϟ 

 

კ 3Ј᠌ᄬওय़კ 

ၗٰྍǺ୯ҥѠࣽᏢ௲ػᓔǶ 

 

Ј᠌ࢂҗԼԺ܌ಔԋޑᏔ۔ǴಔԋЈ᠌ޑԼԺᆀࣁȨЈԼȩǴЈԼၢٰԾ

ЈԼࢲǴԶЈԼࢲਔౢғႝՏᡂϯǴЈ᠌ҁႝޑيՏᡂϯၸЈ᠌ڬൎ

ᡂϯޑइᒵЈ᠌༾λႝેፂೌמय़ǴၮҔ༾ႝཱུ߄ᡏيډࢀᏤႝಔᙃᆶᡏనϸޑ

ȨЈႝࣁᆀკޑૻဦඔᛤΠࢲεႝܫЈԼಒझϣѦႝՏৡǴҗሺᏔޑғౢ܌

კȐElectrocardiogram, ECGȑȩǶȐഋལǴ҇ 94Ǻ52ȑ 

 

კ 4ྗЈႝკ 

ၗٰྍǺϡඵεᏢԴΓᅽࣸࣴزύЈ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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ҡܴ㗟Ȑ҇ 96Ǻ43-44ȑӧځፕЎύࡰрǴЈཛຼයޑྗЈႝკǴх֖

аΠ൳ঁҽǺȨ 

P ݢǺٿᜐޑЈ܊ЈԼಒझวғѐཱུϯຝ٠ԏᕭǶ 

P-R ࢤǺሀԿЈ࠻ᝠڈႝޑᐟۯ܌ᒨޑλࢤਔ໔Ƕ 

QRS ݢǺ࠻܊ᝠݮЈ࠻ύᆰӛΠሀЇวЈ࠻ѐཱུϯǴЈ࠻ԏᕭǴុਔ

໔ऊ 0.05~1ࣾǴਁ൯ᒿԃសԶׯᡂǶ 

S-T ࢤǺЈԼಒझѐཱུϯޑࡕଯচයǶ 

T ݢǺЈ࠻ԼԺޑӆཱུϯǴΨࢂЈ࠻ႝޑՏૻဦǴ༝ྖԶόჹᆀǶȩ 

 

ມມມມǵǵǵǵ    ЈႝკܭᖏޑᔈҔЈႝკܭᖏޑᔈҔЈႝკܭᖏޑᔈҔЈႝკܭᖏޑᔈҔ 

ഋལȐ҇ 94Ǻ54-55ȑӧፕЎȠคጕЈႝკෳໆسϷځӧۚৎ଼ߥϐᔈ

ҔȡύǴჹܭЈႝკޑᔈҔբΑᙁൂޑඔॊǶЈႝკനᙁൂޑᔈҔࣁղᘐЈၢೲ

ࢂց౦தǴٯӵЈၢၸזǵЈၢၸᄌǵЈࡓόǶЈࡓό೯தࢂЈԼϣႝη

ᏤسࢌޑՏǵᗺ౦த܌ठǴவЈႝკޑᡂϯёаפрবঁᗺрΑ

ୢᚒǶȨନΑᏤسޑ੯ੰǴЈ᠌ޑᄊӢᅿᅿচӢԶԖᡂϯਔǴЈႝკΨ

ԖᡂϯǴٯӵЈԼӢߏයޑଯՈᓸޣ܈Ј᠌ᛐጢБय़੯ੰԶቚуЈ᠌ޑπբॄ

ᏼਔǴЈԼ൩ࠆޥаᔈб܌ቚуޑπբǴԜਔЈ᠌ႝࢬଆΑᡂϯЈႝკݢޑ

ΨᒿϐׯᡂǴӢԜёаᙖҗЈႝკว٬ҔޣԖЈԼୢޑࠆޥᚒǶӕǴวғ

ેόӄਔǴΨёаவЈႝރ߷ЈੱǵޑЇଆ܌ેރ߷җ܈ЈԼఒ༞Ǵ܄࡚

კޑਸᡂϯύวǶȩȨيᡏϣှႝޑ፦Ǵٯӵ້ǵႇᚆηԖᡂޑਔংޣ܈

Ј᠌ᛰӵࢩӦၸໆਔΨӧЈႝკय़࣮ளрٰǶȩ 

җܭЈႝკࣁࠠݢۓǴёаၸႝတϩрኧᅿ౦தǴٯӵЈࡓό

ǵၸזǵၸᄌǴࠠݢӚࢤਔ໔ࢂցၸߏǵၸอǴႝՏৡࢂցၸଯǵ܈եǶᗨ

ฅႝတคڗݤжᙴғᆒྗղᘐ੯ੰૈޑΚǴՠࢂϝૈӧԖज़ޑጄൎϣǴ߃ղᘐ

੯ੰᅿᜪǴڐշᙴৣບᘐᆶᅱෳੰΓ଼நރᄊ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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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品定義與技術簡介 

本章旨在勾勒出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的產品定義，了解其所涉及之技術領域，

以作為後續分析的基礎。第一節與第二節為遠距照護技術一般性之說明，在此基

礎之上，第三節針對本研究所稱「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另作更精確的分析與定

義。關於醫療、醫療器材技術在資訊科技領域之標準化與互通性議題，則是敘述

於第四節。 

 

第一節 遠距照護系統架構 

儘管遠距照護應用服務種類多變，基本系統架構不外乎如下圖所示。 

 

 
 

圖 5 遠距照護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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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5 中，使用者透過放置在家中或服務機構（如照護中心）的感測設備、

或量測設備，取得各種資料後，透過區域網路傳送至一個中介裝置。區域網路可

能為人體區域網路（Body Area Network，BAN）、個人區域網路（Personal Area 

Network，PAN）、無線區域網路（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WLAN）、無線

感測網路（Wireless Sensor Network）、電源線網路（PowerLine Control Network），

抑或數種網路之集合。中介裝置匯集資料後，作為對外的傳輸窗口，將資料傳送

至醫院或照護服務提供者之伺服器。中界裝置可以為廠商特製之設備，或使用者

個人一般電腦、手機，連接網際網路（Internet）或蜂巢式網路（Cellular Network，

例如手機 GSM、3G 系統）。 

在使用者端（用戶端），目前全球通用的通訊標準主要有兩個，其一為 IEEE 

14511，又稱為「智慧感測網路」，同時也作為智慧家電的通訊標準；另一者為由

Motorola 主導的 IEEE 11073，係專為電子醫療設備使用之廣泛無線射頻通訊標

準。 

在醫院端，目前國際最為廣泛使用之電子病歷（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格式與通訊標準為 HL72，因此資料在轉入院內網路前或許需要經過 HL7/ 

IEEE 11073 Gateway 轉換，院方醫護人員再透過院內內部網路存取伺服器中資料，

檢閱使用者的健康狀況。 

在照護提供端，如同醫院端有自己的伺服器，其內部從業人員依據照護服務

內容提供不同的照護服務。例如當系統收到訊號，判斷可能有老人跌倒，服務人

員會馬上嘗試與該老人連絡，或請求救護車協助，並與其家人連絡等。 

除此之外，由於數據存放在伺服器中，照護服務提供者通常可提供使用者家

屬，在第三地透過各種網路，上網查看受照護者的健康狀況。 

 

第二節 遠距照護技術類型 

建置一遠距照護系統需要整合多種技術，第一節介紹的系統架構，可以再拆

解成器材與設備、網路通訊、伺服器與應用軟體四種技術。前三項技術包含相對

應之軟硬體，然不在此細分。 

                                                       
1 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簡稱 IEEE），業務內容包

括出版學術期刊、訂定通訊標準等。IEEE 制訂的標準皆以數字命名，例如 IEEE 1451。 
2 詳細說明見本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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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器材與設備 

因應遠距照護應用模式之差異，器材與設備涵蓋範圍相當廣泛，主要包含個

人輔具、生理量測裝置、日常生活監測裝置、中介裝置、定位系統、視訊裝置等。

個人輔具包括安全易使用的餐具、協助行動遲緩者執行精細動作之輔具等；生理

量測裝置包含血壓計、血糖計，以及本研究所探討的心電圖計等；日常生活監測

裝置包括跌倒感測、水溫感測；中介裝置作則是作為生理量測裝置與日常生活監

測裝置的匯集匝道，集結數據，或作為區域網路中心將數據統一對外傳送至遠端

伺服器；定位系統有利於在追蹤使用者位置，可以在失智者迷路時將其尋回；視

訊裝置是遠距照護服務重要的一環，讓外出工作的子女了解父母在家的狀況，也

可以讓受照護者直接與服務提供者或醫護人員直接面對面溝通。 

器材與設備的種類繁多，但不外乎是既有技術、器材，將其微小化、整合，

並加入創意巧思。 

 

貳、 網路通訊技術 

遠距照護所使用之網路通訊技術原則上與一般資訊產品無異，包括有線網路

與無線網路。若為監測老人居家安全之定點感測器，可使用與智慧家電相通的

IEEE 1451，或兼具低功率、節點3數多的 Zigbee；若注重移動性、節點數少，或

注重與使用者既有設備結合，如手機，則使用 BAN、PAN、WLAN 作為短程傳

輸或許較為妥當，今日大部分的電子裝置都配有籃牙（Blue tooth），Wi-Fi（IEEE 

802.11）技術也很普遍與成熟，在台灣許多家庭裝設有 Wi-Fi，且價格平易近人，

亦是不錯的選擇。 

藍牙和 Zigbee 就傳輸範圍劃分屬於 PAN，Wi-Fi 屬於 WLAN，皆是短程傳

輸，目前發展較為成熟，BAN 與電源線網路則是較新的概念。BAN 與 PAN 皆

是極短程之傳輸，最大差別在於 BAN 將無線網路的觸角延伸至人體內，使裝載

在人體內的心律調節器、膠囊內視鏡等植入裝置，可以與體外穿戴式的裝置通訊，

例如手錶、手機，相互連結。目前 IEEE 802.15（WPAN，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委員會於 2007 年 1 月，針對醫療、數位健康領域，啟動 Medical BAN

計畫。（陳乃塘，民 96） 

                                                       
3 在通訊網路內一個通訊裝置為一個節點，不同的通訊協定能夠支援的節點數不同，受到演算法、

頻寬等諸多原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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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源線網路的優點在於電線已普遍存在於現代社會，且為老人家所熟悉。

遠距照護產品必須設計為便於老人學習使用，對於不常使用電子設備的老人家而

言，電源線網路必然較容易使用。 

除了上述藍牙、Zigbee 等標準外，目前正在發展或使用的通訊標準非常多，

例如 Wibree、超寬頻（Ultra Wide Band，UWB）、WiMax 等。因應醫療設備特殊

的資料格式以及安全需求而生的 IEEE 11073、EN 13606、XDS 等通訊標準，將

在下節中做更進一部說明。 

 

參、 伺服器 

遠距照護之伺服器技術與一般資訊產業無重要差異，主要包含資料庫伺服器

（Database Server）、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與資料擷取交換裝置。 

 

肆、 應用軟體 

關於遠距照護之應用軟體，有兩個較為重要的議題：資料格式與數據分析。

目前各家醫院的病歷系統、醫療器材、遠距照護系統的資料格式不盡相同，然而

遠距照護勢必整合照護行為與醫療行為，因此資料格式、通訊界面如何整合，影

響遠距照護之發展。 

而關於數據分析，重點在如何藉由電腦判斷來輔助醫療診斷，提升照護品質。

簡單者，如判斷血壓是否過高，僅涉及簡單數學運算；較困難者，如判斷心電圖，

牽涉複雜的圖形運算以及臨床經驗，準確性需求又必須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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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系統產品定義 

本研究所稱「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係指利用可攜式心電圖測量設備，結

合網路傳輸與資訊科技，使得使用者可突破傳統的地域、時間限制，達到全天候

測量心電圖，作為遠端的醫護人員進一步分析、診斷或提供服務的參考依據。 

本研究所稱「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包含四個主要設備，如下圖 6 與表 1

所示。在用戶端為一個用來測量心電訊號的心電圖計，與一個主要用來暫存資料

與連結遠端伺服器傳輸的中介裝置；服務端則是一個用來接收、儲存、傳輸資料

的伺服器，與一個作為人機界面的終端機。 

 

 
圖 6 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架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心電圖計以電極片接觸使用者體表以測量心電訊號，醫院中相當普遍的應用。

經過簡化、縮小後可隨身攜帶者，近年也逐漸普遍，開發商可能自行開發或向其

他醫療器材廠商購買。為了將資料傳送至中介裝置，傳統心電圖計必須再加上特

定的傳輸界面，例如用於短程傳輸的藍牙晶片。有些傳輸技術已經相當成熟，例

如藍牙，因此在表 1 定義為醫療器材廠商直接向專門廠商購買後再整合至產品

中。 

中介裝置主要作為傳輸之用，包含一個與心電圖計對應的傳輸界面、一個對

伺服器傳輸資料的傳輸界面，以及在資料傳入且尚未傳出之際，得以暫存的記憶

體。此外，中介裝置可能也含有與使用者互動的界面，因此含有顯示器得顯示心

電圖及其他必要資訊，以及其他對應的硬體操作界面，與軟體界面。中介裝置為

廠商自行開發之特殊裝置，或為使用者之手機、個人電腦，再安裝特製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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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與中介裝置配合，接收由中介裝置傳出之數據。除此之外，此伺服器

與一般資訊服務無二致，除了一用於接收中介裝置的傳輸界面外，主要部件為一

資料庫伺服器用以存取、備份資料，以及網頁伺服器。用網頁取代套裝軟體作為

使用者介面已是當今主流，優點在於用戶端不必另外安裝軟體，因此不受特定系

統、特定裝置的限制；且因其免除不同系統間相容性問題，便於開發商開發、管

理。若此伺服器設置在醫院，傳入之數據或許還能進一步整合至醫院內部資訊系

統。 

終端機為醫師或專業人員的人機界面，主要功能為顯示心電圖。硬體設備可

為一般電腦或其他資訊設備，軟體界面則是由系統開發商自行開發或購買現成、

客製軟體。 

綜合上述，整套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系統又可分為自製（Custom）軟硬體，

與現成（Off-the-Shelf）軟硬體兩部份。例如中介裝置若為使用者之個人手機，

手機的硬體屬於現成，而安裝在手機中用以與心電圖計傳輸數據之軟體為自製，

則此軟體為自製。因此，雖然整套系統看似設備很多，技術相當複雜，然對開發

商而言，只有自製的部份可以稱為開發商實際掌握的技術，才有後續申請查驗登

記、專利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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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系統之產品架構 

子設備 主要部件 功能 硬體/軟體 軟硬體技術來源 

用戶端使用者-病人、遠距照護服務接受者 

心電圖計 
傳統可攜式心電圖計 測量心臟電位訊號 

傳統可攜式心電圖測量裝置，通常包
含數片電極片、一硬體裝置，及連結
電擊片與硬體裝置的傳輸線 

硬
體 

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廠商自行開發 

傳輸界面 將資料傳送至中介設備 
視傳輸方法而定，如實體線路或無線
傳輸的藍牙晶片等。 

軟硬體：外購或整合設計 

中介裝置 

對心電圖計的傳輸界面 接收來自 ECG 監測器的資料 

1. 個人電腦；或 
2. 手機、PDA 等行動裝置；或 
3. 特製設備 

硬
體 

使用者個人電子設備 
對伺服器的傳輸界面 將資料傳送至伺服器 
記憶體 在接收與再傳送之間暫存資料 

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顯示器 顯示心電圖、操作選項等 
操作界面 與使用者互動的硬體界面 

廠商自行開發特製設備 
電源供應系統 提供設備運作所需的電力 

軟體界面 與使用者互動的軟體界面 搭配心電圖計、伺服器的特定軟體 
軟
體 

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廠商自行開發 

服務端人員-醫師、專業人員、遠距照護服務提供者 

伺服器 

對中介裝置的傳輸界面 接收來自中介裝置的 

伺服器硬體及軟體，與一般網路應用
無異 

硬體：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軟體：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網頁程式：廠商自行開發 

資料庫伺服器 存取、備份資料 

網頁伺服器 提供系統使用者方便的遠端存取界
面，用戶端不必另外安專軟體，僅須
使用瀏覽器上網連結到網頁伺服器即
可操作多種功能 

終端機 應用軟體(optional) 幫助後端人員監控、分析心電圖 搭配特定資料格式之軟體 硬體：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應用軟體：廠商自行開發/外購 終端機設備 作為後端服務人員與伺服器、應用軟

體間的人機界面 

個人電腦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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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互通性與標準之發展 

所謂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係指異質產品間與不同廠商間產品的相容性。

遠距照護產品多以整套系統販售給醫院、照護單位，以及個人使用，產品間的互

通性極低，同一個病人在診所與診所間的就診記錄無法互通。遠距照護服務提供

廠商使用的心電圖計，產生的心電圖往往無法匯入醫院的資訊系統，只能在特定

系統上顯示，廠商間各自為營。因此，為了加速產業發展等因素，歐美以及全球

大廠積極投入制定標準的工作。 

目前國際上制定相關標準的國際組織主要有三個，分別為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國際電工協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4，與國際電信聯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5。目前國際上已經形成的遠距照護標準則主要

由 ISO、IEEE、HL7 與歐洲標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後稱 CEN）推動而成。 

HL7 全名為 Health Level Seven，成立於 1987 年，總部設於美國密西根州，

主要功能為建構一個符合 ISO OSI 通訊協定（Seven-layer Model for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的醫療系統標準。1994 年 HL7 獲得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ANSI）承認，1996 年美國通過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將醫療資料電子化、標準化，HL7

被指定為建立標準的機構之一。目前 HL7 制定的標準主要有 HL7 Version 2.x 與

HL7 Version 3 兩種版本，在全世界被廣泛採用。2000 年我國衛生署代表加入 HL7

組織，籌組 HL7 Taiwan，正式將 HL7 標準引入台灣。（參考 HL7 與 HL7 Taiwan

官方網站） 

CEN 成立於 1961 年，是歐盟正式認可的歐洲標準化組織。歐盟相當重視遠

距照護產品間的互通性，積極制定歐洲標準，為此 CEN 會於 2003 年設立 eHealth 

Standardization Focus Group，該工作小組 2005年發表一份報告，對於 2005至 2010

年推動標準提出建議。2008 年 CEN 會與歐洲電子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CENELEC）、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4 IEC 成立於 1906 年，由英國的電力工程師協會（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IEE）、IEEE
及其他相關組織組成。 
5 ITU 為隸屬於聯合國的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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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共同在歐盟委員會6之

下合作執行專案計畫，預計 2010 與 2011 年間制定出一套完整標準。（參考 CEN

官方網站） 

IEEE 11073 Health Informatics 繼承 IEEE 1073，為電子醫療設備專用之廣泛

無線射頻通訊標準，為 IEEE、ISO、CEN 共同採認（Joint Standard）。（CEN，2005）

由 Motorola 主導，涵蓋層面相當廣，包括在 USB 或藍牙、Zigbee 網路下的通訊

標準，以及各種不同醫療器材的特殊規格。IEEE 11073 目前仍在制定中，但已

公佈諸多草稿及部份完成文件。 

除了 Motorola 外，Intel 是另外一個積極介入制定國際標準的電子大廠。Intel 

2006 年集結醫療器材廠商與資訊科技廠商組成 The Continua Health Alliance，目

的亦在與制定共同標準，提升家庭內相關設備的互通性，使多項器材的數據可以

匯集於家庭資訊交換中心，如手機、個人電腦。該組織 2008 年公佈 Continua Vision 

One Guideline，除了遵守 IEEE 11073，並在安全性方面採用 IHE7的 XDS

（Cross-Enterprise Document Sharing）。除此之外，Intel 也積極推動與參與歐洲相

關制定標準之計畫，並在 2008 年 7 月推出 Intel® Health Guide PH6000，Intel® 

Health Guide 已在美國獲得 FDA 許可，正式進軍遠距照護市場。 

不只歐美以及國際大廠積極參與建構國際標準，國際間也有許多相關研討會，

如 World of Health IT Conference。除了上述標準外，另外也有一些標準為國際採

用，或正在積極建構中，諸如用於醫療電子影像格式的 DICOM8、CEN 為 HER

系統設立的 EN 136069、藍牙近年為醫療照護制定的特殊規格 Bluetooth Medical 

Device Profile（簡稱 Bluetooth MDP），與 IEEE 11073 工作小組合作制定而成，

在既有的藍牙增加加密（encryption）與認證（authentication）的安全機制。 

這些如雨後春筍般的國際標準並非彼此獨立，而是朝向整合發展，例如

Continua Vision One Guideline 與 Bluetooth MDP 遵循 IEEE 11073，EN 13606 可

與 HL7 Version 2.x 相容，IEEE 11073 可與 HL7 Version 3 相容等。 

目前採用國際標準的廠商仍是少數。以產業之生命週期觀之，各國遠距照護

                                                       
6 European Commission，為歐盟之行政機構  
7 Integrating the Health Enterprise，整合產學專家，成立目的也是建立標準，提升不同醫療器材與

醫院資訊系統的互通性。 
8 全名為 Digital Image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9 Health Informatics –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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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仍在導入期，或從導入期過渡至成長期10，產業尚未有整合的需要。由於醫

療器材、醫療服務的買賣特性通常為買整套產品、整套服務，例如醫院的心電圖

機整套從電極片、至螢幕顯示、列印輸出為一整套產品，不同品牌的心電圖機，

或不同種類產品間未必需要互通，且提升互通性後消費者轉換成本降低，廠商提

升互通性的誘因低。 

在我國，衛生署推動醫療電子化、國際標準化行之有年，十幾年已逐步提升

醫療院所建置資訊系統的比例，推行 HL7 與 DICOM 標準，使用 IC 健保卡等。

然診所間缺乏共享資訊的誘因，遠距照護產業比起歐美更晚起步，我國在建立標

準、採用標準方面，比起歐美，步調似乎顯得更為緩慢。 

 

 

                                                       
10 產業之生命週期可分為導入期（Development Stage）、成長期（Growth Stage）、成熟期（Maturity 
Stage）、衰退期（Decline Stage）。導入期係指產品剛進入市場，銷售成長緩慢，廠商以發展技術

創新為重；成長期係指產品正逐漸被市場接受，銷售成長迅速，廠商以發展品牌、提高客戶忠誠

度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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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查驗登記制度 

本章主要探討美國與我國醫療器材之查驗登記制度，以了解廠商在設計遠距

照護系統時應注意哪些相關規定。由於我國制度多有參照美國之處，我國及美國

之主管機關並未對遠距照護另設查驗制度。遠距照護系統（或稱產品）中屬於醫

療器材範疇者，仍需符合該國醫療器材法律規範申請查驗登記始准上市。因此第

一節與第二節分述美國與我國之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制度；第三節承接前二節，探

討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於查驗登記制度之適用情況，以及對營運模式的影響。 

 

第一節 美國法規 

在美國，藥物與醫療器材的主要管理機關為食品藥物管理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後稱 FDA），醫療器材由其中的醫療器材管理中心（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CDRH）部門負責，宣稱含有醫療行為的藥品與

醫療器材在美國上市前必須通過醫療器材管理中心審查始可販售。主要的法律規

範為「聯邦藥物食品化妝品管理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FD&C 

Act；CFR Title 21）」，包含醫療器材的分級、查驗登記、以及品質管理等。 

 

壹、 美國醫療器材管理制度 

一、 重要規定 

關於生產、銷售醫療器材的法規，主要為下表 2 所列示的七項，若將時間以

醫療器材的產品生命週期劃分為「產品開發」、「臨床前試驗」、「臨場試驗」、「上

市前準備」與「上市販售」五個階段，則這七項規範與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的關

係如下圖表示。 

原則上，須向 FDA 提出審查申請的時間點只有兩個，其一為臨床試驗前應

向 FDA 申請醫療器材臨床試驗（Investigational Device Eemption，IDE）；其二為

產品上市前申請上市許可，分為上市前通知（Premarket Notification，PMN 或

510(k)），與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roval，PMA）兩種。產品上市後醫療器

材若有修改所，有時也須申請審查。而取得上市許可後，在產品上市前，廠商應

於 FDA 註冊與列式所有相關廠商，並繳交規費。 

除此之外，FDA 訂有許多品質控管（Quality Control）的相關規範指導手冊

（Guidance），廠商應該自發性地遵守這些原則或細部規定，且以文件形式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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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申請查驗登記時，必須一併提交記錄文件。此外，作為品質系統

（Quality System）的一部份，對於醫療器材中的軟體，或搭配使用的軟體，另

有軟體確效的規定。 

 

表 2 美國醫療器材管理法規 

法規名稱 內容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QSR) 

確保醫療器材的產品品質，從產品的設計、試驗、

製造、配送等過程應遵守之規範 

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 (IDE) 
若須進行臨床試驗，應先經過審查取得許可 

Premarket Notification 

510(k)/  

Premarket Approval (PMA) 

產品上市前，原則上應通過 510(k)或 PMA 審查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原則上美國境內、境外的製造業者應在 FDA 註

冊，且每年 10 月至 12 月間進行年度註冊程序，

以繳交規費 

Medical Device Listing 製造業者應列示生產過程中的相關廠商，例如包

裝業者 

Labeling Requirements 標籤與說明文字應符合 FDA 規範。 

Medical Device Reporting 

(MDR) 

廠商若收到醫療器材品質不良，或造成嚴重傷亡

時應向 FDA 出具報告 

資料來源：FDA，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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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美國醫療器材管理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GLP =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CGMP = 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IDE = 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s; V&V = (Software)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QSR =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二、 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制度簡介 

參考 FDA（2010a）《How to Market Your Device》一文的說明，準備申請上

市許可的三個步驟為： 

1. 確認醫療器材符合美國藥物食品化妝品管理法第 321(h)節，關於醫療器

材（Medical Device）定義1。若符合此描述則由 CDRH 管理，若同時符

合多種規定，例如同時為醫療器材與具放射性電子產品，除了一般 CDRH

                                                       
1 2010 年 2 月 1 日修法後，第 321(h)節關於醫療器材的定義如下： 
(h) The term “device” (except when used in paragraph (n) of this section and in 
sections 331 (i), 343 (f), 352 (c), and 362 (c) of this title) means an instrument, apparatus, implement, 
machine, contrivance, implant, in vitro reagent, or other similar or related article, including any 
component, part, or accessory, which is— 
  (1) recognized in the official National Formulary, or 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 or any  
     supplement to them, 
  (2) intended for use in the diagnosis of disease or other conditions, or in the cure, mitigation,     
     treatment, or prevention of disease, in man or other animals, or 
  (3) intended to affect the structure or any function of the body of man or other animals, and 
which does not achieve its primary intended purposes through chemical action within or on the body of 
man or other animals and which is not dependent upon being metabolized for the achievement of its 
primary intended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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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還需要額外注意放射性電子產品相關規定。 

2. 確認醫療器材級別 

依據美國藥物食品化妝品管理法第 513 節分級原則，醫療器材之申請依

據「風險等級」區別為三個等級，第一級風險最低，第三級風險最高。

為了確保醫療器材的安全性（safety）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隨著風

險等級越高，申請難度及成本也越高。醫療器材的產品分級可以在 FDA

網站中的 Product Classification Database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 

pts/cdrh/cfdocs/cfPCD/classification.cfm）中確認。三種風險等級簡介如

下： 

(1) Class I 一般管制（General Control）：只要經過一般管制就可以確

保其功效與安全性，如拐杖、眼鏡片、膠布等，約佔全部醫療器

材的 27%。 

(2) Class II 特別管制（Special Control）：除了符合 Class I 一般管制的

要求外，還符合 FDA 所訂定的特別要求，或其他工業界公認的標

準。此類產品包含醫用手套、電動輪椅、助聽器、血壓計、診療

導管等，約佔所有器材的 60%。少數例外無須審查即可上市。 

(3) Class III 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lication，PMA）：一般來說，

Class III 的產品多為維持、支持生命或植入體內的器材，對病患

具有潛在危險，可能引起傷害或疾病者。如心律調節器，約佔所

有器材的 8%。這些器材必須取得 FDA 的 PMA 之後方能銷售。 

3. 釐清申請途徑 

在步驟二做完級別分類以後，必須個案判定應使用下列三種申請途徑的

哪一種。 

(1) 上市前通知（Premarket Notification，PMN），又常稱為 510(k)，

大部分 Class II 屬於此類，審查通過後製造商須依循優良製造規範

（GMP）生產。 

(2) 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roval，PMA），大部分 Class III 屬此

類，或 Class II 無實質等同可比較的醫療器材，無法透過 510(k)

申請者，申請最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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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須審查。生產者僅需遵守一般管制的要求，就可以將產品銷入

美國市場。必須是 1997 年藥物食品化妝品管理法修法後列舉的

Class I、Class II產品才可免除審查。大部分Class I產品無須審查。 

除了上述審查，在產品上市前應注意符合產品標示（Labeling）、註冊

（Registration）、列表（Listing）的規定。產品上市後，生產廠商也必須持續符

合 FDA 品質系統（Quality System，QS），包括優良製造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和不良反應通報（Medical Device Reporting，MDR）。管理範圍

涵蓋產品包裝的設計與標示等。 

 

貳、 上市前通知（PMN, 510(k)） 

一、 510(k)簡介 

由於上市前通知乃根據 FD&C Act 第 510 節的規定，又常被簡稱為 510(k)。

根據 FDA（2009f），大部分 Class II 醫療器材，只要有類似的醫療器材通過審查，

申請者原則上只要能夠證明欲申請的醫療器材，與已經通過審查的醫療器材「實

質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就可以免除昂貴的臨床試驗。再加上 510(k)

只需在上市前 90 天提出，審查會在 90 天內完成，有利於產品快速上市。 

510(k)審查重點在於，判斷該器材是否與已經上市的相同醫療器材「實質等

同」，而符合法定銷售醫材之規定(21 CFR Part 807.92(a)(3))，而不必申請 PMA。

申請者須證明欲申請的醫療器材，無論修正或製造原理、材料，都使醫療器材具

備安全性與功效性，且實質效果相等。選作比較基準的比對器材（predicate device），

可為 1976 年 5 月 28 日前已經合法銷售的醫材（稱為 preamendments device）或

1976 年 5 月 28 日之後，經過 PMA 或 510(k)取得銷售許可的醫療器材。 

審查時，FDA 不檢驗相關製造設備，只要一取得上市許可，申請者馬上就

可以銷售該器材。但製造廠應隨時準備 FDA 會在任何時間依(21 CFR Part 820)

進行抽查，檢驗製造廠商是否符合 QS 規定。 

除了產品第一次上市外，當任何規格變動或生產流程改變時，有時也需要申

請新的 510(k)。是否需要重新申請 510(k)的規定整理於附錄一，原則上除非影響

醫療器材的安全性、有效性，否則不須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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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質等同判定標準 

根據 FDA（2009f）的說明，「實質等同」為新的醫療器材，至少要與比對器

材具有同樣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判斷標準為與比對器材具備以下特徵： 

 相同用途、相同技術特徵； 

 相同用途、不同技術特徵，但交給 FDA 的資料沒有引起新的安全性或有

效性議題，並且說明該器材之安全性及有效性至少與法定銷售器材是相

等的。 

宣稱具有實質等效並不代表即與比對產品完全相同。實質等同的判定乃建立

於用途、設計、使用方式或材質、化學成分組成、製造方法、使用成果、安全性、

有效性、仿單、生物相等性、標準，以及其他特徵之上。 

由此可見，實質等同的法定判斷標準相當寬鬆，有利於開發商、進口商持續

改良醫療器材，引入市場。 

 

三、 510(k)審查申請規範 

根據 FDA（2009f），510(k)之審查是由 CDRH 之下的器材管制室（The Office 

of Device Evaluation，簡稱 ODE）與體外診斷醫療器材評估與安全室（The Office 

of 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 Evaluation and Safety，簡稱 OIVD）負責。ODE and 

OIVD 的人員包括生技醫藥工程師、物理學家、微生物學、化學等背景，負責 510(k)

之技術審查。 

在 510(k)申請前或是審查中，申請者都需要特別注意 Quality Systems (QS) 

regulation。第二、三級醫材以及部分的第一級器材，在產品發展中的設計階段就

要要符合 QS 設計控制的要求。當收到 CDRH 信件中心收件通知後，申請程序就

開始啟動。 

510(k)申請途徑又分為三種，依據古曉倩（民 98）的說明，整理如下： 

1. 傳統申請路徑（Traditional 510(k)） 

由 21 CFR Part 807 規範之申請方式，可適用於所有 510(k)情況。 

2. 特別申請路徑（Special 510(k)） 

當已取得 510(k)之產品經設計改變，但不影響適應症及設計科學理論基

礎時，可提交設計管制程序（design control process）總結摘要結果作為

上市申請之文件，審查期間只有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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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化申請路徑（Abbreviated 510(k)） 

當 FDA 已建立相關產品之指引文件（guidance documents）、特別管制

（special control）或採認國際標準（recognized a relevant consensus 

standard）時，可提供符合上述要求之摘要報告及包含傳統申請路徑所需

之要件，審查期間仍為 90 天。 

 

四、 申請費用 

根據 FDA（2010b）公佈之數據，2011 年申請 510(k)的標準費用為 4,348 美

元。境內、境外符合 FDA 所定義淨營業額（含關係企業）小於十億美金的小公

司可以享有費用折扣的優惠，僅需 2,174 美元。 

 

表 3 2011 年 FDA 510(k)審查費用 

Applicaton Standard Fee Small Business(≤$100 million 

in gross receipts or sales) Fee 

510(k) $4,348 $2,174 

資料來源：FDA（2010b）。 

 

參、 上市前許可（PMA）簡介 

一、 PMA 簡介 

上市前許可（Premarket Approval，簡稱 PMA），是美國三種上市途徑中最嚴

格的一項，由於必須進行臨床試驗，會大幅提升醫療器材的開發成本。 

根據 FDA（2009e）的說明，PMA 主要用來審查 Class III 醫療器材之安全性

及有效性，因為第三等級器材的風險較高，必須依照 CFR 21 Part 515 之規定，

申請 PMA，以取得在美國境內上市的資格。或 Class I、Class II 醫療器材無法找

到申請 510(k)可用來比較的產品，也不須申請 PMA。 

PMA 的審查時間原則上為 180 天，但實際上，所花費的時間通常會更久，

通常費時三年左右。FDA 承辦人員對申請案的文件適當性及完整性進行程序審

查（filing review)後，才進行深入的科學評估及法規審查(in depth review)，經過

FDA 技術諮詢小組（FDA Advisory Committee）審查並提出建議(panel review)，

最後通知 PMA 已通過或被否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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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MA 審查申請規範 

FDA（2009e）指出，申請 PMA 除了必須符合行政程序上的規定，好的科

學及科學紀錄更是取得許可的關鍵。如果 PMA 申請缺乏 administrative checklist

中要求的項目，FDA 會拒絕該申請且不會再進一步審查內容；如果 PMA 申請缺

乏有效的臨床數據及符合科學邏輯的分析方法，會導致 PMA 在審理及許可上會

受到延遲；PMA 申請者所提供之臨床資訊沒有完成、不精確、不一致、有所缺

漏，或是缺乏整體性，也會導致 PMA 的許可延遲或是被否決。因此申請者應該

特別注意申請文件的編排是否為有組織的呈現方式，在準備相關試驗時應注意實

驗設計、執行、數據分析、呈現以及結論各階段是否符合 FDA 在指引手冊

（Guidance）中提供的各項參考原則、企業標準以及建議實施方式。 

申請者在申請前應先準備好技術資料、非臨床試驗資料與臨床試驗資料，各

類資料的內容視個案而定，一般來說內容為： 

1. 技術資料 

技術的部分，包含數據及相關資訊，應該要依照 FDA 的規定來說明是否

驗證或未驗證該效用。這些部分通常需要分為非臨床實驗與臨床實驗兩

個部分。 

2. 非臨床實驗室試驗資料 

此部分包括微生物學、毒理學、免疫學、生物相等性、壓力、耐久性、

使用期限，以及其他實驗內或動物試驗。有關於安全性評估的非臨床試

驗應該要符合 21CFR Part 58 藥品非臨床試驗優良操作規範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for Nonclinical Laboratory Studies)之規定。 

3. 臨床試驗資料 

此部分包括實驗計畫、安全性及有效性資料、不良反應、副作用、器材

失效及替換、病患資訊、病患主訴、所有獨立項目的交互比對表格。任

何在「執行醫療器材臨床試驗」(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 IDE)

都需要被確認，即需符合 IDE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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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MA 申請費用 

PMA 申請費用非常昂貴，2011 年約須 23 萬美元，是 510(k)的 54 倍左右，

符合淨營業額十億美金之小企業得以折扣為 59,075 美元，若淨營業額小於三千

萬美元的企業在第一次申請 PMA 時得免除費用。（FDA, 2010c） 

 

表 4 2011 年 FDA PMA 申請費用 

FY 2009 Device Review User Fees (U.S. Dollars) 

Application Standard Fee Small Business 

Premarket Application (PMA, PDP, BLA, PMR) $236,298 $59,075 

First premarket application from firms with 

gross receipts or sales ≤ $30 million 
Not Applicable Fee is Waived 

Panel-track Supplement $177,224 $44,306 

Efficacy Supplement (for BLA) $236,298 $59,075 

180-day Supplement $35,445 $8,861 

Real-time Supplement $16,541 $4,135 

Annual Report $8,270 $2,068 

30-day Notice $3,781 $1,890 

資料來源：FDA（2010c）。 

 

肆、 醫療器材臨床試驗（IDE） 

一、 IDE 簡介 

醫療器材臨床試驗（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s，以下簡稱 IDE），為

進行醫療器材的人體試驗之前，必須依照 21 CFR Part 812 IDE Regulation 取得之

核准。大部分臨床試驗是為了申請 PMA 許可，但也有少部份的 510(k)要求必須

進行臨床試驗。（FDA，2009a） 

該法依據試驗對受試者的試驗風險分為二個風險等級，分別為重大風險

（Significant Risk）、無重大風險（Nonsignificant Risk），在申請時有不同的規定。

而有些風險非常低的試驗，則可以獲得豁免，不須取得許可即可進行，這類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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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通常是使用已經許可上市的醫療器材，或非侵入式的試驗。而取得許可後亦須

符合 FDA 的相關規定，例如醫療器材的標示規定於 21 CFR Part 812.5、受試者

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規定於同法§50 與§56.109(c)。（FDA，2009a） 

 

二、 IDE 申請規範 

參考下圖 8，欲申請臨床試驗許可，首先應判斷是否符合 21 CFR Part 812.2(c)

所載明「不須申請許可」的情形。若不符合而須申請許可時，可參考 FDA 說明

文件 Significant Risk and Nonsignificant Risk Medical Device Studies，判斷該試驗

屬於重大風險或無重大風險。若為無重大風險僅需取得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許可；若為重大風險之實驗，在申請 IRB 時

應同時向 FDA 申請許可，FDA 通常在 30 天內完成審查，做出許可、附條件的

許可（approved with conditons）、不許可三種決定，若審查結果為不許可，申請

人可依 21 CFR Part 162提出異議。然 FDA 與 IRB 各自獨立審查，因此兩方審查

結果未必一致，申請人必須同時取得 IRB 與 FDA 許可才可進行試驗。 

 

 
 

圖 8 美國申請臨床試驗許可流程 

資料來源：FDA（2009c，2009d）。 

 

                                                       
2 21 CFR Part 16 的標題為 REGULATORY HEARING BEFORE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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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B 為依據 21 CFR Part 56 成立的人體試驗審查機構，依照 21 CFR Part 

812 IDE 相管法規審查以及監督人體試驗，研究單位可以依該法在機構內設置

IRB 或與外部 IRB 機構合作，成立 IRB 不需向 FDA 提出申請，但 FDA 會定期

檢查 IRB 是否依 21 CFR Part 812 進行審查。 

向 FDA 申請重大風險試驗之許可時，應檢附臨床前試驗資料、臨床試驗方

法等詳細資料，FDA 鼓勵申請人在提出正式申請前先與 FDA 連絡進行正式與非

正式會談以了解是否符合 FDA 規定。 

 

伍、 軟體確效 

一、 軟體確效簡介 

FDA（2002）指出，在 1992 年至 1998 年期間，申請的 3140 件醫療器材案

件中有 242 件（7.7%）因軟體而申請失敗，其中 192 件（約佔 79%）為軟體完

成後再進行修改所造成，可見軟體錯誤是造成醫療器材故障的主要因素，對使用

者安全亦有重大影響。因此在 1996 年公佈的品質系統規範（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3中，要求屬於醫療器材一部份的軟體，或本身即是醫療器材的軟體，

甚至用於生產或維持器材生產品質之軟體，都稱為軟體器材（Software Device），

須符合軟體確效（Software Validation）的要求。 

雖然軟體開發後都會經過測試程序，以確保軟體運作正常，但是越晚發現錯

誤越難修改，且修改成本越高，因此軟體確效的基本精神在於從系統規劃之初，

就考量各種可能錯誤情況及風險，藉由完善的軟體開發方法，確保軟體被正確無

誤地開發。 

軟體確效主要包含兩個概念：驗證（Verification）與確認（Validation）。後

者探究的問題為「是否開發一個正確的產品」，包括是否符合使用者需求、是否

符合當初開發此軟體的目的；後者探究的問題為「是否正確地開發產品」，意即

在開發的過程中，每個軟體模組是否能夠正確無誤地執行，輸入（input）與輸出

（output）的結果，是否與預期ㄧ致。（FDA，2002） 

迄今，FDA 關於軟體確效的指引手冊，包含： 

                                                       
3 詳細內容可參考 Title 21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CFR) Part 820, and 61 Federal Register(FR) 
5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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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uidance for the 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Software Contained 

in Medical Devices：1998 年公告，2005 年改版，制定了判定軟體影響

等級（Level of Concern）的方法以及申請 FDA 查驗登記時所需檢附的

文件。 

2.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ftware Validation; Final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DA Staff：1997 年公告，2002 年改版，主要說明了 FDA 認為廠商應在

軟體開發時採用某一軟體開發生命週期（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4，以及該開發週期中應該包含了哪些步驟，以及各步驟須注意

的事項。 

3. Guidance for Off-the-Shelf Software Use in Medical Device：1999年正式公

佈，說明了軟體非廠商自行開發，而是購買市售軟體時，應注意的責任。 

除此之外，為了因應網路應用的興起，2005 年 FDA 公佈了 Guidance for 

Industry - Cybersecurity for Networked Medical Devices Containing Off-the-Shelf 

(OTS) Software，以問答的方式闡明購買市售軟體時，廠商有責任確保並維持軟

體不含且不受網路資安漏洞（cybersecurity vulnerablitiy）的威脅，以及建議進行

哪些工作以預防及補救之。 

 

二、 軟體審查申請規範 

FDA（2005）建議在申請查驗登記時，根據軟體可能對病患或操作者直接或

間接造成的影響進行分級。此分級與醫療器材的級別（Class I, II, III）無絕對關

係，共分為 Major Level、Moderate Level、Minor Level 三個影響等級（Level of 

Concern）： 

 Major Level：系統異常或人為操作不當可能直接或間接造成病患或操作

員死亡或重大傷害者。 

 Moderate Level：系統異常或人為操作不當可能直接或間接造成病患或操

作員輕微傷害者。 

 Minor Level：系統異常或人為操作不當應不會對病患或操作員造成任何

傷害者。 

                                                       
4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為國際上標準化後的軟體開發流程，相

關的管理模型很多。FDA 並不指定該用哪一種管理模型，而在手冊中說明，廠商選用的模型應

該包含哪些階段，及各階段在規劃、執行、測試時應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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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FDA 建議廠商採用圖 9 的流程判斷軟體器材的影響等級。 

 

 
圖 9 軟體器材影響等級判斷流程 

參考資料：整理自相關 FD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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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級別，申請時廠商應檢附文件說名設備之設計（Design）、如何將

設計付諸執行（implementation）、開發後如何測試（Test）、產品風險及對應的管

理機制（Risk Management），與上述四點間的可追蹤性（traceability）。FDA 議申

請軟體審查時依據下表 5 繳交審查文件。（FDA，2005） 

 

表 5 軟體各風險等級審查文件 

軟體審查文件 Minor Concern Moderate Concern Major Concern 

影響等級 說明影響等級與評估方法 

軟體描述 簡略描述軟體功能與操作環境 

風險分析 以表格的形式說明軟體與硬體風險 

軟體需求說明書（Software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摘要 完整文件 

系統架構圖 
(Architecture Design Chart) 

不需要 包含軟體裡面的各模組皆須詳細說明 

軟體設計說明書 (Software 
Design Specification) 

不需要 完整文件 

可追蹤性分析 
(traceability analysis) 

說明軟體需求、軟體設計、風險、軟體確效之測試間的可追蹤性 

軟體開發環境說明書 
(Softwar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Description) 

不需要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之計
畫摘要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之計
畫摘要，以及表列執行
時所產生的文件 

軟體確效文件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Documentation) 測試方法與結果 

(Functional level) 

V&V5活動描述 
(unit, integration, and 
system level)、 
測試方法與結果 
(System level) 

V&V 活動描述 
(unit, integration, and 
system level)、 
測試方法與結果 
(unit, integration, and 
system level) 

版本記錄 
(Revision Level History) 

包括版本序號、發行日期等歷史資料 

未解決的錯誤 
(Unresolved Anomalies, ex 
Bugs or Defects) 

不需要 
表列未解決的軟體錯誤，並簡單說明軟體本身或使
用者操作造成的異常對安全性、有效性的影響 

資料來源：翻譯自 FDA（2005：9-10）。 

 

陸、 品質系統規範（QSR）與優良製造規範（CGMP） 

根據 FDA（2009g）的說明，醫療器材在生產販售時須符合現行藥品優良製

造規範（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CGMP）。CGMP 規定在 21 CFR Part 

820 品質系統規範（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QSR）中，從管理流程上對醫療

器材的設計、製造、包裝、買賣等作好品質管理。事實上，FDA 的各項規範其

實都圍繞著此「預防」的概念，透過事前良好的設計、縝密的規劃，以及謹慎的

                                                       
5 V&V 為 Verification 與 Validation 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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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將醫療器材可能造成的傷害降到最低。 

1978 年 FDA 首次訂定品質系統規範，並被編入 21 CFR Part 820 中，至 1990

年 11 月美國通過 Safe Medical Devices Act，加上為了與國際標準 ISO 9001:19946

與 ISO/CD 134857一致，FDA 起草修改 820，直到 1996 公佈新版規範，並於 1997

年生效。依分類產品規定需查廠者，FDA 可於通過 510(k) 或 PMA 後安排進行

QSR 查廠。 

原則上所有醫療器材都必須符合 CGMP 的規定，只有 21 CFR Part 862 至 21 

CFR Part 892 另設類別規定的醫療器材例外，但這些器材仍須符合 21 CFR Part 

820.198 與 21 CFR Part 820.180 關於消費者意見與一般性的規範。此外，取得 IDE

許可用於人體試驗的醫療器材雖然並非上市販售，也須符合 21 CFR Part 820.30

中設計控制（Design Control）規範。 

 

第二節 台灣法規 

台灣醫療器材管理法規主要有《藥事法》、《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與

《醫療器材管理辦法》。依據《藥事法》第 13 條，我國醫療器材的定義為「係包

括診斷、治療、減輕或直接預防人類疾病，或足以影響人類身體結構及機能之儀

器、器械、用具及其附件、配件、零件。」而根據同法第 40 條規定，凡「製造、

輸入醫療器材，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並繳納費用，經核准發給醫

療器材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行政院衛生署正式

成立「食品藥物管理局」（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後稱 TFDA）後，

TFDA 為台灣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及臨床試驗計畫申請的主管機關。 

 

壹、 台灣醫療器材管理制度 

台灣醫療器材管理架構，大致如下圖 10 所示。台灣設有實驗室認證制度，

相對於美國 GLP，台灣採用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而臨床前安全性試驗各項

目如生物相容性等試驗規範亦參考國際標準。在進入人體臨床試驗前，應向

TFDA 提出申請並審核通過，且必須在 TFDA 認證許可的臨床試驗中心進行，實

                                                       
6 全名為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s (ISO) 9001:1994 “Quality Systems – Model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Installation, and Servicing”。 
7 全名為 The ISO committee draft (CD) revision of ISO/CD 13485 “Quality Systems – Medical 
Devices – 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s to ISO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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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完成後向 TFDA 申請備查。臨床試驗相關法規為《醫療器材優良臨床試驗基

準》與《人體試驗管理辦法》，然並非所有的醫療器材都需要進行臨床試驗，應

參考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分類分級的規定。完成試驗準備上市前，醫療器材若為國

產者，須由製造商申請認證，若為進口產品，則須由進口商申請，須備有表 6

之基本執照、優良製造規範認證，以及申請查驗登記取得醫療器材許可證，始可

上市販售。 

 

 

 

圖 10 我國醫療器材管理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及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由地方衛生局負責發放。優良

製造規範的檢查及登錄則向 TFDA 申請，取得優良製造規範認證後再向 TFDA

申請醫療器材的查驗登記，除了第一類醫療器材，申請查驗登記時須檢附優良製

造規範認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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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醫療器材於台灣上市之必要認證 

對象 

項目 
製造商 販賣商 

須具備之基本執照 
工廠登記證、 

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 
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 

優良製造規範認證 
醫療器材優良製造規範

（GMP） 

醫療器材品質系統文件

（QSD） 

產品查驗登記 
醫療器材許可證，至少由該產品之製造、販賣業者其

中之一取得。 

資料來源：整理自《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審查準則》，與 TFDA8。 

 

貳、 優良製造規範 

一、 台灣相關法規 

《藥事法》第 57 條規定，「製造工廠或場所之設備及衛生條件，應符合藥物

製造工廠設廠標準」，而此標準即是《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9。並非所有醫療

器材製造都須符合醫療器材優良製造規範，根據《醫療器材管理辦法》第 4 條的

規定，該法「附件二所列品項之醫療器材，除應滅菌者外，得不適用前項10規定。」 

而關於申請檢查與認證的法規，則應參考依《藥事法》第 71 條第 3 項所訂

定的「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根據該辦法，對醫療器材製造業者的檢查一共

分為三種： 

1. 廠商在新設、變更、增加品項等時主動向 TFDA 提出； 

2. 藥物製造業者後續追蹤管理，以三年檢查一次為原則，亦由 TFDA 實施； 

3. 區域例行性檢查，每年一次，由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會同工

業主管機關一起實施。 

 

                                                       
8 TFDA 官方網站，醫療器材專區：http://www.fda.gov.tw/Bgradation_index.aspx?site_content_sn=39。
最後瀏覽日期：民國 99 年 5 月 27 日。 
9 其中關於醫療器材製造工廠之規定規定於該法第四編醫療器材優良製造規範（GMP），包含第

95 條至 156 條，分為管理責任、合約審查、設計管制、製程管理等 21 章。 
10 即「醫療器材優良製造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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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驗證合格登錄之相關規範 

檢查的方式包含書面審查以及實地查廠，若是進口品則是進行品質系統文件

（Quality System Documetation，QSD）審查，以及海外查廠。TFDA 收到申請書

後委託合格的代施查核機構進行查核，包含文件審查、初訪、現場稽核，以及審

查受查廠商提出的校正計畫，最後向 TFDA 提出建議，由 TFDA 對受查廠商作

出同意或不同意登錄的決定。審查費用為二萬元，而審查文件則依據產地而有所

不同。 

若製造工廠位於台灣，依據《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第 6 條規定，應檢附

品質手冊、工廠登記證、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若製造工廠係位於國外，參考同

法第 7 條與 TFDA 官方網站之說明，進口商應檢附國外製造業者之品質系統文

件、驗證合格登錄證書11、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在國內重新申請優良製造規範

認證。但若製造工廠位於與我國簽有醫療器材技術合作換文的國家，在換文有效

的期間內僅需繳交該國（地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查場報告書、製銷證

明、驗證合格登錄證書，而省去了費時且麻煩的國外查廠工作。目前載明於《藥

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的換文國家（地區）有美國、美屬波多黎各或關島、歐盟、

瑞士。 

 

表 7 申請醫療器材優良製造規範認證所需檢附文件 

產地 我國 外國 技術合作換文國(地區) 

文件 

1.品質手冊 

2.工廠登記證 

3.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 

1.國外製造業者之品質

系統文件 

2.驗證合格登錄證書 

3.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 

 

經該國(地區)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 

1.查廠報告書 

2.製銷證明 

3.驗證合格登錄證書 

4.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 

資料來源：整理自《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法》(97.2.20 修正)與 TFDA12。 

 

                                                       
11 驗證合格登錄證書係指與我國醫療器材優良製造規範同等效力之符合性證書，例如 ISO 13485
證書，或美國最高衛生主管機關出具之製售證明，並其內容載明該製造業者係符合美國 CGMP
的文件。 
12 同前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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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制度 

一、 分類分級 

台灣醫療器材依照風險等級分為三級，與美國相同，然另針對新醫療器材（或

簡稱 NMD），與體外診斷醫療器材（或簡稱 IVD）另設有規定。依據《醫療器

材管理辦法》第 2 條，醫療器材依據風險程度分成三個等級： 

 第一等級：低風險性。 

 第二等級：中風險性。 

 第三等級：高風險性。 

又依據同法第 3 條，根據醫療器材的功能、用途、使用方法及工作原理分為

17 類13，表列於「醫療器材管理辦法」附件一中，其中前 16 類與美國 21 CFR Part 

至 21 CFR Part 892 的分類大致相同，子類別的後四碼幾乎一制14，但在風險等級

的分類上略有不同。 

依據 TFDA（民 99），所謂新醫療器材為「具新原理、新結構、新材料或新材

料組合所製造，其醫療之安全性或效能尚未經醫學證實之醫療器材（即衛生署未曾

核准類似品）或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屬新醫療器材者。」而根據《醫

療器材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9 條，體外診斷醫療器材「係指蒐集、準備及檢查取

自於人體之檢體，作為診斷疾病或其他狀況(含健康狀態之決定)而使用之診斷試

劑、儀器或系統等醫療器材。」即 17 類中的前三項 A、B、C 類（或稱第 1、2、

3 類）。 

 

二、 申請規範 

我國醫療器材查驗登記的申請程序可參考下圖 11，首先應釐清醫療器材的

分類分級，並判斷是否為新醫療器材或體外診斷醫療器材，再依相關規定提出申

請。 

 

                                                       
13 17類分別為：(1)臨床化學及臨床毒理學(2)血液學及病理學(3)免疫學及微生物學(4)麻醉學(5)

心臟血管醫學(6)牙科學(7)耳鼻喉科學(8)胃腸病科學及泌尿科學(9)一般及整形外科手術(10)一般

醫院及個人使用裝置(11)神經科學(12)婦產科學(13)眼科學(14)骨科學(15)物理醫學科學(16)放射

學科學(17)其他。 
14 對照表 10 台灣與美國分類代碼，例如台灣的 E.1025，與美國的 870.1025 皆是「心律不整檢測

器和警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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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醫療器材查驗登記流程 

資料來源：TFDA15。 

 

台灣的查驗登記制度雖然分為三級，但是實際上依照申請的難度有四個等級。

參考下表 8，從申請醫療器材查驗登記時所需檢附的文件，可看出依照申請難度

依序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新醫療器材。第一級申請最容易，僅需填寫行

政文件，第二級與第三級若為國內廠商所開發與設計的醫療器材，在申請難度上

實際上是相同的，都需檢附臨床前測試（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原廠品質管制的

檢驗規格、方法、原始檢驗記錄等品質管制說明。惟若產品從國外進口，或先取

得美國或歐洲的上市許可者，得以核准上市證明文件代替臨床前測試及原廠品質

管制之檢驗規格與方法、原始檢驗記錄及檢驗成績書，降低了申請的困難度，但

第三級醫療器材就不能享此便利。而新醫療器材申請則最為困難，若為第二級/

第三級醫療器材，除了第二級、第三級所需檢附的資料外，還必須檢附學術理論

依據與有關研究報告及資料，及臨床試驗報告，大幅提升申請的複雜度以及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99 年 5 月 11 日行政院衛生署公佈《醫療器材查驗登記準則》的

                                                       
15 取自 http://www.fda.gov.tw/raw_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975。最後瀏覽日期：民國 99 年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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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向，將簡化第二級新醫療器材申請流程。 

另外，關於第一類至第三類的體外診斷醫療器材也分為第一級、第二級、第

三級在申請上規定不同。除了行政文件外，第一級體外診斷醫療器材需檢附技術性

文件說明產品的功能特性，第二級體外診斷醫療器材必須增加檢驗資料說明產品的

安全性，第三級則必須再提供生產製造的細部資料，提升對醫療器材安全性的要求，

以及必須進行臨床試驗。 

在費用方面，2010 年公告的審查費用為元，領證費一千五百元，但若為新

醫療器材，審查費提升至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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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台灣申請醫療器材查驗登記所需檢附資料 

 行政文件 技術性文件與檢驗資料 

Class I 

1.第一等級醫療器材查驗

登記申請暨切結書 

2.藥商許可執照影本 

無 

 
Class III 

1.申請書 

2.仿單標籤黏貼表 

3.證照黏貼表 

4.切結書。 

5.製售證明(國產不適用) 

6.原廠授權書(國產不適

用)。 

7.製造廠符合醫療器材優

良製造規範之證明文件 

8.申請文件檢表 

1.產品結構材料、規格、性能、用途、圖樣等完整技術性資料 

2.臨床前測試及原廠品質管制之檢驗規格與方法、原始檢驗記錄

及檢驗成績書 

3.若有發生游離輻射線器材之輻射線防護安全資料 

4.台灣已核淮類似品之相關資料 

5.醫療器材樣品 

6.國產者符合GMP或輸入者符合QSD之認可文件 

Class II 

同Class III，但第2項可以美國及歐盟會員國之官方或權責機關出

具之核准上市證明文件替代；且若產品於醫療器材審查準則實施

前已於我國上市一年以上之使用證明，可檢附無不良反應發生之

資料 

NMD 

同Class III，但不須檢附台灣已核淮類似品之相關資料，且另須

檢附： 

1.學術理論依據與有關研究報告及資料 

2.臨床試驗報告 

IVD 
Class I 

1.申請書 

2.中文仿單目錄及使用說

明書 

3.證照粘貼表 

4.切結書 

5.國外原廠授權登記函件

正本(國產者免附) 

6.醫療器材樣品 

7.申請文件撿表 

1.產品之結構、材料、規格、性能、用途或圖樣等足以判定為第

一等級醫療器材有關資料 

2.符合醫療器材優良製造規範之證明文件 

IVD 
Class II 

1.產品結構、組成、材料、性能、用途等技術性資料 

2.製造方法與包裝 

3.原廠品質管制紀錄表，包括檢驗規格、方法及檢驗成績書 

4.檢驗成績書 

5.方法確效 

6.動物性原料、試劑及成分之管制 

7.血液來源之原料 

8.國產者符合GMP或輸入者符合QSD之認可文件 

IVD 
Class III 

除 IVD Class II所述資料，另須檢附： 

1.原料與半製品之規格與分析方法 

2.產品製造及純化過程 

3.產品之規格與技術性資料 

4.製程管制或批次製造紀錄 

5.臨床評估 

資料來源：整理自《醫療器材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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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功能性與安全性的臨床前測試之料，前者需提供基本性能測試的相關資

料，及臨床評估資料，後者則是根據醫療器材本身的性質與功能而有所不同。一

般而言，可能的項目及參考標準如下表 9。 

 

表 9 我國臨床前安全性試驗參考項目 

試驗項目 國際參考標準 

生物相容性 ISO 10993「醫療器材生物性評估」 

電信安規 IEC 60601-1 

滅菌確效 ISO 11137、ISO 11135、ISO 11134、ISO 11138-1,-2,-3和ISO 14937

風險管理 ISO 13485: 2003在產品實現的過程中需建立風險管理文件 

ISO 14971融合相關醫療器材標準 

第三版的IEC 60601-1、IEC 60601-1-6、ISO 13485和AAMI SW-68

電磁相容性 IEC 60601-1-2:2001 

軟體驗證與確效 IEC 60601-1-4 

FDA “ Guidanc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Software Contained in Medical Devices ” 

輻射安全 美國21 CFR Part 531至21 CFR Part 542 

參考資料：整理自 TFDA16。 

 

第三節 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系統之法規適用 

壹、 我國與美國分類分級 

欲了解美國與台灣對於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系統的法律規範，首先必須了解

主管機關在分類分級上如何定位此系統。 

台灣的 17 類醫療器材中，心電圖計相關者，屬於第五類「心臟血管醫學」，

其中醫療器材的細部分類方法與美國 21 CFR Part 870 的分類一致。與心電圖用

於遠距離照護有關者至少有四項，如下頁表 10 所列示，包括「心律不整檢測器

和警示器」、「心臟計(包含心動數計和心率警示器)」、「醫用磁帶記錄器」、「電話

式心電圖傳輸器及接收器」，前三項為心電圖計。早期一些在可攜式心電圖計中

裝置磁帶，以短暫記錄心電數據者，適用「醫用磁帶記錄器」；而最後一項「電

話式心電圖傳輸器及接收器」為傳輸的設備非心電圖計，個案 LifeWatch AG 因

為早期產品使用傳統電話線作為傳輸媒介，因此申請此項目。 

在美國，表 10 前四種醫療器材都屬於 Class II 醫療器材。但由於「心律不整

                                                       
16 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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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器和警示器」的產品複雜度與風險較高，除了計算跳動速率外，也判斷心房

或心室有節律不整，例如早發性收縮或心室纖維顫動，並且在出現異狀時發出警

報，因此在美國列為 Special Control。FDA特別於 2003年為其出版Guidance《Class 

II Special Controls Guidance Document: Arrhythmia Detector and Alarm》，對於電磁

相容性、軟體確效、電信安全法規以及風險管理有更進一步的規範及說明，相對

於其他三項只要符合 General Performances，規定比較嚴格。在台灣，則是將此

項升級為第三級醫療器材，其他三項則是仿照美國設為第二級醫療器材。 

除了規定於第五類心臟血管醫學之四項醫療器材外，在第十七類「其他」一

類中，另訂一項代碼為 E.0003 之「心電圖管理系統（ECG management system）」，

美國沒有這個分類。心電圖管理系統在台灣定位為第一級醫療器材，但是在《醫

療器材管理辦法》附件一中，並沒有說明此類醫療器材的具體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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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美國及台灣醫療器材法規關於心電圖計之產品分類 

名稱 
台灣 

代碼 

台灣

分級

台灣 

筆數17

美國 

代碼 

美國 

分級 

美國 

筆數18 
鑑別19 

心律不整檢測器和警示器

(Arrhythmia detector and alarm) 
E.1025 3 9 870.1205

Class II 

(Special 

Control) 

400 

心律不整偵測器和警示器是監視心電圖的系統並設計成可在心房

或心室有節律不整，例如有早發性收縮或心室纖維顫動(ventriclar 

fibrillation)之狀況存在時產生可見的或可聽到的信號或警報。 

心臟監視器(包含心動數計和心率

警示器)(Cardiac monitor (including 

cardiotachometer and rate alarm)) 

E.2300 2 19 870.2300

Class II 

(General 

Performances)

249 

心臟監視器(包括心動數計(cardiotachometer)及心率警報器)是用來

測量由心電圖計，心電向量圖計或血壓監視器等產生的類比信號而

來的心跳速率。此器材在心跳速率超出預設之上下限時會發出警報

聲。 

醫用磁帶記錄器(Medical magnetic 

tape recorder) 
E.2800 2 5 870.2800

Class II 

(General 

Performances)

59 
'醫用磁帶紀錄器是記錄或播放來自生理放大器，信號調節器或電

腦信號的器材。 

電話式心電圖傳輸器及接收器

(Telephone electrocardiograph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E.2920 2 1 870.2920

Class II 

(General 

Performances)

99 

電話式心電圖傳輸器及接收器是用來調整心電圖信號，使其能經由

電話線由一個地點傳到另一個地點。此器材還包含一接收器，可將

接收到的信號由器材再調整到其原有的格式以呈現出來。此器材包

括用來輸送和接收心律調節器信號的器材。 

心電圖管理系統(ECG 

management system) 
E.0003 2 1 無此項 -- -- 無說明。 

資料來源：整理自我國醫療器材管理辦法，與美國 21 CFR Part 870。 

                                                       
17 指已於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的數目，檢索於衛生署資料庫「藥物、醫療器材、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http://203.65.100.151/DO8180.asp），包含已註銷者。檢索

日期：2010 年 6 月 2 日。 
18 指美國 FDA 資料庫 TPLC Product Code Report 中所列資料筆數，代表至今累積申請筆數。檢索日期：2010 年 6 月 7 日。 
19 由於台灣及美國的說明文字一致，僅有英文及中文語言上的差異，因此僅放置台灣的說明文字，而省略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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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並沒有一類醫療器材直接名稱為「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在台灣

雖然有 E.0003 的心電圖管理系統，理論上如果市面上有心電圖管理系統上市，

資料庫中應有對應資料。但根據實證研究，雖然台灣已有數個心電圖管理系統，

例如亞東醫院、台大醫院，然於衛生署「藥物、醫療器材、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

業」(http://203.65.100.151/DO8180.asp) 檢索發現，實際上只有一筆 2006 年由巨

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的「“康橋”微 T 波心電圖管理系統(未滅菌)」，其後又

因醫材等級不符已經註銷，因此實際上目前沒有任何一項醫療器材或遠距照護服

務申請 E.0003「心電圖管理系統」。因而，台灣與美國的廠商皆依循表 10 前四

項「心律不整檢測器和警示器」、「心臟監視器(包含心動數計和心率警示器)」、「醫

用磁帶記錄器」、「電話式心電圖傳輸器及接收器」來申請，屬於第二、三級醫療

器材。 

此四項醫療器材並非專指用於遠距照護的心電圖計，也包含醫院使用的心電

圖計。因此，例如 E.1025（或 870.1025）在我國有 19 筆申請資料，在美國有 400

筆申請資料，但這並不表示這 419 項醫療器材皆用於遠距照護，甚至有些應該已

經不在市面上販售。只是從台灣及美國申請數量的差距上來看，可以顯見兩國在

醫療器材產業，尤其在心電圖計方面，美國蓬勃許多。 

 

貳、 我國與美國上市許可之規定 

參考本章第一節關於美國 FDA 的規定，Class II 醫療器材在上市前不須審查

CGMP（現行藥品優良製造規範），但須依各類別的特殊規定申請查驗登記。表

十中，除了特別規定的「心律不整檢測器和警示器」外，美國其他三類僅需符合

General Performances 的規定，且只要有可比較的醫療器材，就可以藉由 510(k)

的申請途徑申請，取得上市許可後在 FDA 辦理 Registration、Listing 的相關程序

就可以上市販售。 

在台灣，第二級與第三級醫療器材須申請 GMP 驗證登錄以及上市許可證（查

驗登記），因此比美國多了一道申請 GMP 驗證登錄的手續。而在查驗登記的部

份，第二級第三級醫療器材若非新醫材，不須檢附「學術理論依據與有關資料」

及「臨床試驗報告」。意即除了必須先取得 GMP 審查通過外，與美國 510(k)的精

神相同，若在台灣尚無已核准之類似品資料，則須檢附上述兩種資料，與美國

PMA 審查途徑類似。因此，從申請查驗登記時須檢附的書面文件資料來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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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除了多了 GMP 的驗證登錄之外，同級醫療器材的申請難度應該相去不遠。然

而，表 10 中前四項醫療器材，第一項心律不整監測器和警示器，正是當下與未

來國內外廠商發展的目標（詳細說明於第六章），而我國將之提升成第三級醫療

器材，提升申請難度，換言之，也提升了產品開發成本，不利於產業發展。 

 

參、 法規適用之商業決策 

是否需要申請查驗登記，除了考量醫療器材的種類、分類分級相關規定外，

最重要的是廠商宣稱該器材/產品/系統有什麼效果與用途（indication, usage）。以

口罩為例，在《醫療器材管理辦法》附件一中，口罩屬於第 9 類醫療器材「一般

及整型外科手術科學」中代碼為 I.4040 的醫療用衣物（Medical Apparel），「用來

防止病人與醫護人員之間的微生物、體液以及粒狀物質的傳遞」，一般口罩屬於

第一級醫療器材，執行手術用口罩屬於第二級，若「標示/宣稱」具「N95（等同

或以上者）效果」之醫用口罩還必須符合 CNS14755(Z2125)「拋棄式防塵口罩」

D2 等級（等同或以上者）性能規格，規定又更加嚴格。可見雖然同為口罩，依

據產品所標示或宣稱其所具備的效果、特性與用途不同，就有寬緊程度不一的法

規規範，無法一概而論。雖然口罩至少屬於第一級醫療器材，但是市面上如便利

超商所販售的口罩多未見申請查驗登記的證號字樣，乃是因為這些口罩並未宣稱

其有，「防止微生物、體液以及粒狀物質的傳遞」的功效，只是一般市售消費產

品，所以不需要受到醫療器材法規的規範。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遠距照護相關產品上。開發遠距照護系統的設備商可能

將產品賣給醫護人員，也可能直接販售給消費大眾。依據不同的產品定位、營運

模式的選擇，決定如何宣稱設備、產品、或系統的效果，以及是否須經主管機關

查驗登記後始得於市面上販售。例如上述心電圖計，如果廠商宣稱該設備可以精

準測量出與醫院相同結果的心電圖，可以作為醫生診斷的參考依據，就必須申請

查驗登記；反之，如果廠商宣稱只是加裝傳輸設備在既有的心電圖計上，僅屬一

般的傳輸設備，傳輸後的資料也不得作為醫生診斷的參考依據，則理論上不必申

請查驗登記。因此遠距照護處於法規的模糊地帶，是否需要依循醫療器材法規的

相關規範，完全取決於廠商的產品定位，即如何宣稱該產品的效用，為營運模式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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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系統之產品架構與查驗登記之判斷 

子設備 主要部件 功能 硬體/軟體 軟硬體技術來源 查驗登記 

用戶端使用者-病人、遠距照護服務接受者 

心電圖計 
傳統可攜式心電圖計 測量心臟電位訊號 

傳統可攜式心電圖計，通常包
含數片電極片、一硬體裝置，
及連結電擊片與硬體裝置的
傳輸線 

硬
體 

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不需 

廠商自行開發 
不一定 

傳輸界面 將資料傳送至中介設備 
視傳輸方法而定，如實體線路
或無線傳輸的藍牙晶片等。 

軟硬體：外購或整合設計 

中介裝置 

對心電圖計的傳輸界面 接收來自心電圖計的資料 
1. 個人電腦；或 
2. 手機、PDA 等行動裝置；
或 
3. 特製設備 

硬
體 

使用者個人電子設備 不需 
對伺服器的傳輸界面 將資料傳送至伺服器 
記憶體 在接收與再傳送之間暫存資料 

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不需 
顯示器 顯示心電圖、操作選項等 
操作界面 與使用者互動的硬體界面 廠商自行開發特製設

備 
不一定 

電源供應系統 提供設備運作所需的電力 

軟體界面 與使用者互動的軟體界面 
搭配心電圖計、伺服器的特定
軟體 

軟
體 

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不一定 
廠商自行開發 不一定 

服務端人員-醫師、專業人員、遠距照護服務提供者 

伺服器 

與中介裝置的傳輸界面 接收來自中介裝置的資料(data) 

伺服器硬體及軟體，與一般網
路應用無異 

硬體：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軟體：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網頁程式：廠商自行開發 

不需 

資料庫伺服器（database 

server） 

存取、備份資料 不需 

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 

(optional) 

提供系統使用者方便的遠端存
取界面，用戶端不必另外安專軟
體，僅須使用瀏覽器上網連結到
網頁伺服器即可操作多種功能 

不需 

終端機 應用軟體(optional) 方便後端人員監控、分析心電圖 搭配特定資料格式之軟體 硬體：向第三方廠商購買 

應用軟體：廠商自行開發/外購

不一定 

終端機設備 作為後端服務人員與伺服器、應

用軟體間的人機界面 

個人電腦等 不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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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原理，對照表 1 之技術架構，表 11 中技術來源分為向第三方廠商

購買或自行開發。若為市面上已上市的部份（Off-the-Shelf）不需要申請查驗登

記，若為廠商自行開發則需要。以心電圖計為例，若指明照護系統可以搭配市面

上販售的特定型號心電圖計，由使用者自行選購搭配使用，已經在市面上販售的

設備不需要再提出一次審查；如果該心電圖計由廠商自行重新開發，或者購買市

面上既有的傳統技術或產品，再加裝傳輸設備（例如藍牙晶片）成為一個市面上

所未見的新產品，原則上應該要申請查驗登記才能在市面上販售，但也可能不需

要。 

同理，中介裝置如果使用個人電腦、手機等個人消費電子產品，則硬體的部

份不需要審查，若廠商自行開發一個特定的設備，則視廠商如何宣稱其用途而定；

在軟體的方面，軟體作為醫療器材的一部份，無論購買現成的軟體或自行開發，

在美國，根據軟體驗證與確效的法規，亦視醫療器材的最終用途，與軟體所扮演

的角色進行風險分級，才能斷定。至於服務端的伺服器與終端機，原則上只是作

為資料的儲存與傳輸之用，不涉及醫療行為，因此不需要申請查驗登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遠距照護產業營運模式-以心電圖監測為例    第五章 專利分析 

 

 
 

57

第五章 專利分析 

專利分析是今日產業分析不可獲缺的一環，專利權影響一個產業的成本結構，

也影響一個產業的競爭形態。例如，核心專利被一間公司所有，就能形成獨佔技

術市場。 

面對一個技術領域廣泛的產業，專利分析時首先須定義「核心專利」，意即，

若要進入此產業難以迴避的專利權。分析核心專利可以找到產業中重要的潛在競

爭對手、可能的合作對象，或必須支付權利金的廠商。其次，研究目前專利權的

密集度，以及實施的情況，例如，就產業生命週期而言，在產業形成之初，研發

經費高，廠商積極佈局專利權，劃分技術市場，然而銷量不佳，廠商可能虧損；

在成長期，廠商獲利增加，投入廠商增加，而隨著市場擴大、競爭日益激烈，技

術研發從產品技術轉移到生產技術，從成長期到成熟期，專利訴訟戰日益升溫，

直到產業進入衰退期方休。因此，掌握產品的生命週期與專利的應用方法，對個

別廠商有莫大幫助。 

本章中，第一節首先針對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找出核心技術與核心專利。

第二節理論上應根據第一節找出的核心技術進行專利檢索與專利分析，然受限於

技術的複雜度與研究時間，且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與遠距照護系統技術相近，乃

引用徐業良（民 97）針對遠距照護產業的專利分析。最後，於第三節針對遠距

照護產業之專利應用提出的結論。 

 

第一節 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之核心技術與核心專利 

依據第三章關於「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產品定義，整套產品包含心電圖計、

中介裝置、伺服器與終端機四個硬體，以及其相對應之軟體。雖然遠距照護相關

技術非常多，然而僅有廠商自行開發的技術才能申請專利，若為從市場上購得的

部份，依據專利耗盡原則，凡已銷售的產品，專利權人不得再次主張專利權，無

專利侵權之虞。所以原則上唯有廠商自行開發的技術與產品，才有討論專利申請、

專利侵權、專利訴訟之必要。 

遠距照護心電圖監測系統中大部分軟硬體都可以使用市面上既有產品，各種

心電圖計早已充斥國際市場，中介裝置可以使用手機、電腦，伺服器與終端機有

專門的廠商提供產品，惟四項硬體若無法彼此通訊，則無提供遠距照護之可能。

產品開發商必須設法利用通訊技術，使用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將產品連結，始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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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 

除了個別軟硬體技術之外，若結合兩個以上既有技術，或有在新用途，凡符

合專利法所規定的專利要件，即可申請專利，享有排他權。綜合以上，整套遠距

心電圖監測系統中只有廠商自行開發的軟硬體技術，與整合多項軟硬體成為整套

系統的整合專利，而這之中，尤其以網路通訊與系統整合最為不可或缺，堪為遠

距心電圖監測系統之核心技術，故本研究認為其專利為核心專利。 

 

第二節 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之專利現況與專利應用 

壹、 專利現況 

在徐業良（民 97）所撰之「老人福祉科技與遠距居家照護技術」一書中指

出：以「telehomecare」、「home telehealth」、「telecare」、「remonte homecare」等

十餘個遠距居家照護技術相關之關鍵詞，利用 USPTO 與 Delphion 專利資料庫在

專利名稱（title）、摘要（abstract）、專利申請範圍（claim）、發明概要（specification）

中檢索，檢索日期從 1988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1 月 1 日止，再經人工篩檢後，

得到遠距居家照護技術之美國公告專利共計 482 件。若以專利件數與引證次數加

權平均1作為研發能力，計算後研發能力前五名之公司分別為 Health Hero 

Network, Inc.、Medtronic, Inc.、Cardica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ResMed Ltd.與

Motorola, Inc.。Health Hero Network 為美國遠距居家照護廠商，不只研發能力與

其他廠商有明顯差距，且專利佈局完整。 

 

表 12 遠距居家照護技術競爭公司相對研發能力值比較表 

公司名稱 相對研發能力值百分比（%） 

Health Hero Network, Inc. 100 
Medtronic, Inc. 57 
Cardiac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 32 
ResMed Ltd. 28 
Motorola, Inc. 24 

資料來源：徐業良（民 97）。老人福祉科技與遠距居家照護技術。 

 

 

                                                       
1 該書中，將專利件數加權值設為 1，他人引證加權值設為 0.6，自我引證加權值設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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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中「使用兩組關鍵詞“遠端、遠距、遠距居家照護”和“生理訊號、血壓、

血糖、心電圖、呼吸、血氧、醫療裝置”，以“AND”的方式在中華民國專利公報

資料庫中檢索 1998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1 月 1 日止之專利。」檢索結果再經人

工篩檢，得到 52 件專利，比美國 482 件專利少，且就時間點上發展也較晚，集

中在 2001 年以後。 

 

貳、 營收貢獻 

若表 12 五間廠商為遠距照護技術先驅，則在商業發展上理應也走在其他廠

商前面，因此以下試探討遠距照護上此五家廠商之營收貢獻（sales contribution）

23。 

Health Hero Network, Inc. 2007 年 12 月宣佈被博世集團（The Bosch Group）

併購4。德國的博世企業創設於 1886 年，為一跨國科技公司，目前約有 300 間子

公司，橫跨 60 個國家，三大營運部門為 Automotive Technology、Industrial 

Technology、Consumer Goods and Building Technology。2008 年研發費用 350 億

歐元，全世界擁有 3,000 個專利，又其近年投資新興技術中如電動車、太陽能，

遠距照護亦為其中一項。為了跨入北美與歐洲5之遠距照護產業，博世集團除併

購 Health Hero Network, Inc.外，2009 年又併入 VitelNet，並成立為 Robert Bosch 

Healthcare。Healthcare 隸屬 Industrial Technology 事業單位，年度報告中並無揭

露來自 Healthcare 部門 2008 年與 2009 年的營收，但揭露 2008 年併購 Health Hero 

Network, Inc.時承接其 1,800萬歐元之損失，取得 1.04億歐元之無形資產，其 1,400

萬歐元為商譽。然而 2009 年基於遠距照護市場成長不如預期，Healthcare 部門又

認列四千八百萬歐元無形資產減損損失，佔 1.04 億歐元的 46%。 

Medtronic, Inc.為美國醫療器材大廠，2009 年員工人數 3,000 人，2008 年營

收ㄧ千三百五十萬美金，遠距照護並非其主要業務，2009 年年報中無任何相關

數據。 

Cardiac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 2002 年底被專做心血管疾病醫療器材廠商 

Guidant Corp.收購，Guidant Corp. 2006 年又被 Boston Scientific 與 Abbott Labs 合

                                                       
2 營收貢獻指遠距照護部門之營收佔整體公司營收之比例。 
3 以下廠商介紹，資料源自各廠商之官方網站與年度報告。瀏覽日期：2010 年 8 月 6 日。 
4 併購的目的在於打入北美與部份歐洲國家的遠距照護市場。 
5 僅限歐洲於部份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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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收購，其中血管的部份歸屬 Abbott Labs。Boston Scientifc 為 2009 年營收高達

80 億美金，員工人數 25,000 人的醫療器材公司，2006 年 Boston Scientific 推出

名為Latitude的遠距照護系統，作為病人植入心臟方面醫療器材後，持續追蹤用。

2010 年 6 月 Boston Scientific 宣稱該系統在美國已經與 2,300 間診所合作，累積

使用人數 160,000 人，除了美國之外已在 15 個國家上市，在歐洲已大約與 150

間診所合作，累積使用人數達 1,700 人，然而相關的營收數據並未在其 2009 年

之年度報告中揭露。 

ResMed, Ltd. 為以睡眠及呼吸監測為主的澳洲醫療器材廠商，根據其 2009

年年度報告顯示，其產品已拓展至全球 70 個國家以上，員工人數 3,000 人，2009

年營業額為 9.2 億美元，半數來自美國。由於 ResMed 只有一個事業部們，因此

年度報告中未揭露其技術用於遠距照護之營收。 

Motorola, Inc.是美商國際電子公司，2009 年營業額 220 億美元，為五間公司

之冠。其主要事業部門有 Mobile Device、Home、Enterprise Mobility Solutions、

Networks，提供產品橫跨設備、系統、網路、軟體、周邊商品與服務。Motorola

在醫療領域主攻醫療院所無線資訊設備，活用其 IT 設備、無線網路、RFID 等技

術，並成為積極推動 IEEE 11073 的主要廠商之一。 

綜合以上，五間廠商或被併入大公司成為新興部門，或實質為醫療器材商，

或以通訊技術切入者如 Motorola，都沒有遠距照護營收貢獻的數據，可見廠商雖

然投入大量研發，在收益面，與整體營收相比仍微不足道，未見於年度報告中。

不足以列入可見遠距照護產業現階段仍在早期發展階段，即遠距照護在產品生命

週期中屬於導入期，營收成長緩慢。 

 

參、 專利訴訟 

專利，作為保障市場獨佔的武器，同時也是賺取授權金的來源，而專利訴訟

為執行兩者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廠商是否充分用運專利的重要指標。專利訴訟

的目的不外乎財務考量，或商業營運考量。例如美國昂貴的訴訟費用可以幫助專

利權人達到恫嚇之效，迫使侵權行為人及早和解及支付權利金，或對競爭對手製

造不利的營運環境，以期在商業競爭中拔得頭籌。 

使用 Westlaw International 資料庫6，以企業名稱為訴訟之一方檢索，包括

                                                       
6 為收錄美國訴訟案件以及其他相關資訊的專業資料庫。網址：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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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發能力排名前五名廠商，以及美國其他遠距照護服務商7：“Health Hero”、

“CardioNet”、“Card Guard8”、“Honeywell Hommed”、“Cardiocom”、“Alere Medical”、

“AMD Telemedicine”、“iMetrikus”、“Carenatix”、“Televital”、“Vital Net”、“Viterion”、

“WebVMC”。至 2010 年 7 月 27 日為止，Westlaw 共收錄四件遠距照護廠間之訴

訟，整理於下表 13。其中，兩件為專利侵權訴訟，一件為營業祕密侵權訴訟，

一件為上下游廠商間的契約紛爭。 

 

表 13 美國遠距照護廠商間之訴訟案件 

提告日 原告 被告 訴訟事項 

2007/02/02 
Gentle Homecare, 
Inc. 

Honeywell Hommed, 
LLC. 

供應合同契約糾紛 

2007/09/06 
Health Hero Network, 
Inc. 

Alere Medical, Inc. 專利侵權 

2007/11/27 CardioNet LifeWatch Corp. et 
不當取得營業祕密

並在廣告中毀謗 

2009/11/06 
LifeWatch Service, 
Inc. et al 

Medicomp, Inc. et al 專利侵權 

資料來源：Westlaw International 資料庫，本研究整理。 

註：檢索日期：2010 年 7 月 27 日。 

 

Alere Medical, Inc. 為醫療器材供應商，Health Hero Network, Inc.為遠距照護

服務提供商，2007 年 9 月 6 日 Health Hero Network, Inc.提出專利侵權之訴，訴

訟專利為 US 7,223,236，其內容為生理訊號監測系統，如下圖綠色虛線所示，為

一整合生理數據量測裝置、中介裝置、伺服器，與監控電腦的系統專利。該專利

2005 年 9 月 9 日提出申請，可謂 2007 年 5 月 24 日獲證後，即於 4 個月後對被

告提出訴訟。 

LifeWatch Service, Inc. 為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提供商，同時也提供長期生理

訊號監測服務。Medicomp, Inc.同樣作為心電圖監測服務提供商，LifeWatch 

Service, Inc. 2009 年 11 月 6 日提出專利侵權之訴，專利為 US 7,542,878 與 US 

5,730,143。前者如下圖紅色虛線所示，為一整合心電圖計與中介裝置之系統專利，

                                                       
7 Motorola 與飛利浦因為歷史悠久訴訟案件數量多，且主要業務非遠距照護，大部分訴訟皆與遠

距照護無關，因此未列入撿所範圍逐筆篩檢。 
8 包含關鍵字“Card Guard”與“Life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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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如下圖藍色虛線所示，為一心電圖計。此二專利分別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

1996 年 5 月 3 日提出申請，2009 年 1 月 2 日、1998 年 5 月 24 日獲證。法院除

駁回原告暫時禁止令（Preliminary Injunction）之請求外，由於被告 2010 年年初

向 USPTO 提出複審（Inter Parte Reexamination）專利 US 7,542,878，因而法院暫

時擱置本案。 

 

 
圖 12 訴訟專利權利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第三節 分析與討論 

在知識經濟時代，知識為企業競爭之利器，而專利權就是保護知識的盾牌，

同時也是一把利刃，透過主張專利權，廠商可以收取權利金，或將其他廠商阻卻

於市場之外。 

凡是在技術方面有所突破者皆可申請專利，而遠距照護涉及的技術領域相當

廣泛，蓋遠距照護之所以稱為「遠距」，在於將現有的醫療設備加裝網路通訊，

加以變化而來的服務。因此，核心專利在於整合設備與網路的整體系統，再對照

第二節的兩個專利訴訟也確實如此，都有系統專利參與其中。 

雖然目前專利數量不在少數，專利訴訟數量卻只有兩件，可能表示對於遠距

照護產業而言，不若其他高科技產業，專利並非主要競爭手段之一。然而，更合

理的解釋應該是因為遠距照護產業目前仍在導入期，大部分的廠商還沒有獲利，

或是獲利太少，訴訟可以取得的侵權賠償或打擊競爭對手的效力，與龐大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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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相比不划算，因此可以預期隨著產業發展，未來相關訴訟會越來越多。 

至少現階段可以看出美國部份遠距照護廠商對專利所帶來的效益有所期待，

包括廣告宣傳效果、收入來源等層面，例如提供短期遠距心電圖監測的

CardionNet 與前述 Health Hero Network, Inc.，皆在網站上列示專利，對外展示其

專利能量。Health Hero Network, Inc. 似乎是最有雄心經營遠距照護專利的廠商，

自 1988 年成立以來，至 2010 年 8 月 6 日止，在美國 USPTO 專利資料庫中已有

72 件獲證專利，與 45 件申請中專利，可見其申請了至少 117 件專利；併購 Health 

Hero Network, Inc.的博世集團，於 2009 年 1 月 6 日發佈新聞稿，宣佈與 Healthway 

Inc.聯合建立一次授權機制，可以一次取得兩間公司全球300件以上專利之授權，

專利領域包含遠距健康監測、自動診斷、健康與疾病管理，由此可見其對市場以

及專利授權之期待。 

由上述可知，雖然在導入期專利的效益仍不明顯，廠商在進入與經營遠距照

護時仍應注意是否有申請專利的空間，以及是否觸及到其他人的專利範圍，為未

來產業獲利增加後的專利攻防戰及早準備，並且在計算成本結構時，將權利金收

入、權利金費用、訴訟費用列入成本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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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產業環境與營運模式 

本章從產品特性、市場規模、市場區隔、產業鏈、計費模式，以及參與廠商，

並從市場的角度側寫遠距心電監測產業的樣貌，及其營運模式。 

 

第一節 產品分析 

壹、 心電圖計種類 

根據產業分析 Frost & Sullivan 的分類方式（引述自張慈映，民 98a），心電

圖計分為靜態心電圖（Resting ECG）、運動心電圖（Stress ECG）、動態心電圖

（Holter Monitoring）、心臟事件記錄器（Event Monitoring）、心電圖資料管理系

統（ECG Data Mangement System）五種。本研究所稱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即

此處的心電圖資料管理系統。 

靜態心電圖即一般在醫院做心電圖檢查時，最常見的心電圖機，如下圖 13

所示。一般而言，醫院用的十二導程心電圖共有十個電極片，雙邊手腕、腳腕各

一個，胸口六個，受測者必須安靜躺在床上受測，心電圖直接從此儀器輸出。 

 

 

圖 13 靜態心電圖示意圖 

資料來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運動心電圖如下圖 14 所示，結合跑步機與靜態心電計，體積龐大，一般醫

院除了配有靜態心電圖，也配有運動心電圖，例如有些受測者只有在運動時才感

到心臟疼痛，就必須使用運動心電圖才能找出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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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運動心電圖示意圖 

資料來源：Morton Medical Limited。 

 

Norman J. Holter 1949 年發明動態心電圖計，因此英文命名為 Holter 

Monitoring，中文也翻譯為「霍特氏心電圖」。動態心電圖 1960 年代開始用於臨

床，最大的特色為大幅縮小體積，提高可攜帶性。如下圖 15 所示，動態心電圖

體積甚小，可以隨身攜帶，並利用少量的電極片貼於胸前測量心電訊號。減少貼

片的缺點是導程數降低，但優點是可以不受限於醫院，了解受測者在日常生活中

哪些情況下會引發心臟問題，對於診斷心臟疾病有莫大的幫助。一般而言，動態

心電圖的記錄時間為 24 小時，然目前市面上已不乏具備分析功能、品質精良，

且記憶容量超過 24 小者。 

 

圖 15 動態心電圖示意圖 

資料來源：CHD-UK©。 

 

心臟事件記錄器外觀類似動態心電圖計，最大的差別在於後者連續不間斷記

錄心電圖，心臟事件記錄器在受測者感到心臟不適時，才按下按鈕，記錄一固定

秒數心電圖。心臟事件記錄器可減輕分析人員的負擔，也較不受限於心電圖計本

身記錄容量限制，能長期使用。今日，有些心臟事件記錄器已打破電極片的限制，

採用感應式或手錶式等方式，更便於攜帶；而有些則在動態心電圖計中加入分析

心電圖的元件，還可以偵測出無感心臟異常的情況，同時配有手動記錄與自動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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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兩種模式，兼具心臟記錄器與動態心電圖計的優點。 

心電圖資料管理系統，即本研究所稱之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比起心臟事件

記錄器，動態心電圖最大的突破在於，整合無線通訊技術與數位與資訊系統，因

此可以達到時間更長、更即時的監測服務。心電圖資料管理系統在動態心電圖計

的基礎之上，加入心電圖分析的演算法，可以自動偵測異常心電圖，直接傳送到

服務中心的資料庫中，如此即更不受儀器本身記錄容量的限制，記錄時間可以無

限延長。換言之，更能幫助醫生找出病因，或長期控制病情；而即時傳送的好處

在於即時處理，服務端發現緊急狀況可以馬上連絡受測者就醫、代撥救護車、連

絡家屬等，能衍伸出更多變的服務模式。 

 

貳、 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的產品定位 

綜合以上，本研究推測，心電圖資料管理系統（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的精

確度雖然不比靜態心電圖與運動心電圖，但比起另外四種心電圖計都有其獨特的

優點，整理如下表 14。因此，若心臟疾病發生的時間不可預期，或需要長期觀

測時，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為最佳選擇，有獨特的市場價值。 

 

表 14 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與其他種類心電圖計之優缺點比較表 

優點 缺點 

與靜態心電圖、運動心電圖比較 

1. 體積小，可隨身攜帶，不受醫院地理限制 

2. 測量時間長，可免除「檢查時正常，不檢

查時不正常」查不出病因的困擾 

3. 比醫院用儀器便宜許多 

1. 為了隨身攜帶而微小化後，精準度降低 

2. 非由專業人員操作，可能使用者因操作不

當而產生無用的心電圖數據 

與動態心電圖、心臟事件記錄器比較 

1. 測量時間更長 

2. 即時傳輸、即時回應 

3. 記錄份量不受心電圖計硬體限制 

4. 更符合診斷心臟疾病的需求 

1. 只能在通訊網路基礎建設良好的地區使用 

2. 產品開發、製造成本較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除了這五種心電圖計外，目前許多廠商投入研究植入式無線心電圖計，概念

上類似將心電圖監測系統的心電圖計植入心臟，或與植入式醫療器材結合，如去

顫器。植入式醫療器材必定是第三級醫療器材，研發成本高出許多，但從心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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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能夠取得更精準的心臟數據。且通常安裝去顫器等醫療器材的病人，本來就有

必須長期追蹤心臟健康狀態，相當符合市場需求。 

 

第二節 市場分析 

壹、 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應用範圍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以疾病區分，心電圖計除了用於心臟疾病之外，還使

用於手術麻醉病患、重症者，以及發生暈眩、昏迷、癲癇時使用。一般而言，發

生此等情形時，必定會在醫院接受觀察、治療，使用醫院的靜態心電圖計。因此

以下研究將假設市場限定為心臟疾病人口，包括已患有心臟疾病，疑似患有心臟

疾病，患有心臟疾病之高危險群。 

 

貳、 市場區隔 

一、 我國遠距照護政策之市場區隔 

在我國，遠距照護政策屬於長期照護政策的一環，因此遠距照護的發展模式，

承襲長期照護的分類模式，自民國 96 年開始執行的遠距照護試辦計畫起，將遠

距照護分為「社區式照護」、「居家式照護」、「機構式照護」。三種照護的主要差

異在於服務地點不同，以及服務對象的行動能力不同。例如居家式照護以行動不

便需要居家照護者，而機構式服務則適用於住在安養機構者。此外，為了促成社

區功能，促成社區居民互相照顧，近年社區式照護是我國長期照護政策的發展重

點之一，原則上較適用於有行動能力，但健康欠佳之老年人口或失能者。 

以「社區式照護」、「居家式照護」、「機構式照護」為發展架構的遠距照護模

式，在 2010 年下半年實施擴散計畫，由廠商提出申請，擴散至台灣各處，對台

灣的遠距照護營運模式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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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遠距照護試辦計畫比較表-居家式、機構式、社區式 

 居家式照護 機構式照護 社區式照護 

服務對象 

 臥床、行動不便、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

助者 
 輕度失智症患者 
 高血壓、糖尿病初

期，或控制不良者

 上述民眾之家庭主

要照顧者 

 健安、健生、寬福

及安泰護理之家住

民、家屬及醫護照

護團隊 

 獨居長者 
 失智症患者 
 高血壓、糖尿病患

者 
 行動不便、日常生

活需他人協助者 

服務內容 

 會員健康管理 
 遠距生理量測 
 遠距衛教服務 
 警示通報處理 
 生活資源轉介 

 遠距視訊會診 
 遠距生理量測 
 視訊探親服務 
 遠距衛教指導 
 藥事安全服務 

 社區健康便利站 
 視訊諮詢服務 
 遠距衛教服務 
 藥事安全服務 
 行動定位服務 
 生活資源轉介 

試辦單位 

 北醫附醫 
 萬芳醫院 
 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蕭中正醫院 
 安泰護理之家 
 建安護理之家 
 健生護理之家 
 寬福護理之家 

 北醫附醫 
 萬芳醫院 
 耕莘醫院永和分

院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 

 

其中，機構照護的服務內容包含「遠距視訊會診」，應屬於遠距醫療，和第

二章文獻探討中，謝柏宏的立論不同。因此是否遠距醫療行為實務上不受《醫師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限制，或者在遠距照護試辦計畫中另有法源依據，應另探討。 

 

二、 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市場區隔 

基於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的特性，居家式照護、機構式照護、社區式照護的

分法並不適合。依徐業良（民 97）將遠距照護產業分為個人緊急救援服務、日

常生活活動監測、生理訊號長期監測三大類，亦無任何一類能完全涵蓋遠距心電

圖監測服務的市場範圍。是以，本研究提出另一種市場區隔的方法，依照遠距心

電圖監測服務的應用目標分為長期照護、疾病診斷、健康管理三大領域，如下表

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遠距照護產業營運模式-以心電圖監測為例    第六章 產業環境與營運模式 

 

69 
 

表 16 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之市場區隔 

 長期照護 輔助診斷 健康管理 

產品目標 

長期記錄心電圖以追

蹤身體健康、病後療癒

情況 

短期連續、或不連續記

錄心電圖，以協助醫師

診斷疾病 

納入健康管理的一環

或健康檢查的一部

份，早期發現、早期治

療 

使用者 
患有心臟疾病之慢性

病患 

至醫院診斷心臟疾病

者 

罹患心臟疾病高危險

群、對健康有高度意識

者 

購買者 
照護機構、遠距照護公

司 

醫院、保險、政府 健檢中心、健身中心、

私人企業等 

付費者 
個人、社會福利 個人、全民健保、私人

保險 

個人、私人企業與機構

產品訴求 
與其他遠距照護系統

之整合能力、價格 

精準度 彈性的銷售方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長期照護即生理訊號長期監測，目標顧客為患有心臟疾病之慢性病者，長期

追蹤心臟健康狀況，因此並不需要非常精良的心電圖計。在產品性能相去不遠的

前提下，「價格」會是消費者更在意的考量因素。長期照護主要由照護公司提供

服務，因此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的販售對象為照護機構、遠距照護公司。在美國

提供血糖、血壓、呼吸量等生理數據長期監測的遠距照護公司很多，目前也逐漸

納入心電圖，因此系統的整合能力也是一個差異化的關鍵。 

輔助診斷為心電圖計最早的功能，遠從靜態心電圖計起，心電圖計即用於協

助醫師找出心臟疾病，因此對於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而言，產品最初的目的便是

輔助診斷，也是目前最主要的應用。因此，對於系統廠商而言，客戶是醫師、醫

院。測量的精準度、對診斷的幫助程度是醫師選購時重要的考量之一。 

健康管理的服務對象是健康者。隨著健康意識的抬頭，健康管理慢慢成為一

般人重視的議題，市場上各類健康管理的產品、服務越來越多，是相當有潛力的

市場。遠距心電圖監測可以結合健檢中心，成為健康檢查的項目，也可以與健康

中心、運動教室結合，作為可以選購的特殊服務，或成為企業福利的一部份。其

中，尤以高科技產業工作壓力大、工作時數長，罹患心臟疾病的機率高，而人才

又是高科技產業重要的資本，納入企業福利的機會較高。由於販售對象為形形色

色的公司，每間公司的需求都不相同，因此彈性的銷售方案，與客製化服務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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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提升競爭力最主要的關鍵。 

在美國，輔助診斷是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的主要市場，且已納入政府保險

Medicare1的給付項目中，並慢慢導入長期照護市場與健康管理市場。 

在台灣，於政府計畫的推動下，自 2008 年左右逐漸有相關服務。 

 

參、 市場規模 

估計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市場規模合理的估計方式有二種：（1）援引產業報

告、廠商年度報告之數據；（2）將目前心臟疾病醫療與照護支出，依照支出結構

乘以一固定比例。市場成長率合理的估計方式為：（1）援引產業報告、廠商年度

報告之數據；（2）綜合老年人口成長速率、心臟病好發率成長率、產品擴散速率

2，計算得出。美國市場主要由政府保險與商業保險扮演付費者的角色，難以取

得精確數值，因此以參考產業報告與企業年報為主。台灣市場由於尚未成形，相

關公開的產業報告也未有精確數據，因此市場規模與市場成長率各以方法（2）

估計之。 

 

一、 美國市場 

根據美國產業分析公司 Markets and Markets（後稱 M&M）（2010a）的估計，

全球診斷用心電圖監測市場（global diagnostic ECG market）的市場規模如下表

17。涵蓋靜態心電圖計、運動心電圖計等，全球診斷用心電圖計市場 2009 年產

值約 26 億美元，其中美國是最大的市場，產值近 10 億美元，約佔全球市場 37%。

美國市場是歐洲市場與亞洲市場的兩倍，成長率為 4.7%，預計至 2014 年產值為

12 億美金。亞洲雖然目前產值只有一半，但是年複合成長率 11.7%，潛力最高。 

 

 

                                                       
1 美國聯邦政府針對 65 歲以上年長者殘障者的醫療保險，詳細細節可參考其官方網站： 
http://www.medicare.gov/。最後瀏覽日期：2010 年 11 月 10 日。 
2 指患有心臟疾病，而使用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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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全球診斷用心電圖市場產值預估 

區域 2009 年（估算） 2014 年（預估） CAGR 

Global $ 2.6 billion $ 4,3 billion 9.6% 

U.S.  $ 968 million $ 1.2 billion 4.7% 

European $ 410 million $ 468 million 2.7 % 

Asian $ 469 million $ 814 million 11.7 % 

資料來源：Markets and Markets. (2010a)。 

 

在整體心血管疾病支出的部份，張慈映（民 98a：1）指出美國 2004 年心血

管疾病健康照護的直接支出為 2,267 億美元，間接支出為 1,417 億美元，共 3,684

億美元。此外，根據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估計（引述

自 Cardiac Science，2010），美國每年超過 6,400 萬人患有心血管疾病，或正在發

展心血管疾病，每年有 295,000 人死於突發性心臟停止（sudden cardiac arrest），

每年支出超過 4,000 億美金於治療心血管疾病。 

而單就軟硬體系統，不論服務，Frost & Sullivan3(2010) 估計北美 2009 年心

臟監測產品（cardiac monitoring product）市值估計為 3.35 億美金，成長率 2.8%。

預估 2009 年至 2016 年的年複合成長率為 3.0%，至 2016 年產值為 4.13 億美金，

與 M&M 的估計相比，心電圖監測「服務」的市場規模，為心電圖監測「產品」

的兩倍以上。 

在所有心電圖監測產品中，根據根據 LifeWatch 2009 年年度報告，全美心臟

監測市場（Cardiac Monitoring market）中約 12%-15%使用無線通訊技術，約

85%-88%為傳統設備，雖然前者佔少數，但成長快速。 

 

二、 台灣市場 

台灣市場沒有產業分析報告可供參考，因此假設美國的市場結構、消費習慣

與台灣相同，採用健保局支出作為台灣心血管疾病的直接支出，比照美國的市場

                                                       
3 全球知名市場研究公司，總部設於美國加州矽谷。Frost & Sullivan 將產品與服務分為兩個報告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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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估算台灣診斷用心電圖市場。 

根據全民健保的分類，心血管疾病屬於循環系統疾病。根據下表 18，2008

年循環系統疾病給付項目中，約 37%4為全台灣心臟疾病醫療與照護直接支出。 

 

表 18 我國 2008 年循環系統疾病給付百分比 

疾病類別 給付百分比 

高血壓疾病 31% 

缺血性心臟病 23% 

肺性循環疾病及其他形態之心臟病 13% 

腦血管疾病 25% 

循環系統之其他疾病5  7% 

風濕熱及風濕性心臟病6  1%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民 98a）。 

 

我國 2008 年健保局支付循環系統疾病 799 億新台幣（行政院衛生署，民 98b），

將此支出乘以 37%，可估算出心臟疾病之直接支出為 295.6 億新台幣。以美國市

場結構推估，心血管疾病直接支出中約 1/131.57為診斷用心電圖市場，約 2.25 億

新台幣。假設這 2.25 億新台幣的心電圖市場，符合 LifeWatch 2009 年年度報告

中心臟監測市場的定義，且台灣 2008 年市場結構與美國美國 2009 年相同，無線

心電圖監測約 12%-15%。則將 2.25 億再乘以 15%，粗估我國診斷用心電圖市場

潛在需求約為 3,372 萬新台幣8。 

就市場成長率的部份，假設台灣心臟病好發率與產品擴散速率不變，老年人

口成長速率為市場成長率唯一因素。根據經建會（民 99）的估計9，2010 年我國

六十五歲以上老年人口為 2,486 千人，至 2015 年為 2,942，五年的年複合成長率

為 3.4%；若以十年觀之，2020 年老年人口為 3,813 千人，十年年複合成長率為

4.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老年人口數至 2060 年不斷攀升，但成長率約於 2025

                                                       
4 缺血性心臟病、肺性循環疾病及其他形態之心臟病、 風濕熱及風濕性心臟病之總和。 
5 各種血管病變與血管炎。 
6 分為急性風溼熱與慢性風濕性心臟病兩種疾病，後者佔 99.7%。 
7 前述美國每年用於心血管疾病的支出約 2,267 億美元，用於診斷用心電圖市場約 10 億美元。

後者為前者的 1/131.5。 
8 3,372 萬新台幣不包含表 16 中之輔助診斷市場，不包含長期照護，與健康管理，因此，台灣遠

距心電圖監測潛在市場，規模應該更大。 
9 有高推估、中推估、低推估，此處採用中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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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達到高峰，其後逐年下降。 

 

第三節 產業鏈 

壹、 遠距照護產業之產業鏈 

根據張慈映（民 98c）的分析，遠距照護產業之產業鏈大致如下圖 16 所示，

原則上無論哪一種應用模式、營運模式，必定包括五個元素：用戶端、設備端、

系統端、營運端以及照護端。 

圖 16 遠距照護產業產業鏈 

資料來源：張慈映（民 98c）。 

 

在張慈映的分類中，用戶端為使用者及其進行訊號監測之所在。依據監測的

方式不同，「用戶端」所在地會有所不同，例如，(1)居家照護模式，使用者多是

購置測量器材放在家中，因此用戶端則為家中的個人；(2)除居家照護外，也可

能是由單位購買測量器材，而置於固定場所，如老人安養中心或是一般公司的駐

點診所等，此時的用戶端則是「機構」；(3)除了以上兩種定點式的測量之外，若

該測量器材具有即時監測與傳輸的功能，則使用端就可能是任何一個使用者所在

的地方。「設備端」指在遠距照護服務中使用者所使用的相關設備，包括監測設

備、傳輸界面設備與其他監測設備。「系統端」指在遠距照護技術的應用之中所

需用到的資訊科技服務，且彼此整合，包括基礎網路、通訊服務（電信業者所提

供之電信服務系統）、軟體程式、資料庫與整合系統。「營運端」為遠距照護服務

之經營者。由於運模式不同，營運端也可能會由不同的單位來負責，提供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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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大致可分為三種：（1）醫療照護服務：由醫療機構，或照護公司、安養護

機構為營運方；（2）其他營運服務：此處是指除了醫療照護之外，藉由異業結盟，

提供其他服務，如保全、保險、健康管理等不同的服務。（3）社區服務：此種服

務的營運者，可能是社區管委會或是里民中心，將遠距照護服務與社區原有的網

絡相結合，提供社區式照護服務。「照護端」指在遠距照護服務中之實質照護服

務，約略可以分為醫療照護服務與各項生活支援服務，前者為醫院、照護公司等

提供之診療、照護服務；後者服務的內容則包羅萬象，包括送餐服務、物流服務、

居家服務等，主要在協助使用者之日常生活，或各項資源之轉介。 

 

貳、 遠距心電圖監測產業之產業鏈 

由於心電圖的判斷本身又是相當專業的工作，無法百分之百用電腦取代，最

終必須由醫生判讀，且心電圖異常有時代表心臟病發作，是危急性命的緊急狀況。

因此，遠距心電圖監測的營運模式與一般遠距照護略有不同，一般而言，遠距心

電圖監測必須有醫生、醫院的參與，因此醫療機構會扮演營運商、合作單位或購

買者的角色。 

根據張慈映（民 98c）所繪製的遠距照護產業鏈，遠距心電圖監測產業之產

業鏈應如下圖 17。差別在於（1）設備端只有一種醫療器材：心電圖計；（2）營

運端即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公司；（3）購買者向營運端購買服務，再轉介給個人

使用，是決定服務廠商的重要決策者；（4）使用者為直接使用心電計測量心電圖

的個人；（5）新增付費者的概念，因為付費者不必然是使用者，也有可能是政府

出資的社會福利，或在美國可能成為私人保險所提供的服務的一部份，又或者作

為私人企業的員工福利時，採購者與付費者都是私人企業的福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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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遠距心電圖監測產業產業鏈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第四節 營運廠商 

壹、 美國遠距心電圖監測營運廠商 

根據張慈映（民 98a：3）的研究，「全球心電圖計主要廠商仍以醫學影像相

關廠商 Philips Medical Systems、GE Healthcare 等廠商為主，其他重要廠商包含

Welch Allyn、Nihon Kohden、Mortara Instruments、Cardiac Science Corporation、

Spacelabs、Fukuda Denshi、Invivo MDE、Criticare、Datascope 與 Schiller 等中型

廠商。」 

其中，全球一半以上市場集中被 GE（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後稱 GE）

與飛利浦壟斷。（M&M，2010b） 

雖然上述心電圖計包括各類心電圖計包含各種心電圖計，但是在市場集中的

情況下，GE 與飛利浦是醫院用專業醫療器材的領導廠商，可推知 GE 與飛利浦

若欲進入遠距心電圖監測市場時，握有技術、成本與通路的優勢。目前 GE 雖然

尚未推出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但 GE 已與 Intel 合作推出長期生理監測系統，

仍是極具威脅性的潛在競爭對手。另一方面，飛利浦也已跨入遠距照護產業，增

加 Home Healthcare 產品線，推出各種有別於長期記錄血糖、血壓、呼吸量的長

期生理監測服務。其中，稱為「Philips Remote Cardiac Service」的遠距心電圖監

測服務，整合產品線上其他心臟相關醫療器材與通路，成為一整套心臟醫護產品，

創造獨特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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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灣遠距心電圖監測營運廠商 

截至 2010 年 10 月底，國內經營遠距心臟照護的，有台大醫院、亞東醫院、

振興醫院、耕莘醫院。另外，國內已有產品雛形，但尚未在市面上推出服務者，

包括（1）2005 年起陽明大學接受國科會補助，並與明展生醫合作開發的「生理

監控即時系統」；（2）交通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合作開發的「U-華陀」

系統；（3）微星科技推出的「可攜式心電圖紀錄分析器 MyECG E3-80」。這些服

務與系統，都是非連續性的心電圖監測服務。 

 

第五節 營運模式 

壹、 美國遠距心電圖監測產業營運模式 
 

 
圖 18 美國遠距心電圖監測產業營運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參考圖 18，美國已經有一套完整的產業營運模式，Medicare 在其中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在美國，醫療服務多由政府保險 Medicare 及商業保險公司給付。

美國醫療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 AMA），根據其於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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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說明，美國醫療協會每年召開三次討論會議，並每年出版 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簡稱 CPT®），將各種醫療行為與服務編碼。Medicare 依據編碼給

付固定金額，但是給付金額會以年為單位調整。廠商如果希望服務能夠受到

Medicare 給付，必須向美國醫療協會申請編入 CPT Code。Medicare 的重要性在

於，它是商業保險的指標，雖然商業保險不需要與 Medicare 一致，從下一章個

案中可以發現，Medicare 降低給付金額，商業保險公司也會跟進，可見 Medicare

扮演帶領的角色。取得 CPT Code 對廠商而言是一個關鍵，但是後續還是必須逐

一拜訪商業保險公司，個別取得合約。 

取得保險合約後，實際上將服務推銷給病患使用，是醫生，因此營運商必須

個別說服醫師，在各個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間，選擇該廠商。除此之外，在取得

CPT Code 前，廠商必須先向美國醫療機構評鑑聯合會（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簡稱 JCAHO）等審查單位申請審核，

取得認證。醫療機構評鑑聯合會司掌醫護單位的審查工作，遠距照護營運商，以

及醫院都必須取得認證，才能取得 Medicare 與保險公司的信任，獲得給付。除

此之外，醫療院所以及服務商須尋求醫療機構評鑑聯合會等評鑑單位取得認證，

才能領到 Medicare 的與商業保險公司的給付。 

從產業鏈的角度觀之，心電圖計設備商，例如 LifeWatch AG 與 CardioNet, Inc.，

從設備端，往下開發系統，而成為營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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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灣遠距心電圖監測產業營運模式 

一、 發展現況 

 

圖 19 美國遠距心電圖監測產業營運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現行台灣的醫療保險制度與美國不同，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保險，全

民健康保險尚未給付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近年衛生署推動的長期照護法案，與

長期照護保險法，也將仿照全民健康保險，採強制保險制度。長期照護保險未來

是否給付這項服務，目前仍無法得知。 

台灣目前的發展遠距照護產業的政策，乃是透過專案計畫補助，一方面以學

術單位為中心發展技術與產品，一方面以醫院為營運中心發展服務。 

台大醫院成立遠距照護中心10，中心下目前只有推出心臟科疾病整合管理服

務，為包含血壓計、血糖計、溫度計、心電圖計等數據之長期生理數據監測服務。

屬於長期照護的一種，並整合醫院資源，提供即時掛號、護理諮詢、緊急處理服

務。每月最高收費 3,000 元11。（台大醫院） 

                                                       
10 參考台大醫院遠距照護中心，http://www.ntuh.gov.tw/telecare/default.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0
年 11 月 26 日。 
11 台大醫院、亞東醫院、振興醫院服務費用，以致電服務中心取得。致電日期：2010 年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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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醫院12的服務模式與台大醫院類似，推出名為「U-Care 全方位生活健康

照護網」，採用真茂科技研發的「寶貝機」，屬於傳統針對老年人口的長期生理參

數監測服務，監測項目除了心電圖外，尚有血糖、血壓、體重、耳溫、吐氣流速。 

亞東醫院13與振興醫院14的營運模式與台大醫院、耕莘醫院不同，介於長期

照護與輔助診斷之間。亞東醫院與振興醫院購買 LifeWatch AG 的心臟事件記錄

器，使用者感到心臟不適時記錄下一段心電圖，再使用電話網路，以類比傳輸的

方式傳送到醫院的服務中心，由專門醫護人員判斷後續處理的方式。亞東醫院每

月收費 3,000 元15，振興醫院每月收費 2,000 元。亞東醫院於 2007 年與遠傳電信

「880 行動照護」合作，至今仍在營運。 

 

二、 問題與解決方法 

針對交通大學與中國醫藥學院合作開發的「U-華陀」，以及陽明大學與明展

生醫合作開發的「即時生理監控系統」進行訪問，受訪者交通大學研發處處長李

鎮宜教授（訪談記錄參考附錄二），與前陽明大學醫工研發中心主任楊順聰教授

（訪談記錄參考附錄三）不約而同表示，以醫院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並不妥當。主

要原因包括，醫院環境保守，對新產品、新技術的接受度低，以及醫院醫護人員

人事成本高，不符合成本效益。 

兩位教授也表示，台灣發展遠距心電圖監測的瓶頸不在技術，在商業模式。

必須透過創新的商業模式，讓民眾普遍接受此服務、讓醫生有使用的意願，才有

可能成功。李鎮宜教授認為，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必須跳脫「醫療」的框架，首

先以創新資訊服務的形象切入市場，以擁有雲端系統的電信業者為服務中心，大

量、低價販售心電圖計，另外收取服務費；硬體價格應降至數百元，產品才能普

及；第二階段再回到醫療體系成為醫療器材。楊順聰教授則認為，把子女照護者

                                                       
12 參考永耕健康管理暨健檢中心，http://www.evergrow.tw/index.jsp。最後瀏覽日期：2010 年 11
月 26 日。 
13 參考亞東紀念醫院心臟血管內科，http://depart.femh.org.tw/cardiology/service10.htm。最後瀏覽

日期：2010 年 11 月 26 日。 
14 參考振興醫院遠距照護中心，http://www.chgh.org.tw/icare/default.asp。最後瀏覽日期：2010 年

11 月 26 日。 
15 費用已大幅降低，根據資料顯示，「亞東醫院推出的安心卡服務分買斷和租用兩種，安心卡每

片售價二萬二千元，病患購買後還須每月繳二千五百元連線服務費用；租用安心卡則要交二萬二

千元押金，還卡後退還押金，短期用戶一個月連線服務收費五千元，一周收費一千五百元。」（沈

能元，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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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抽離，讓醫生直接服務年長者的營運模式，成本必定過高，是失敗的關鍵。

子女事實上是此服務的主要銷售對象，子女可以擔任第一線篩檢心電圖得角色，

降低營運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升年長者使用此服務的意願。除此之外，月費制

度會造成使用者濫用服務，應採用低月費、心電圖傳送至照護中心再另外收費的

收費模式，才能降低傳輸次數，將成本與售價控制在合理的範圍。 

在拓展海外市場方面，李鎮宜教授認為，透過雲端技術，以及台灣優秀的半

導體技術，可以先將服務推廣至華南市場。楊順聰教授則是認為，雖然台灣有優

秀的半導體技術，可以發展優異的產品，但是首先必須在當地建立可行的營運模

式，創造市場。 

 

第六節 結論 

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具備方便隨身攜帶，以及 24 小時監測的優點，可以

充分滿足診斷疾病，與長期監測的需求。遠距心電圖監測與動態心電圖計、心臟

事件記錄器產品特性相近，因具備 24 小時監測的優點，雖然價格較高，市場快

速成長中。 

在心臟疾病越來越多的今日，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的市場潛力很高。目前美

國因心臟疾病人口最多，每人平均醫療費用是其他 OECD 國家平均值的兩倍以

上（王梅，民 99），市場最大，發展最完善。我國在政府的補助之下，已有產品

雛形，但尚未商業化，市場尚未形成。粗估我國潛在產值約為 3000 萬新台幣。 

遠距心電圖監測與其他遠距照護服務最大的差別在於，判斷心電圖的工作無

法完全被電腦取代，最終仍須交由醫師執行。所以，醫師、醫院成為遠距心電圖

監測服務不可獲缺的一環，但是現行以醫院作為營運中心的發展模式並不適當。

台灣發展此服務的瓶頸在於，缺乏能夠將服務普遍推廣至民眾、醫生的營運模

式。 

最後，心電圖計的發展，已有悠遠的歷史，且市場存在 GE 與飛利浦兩大龍

頭。GE 與飛利浦已投入研發各項遠距照護技術，飛利浦已有遠距心電圖監測服

務。這兩家廠商握有心電圖計技術，與雄厚的資本、通路，進入障礙低，未來很

有可能是全球市場最大的系統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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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個案研究 

承接第三章至第六章對於技術、查驗登記制度、專利、產業環境與營運模式

的宏觀研究。本章以 LifeWatch AG 與 CardioNet, Inc.作為個案廠商，首先從個案

官方網站與年度報告中，了解廠商發展的歷史與經營策略，再對照 FDA 查驗登

記記錄，以及專利申請記錄，拼湊出個案廠商的營運模式，與成功、失敗的原因，

作為台灣廠商的借鏡。 

 

第一節 LifeWatch AG 

壹、 公司簡介 

以下簡介整理自 LifeWatch AG 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lifewatch.com/，

最後瀏覽日期：民 99 年 3 月 16 日），及其 2000 年至 2009 年年度報告1之資料。 

 

一、 公司現況 

LifeWatch AG（以下簡稱 LifeWatch）為瑞士上市公司，自詡為美國無線監

測服務領導廠商。2009 年資產總額約 1.2 億美元，營業額 1.2 億美元，全球員工

人數 678 人。總部設於瑞士，研發中心設於以色列，主要市場在美國，並在美國、

荷蘭、日本、英國設立分公司，在歐洲、亞洲則以販售器材為主，圖 18 為現今

公司架構。 

 

                                                       
1 LifeWatch AG(2001)、LifeWatch AG(2002)、LifeWatch AG(2003)、LifeWatch AG(2004)、LifeWatch 
AG(2005)、LifeWatch AG(2006)、LifeWatch AG(2007)、LifeWatch AG(2008) 、LifeWatch AG(2009)、
LifeWatch A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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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LifeWatch 公司架構圖 

參考資料：LifeWatch 2009 年年度報告。 

 

二、 歷史沿革 

LifeWatch 1990 年在以色列設立，原名為 Card Guard，以販賣醫療器材起家。

主要產品為動態心電圖計與心臟事件記錄器，在美國、歐洲、日本都有不錯的銷

售成績。其後，為跨入美國遠距心電圖監測市場，2001 年 1 月併購美國心臟監

測服務公司 LifeWatch, Inc.，其後又併購生產與製造心臟方面醫療器材技術知名

的 Instromedix Inc.和另一間提供心臟疾病服務的 Quality Diagnositc Service。

LifeWatch 成為符合美國聯邦法 42 CFR Part 410.33 定義的 Independent 

Diagnostic Testing Facility （簡稱 IDTF），除了為民眾提供檢查外，也承接外包

服務，替醫院診所執行健康檢查。隨著販售服務的收入增加，監測服務逐漸成為

LifeWatch 最主要的營收來源（參考下圖 19），美國也成為 LifeWatch 最重要的

市場。2007 年 LifeWatch 推出首項遠距心電監測服務，市場反應熱烈，遂於 2008

年決定放棄販售硬體與服務並重的策略，轉型成為專門提供遠距無線監測

（wireless monitoring）的服務商，並於 2009 年由 Card Guard 更名為 LifeWatch，

統一市場品牌名稱，打造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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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LifeWatch 監測服務營收比例與美國市場營收比例折線圖 

參考資料：LifeWatch 各年度年度報告。 

 

三、 財務表現 

下圖為 LifeWatch 1998 年至今之財務狀況，整體而言，營收逐年升高。

LifeWatch 認為營收快速成長的原因為患有心律不整、心房纖維顫動、中風、昏

厥、老年人口帶來的慢性病等疾病之增加有關。2000 年與 2001 年全球銷售系統

設備成績亮眼，加上積極承接各國政府的開發計畫，營收快速成長。但是 2001

年發生 911 事件，加上各國開發進度不如預期，2002 年與 2003 年大幅認列呆帳，

導致巨額虧損。其後獲利表現持續疲弱，直到 2007 年推出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

始見轉機。 

 

 
圖 22 LifeWatch 歷年營收、淨利長條圖 

參考資料：LifeWatch 2000 年至 2009 年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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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經營策略 

以下簡介整理自 LifeWatch AG 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lifewatch.com/，

檢索日期：民 99 年 3 月 16 日），及其 2000 年至 2009 年年度報告2之資料。 

 

一、 產品線 

2009 年 LifeWatch 主要產品與服務可分為以下四類。 

 Arrhythmia Monitoring（心律監測）：以 LifeStar ACT 為首。ACT 為 

Ambulatory Cardiac Telemetry 的縮寫，為行動式遠距心電圖測量，30 天

以內 24 小時不間斷測量心電圖作為作為輔助診斷之用。2007 年推出即

有 6,000 人次使用，至 2008 成長至 31,931 人次。2008 年擴大服務範圍

推出 Atrial Fibrillation (AF) and stroke patient care program，此服務在 2009

年成長 86%。 

 PMP4® Wireless Healthcare System(無線健康照護系統)：一般長期生理數

據監測服務，可選購的測量項目包含體重、血糖、血壓、呼吸量、血氧

量等。量測好的數據經由手機、PC，再傳送到服務中心（PMP4® 

Web-Based Medical Center）。該中心提供使用者與照護單位全天候監控服

務和電話諮詢，使用者與照護單位可以透過瀏覽器（Web Browser）來觀

看生理數據變化。 

 NiteWatch Home Sleep Testing（在家睡眠檢測）：2009 年推出，使病人

能夠在家中舒適的測量睡眠中的心電圖、脈搏數、血氧、呼吸量、打鼾、

氣流及睡眠姿勢。 

 銷售系統：販售上述產品、系統，僅佔 2009 年營收 5.5%。 

 

二、 市場定位 

LifeWatch AG 自許為美國無線監測服務領導廠商，若以長期照護、輔助診斷、

健康管理為市場區隔，LifeWatch 的市場定位為以輔助診斷為主，長期照護為輔，

以提供最有效率的輔助診斷服務為目標，2009 年 LifeStar ACT 即佔總營收 75%。 

                                                       
2 LifeWatch AG(2001)、LifeWatch AG(2002)、LifeWatch AG(2003)、LifeWatch AG(2004)、LifeWatch 
AG(2005)、LifeWatch AG(2006)、LifeWatch AG(2007)、LifeWatch AG(2008) 、LifeWatch AG(2009)、
LifeWatch A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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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國為 LifeWatch 主要目標市場。在美國以外的國家，以承接政府、私

人企業開發計畫為主，或與私人企業合作在當地建立分公司，建置服務中心，提

供服務。LifeWatch 於年度報告中多次強調，雖然日本、歐洲有廣大的老年人口，

但是政府不補助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一直難以拓展市場。 

 

三、 市場佔有率 

在其 2009 年年度報告中，以服務機構將市場劃分為 Hospital、Physicians、

IDTFs 三大塊，而 LifeWatch 在 ITDFs 中的市佔率為 20%，佔全美心臟監測市場

37%。 

 

 
圖 23 LifeWatch 市場定位與市場佔有率圓餅圖 

參考資料：LifeWatch 2009 年年度報告。 

 

四、 通路 

透過併購 2001 年併購 LifeWatch, Inc. 取得通路，LifeStar ACT 的販售對象

為全美各地心臟中心（Cardiac Center）、內科醫師與心臟病醫師。在美國以外的

國家，則是藉助合作廠商在當地的通路。 

 

五、 收費模式 

LifeWatch 主要收入來自私人保險與政府醫療補助（下圖 22 中 Medicare），

私人保險佔 69.6%，政府醫療補助佔 24.0%，自費部份僅佔 1.2%。因此，2009

年 9 月起美國政府降低補助額度（從 1,123 美元減少至 754 美元），私人保險公

司跟著平均降低 20%，成為 LifeWatch 重大挑戰。面對此挑戰，LifeWatch 的應

對方式為管理流程、改善演算法減少傳輸次數、縮減員工薪資費用等方式降低成

                                                       
3 原文為「cardiac monitoring market」，在 LifeWatch 年度報告中的定義中，不限於使用無線傳輸

技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遠距照護產業營運模式-以心電圖監測為例  第七章 個案研究 

 

86 
 

本等，在 2009 年成功維持高獲利。 

 

圖 24 LifeWatch 2009 年收入來源圓餅圖 

參考資料：LifeWatch 2009 年年度報告。 

 

六、 未來發展策略 

未來 LifeWatch 的發展策略可以分為四個層面：（1）加強政府關係、（2）提

升產品功能、（3）多角化經營、（4）前進歐洲市場。 

首先，在加強政府關係層面，積極遊說國會將遠距監測納入健保改革法案

（Health-Care Reform Bill）給付範圍；以及研討健保改革法案對公司營運的影響。

除此之外，2008 年設立政府採購單位，積極爭取政府訂單，並在提升產品功能

方面，不斷提升產品性能與效率，以符合醫師診斷的需求。LifeWatch 有兩個

medical boards，分別支援負責開發產品的子公司，以及負責營運的子公司。遂於

2008 年推出三導程的 LifeStar™ ACT III Platinum，2009 年推出可以轉換為連續

記錄模式的 LifeStar ACT EX。第三，在 LifeStar ACT 大獲成功後，在既有的專

業技術與通路的基礎之上，推出居家睡眠測試「NiteWatch」，以及依疾病為類別

推出特別服務，例如「Stroke Patient Care Program」、「AF Patient Care Program」。

最後，LifeWatch 認為歐洲市場前景看好，2010 年是將 LifeStar ACT 在美國的成

功經驗複製到歐洲市場的好時機。 

 

參、 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運作模式 

LifeStar ACT 的基本運作模式包含下列六個階段： 

1. 由醫生替病患開立使用 LifeStar ACT 服務。 

2. LifeWatch 確認病患的保險支付 LifeStar ACT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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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feWatch 將設備寄給病患，病患 24 小時佩戴心電圖計（下圖 23 左）。

心電圖計將量測結果即時傳送至手機上的專家系統（Cellular Phone 

Monitor）（下圖 23 中），如果專家系統發現異狀，自動將該心電圖傳送

到全美三個監控中心（LifeWatch Monitoring Center）之一，或是全天候

不間斷地將資料傳送至監控中心。設備使用完畢後，僅需放入回郵信封

寄回即可。 

4. 監控中心監看及分析病患心電資訊。 

5. LifeWatch 將分析報告寄送給醫生。 

6. LifeWatch 向病患的保險公司或政府醫療補助請求給付。 

 
 

圖 25 LifeWatch LifeStar ACT 產品示意圖 

參考資料：LifeWatch 官方網站。 

 

肆、 心電圖監測產品與技術沿革 

以 LifeWatch 現行母子公司名稱「Card Guard」、「LifeWatch」、「LifeStar」

檢索 FDA CDRH 資料庫（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rh/cfdocs/search 

/search.cfm，檢索日期：2010 年 4 月 23），得到 50 筆資料（參考下表 19），其中

LIFEWATCH SYSYTEM, INC.皆是與麻醉學（Anesthesiology）相關，且僅為 1986

年至 1987 兩年間申請，顯與本研究無關，故僅就該公司所申請的 46 項產品進行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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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LifeWatch 醫療器材檢索結果 

關鍵字 關鍵字說明 檢索結果(申請公司-筆數) 

Card Guard 原集團名稱、現子公司

名稱 

CARD GUARD SCIENTIFIC SURVIVAL, LTD. – 

46 筆 

LifeWatch 現集團名稱、子公司名

稱 

LIFEWATCH SYSTEMS, INC. – 4 筆 

LifeStar 子公司名稱 0 筆。 

資料來源：FDA，本研究整理。 

 

LifeWatch 產品線廣泛，包括心電圖計、體重計、血糖計、血壓計、呼吸量

測量儀、血氧量測量儀等多項醫療器材。上述 46 項產品中共有 26 項與心電圖有

關，除了 6 項 1998 年以前申請者查無詳說明外，經過整理發現從技術層面的演

進約可劃分為三個階段，而此三個階段演伸出的產品與服務模式，目前並存於市

面上。 

 

一、 第一階段–類比傳輸、不連續監測 

 
 

圖 26 LifeWatch 第一階段服務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病患使用心電圖計測量心電圖後，撥打電話至服務中心，心電圖計利用聲音

將資料透過電話線傳輸到另一端服務中心的接收器，接受器再將資料轉換成

服務中心電腦可使用的數位格式。 

 

第一階段的心電圖計可概略分為兩種，一種是使用電極片接觸病患皮膚，另

一種不接觸病患皮膚，僅需將裝置貼靠心臟，亞東醫院使用的 CG-2100 屬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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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了 CG-6550 系列裝有分析軟體可以連續監測，主動將偵測到不正常的心

電圖記錄下來，其他心電圖計如 CG-6106、CG-2206 為手動式心臟事件記錄器，

使用者隨身攜帶，感到不適時才按下特定按鈕，錄下固定秒數之記錄。 

這個階段在 FDA 共申請 23 個與心電圖有關的醫療器材，可分為用戶端心電

圖計、服務端接收系統兩大類。進一步分析 FDA 審核文件，可以將產品概略分

為幾個系列4（參考下表 20）。CG-7000 系列為第一代產品，CG-6550 為第一代產

品的延伸，加入分析軟體自動偵測異常心電圖，因此不受限於病患的感官感受，

可以在病患未感受到疼痛或不適時也擷取到異常心電圖。SelfCheck 系列亦為

CG-7000的延伸，外型酷似CG-7000系列，主要差別為非處方用（over the counter，

OTC）版本，不須醫生處方即可購買；換言之，其他心電圖計均需醫師處方才可

使用。CG-2206 系列外型與上述系列完全不同，外型類似名片，其中 CG-2100

為 CG-2206 的修改版，其技術細節參考附錄四。King of Hearts® Express 系列內

建磁帶，可以記錄較長時間，長達五分鐘或十分鐘，並內建分析軟體，技術細節

參考附錄五。 

接收系統 TM2000（K013175）包含一接受器、一 PC、一軟體套件，即包含

圖 24 中，服務中心端的接收器、電腦。可以接收、儲存、顯示、計算、更新、

列印、傳輸心電圖資料。第二代接收系統 TM2000 Model 1（K013879），提升系

統的可靠度，並且加入心電圖以外資訊，如醫師、就醫記錄、費用、銷貨記錄等，

使系統更適合輔助診斷，更貼近服務端的需求。 

 

                                                       
4 所屬系列的歸類方式乃依據 FDA 文件所述 predicate device、功能，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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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LifeWatch AG 第一階段心電圖計及軟體系統 

種類 申請年度 產品名稱 510(k)編號 

接 

觸 

式 

心 

電 

圖 

計 

CG-7000 系列：測量及傳送心電圖，測量時間持續數秒 

1994 CARD GUARD, MODEL CG-7000D ECG 

RECORDER/TRANSMITTER 

K942704 

1996 CARD GUARD, MODEL CG-7100 K964836 

1999 CG-7000DX ECG RECORDER/TRANSMITTER K993799 

CG-6550 系列：連續監測，能自動判斷心律異常 

1999 CARD GUARD, MODEL CG-6550 K990478 

2000 PERSONAL ECG TRANSMITTER, MODEL 

CG-6550 

K003220 

Self Check 系列：外型類似 CG-7000 系列的 OTC5版 

2001 CG-2211 SELFCHECK ECG TRANSMITTER K012223 

其他 

1996 CARD GUARD MODEL CG-6106 PERSONAL 

ELECTROCARDIOGRAM ("ECG") 

TRANSMITTER DEVICE  

K963811 

1998 Card Guard Model CG-4000 Pacemaker Data 

(PMD®) Transmitter 

K983026 

1999 ECG MINIMONITOR, MODEL CG-5000 K992696 

感 

應 

式 

心 

電 

圖 

計 

CG-2206 系列：名片大小，數位記憶體 

1996 MODEL CG-2206 PERSONAL 

ELECTROCARDIOGRAM (ECG) 

TRANSMITTER DEVICE (MODIFIED) 

K963725 

1999 CG-2100 ECG TRANSMITTER K994009 

King of Hearts® Express 系列：以磁帶記錄，可錄製 10 分鐘 

2002 King of Hearts® Express + AF Monitor or TBD K020825 

接 

收 

系 

統 

1999 TELEMEDICINE 2000 K991307 

1999 TELEMEDICINE 2000 K992164 

2001 TM2000 K013175 

2001 TM2000 MODEL 1 K013879 

資料來源：FDA，本研究整理。 

 

 

                                                       
5 Over the counter，無須醫師處方即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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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下表 21 七項申請，因為時間久遠，FDA 資料庫及 LifeWathc AG 官方

網站皆查無詳細資料。FDA 產品分類皆為 DXH（Telephone electrocardiograph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6，推估為表 20 產品之前身。 

 

表 21 LifeWatch AG 早期心電圖計（1998 年以前） 

申請年度 產品名稱 510(k)編號 

1991 CARD GUARD, MODELS CG-6000 & CG-7000 K910884 

1991 CARD GUARD, MODEL CG-2000A K910451 

1992 CARD GUARD, MODEL CG-9000 K924486 

1992 CARD GUARD MODEL CG-8000 K926515 

1993 CG-1000 PERSONAL ECG TRANSMITTER K935909 

1995 CARD GUARD MODEL CG-6500 K954350 

1998 CARD GUARD, MODEL CG-2000 K882290 

資料來源：FDA，本研究整理。 

 

二、 第二階段–數位傳輸、不連續監測 

 
圖 27 LifeWatch AG 第二階段服務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 對照表 10，屬於美國代碼 E.2920「電話式心電圖傳輸器及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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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最大的突破在於使用數位傳輸，增加了網際網路的應用。在技術層

次的變革主要有三項： 

1. 在心電圖計中加入藍牙模組； 

2. 開發軟體，安裝於個人電子設備中，作為傳輸資料的媒介； 

3. 服務端軟體系統新增網頁伺服器功能。 

參考上圖 25，使用者可選擇傳統以撥打電話進行類比傳輸的機型，或使用

新增支援藍牙傳輸的機型。心電圖計透過藍牙，將資料無線傳輸至個人電腦、手

機或其他手持裝置，再透過網際網路傳送到服務中心；藉由服務中心網頁伺服器，

使用者、醫生、照護方可以透過網際網路查閱數據，進行各種分析。 

在服務模式方面，藉由上述技術，LifeWatch創立稱為PMP（第二代稱為PMP4）

的服務模式（即長期生理數據監測）。整合既有的各種醫材，包括測量心電圖、

血糖、血氧等數據，使用者透過將資料無線傳輸至個人電腦、手機或其他手持裝

置，將生理參數上傳到服務中心（PMP4® Web-Based Medical Centre）。透過一般

瀏覽器上網瀏覽，結合醫療器材與個人健康記錄，成為遠距照護服務提供者。 

該公司自 2002 年以後開始申請與網路應用相關的醫療器材，為數不多，僅

七件，整理於表 22。心電圖計僅有三項，前兩項僅就既有產品加入藍牙模組，

第三項 HealthePod 為 2008 年的新嘗試，將多種生理參數集合在一個儀器當中。

後四項為伺服器系統，功能與第一階段的接收系統類似，但加入網頁伺服器相關

技術。四項伺服器系統中，前兩項 TM2005 僅支援心電圖，後兩項 PMP 系列支

援多種生理參數，搭配 PMP 服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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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LifeWatch AG 第二階段心電圖計及軟體系統 

種類 申請年度 產品名稱 510(k)編號 

接 

觸 

式 

CG-7000 系列：測量及傳送心電圖，測量時間持續數秒 

2005 CG-7000DX-BT ECG 

RECORDER/TRANSMITTER 

K052556 

Self Check 系列：外型類似 CG-7000 系列的 OTC 版 

2004 PMP4 SELFCHECK ECG K042254 

感 

應 

式 

設計類似 CG-2206，加入多項生理參數，一機多用 

2008 HealthePod   K083174 

伺 

服 

器 

系 

統 

2002 TM2005 PERSONAL MEDICAL PHONE 

CENTER 

K024365 

2002 TM2005 PERSONAL MEDICAL PHONE 

CENTER 

K024365 

2002 CG-500 PMP PERSONAL MEDICAL PHONE 

SYSTEM 

K023689 

2006 PMP4 APPLICATION  K061428 

資料來源：FDA，本研究整理。 

 

在產品細節方面，第二階段的心電圖計與第一階段差異不大，服務端伺服器

改變較多，加入網頁伺服器的功能。以 TM2005 為例，其技術細節參考附錄六。 

 

三、 第三階段–數位傳輸、連續監測 

 

圖 28 LifeWatch AG 第三階段服務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遠距照護產業營運模式-以心電圖監測為例  第七章 個案研究 

 

94 
 

第三階段最大的突破不在於技術而是服務模式，在技術層面上，第三階段做

了三項變動： 

1. 改良小巧輕便的心臟事件記錄器CG-6106，加裝藍牙模組成為CG-6108，

自動將資料傳輸至手持裝置中，因此不受記憶體容量限制，可連續監測； 

2. 在用戶手持裝置端加入 CG-6550 的分析軟體，以偵測 QT 與 ST 異常； 

3. 運用在第二階段已開發的 PMP4 系統，作為伺服器端； 

在服務模式方面，正式推出 LifeStar ACT，進入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市場。

LifeWatch 將整套 LifeStar ACT 服務系統作為一項醫療器材於 FDA 申請，共申

請三項產品（見下表 23）。此三項產品實質上為同一產品，由於不斷改良，因此

申請三次查驗登記。其技術細節參考附錄七。 

 

表 23 LifeWatch 第三階段心電圖計及軟體系統 

申請年度 產品名稱 510(k) No. 

2006 CG-6108 ARRHYTHMIA ECG EVENT 

RECORDER 

K060911 

2007 CG-6108 CONTINUOUS ECG MONITOR AND 

ARRHYTHMIA DETECTOR 

K071995 

2008 CG-6108 ACT-3L CONTINUOUS ECG MONITOR 

& ARRHYTHMIA DETECTOR 

K081257 

資料來源：FDA，本研究整理。 

 

四、 小結 

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就技術層面而言，首先，LifeWatch 自行開發整套系

統，包括心電圖計、分析軟體、伺服器，唯中介裝置為使用者個人電子設備。其

次，從產品發展歷程來看，整套系統中，可攜式的心電圖計早在 2000 年以前已

發展成熟，2000 年以後最大的改良為增加藍牙模組。第三，除了無線通訊技術

外，分析軟體是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不可缺少的技術。在用戶端放置分析軟體篩

檢心電圖，可以控制傳入伺服器的資料量，才能達到 24 小時不連續監測。最後，

早在 1999 年動態心電圖計 CG-6550 安裝分析軟體，2002 年已經能透過藍牙將心

電圖傳送到手機中，再將資料傳到遠端的伺服器，但是一直到 2006 年遠距心電

監測系統才發展成熟，2007 年才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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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專利策略 

一、 檢索方法與結果 

為了解 LifeWatch 擁有哪些專利，以其現集團名稱「LifeWatch」與更名前集

團名稱「Card Guard」為關鍵字，於專利資料庫進行檢索。檢索範圍包括美國

USTPO、歐州 EPO、日本 JPO、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IPO 資料庫。檢索結果

以專利數量表示如下表 25，共 70 筆專利資訊，其中美國專利超過一半。 

上述 70 筆專利資料經過交叉比對整理，結果顯示 LifeWatch 現所擁有專利

可分為兩部份：（1）主要由以色列子公司 Card Guard Scientific Survival Ltd. 申

請的 12 項專利，分為 8 個專利家族7（2）2000 年 8 月併購 Alaris Medical System, 

Inc. 子公司 Instromedix Inc.而取得的 16 項專利，實際上為 11 個專利家族。兩者

合計共 28 項專利，19 個專利家族，分別整理於表 24 與表 25。 

 

表 24 LifeWatch AG 專利檢索方法與結果 

檢索日期 資料庫 檢索欄位 關鍵字 專利資料筆數

2010/05/05 USPTO PATFT Assignee Name Card Guard  5 

2010/05/05 USPTO PATFT Assignee Name LifeWatch  5 

2010/05/05 USPTO AppFT Assignee Name Card Guard  0 

2010/05/05 USPTO AppFT Assignee Name LifeWatch  0 

2010/05/05 USPTO Patent Assignment Assignee Name Card Guard 35 

2010/05/05 USPTO Patent Assignment Assignor Name Card Guard  1 

2010/05/05 USPTO Patent Assignment Assignee Name LifeWatch  2 

2010/05/06 JPO Assignee Name Card Guard  0 

2010/05/06 EPO Applicant(s) Card Guard 12 

2010/05/06 EPO Applicant(s) LifeWatch  0 

2010/05/11 WIPO Applicant Name Card Guard 10 

2010/05/11 WIPO Applicant Name LifeWatch  0 

總計 7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檢索日期：2010 年 5 月 5 日。 

 

                                                       
7 以同一個專利的申請日作為優先權日者，設為同一專利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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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LifeWatch AG 專利資訊 – 申請取得 

編號8 申請日9 公告號/公開號 標題 主要專利內容 
申請國家10 

IL EP US CA JP BR AU WO NO CN KR 

1 1996/05/08 IL 118,191 
Apparatus and method for 
remote spirometry 

肺功能與血氧量測量
儀結合電話網路 

v v v v v v v v    

2 

1998/03/03 US 6,366,871 
Personal ambulatory cellular 
health monitor for mobile 
patient 

生理參數測量儀器結
合行動電話網路 

 v v v v v v v v   

2002/03/04 
US 7,222,054 
 (CIP of 6366871) 

Personal ambulatory 
wireless health monitor 

將行動話網路擴充成
data network 

 v v   v v v  v  

2004/08/26 
US 7,299,159 
(CIP of 6366871) 

Health monitor system and 
method for health 
monitoring 

將單一參數擴充成至
少一 physiological data
與一 biomechanical 
data 

 v v v    v  v v 

2005/02/16 
US 7,542,878 
(CIP of 7222054) 

Personal health monitor and 
a method for health 
monitoring  

利用手持裝置作為中
介裝置，執行軟體以匯
集、傳輸、編輯資料
等。 

 v v       v v 

3 2000/05/17 US 6,466,806 
Photoacoustic material 
analysis 

光聲光譜測量裝置與
方法 

 v v  v v  v    

4 2002/06/05 US 6,871,089 
Portable ECG monitor and 
method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detection 

心律分析方法（以 R-R 
interval 為主） 

 v v v    v    

                                                       
8 以專利家族為編號單位。 
9 此處申請日、公開號/公告號以計算優先權日的專利為準。 
10 國家代碼：IL–以色列；EP–歐盟；US–美國；CA–加拿大；JP–日本；BR–巴西；AU–澳大利亞；WO–世界專利（PCT）；NO–挪威；CN–中國；KR–韓國。打

勾者表示由 EPO 資料庫查詢 INPADOC 資料庫，而於其中尋得專利資料，表示在該國曾經有申請活動，但打勾者不表示已經取得專利，或取得後該公司持續繳交

費用而無放棄專利等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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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日 公告號/公開號 標題 主要專利內容 
申請國家 

IL EP US CA JP BR AU WO NO CN KR 

5 2005/06/03 US 20070015973 

Communication terminal, 
medical telemetry system 
and method for monitoring 
physiological data  

用有線或無線方式連
結一個或多個測量裝
置與一中介裝置（只有
用戶端） 

           

6 2006/01/23 US 20060761239P 

A health monitor and a 
method for health 
monitoring  

繫在身上、手腕，或頸
上，用來偵測生理參數
及以無線傳輸的環狀
帶。 

 v v  v   v    

7 2006/01/23 US 20060751317P 
Compact monitor and a 
method for monitoring a 
user  

一結合 Sensor、傳輸元
件、大容量儲存裝置、
USB 界面之裝置。 

 v v  v   v    

8 2007/03/01 
US 20070892263P 

 

Method and system for 
electrocardiography 
 

一內含分析功能的心
電圖計。（三貼片、三
導程） 

 v v     v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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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LifeWatch AG 專利資訊 – 併購 Instromedix Inc.取得 

編號 申請日 公告號 標題 主要專利內容 

1 1990/01/05 US 5,128,552 
System and method for power supply preservation in a personal health 
monitor  

提升裝置續航力的方法及裝置 

2 

1991/12/26 US 5,289,824 Wrist-worn ECG monitor  手腕式心電圖計 

1993/01/07 
US 5,351,695 
(CIP of 5,289,824) 

Wrist worn ECG monitor 手腕式心電圖計 

1993/01/07 
US 5,333,616 
(CIP of 5,289,824) 

Wrist worn ECG monitor 手腕式心電圖計 

1993/01/08 
US 5,317,269 
(CIP of 5,289,824) 

Wrist-worn ECG monitor with battery end of life prediction  手腕式心電圖計 

3 

1991/09/10 US 5,191,891 Portable ECG monitor/recorder 可攜式心電圖計，含 modem 

1992/11/30 
US 5,226,425 
(DIV of 5,191,891) 

Portable ECG monitor/recorder 可攜式心電圖計，含 modem 

1994/11/22 
US 5,365,935 
(CIP of 5,226,425) 

Portable, multi-channel ECG data monitor/recorder 可攜式心電圖計 

4 1992/01/09 US D341,659 Wrist-worn cardiac monitor 心電圖計外型專利 

5 1995/01/12 US D372,785 External lead adaptor for wrist-worn cardiac monitor 心電圖計外型專利 

6 1995/09/13 US D377,983 Cardiac monitor 心電圖計外型專利 

7 1998/01/02 US D41,4870 Vital signs monitor 心電圖計外型專利 

8 1997/11/05 US 5,931,791 Medical patient vital signs-monitoring apparatus 可攜式心電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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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日 公告號 標題 主要專利內容 

9 1993/05/21 US 5,467,773 
Cardiac patient remote monitoring using multiple tone frequencies from 
central station to control functions of local instrument at patient's home   

以電話傳輸心電圖的系統與方法 

10 1994/11/29 US 5,631,495 
High performance bipolar devices with plurality of base contact regions 
formed around the emitter layer   

傳輸用半導體晶片 

11 1995/01/08 US 5,704,364 
Concurrent medical patient data and voice 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以電話網路（PSTN）傳輸生理參數的
方法與裝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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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與討論 

而從專利內容來看，將技術內容以心電圖計、分析軟體、心電計結合通訊技

術區分，整理於下表 27。LifeWatch 併購 Instromedix Inc.取得的專利主要為心電

圖計本身，技術特點為縮小心電圖計體積、加裝 Modem（傳輸資料）、以及使用

兩個電池組以提升電池續航力等。LifeWatch自己申請的專利集中在2002年以後，

早期以心電計結合通訊技術為主，包括最早在 1996 年申請將測量呼吸量與血氧

量裝置結合電話系統的 IL 118191，以及自 1998 年以後的 US 6,366,871 家族。

LifeWatch 以電話網路（Public Switching Telephone Network，PSTN）作為資料傳

輸系統的概念與 Alaris Medical System, Inc.相同，且 Alaris Medical System, Inc.

早在 1995 年已申請相關專利（US5,704,364）。2002 年到 2005 年期間，LifeWatch

連續四次提出 US 6,366,871 的延續案，其中 2004 年申請序號因 10/876,139 的申

請案件後來放棄而未列入表 25。從這些延續案的擴充內容可看出 LifeWatch 致力

於擴大通訊技術的專利範圍，繼 1998 年從 PSTN 網路晉升到行動電話網路後，

2002 年再擴充至 data network 網路，涵蓋整個數據封包網路，並且不限於傳輸心

電圖數據或任何其他生理參數。但是 2006 年以後，專利又再度回歸醫療器材本

身。 

 

表 27 LifeWatch 專利分類表-依技術內涵分類 

技術類別 專利內涵 
專利家族數量 

申請取得 併購取得 

心電圖計 心電圖計的 1 3 

心電圖計的外觀設計 0 4 

心電圖計的電池配置 0 1 

心電圖計的傳輸晶片 0 1 

結合多種參數的測量裝置 2 0 

心電圖計結合

通訊技術 

多個測量裝置結合中介裝置 1 0 

以電話網路（PSTN）傳輸生

理參數 

0 1 

心電圖計結合傳輸網路 1 0 

其他測量設備結合傳輸網路 1 0 

軟體技術 心電圖分析演算法 1 0 

其他 光聲光譜測量 1 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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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技術分析一章 LifeWatch 的三個技術階段與專利申請做比較，從專利佈

局的角度觀之，LifeWatch 販售服務與系統，服務只有經營美國市場，系統在 2002

年以前在歐洲、亞洲也有一定的銷售量。因此，從 1998 年申請第二個專利開始，

以先申請美國專利，再藉由美國專利申請 PCT 方式，以之申請歐洲、日本、加

拿大，與亞洲其他國家專利。2005 年以後，LifeWatch 專利佈局策略改為集中申

請美國、歐洲、日本專利，本研究推測，可能因為營收表現不佳，預算有限，在

審慎評估後，認為這三個區域比較有市場潛力。 

 

陸、 結論 

一、十年前已有「遠距」心電圖服務的概念 

雖然 LifeWatch 2007 年才推出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 LifeStar ACT 系列，但早

在 1998 年已經申請用行動電話網路傳輸的專利。當時市面上行動裝置的功能與

價格還不足以作為傳輸心電圖資料的媒介，因此只得以電話網路作為傳輸媒介。

雖然以電話網路或行動電話網路傳輸資料並未使用到伺服器、分析軟體，不符合

本研究所定義的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但由是可知，早在十年前已有「遠距」心

電圖服務的概念。 

 

二、心電圖計整合通訊技術為關鍵技術 

從專利的角度觀之，LifeWatch 最重要的專利內涵，應為心電圖計整合通訊

技術。LifeWatch 早在 1994 年，便於美國 FDA 申請各種動態心電圖計與心臟事

件記錄器，但並沒有為這些心電圖計申請專利，可見動態心電圖計與心臟事件記

錄器在當時已屬技術成熟的產品，而並非關鍵技術，心電圖計與通訊技術整合才

是真正的關鍵技術。 

 

三、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價格昂貴且利潤高 

2008 年，一個月的監測費用超過 1,000 美金，以新台幣對美金匯率 32 計算，

約為價 32,000 元。2009 年美國政府醫療補助降到 754 美金，約新台幣 24,000 千

元。LifeWatch 在其年度報告中表示，LifeStar ACT 的利潤很高，毛利率高達

75.21%，因此 2009 年在 LifeStar ACT 銷售量大幅提升的帶動下，淨利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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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了解醫師需求是成功的關鍵 

LifeWatch 相當重視與醫師間的顧客關係管理，傾聽醫師的需求，致力於推

出更能有效幫助醫師診斷的產品。LifeWatch 相信，只要在醫師之間建立口碑，

就能夠提升市場佔有率。 

 

五、掌握政府產業政策與產業未來動態與機會 

LifeWatch 主動遊說國會議員將產品納入健保法的補助範圍，而且積極了解

健保改革法案。經濟振興方案將為公司帶來哪些機會與挑戰亦為 LifeWatch 關注

焦點，掌握產業動態，試圖為自己創造有利條件。 

 

六、放眼全球市場 

LifeWatch 雖然是以色列公司，但一開始就鎖定全球最大的市場–美國，並將

產品銷往歐洲、亞洲，放眼全球市場，並不佈局限於以色列。現今看準歐洲市場

興起，2010 年也準備積極投入歐洲市場。 

 

第二節 CardionNet, Inc. 

壹、 公司簡介 

以下簡介整理自 CardioNet, Inc.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cardionet.com，

最後瀏覽日期：民 99 年 10 月 30 日），及其 2008 年 2009 年年度報告11之資料。 

 

一、 公司現況 

CardioNet, Inc（以下簡稱 CardioNet）成立於 1994 年，總部設於美國賓州，

2009 年年底資產總額為 168.3 百萬美元，營業額 140,6 百萬美元，員工人數約 760

人。CardioNet 宣稱其為第一個提供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的廠商，提供 24 小時連

續不間斷的行動式心電圖監測服務。 

CardioNet 結合心電圖測量、無線傳輸、GPS 與資訊管理等技術，耗時七年

研發系統，取名為 Mobile Cardiac Outpatient Telemetry™ （簡稱 MCOT™）。2009

年使用人數成長 50%達 113,000 人，數年來共累積 30 萬人使用 MCOT™。 

 

                                                       
11 CardioNet, Inc. (2009)與 CardioNet, In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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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歷史沿革 

1994 年，CardioNet 設立於美國加州，至 1999 年轉作遠距心電圖監測營運

商。2000 年起投入設備與系統研發，2002 年第一代產品通過美國 FDA 審查，在

賓州設立首座服務中心。2003 年起，與 Qualcomm 簽約，由 Qualcomm 提供無

線網路傳輸技術與服務。然而直至 2007 年完整的 MCOT™才開發完成，歷時七

年。 

2008 年 CardioNet 在美國上市，並將公司至美國德拉瓦州。生產基地設於美

國加州。 

 

三、 財務表現 

CardioNet 營收逐年成長，2007 與 2008 年尤其成長快速，2007 年以前大量

投資研發與建構設備，因此直至 2008 年始有獲利。然而 2009 年 Medicare 忽然

大幅削減補助，幅度高達 33%，且商業保險公司亦跟著減少補助，2009 年又轉

盈為虧。 

從下圖研發費用可觀察到，2007 年以前雖然公司尚未獲利，CardioNet 每年

約固定提撥約三百萬美元以上研發經費。此外，平均市場行銷費用約佔營收 20%，

薪資與管理費用約佔 40%。 

 

 
圖 29 CardioNet 歷年營收、淨利、研發費用長條圖 

資料來源：CardioNet 2008 年與 2009 年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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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經營策略 

一、 產品線 

不若 LifeWatch 多元的產品線，CardioNet 專注於心電圖監測服務。產品以

MCOT™為主，為了滿足購買者一次購足的需求，2007 年併購 PDSHeart，以提

供動態心電圖計、心臟事件記錄器，與心律調節器的監測服務。各產品簡介如下： 

 MCOT™：參考下圖 29，在用戶端包含一個穿戴在身上的心電圖計，以及手

機大小的監視器。MCOT™ 服務的運作模式敘述於「參、遠距心電圖監測服

務運作模式」。 

 

圖 30 MCOT™ 產品示意圖 

資料來源：CarioNet, Inc.。 

 

 心臟事件記錄服務（Event Monitoring）：心臟事件記錄器有兩種，例如當使

用者感到不適時按下圖 30 左側機型上方按鈕，便能自動儲存前 60 秒及未來

30 秒心電圖並傳送到 CardioNet 監測中心；而圖 30 中間機型沒有電極片，非

穿戴式，在身體感到不適時將儀器靠近胸前按下按鈕即可記錄 30 至 45 秒心

電圖。 

 動態心電圖監測服務（Holter Monitoring）：連續記錄心電圖於（例如圖 29 右

方）動態心電圖計的記憶卡中。使用者可藉由裝置上的按鈕與選單內描述徵

狀或當下的活動情形，記錄完畢後再經由網際網路上載至 CardioNet 服務中

心，出具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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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CardioNet 心臟事件記錄器與動態心電圖計產品示意圖 

資料來源：CarioNet, Inc.。 

 

二、 市場定位 

CardioNet 同 LifeWatch 為 Independent Diagnostic Testing Facility，提供心電

圖檢測服務，作為醫師診斷的參考資料。CardioNet 僅提供心電圖檢測服務，無

販售產品與系統。服務範圍限於美國境內 49 州，未拓展至其他地區。 

 

三、 通路 

由於 MCOT™為輔助診斷用，由醫師開立使用處方，因此心臟科醫生與心

臟中心為 CardioNet 主要銷售通路。 

 

四、 收費模式 

CardioNet 的收費模式與 LifeWatch 相同，由美國政府提供的醫療保險

Medicare，或商業保險給付。 

為了拓展市場銷售，CardioNet 積極遊說商業保險公司將 MCOT™納入給付

範圍。為了說服商業保險公司 MCOT™真實具有輔助診斷的價值，2007 年三月

完成 300 人的臨床試驗，宣稱在臨床試驗報告中顯示其產品有效，且比其他監測

技術更好。成功從 2004 年年底 41 家簽約商業保險公司，提升至 2009 年年底 245

家。覆蓋人數從 3,200 萬人，增至 2 億人。 

 

五、 未來發展策略 

2009 年 Medicare 削減給付金額 33%為 CardioNet 帶來沈重的負擔，CardioNet

認為未來必須積極取爭取更多使用者，以及減少開支，方能達成損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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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Net 將持續透過研討會等方式，向醫師推廣 MCOT™，並努力向更多商業

保險公司簽約。然而，CardioNet 同時也指出，美國各地亦有許多提供類似服務

的地方企業，市場分散，欲提升市佔率並非毫無阻礙。 

在產品方面，將拓展產品應用範圍，例如將心電圖運用在不同的疾病；在市

場方面，推展至臨床試驗、護理之家（Nursing House）等不同市場區塊。 

但 CardioNet 也指出若干風險因子，例如 Medicare 對市場大小有莫大影響，

然而 Medicare 的給付金額時常變動，提高市場不確定性。此外，CardioNet 遭受

諸多指控廣告不實的訴訟，不排除有敗訴賠償的可能。 

 

參、 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運作模式 

CardioNet MCOT™ 運作模式如下： 

1. 填寫申請書，由醫生為病患申請 MCOT™並訂定客制化的服務內容，再

將申請書傳真至 CardioNet。 

2. CardioNet收到申請書後以最快的速度提供設備及教育訓練予每位病人，

展開至多 21 日，連續不間斷的遠距心電圖監測服務。 

3. 在病患使用的過程中，心電圖計將三導程的心電圖數據無線傳送到手持

監視器。經手持監視器的分析軟體運算後，若發現不正常的心電圖，監

視器自動將心電圖傳送到 CardioNet 的監測中心，交由專業人員分析。 

4. CardioNet 的監測中心每日以網路或傳真傳送監測報告給醫生，若發生緊

急狀況，則即時將相關資訊傳送給醫師。醫師可以透過用戶端設備雙向

傳輸功能，從遠端擷取 21 日內的所有資料。在服務期滿後醫生還會再收

到一份彙總報告。 

5. Medicare 或商業保險公司支付費用。 

 

肆、 產品與技術沿革 

將關鍵字「CardioNet」輸入 FDA CDRH 資料庫檢索12，共得到六筆資料，

由「CARDIONET, INC」申請醫療器材，詳細資訊整理於附錄八。 

根據 FDA 的公開文件，CardioNet 的六項產品實際上為同一系列經過不斷修

改、演進的一項產品。從第一代 2000 年申請不含分析系統的 CardioNet 

                                                       
12 檢索日期：2010 年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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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ulatory ECG Monitor 起，CardioNet 產品主要包含兩個硬體部件：穿戴在身

上的心電圖計以及一含有 LCD 螢幕的手持裝置。後者的主要功能為操作系統，

與觀看心電圖。自 2001 年第二代產品起，CardioNet 首次購入稱為 Mortara 的分

析軟體。Mortara 透過分析 QT interval 來辨別心律異常，原本用於 Class III 產

品中。根據 CardioNet 的經驗，只有 15%至 20%的心電異常能被使用者感知道，

因此加入 Mortara 後，理論上能大幅提升產品效能，協助醫生找出心臟疾病。自

此，從分類碼為 MWJ13的 Electrocardiograph, Ambulatory(Without Analysis)躍昇為

DSI14：Detector And Alarm, Arrhythmia。並將此產品更名為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with Arrhythmia Detection，成為 MCOT™的第一代產品，2002 年獲

得 FDA 核准。此後產品皆沿用此概念，僅有微幅調整。 

從申請 FDA 的歷史演進，可以看出 CardioNet 特別重視分析軟體、傳輸品

質與產品說明書。CardioNet 在 2007 年申請的最新一代產品中改用自行開發的分

析軟體。在歷代產品中，第一代產品為有線傳輸。從第二代產品起，穿戴在身上

的心電圖計與間，以及監視器至監測中心間兩階段傳輸皆改為無線傳輸，增加使

用的便利性。第三代產品從上傳 24 小時數據改為僅傳送軟體偵測異常或使用者

感到不適時手動標記的數據。其後，在第四代產品中 CardioNet 進一步嘗試將分

析軟體移植到心電圖計中，降低心電圖計與手持裝置間的通訊負擔，但其後又在

往後的產品中移回手持裝置之中。在產品說明書的部份，CardioNet 自第三代產

品 Model 1002 起條列出各種適用以及不適用的狀況，不外乎與心臟不適、心律

不正常有關，並在其後各代產品中不斷增加、補充。 

 

伍、 專利策略 

CardioNet（2010）在 2009 年年度報告中表示，CardioNet 相當重視專利布局，

截至 2010 年 2 月 9 日，已取得 15 項美國專利，以及 19 項它國專利；另有全球

43 項專利正在申請中。專利範圍涵蓋 MCOT™使用的裝置、通訊方法、資料控

管，與分析心電圖之演算法等。同時，CardioNet 注重各類智慧財產權的運用，

擁有7項商標，還1項商標申請中，並積極運用著作權與營業祕密保護研發成果。 

                                                       
13 MWJ 屬於表 10 中，美國代碼為 E.2800 的「醫用磁帶記錄器」。 
14 MWJ 屬於表 10 中，美國代碼為 E.1025 的「心律不整檢測器和警示器」，屬於 Class II (Special 
Control)，規範比 MWJ 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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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索方法與檢索結果 

為映證 CardioNet 的專利策略，以公司名稱「CardioNet」為關鍵字於專利資

料庫進行檢索，包括美國 USTPO15、歐州 EPO16、日本 JPO17、世界智慧財產權

組織 WIPO18等專利資料庫。檢索結果以專利數量表示如下表 28，共 95 筆專利

資訊，其中美國專利超過一半。 

表 28 CardioNet 專利檢索方法與結果 

檢索日期 資料庫 檢索欄位 關鍵字 專利資料筆數 

2010/05/11 USPTO PATFT Assignee Name CardioNet 14 

2010/05/11 USPTO AppFT Assignee Name CardioNet 11 

2010/05/11 USPTO Patent Assignment Assignee Name CardioNet 26 

2010/05/11 USPTO Patent Assignment Assignor Name CardioNet 11 

2010/05/11 EPO Applicant(s) CardioNet 20 

2010/05/11 WIPO Applicant Name CardioNet 13 

總計   9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檢索日期：2010 年 5 月 5 日。 

 

上述 95 筆專利資料經過交叉比對整理，結果顯示 CardioNet 現所擁有專利

實際上為 13 個專利家族，整理於下表 29。 

 

 

 

                                                       
15 網址：http://patf.uspto.gov/ 
16 網址：http://ep.espacenet.com/?locale=en_EP 
17 網址：http://www.ipdi.inpit.go.jp/homepg_e.jpdl 
18 網址：http://www.wipo.int/pctdb/e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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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CardioNet 專利資訊 

編號 
美國專利申

請日 

美國專利 

公告號/公開號 

美國專利 

專利標題 

美國專利 

主要專利內容 

專利佈局 

US EP CA JP AU WO CN KR DE 

1 

1997/05/07 US 5,959,529 
Reprogrammable remote sensor 
monitoring system  中央元件（central unit）與一可

攜式測量裝置，可以測知身體狀
況，與地理位置等資訊。其微處
理器為 reprogramable，可從遠端
控制。 
 

v v  v v v v   

1999/07/20 
US 6,225,901 
(CA of 5,959,529) 

Reprogrammable remote sensor 
monitoring system 

– – – – – – – – – 

2002/11/12 
US 6,940,403 
(CA of 6,225,901) 

Reprogrammable remote sensor 
monitoring system 

– – – – – – – – – 

2 2001/04/23 US 6,569,095 
Adaptive selection of a warning limit 
in patient monitoring 

監測病人的方法專利：預設安全
範圍，超出範圍則發出警告，並
加以處理。 

v v v v v v v r  

3 

2001/04/23 US 6,664,893 
Method for controlling access to 
medical monitoring device service 

方法專利：手持生理數據監測器
（下稱用戶端）與遠端監控端間
網路傳輸步驟，與網路形態。 

v v v v v v v r  

2003/12/05 
US 7,002,468 
(CIP of 6,664,893) 

Controlling access to a medical 
monitoring system 

由遠端監控端請求資料，經第三
方認證後，用戶端傳送資料。 

v v   v v v   

2004/12/02 
US 20050119580 
(CIP of 6,664,893; 
CIP of 7,002,468) 

Controlling access to a medical 
monitoring system  

遠端監控端對用戶端傳送指
令，而啟動用戶端特定程序。 

v v v  v v v   

2007/04/12 

US 20070288067 
(DIV of 2005011958; 
CIP of 6,664,893; 
CIP of 7,002,468) 

Controlling Access to a Medical 
Monitoring System 

方法專利：將遠端心電圖監測系
統用於臨床，並從遠端提醒使用
者使用該設備。 

v  v   v v   

4 

 

2001/04/23 US 6,665,385 
Medical monitoring system having 
multipath 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 

用戶端系統。Monitor 設有三種
對外傳輸方式：電話網路、無線
網路，與第三種網路。 

v v v v v v v r  

2003/12/15 
US 7,130,396 
(CIP of 6,665,385) 

Medical monitoring system having 
multiple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Monitor 選擇適當的傳輸界面，
並根據該界面的特殊傳輸設
定，傳送 data set。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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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美國專利申

請日 

美國專利 

公告號/公開號 

美國專利 

專利標題 

美國專利 

主要專利內容 

專利佈局 

US EP CA JP AU WO CN KR DE 

4 2006/10/31 
US 20070130657 
(CA of 7,130,396; 
CIP of 6,665,385) 

Medical monitoring system having 
multiple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一手持遠端監測器，能在三種傳
輸界面中，擇一將一種以上生理
參數傳送至遠端監控端。 

v         

5 2001/04/23 US 6,694,177 
Control of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a remote monitoring unit and a central 
unit 

方法專利：遠端監控端收到用戶
端主動傳來的起始資料，加以分
析後，指示用戶端是否繼續傳送
後續資料。 

v v v v v v v v  

6 2001/04/23 US 6,801,137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sensor unit and a monitor unit in 
patient monitoring 

用戶端的 sensor unit 與 moitor 
unit，能雙向傳輸的監測系統。

v v v v v v v r  

7 2002/03/13 US 6,957,107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monitor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 implanted 
medical device 

在植入式醫療器材加裝傳輸裝
置（內含記憶元件、控制元件、
電源），和體外設備溝通。 

v    v v    

8 
2004/02/17 US 7,099,715 

Distributed cardiac activity 
monitoring with selective filtering 

在即時心電圖監測裝置加上可
以開關的「T wave filter」之裝置
與方法。 

v v v v v v v  v 

2006/07/31 
US 20070156054 
(CA of 7,099,715) 

Distributed cardiac activity 
monitoring with selective filtering 

– – – – – – – – – 

9 
2004/01/21 US 7,194,300 Cardiac monitoring 

方法專利：透過心電圖判斷心房
顫動的演算法。 

v  v v  v v  v 

2007/02/12 
US 20070129642 
(CA of 7,194,300) 

Cardiac Monitoring – – – – – – – – – 

10 

2004/01/16 US 7,212,850 

System and method for processing and 
presenting arrhyt7212850hmia 
information to facilitate heart 
arrhythmia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判斷心房顫動後，取得心跳速

率，以時間為座標軸呈現心房顫
動期間的心電圖。 

v v v v v v   v 

2007/04/23 
US 20070191723 
(CA of 7,212,850) 

System and method for processing and 
presenting arrhythmia information to 
facilitate heart arrhythmia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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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美國專利

申請日 

美國專利 

公告號/公開號 

美國專利 

專利標題 

美國專利 

主要專利內容 

專利佈局 

US EP CA JP AU WO CN KR DE 

11 

2004/02/02 US 7,587,237 Biological signal management 
將收到的生理參數，經過分類、
比較等程序分析後，再傳輸或許
顯示。 

– – – – – – – – – 

2007/08/20
US 20070293776 
(CA of 7,587,237) 

Biological signal management – – – – – – – – – 

12 

2004/10/20
60/620,864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Monitoring physiological activity 
using partial state space 
reconstruction  

– – – – – – – – – – 

2004/12/03
63/633,320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Monitoring physiological activity 
using partial state space 
reconstruction  

– – – – – – – – – – 

2005/03/15

US 20060084881 
(主張 60/620,864 
、63/633,320 優先權
日) 

Monitoring physiological activity 
using partial state space 
reconstruction  

藉由 orthogonal, 
frequency-independet 
transform，將原始資料 partial 
state space reconstruction 

v v v  v v v   

13 2006/03/14 US 20070219453 
Automated analysis of a cardiac signal 
based on dyna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rdiac signal  

心電圖分析演算法。 v v    v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1. CA：延續案（Continuation Application）的縮寫，目的為在母案已揭露的範圍內，加入不同的請求項（Claim），優先權日為母案的申請

日。由於 CA 在 EPO 資料庫中與母案視為等同專利文件，同歸為「Also published as」項目內，受限於時間因素，無深入閱讀各國專利

文件，比較請求項間的差異。因此於專利佈局一欄以「–」標記。 

2. CIP：部份延續案（Continuation-in-part）的縮寫，除了在母案已揭露的範圍內加入不同的請求項，也補充母案沒有揭露的特徵。其中新

揭露的部份以 CIP 的申請日為優先權日，母案已揭露的部份以母案的申請日為優先權日。 

3. DIV：分割案（Division）的縮寫，當專利實質含有兩項發明，申請人得提出分割案，或由審查單位以不符發明單一性為由，要求分割。

以母案的申請日為優先權日。 

4. Provisional Application：暫時申請案，申請人得在一年之內提出正式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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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與討論 

從專利內容來看，CardioNet 的專利確實如年度報告中所術，以通訊方法、

心電圖分析演算法、與資料控管為主，此外，沒有任何關於心電圖計的專利。這

一方面顯示出 CardioNet 開發 MCOT™，在技術方面，著重於通訊技術的運用、

心電圖分析演算法，與資料處理流程。通訊方法與資料控管流程，單就專利權利

項來看，本研究認為，大部分僅是在現有技術上稍作修改的應用，技術層次不高，

但卻充分彰顯出作為商業模式專利的本質。然而這些專利都不是關鍵專利，即便

設備間不能雙向傳輸、心電圖計不能從遠端控制，競爭者還是可以推出一個單向

傳輸，設計簡單的遠距心電圖監測系統。 

從佈局國家來看，CardioNet 以申請美國專利為主，並透過申請 PCT 進入歐

洲、日本、家拿大、澳洲，與中國等。CardioNet 只有在美國營運，卻大範圍佈

局專利，顯示對其對自身的產品、技術、專利相當認同，具有市場潛力。然而在

CardioNet 尚未獲利的情況下如此大幅度的申請專利，擴大財務缺口，也未必為

明智的選擇。 

 

陸、 結論 

從結果面來看，CardioNet 比起 LifeWatch 是失敗的。兩間公司的商業模式

類似，但是 CardioNet 投入較多研發經費，期望建立穩定、功能強大的遠距心電

圖監測系統。LifeWatch「借用」使用者的電腦、手機作為執行軟體與傳輸資料

的媒介。由於使用者的電腦、手機品牌不一，品質不定，不一定都能隨時傳送資

料，與 CardioNet 特製的手持 Monitor 相比，MCOT™顯得更穩定、便利。然而

自製一個中介裝置，無疑增加研發成本，與硬體成本，再加上必須自付傳輸費用

給 Qualcomm，造成成本過高，當保險給付降低時，就無法獲利。 

此外，CardioNet的通訊技術採用Qualcomm子公司nPhase提供的通訊平台，

在 nPhase 支援的範圍內，即便在沒有使用無線網路與 3G 通訊的地方，都能夠使

用 MCOT™，提升 MCOT™的競爭力。但相對的，若欲將 MCOT™推銷至全世

界，則必須受限於 nPhase 的服務範圍，對 CardioNet 不利。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 CardioNet 缺乏完整的策略規劃，以至於開發出「東

西很好，但是太貴」的產品；生產與銷售都在美國，系統未必能夠在國外使用，

卻在全世界申請了許多不一定能排除競爭者的專利；LifeWatch 不必進行臨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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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就可以與保險公司取得合約，但是 CardioNet 卻因此進行臨床試驗，從結果面

來看，是不必要的成本。倘若能夠在一開始能夠有更完善的商業計劃，今日或許

能夠有更好的營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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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കಃΖകಃΖകಃΖക    ่ፕᆶࡌ่ፕᆶࡌ่ፕᆶࡌ่ፕᆶࡌ 

ҁകਥᏵಃΒകԿಃΎകزࣴޑǴ२ӃǴܭಃᘜયрᇻຯЈႝკᅱෳౢ

ԋҥޑచҹϷѱݩǴ٠Кၨऍ୯ᆶך୯ޑ౦ӕೀǹځԛǴܭಃΒଞჹך

୯วᇻຯЈႝკᅱෳౢǴவࡹय़ǵౢय़аϷҾวቫय़ǴගрࡌǶ 

 

ಃಃಃಃ    ่ፕ่ፕ่ፕ่ፕ 

வय़കزࣴޑёаᘜયрǴట٬ᇻຯЈႝკᅱෳౢጲࠁวǴЬाԖ

Οঁख़ाచҹǺȐ1ȑౢࡹᆶᡏڋǵȐ2ȑѱሡǵȐ3ȑᔼၮኳԄǶวᇻຯ

Јႝკᅱෳ୍ܺϐ२ाచҹֹࢂ๓ޑᆛၡ୷ᘵࡌǴٯӵ 3G ೯ߞᆛၡǶฅԶǴ

җܭҞΕ܌ᒏޑȨ3G ਔжȩࢂӄౚวᖿ༈Ǵ٬Ԝచҹϐख़ा࣬܄ჹ১ϯǴ

ٯቹៜΚǴ܄ᜢᗖڀǴჹཥᑫౢϐวౢғၨڋᆶᡏࡹᙴᕍౢޑ۬ࡹ٠٬

ӵऍ୯໒ޑܫᙴᕍߥᓀࡋڋаϷ҇ᔼϯޑᇡᡏسǴԖճܭཥౢࠔǵཥ୍ܺวǶ

ѱሡࢂ߾ಃΒঁᜢᗖǴᇂᇻຯЈႝკᅱෳёаᔅշᙴғפрЈ᠌੯ੰϐ܌ӧǴ

෧Ͽ҇൩ᙴԛኧȐୖԵೖፋᒵȑǴᗋૈၲډԐයวǵԐයݯᕍޑਏ݀Ǵዴ

ჴ٬ࣁҔޣϷޗٰճǶନΑౢࡹǵѱሡǴૈᕇճޑᔼၮኳԄωࢂ

ԋфޑനख़ाޑᜢᗖǴѠаϷ CardioNet ᔼౣǴԶޑલЮёᕇճࣁӢࢂߡ

҂ـԋфǶ 

วᇻຯЈႝკᅱෳ୍ܺϐന႐ࡷᏯࣁԋҁϷ҇٬ҔཀᜫǶԋҁϼଯޑচ

ӢӧܭǴЈႝკϐඓඝѸһᒘڙၸᙴᕍ૽ግϐᙴৣǴՠᙴғ୍ܺޑҔܳ

Ǵ٬ࡺԋҁගଯǶ҇ؒԖ٬ҔཀᜫϐচӢӧܭǴ҇ჹ೭୍ܺགډढ़ғԶ

όΑှ୍ܺޑሽॶǶࢂаǴӧפрफ़եԋҁޑӕਔǴҭᔈදၹቶ୍ܺޑᔼၮኳ

ԄǴωૈԋфวǶ 

ନॊϐѦǴаΠଞჹᇻຯЈႝკᅱෳౢǴவಃΒകԿಃΎകزࣴޑǴᘜ

યраΠ൳ᗺ่ፕǶ 

 

൘൘൘൘ǵǵǵǵ    ೌמόࢂԋфޑᜢᗖೌמόࢂԋфޑᜢᗖೌמόࢂԋфޑᜢᗖೌמόࢂԋфޑᜢᗖ 

೯ૻೌמᆶϩ೬ᡏዴჴࢂᜢᗖמ ǴೌԜᗺૈவঁਢቷޑճϣᕇள

ჴǶନԜϐѦǴӵՖஒЈႝკीӦᇸѯǵ࣪ႝǵᏹբᙁߡǴҭࣁวౢޑࠔ

ख़ाೌמǶฅԶǴΕԜౢߐೌמޑᘖόଯǴЪᇻຯЈႝკᅱෳ୍ܺഖҁ

፦ߚᙴᕍسǴҁคѸाѺԭϩԭֹऍౢࠔǴࡺᔼၮኳԄܭԜڀ׳ख़ा܄Ƕ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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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CardioNetقԶٯ ᗨฅӧ೯ૻسϷϩ೬ᡏΠىΑπϻǴ၂კѺനֹऍǵ

നёޑးǴՠҗܭԋҁၸଯԶคݤԋфǶ 

ѠڀԖֹޑъᏤᡏౢϷᓬ౦ޑъᏤᡏמ Ǵೌ࣬ ڀԖวШࣚഗӾ

ᙴᕍႝηഢޑወΚǶฅԶǴவ LifeWatch ঁਢᢀჸǴ၀ϦљԾ 2002 ԃаࡕǴ

ԏΕຫٰຫଯǶҗԜё୍ܺޑऍ୯ѱࢂᔼԏᅌफ़եǴϸԶس୯ሞѱܭ Ǵـ

ঁཥᑫౢࠔऩ҂ૈִམଛᔼၮኳԄаܗѱǴΨ҂Ѹૈԋфᎍ୧ౢࠔǶ 

 

ມມມມǵǵǵǵ    ऍ୯ౢޑᕉნၨӝวཥᙴᕍ୍ܺऍ୯ౢޑᕉნၨӝวཥᙴᕍ୍ܺऍ୯ౢޑᕉნၨӝวཥᙴᕍ୍ܺऍ୯ౢޑᕉნၨӝวཥᙴᕍ୍ܺ 

ǵǵǵǵऍ୯ߥᓀᡏڋၨѠԖቸ܄ऍ୯ߥᓀᡏڋၨѠԖቸ܄ऍ୯ߥᓀᡏڋၨѠԖቸ܄ऍ୯ߥᓀᡏڋၨѠԖቸ܄ 

җܭऍ୯Γ҇ёа٩ྣԾρޑᔮૈΚǴᒧޑ۬ࡹᙴᕍߥᓀ܈Ӛᅿભޑ

ߥᓀǴӢԜ๏ϒᙴᕍ୍ܺޣቶεޑච᠀ޜ໔Ƕคፕ܈ەߡࢂଯભޑᙴᕍܺ

୍Ǵ֡ԖёаӝբߥޑᓀϦљǶӆуऍ୯ᙴᕍڐԃє໒ΟԛǴԃ׳

ཥԛ CPT CodeǴஒཥೌמયΕ๏бጄൎǴԖճܭཥౢז׳ࠔΕѱǶ 

࣬ჹѠӢࣁӄ҇மୖڋуӄ଼҇ߥǴᓬᗺࢂǴޗᅽճКऍ୯ӳǴલᗺ߾

 ໔ǶޜวޑКၨሼฯǴલϿӭϡڋᡏࢂ

 

ΒΒΒΒǵǵǵǵऍ୯ᡍฦࡋڋၨճܭวཥౢࠔऍ୯ᡍฦࡋڋၨճܭวཥౢࠔऍ୯ᡍฦࡋڋၨճܭวཥౢࠔऍ୯ᡍฦࡋڋၨճܭวཥౢࠔ 

ᗨฅѠޑᡍฦࡋڋᆶऍ୯࣬՟ǴՠࢂӧϩᜪϩભКऍ୯ᝄदǶҁЎ

ܭǴӧऍ୯ឦᙴᕍᏔޑԃҙፎ߈ਢঁঁٿ Class II (Special Control)Ǵёаᒥൻ

510(k)৩ҙፎᡍฦǴሡ 90 ϺջёᕇளѱёǶՠӕኬࠔౢޑӧѠǴ

วКऍ୯ఁǴᜤǶӆуѠᙴᕍᏔ֚ࣁၨǴ೯ၸቩឦಃΟભᙴᕍᏔ߾

ऩѠӃ҂මਡᜪ՟ࠔǴջߡӧऍ୯ς࣬ࢂදၹࠔౢޑǴӧѠϝѸ

аཥᙴᕍᏔගрҙፎǴ٬ำׇᔈՉΓᡏᖏ၂ᡍϷᔠߕᏢೌፕࣴزൔǴ

Զε൯ගϲౢࠔ໒วޑਔ໔ϷԋҁǴ࣬όճܭѠౢวǶ 

 

ΟΟΟΟǵǵǵǵऍ୯ѱೕኳࣁӄౚϐ߷ऍ୯ѱೕኳࣁӄౚϐ߷ऍ୯ѱೕኳࣁӄౚϐ߷ऍ୯ѱೕኳࣁӄౚϐ߷ 

வΓαٰ࣮ࡋفޑǴऍ୯ѱᇻεܭѠѱǴࢂӄౚനεޑѱǶӆу

ऍ୯ޥऔКٯଯϐӢનǴԋᑡЈ᠌੯ੰޑΓαᇻയܭѠǶќБय़Ǵऍ୯

ᙴᕍ୍ܺሽܳǴ҇ჹܭଯൂሽޑᙴᕍ୍ܺௗࡋڙଯǴѱᕉნӝػଯ

ሽޑཥᑫౢࠔ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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ԜѦǴך୯ᗨฅΓαԴϯזೲǴՠғػΨזೲΠफ़Ǵ٬ԴԃΓαޑቚуೲ

ჴሞόۓӵႣයϐଯǴࣗԿӧ 2025 ԃаࡕǴԴԃΓαஒևΠफ़ᖿ༈Ǵ

 ᇻຯྣៈౢশΠќঁᗦኁǶࣁ

 

ѤѤѤѤǵǵǵǵऍ୯ᇻຯЈႝკᅱෳౢวၨԐऍ୯ᇻຯЈႝკᅱෳౢวၨԐऍ୯ᇻຯЈႝკᅱෳౢวၨԐऍ୯ᇻຯЈႝკᅱෳౢวၨԐ 

ऍ୯ᇻຯᚆྣៈسǵᔼၮኧໆၨӭǴӧᇻຯЈႝკᅱෳسޑҽǴ

ԿϿςԖΜԃޑวᐕўǶLifeWatch ᆶ CardiNet Ԑӧ 2008 ԃܭѱԋфว

Ǵ٠ЪठΚࠔౢؼׯܭǶᙴᕍᏔቷࢂ߾ᇻຯЈႝკᅱෳ୍ܺޑޣǴ

LifeWatch ᆶ CardioNet ࢂவЈႝკीଆৎǴவഢᆄӝ೯ૻೌמǵ՛ܺᏔ

ᆶ೬ᡏೌמǶऍ୯ᇻຯྣៈౢޑᖄ࿉ኧໆҭࣁόჲǴхࡴऍ୯ᇻຯᙴᕍڐ

ȐAmerican Telemedicine AssociationǴATAȑڐᆶӭঁౢۓڋྗౢޑ

ᖄ࿉ǴࢂӄౚᇻຯྣៈޑӃ០ǴΨࢂӄౚྗޣۓڋޑǶ 

ѠӢೌמࣁวٰԾံ۬ࡹշǴаߚᔼճಔᙃޑᏢೌൂՏᆶᙴଣբࣁ

ౢӃ᎔Ǵӆу҇໔લЮၗཀᜫȐୖԵೖፋᒵȑǴ٬ளѠౢวу७

ᄌǶ 

 

ୖୖୖୖǵǵǵǵ    ճҞჹౢวቹៜόεճҞჹౢวቹៜόεճҞჹౢวቹៜόεճҞჹౢวቹៜόε 

ճҞჹౢวቹៜόεǴࢂӢࣁҞቷᕇճϼϿǴගଆߟນሽ

ॶၨեԶफ़եଆນᇨӢǴӢԜቷҞёаӧόڙճޑ״ܥݩΠวౢࠔᆶ

୍ܺǶฅջߡӵԜǴவऍ୯ Health Hero Network, Inc. ᑈཱུթֽճǴаϷঁਢ

ቷᑈཱུҙፎਡЈճޑᄊ༈ٰ Ǵ࣮ᆶᔼၮኳԄനױᜢޑਡЈճ৮܂ςӦႜ

ᅈ܀Ǵ҂ٰቹៜϝόλ㉚Ƕ 

 

ಃΒಃΒಃΒಃΒ    ࡌࡌࡌࡌ 

൘൘൘൘ǵǵǵǵ    ࡹࡌࡹࡌࡹࡌࡹࡌ 

ǵǵǵǵѱϯᆶϦӅϯנޑѱϯᆶϦӅϯנޑѱϯᆶϦӅϯנޑѱϯᆶϦӅϯנޑ 

२ӃǴᜢܭᇻຯྣៈࡹǴ۬ࡹᔈ၀ӧѱϯᆶϦӅϯ໔рᒧǶҞך

୯ᇻຯྣៈࡹឦߏܭයྣៈࡹޑᕉǴԶߏයྣៈࣁѠϤεཥᑫౢύᙴ

ᕍౢϐηीฝǶฅԶǴߏයྣៈޑЬा୍ܺჹຝࢂѨૈޣǴ߯аޗᅽճفޑ

 ᇻຯྣៈǶߚຯᚆ࣮ៈǴ٠߈ၨሡޣǹԜѦǴѨૈ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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ӆޣǴՉᇻຯྣៈϦӅϯࢎޑᄬΠǴᙴଣתᄽനख़ाޑᔼၮفՅǴගঁٮ

ΓϷᎦៈᐒᄬӚᅿᇻຯᙴᕍǵᇻຯྣៈ୍ܺǶҁࣴزᇡࣁǴӵ݀۬ࡹวᇻຯྣ

ៈޑҞޑӧܭගϲޗᅽճǴࡺаᙴଣբ୍ܺࣁύЈٰӝᙴᕍၗྍǴคঁࢂߚ

Ǵόޣ॥ᓀᖿഈܭวǴሡԵໆᙴଣӭឦࠁఈౢጲ׆ᒧǶฅԶǴӵ݀ޑ๓ؼ

഻ཥᡂޑ܄Ǵӧҁ፦՟όܭբࣁཥᑫౢวϐሦᏤǶวཥᑫౢ

ሡाঁкᅈബཀᆶཥޑᕉნǴӢԜǴऩவౢᆄวǴןᇻຯྣៈᔼၮϦ

љǴࣁ׳ࢂӝޑբݤǶԜᅿБԄၨૈᏃໆᆢѱϯޑᔼᡏسǴӧѱԾҗ

ᝡޑݾݩΠวචᔮਏǴၲډന٫วǶ 

 

ΒΒΒΒǵǵǵǵᏃೲֹԋҥݤаዴҥᡏڋᏃೲֹԋҥݤаዴҥᡏڋᏃೲֹԋҥݤаዴҥᡏڋᏃೲֹԋҥݤаዴҥᡏڋ 

Ѡ 2002 ԃջගрȠᇻຯ଼நྣៈਢȡǴԿϞࠅᒨ҂೯ၸǶݤਢ೯ၸૈۈ

ዴҥᇻຯྣៈᡏڋǴቷωૈᆒྗϩ҂ٰѠӚᅿᇻຯྣៈ୍ܺѱޑኬᇮǶ

 ౢวǶߦၗཀᜫǴޑωૈගϲቷڋዴҥᡏݤаҥࡺ

 

ΟΟΟΟǵǵǵǵࡌҥႴᓰബཥޑᐒࡌڋҥႴᓰബཥޑᐒࡌڋҥႴᓰബཥޑᐒࡌڋҥႴᓰബཥޑᐒڋ 

җҁࣴزёޕǴԜౢനख़ाࢂޑബཥޑᔼၮኳԄǴԶߚుמޑࠆ ǵೌၗҁǴ

ႴᓰബཥౢޑᕉნϷݗᆢԖշౢܭวǶڀᡏᖐٯԶقǴ۬ࡹёаҥȨཥᑫ

ౢᓬؼബཀዛȩǴ܈ӧਠ༜ᖐᒤȨཥᑫౢኳԄਠ༜ബཀᝡᖻȩǴԜБԄ

֡ૈᡣڀബཀޑπբߙ܈ޣԃᏢηԖᐒΕཥᑫౢǶԶ܌ᒏཥᑫౢ҂Ѹൂ

 ǶۓሡԶࡹ۬ࡹᇻຯྣៈౢǴёຎࡰ

ԜѦǴऍ୯ቸߥޑ܄ᓀᡏౢࣁڋٰӭϡวޜ໔Ǵ࣬ჹӦǴѠჴࡼӄ

מǵཥࠔΚໆǴཥౢޑ۬ࡹόӕǴϝёॷ᜔ऍ୯ǴҔڋǴᗨฅᡏࡋڋߥ଼҇

ೌวǶҁЎࡌӄ଼҇܈ߥ҂ٰޑᇻຯ଼நྣៈߥᓀǴԃۓڰኘрȨബ

ཀᔈҔȩǴᒦᒧԿኧঁബཥᔈҔǴӈΕԃࡋ๏бҞύǶӧߥӺޑᙴᕍڋ

Ǵᙴᕍౢڋ൞ӝᐒޑᙴғᆶബཥ୍ܺࣁᆸѠǴբޑύǴബቷബཀࡋ

ޑബཥ॥Ƕ࣬ܭය໔ϐࡕǴ۬ࡹຑ၀୍ܺዴૈޗࣁεٰճǴ܈

ගϲ୯଼҇நНѳǴ܈෧ϿᙴᕍЍрǴ߾ጓΕ҅Ԅ๏бҞ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ᇻຯྣៈౢᔼၮኳԄ-аЈႝკᅱෳٯࣁ  ಃΖക ่ፕᆶࡌ 

 

118 

 

ѤѤѤѤǵǵǵǵݤೕݤೕݤೕݤೕ 

җܭᙴᕍ୍ܺױᜢ୯଼҇நǴ۬ࡹ௦ڗᝄޑᆅڋࡼԖځѸाǶՠᇻຯЈ

ႝკᅱෳ୍ܺϷᇻຯྣៈ॥ᓀ܄ၨեࢲޑǴࡌёӦݤೕǶаᡍ

ฦٯࣁࡋڋǴѠጓဦ E.1025 ಃܭҢᏔȩǴӧऍ୯ឦکόᔠෳᏔࡓȨЈޑ

ΒભᙴᕍᏔǴӧѠ߾ឦಃΟભᙴᕍᏔǴԋѠКऍ୯όܭวᇻຯЈ

ႝკᅱෳǴჴᆶࡹ۬ࡹ࣬ၴǶќБय़ǴȨЈࡓόᔠෳᏔکҢᏔȩନΑҔ

ΓٰᇥǴዴჴሡੰޑӒᓀڮՐଣԶԖғܭᙴଣǶჹܭᇻຯЈႝკᅱෳѦǴΨҔܭ

ाߥ۬ࡹምΓ҇ޑғڮӼӄǴݤೕᔈவᝄעᜢǶӢԜǴࡌᜪ՟೭ኬᅿǴࡹ

۬ёа٩ྣעᔈҔნǴஒጓဦ E.1025 ࣁҢᏔȩӆϩکόᔠෳᏔࡓȨЈޑ

Ǵฅ࣬வᝄቩၨԖ࡚ॐӒᓀϐᙴᕍೀԶ٬ҔϐڮғܭભǴᙴଣჹঁٿ

ჹόޔௗቹៜғڮӼӄޑᇻຯЈႝკᅱෳ୍ܺǴ߾ёफ़ࣁಃΒભᙴᕍᏔǶ 

ନԜϐѦǴѠᙴᕍᏔวၨኻऍӃ୯ৎఁǴऩటуೲౢวǴᔈஒ

ӧኻऍςڗளѱёޑᙴᕍᏔǴӈΕך୯Ȩςਡᜪ՟ࠔȩǶԜёၲԋᅰໆ

ᗉխวғኻऍςදၹ٬Ҕ၀ᙴᕍᏔǴԶѠࠅሡΕεၗߎϷਔ໔ᖏ၂

ᡍǴаҙፎȨཥᙴᕍᏔȩѱё֚ޑნǶӵࢂǴωૈᡣѠᗉխੁόѸा

ԋҁǴуೲᇴኻऍޑวဌǶ 

 

ມມມມǵǵǵǵ    ౢวࡌౢวࡌౢวࡌౢวࡌ 

ǵǵǵǵࡌҥౢࣴزύЈаӝၗྍࡌҥౢࣴزύЈаӝၗྍࡌҥౢࣴزύЈаӝၗྍࡌҥౢࣴزύЈаӝၗྍ 

ѠҞаᏢೌൂՏϷᙴᕍᐒᄬࣁύЈޑวኳԄǴฅԜൂՏ҂ѸԖૈΚ

ॷ᜔ǶӢԜǴࣁԋфኳԄ٠аѨ௳ኳԄޑǴᏢಞ୯Ѧݩวޑ୯Ѧፓ܈

ҁЎࡌӝӚࣚၗྍǴхࡴπࣴଣǵѠᇻຯྣៈ୍ܺౢᖄ࿉ൂՏǴӧౢ

ᖄ࿉ۭΠǴԋҥౢࣴزᆶᒌ၌ൂՏǴ༼Ӛ୯ౢวཷݩǴхೌמࡴวǵ

շѠύλڐుΕൔǴֹޑխ߄යวۓวǵྗวǴࡹวǵࠔౢ

ҾᆶࣴวᐒᄬၟШࣚેǶว߄խൔޑǴᔈٰԾံ۬ࡹշǵᖄ࿉

ǴаϷჹѦගٮਢᒌ၌୍ܺޑǶӵԜۈԖȨቶȩޑൔၗϷȨుȩঁޑ

ਢᇶᏤǴڐշך୯ౢଓ୯ѦဌǶ 

 

ΒΒΒΒǵǵǵǵԋҥᡍฦᒌ၌ᐒᄬԋҥᡍฦᒌ၌ᐒᄬԋҥᡍฦᒌ၌ᐒᄬԋҥᡍฦᒌ၌ᐒᄬ 

คፕܭऍ୯܈ѠǴᡍฦࡋڋࢂߐᛄᏢୢǴऩࢂዕᡍฦ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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ჴᡍϷЎҹഢሸǴёε൯ޑሡ܌ᡍฦǴջஒҙፎࢤीǵ໒ว໘ࠔǴவౢࡋ

෧ϿԋҁǶࡺᡍฦ܌ሡޑਔ໔ǵǴΨࢂೕჄᔼၮኳԄਔሡाԵໆޑख़ᗺ

ϐǶՠዕᡍฦࡋڋሡाਔ໔ᆶᡍޑಕᑈǴჹܭѠύλҾаϷᏢೌ

ࣴวൂՏԶقǴ൳ЯόёૈρϐΚػߐΓωǶࢂаǴࡌҗᇻຯྣៈౢ

ᖄ࿉ԋҥᐱҥޑπբλಔǴаᇡި܈ीԛԏޑБԄǴᙍᇶᏤቷᆶᏢೌࣴ

ය߃ࡌᆶਔ໔Ƕޑሡ܌ᡍฦำᆶຑ҂ٰҙፎࢬ໒วࠔՏीౢൂز

аৎہޑБԄǴ่ΓωǴۛౢጲࠁวǴ୍ܺਢҹຫٰຫӭǴջёќѦ

ԋҥᐱҥ୍ܺޑϦљǶ 

 

ΟΟΟΟǵǵǵǵаدΓҾբࣁᔼၮᆄаدΓҾբࣁᔼၮᆄаدΓҾբࣁᔼၮᆄаدΓҾբࣁᔼၮᆄ 

ΓαԴϯᙴᕍܭǴӧ૱߃ޑǴวᇻຯྣៈౢࡌय़ࡹॊ่ፕᆶᔈڥ

ϷԋҁቚуǴӢԜǴБय़ࣁΑ෧Ͽ୯ৎᙴᕍၗྍॄޑᏼǴќБय़ӧᙴᕍҔ

ቚуϐሞǴวౢวޜޑ໔Ƕᙴଣय़תᄽ׆ఈ҇෧Ͽੁᙴᕍၗྍفޑ

ՅǴԶќय़Ξתᄽ׆ఈ҇ගଯᙴଣ୍ܺ٬ҔفޑՅǴόёᇥคҥҟ࣯ϐ

ೀǶݩЪǴᙴଣᔼԋҁଯǴ୍ܺ୧ሽҭଯǴόճౢܭวǴࡺᔈஒدΓҾ

ᙯࣁᔼၮᆄࣁǶ 

 

ѤѤѤѤǵǵǵǵӛ҇ቶᇻຯྣៈ୍ܺӛ҇ቶᇻຯྣៈ୍ܺӛ҇ቶᇻຯྣៈ୍ܺӛ҇ቶᇻຯྣៈ୍ܺ 

ཥౢ܈ࠔཥ୍ܺޑѱǴѸۓሡाՉᎍҔǴᡣ҇ᇡௗڙ၀ཥౢࠔ

่วᇻຯЈႝკᅱෳ୍ܺࡌǴݩวޑǴԶᖼວǶаѠҞ୍ܺ܈

ΚໆǴӛ҇ޑ۬ࡹՉᎍǴࣗԿౢᖄ࿉ᆶޑᔼճൂՏߚύλҾǴᆶޑ

ቶᇻຯྣៈۺཷޑǴගଯ҇ޑௗࡋڙǶ 

 

ୖୖୖୖǵǵǵǵ    ҾวࡌҾวࡌҾวࡌҾวࡌ 

ǵǵǵǵܫӄౚѱܫӄౚѱܫӄౚѱܫӄౚѱ 

ѠΓαϿЪѱλǴࡌਏݤ LifeWatch ᔼኳԄǴஒࣴวύЈܭѠǴ

ՠѱό߳ज़ܭѠǴԶܫӄౚѱǴᎍ۳ऍ୯ǵኻࢪǴ٠໒҂ٰനڀወΚ

 ύ୯ѱǶ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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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ΒΒΒǵǵǵǵीᔼၮኳԄࣁᓬӃޑวౣीᔼၮኳԄࣁᓬӃޑวౣीᔼၮኳԄࣁᓬӃޑวౣीᔼၮኳԄࣁᓬӃޑวౣ 

ҞౢวଶᅉόޑচӢǴനख़ाࢂޑલЮёаុᕇճޑᔼၮኳԄǶ

CardioNet ൩ࢂঁՈరరٯޑηǴځΕӭࣴว٠໒วౢࡕࠔǴωว

ᔼၮኳԄीόǴठԋҁၸଯԶคݤᕇճǴ٬Ӄбрࣴޑวਔ໔Ϸԋҁ֡ё

ૈбϐܿࢬǶ 

ᔼၮኳԄёа࣬ቸ܄ϯӦǴϩࣁόӕભග୍ܺٮǶᖐٯԶقǴঁ୍ܺ

ύЈǴёаჹҽ٬Ҕޣගٮ 24 λਔᒌ၌୍ܺϐӕਔǴќଞჹيᡏၨ଼ந٬ޑ

ҔޣǴஒӣᔈਔ໔ߏԿϤλਔǵΜΒλਔǴࣗԿϺǴа٩ྣόӕ୍ܺޑભ

ԏڗόӕҔǴаှ،୍ܺύӧమఃᆶഠఁୢޑᚒǶ܈ё௦ڗಃঁДࣁхД

кૈࡽǴӵԜߎวଌ଼நӣ㎸܈аԛीϐБԄǴׯफ़եДǴ٠མଛࡕǴ۳ڋ

ϩၮҔౢૈǴΞૈᅈىӚᅿ࠼ЊሡǴ٠ӕਔගϲࠔจຝǶ 

ЀځǴౢ୍ܺࠔऩाᒡрԿੇѦѱǴவౢޑࠔीǵ၂ᡍਔǴջᔈஒటว

ѱϐӚ୯ޑѱݩǵᙴᕍࡋڋǵᡍฦࡋڋϷճթֽӈΕԵໆǴ෧Ͽ

҂ٰঅࠔౢׯᆶख़ཥ၂ᡍੁǶ 

 

ΟΟΟΟǵǵǵǵ๓ҔѠᓬ౦ޑъᏤᡏ๓ҔѠᓬ౦ޑъᏤᡏ๓ҔѠᓬ౦ޑъᏤᡏ๓ҔѠᓬ౦ޑъᏤᡏǵǵǵǵၗ೯ૻೌמၗ೯ૻೌמၗ೯ૻೌמၗ೯ૻೌמ 

ӳޑᔼၮኳԄམଛӳࠔౢޑǴࢂᗌӛԋфޑᜢᗖǶаᇻຯЈႝკᅱෳ୍ܺࣁ

ᇻຯࢂسᆶϩೌמᗨฅӧԜၨၗૻౢલЮౢᡍǴฅ೯ૻǴѠҞٯ

Јႝკᅱෳ୍ܺޑᜢᗖೌמǴаѠᓬ౦ࠔౢޑϷೌמǴ҂ٰᗋࢂԖᐒӧ୯ሞ

ѱၹӦ໒Ƕ 

 

ѤѤѤѤǵǵǵǵೌמ౽ᙯᆶࠔจวᚈᆅሸΠೌמ౽ᙯᆶࠔจวᚈᆅሸΠೌמ౽ᙯᆶࠔจวᚈᆅሸΠೌמ౽ᙯᆶࠔจวᚈᆅሸΠ 

аऍ୯ѱٯࣁǴऍ୯ࣁനεѱǴՠࢂѠቷऩाޔௗᔼऍ୯୍ܺѱ

ǴѸӃѺ೯೯ၡڗள Medicare ๏бǴӆᆶߥᓀᛝऊǵᇥܺᙴғ٬ҔǴ

ѱΕምᛖ࣬ଯǴၺፕౢࠔѱϐǴۘӃӭᆶਔ໔ҙፎᡍ

ฦǶѠቷନߚჹऍ୯ᙴᕍѱ࣬ዕǴցঁ߾ᡯჹѠቷԶق

а܈ӧอයϩǴ୯ѦѱёаᅰໆᆶӦҾӝբǴࡌᏯǶӢԜǴࡷεཱུࢂ

ೡ୧ౢࠔǵسࣁЬǹߏයҽǴ߾ᔈӧ୯ϣಕᑈᔼၮᡍǵࡌҥࠔจǴஒѠ

จࠔӼӄǴڮᜢғױԋфᡍቶԿੇѦѱǶᇂᇻຯЈႝკᅱෳ୍ܺǴഖޑ

 தख़ाǶߚقԶޣຝ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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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ϖϖϖǵǵǵǵݙཀ୯ሞྗᆶӚ୯ౢࡹวᖿ༈ݙཀ୯ሞྗᆶӚ୯ౢࡹวᖿ༈ݙཀ୯ሞྗᆶӚ୯ౢࡹวᖿ༈ݙཀ୯ሞྗᆶӚ୯ౢࡹวᖿ༈ 

ᗨฅҞᇻຯྣៈౢ٬܌ࠔҔޑ೯ૻྗۘӧԋޑ໘ࢤǴ௦ҔޑቷόӭǴ

ՠܭ҂ٰౢࠔຫٰຫӭǴѱᝡݾຫٰຫᐟਗ਼ਔǴѸوۓӛӝޑၰၡǶቷऩ

ૈջԐݙཀౢྗޑวᖿ༈ǴຫૈջԐྗഢǶࡌନޑۓ೯ૻྗѦǴҞ

Ԗۘ ISOǵIEC ᆶऍ୯ FDA Ҟޑۓ፦ྗǴቷё٩ྣᒧࠔࠔౢޑۓڋ܌

ѱǴᒧᒥӺޑྗǶྗޑᒥӺճܭҙፎѱёǴࢂ׳ᅿࠔ፦ߥޑǴ

ӵঁਢύٯ LifeWatch ջᑈཱུ୯ሞᒥӺྗǶ 

ନԜϐѦǴҭ੮ཀӚ୯ౢࡹǶ߈ԃӄౚӚख़ाวࡹǴόѦЯ

ख़ܭᆘૈϷᙴᕍྣៈౢǶԶقǴౢ วࡹҢрౢวᖿ༈Ǵ

ЪࡹӕਔҭۓڋӚᅿዛᓰࡼǴࢂаǴ੮ཀӚ୯ౢࡹԖշܭቷפрѱ

ᐒ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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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ԵЎୖԵЎୖԵЎୖԵЎ 

൘൘൘൘ǵǵǵǵ    ύЎҽύЎҽύЎҽύЎҽ 

ࡌϡǵᎄඵሎȐ҇ 90ȑǴЈႝკচᙁϟЈႝკচᙁϟЈႝკচᙁϟЈႝკচᙁϟǴhttp://designer.mech.yzu.edu.tw/article/ 

articles/technical/ (2001-04-04)Јႝკচᙁϟ.htmǶനࡕᘤំВයǺ҇୯ 99

ԃ 3Д 10ВǶ 

ЦఘȐ҇ 99ȑǴऍ୯ᙴᕍᡏׯڋॠ֚ޑნᆶ௴ҢǴཥຎഁǴ2010ԃ 3යǴ95-96Ƕ 

ϣࡹीೀȐ҇ 99ȑǴΐΜΐԃಃѤຼϣࡹी೯ൔΐΜΐԃಃѤຼϣࡹी೯ൔΐΜΐԃಃѤຼϣࡹी೯ൔΐΜΐԃಃѤຼϣࡹी೯ൔ(98ԃۭΓα่ᄬϩԃۭΓα่ᄬϩԃۭΓα่ᄬϩԃۭΓα่ᄬϩ)Ǵ

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3779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10Д 26ВǶ 

ҡܴ㗟Ȑ҇ 96ȑǴᔈҔྣܭៈޜ໔ޑคጕᙔУЈႝკᒡسᔈҔྣܭៈޜ໔ޑคጕᙔУЈႝკᒡسᔈҔྣܭៈޜ໔ޑคጕᙔУЈႝკᒡسᔈҔྣܭៈޜ໔ޑคጕᙔУЈႝკᒡسǴࢪ٥εᏢႝတᆶ

೯ૻᏢ܌زࣴسᅺγፕЎǶ 

ЫࣿཹȐ҇ 96ȑǴচᅇᐱۚԴΓ٬ҔᇻຯྣៈسϐቹៜӢનϷඵችϯวচᅇᐱۚԴΓ٬ҔᇻຯྣៈسϐቹៜӢનϷඵችϯวচᅇᐱۚԴΓ٬ҔᇻຯྣៈسϐቹៜӢનϷඵችϯวচᅇᐱۚԴΓ٬ҔᇻຯྣៈسϐቹៜӢનϷඵችϯว

ሡຑሡຑሡຑሡຑǴཁᔮεᏢচՐ଼҇நࣴ܌زᅺγፕЎǶ 

ђ᐀ॳȐ҇ 98ȑǴॅऍ୯ଯ॥ᓀᙴᕍᏔᇙቷࣴಞॅऍ୯ଯ॥ᓀᙴᕍᏔᇙቷࣴಞॅऍ୯ଯ॥ᓀᙴᕍᏔᇙቷࣴಞॅऍ୯ଯ॥ᓀᙴᕍᏔᇙቷࣴಞǴhttp://open.nat.gov.tw/ 

OpenFront /report_detail.jspx?sysId=C09800431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3

Д 29ВǶ 

ՉࡹଣࣴزวԵਡہǴሌᎳᓔขᗺൔᏤሌᎳᓔขᗺൔᏤሌᎳᓔขᗺൔᏤሌᎳᓔขᗺൔᏤǴhttp://elders.www.gov.tw/focus.ph 

p?efm_id=6ǶനࡕᘤំВයǺ҇୯99ԃ 7Д 9ВǶ 

ՉࡹଣᔮࡌہȐ҇ 99ȑǴ2010ԃԿԃԿԃԿԃԿ 2060ԃѠΓαीԃѠΓαीԃѠΓαीԃѠΓαीǴՉࡹଣᔮ

ൔȐȐ99ȑ033.805ȑǴhttp://www.cepd.gov.tw/dn.aspx?uid=8966Ƕہࡌ

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10Д 26ВǶ 

ՉࡹଣᔮࡌہǴᔮλᜏڂᔮλᜏڂᔮλᜏڂᔮλᜏڂǴǴǴǴ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 

1239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2Д 26ВǶ 

ՉࡹଣፁғǴᇻຯ଼நྣៈύЈΕαᆛᇻຯ଼நྣៈύЈΕαᆛᇻຯ଼நྣៈύЈΕαᆛᇻຯ଼நྣៈύЈΕαᆛǴhttp://doh.telecare.com.tw/Ƕനࡕᘤំ

ВයǺ҇୯ 99ԃ 11 Д 12ВǶ 

ՉࡹଣፁғȐ҇ 98aȑǴȑǴȑǴȑǴ97ԃࡋӄ଼҇நߥᓀᙴᕍीԃൔԃࡋӄ଼҇நߥᓀᙴᕍीԃൔԃࡋӄ଼҇நߥᓀᙴᕍीԃൔԃࡋӄ଼҇நߥᓀᙴᕍीԃൔǴhttp://www.doh. 

gov.tw/CHT2006/DM/DM2_2.aspx?now_fod_list_no=10902&class_no=440&le

vel_no=2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12Д 8В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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ՉࡹଣፁғȐ҇ 98bȑǴ97ԃࡋ୯҇ᙴᕍ଼ߥЍрी߄ԃࡋ୯҇ᙴᕍ଼ߥЍрी߄ԃࡋ୯҇ᙴᕍ଼ߥЍрी߄ԃࡋ୯҇ᙴᕍ଼ߥЍрी߄Ǵhttp://www.doh.gov. 

tw/CHT2006/DM/DM2_2_p02.aspx?class_no=440&now_fod_list_no=10947&le

vel_no=2&doc_no=74048ǶനࡕᘤំВයǺ҇୯99ԃ 12Д 8ВǶ 

ՉࡹଣፁғȐ҇ 99ԃ 4Д 24ВȑǴߏයྣៈ୍ܺวޑೕჄ -Ȩߏයྣៈܺ

ଣቩǴፁғขᗺཥᆪፁғขᗺཥᆪፁғขᗺཥᆪፁғขᗺཥᆪǴࡹȩਢႣीϞԃΠъԃଌՉݤ୍

http://www.doh.gov. 

tw/CHT2006/DM/DM2_p01.aspx?class_no=25&level_no=1&doc_no=75539Ƕന

ᘤំВයǺ҇୯ࡕ 99ԃ 6Д 9ВǶ 

ԙޱࡌȐ҇ 97ȑǴᔮᔮᔮᔮȨȨȨȨ଼நྣៈബཥ୍ܺᔈҔ଼நྣៈബཥ୍ܺᔈҔ଼நྣៈബཥ୍ܺᔈҔ଼நྣៈബཥ୍ܺᔈҔȩȩȩȩݩݩݩݩǴhttp://www.tvca. 

org.tw/moea_idb/industry/970702-1.pdf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11Д 13

ВǶ 

ՖࡏኾȐ҇ 96ȑǴᇻຯ଼நྣៈౢᔼၮኳԄϩزࣴᇻຯ଼நྣៈౢᔼၮኳԄϩزࣴᇻຯ଼நྣៈౢᔼၮኳԄϩزࣴᇻຯ଼நྣៈౢᔼၮኳԄϩزࣴǴ୯ҥѠεᏢᆅᏢଣ

ᅺγӧᙍଯ໘ϦӅᆅಔᅺγፕЎǶ 

؇ૈϡȐ҇ 92ԃ 12Д 6ВȑǴȨӼЈьȩ40ࣾૻЈႝკǴ݀Вൔ݀Вൔ݀Вൔ݀ВൔǴhttp://tw. 

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548783/IssueID/20031206ǶനࡕᘤំВ

යǺ҇୯ 99ԃ 10Д 25ВǶ 

ҥȐ҇ 98ȑǴѠറᅺγፕѠറᅺγፕѠറᅺγፕѠറᅺγፕЎӧᇻຯྣៈϐࣴزݩᆶวᖿ༈Ўӧᇻຯྣៈϐࣴزݩᆶวᖿ༈Ўӧᇻຯྣៈϐࣴزݩᆶวᖿ༈Ўӧᇻຯྣៈϐࣴزݩᆶวᖿ༈Ǵ୯ҥѠ

чៈᏢଣၗૻᆅࣴ܌زᅺγፕЎǶ 

৪ؼȐ҇ 97ȑǴԴΓᅽࣸࣽמᆶᇻຯۚৎྣៈೌמԴΓᅽࣸࣽמᆶᇻຯۚৎྣៈೌמԴΓᅽࣸࣽמᆶᇻຯۚৎྣៈೌמԴΓᅽࣸࣽמᆶᇻຯۚৎྣៈೌמǴѠύǺྙੇਜֽǶ 

୯ҥѠࣽᏢ௲ػᓔǴЈ᠌ޑᄬᆶфૈЈ᠌ޑᄬᆶфૈЈ᠌ޑᄬᆶфૈЈ᠌ޑᄬᆶфૈڗԾǴhttp://activity.ntsec.gov.tw/lifeworld 

/body_c6.html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3Д 10ВǶ 

ഋΏ༠Ȑ҇ 96ȑǴᙴᕍႝηೱ่คጕ೯ૻ BAN ғ଼நᆅǴཥ೯ૻϡҹᚇཥ೯ૻϡҹᚇཥ೯ૻϡҹᚇཥ೯ૻϡҹᚇ

ᇞᇞᇞᇞǴ79ǴȠೌמᘳȡǴhttp://www.2cm.com.tw/technologyshow_conten 

t.asp?sn=0709060007ǶനࡕᘤំВයǺ҇୯99ԃ 11Д 13ВǶ 

ഋལȐ҇ 94ȑǴคጕЈႝკෳໆسϷځӧۚৎ଼ߥϐᔈҔคጕЈႝკෳໆسϷځӧۚৎ଼ߥϐᔈҔคጕЈႝკෳໆسϷځӧۚৎ଼ߥϐᔈҔคጕЈႝკෳໆسϷځӧۚৎ଼ߥϐᔈҔǴ୯ҥԋфεᏢႝ

ᐒπำᏢسᅺγፕЎǶ 

ΏЎȐ҇ 98ȑǴ୯ѦᡍѠᙴ٣ೕጄӢᔈᇻຯྣៈวϐፓǴࣽݤמࣽݤמࣽݤמࣽݤמ

ڔǴ21ࡓࡓࡓࡓ 12යǴ46–59Ƕ 

ϘᝬȐ҇ 96ȑǴᇻຯྣៈسϐࣴᇙᇻຯྣៈسϐࣴᇙᇻຯྣៈسϐࣴᇙᇻຯྣៈسϐࣴᇙ-аԮξذᙴଣаԮξذᙴଣаԮξذᙴଣаԮξذᙴଣ U-Care ໒ࠄǴٯࣁسٯࣁسٯࣁسٯࣁس

 ᅺγፕЎǶ܌زᆶ୍ܺᆅࣴמᏢଣᅽࣸࣽೌ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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ཁࢀȐ҇ 98aȑǴЈႝკीᔈҔѱϩЈႝკीᔈҔѱϩЈႝკीᔈҔѱϩЈႝკीᔈҔѱϩǴπֽඵችࠠᙴᕍႝηౢೌמ

ቶᆶᇶᏤीฝǴwww.bmes.org.tw/FCKupload/File/IEK_10.pdfǶനࡕᘤំВයǺ

҇୯ 99ԃ 11Д 10ВǶ 

ཁࢀȐ҇ 98bȑǴᇻຯ଼நྣៈѱᇻຯ଼நྣៈѱᇻຯ଼நྣៈѱᇻຯ଼நྣៈѱǴπֽඵችࠠᙴᕍႝηౢೌמቶᆶ

ᇶᏤीฝǴwww.bmes.org.tw/FCKupload/File/IEK_08.pdǶനࡕᘤំВයǺ҇

୯ 99ԃ 1Д 25ВǶ 

ཁࢀȐ҇ 98cȑǴᇻຯྣៈȐtelecareȑౢวᐒᆶࡷᏯᇥܴǴคጕᓎคጕᓎคጕᓎคጕᓎ

ᒣᒣᒣᒣȐȐȐȐRFIDȑȑȑȑౢคጕགෳᆛၡౢคጕགෳᆛၡౢคጕགෳᆛၡౢคጕགෳᆛၡȐȐȐȐWSNȑȑȑȑҔܭᇻຯྣៈౢวϐᐒᆶҔܭᇻຯྣៈౢวϐᐒᆶҔܭᇻຯྣៈౢวϐᐒᆶҔܭᇻຯྣៈౢวϐᐒᆶ

 ᏯᇥܴፕЎǴᔮύλҾೀǶࡷᏯᇥܴፕЎࡷᏯᇥܴፕЎࡷᏯᇥܴፕЎࡷ

ཁࢀǵֆЈӵȐ҇ 96ȑǴ୯ϣᙴᕍᏔᡍฦࡋڋᆶд୯ϐৡ౦аϷჹ୯ϣᙴᕍᏔᡍฦࡋڋᆶд୯ϐৡ౦аϷჹ୯ϣᙴᕍᏔᡍฦࡋڋᆶд୯ϐৡ౦аϷჹ୯ϣᙴᕍᏔᡍฦࡋڋᆶд୯ϐৡ౦аϷჹ

ౢϐቹៜౢϐቹៜౢϐቹៜౢϐቹៜǴཥԮᑜǺπࣴଣǶ 

ᐥᄪȐ҇ 95ȑǴሌᎳᇻຯྣៈ୍ܺౢϐวǴ୯҇௲ػ୯҇௲ػ୯҇௲ػ୯҇௲ػǴ45ڔ 2යǴ73-74Ƕ 

ၗǴคज़ᆛၡೌמᔈҔܭᇻຯᙴᕍྣៈჴ୍คज़ᆛၡೌמᔈҔܭᇻຯᙴᕍྣៈჴ୍คज़ᆛၡೌמᔈҔܭᇻຯᙴᕍྣៈჴ୍คज़ᆛၡೌמᔈҔܭᇻຯᙴᕍྣៈჴ୍Ǵhttp://www.iiiedu.org.tw/ites/ 

HEAL.htm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2Д 26ВǶ 

ጯܴȐ҇ 97ȑǴۚৎᇻຯྣៈۚৎᇻຯྣៈۚৎᇻຯྣៈۚৎᇻຯྣៈǺǺǺǺϩঁཥޑᔼၮኳԄϩঁཥޑᔼၮኳԄϩঁཥޑᔼၮኳԄϩঁཥޑᔼၮኳԄǴ୯ҥѠεᏢᆅᏢ

ଣӧᙍଯ໘ϦӅᆅಔᅺγፕЎǶ 

ጰలስǵЦذआȐ҇ 97ȑǴѠߏයྣៈࡹวǴៈᚇᇞៈᚇᇞៈᚇᇞៈᚇᇞǴ55ڔ 4යǴ24-29Ƕ 

ᖴֻ࢙Ȑ҇ 97ԃ 10Д 15ВȑǴᇻຯᙴᕍڗݾঅݤǴᔮВൔᔮВൔᔮВൔᔮВൔǴD8  Ƕހ

ᔼᎦৣݤȐ҇ 93ԃ 5Д 5ВȑǴڗԾӄ୯ݤೕၗǴhttp://law.moj.gov.tw/ 

index.aspx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6Д 9ВǶ 

ᛰނᇙπቷቷ Ȑྗ҇ 99ԃ 2Д 26ВȑǴڗԾӄ୯ݤೕၗǴhttp://law.moj. 

gov.tw/ index.aspx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6Д 9ВǶ 

ᛰނᇙޣᔠᒤݤȐ҇ 97ԃ 2Д 20ВȑǴڗԾӄ୯ݤೕၗǴhttp://law.moj. 

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30009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6Д 9ВǶ 

ᛰݤ٣Ȑ҇ 95ԃ 5Д 30ВȑǴڗԾӄ୯ݤೕၗǴhttp://law.moj. gov.tw/ 

index.aspx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6Д 9ВǶ 

ᙴৣݤȐ҇98ԃ5Д13ВȑǴڗԾӄ୯ݤೕၗǴhttp://law.moj.gov.tw/ index.aspxǶ

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6Д 9ВǶ 

ᙴ٣ᔠᡍݤȐ҇ 96ԃ 1Д 29ВȑǴڗԾӄ୯ݤೕၗǴhttp://law.moj.gov.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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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spx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6Д 9ВǶ 

ᙴᕍᏔᆅᒤݤȐ҇ 98ԃ 10Д 2ВȑǴڗԾӄ୯ݤೕၗǶhttp://law.moj. 

gov.tw/ index.aspxǶനࡕᘤំВයǺ҇୯ 99ԃ 6Д 9ВǶ 

ᙴᕍᏔᡍฦቩ߾ྗȐ҇ 95ԃ 4Д 12ВȑǴڗԾӄ୯ݤೕၗǴhttp://law. 

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L0030055ǶനࡕᘤំВයǺ

҇୯ 99ԃ 6Д 9ВǶ 

Health Level Seven TaiwanǴHL7-TaiwanǴhttp://www.hl7.org.tw/index.phpǶǶǶǶനࡕ

ᘤំВයǺ҇୯ 99ԃ 6Д 8ВǶ 

IBMǴჴ፬ჴ፬ჴ፬ჴ፬ȨȨȨȨඵችѠඵችѠඵችѠඵችѠȩȩȩȩ IBM ӧѠԋҥӄౚ२০ӧѠԋҥӄౚ२০ӧѠԋҥӄౚ२০ӧѠԋҥӄౚ२০ȨȨȨȨඵችғࢲᘳࣴزύЈඵችғࢲᘳࣴزύЈඵችғࢲᘳࣴزύЈඵችғࢲᘳࣴزύЈȩȩȩȩǴ

http://www.ibm.com/news/tw/zh/2009/12/21/o010761l75304f9 5.htmlǶനࡕᘤំ

ВයǺ҇୯ 99ԃ 2Д 3ВǶ 

TFDAȐ҇ 98ȑǴᡍฦਢҹଌҹБԄᡍฦਢҹଌҹБԄᡍฦਢҹଌҹБԄᡍฦਢҹଌҹБԄǴhttp://www.fda.gov.tw/content.aspx?site_ 

content_sn=312ǶനࡕᘤំВයǺ҇୯99ԃ 5Д 27ВǶ 

TFDAȐ҇ 99ȑǴಃΒಃΒಃΒಃΒǵǵǵǵΟભᙴᕍᏔᡍฦΟભᙴᕍᏔᡍฦΟભᙴᕍᏔᡍฦΟભᙴᕍᏔᡍฦǴ

http://www.fda.gov.tw/content.aspx?site_ content_sn=2080ǶനࡕᘤំВයǺ҇

୯ 99ԃ 12Д 8В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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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需要申請 510(k)之判斷準則 

根據 FDA 於《Premarket Notification(510k)》一文中的說明，必須提出 510(k)

的情況如下： 

 第一次推出一項醫療器材； 

 一項已銷售的醫療器材提出新用途，且與既有用途有重大差異時，例如

從必須醫師開立處方變成消費者可直接在市面上買到； 

 一項已銷售的醫療器材做了修改且可能嚴重影響安全性或有效性時，且

廠商具有自行判斷是否需要重新申請 510(k)的責任。 

 

相對的，某些情形下可以不必取得 510(k)之許可： 

 販賣未完成器材給另一家公司進行進一步的製造，或是販賣零件給另一

家公司而使用於其器材中，除非該零件是賣給終端消費者去置換器材的

一部分。 

 器材不會進行商業化銷售時，例如進行臨床試驗前不須申請 510(k)。 

 販賣另一家公司在美國境內製造的器材。此時，會再加上一張由某間公

司銷售或製造的標籤。 

 重新包裝或重新貼仿單，在原有的仿單內容以及器材沒有重大改變時，

多數情形下不需申請 510(k)。但仿單的內容必需是與之前申請 510(k)時

相同，包括適應症、警告語及禁止說明。 

 除非用途或醫療器材本身有重大變更，在 1976 年以前就已合法銷售，並

且擁有文件證明，不需申請 510(k)。 

 進口在美國境外製造的醫療器材，且外國製造廠商已經獲得 510k 許可時 

 符合 21 CFR Part 862 至 21 CFR Part 892 規定的例外情況，在列式清單

內的 Class I、Class II 醫療器材上市前無須申請 5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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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記錄–交通大學「U-華陀」 

訪談時間：民國 99 年 11 月 29 日 

訪談對象：交通大學研發處處長李鎮宜教授 

訪談地點：福華飯店一樓大廳 

問：我的論文題目是「遠距照護產業營運模式–以心電圖監測為例」。由於在網路

上看到交通大學和中國醫藥大學合作，開發了一套名為「U-華陀」的心電圖

監測系統，遂想透過訪談，了解目前的發展現況、營運模式，以及遇到的困

難與挑戰。 

問：你們現在還有繼續開發下一代產品嗎？ 

答：目前繼續改良產品、提升技術。未來要讓醫生、病人、使用者接受、使用，

從使用情境回來思考，還有哪些技術需要改良。 

問：有計畫，產品哪一年上市嗎？ 

答：你所謂的營運模式大概有幾種：開發團隊成立新創公司、授權給現有公司、

執行團隊併入現有公司。因為這種產品上市時程比較長，需要說服消費者，

另一方面，電子產品要符合 FCC，若是醫療器材，還要申請 FDA。FCC 台

灣已經比較熟悉，申請 FDA 就必須花很長的時間。必須完成這些步驟，才

能上市。 

問：有想過未來的消費者客群是哪些人嗎？ 

答：其實一開始就有思考過這個問題。未來醫療形式會逐漸從以醫院為中心，轉

變為行動醫療、居家看護。 

問：這是指老年人的部份嗎？ 

答：不。居家照護基本上是屬於年紀大的，但我們希望透過行動照護，透過手機，

可以把年齡層下降。醫療照護通常想到以病患、老年人為主，但我相信，如

果把醫療電子做的更人性化，未來能成為行動裝置中必要的工具、服務。 

問：所以你們的服務一定要用到手機。 

答：因為手機是目前最普及的行動裝置。 

問：現在 65 歲以上年長者都有使用手機嗎？ 

答：相信只要對自己的健康非常在意的人，一般人都能接受使用手機。如果要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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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เเเǺǺǺǺ࣬ߞѝाჹԾρ଼ޑநߚதӧཀޑΓǴΓૈௗ٬ڙҔЋᐒǶӵ݀ाଞ

ჹԴԃΓѱǴฅǴٗ൩ѸעᏹբीࡐޑᙁൂǶ 

ୢୢୢୢǺǺǺǺٗሡाၟЋᐒቷӝբ༏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ǴЬा୍ܺߞႝࢂޣǶգёаགྷႽǴעѬམԋЋᐒޑᔈҔ୍ܺǶၸЋ

ᐒଌ୍ܺډύЈǶ 

ୢୢୢୢǺǺǺǺٗЋᐒሡाଛഢ༏ǻ 

เเเเǺǺǺǺඵችࠠЋᐒຫٰຫදၹǴ೭ࢂᖿ༈Ƕख़ᗺࢂӧ೭ঁᖿ༈Ǵёаගٮব٤ф

ૈǶ҂ٰࢂଞჹԴԃΓǴ҂ٰ܈ΟǵѤΜྃа൩གྷ٬ҔǶᙴғځჴ

Ψ׆ఈԖ೭ኬࠔౢޑǶӧѐᙴଣ࣮ੰѝԖϖϩដǴѝ࣮ளډϖϩដ଼ޑந

ݯᙴғບᘐǵܭӭୖԵૻ৲ǴԖշ׳ᙴғٮᄊǴӵ݀೭ϖϩដϣёа๏ගރ

ᕍǶ 

ୢୢୢୢǺǺǺǺ܌аգॺࠔౢޑख़ӧບᘐ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ࢂۓӧບᘐǴόૈ࠹ᆀԖݯᕍਏ݀ǶќБय़ǴёаډႣٛǶٿԃ

ޑξਔ۹ฅԝΫǶ೭ᅿ੯ੰςԖԃᇸϯࡕεࡹݽǴӧߏࡹϣޑۓǴϣ

ᖿ༈Ǵ೭ᅿ੯ੰόँࢂวޑ܄ǶԖቻӂǴԖགޑڙਔংǴςࡐᝄख़ΑǴՠ

 ёаவЈႝკ࣮рٰǶࢂ

ୢୢୢୢǺǺǺǺ܌аǴाٳΕ଼நᔠޑҽ༏ǻ 

เเเเǺǺǺǺՠࢂǴӵ݀ೕۓϺ൳ᗺाໆԛǴ೭ᅿኳԄςԖਢٯᡉҢόԋфǶ

٬ҔޣᗋѸϺளෳໆǴԶЪໆрٰޑЈႝკΨ࣮όᔉǴཀᜫ൩όଯǶ

ӵ݀ᡣ٬ҔޣགྷډǴω٬ҔǴۓѨ௳Ƕ܌аǴۓाբԋߚதΓ܄ϯޑ

းǴٯӵႽ OK ᕲຠӧيǴۓԾϯෳໆᐒڋǴໆрٰԖୢᚒǴԾ

ଌ୍ܺډύЈǶٯӵӧ 7-11൩ёаວډޑǴωૈදϷϯǶ 

ୢୢୢୢǺǺǺǺٗሶǴঁးޑԋҁεཷӭϿᒲǻ 

เเเเǺǺǺǺӧᗋؒදϷǴԋҁᗋϼଯǴεऊाǵٿίϡǴߕ೬ᡏǶ҂ٰǴᔈ၀ा

Ǵёаӆ۳ԏόӕ୍ܺޑόӕࢂǵΟԭϡѰѓǴՠٿకԄǴܙ൳ԭϡǴډ

ाӃӧۓǴ୍ܺޑঁදϷϯࢂགྷႽύǴӵ݀҂ٰ೭ޑॺךǶӧ୍ܺޑ

ЋᐒύჹЈႝკಃԛᑔᔠǴց߾ע 3Gޑᓎࢤ༞ᛈǶ 

ୢୢୢୢǺǺǺǺёࢂϩسܰ໒ว༏ǻ 

เเเเǺǺǺǺ܌аۓाၟᙴᕍი໗ஏϪӝբǶ 

ୢୢୢୢǺǺǺǺسǴೌמന֚ᜤޑᗺӧব္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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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เเเǺǺǺǺ໘ೌמࢤाँઇޑǴࢂӵՖޑλǵႝ࣪ޑǶӵ݀҂ٰΓᡏ၂ᡍǴёа

ܴྗዴډၲࡋ 95%аǴᔈ၀൩ԖѱᐒǶՠࢂा٠ډόᙁൂǴӢࣁ

҅٬ޑҔᕉნࡐፄᚇǴঁΓيޑᡏ่ᄬόӕǴऔዧԖձǶࠔϯޑၸ

ำǴѸᡣ٬Ҕޣགࠔޑࠔౢډ፦ࡐᛙۓǶךॺޑࢂݤǴوрჴᡍ࠻Ǵޔ

ௗѐᙴଣௗੰΓǶ 

ୢୢୢୢǺǺǺǺࢌᙴଣٰࠔౢޑԾ୯ѦǴӳႽ፤ࡐޑǴҔວޑाǴՠჴሞࢂΜԃ

 ᐒࠠǶޑ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Ӣࣁ፤ޑόǴ٬ҔޣΨόඪວǶԶЪໆϼϿǴЪҙፎ FDA ԋҁΨࡐ

ଯǶ 

ୢୢୢୢǺǺǺǺӧѠѱ՟Яόሡाҙፎ FDAǴӛ TFDA ҙፎջёǻ 

เเเเǺǺǺǺՠࢂ TFDA όـளඪᡣ೭ঁཥౢࠔ೯ၸǶځჴךॺςӧᙴଣ IRV ෳ၂Ǵ

ᜪ՟و Class IIIǴՠќБय़Ǵךள׳ख़ाࢂޑा௲ػޣǶךᇡࣁा

ϩ໘ࢤǴಃ໘ࢤᡣ҇දၹௗڙǴಃΒ໘ࢤωԋࣁᔠෳҔᙴᕍᏔǴҙፎ

FDAǶӢࣁҙፎ FDA Ԗ॥ᓀǴϐමԖѠቷҙፎǴFDA Ҭ๏Ѭޑᝡ

፦ѝԖऍ፦ǴԶ೭٤٤ࢌा٬Ҕۓा܈ளૈ೯ၸǶـቩਡǴόޣݾ

୯Ϧљೡ୧Ƕ፦ޑҽǴךॺςԖፓǴ܌۩ѠԖቷӧǶ 

ୢୢୢୢǺǺǺǺޑёаډΒǵΟԭϡѠ༏ǻ 

เเเเǺǺǺǺӵ݀ёаᅖډඵችࠠЋᐒǴೕኳёаၲډ൳ΜТТޑ Ǵໆ൩ؒԖୢᚒǶ

҂ٰᙴৣόሡाӧᙴଣ࣮ߐບǴΨёаԖԏΕǴ೭ࢂനӳޑნࣚǶ 

ୢୢୢୢǺǺǺǺҞݤޑೕёаᡣᙴғόӧᙴଣග୍ܺٮ༏ǻ 

เเเเǺǺǺǺޕעᙯඤԋղ᠐೬ᡏ൩ёаǶղ᠐೬ᡏӧςࡐදၹΑǴനԐӧΒǵΟ

Μԃम୯ޑεᏢςрٰΑǴמᙯ๏ՋߐηǶӧ೭ᅿݩΠǴӵՖӧᐟ

ਗ਼ޑᝡݾᕉნΠғӸǴᔼၮኳԄࢂനख़ाޑǶ 

ୢୢୢୢǺǺǺǺёаӆᇥܴԛգॺޑᔼၮኳԄ༏ǻ 

เเเเǺǺǺǺٯӵးޑຠТёаӧ 7-11ວډޑǴ୍ܺၟႝߞϦљວǶ 

ୢୢୢୢǺǺǺǺሡाၟᙴଣӝբ༏ǻ 

เเเเǺǺǺǺ҂ٰёૈόၟࢂᙴଣӝբǴԶၟࢂᆄ୍ܺӝբǶӧႝߞϦљςӧࡌ

ᆄسǴၗډᆄسǴӆעၗջਔଌډЬݯᙴৣǶ 

ୢୢୢୢǺǺǺǺЬݯᙴৣӳႽόૈҶ৲ΑǶ 

เเเเǺǺǺǺ܌а೭ᅿ୍ܺǴाၸЬݯᙴৣຑࢂցԖሡाǶځჴЬݯᙴғ٬Ҕ೭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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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൩ࢂයఈߚπբਔ໔ǴΨૈԖԏΕǶᙴଣҁٰ൩ԖΓ 24λਔॶǴᙴ

ଣԖঁ࣬ᔈޑი໗Ǵග୍ܺٮǶӧ೭ᅿ୍ܺςຫٰຫදϷΑǴӧ

Ӣ٬ࣁҔΓԛᗋόǴ܌аࡐǶ 

ୢୢୢୢǺǺǺǺीεཷ൳ԃࡕදϷϯګǻ 

เเเเǺǺǺǺीঁࠄӦϖԃࡕёаදϷǶ 

ୢୢୢୢǺǺǺǺόၸᜪ՟ࠔౢޑǴӧऍ୯՟ЯςԖΑǻٯӵ LifeWatchޑཥౢࠔǶ 

เเเเǺǺǺǺᜪ՟ࠔౢޑᔈ၀ԖǴՠࢂ҂ٰᗋࢂाԋۚࣁৎྣៈǵՉྣៈౢࠔǴωૈ

҅ޑදϷǶ 

ୢୢୢୢǺǺǺǺLifeWatchКၨख़ӧගٮঁДޑෳໆǴගٮບᘐၗૻ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ѠΨමԖᙴғୢၸǴૈόૈঁࢃයǴӢࣁѠಞᄍঁࢃයӣ

ບǶ೭ঁ୍ܺёа߃ᑔᔠǴࡐӭΓғᡏόܺǴځჴؒԖੰǴᑔᔠࡕё

аעᙴᕍၗྍᡣ๏҅ԖሡाޑΓǶ 

ୢୢୢୢǺǺǺǺٗሡा଼ࡋڋߥଛӝ༏ǻҗ଼ߥ๏бǶவऍ୯ঁޑਢٰ࣮Ǵࢂҗᖄٖߥᓀ

ᓐ๏бޑǶ 

เเเเǺǺǺǺ଼ߥӧѠߚதፄᚇǴߥΨޔӧׯᡂǶӵ݀೭ࡹ۬ࡹࢂǴፕᔈ၀

ΨाӈΕߥᓀጄൎǴόၸ೭ݯࡹࢂǴၟೌמ൩ؒԖᜢ߯ΑǶ 

ୢୢୢୢǺǺǺǺ܌аգॺޔௗຬຫݯࡹጄᛑǴаႝηౢޑࠔኳԄ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 

ୢୢୢୢǺǺǺǺٗόόܰੇډѦǴӢࣁѦ୯҂ѸԖ೭ሶБޑߡ 7-11Ƕ 

เเเเǺǺǺǺόǶόᑀգᇥǴεഌςԖΓךפॺௗࢳǶ 

ୢୢୢୢǺǺǺǺޑλКၨ༏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ǴӢൂࣁТޑጔࡺǴޑλϸԶەߡ׳ǴԶЪಔးǵෳ၂ޑԋҁ׳

եǶ 

ୢୢୢୢǺǺǺǺٗࣴزό׳ଯǻ 

เเเเǺǺǺǺࣴ ԵǴӵ݀ԖወӧᐒǴࡘΨԃϤДǶҞܴډԖᏢࣚࣽीฝǴҞز

ܴԃёૈќѦҥϦљǴᝩុᔼၮǶ 

ୢୢୢୢǺǺǺǺգள۬ࡹёаϙሶ٣Ǵᔅշౢǻ 

เเเเǺǺǺǺዴჴόܰǴћӳόћǶፕԖӳࠔౢޑǵӳೌמޑǴᔈ၀൩ૈډ

ѱǶՠډၠࢂᙴᕍሦୱǴ൩όࢂӵԜǴᙴᕍሦୱӢੋࣁϷᙴᕍ॥ᓀǴКၨ

ࡌόଆٰǴӵ݀ؒԖӃၟᙴᕍი໗ۓǴᙴᕍᏔࣁۓаӵ݀܌ӺǶ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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ҥӝբᐒڋǴᙴғ௨ѾǶࣁۓႝη҇ϸԶКၨܰௗڙǶ 

ୢୢୢୢǺǺǺǺٗࢂց൩όሡाҙፎ FDA Αǻ 

เเเเǺǺǺǺᗋࢂाǶӢࣁ҂ٰಖزाډوᙴᕍᏔǴҙፎ FDA όК FCCǴሡाӳ൳ԃǶ 

ୢୢୢୢǺǺǺǺӵ݀و 510(k)Ǵ՟Я൩זࡐ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ҽךॺςፎৎᔅԆࣴزǶόၸӵ݀҂ٰૈޑදϷǴזࡐ൩ၶ

ςԖঁऍ୯ճᕇǴॺҞךៈǶߥճӦკޑᚒǴाԖӳୢޑນډ

ന߈ᔈ၀ᗋёаӆ৾ډ൳ঁǶ 

ୢୢୢୢǺǺǺǺգॺ೯த৾বᅿೌמҙፎճګǻ 

เเเเǺǺǺǺᕭλౢࠔᡏᑈೌמޑǶЬाࢂТǵ࣪ႝीǶ 

ୢୢୢୢǺǺǺǺՠࢂᗋࢂόૈߥӧऍ୯ѱό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ឦߚܭਡЈୢޑೌמᚒǶٯӵӃޑࢀय़݈Ǵᖥํவࡕय़ፓډᜐǴ

ऍ୯໔ϦљǴ፝Α൳ΜሹǴ೭ςୢ܄ೌמߚᚒǴाճ searchǶ 

ୢୢୢୢǺǺǺǺঁਢޑԖঁճࢂǺঁ Sensorໆ ෳૻ္يဦǴӆଌډঁЋးǴ

՟ЯคፕӵՖ፰ډ೭ঁճ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ҽךॺᗋؒԖѐ surveyǶ೭ঁ൩ႽεܠঢᏫᡏǴע flash memoryډܫ

λး္य़Ǵᜢᗖճᡣ୯ϣεܠঢޑቷǴѸԃाᛦ๏೭ৎϦљ

ሹϡճߎǶ 

ୢୢୢୢǺǺǺǺᗋࢂգॺΨёаҙፎᜢᗖճǴᡣ୯Ѧᛦሹϡճߎ๏գॺ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໘ࢤǴԐයᗋࢂКၨख़ӧวᜢᗖמ Ǵೌុࡕ໒ۈाౢࠔቶਔǴ

ёૈ൩ѸԵໆǴவးޑቫय़Ǵό፰ډձΓޑճǶόၸךॺॹࡐࢂ

ԖߞЈǴ࣬ߞёаᗉǶ 

ୢୢୢୢǺǺǺǺٗԏձΓճߎΨؒԖୢᚒ៷ǻ 

เเเเǺǺǺǺ೭ঁฅࢂനӳǶ٣ჴǴ໘ࢤ୯ϣวמࣽޑ߄ፕЎǵճǴӧ୯ሞ௨

ӜϖǴՠࢂԃᗋाҬб୯ѦߚதӭճߎǴёـ୯ϣᗋؒԖඓඝډᜢᗖ

ຠډԵǶգখখᇥளٗঁճǴдԖؒԖගࡘዴԖሡाख़ཥޑǶ೭ҽೌמ

Т࡛ሶຠǻ 

ୢୢୢୢǺǺǺǺؒԖǴѝԖᇥߕ٩ӧيޑ sensorǶ 

เเเเǺǺǺǺ࣮ଆٰᗋࢂԖᐒᗉǴٯӵόाຠӧيǶӧᏢਠࣴزҙፎճਔǴ

Ԗਔং࣮ଆٰКၨ low endǴ൩όૈҙፎǴՠࢂவϦљᔼٰ࣮ࡋفޑǴࡘ

Եࡋف൩ֹӄόኬΑ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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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ǺǺǺǺࣽीฝ๏ޑ༏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Ƕଷი໗ԖཀᜫԋҥϦљǴᔈ၀ाԖံշᐒڋǶӧऍ୯Ǵӵ݀Ԗᐒ

ཥౢǴံ۬ࡹշԭऍߎǶ 

ୢୢୢୢǺǺǺǺգᇡࣁѠံޑշᐒڋሡा࡛ሶፓǴаᗉխӧᏢਠࣴวΓԆѤೀҙ

ፎीฝᝢᒲޑݩǻ 

เเเเǺǺǺǺ୷ᘵࣴؒزԖ೭ঁୢᚒǴ୷ᘵࣴزϙሶᚒҞёаǶӵ݀Ԗཀᜫวԋ

ǴᏢਠԴৣΨڋᐒޑၗុᔈ၀Ԗঁ۬ࡹǺޑᚈ࣬ࢂ೭ࣁᇡךǴࠔౢঁ

ाૈܭݙ໒วঁౢࠔǴӭ৾ঁीฝǴ൩Ѹӭբঁ໒วҞǴό

ૈݙǶќѦǴӵ݀ؒԖᙍࣴޑวΓǴᅺγᏢғόଶ؎ඤǴറγᏢ

ғԖፕЎᓸΚǴόёૈೌמעܭ໒วԋౢࠔǶӧ୯ѦǴԖᙍΓמע

ೌวԋёаҢࠔౢޑǴ܌аόѝࢂୢޑᚒǶ 

ୢୢୢୢǺǺǺǺࢌεᏢӳႽࢌکϦљӳႽΨӝբ໒วΑس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ߞ࣬ךǴӢࣁғૻဦคጕϯςόࢂঁཥۺཷޑǴՠࢂाӵՖډΓ

 Ƕೌמޑाวࢤ໘ࢂΞ࣮ଆٰၟձΓόኬǴ൩ߡϯǴλΞ࣪ႝǴБ܄

ୢୢୢୢǺǺǺǺգॺӧԖᙍΓ༏ǻ 

เเเเǺǺǺǺԖΟՏऊငΓǴߚᏢਠᡏޑس௲ᙍΓǴᙍஒౢࠔวԋёа፤๏ቷ

 ǴҢᔈҔნǶᚉޑ

ୢୢୢୢǺǺǺǺѐԃϤДΑঁҢࡕǴѠࣚԖቷ߄Ңᑫ፪༏ǻ 

เเเเǺǺǺǺԖǴՠགᢀఈޑǴᗋࢂКၨӭǶᙹۓӧᙴᕍౢǴቷѸԖЈ္ྗഢǴ

ၗߎεǴਔ໔ߏǴΟǵϖԃόૈӣԏǶՠࢂѠౢಞᄍΟԃ break eventǴ

ϖԃёૈ൩ाѱǶ 

ୢୢୢୢǺǺǺǺऩҙፎ 510(k)Ǵځჴ٠όሡाࡐΦǴࣁϙሶሡाޑߏࡐਔ໔ωૈӣԏǻ 

เเเเǺǺǺǺЬाࢂाᡣѱௗڙཥౢࠔǴሡाਔ໔Ƕ 

ୢୢୢୢǺǺǺǺᗋߥ଼ࢂϖԃϣό๏бǻ 

เเเเǺǺǺǺךᇡߥ଼ࣁό๏бࢂќѦঁ issueǴനЬाࢂޑǴाΕ೭ঁѱǴ

ाӃᇥܺᙴғǶӵ݀ᙴғૈௗڙǴҗᙴғᎍ๏ੰΓǴ೭ࢂനޑזǶ 

ୢୢୢୢǺǺǺǺࣁϙሶჴሞԖ೭ঁሡǴᙴғόૈௗڙǻ 

เเเเǺǺǺǺѠޑᙴғϺᖏज़ڋՐǴନࢂߚςࡐԋዕࠔౢޑǴکࢂޣ܈Ԗޑ

ܿՋৡຯࡐεǴց߾ᙴғόϼᜫཀ၂Ƕ൩ᆉԖࡐεޑৡձǴᗋࢂाࡐε

 ЈΚᇥܺᙴғ٬ҔǶ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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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ǺǺǺǺᗋԖ୍ޑЍр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೭όႽೀБᛰǴᎍᛰޑࠔՉᎍΓǴԛኜࡐӭᛰ๏ӭᙴғǴᙴғ

ᙴғӵՖ٬ҔǴӵ݀ϦљೕኳػᗋѸ௲ࠔ೭ঁౢࢂଽᅟ၂ΠǶՠߡ

όεǴΨคݤǶ܌аӧךॺو௲ᏢᙴଣǴ௲ᏢᙴଣКၨԖཀᜫ٬Ҕǵ

ཥࣽמǶ 

ୢୢୢୢǺǺǺǺՠࢂऩाوႝηޑၡጕǴᗋࢂाЍрεቶҔ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а߃යΕԋҁࡐଯǶ 

ୢୢୢୢǺǺǺǺ՟Яคፕوবచၡ৩Ǵԋҁࡐଯ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аךॺਔຑࡕǴᇡࣁᔈ၀ाӃவ௲҇ػ໒ۈǴόाޔௗբࣁᙴ

ᕍᏔǶӵ݀բཥౢࠔǴکᔈҔ೬ᡏᘍӧଆǴБय़௲ػǴБय़ӣԏǶ

کॺך portable deviceቷௗࡕǴεϩޑቷԖཀᜫᡣԾρࠔౢޑԖό

ӕа۳ޑཥᔈҔǶ 

ୢୢୢୢǺǺǺǺ܌аϸԶௗႝηቷ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வ೭Бय़ЋёૈКၨԖᐒǶ 

ୢୢୢୢǺǺǺǺգᇡࣁวᙴᕍႝηǴѠ࣬ჹځд୯ৎԖਸޑᓬ༈༏ǻ 

เเเเǺǺǺǺѠޑъᏤᡏౢᕉნǴว೭ᜪᔠෳഢዴჴԖᓬ༈ǶऩࢂεࠠݯᕍഢǴ

ӵٯ MRIǵύηǵCTǵᘐቫඔǴวԋҁΨϼଯǴ୯ϣόܰவཥബϦ

љٰวǶݩЪǴεࠠݯᕍഢѸԖࠔจङਜǴᙴଣωඪҔǴόҔᏼЈр

ୢᚒਔࣁೢࡰՖόᒧҔ׳ӳޑᛙޑᏔǶ 

ୢୢୢୢǺǺǺǺ܌аᙴଣձࢂ॥ᓀᖿᗉޣ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аǴךᇡࣁऩाวᇻຯྣៈǵۚৎྣៈǴᔈ၀ᚆ໒ᙴଣǶ 

ୢୢୢୢǺǺǺǺՠࢂӧޑ۬ࡹวБӛࢂаᙴଣࣁύЈǶ 

เเเเǺǺǺǺаᙴଣࣁύЈࢂόჹޑǴӵ݀നࡕεৎᗋाӣډᙴଣೀǴੁࡐᙴᕍ

ၗྍǶԶЪᙴଣࢂঁԖੰᡂԋؒੰޑӦБǴᔈ၀ᅰໆᚆ໒Ƕ 

ୢୢୢୢǺǺǺǺёࢂգॺޑ೭ঁ୍ܺǴനࡕΨᗋࢂሡाӣډᙴଣǶ 

เเเเǺǺǺǺሡाӣډᙴଣǴՠࢂёа෧ϿѐᙴଣޑԛኧǴૈעᙴଣޑၗྍԖਏ੮๏҅

ሡाޑΓǶ 

ୢୢୢୢǺǺǺǺգᇡࣁᇻຯྣៈ҂ٰکඵችৎႝӝ༏ǻ 

เเเเǺǺǺǺӧඵችৎႝǴӵ݀ѝࢂঁৎႝǴฅёаۚکৎྣៈ่ӝǶӧޑ sensor

ΨԖඵችǴૈԾՉղᘐǴԶඵችٰԾᙴғޑޕǶ܌а҂ٰޑৎႝ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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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ёауΕղᘐфૈǵᔠෳфૈǴ೭٤ԖёૈǶவٰ࣮ࡋفೌמǴόࢂ

ୢᚒǴୢ ᚒӧૈܭόૈԋౢǶӢࣁৎ ǴႝٯӵεӕႝᗙǴҔ൩ࢂΜԃǶ 

ୢୢୢୢǺǺǺǺନࢂߚཥࡂǴόϼӆѐວৎႝ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ৎႝύϸॹႝຎКၨԖёૈǶӧႝຎຫٰຫεǵຫٰຫᖓǴфૈຫٰ

ຫεǴৎКၨத׳ඤႝຎǶۚৎྣៈၟႝຎय़่݈ӝǴᔈ၀ࢂёՉޑǶ܈

ᗋёаӆуΕൺޑࡌфૈǶൺޑࡌਔংǴsensorԾୀෳࡋفԖؒԖډǴ

ΚໆόǴଌډᙴଣǴᙴଣນգǺȨόᒱǴाӆᝩុոΚഽǼȩ 

ୢୢୢୢǺǺǺǺ܌аࢂঁᚳε୍ܺޑ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ൺࡌབόӳΨࢂঁᚳεޑѱǴତηѐᙴଣวѐᙴଣൺޑࡌΓ

 ӦБǶޑੰ࣮ࢂჴόᔈ၀ѐᙴଣǴᙴଣځࡌӭѠາᐒǶൺࡐӭǴᗋࡐ

ୢୢୢୢǺǺǺǺёࢂൺࢂࡌอයၸำǴёૈόሡाӧৎ္ᘍܫѠഢǶ 

เเเเǺǺǺǺёаவൺي଼ډࡌǶךԾρޑགࢂǴᔈ၀Ԗࡐӭѱёаѐ coverǴٯӵ

ൺ଼ǵ଼يǶ 

ୢୢୢୢǺǺǺǺIntel ΨԖрᇻຯྣៈౢࠔǴգளдॺ࡛ࠔౢޑሶኬǻ 

เเเเǺǺǺǺIntel ᗋࢂҔ፤ CPUࡘޑோӧीౢࠔǴ܌арޑཥБਢǴ٠όӳҔǴᗋ

 ѐໆǴѐଌǶډԾρགྷޣा٬Ҕࢂ

ୢୢୢୢǺǺǺǺٗሶ Intelӧޑ Continua ᖄ࿉ǵྗǴգளԋф༏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ԋфǶᙴᕍᏔႝၟတόӕǴ۶ԜࢂᐱҥسޑǴόሡाྗǶ 

ୢୢୢୢǺǺǺǺ᠋ᇥεഌޑᙴᕍНྗКၨৡǴѠӣٰѠ࣮ੰǴாᇡ୍ܺעࣁᘉεԿε

ഌѱԖᐒ༏ǻ 

เเเเǺǺǺǺԖࡐεޑᐒǶεഌᔮזೲଆ०Ǵ۬ࡹᏼЈၭ҇གڙόډᔮଆ०ޑӳೀǴ

ኌԶଆծǴନΑϐৎႝΠໂǴന߈ᗋԖঁᙴᕍΠໂǶঁໂঁᙴғǴ

ᙅໂՉᙴǴόۓڰࢂӧঁᏵᗺǶԖ٤Ѡ൩ၟӦ۬ࡹӝբǴעѠ

 ᜐѐǶٗډᙴᕍ୍ܺ৾ޑ

ୢୢୢୢǺǺǺǺՠࢂໂ҇ޑৎ္ԖႝတǵඵችࠠЋᐒ༏ǻ 

เเเเǺǺǺǺёаύӧೀǴࡌҥঁύЈǶεഌᇥόۓ҂ٰวޑКѠזǴӢࣁε

ഌࢂ top-downวǴΚໆεǴೲזࡋ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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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ᒵΟߕᒵΟߕᒵΟߕᒵΟߕ

ೖፋᒵೖፋᒵೖፋᒵೖፋᒵ–ܴεᏢܴεᏢܴεᏢܴεᏢ/ܴғᙴܴғᙴܴғᙴܴғᙴȨȨȨȨջਔғᅱسջਔғᅱسջਔғᅱسջਔғᅱسȩȩȩȩ 

ೖፋਔ໔Ǻ҇୯ 99ԃ 12Д 4В 

ೖፋჹຝǺѠ२۬εᏢਠ/ߏܴεᏢᙴπࣴวύЈЬҺླྀᖃ

௲ 

ೖፋӦᗺǺՋკཱུڜࠔଢ଼ဃ۫ 

ୢୢୢୢǺǺǺǺޑךፕЎᚒҞࢂȨᇻຯྣៈౢᔼၮኳԄ–аЈႝკᅱෳٯࣁȩǶҗܭӧᆛၡ

࣮ډҬ೯εᏢکύ୯ᙴᛰεᏢӝբǴ໒วΑӜࣁȨU-ߒȩޑЈႝკ

ᅱෳسǴၱགྷၸೖፋǴΑှҞޑวݩǵᔼၮኳԄǴаϷၶ֚ޑډ

ᜤᆶࡷᏯǶ 

ୢୢୢୢǺǺǺǺգॺӧᗋԖᝩុ໒วΠжౢࠔ༏ǻ 

เเเเǺǺǺǺҞᝩុࠔౢؼׯǵගϲೌמǶ҂ٰाᡣᙴғǵੰΓǵ٬Ҕޣௗڙǵ٬ҔǴ

வ٬ҔნӣٰࡘԵǴᗋԖবೌמ٤ሡाؼׯǶ 

ୢୢୢୢǺǺǺǺԖीฝǴౢࠔবԃѱ༏ǻ 

เเเเǺǺǺǺգ܌ᒏޑᔼၮኳԄεཷԖ൳ᅿǺ໒วი໗ԋҥཥബϦљǵ๏ԖϦљǵ

Չი໗ٳΕԖϦљǶӢࣁ೭ᅿౢࠔѱਔำКၨߏǴሡाᇥܺޣǴ

ќБय़Ǵႝηౢࠔा಄ӝ FCCǴऩࢂᙴᕍᏔǴᗋाҙፎ FDAǶFCCѠ

ςКၨዕǴҙፎ FDA ൩Ѹޑߏࡐਔ໔ǶѸֹԋ೭٤ᡯǴω

ૈѱǶ 

ୢୢୢୢǺǺǺǺԖགྷၸ҂ٰޑ࠼ޣဂࢂব٤Γ༏ǻ 

เเเเǺǺǺǺځჴ໒ۈ൩ԖࡘԵၸ೭ঁୢᚒǶ҂ٰᙴᕍԄᅌவаᙴଣࣁύЈǴᙯ

ᡂࣁՉᙴᕍǵۚৎ࣮ៈǶ 

ୢୢୢୢǺǺǺǺ೭ࡰࢂԴԃΓޑҽ༏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Ƕۚ ৎྣៈ୷ҁࢂឦܭԃइεޑǴՠךॺ׆ఈၸՉྣៈǴၸЋᐒǴ

ёаעԃសቫΠफ़Ƕᙴᕍྣៈ೯தགྷډаੰǵԴԃΓࣁЬǴՠߞ࣬ךǴӵ

 ǵ୍ܺǶڀπޑՉးύѸाࣁϯǴ҂ٰૈԋ܄Γ׳ޑᙴᕍႝη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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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ǺǺǺǺ܌аգॺ୍ܺޑۓाҔډЋᐒǶ 

เเเเǺǺǺǺӢࣁЋᐒࢂҞനදϷޑՉးǶ 

ୢୢୢୢǺǺǺǺӧ 65ྃаԃޣߏԖ٬ҔЋᐒ༏ǻ 

เเเเǺǺǺǺ࣬ߞѝाჹԾρ଼ޑநߚதӧཀޑΓǴΓૈௗ٬ڙҔЋᐒǶӵ݀ाଞ

ჹԴԃΓѱǴฅǴٗ൩ѸעᏹբीࡐޑᙁൂǶ 

ୢୢୢୢǺǺǺǺٗሡाၟЋᐒቷӝբ༏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ǴЬा୍ܺߞႝࢂޣǶգёаགྷႽǴעѬམଛЋᐒޑᔈҔ୍ܺǶၸЋ

ᐒଌ୍ܺډύЈǶ 

ୢୢୢୢǺǺǺǺٗЋᐒሡाଛഢ༏ǻ 

เเเเǺǺǺǺඵችࠠЋᐒຫٰຫදၹǴ೭ࢂᖿ༈Ƕख़ᗺࢂӧ೭ঁᖿ༈Ǵёаගٮব٤ф

ૈǶ҂ٰࢂଞჹԴԃΓǴ҂ٰ܈ΟǵѤΜྃа൩གྷ٬ҔǶᙴғځჴ

Ψ׆ఈԖ೭ኬࠔౢޑǶӧѐᙴଣ࣮ੰѝԖϖϩដǴѝ࣮ளډϖϩដ଼ޑந

ݯᙴғບᘐǵܭӭୖԵૻ৲ǴԖշ׳ᙴғٮᄊǴӵ݀೭ϖϩដϣёа๏ගރ

ᕍǶ 

ୢୢୢୢǺǺǺǺ܌аգॺࠔౢޑख़ӧບᘐ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ࢂۓӧບᘐǴόૈ࠹ᆀԖݯᕍਏ݀ǶќБय़ǴёаډႣٛǶٿԃ

ޑξਔ۹ฅԝΫǶ೭ᅿ੯ੰςԖԃᇸϯࡕεࡹݽǴӧߏࡹϣޑۓǴϣ

ᖿ༈Ǵ೭ᅿ੯ੰόँࢂวޑ܄ǶԖቻӂǴԖགޑڙਔংǴςࡐᝄख़ΑǴՠ

 ёаவЈႝკ࣮рٰǶࢂ

ୢୢୢୢǺǺǺǺ܌аǴाٳΕ଼நᔠޑҽ༏ǻ 

เเเเǺǺǺǺՠࢂǴӵ݀ೕۓϺ൳ᗺाໆԛǴ೭ᅿኳԄςԖਢٯᡉҢόԋфǶ

٬ҔޣᗋѸϺளෳໆǴԶЪໆрٰޑЈႝკΨ࣮όᔉǴཀᜫ൩όଯǶ

ӵ݀ᡣ୍ܺޣགྷډǴω٬ҔǴۓѨ௳Ƕ܌аǴۓाբԋߚதΓ܄ϯޑ

းǴٯӵႽ OK ᕲຠӧيǴۓԾϯෳໆᐒڋǴໆрٰԖୢᚒǴԾ

ଌ୍ܺډύЈǶٯӵӧ 7-11൩ёаວډޑǴωૈදϷϯǶ 

ୢୢୢୢǺǺǺǺٗሶǴঁးޑԋҁεཷӭϿᒲǻ 

เเเเǺǺǺǺӧᗋؒදϷǴԋҁᗋϼଯǴεऊाǵٿίϡǴߕ೬ᡏǶ҂ٰǴᔈ၀ा

Ǵёаӆ۳ԏόӕ୍ܺޑόӕࢂǵΟԭϡѰѓǴՠٿకԄǴܙ൳ԭϡǴډ

ाӃӧۓǴ୍ܺޑঁදϷϯࢂགྷႽύǴӵ݀҂ٰ೭ޑॺךǶӧ୍ܺޑ

ЋᐒύჹЈႝკಃԛᑔᔠǴց߾ע 3Gޑᓎࢤ༞ᛈ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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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ǺǺǺǺёࢂϩسܰ໒ว༏ǻ 

เเเเǺǺǺǺ܌аۓाၟᙴᕍი໗ஏϪӝբǶ 

ୢୢୢୢǺǺǺǺسǴೌמന֚ᜤޑᗺӧব္ǻ 

เเเเǺǺǺǺ໘ೌמࢤाँઇޑǴࢂӵՖޑλǵႝ࣪ޑǶӵ݀҂ٰΓᡏ၂ᡍǴёа

ܴྗዴډၲࡋ 95%аǴᔈ၀൩ԖѱᐒǶՠࢂा٠ډόᙁൂǴӢࣁ

҅٬ޑҔᕉნࡐፄᚇǴঁΓيޑᡏ่ᄬόӕǴऔዧԖձǶࠔϯޑၸ

ำǴѸᡣ٬Ҕޣགࠔޑࠔౢډ፦ࡐᛙۓǶךॺޑࢂݤǴوрჴᡍ࠻Ǵޔ

ௗѐᙴଣௗੰΓǶ 

ୢୢୢୢǺǺǺǺ٥ܿᙴଣٰࠔౢޑԾ୯ѦǴӳႽ፤ࡐޑǴҔວޑाǴՠჴሞࢂΜԃ

 Ƕࠔౢޑ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Ӣࣁ፤ޑόǴ٬ҔޣΨόඪວǶԶЪໆϼϿǴЪҙፎ FDA ԋҁΨࡐ

ଯǶ 

ୢୢୢୢǺǺǺǺӧѠѱ՟Яόሡाҙፎ FDAǴӛ TFDA ҙፎջёǻ 

เเเเǺǺǺǺՠࢂ TFDA όـளඪᡣ೭ঁཥౢࠔ೯ၸǶځჴךॺςӧᙴଣ IRB ෳ၂Ǵ

ᜪ՟و Class IIIǴՠќБय़Ǵךள׳ख़ाࢂޑा௲ػޣǶךᇡࣁा

ϩ໘ࢤǴಃ໘ࢤᡣ҇දၹௗڙǴಃΒ໘ࢤωԋࣁᔠෳҔᙴᕍᏔǴҙፎ

FDAǶӢࣁҙፎ FDA Ԗ॥ᓀǴϐමԖѠቷҙፎǴFDA Ҭ๏Ѭޑᝡ

፦ѝԖऍ፦ǴԶ೭٤٤ࢌा٬Ҕۓा܈ளૈ೯ၸǶـቩਡǴόޣݾ

୯Ϧљೡ୧Ƕ፦ޑҽǴךॺςԖፓǴ܌۩ѠԖቷӧǶ 

ୢୢୢୢǺǺǺǺޑёаډΒǵΟԭϡѠ༏ǻ 

เเเเǺǺǺǺӵ݀ёаᅖډඵችࠠЋᐒǴೕኳёаၲډ൳ΜТТޑ Ǵໆ൩ؒԖୢᚒǶ

҂ٰᙴৣόሡाӧᙴଣ࣮ߐບǴΨёаԖԏΕǴ೭ࢂനӳޑნࣚǶ 

ୢୢୢୢǺǺǺǺҞݤޑೕёаᡣᙴғόӧᙴଣග୍ܺٮ༏ǻ 

เเเเǺǺǺǺޕעᙯඤԋղ᠐೬ᡏ൩ёаǶղ᠐೬ᡏӧςࡐදၹΑǴനԐӧΒǵΟ

Μԃम୯ޑεᏢςрٰΑǴמᙯ๏ՋߐηǶӧ೭ᅿݩΠǴӵՖӧᐟ

ਗ਼ޑᝡݾᕉნΠғӸǴᔼၮኳԄࢂനख़ाޑǶ 

ୢୢୢୢǺǺǺǺёаӆᇥܴԛգॺޑᔼၮኳԄ༏ǻ 

เเเเǺǺǺǺٯӵးޑຠТёаӧ 7-11ວډޑǴ୍ܺၟႝߞϦљວǶ 

ୢୢୢୢǺǺǺǺሡाၟᙴଣӝբ༏ǻ 

เเเเǺǺǺǺ҂ٰёૈόၟࢂᙴଣӝբǴԶၟࢂᆄ୍ܺӝբǶӧႝߞϦљςӧ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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ᆄسǴၗډᆄسǴӆעၗջਔଌډЬݯᙴৣǶ 

ୢୢୢୢǺǺǺǺЬݯᙴৣӳႽόૈҶ৲ΑǶ 

เเเเǺǺǺǺ܌а೭ᅿ୍ܺǴाၸЬݯᙴৣຑࢂցԖሡाǶځჴЬݯᙴғ٬Ҕ೭س

Ǵ൩ࢂයఈߚπբਔ໔ǴԖ௲ৎޑғࠔࢲ፦ӕਔΨૈගଯԏΕǶᙴଣҁٰ

൩ԖΓ 24λਔॶǴᙴଣԖঁ࣬ᔈޑი໗Ǵග୍ܺٮǶӧ೭ᅿ୍ܺ

ςຫٰຫදϷΑǴӧӢ٬ࣁҔΓԛᗋόǴ܌аࡐǶ 

ୢୢୢୢǺǺǺǺीεཷ൳ԃࡕදϷϯګǻ 

เเเเǺǺǺǺीঁεύӦϖԃࡕёаදϷǶ 

ୢୢୢୢǺǺǺǺόၸᜪ՟ࠔౢޑǴӧऍ୯՟ЯςԖΑǻٯӵ LifeWatchޑཥౢࠔǶ 

เเเเǺǺǺǺᜪ՟ࠔౢޑᔈ၀ԖǴՠࢂ҂ٰᗋࢂाԋۚࣁৎྣៈǵՉྣៈౢࠔǴωૈ

҅ޑදϷǶ 

ୢୢୢୢǺǺǺǺLifeWatchКၨख़ӧගٮঁДޑෳໆǴගٮບᘐၗૻ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ѠΨමԖᙴғୢၸǴૈόૈঁࢃයǴӢࣁѠಞᄍঁࢃයӣ

ບǶ೭ঁ୍ܺёа߃ᑔᔠǴࡐӭΓғᡏόܺǴځჴؒԖੰǴᑔᔠࡕё

аעᙴᕍၗྍᡣ๏҅ԖሡाޑΓǶ 

ୢୢୢୢǺǺǺǺٗሡा଼ࡋڋߥଛӝ༏ǻҗ଼ߥ๏бǶவऍ୯ঁޑਢٰ࣮Ǵࢂҗᖄٖߥᓀ

ᓐ๏бޑǶ 

เเเเǺǺǺǺ଼ߥӧѠߚதፄᚇǴߥΨޔӧׯᡂǶӵ݀೭ࡹ۬ࡹࢂǴፕᔈ၀

ΨाӈΕߥᓀጄൎǴόၸ೭ݯࡹࢂǴၟೌמ൩ؒԖᜢ߯ΑǶ 

ୢୢୢୢǺǺǺǺ܌аգॺޔௗຬຫݯࡹጄᛑǴаႝηౢޑࠔኳԄ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 

ୢୢୢୢǺǺǺǺٗόόܰੇډѦǴӢࣁѦ୯҂ѸԖ೭ሶБޑߡ 7-11Ƕ 

เเเเǺǺǺǺόǶόᑀգᇥǴεഌςԖΓךפॺௗࢳǶ 

ୢୢୢୢǺǺǺǺޑλКၨ༏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ǴӢൂࣁТޑጔࡺǴޑλϸԶەߡ׳ǴԶЪಔးǵෳ၂ޑԋҁ׳

եǶ 

ୢୢୢୢǺǺǺǺٗࣴزό׳ଯǻ 

เเเเǺǺǺǺࣴ ԵǴӵ݀ԖወӧᐒǴࡘΨԃϤДǶҞܴډԖᏢࣚࣽीฝǴҞز

ܴԃёૈќѦҥϦљǴᝩុᔼၮǶ 

ୢୢୢୢǺǺǺǺգள۬ࡹёаϙሶ٣Ǵᔅշౢ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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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เเเǺǺǺǺዴჴόܰǴᙴᕍႝηౢћӳόћǶፕԖӳࠔౢޑǵӳೌמޑǴᔈ

၀൩ૈډѱǶՠډၠࢂᙴᕍሦୱǴ൩όࢂӵԜǴᙴᕍሦୱӢੋࣁϷᙴ

ᕍ॥ᓀǴКၨߥӺǶ܌аӵ݀ࣁۓᙴᕍᏔǴόۓёଆٰǴӵ݀ؒԖ

Ӄၟᙴᕍი໗ࡌҥӝբᐒڋǴᙴғ௨ѾǶࣁۓႝη҇ϸԶКၨ

ܰௗڙǶ 

ୢୢୢୢǺǺǺǺٗࢂց൩όሡाҙፎ FDA Αǻ 

เเเเǺǺǺǺᗋࢂाǶӢࣁ҂ٰಖزाډوᙴᕍᏔǴҙፎ FDA όК FCCǴሡाӳ൳ԃǶ 

ୢୢୢୢǺǺǺǺӵ݀و 510(k)Ǵ՟Я൩זࡐ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ҽךॺςፎৎᔅԆࣴزǶόၸӵ݀҂ٰૈޑදϷǴזࡐ൩ၶ

ςԖঁऍ୯ճᕇǴॺҞךៈǶߥճӦკޑᚒǴाԖӳୢޑນډ

ന߈ᔈ၀ᗋёаӆ৾ډ൳ঁǶ 

ୢୢୢୢǺǺǺǺգॺ೯த৾বᅿೌמҙፎճګǻ 

เเเเǺǺǺǺᕭλౢࠔᡏᑈೌמޑǶЬाࢂТǵ࣪ႝीǶ 

ୢୢୢୢǺǺǺǺՠࢂᗋࢂόૈߥӧऍ୯ѱό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ឦߚܭਡЈୢޑೌמᚒǶՠࢂճ searchᗋࢂाՉຑǶ 

ୢୢୢୢǺǺǺǺঁਢޑԖঁճࢂǺঁ Sensorໆ ෳૻ္يဦǴӆଌډঁЋးǴ

՟ЯคፕӵՖ፰ډ೭ঁճ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ҽךॺᗋؒԖѐ surveyǶ೭ঁ൩ႽεܠঢᏫᡏǴע flash memoryډܫ

λး္य़Ǵᜢᗖճᡣ୯ϣεܠঢޑቷǴѸԃाᛦ๏೭ৎϦљ

ሹϡճߎǶ 

ୢୢୢୢǺǺǺǺᗋࢂգॺΨёаҙፎᜢᗖճǴᡣ୯Ѧᛦሹϡճߎ๏գॺ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໘ࢤǴԐයᗋࢂКၨख़ӧวᜢᗖמ Ǵೌុࡕ໒ۈाౢࠔቶਔǴ

ёૈ൩ѸԵໆǴவးޑቫय़Ǵό፰ډձΓޑճǶόၸךॺॹࡐࢂ

ԖߞЈǴ࣬ߞёаᗉǶ 

ୢୢୢୢǺǺǺǺٗԏձΓճߎΨؒԖୢᚒ៷ǻ 

เเเเǺǺǺǺ೭ঁฅࢂനӳǶ٣ჴǴ໘ࢤ୯ϣวמࣽޑ߄ፕЎǵճǴӧ୯ሞ௨

ӜतǴՠࢂԃᗋाҬб୯ѦߚதӭճߎǴёـ୯ϣᗋؒԖඓඝډᜢᗖ

ຠډԵǶգখখᇥளٗঁճǴдԖؒԖගࡘዴԖሡाख़ཥޑǶ೭ҽೌמ

Т࡛ሶຠǻ 

ୢୢୢୢǺǺǺǺؒԖǴѝԖᇥߕ٩ӧيޑ sensor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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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เเเǺǺǺǺ࣮ଆٰᗋࢂԖᐒᗉǴٯӵόाຠӧيǶӧᏢਠࣴزҙፎճਔǴ

Ԗਔং࣮ଆٰКၨ low endǴ൩όૈҙፎǴՠࢂவϦљᔼٰ࣮ࡋفޑǴࡘ

Եࡋف൩ֹӄόኬΑǶ 

ୢୢୢୢǺǺǺǺࣽीฝ๏ޑ༏ǻ 

เเเเǺǺǺǺόǶଷი໗ԖཀᜫԋҥϦљǴᔈ၀ाԖံշᐒڋǶӧऍ୯Ǵӵ݀Ԗᐒ

ཥౢǴံ۬ࡹշԭऍߎǶ 

ୢୢୢୢǺǺǺǺգᇡࣁѠံޑշᐒڋሡा࡛ሶፓǴаᗉխӧᏢਠࣴวΓԆѤೀҙ

ፎीฝᝢᒲޑݩǻ 

เเเเǺǺǺǺ୷ᘵࣴؒزԖ೭ঁୢᚒǴ୷ᘵࣴزϙሶᚒҞёаǶӵ݀Ԗཀᜫวԋ

ǴᏢਠԴৣΨڋᐒޑၗុᔈ၀Ԗঁ۬ࡹǺޑᚈӛࢂ೭ࣁᇡךǴࠔౢঁ

ाૈܭݙ໒วঁౢࠔǴӭ৾ঁीฝǴ൩Ѹӭբঁ໒วҞǴό

ૈݙǶќѦǴӵ݀ؒԖᙍࣴޑวΓǴᅺγᏢғόଶ؎ඤǴറγᏢ

ғԖፕЎᓸΚǴόёૈೌמעܭ໒วԋౢࠔǶӧ୯ѦǴԖᙍΓמע

ೌวԋёаҢࠔౢޑǴ܌аόѝࢂୢޑᚒǶ 

ୢୢୢୢǺǺǺǺܴεᏢӳႽܴکғᙴӳႽΨӝբ໒วΑسǶ 

เเเเǺǺǺǺ೭ߞ࣬ךǴӢࣁғૻဦคጕϯςόࢂঁཥۺཷޑǴՠࢂाӵՖډΓ

 Ƕೌמޑाวࢤ໘ࢂΞ࣮ଆٰၟձΓόኬǴ൩ߡϯǴλΞ࣪ႝǴБ܄

ୢୢୢୢǺǺǺǺգॺӧԖᙍΓ༏ǻ 

เเเเǺǺǺǺԖΟՏऊငΓǴߚᏢਠᡏޑس௲ᙍΓǴᙍஒౢࠔวԋёа፤๏ቷ

 ǴҢᔈҔნǶᚉޑ

ୢୢୢୢǺǺǺǺѐԃϤДΑঁҢࡕǴѠࣚԖቷ߄Ңᑫ፪༏ǻ 

เเเเǺǺǺǺԖǴՠགᢀఈޑǴᗋࢂКၨӭǶᙹۓӧᙴᕍౢǴቷѸԖЈ္ྗഢǴ

ၗߎεǴਔ໔ߏǴΟǵϖԃόૈӣԏǶՠࢂѠౢಞᄍΟԃ break evenǴ

ϖԃёૈ൩ाѱǶ 

ୢୢୢୢǺǺǺǺऩҙፎ 510(k)Ǵځჴ٠όሡाࡐΦǴࣁϙሶሡाޑߏࡐਔ໔ωૈӣԏǻ 

เเเเǺǺǺǺЬाࢂाᡣѱௗڙཥౢࠔǴሡाਔ໔Ƕ 

ୢୢୢୢǺǺǺǺᗋߥ଼ࢂϖԃϣό๏бǻ 

เเเเǺǺǺǺךᇡߥ଼ࣁό๏бࢂќѦঁ issueǴനЬाࢂޑǴाΕ೭ঁѱǴ

ाӃᇥܺᙴғǶӵ݀ᙴғૈௗڙǴҗᙴғᎍ๏ੰΓǴ೭ࢂനޑזǶ 

ୢୢୢୢǺǺǺǺࣁϙሶჴሞԖ೭ঁሡǴᙴғόૈௗڙ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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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เเเǺǺǺǺѠޑᙴғϺᖏज़ڋՐǴନࢂߚςࡐԋዕࠔౢޑǴکࢂޣ܈Ԗޑ

ܿՋৡຯࡐεǴց߾ᙴғόϼᜫཀ၂Ƕ൩ᆉԖࡐεޑৡձǴᗋࢂाࡐε

 ЈΚᇥܺᙴғ٬ҔǶޑ

ୢୢୢୢǺǺǺǺᗋԖ୍ޑЍр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೭όႽೀБᛰǴᎍᛰޑࠔՉᎍΓǴԛኜࡐӭᛰ๏ӭᙴғǴᙴғ

ᙴғӵՖ٬ҔǴӵ݀ϦљೕኳػᗋѸ௲ࠔ೭ঁౢࢂଽᅟ၂ΠǶՠߡ

όεǴΨคݤǶ܌аӧךॺو௲ᏢᙴଣǴ௲ᏢᙴଣКၨԖཀᜫ٬Ҕǵ

ཥࣽמǶ 

ୢୢୢୢǺǺǺǺՠࢂऩाوႝηޑၡጕǴᗋࢂाЍрεቶҔ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а߃යΕԋҁࡐଯǶ 

ୢୢୢୢǺǺǺǺ՟Яคፕوবచၡ৩ǴԋҁࡐଯǶ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аךॺਔຑࡕǴᇡࣁᔈ၀ाӃவ௲҇ػ໒ۈǴόाޔௗբࣁᙴ

ᕍᏔǶӵ݀բཥౢࠔǴکᔈҔ೬ᡏᘍӧଆǴБय़௲ػǴБय़ӣԏǶ

کॺך portable deviceቷௗࡕǴεϩޑቷԖཀᜫᡣԾρࠔౢޑԖό

ӕа۳ޑཥᔈҔǶ 

ୢୢୢୢǺǺǺǺ܌аϸԶௗႝηቷ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Ǵவ೭Бय़ЋёૈКၨԖᐒǶ 

ୢୢୢୢǺǺǺǺգᇡࣁวᙴᕍႝηǴѠ࣬ჹځд୯ৎԖਸޑᓬ༈༏ǻ 

เเเเǺǺǺǺѠޑъᏤᡏౢᕉნǴว೭ᜪᔠෳഢዴჴԖᓬ༈ǶऩࢂεࠠݯᕍഢǴ

ӵٯ MRIǵύηǵCTǵᘐቫඔǴวԋҁΨϼଯǴ୯ϣόܰவཥബϦ

љٰวǶݩЪǴεࠠݯᕍഢѸԖࠔจङਜǴᙴଣωඪҔǴόҔᏼЈр

ୢᚒਔࣁೢࡰՖόᒧҔ׳ӳޑᛙޑᏔǶ 

ୢୢୢୢǺǺǺǺ܌аᙴଣձࢂ॥ᓀᖿᗉޣǻ 

เเเเǺǺǺǺჹǶ܌аǴךᇡࣁऩाวᇻຯྣៈǵۚৎྣៈǴᔈ၀ᚆ໒ᙴଣǶ 

ୢୢୢୢǺǺǺǺՠࢂӧޑ۬ࡹวБӛࢂаᙴଣࣁύЈǶ 

เเเเǺǺǺǺаᙴଣࣁύЈࢂόჹޑǴӵ݀നࡕεৎᗋाӣډᙴଣೀǴੁࡐᙴᕍ

ၗྍǶԶЪᙴଣࢂঁؒੰᡂԋԖੰޑӦБǴᔈ၀ᅰໆᚆ໒Ƕ 

ୢୢୢୢǺǺǺǺёࢂգॺޑ೭ঁ୍ܺǴനࡕΨᗋࢂሡाӣډᙴଣǶ 

เเเเǺǺǺǺሡाӣډᙴଣǴՠࢂёа෧ϿѐᙴଣޑԛኧǴૈעᙴଣޑၗྍԖਏ੮๏҅

ሡाޑ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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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認為遠距照護未來和智慧家電彙整合嗎？ 

答：現在智慧家電，如果只是一個家電，當然可以和居家照護結合。現在的 sensor

也有智慧，能夠自行判斷，而智慧來自醫生的專業知識。所以未來的家電，

也可以加入判斷功能、檢測功能，這些都有可能。從技術角度來看，都不是

問題，問題在於能不能形成產業。 

問：除非是新屋，不太會再去買家電。 

答：對，家電中反倒電視比較有可能。現在電視越來越大、越來越薄，功能越來

越大，家庭比較常更換電視。居家照護跟電視面板結合，應該是可行的。或

許還可以再加入復建的功能。復建的時候，sensor 自動偵測角度有沒有到，

力量夠不夠，傳送到醫院，醫院告訴你：「不錯，要再繼續努力喔！」 

問：所以是一個龐大的服務業。 

答：對。復健搞不好也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前陣子去醫院發現去醫院做復建的人

很多，還設置很多台跑步機。復建其實不應該去醫院做，醫院是看病的地方。 

問：可是復建是短期過程，可能不需要在家裡擺放一台設備。 

答：可以從復建到健身。我自己的感覺是，應該有很多市場可以去 cover，例如

復健、健身。 

問：Intel 也有推出遠距照護產品，你覺得他們的產品怎麼樣？ 

答：Intel 還是用賣 CPU 的思惟在設計產品，所以推出的新方案，並不好用，還

是要使用者自己想到去量，去傳送。 

問：那麼 Intel 在推的 Continua 聯盟、標準，你覺得會成功嗎？ 

答：不會成功。醫療器材跟電腦不同，彼此是獨立的系統，不需要統一標準。 

問：聽說大陸的醫療水準比較差，台商都回來台灣看病，您認為把服務擴大至大

陸市場有機會嗎？ 

答：有很大的機會。一個鄉村一個醫生，繞著鄉村行醫，不是固定在一個據點。

有些台商就跟當地政府合作，把台灣的醫療服務拿到那邊去做。 

問：但是鄉村的民眾家裡有電腦、智慧型手機嗎？ 

答：可以集中在一處，建立一個中心。在大陸使用的機會較高，因為大陸是

top-down 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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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ಒೌמಒೌמಒೌמಒೌמᒵѤ LifeWatch CG-2100ߕᒵѤߕᒵѤߕᒵѤߕ

CG-2100 ECG TRANSMITTER 

ҙፎВය 1999.11.26 ਡВය 1999.12.21 510(k) No. K994009 

ϩᜪӜᆀ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Electrocardiograph, Telephone 

ϩᜪጓዸ DXH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Special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CG-2206 (K963725) 

Ҕ ൂᏤำЈႝკໆෳးǴբੰࣁགډόਔԾՉෳໆЈႝკǴଌ๏ᙴғ୍ܺ܈

ύЈᅱ܈ϩϐҔǶ 

 CG-2100ࣁ CG-2206ޑᙁϯހǴᙁϯΑ٬Ҕࣚޣय़ǴаϷஒ

128KᏫᡏᕭλࣁ 32KǶCG-2100ό֖ԾୀෳးǴҗ٬Ҕ

ऊᒵΠࡕ່ࡪΠࡪЋޣ 30ࣾЈႝკǴӆҗ٬ҔޣЋᒡ๏

ᙴғ୍ܺ܈ύЈǴCG-2100 х֖аΠϡҹǺ 

 ǹ່ࡪڋঁٿ (1)

(2) 32K Ꮻᡏǹ 

(3) ҔٰᒡၗޑᖂݢᙯඤᏔ (acoustic transducer) 

(4) Јཛୀෳᆶϡҹ 

(5) ႝྍး 

(6) ႝྍόىགෳϡҹ 

(7) ҢᖂǺႝྍόىǵᒵύǵᒵֹǵଌၗ 

 

ྗೕጄ 1. CFT Title 21 Part 820 –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Medical Devices, published in 
Federal Register, 61 RF 52602 – Oct. 7, 1996 

2. ANSI/AAMI EC38-D: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 1994 
3. ANSI/AAMI EC13: ‘Cardiac Monitors, HR Meters and Alarms, 2nd edition’, 1992 
4. ANSI/AAMI EC1-1993: ‘Safe Current Limits for Electrometrical Apparatus’, 1993  
5. ANSI/AAMI EC11: ‘Diagnostic Electrocardiographic Devices, 2nd edition’, 1991 
6. ANSI/AAMI EC53-1995: ‘ECG Cables and Leadwires’ 
7. EN 1441: ‘Medical Devices – Risk Analysis’, 1997 
8. IEC 1025: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1990 
9. IEC/TR 513: ‘Fundamental aspects of safety standards for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1994 
10. IEC 801-1: ‘General Introduction’, 1984 
11. IEC 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General Requirement for Safety’, 1996 
12. IEC 601-1-1: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Medical Electrical Systems’, 1996 
13. IEC 601-1-2: ‘Part 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Requirements and Tests’, 1993 
14. IEC 601-1-4: ‘Part 1-4, Programmable Electrical Medical Systems’, 1996 
15. IEC 801-2: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Requirements’, 1991 
16. IEC 801-3: ‘Immunity to Radiated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1992 
17. IEC 801-4: ‘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 Burst Requirements’, 1988 
18. IEC 812: ‘Analysis techniques for system reliability – Procedure for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19. IEC 300-3-9: ‘Dependability management, Part 3: Application guide – Section 9, 

Risk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95 
20. CISPR 11: ‘Limits and Methods of Measurement of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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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ISM) Radio Frequency 
Equipment’ 2nd Edition, 1990 

21. ISO/IEC Guide 51: ‘Guidelines for the inclusion of safety aspects in standards’, 
1990 

22. ISO 9002 guidelines 
23. EN-46002 
24. IEEE Standard for Software Quality Assurance Plan 
25. FDA’s Guidance for the 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Software Contained 

in Medical Devices, May 29,1998 
26. FDA’s New 510(k) Paradigm, Alternate Approaches to Demonstrating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in Premarket Notifications – Final Guidance, CDHR, March 29, 1998. 

ၗٰྍǺFDAǴҁࣴز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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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ಒೌמಒೌמಒೌמಒೌמ ®ᒵϖ LifeWatch King of Heartsߕᒵϖߕᒵϖߕᒵϖߕ

King of Hearts® Express + AF Monitor or TBD 

ҙፎВය 2002.03.14 ਡВය 2002.04.05 510(k) No. K020825 
ϩᜪӜᆀ Recorder, Magnetic Tape, Medical 
ϩᜪጓዸ DSH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Special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1. King of Hearts® Express Monitor (K920984) 

2. King of Hearts® Express II Monitor (K983626) 
 ൻᕉᒵሺ (looping recorder)ޑфૈܫԖኞڀࣁࣣ *

းᇥܴ Ԝౢ่ࠔᄬᆶфૈीӵΠǺ 
(1) Two wire single channel lead sensor 
(2) ϩسǴёЋ܈ԾୀෳᆶᒵЈ܊

(Atrial Fibrillation)ǵЈၸೲ (Tachycardia )ǵЈ
ၸᄌ  (Bradycardia)Ǵ٠ёЋፓԛᒵ
ਔ໔ߏอǶ 

(3) Μϩដ looping memory 

 

 
 

ྗೕጄ FDA Ўҹ҂ඟ៛Ƕ 

Ҕ ᇶշບᘐǴҔܭᏱԖΠӈੱރϐੰΓǺ 
(1) ᓐཀྵ (Dizziness) 
(2) Јௌ (Palpitation) 
(3) ܶല (Syncope) 
(4) ૅภ (Chest Pain) 

ၗٰྍǺFDAǴҁࣴز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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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ಒೌמಒೌמಒೌמಒೌמ ᒵϤ LifeWatch TM2005ߕᒵϤߕᒵϤߕᒵϤߕ

TM2005 PERSONAL MEDICAL PHONE CENTER 

ҙፎВය 2002.12.31 ਡВය 2003.01.15 510(k) No. K024365 
ϩᜪӜᆀ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Electrocardiograph, Telephone 
ϩᜪጓዸ DXH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Special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Telemedicine 2000 Reciving Center (K992164) 
Ҕ Јႝკၗᆅ೬ᡏسǴੰٮϷᙴғၸᆛၡௗԏǵᓯӸǵᡉҢǵ׳ཥǵଌ

ЈႝკϷځд࣬ᜢၗǶ 
 TM 2005 ྍԾ Telemedicine 2000Ǵৡձӧܭவ DB Serve ਕભࣁ web server ǴӢ

Ԝ٬ҔޣѝाёၸᘤំᏔᆛӸڗЈႝኧᏵǶسЬाёаϩࣁΟঁ
ҽǺ 

(1) ၗᆅำԄǹ 
(2) ᆛၡӸڗǹ 
(3) ٬Ҕޣკࣚय़Ǻ٩٬ҔޣᜪձϩࣁΟᅿࣚय़ - ᆅޣǵᙴৣǵੰ 

ྗೕጄ ᗨฅ FDA ٠҂ଞჹԜᅿౢޑ1ࠔ performance standard2ۓڋྗǴTM2005 ಄ӝа
ΠྗϷೕጄǺ 
1. EN 1441: ‘Medical Device – Risk Analysis’, 1997 
2. IEC 1025: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1990 
3. IEC/TR 513: ‘Fundamental aspects of safety standards for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1994 
4. IEC 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General Requirement for Safety’, 1996 
5. IEC 601-1-1: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Medical Electrical Systems’, 1996 
6. IEC 601-1-4: ‘Part 1-4, Programmable Electrical Medical Systems’, 1996 
7. IEC 812: ‘Analysis techniques for system reliability – Procedure for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 
8. IEC 300-3-9: “Dependability management, Part 3: Application guide, Section 9, 

Risk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9. Reviewer Guidance for Computer Controlled Medical Devices, FDA Aug 29, 1991 
10. ISO/IEC Guide 51: ‘Guidelines for the inclusion of safety aspects in standards’, 

1990 
11. ISO 9002 guidelines 
12. EN-46002 
13. IEEE Standard for Software Quality Assurance Plan 
14. FDA’s Guidance for the 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Software Contained 

in Medical Devices, May 29,1998 
15. FDA’s New 510(k) Paradigm, Alternate Approaches to Demonstrating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in Premarket Notifications – Final Guidance, CDHR, March 29, 1998. 
ीᆅڋ/
 3س፦ࠔ

1. Design control procedure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21 CFR Part 20.61 
2.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in 21 CRF 820.30 Subpart C Design Controls of the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ǺFDAǴҁࣴزǶ 

                                                      
1 Telephone ECG and Spirometric transmitter devices 
2 Section 514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3 ीᆅڋȐDesign Controlȑǵࠔ፦سȐQuality System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ᇻຯྣៈౢᔼၮኳԄ-аЈႝკᅱෳٯࣁ  ୖԵၗ 

 

152 

 

 ಒೌמಒೌמಒೌמಒೌמ ᒵΎ LifeWatch CG-6180ߕᒵΎߕᒵΎߕᒵΎߕ

CG-6108 ACT-3L CONTINUOUS ECG MONITOR & ARRHYTHMIA 
DETECTOR  

ҙፎВය 2008.05.02  ਡВය 2008.05.29 510(k) No. K081257 
ϩᜪӜᆀ Detector And Alarm, Arrhythmia  
ϩᜪጓዸ DSI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Special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1. Card Guard’s CG-6108 Continuous ECG Monitor And Arrhythmia Detector 

(K071995) – as the parent model 
2. Card Guard’s CG-6550 Personal ECG Transmitter (K990478) – 3 leads design 

Ҕ ҔܭрอኩੱރёૈԖЈࡓόੰޑǴӧৎՉໆෳЈႝკ٠ගٮ
ᇻᆄᅱύЈȐremote Monitoring CenterȑޑᙴᏢৎϩϐҔǶ 

းᇥܴ းх֖ΟঁҽǺ 
(1) A chest-worn ECG sensor: ֖Οঁႝཱུǵႝԣǵ

ҔТǵᙔУᒡးǹ 
(2) A handheld device: ঁ ΓЋးӵ PDAǵ

SmartPhone ۓڰ܈းӵ PCǴ٬ࣁҔࡽޣԖϐ
ഢǹ 

(3) A proprietary application: Ӽး(2)ܭЋးύǴљ
 Զ໒วǶ܊ୀෳЈࣁϷଌኧᏵǴϩߏ

ၮբࢬำǺ 
(1) Sensor ෳໆЈႝკࡕၸᙔУᒡԿ handheld 

deviceǹ 
(2) Proprietary application Ծୀෳډ౦த܈җ٬

Ҕޣ០ǴஒЈႝკᒵӧಃঁ memory loopǴ
ಃΒঁ memory loop ߾ҔٰᒵٰԾᙴғޑձ
ۓǹ 

(3) Handheld device ԾஒኧᏵଌԿᇻᆄ 
Monitoring CenterǶ 

 

ྗೕጄ ЬाྗǺ 
1. ANSI/AAMI EC38: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s’, 1998 
2. ANSI/AAMI EC57: ‘Testing and reporting performance results of cardiac rhythm 

and ST segment algorithms’, 1998 
3. ‘Arrhythmia Detector and Alarm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DA Staff Class II 

Special Controls Guidance 
 дୖԵྗǺځ
4. IEC 60601-2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 Part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he 

safety of electrocardiographic monitoring equipment’, 2005 
5. EN 475: ‘Medical device – Electrically-generated alarm signals’, 1995 
6. EN 980: ‘Graphical symbols for use in the labeling of medical devices’, 2003 
7. EN 104-1: ‘Terminology, Symbols and information provided with Medical Devices;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manufacturer with medical devices’, 1998 
8. EN ISO 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2000 
9. EN ISO 13485: ‘Quality systems – Medical devices’, 2000 
10. EN ISO 14971: ‘Medical devices – appl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to medical 

devices’, 2001  
11. EN ISO 10993: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Part 1: Evaluation and 

testing’ 1997 
12. EN 60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2002 
13. EN 60601-1-2: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Part 1: 2. Collateral Std: EMC; 

requirement and tests’, 2007 
14. EN 60601-1-4+A1 2000: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Part 1: 4. Collateral Std: 

Programmable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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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ಒೌמࠔಒౢೌמࠔಒౢೌמࠔಒౢೌמࠔౢ ᒵΖ CardioNetߕᒵΖߕᒵΖߕᒵΖߕ
 
1.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ҙፎВය 2000.12.01 ਡВය 2001.05.16 510(k) No. K003707 
ϩᜪӜᆀ Electrocardiograph, Ambulatory (Without Analysis) 
ϩᜪጓዸ MWJ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Traditional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1. DigiTrackPlus (Medical Magnetic Tape Recorder), K993617 

2. Reynolds cLifeCard CF (Medical Magnetic Tape Recorder), K001025 
3. Reynolds CardioCall (Telephone Electrocardiograph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K972649 
4. Cordigital Examiner (Telephone Electrocardiograph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K994009 
းᇥܴ Ћᏹբϐ 3 channels Holter Monitor, looping event Recorder.х֖ঁٿҽǺ 

(1) SensorǴऀᔎӧੰيǶ 
(2) Monitor UnitǴаჴᡏೱၡೱ่(1)Ǵ֖ LCD ᑻჿǴҔٰᢀෳǵᓯӸၗǴ

аϷᒡԿϩύЈϩ QT intervalᆶ ST changesǶ 
ೕጄྗ ЬाྗǺ ANSI/AAMI EC38: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s’, 1998 

ୖԵྗǺ 
1. ANSI/AAMI EC13: ‘Cardiac Monitors, Heart rate meters and alarms’, 1992 
2. ANSI/AAMI EC11: ‘Diagnostic Electrocardiographic device’, 1991 
3. ANSI/AAMI EC53: ‘ECG cable and Lead wires’, 1995 
4. ISO 10993 ‘FDA modified Biocompatibility’ (for skin contact >30 days) 
5. UL2601 (Medical Electronic Equipment, Ҕܭس) 
6. ANSI/AAMI EC1: ‘Safe Current Limits for electromechanical Apparatus’ 1993 
FCC part 15, subpart C (for intentional radiators of the Monitor) 
 

2.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WITH ARRHYTHMIA 
DETECTION, MODEL   
ҙፎВය 2001.07.17 ਡВය 2002.02.01 510(k) No. K012241 
ϩᜪӜᆀ Detector And Alarm, Arrhythmia 
ϩᜪጓዸ DSI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Traditional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1.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Medical Magnetic Tape Recorder) 

(Electrocardiograph, Ambulatory [Without analysis]), K003707 
2. Cardiac Telecom Cardiac TeleCom HeartLink II EGG Arrhythmia detector and 

Alarm System (ECG Arrhythmia detector and alarm), K982803 
းᇥܴ ࣁ K003707 ϐހؼׯǴཥቚϩЈႝკфૈǴх֖ΟঁҽǺ 

(1) A patient-worn sensorǺၸၸᘠǵኧՏϯೀࡕаᚈӛคጕᒡԿ
monitorǹ٬ҔܙకԄ AAA ႝԣǶ 

(2) A monitorǺௗԏǵϩǵᓯӸǵଌЈႝკኧᏵǴх֖ LCD ᑻჿගٮ
٬Ҕޣᏹբࣚय़ǵкႝႝԣǵӼးӧ Quinton Q-telޑЈႝკϩس 
Mortara (֖ QT intervalǴό֖ ST segments)ǶኧᏵҗคጕႝߞᆛ๎Կ
CardioNetኧᏵϩύЈǴх֖ԾᒡǵЋᒡǵҗύЈวଆΟᅿᒡ
ኳԄǶ 

(3) A charging baseǺmonitorޑкႝᏔǴ٠֖Ԗ RS232ᆶႝ၉ጕකϾǴmonitor
ёၸ೭٤කϾҗჴᡏጕၡଌၗ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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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ጄ ЬाྗǺ 
1. ANSI/AAMI EC38: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s’, 1998 
2. ANSI/AAMI EC57: ‘Testing and reporting performance results of cardiac rhythm 

and ST segment algorithms’, 1998 
 
 дୖԵྗǺځ
1. ANSI/AAMI EC13: ‘Cardiac Monitors, Heart rate meters and alarms’, 1992 
2. ANSI/AAMI EC11: ‘Diagnostic Electrocardiographic device’, 1991 
3. ANSI/AAMI EC53: ‘ECG cable and Lead wires’, 1995 
4. ISO 10993 ‘FDA modified Biocompatibility’ (for skin contact >30 days) 
5. UL2601 (Medical Electronic Equipment, Ҕܭس) 
6. ANSI/AAMI EC1: ‘Safe Current Limits for electromechanical Apparatus’ 1993 
FCC part 15, subpart C (for intentional radiators of the Monitor) 
 

3.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WITH ARRHYTHMIA 
DETECTION, MODEL 1002 

ҙፎВය 2005.08.07 ਡВය 2005.10.19 510(k) No. K052240 
ϩᜪӜᆀ Detector And Alarm, Arrhythmia 
ϩᜪጓዸ DSI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Abbreviated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Card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K012241 
းᇥܴ ᆶ K12241࣬ၨǴᡂ׳ҔᇟϷග٬ٮҔਢٯǴး่ᄬᆶ K12241࣬ӕǴЈႝ

კϩᄽᆉݤୀෳډ౦தਔԾᒡၗԿኧᏵϩύЈੰ܈གډόਔёЋ
ᒡǶ 

ྗೕጄ ЬाྗǺ 
1. ANSI/AAMI EC38: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s’, 1998 
2. ANSI/AAMI EC57: ‘Testing and reporting performance results of cardiac rhythm 

and ST segment algorithms’, 1998 
3.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60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4.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WITH ARRHYTHMIA 
DETECTION, MODEL CN1003 

ҙፎВය 2005.11.12 ਡВය 2005.04.25 510(k) No. K053263 
ϩᜪӜᆀ Detector And Alarm, Arrhythmia 
ϩᜪጓዸ DSI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ቩ৩ Abbreviated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1. Card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K052240 

2. Century SeriesTM Holter Scanner System, Model C3000/C2000/C1000 (Medical 
Magnetic Tape Recorder), K024323 

းᇥܴ ่ᄬӕ CardioNet жౢ1002 ࠔǴՠ׳ࢂ၁ಒӈᖐҔੰቻϷόҔޑݩǴ
 ǶੰޑᔈՐଣܭӵόҔٯ

ྗೕጄ ЬाྗǺ 
1. ANSI/AAMI EC38: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s’, 1998 
2. ANSI/AAMI EC57: ‘Testing and reporting performance results of cardiac rhythm 

and ST segment algorithms’, 1998 
3.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60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5.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WITH ARRHYTHMIA 
DETECTION, MODEL CN1004 

ҙፎВය 2006.10.25 ਡВය 2006.11.14 510(k) No. K063222 
ϩᜪӜᆀ Detector And Alarm, Arrhythmia 
ϩᜪጓዸ DSI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Speical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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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te 1. Card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K052240 
2. Card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K012241 

းᇥܴ ่ᄬᆶфૈीᆶ CardioNet жౢ1003࣬ ࠔ՟ǴΟঁЬाҹаϷৡ౦ᗺӵ
ΠǺ 

(1) A patient-worn sensorǺ2 channelsǴԖᓯӸфૈǴЈႝკϩ೬ᡏ౽Կ
Sensorаቚᒡࠔ፦Ǵϩ೬ᡏୀෳډ౦தǴ٬܈Ҕޣӧ monitor 
 ਔஒЈႝკၗૻଌԿ monitorǹ່ࡪۓΠࡪ

(2) A monitorǺբஒٰԾ Sensor ޑၗၩԿᅱෳύЈҔǴᒡБԄё
ၸ Cellular RFǴ٬܈ҔคጕႝݢԿ charging baseӆҗႝ၉ጕଌԿ
ύЈǶၩࡕᅱෳύЈޑΓ٬Ҕᆀࣁ Monitoring Services 
Application ޑ೬ᡏՉೀǹ 

(3) A charging baseǺӕжౢ1003 ࠔǶ 
ྗೕጄ ЬाྗǺ 

1. ANSI/AAMI EC38: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s’, 1998 
2. ANSI/AAMI EC57: ‘Testing and reporting performance results of cardiac rhythm 

and ST segment algorithms’, 1998 
3.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60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6. CARDI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WITH ARRHYTHMIA 
DETECTION, MODEL CN1005 

ҙፎВය 2007.09.11 ਡВය 2007.12.05 510(k) No. K072558 
ϩᜪӜᆀ Detector And Alarm, Arrhythmia 
ϩᜪጓዸ DSI ϩભ Class II – Special Controls 
ቩ৩ Abbreviated 510(k)  ቩ่݀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SE) 
Predicate 1. Card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K063222 

2. CardoNet Ambulatory ECG Monitor, K012241 
းᇥܴ ่ᄬᆶфૈीᆶ CardioNet жౢ1004࣬ ࠔ՟ǴЬाԖٿᗺৡ౦Ǻ 

(1) ஒϩ೬ᡏ౽ӣ monitorǴඤقϐǴၗᓯӸᆶϩфૈ౽ӣ monitorǹ 
(2) а CardioNet ԾՉ໒วޑϩ೬ᡏڗж MortaraǶ 

ྗೕጄ ЬाྗǺ 
1. ANSI/AAMI EC38: ‘Ambulatory electrocardiographs’, 1998 
2. ANSI/AAMI EC57: ‘Testing and reporting performance results of cardiac rhythm 

and ST segment algorithms’, 1998 
3.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60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ǺFDAǴҁࣴز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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