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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隨著我國國民受教育水準的提

高和健康意識的抬頭，人們開始更

重視個人的健康狀況與規劃管理。

全民健保實施，使個人健康檢查普

及化，為有效運用健康數據，長期

的個人健康管理已成為重要的發展

方向。本專題以資料庫為核心，結

合脈診儀與健康檢查項目開發一套

個人長期健康管理系統，長時間儲

存各項健康指標數據，並且統整資

料、分析各項健康指標數據，將分

析結果以圖表來顯示，改善了原本

紙本保存與分析的不易。系統在分

析結果後，提供健康異常預警功

能，使疾病能早期發現去治療改

善，減少國家醫療資源的耗費，達

到了長期健康管理的效益。          

   個人健康管理系統設立使用者

管理模組、脈診儀模組、個人健康

數據模組、分析模組、異常警示模

組及查詢模組，協助使用者進行個

人化長期健康管理。使用者管理模

組，管理使用者資料及使用權限；

脈診儀模組，儲存脈診儀以非侵入

式測量心臟,血管,及血液動力學

(Hemodynamics)之多重生理參數;

個人健康數據模組，紀錄居家式測

量儀器與健康檢查之數據，以多方

面管理個人健康指標數據;分析模

組，研究脈診儀模組與個人健康數

據模組長期儲存的各項數據，統計

分析各項健康指標，以圖表呈現分

析結果；異常警示模組，將統計分

析後的數據與標準值或長期儲存數

據後的帄均值進行比對，若結果超

出正常值範圍，系統便會顯示異常

警示。 

2.簡介 

我們選用脈診儀搭配此系統，

主要原因為此儀器提供的心律變異

數(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

數據，心律變異數是指心跳與心跳

間隔間微小差異，用以評估自律神

經系統功能的重要指標。自律神經

系統控制體內許多的器官和肌肉，

掌握著性命攸關的生理功能，如心

搏動、呼吸、血壓、消化和新陳代

謝等。此儀器心律變異數分析指標

分為 :時域分析項目 R-MSSD、

PNN50；頻域分析項目 Total Power、

LF、HF、LF%、HF%、LF/HF、VLF，

多項指標分析心律變異數。根據研

究，長期統計心律變異數可做為個

人整體健康狀況之評估指標[1][2] 

我們在新竹市調查過 21家藥局

及器材行，調查結果顯示普遍藥局

都有販賣家用量測儀器，例如:血壓

機(20家)、血糖機(18家)、血脂機

(7 家)、體溫計(19 家)等，但這些

儀器卻缺乏長時間儲存各項健康指

標測量數據與分析健康指標數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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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導致無法長期進行各項目的

監控與管理。這問題促使我們想要

建立一套以資料庫為核心，結合脈

診儀於個人長期健康管理系統，來

長期儲存使用者的脈診儀與健康檢

查數據，以達到預防醫療之目的。 

3.專題進行方式 

 3.1脈診儀儀器選擇與使用 

    脈診儀可以量測心跳,收縮壓,舒

張壓,心律變異性 HRV(即自律神經功

能總活性),低頻成分 LF(即交感神經

活性),高頻成分 HF(即副交感神經活

性),LF/HF 低頻高頻成份比值(即交感

/副交感帄衡指標),及五分鐘內不規

則心跳數等八個生理參數。且量測出

來的數據，可作為心臟病、高血壓、

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以及自律

神經失調患等疾病的參考依據。 

    此儀器共有三種測量模式，分別

為標準測試(測心跳、血壓及自律神

經)、 血壓測試(測心跳和血壓，但不

量測自律神經)，隨機測試(測心跳、

HRV之最大值、最小值以及帄均值) 

[3]  

3.2健康管理系統資料庫設計與建立 

    個人健康管理系統資料庫之實體

關係如圖(一)所示，使用 My SQL 架設

資料庫系統，內含四個資料表：使用

者註冊與基本資料、脈診儀數據、基

本檢查數據、生化檢查數據[4]。脈診

儀資料表儲存心律變異時域分析與頻

域分析相關參數如 R-MSSD、PNN50、

LF、HF、LF/HF 等；健康數據資料表內

含身高、體重、肝功能檢測項目、血

脂肪檢測項目及糖化血色素等。 

 

圖(一)健康管理系統資料庫之 ER-D。 

3.3健康管理系統網頁設計與建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如圖(二)所

示，以健康管理資料庫為核心，內含

六個功能模組:  

      

   圖(二)系統架構圖 

A.管理員模組:會員管理可對使用 

者進行編輯、刪除等功能;發布或管

理網頁介面之最新消息、相關資料

與查看使用者問題訊息。 

B.使用者資料模組: 記錄、修改使用 

者帳號、密碼、姓名等基本個人資

料，具備基本的防護機制，以確保

使用者的個資安全，預防資料外洩。 

C. 脈診儀模組: 儲存脈診儀所量測的 

項目數據，包含 Systolic Pressure 

(SYS，收縮壓)、Diastolic Pressure 

(DIA，舒張壓)、 Heart Rat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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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鐘心跳數)及 8項與心律變異相

關之數據(表一)[3] 

表一 心律變異相關之數據 

 D.個人健康數據模組: 儲存各項健康 

指標項目，各項目依照檢測的不同

分成四大項目: 

(a) 基本項目: 身高、體重、血型、

身體質量指數(BMI)、腰圍、血壓

(收縮壓與舒張壓)、體溫、體脂

率、眼壓(IOP) 

(b) 肝功能檢測項目: 天門冬胺酸轉

胺酶(AST)、丙胺酸轉胺(ALT)、A

型肝炎抗體 IgG、B型肝炎表面抗

原 HBsAg 、B型肝 炎表面抗體、

B型肝炎核心抗體、C型肝炎抗體

檢查 

(c) 血脂肪檢測項目:總膽固(CHO)、

三酸甘油脂(TG/TAG)、高密度膽

固醇 (HDL-C)、低密度膽固醇

(LDL-C) 

(d) 其 他 檢 測 項 目 : 糖 化 血 色 素

(HbA1C)、痛風檢查(尿酸) 

E. 統計分析模組: 將長期儲存的脈診 

儀數據和個人健康數據分析統計

後，利用圖表的方式呈現數據的最

高值、帄均值、最低值和長期數據

的曲線圖等。 

F. 異常警示模組:將數據統計分析後 

與健康指標項目的標準值或長期儲

存數據後的帄均值進行比對，若結

果超出正常值範圍，系統便會顯示

異常警示。 

3.4專題進度執行與工作分配表: 

下表為本專題工作分配表(表二)與 

進度執行表(表三)。 

        表二 工作分配表 

 資

料

收

集 

資

料

庫

設

計 

程

式

介

面

設

計 

程

式

撰

寫 

程

式

修

改 

報

告

撰

寫 

黃冠霖 ˇ ˇ ˇ ˇ ˇ ˇ 

戴寧均 ˇ ˇ ˇ ˇ ˇ ˇ 

林孟函 ˇ ˇ ˇ ˇ ˇ ˇ 

表三 進度執行表 

  

4.主要成果 

項目 說明 

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

) 

心律變異性: 自律神

經功能總活性指標 

Low 

Frequency(LF) 

低頻範圍的正常心跳

間期的變異數 

High 

Frequency(HF) 

高頻範圍的正常心跳

間期的變異數 

LF/HF 高頻成份/低頻成份

比值、交感/副交感帄

衡指標 

LF% 低頻成份百分比: 交

感神經活性指標 

HF% 高頻成份百分比: 副

交感神經活性指標 

No of irreg. hb. 五分鐘內不規則心跳

數 

Very low 

frequency(VLF) 

極低頻 

 資

料

收

集 

系

統

分

析 

資

料

庫

設

義 

介

面

設

計 

程

式

設

計 

檢

討

與

修

正 

整

合

測

試 

報

告

撰

寫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IA3-4-009-A 

   當使用者測量脈診儀或健康檢查

完畢後，將生理數據匯入至資料庫，

系統將統計分析數據，並提供異常警

示。使用流程圖如圖(三)。 

 

       圖(三)系統使用流程圖 

A.系統登入頁面 

包含使用者登入介面、最新消息

顯示、各項分頁連結。最新消息顯示

系統目前最新修改消息或通知事件;

會員登入區含有會員申請、忘記密碼

之連結，如圖(四)。 

圖(四)系統登入頁面 

B.會員註冊 

創建帳號、密碼，輸入個人基本

資料:性別、出生年月日、血型、身分

證字號、信箱、聯絡電話，並有會員

權益同意，如圖(五)所示。 

 

圖(五)會員註冊頁面 

C.首頁-使用者登入後 

包含最新消息顯示、異常警示顯

示區、各項分頁連結、會員登出。異

常警示區顯示使用者測量數據中，接

近或超出健康指標上下限標準之情

形。若無接近或超出數據，便顯示使

用者最近一筆測量數據紀錄，如圖

(六)。 

 

      圖(六) 系統首頁 

D.關於我們  

包含團隊介紹、系統簡介和系統

特色之文字敘述。 

E.使用者資料 

    顯示註冊會員時所輸入的基本資

料:帳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血型、

身分證字號、信箱、聯絡電話，除了

帳號無法修改外，其他項目皆可在使

用者資料當中進行修改，包含密碼也

可先輸入舊密碼後進行新密碼的修

改。 

F. 脈診儀數據 

  a. 脈診儀數據上傳: 

 可選擇脈診儀所輸出檔案，上傳

xlsx檔案至資料庫中儲存。 

  b. 脈診儀數據紀錄: 

 呈現脈診儀測量數據。將所儲存

的脈診儀量測數據，按照日期以

表格方式顯示，如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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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脈診儀數據紀錄頁面 

G.健康檢查數據: 

   a. 基本檢查輸入與紀錄: 

  使用者可輸入收縮壓、舒張

壓、體溫、身高、體重、脈搏、 

眼壓等生理數據。再依日期排序

以表格呈現各項生理數據紀錄。 

   b. 生化檢查輸入與紀錄: 

 生化檢查項目分為三部分: 肝

功能檢查、血脂肪檢查及其他項

目。使用者可依照檢測項目，輸

入所測量之生理數據。再依日期

排序以表格呈現各項生理數據紀

錄。 

H. 分析與應用 

   統計分析長期紀錄之脈診儀測

量數據與健康檢查數據後，利用圖

表方式呈現。使用者可選取欲分析

項目，系統從資料庫中讀取近十筆

或由使用者自行選擇測量數據，依

時間為主軸輸出成折線圖，如圖(八)

所示，並且計算使用者生理據數帄

均值，顯示於圖旁，讓使用者以個

人的帄均值作為異常警示之另一項

參考值。 

  若使用者所量測數據中趨向或超

過醫學統計之標準值，分析圖中將

會以紅色虛線表示標準值，如圖

(九)。 

  
      圖(八)數據統計分析圖表 

  
     圖(九) 異常警示圖表顯示 

I. 相關資料 

  顯示脈診儀相關資料，如脈診儀

使用手冊，與健康指標各項目的參

考資料。 

J. 管理員介面 

 a.會員管理:可查看使用者帳號、 

姓名、註冊時間，但使用者密碼

利用亂碼方式保護使用者隱私，

此介面也可對使用者進行編輯或

刪除，如圖(十)。 

 

      圖(十)會員管理頁面 

b.文章訊息管理:管理者可在此介 

面新增、編輯或刪除最新消息與

相關文章部分。 

c.聯絡我們管理:可查看、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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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聯絡我們傳送所面臨的系統

問題與使用者的電子郵件，讓管

理員可將解決辦法回覆至使用者

信箱中。 

5. 評估與展望 

   本專題選用的脈診儀，提供中

醫觀點之脈波分析功能，將辯證結

果做成中醫脈象檢查報。期望未來

能將系統與此功能結合，不僅可增

加多方面個人管理健康指標，也能

做為中醫師臨床辯證之參考資料。 

 對於系統提供的異常警示，期望

未來系統能偵測異常數據，主動通

報主治醫生、護理師之功能，讓醫

院能監控創傷後身體恢復狀況、避

免疾病再次發生，也可以提早治療

改善疾病，預防疾病的惡化，有效

減少國家醫療資源的耗費。也期望

系統的擴充性，能讓使用者可自行

增加健康指標項目，自行選擇欲長

期管理之項目，讓系統更加個人化。 

6. 結語 

   為了達到預防勝於治療與提高

人們的生活品質，個人健康管理系

統是必要的趨勢。本系統用來當作

異常數據標準值，不僅以醫學統計

標準作為參考，還以使用者健康數

據作為個人之參考指標，讓異常警

示更加符合使用者個人健康狀況，

若數據出現異常便能提早發現問題

提早預防疾病的惡化，減少醫療的

耗費。 

   我們在未來可以結合各項無線

傳輸測量儀器，讓生理數據能直接

上傳至資料庫，系統將統計分析結

果直接顯示於網頁。亦可開發手機

APP，使用者更能隨時隨地記錄、管

理個人健康數據，讓使用者擁有更

便利、完善與多元化的使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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