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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護理人員每月輪值排班的決策是目前醫院均面臨的重要問題之一，輪值班表結果之良窳

攸關護理服務的品質與人員工作的士氣。護理人員的輪值 (Rostering) 決策是屬於 NP-hard 的高

複雜度問題，傳統有關護理人員輪值問題的研究，大都把問題定式為一個最佳化的模式

(Optimization Model) 來求解。但實際上護理人員的輪值問題，除了要滿足有關各種法律與醫院

等「硬限制」條件外，亦需儘量滿足員工個人偏好等「軟限制」條件。因此，本研究將護理人員

輪值視為限制滿足問題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並建立「排休」與「派班」兩階段限制

規劃(Constraint Programming)模式依序求解；並以署立新竹醫院某內科病房為個案，於個人電腦

上執行求解 20位護理人員與 6種班別之月班表。與實際班表比較發現，本研究結果在求解效率

與限制滿足程度兩方面均有優越之處，顯示本文建立之限制規劃模式具實際應用價值。 

 

關鍵詞：護理人員輪值、限制滿足問題、限制規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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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urse rostering is a NP-hard problem because of the very complicated hospital constraints 
and nurse preferences involved in the problem. In this paper, we formulated the problem as a CSP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and developed CP (Constraint Programming) models to solve it. A 
two-phase heuristic approach is proposed to first solve the offday scheduling and then the shift 
scheduling sequentially.  We applied our models to a real-world medical ward in Hisnchu General 
Hospital, and successfully generated a full-month timetable in less than 10 minutes. It is found our 
results are better than the timetables previously used by the hospital in many ways. CP- generated 
timetables not only can fully satisfy all the hard constraints, but also provide excellent fairness among 
nurses. 
 

Keywords : Nurse Rostering,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Constraint Programming 

1. 緒論 

護理人員每月輪值排班的決策是目前醫院均面臨的重要問題之一，輪值班表結果之良窳攸關

護理服務的品質與人員工作的士氣。因此，本研究即針對護理人員的輪值問題進行研究，並構建

有效率與限制滿足程度高之護理人員輪值模式。 

護理人員輪值 (Nurse Rostering) 問題自1970年代 (Miller et al., 1976) 即被探討，已被歸屬

為高難度NP-hard的問題型態 (Aickelin and Dowsland, 2001; Valouxis and Housos, 2000)。以定式

(formulation) 模式區分，可分為最佳化問題與限制滿足問題兩類模式。最佳化模式 (Optimization 

Model) 為目前最多學者所構建之輪值模式，早期在求解護理人員輪值問題多為利用最佳化演算

法(Optimal Solution Algorithm) (郭金青，民85；郭娓吟，民91；劉光宗，民90；Jaumard et al., 1998; 

Millar and Kiragu, 1998; Miller et al., 1976)，但隨著問題複雜度的增加，最佳化演算法的效率已不

敷需求。爲加快求解效率，近來求解此問題則為設計適合的啟發式演算法 (Heuristic Algorithm)

來增加求解效率 (王裕元，民92；莊凱翔，民90；Aickelin and Dowsland, 2001; Berrada et al., 1996)。

雖然護理人員輪值問題已有許多探討，但因排班考慮因素眾多，使用最佳化模式仍無法有效應用

於實務排班。 

護理人員輪值問題為決定每位護理人員每月的輪值班表，並滿足複雜法律與醫院的硬限制條

件 (Hard Constraints) 與儘量滿足個人偏好之軟限制條件 (Soft Constraints)。由於護理人員為典

型全年無休服務業，排班不同於一般有固定休假日的人員排班問題，因此適當的輪班、休假與公

平的班表對護理人員即相當重要。另外，除一般工作與休假的硬、軟限制外，國內護理人員輪值

問題尚須考慮班別領導、預排、包班的排班因素。故於此複雜的限制條件考慮下，本研究即將護

理人員輪值問題視為限制滿足問題 (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CSP)。 



兩階段限制規劃模式求解護理人員輪值問題        

 

123

限制滿足問題的求解法為限制規劃法 (Constraint Programming, CP)，屬人工智慧的一環。隨

著近十年電腦運算技術的快速提昇，限制規劃開始重新被應用於求解高複雜度之問題中，主要為

探討具有眾多限制與目標不明顯之特性的問題，且有良好的成效。如Chun et al. (2000) 運用限制

規劃法為香港醫院管理局開發護理人員輪值模組；Cheng et al. (1997) 利用限制規劃法與重複模

式 (Redundant Modeling) 求解護理人員輪值問題；Darmon et al. (1995) 運用限制規劃法為法國

Rouen大學醫院開發智慧型排班系統；Kusumoto (1996) 運用限制規劃方法為日本東京之東邦大

學醫院開發一套智慧型排班系統ProAINUS；Wang and Chun (2003) 利用元級推理 (meta-level 

reasoning) 改善護理人員限制規劃排班模式。其他如Hare and Kelowna (1998)、王國琛 (民91)、

林詩芹 (民92)、唐依伶 (民92) 亦運用限制規劃法求解航空、客服等人員排班與輪值問題。 

國外對護理人員輪值問題已有許多研究，甚至有醫院導入排班系統，但因國外護理人員輪值

的考量與國內不盡相同，輪值週期亦有差異，因此，國外所開發的系統與模式並無法直接應用於

國內護理人員輪值問題上。另外，雖然國內亦有探討護理人員輪值問題，但因排班限制未詳盡考

慮，因此亦無法應用於實務排班。有鑒於此，本研究即針對國內護理人員輪值問題，建立兩階段

限制規劃模式。除一般法律與醫院規定外，本研究亦考慮護理人員包班與預排之特性，探討過去

文獻未曾探討的班別領導因素，並以實際病房為個案求解其護理人員月輪值班表。最後與實際班

表比較，分析本研究模式之求解效率與限制滿足程度，驗證限制規劃於護理人員輪班問題之效率

與效用，提供國內醫院一輪值模式之參考。 

本文首先於第二節探討護理人員輪值問題特性與國內護理人員輪值所考慮之排班規則；第三

節探討限制規劃模式建構與個案介紹；第四節探討第一階段排休模式構建與模式求解結果；第五

節探討第二階段派班模式構建與護理人員輪值班表結果；第六節進行模式求解解果分析與比較；

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 

2. 護理人員輪值問題特性 

護理人員輪值問題為在固定人力與考量複雜排班限制下，決定每月護理人員輪值班表，並儘

量滿足護理人員的期望。有關國內護理人員輪值相關資料與所需限制條件整理如下： 

(1) 護理人員：為排班基本要素之一，相關資料如下： 

1) 護理人員編號。 

2) 層級(Level)：依年資深淺，通常分為 N0至 N4五種層級，其中 N4為最高層級。 

3) 可值班班別：除新進、領導與包班護理人員為值某固定班別外，其他護理人員於輪值期內可

值任一值班班別。 

(2) 班別種類：除一般值班與休假班別外，本研究另考慮特殊工作班別與特殊休假，相關班別與

代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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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值班班別：白班(D)、小夜班(N)與大夜班(M)。 

2) 一般休假班別(off)：為法律每月給予之例假。 

3) 特殊休假(SO)：屬預排班別種類，指法律給予之婚假、喪假、病假與事假。產前假、產假、

流產假、陪產假因為長時間休假，爲簡化模式複雜度，故本研究暫不考慮。 

4) 特殊工作班別(SW)：屬預排班別種類，為排班者事先決定護理人員之特殊工作班別，如教育

訓練、體檢、公差、公出、社區服務等。 

(3) 輪值期：國外文獻探討大多以週班表為主(Berrada et al., 1996; Cheng et al. 1997; Millar and 

Kiragu, 1998)，而國內輪值週期通常為月，即月班表。 

(4) 預排資料：本研究所指之預排資料為經排班者同意的預排班表，即排班時必須滿足之資料。

相關預排資料如下： 

1) 排班者預排護理人員特殊工作班別(SW)。 

2) 護理人員預排值班或休假班別：護理人員若於某天有要事，可向排班者預先申請值班或休假

班別。若排班者同意護理人員之要求，排班時則一定要滿足預排之限制。通常預先排班之種

類有 D、N、M、off與 SO。 

3) 班別領導：為以往文獻未曾探討過的排班因素。即對每一種值班班別(白班、小夜班與大夜

班)，各指派一名高層級之護理人員擔任班別領導，且班別領導整月值班班別均為領導之班別。 

4) 包班：若護理人員希望整月均值小夜班(N)或大夜班(M)，可向排班者提出包小夜班或包大夜

班要求。確定包班護理人員整月值班班別均為包班之班別。 

5) 新進護理人員之值班班別：新進護理人員需有一段熟悉病房事務之實習期，其值班班別為固

定同一班別，且實習期之護理人員人力不列入實際人力需求中。經排班者認可後，始可列入

正式人力。 

(5) 排班限制： 

排班限制分為「硬限制」與「軟限制」兩類，硬限制代表一定要滿足、不可違反之限制條件，

通常為法律與醫院規定；軟限制則表護理人員期望，於排班考慮中應儘量滿足但不一定要滿足之

限制條件。本研究參考國內文獻與國外整理之排班限制(Cheang et al., 2003)，並訪談排班者與護

理人員相關考慮因素，整理出符合國內護理人員輪值考慮的硬限制與軟限制條件，分述如下。 

1) 排班硬限制： 

a. 預排需求 

H1: 預排工作班別：為排班者預排特殊工作班別給予護理人員與經排班者同意之護理人員預

排值班班別的日期。 

H2: 預排休假：經排班者同意之護理人員預排休假的日期。 

H3: 領導：經排班者指派擔任領導之護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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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包班：經排班者同意之可包班護理人員。 

H5: 新進人員：由排班者決定工作班別與實習時間。 

b. 人員需求 

H6: 每日白班(D)護理人員需求數。 

H7: 每日小夜班(N)護理人員需求數。 

H8: 每日大夜班(M)護理人員需求數。 

H9: 每日白班(D)資深護理人員需求數。 

H10: 每日小夜班(N)資深護理人員需求數。 

H11: 每日大夜班(M)資深護理人員需求數。 

c. 法規限制： 

H12: 每兩週休假最少 4天。(勞基法第三十條) 

H13: 每週休假最少 1天。(勞基法第三十條與第三十六條) 

d. 工作考慮因素 

H14: 每位護理人員一天只能值一班別。 

H15: 每星期工作最少 2天。 

H16: 連續三天不得出現休假、工作、休假班別組合。 

H17: 連續值班天數最多 6天。 

H18: 大夜班後隔日不接白班 

H19: 大夜班後隔日不接小夜班。 

H20: 小夜班後隔日不接白班。 

e. 休假考慮因素 

H21: 連續休假天數最多 5天。 

2) 排班軟限制： 

a. 休假考慮因素 

S1: 休假天數平均分配給每位護理人員。 

S2: 於例假日的休假天數平均分配給每位護理人員。 

b. 工作考慮因素 

S3: 平均分配各值班班別天數給予需輪值之護理人員。其中需輪值之護理人員即不屬於班別

領導、包班或新進的護理人員。 

由上述護理人員輪值特性可知，護理人員輪值問題並無明顯目標式，而為求解滿足複雜限制

之問題，故此問題之特性屬限制滿足問題。故本研究即利用限制規劃法求解護理人員輪值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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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規劃模式建構與個案資料描述 

3.1 兩階段限制規劃求解架構 

護理人員輪值問題屬典型的休假值勤排班問題，為人員排班型態中最複雜的一種 (王勇華，

民82)。因此，爲求解此複雜之排班問題，本研究把護理人員輪班問題分成排休與派班兩個子問

題。在已知護理人員基本資料、班別種類、輪班期與預排資料下，利用兩階段限制規劃模式分別

求解滿足硬限制與軟限制的護理人員休假日與執勤班別。求解架構如圖1所示，其相關內容分述

如下。 

第一階段為「排休」(Offday Scheduling) 的限制滿足問題，此階段主要為處理護理人員預先

排休與每位護理人員排班期內之休假天數。於此階段模式除需考慮符合休假法規與部份工作規定

外，另對護理人員排班期內總休假天數與於例假日的休假總天數亦先行考慮平均分配，以滿足公

平休假軟限制。限制條件如圖1排休使用限制條件所列，各條件內容如前節所定義。除外，於排

休模式中，亦可產生多組休假可行解，避免第二階段無解的狀況發生。 

第二階段為「派班」(Shift Scheduling) 的限制滿足問題，此階段除先輸入護理長預定班別資

料外，另將配合第一階段所得之護理人員休假日期，指派值班班別 (白班、小夜班與大夜班) 至

每位護理人員班表中非預排與非休假之日期。此階段除須滿足值班限制外，另需平均分配各值班

班別天數給予需輪值的護理人員，使護理人員有較公平之班表，提高對班表之滿意度，限制條件

如圖1派班使用限制條件所列。於此階段亦可產生多組輪班可行解，增加排班者決定輪班表之選

擇。 

若當模式在執行第二階段無法求解出可行解或求解時間過長時，則返回第一階段選擇另一組

休假可行解，再將另一組休假可行解讀入第二階段派般模式中求解。以此循環的方式，找到護理

人員輪值班表，確保模式之可執行性。 

兩階段模式內容彙整如表1所示，模式概述為簡述各階段之問題與目的，輸入資料即為執行

各模式時所需預先輸入的相關資料，輸出結果則表各階段求解所顯示的結果。以排休模式為例，

此模式為探討護理人員休假時間的問題，其目的為求解每位護理人員的休假日，並達到公平分配

休假數的目標。而在執行排休模式前，需預先輸入護理人員資料、輪值期的天數、護理人員預排

休假與預定班別的日期與每日休假需求數共五項資料。且會求得並顯示護理人員休假日期、每位

護理人員總休假數與每位護理人員總例假日休假數之結果。 

表2為兩階段限制規劃模式之限制條件與限制滿足問題限制條件的對應表。主要為說明排休

模式與派班模式兩個子問題所使用的限制與主問題限制之間關係，其中，H為限制滿足問題之硬

限制條件；S為限制滿足問題之軟限制條件；C為兩階段限制規劃模式之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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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兩階段限制規劃模式求解架構 

 

表 1  兩階段模式求解綜合說明 

階段 模式概述 輸入資料 輸出結果 

排休模式 
(Offday 
Scheduling 
Model) 

為一排休問題。預先決定每位護理人員

之休假時間，並探討休假數與例假日休

假數，達到休假公平分配之目標。 

護理人員資料、 
輪值天數、 
預排休假日期、 
預定班別日期、 
每日休假需求數。 

護理人員休假日期、 
總休假數、 
總例假日休假數。 

派班模式 
(Shift 
Scheduling 
Model) 

為一派班問題。根據第一階段求解之休

假日做為第二階段之輸入資料，並求解

每位護理人員計畫期之值班班別。 

護理人員資料、 
輪值天數、 
班別種類資料、 
人員休假日期、 
各班別需求人數、 
領導護理人員、 
包班護理人員、 
新進護理人員。 

護理人員班表、 
總休假數、 
總例假日休假數、 
白班值班數、 
小夜值班數、 
大夜值班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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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階段限制式對應表 

限制分類 CSP問題限制 排休CP模式 派班CP模式 
H1 C1 C13 
H2 C2 C13 
H3 -- C13 
H4 -- C13 

預排需求 

H5 -- C13 

H6 C3 C14 
H7 C3 C15 
H8 C3 C16 
H9 C4 C17 
H10 C4 C18 

人員需求 

H11 C4 C19 

H12 C5 -- 法規限制 
H13 C6 -- 

H14 -- 變數設計已滿足 
H15 C7 -- 
H16 C8 -- 
H17 C9 -- 
H18 -- C20 
H19 -- C21 

工作考慮因素 

H20 -- C22 

休假考慮因素 H21 C10 -- 

S1 C11 -- 
S2 C12 -- 

軟限制條件 

S3 -- C23 
第一階段休假結果匯入 -- -- C13 

3.2 模式使用參數 

本節為探討排休與派班模式所需使用之相關參數，提供個案與模式之對應，其使用參數定義

如下： 

I  護理人員集合 
DI  白班領導或實習白班之護理人員 ( II D ⊂ ) 
NI  小夜班領導、包小夜班或實習小夜班之護理人員( II N ⊂ ) 
MI  大夜班領導、包大夜班或實習大夜班之護理人員( II M ⊂ ) 
RI  需輪值班別的護理人員，不包含領導、包班與實習護理人員 

( ( ) φ=∪∪∩ MNDR IIII ) 

T   輪班日期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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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表國定假日與例假日 ( TT W ⊂ ) 

ndS   護理人員n於第d日預排休假或工作班別( TdIn ∈∈  , ) 

ddemandD _  第d日白班需求人數( Td ∈ ) 

ddemandN _  第d日小班夜每日需求人數( Td ∈ ) 

ddemandM _  第d日大夜班每日需求人數( Td ∈ ) 

ddemandSW _  第d日預排特殊工作班別人數( Td ∈ ) 

dnursenewD __  第d日白班實習人數( Td ∈ ) 

dnursenewN __  第d日小夜班實習人數( Td ∈ ) 

dnursenewM __  第d日大夜班實習人數( Td ∈ ) 

dnurseoff _  第d日可休假護理人員數( Td ∈ )。其定義為 +− ddemandDI _(  

dddd nursenewNnursenewDdemandMdemandN ______ +++  

)___ dd demandSWnursenewM ++  

ddemandlevelD __  第d日白班資深護理人員數需求數( Td ∈ ) 

ddemandlevelN __  第d日小夜班資深護理人員數需求數( Td ∈ ) 

ddemandlevelM __  第d日大夜班資深護理人員數需求數( Td ∈ ) 

ddemandLevel _  第d日需值班之資深護理人員數( Td ∈ )。約為白班、小夜班、大夜班資深護理

人員需求數之兩倍，定義如下： 
2)______( ×++ ddd demandlevelMdemandlevelNdemandlevelD  

minoff   輪班期最少休假天數。爲確保每位護理人員休假數最少能有輪班期的平均休假

數，故取休假平均値的整數下界作為休假最小值。定義為 ( )⎣ ⎦Inurseoffd d∑ _ 。 

maxoff  輪班期最多休假天數。取上界值主要可縮小搜尋解空間，經測試後，以休假下

界值加3最具求解效率。定義為 3min +off 。 

minD   輪班期最少白班值班天數。取每日白班需求扣除全月值白班人員當日為

白班的總和除以需輪值班別人員數減 1之整數下界，定義如下

( )( )⎣ ⎦1))_(( −=−∑ ∑ ∈
R

d In ndd IDxdemandD D 。因白班值班數受休假日與換

班班別的影響，經測試後，以整數下界減1最具求解效率。 

maxD  輪班期最多白班值班天數。同 minoff ，定義為 3min +D 。 

minN   輪班期最少小夜班值班天數。同 minD ，取每日小夜需求扣除全月值小夜人員

當日為小夜的總和除以需輪值班別人員數減 1之整數下界。定義為

( )( )⎣ ⎦1))_(( −=−∑ ∑ ∈
R

d In ndd INxdemandN N 。 

maxN  輪班期最多小夜班值班天數。同 minoff ，定義為 3mi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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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M  輪班期最少大夜班值班天數。同 minD ，取每日大夜需求扣除全月值大夜人員

當日為大夜的總和除以需輪值班別人員數減 1之整數下界。定義為

( )( )⎣ ⎦))_( R
d In ndd IMxdemandM M∑ ∑ ∈ =− 。 

maxM  輪班期最多大夜班天數。同 minoff ，定義為 3min +M  

3.3  個案資料描述 

本研究以署立新竹醫院某內科病房為個案對象。目前此病房仍以人工方式來進行排班，排班

約需花費半天之時間。其五月相關資料如下： 

(1) 護理人員資料：於 94 年五月人力除護理長外，共有 20名護理人員，分別為： 

7名N4層級護理人員 (Nurse1至Nurse7)、 

3名N3層級護理人員 (Nurse8至Nurse10)、 

4名N2層級護理人員 (Nurse11至Nurse14)、 

4名N1層級護理人員 (Nurse15至Nurse18) 與 

2名N0層級護理人員 (Nurse19與Nurse20)。 

(2) 班別領導：白班領導：Nurse2；小夜班領導：Nurse8；大夜班領導：Nurse4。 

(3) 包班護理人員：包小夜班護理人員：Nurse13；包大夜班護理人員：Nurse10與 Nurse11。 

(4) 新進護理人員：Nurse20，人力列入實際人力需求中，且整月均值白班。 

(5) 五月需求人力如表 3所示，分別表每日白班、小夜班與大夜班的需求人力。另外，因五月新

進護理人員列入實際人力，且無特殊工作班別，故 dnursenewD __ 、 dnursenewN __ 、

dnursenewM __ 與 ddemandSW _ 均為 0。 

(6) 資深護理人員需求數，每日白班、小夜班與大夜班最少需 1 名 N3以上層級之護理人員，故

1__ =demandlevelD 、 1__ =demandlevelN 、 1__ =demandlevelM 。 

(7) 預排休假與預排工作如表 4所示。其中只有 Nurse9於 6號預排白班，其餘皆為預排休假。 

 

表 3  五月護理人員每日各班別需求人數 

Da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D_demand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N_demand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M_demand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Day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D_demand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N_demand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M_demand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表4  五月預排班表( ndS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Nurse1                                

Nurse2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Nurse3                                

Nurse4                                

Nurse5     OFF OFF OFF                         

Nurse6          OFF OFF OFF OFF                   

Nurse7       OFF OFF OFF OFF                      

Nurse8       OFF OFF OFF                       

Nurse9  OFF    D OFF OFF                        

Nurse10                                

Nurse11  OFF                              

Nurse12           OFF OFF OFF OFF OFF                 

Nurse13              OFF OFF                 

Nurse14                                

Nurse15                                

Nurse16                OFF     OFF           

Nurse17                                

Nurse18  OFF                  OFF OFF OFF          

Nurse19       OFF OFF                        

Nurs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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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休 (Offday Scheduling) 模式分析 

此階段限制滿足問題為在已知護理人員、輪值天數、每日可休假需求與預排資料下，求解滿

足預排、人力需求、工作休假與休假公平性限制的護理人員休假班表。其限制規劃模式構建如下： 

4. 1 決策變數與值域 

{ } TdInsoffsworkoffworkynd ∈∈∈  , , , ,  

上式表護理人員n於第d天指派工作或休假班別，記為 ndy 。其中n屬護理人員集合I；d屬輪

值日期集合T。變數值域包括四個值，分別為 workynd = 表護理人員n第d天為工作； offynd = 表

護理人員n第d天為休假； sworkynd = 表護理人員n第d天為預排特殊工作與 soffynd = 表護理人

員n第d天為預排特殊休假。 

4. 2 限制式構建 

(1) 排班者與護理人員預排班別：利用限制式產生器讀取預排資料 ndS ，並將之轉換為限制式放

入模式中求解。 

C1: 排班者與護理人員預定工作班別。本項條件對應第二節所述限制滿足問題的 H1 限制，

即在確定排班者預先指派護理人員特殊工作班別或護理人員預定工作班別之限制。以預

定工作為例，若護理人員 n於第 d天預排白班、小夜班或大夜班，則 workynd = ，限制

定義如下： 

 workynd =   若 MSNSDS ndndnd =∨=∨=  (1) 

上式中符號“∨ ”表“或”，即前後兩者只需其一成立即可。 

同理，預定特殊工作班別亦可定義如下： 

sworkyti =   若 SWSnd =  (2) 

以下各項限制規劃模式之限制與原限制滿足問題之限制對應如表2。 

C2: 滿足護理人員預先排休之需求。對應 H2限制，為確定護理人員預排休假之限制，同 C1

限制，其定義如下： 

offynd =   若 offSnd =  (3) 

soffynd =   若 SOSnd =  (4) 

(2) 護理人力需求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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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滿足每日可休假護理人員數 dnurseoff _ 。由 H6 至 H8 限制與預排特殊工作人數換算而

得，為限制每日可休假護理人員數。即每日休假或預排休假之護理人員數總和等於可休

假護理人員數 dnurseoff _ ，定義如下： 

Tdnurseoffsoffyoffy dn ndnd ∈∀==∨=∑ _))((  (5) 

上式中 ))((K 為邏輯運算，用以判斷敘述 )(K 是否為真，並轉為數值加以計算，定義如

下： 

⎩
⎨
⎧

=
otherwise

if
0
1 

))((
為真K

K  (6) 

C4: 滿足每日工作之資深護理人員數 tdemandLevel _ 。由 H9至 H11限制轉換而得。因病房

會要求各值班班別之最少資深護理人員數，因此為避免第一階段過多資深護理人員休

假，導致第二階段無解，故需加上此一限制。本研究之個案白班、小夜班與大夜班最少

各需一名N3層級以上之護理人員，故每日至少需N3層級以上之護理人員 demandLevel _

人，定義如下：  

 TddemandLevelworky dnn ndlenel
∈∀≥=∑

≥
_))((

3|  (7) 

(3) 法規、工作與休假限制 

C5: 每兩週最少休假 4天。對應 H12限制，以每月的頭兩週 (d=1至 d=14) 為例，每位護理

人員指派休假與特殊休假的天數總和應大於 4，定義如下： 

 { } Insoffyoffyd ndnd ∈∀≥=∨=∑ ∈ 4))((14,,1K  (8) 

同理，每月的次兩週 (d=8至d=21) 與末兩週 (d=15至d=28) 之限制，亦可定義如下： 

 { } Insoffyoffyd ndnd ∈∀≥=∨=∑ ∈ 4))((21,,8K  (9) 

 { } Insoffyoffyd ndnd ∈∀≥=∨=∑ ∈ 4))((28,,15K  (10) 

C6: 每週最少休假 1 天。對應 H13 限制，以每月的第一週 (d=1 至 d=7) 為例，每位護理人

員指派休假或特殊休假天數總和應大於 1，定義如下： 

{ } Insoffyoffyd ndnd ∈∀≥=∨=∑ ∈ 1))((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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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理，每月的第兩週(d=8至d=14)、第三週(d=15至d=21)與第四週(d=22至d=28)之限制，

亦可定義如下： 

{ } Insoffyoffyd ndnd ∈∀≥=∨=∑ ∈ 1))((14,,8K  (11) 

{ } Insoffyoffyd ndnd ∈∀≥=∨=∑ ∈ 1))((21,,15K  (12) 

{ } Insoffyoffyd ndnd ∈∀≥=∨=∑ ∈ 1))((28,,22K  (13) 

C7: 每週最多休假 5天。對應 H15限制，每護理人員每週最少工作兩天即為指派休假與特殊

休假天數總和應小於 5。同 C6限制，四週之限制可定義如下： 

{ } Insoffyoffyd ndnd ∈∀≤=∨=∑ ∈ 5))((7,,1K  (14) 

{ } Insoffyoffyd ndnd ∈∀≤=∨=∑ ∈ 5))((14,,8K  (15) 

{ } Insoffyoffyd ndnd ∈∀≤=∨=∑ ∈ 5))((21,,15K  (16) 

{ } Insoffyoffyd ndnd ∈∀≤=∨=∑ ∈ 5))((28,,22K  (17) 

C8: 連續三天不得出現休假、值班、休假班別組合。對應 H16限制，若第 d天為休假或特殊

休假，且第 d+1天為工作或特殊工作班別，則第 d+2天即需指派工作或為特殊工作班別。

以五月為例，其定義如下： 

{ }29,,1 ,)(

)()(

)2()2(

)1()1(

K∈∀∈∀=∨=⇒

=∨=∧=∨=

++

++

dInsworkyworky

sworkyworkysoffyoffy

dndn

dndnndnd  (18) 

上式中符號“∧ ”表“且”，即前後兩者均需成立； 

 符號“⇒ ”表若…則，即若前式成立，則後式亦成立。 
C9: 連續工作天數最多 6天。對應 H17限制，表連續 7天中，工作或特殊工作天數總和應小

於 6。以五月為例，其定義如下： 

{ }25,,1 ,6))((6 K∈∈∀≤=∨=∑ + dInsworkyworkyd
d ndnd  (19) 

C10: 連續休假不得超過 5天。對應 H21限制，表連續 6天中，休假或特殊休假天數總和應小

於 5。以五月為例，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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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5))((5 K∈∈∀≤=∨=∑ + dInsoffyoffyd
d ndnd  (20) 

(4) 休假軟限制 

C11: 休假天數平均分配給每位護理人員。對應 S1限制，因護理人員期望休假日能平均分配，

故本研究以一範圍限制式限制總休假天數介於 offmin值與 offmax值之間。限制定義如下： 

Inoffsoffyoffyoff d ndnd ∈∀≤=∨=≤ ∑ maxmin ))((  (21) 

C12: 例假日休假天數平均分配給每位護理人員。對應 S2限制，同 C11限制，為一範圍限制

式，其中下界為確保護理人員最少 2 天例假日休假，上界則考量實習護理人員實習期

間均為週末休假，故取 5天作為上界。限制定義如下： 

W
d ndnd TdInsoffyoffy ∈∈∀≤=∨=≤ ∑  ,5))((2  (22) 

4. 3 求解結果 

本階段主要為決定護理人員休假之日期並達到公平分配休假日之目標，結果主要有護理人員

總休假數、總例假日休假數與休假日期三項。總休假數與例假日總休假數結果如表5所示，以

Nurse1為例，即表五月共休假12天，其中有3天為例假日休假。護理人員休假日期如表6所示，因

個案五月並無預排特殊工作與特殊休假，因此結果均為work與off。以護理人員Nurse2為例，其五

月1號為工作，2號至4號為預先排休，15號為模式指派的休假。其他護理人員亦同。 

5. 派班 (Shift Scheduling) 模式分析 

第二階段限制滿足問題為在已知護理人員、輪值天數、每日班別需求人數、第一階段休假結

果、領導、包班與新進護理人員之資料下，求解滿足此階段排班限制之護理人員輪值班表。於此

階段模式求解前，會預先將第一階段結果與領導、包班與新進之護理人員匯入限制式產生器，產

生每位護理人員休假日、預排班別與領導、包班與新進之護理人員值班限制式。所產生之限制式

即當作預排限制放入模式中，求解護理人員之整班表。 

 
表 5  五月總休假數與例假日總休假數結果 

護理人員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月總休假數 12 12 11 11 11 11 10 12 10 10 
五月例假日總休假數 3 3 3 2 4 2 3 4 3 3 
護理人員編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五月總休假數 12 10 11 10 10 10 10 11 12 11 
五月例假日總休假數 3 3 3 3 3 3 3 4 4 4 

 



   

 

 

表6  五月休假日期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Nurrse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1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2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3 off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work 

4 work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5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6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7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8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9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10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11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12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13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14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15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16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17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off 

18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off 

19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off 

20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off work work work off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off off work work off off off 

註：表中*為護理人員預排的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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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決策變數與值域 

{ } TdInSOSWoffMNDxnd ∈∈∀∈  , , , , , ,  

    上式為決定護理人員 n於第 d天為值班、休假或特殊工作與特殊休假班別，記為 ndx 。同第

一階段，n屬護理人員 I的集合；d屬輪值天數 T的集合。 Dxnd = 表護理人員 n第 d天值白班；

Nxnd = 表護理人員 n第 d天值小夜班； Nxnd = 表護理人員 n第 d天值大夜班； offxnd = 表護

理人員 n第 d天為休假； SWxnd = 表護理人員 n第 d天為特殊工作班別； SOxnd = 表護理人員

n第 d天為特殊休假班別。不同於數學規劃二元變數之設計，由於本研究變數之值域為班別，且

一個變數只能指派一個值，故護理人員一天只能值一班別(H14)之限制於變數設計上即已滿足。 

5. 2 限制式構建 

(1) 由限制式產生器讀取第一階段休假結果、預排班別、領導、包班與新進護理人員之資料，產

生限制並放入模式中求解。 

C13: 第一階段護理人員休假、預排限制與領導、包班、新進人員 (對應限制 H1至 H5) 工作

班別限制。此限制為將第一階段確定的休假日期與護理人員預排班別轉為原班別代

碼，並產生領導、包班與新進護理人員的值班班別。以休假為例，限制定義如下： 

 offxnd =   若 offynd =  (23) 

同理，特殊工作班別與特殊休假班別亦可定義如下： 

SOxnd =   若 soffynd =  (24) 

 SWxnd =   若 sworkynd =  (25) 

另外，因第一階段將預排工作均視為work，故爲確定是否為預排，須以 ndy 與 ndS 兩者

做判斷。以預排白班為例，限制定義如下： 

Dxnd =   若 ( ) ( )DSworky ndnd =∧=  (26) 

同理，預排小夜班與大夜班亦可定義如下： 

Nxnd =   若 ( ) ( )NSworky ndnd =∧=  (27) 

Mxnd =   若 ( ) ( )MSworky ndnd =∧=  (28) 

在領導、包班與新進護理人員限制中，以白班領導與實習白班護理人員為例，限制定義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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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nd =  若 workynd =   DIn∈∀  (29) 

同理，小夜班與大夜班之領導、包班、新進護理人員亦可定義如下： 

 Nxnd =  若 workynd =   DIn∈∀  (30) 

 Mxnd =  若 workynd =   MIn∈∀  (31) 

(2) 護理人力需求 

C14: 白班需求人數：D_demandd+D_new_nursed。對應 H6 限制，表每日護理人員白班值班

人數應等於每日白班實際需求人數與每日白班實習護理人員數之總和。限制定義如下： 

TdnursenewDdemandDDx ddn nd ∈∀+==∑ ___))((  (32) 

C15: 小夜需求人數：N_demandd+N_new_nursedd。對應 H7限制，表每日護理人員小夜班值

班人數應等於每日小夜班需求人數與每日小夜班實習護理人員數之總和。限制定義如

下： 

TdnursenewdemandNNx ddn nd ∈∀+==∑ __))((  (33) 

C16: 大夜需求人數：M_demandd+M_new_nursedd。對應 H8 限制，表每日護理人員大夜班

值班人數應等於每日大夜班需求人數與每日大夜班實習護理人員數之總和。限制定義

如下： 

TdnursenewMdemandMMx ddn nd ∈∀+==∑ ___))((  (34) 

C17: 白班資深護理人員需求數：D_level_demandd。對應 H9限制，表層級大於 N3之護理人

員，每日至少需 demandlevelD __ 人值白班。限制定義如下： 

( )( ) TddemandlevelDDx dnn ndlevel
∈∀≥=∑

≥
__

3|  (35) 

C18: 小夜班資深護理人員需求數：N_level_demandd。對應 H10 限制，表層級大於 N3之護

理人員，每日至少需 demandlevelN __ 人值小夜班。限制定義如下： 

( )( ) TddemandlevelNNx dnn ndlevel
∈∀≥=∑

≥
__

3|  (36) 

C19: 大夜班資深護理人員需求數：M_level_demandd。對應 H11 限制，表層級大於 N3之護

理人員，每日至少需 demandlevelM __ 人值大夜班。限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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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ddemandlevelMMx dnn ndlevel
∈∀≥=∑

≥
__

3|   (37) 

(3) 工作考慮限制 

C20: 大夜班隔日不接白班。對應 H18限制，表需輪值之護理人員，當第 d天班別為大夜時，

第 d+1天班別不能為白班。以五月為例，限制定義如下： 

{ }30,,1 ,)1( K∈∈∀≠⇒= + dInDxMx R
dnnd  (38) 

C21: 大夜班隔日不接小夜班。對應 H19限制，表需輪值之護理人員，當第 d天班別為大夜

班時，第 d+1天班別不能為白班。以五月為例，限制定義如下： 

{ }30,,1 ,)1( K∈∈∀≠⇒= + dInNxMx R
dnnd  (39) 

C22: 小夜班隔日不接白班。對應 H20限制，表需輪值之護理人員，當第 d天班別為小夜班

時，第 d+1天班別不能為白班。以五月為例，限制定義如下： 

{ }30,,1 ,)1( K∈∈∀≠⇒= + dInDxNx R
dnnd  (40) 

(4) 工作軟限制考慮 

C23: 此階段軟限制主要考慮需輪值護理人員各值班班別天數應平均分配(S3)。以白班為

例，同第一階段休假範圍限制(C11)，利用範圍限制式限制白班值班天數介於 Dmin值與

Dmax值之間。限制定義如下： 

R
d nd InDDxD ∈∀≤=≤ ∑ maxmin ))((  (41) 

同理，小夜班與大夜班的範圍限制亦可定義如下： 

R
d nd InNNxN ∈∀≤=≤ ∑ maxmin ))((  (42) 

R
d nd InMMxM ∈∀≤=≤ ∑ maxmin ))((  (43) 

5. 3 求解結果 

本階段主要決定護理人員的輪值班表，並平均分配各值班班別天數給需輪值之護理人員，結

果主要有白班值班數、小夜值班數、大夜值班數與護理人員班表四項。需輪值護理人員值班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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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數如表7所示，即五月中共有13位護理人員需輪值，以Nurse1為例，表於五月中，白班值班天

數為10天；小夜班值班天數為6天；大夜班為3天。 

護理人員五月輪值班表結果如表8所示，以護理人員Nurse1為例，其1號到4號為休假，5號至

6號值白班，7號至8號值大夜班，9號為休假，10號至14號值小夜班等；而護理人員Nurse2因為白

班領導，故除休假外，其他值班班別均為白班。其他護理人員亦同。 

6. 實例應用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署立新竹醫院某內科病房為個案對象，求解其94年5月的輪值班表，並以限制滿足

程度與求解效率兩類來比較模式與實際班表之結果，驗證本模式之可行性。 

6. 1  限制滿足程度 

限制滿足程度可分為硬限制違反次數與軟限制公平性指標兩類。硬限制滿足程度如 9所示，

於實際班表中共出現三類違反硬限制之情況，分別為包班護理人員出現非包班之班別(H4)共 1

次；兩週休假最少四天之法規(H11)，違反次數共 1 次；連續三天出現休假、工作、休假之班別

組合(H15)，違反次數共 6次。相較於本研究之模式結果，硬限制條件均能達到 100%的滿足程度，

故於硬限制之滿足程度，本研究能有較佳之結果。 

於公平性指標中，本研究以排班期之總休假數、例假日總休假數、與需輪值護理人員之白班

總值班數、小夜班總值班數與大夜班總值班數五項公平性指標判斷班表是否滿足護理人員之期

望。由表10之五項公平性指標全距比較可知，五月實際班表全距分別為總休假天數5天；例假日

總休假天數3天；白班值班天數5天；小夜值班天數4天；與大夜值班天數5天。相較於本研究之結

果，結果差異均為1至2天，因此，在軟限制之公平性指標中，本研究亦有較優良之表現。 

探討軟、硬限制滿足之原因，由於人員輪值問題除需考量到複雜的硬限制外，另尚需考慮人

員的期望，且因休假、輪值班別與人員三者皆會相互影響，因此排班者在手排班表時，常需耗費

長時間在調整班別與班別、值班與休假、人員與人員間等的衝突，故難以排出符合全部硬限制與

儘量滿足人員期望的班表。反觀在本研究的兩階段輪值模式中，於硬限制方面，因排班相關硬限 

 
表 7  五月需輪值護理人員各值班班別之天數 

護理人員編號 1 3 5 6 7 9 12 14 15 16 17 18 19

白班(D) 10 11 10 10 11 11 12 12 12 12 12 12 12

小夜班(N) 6 6 7 7 7 7 6 7 7 7 7 6 5 

大夜班(M)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表8  護理人員五月輪值班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Nurse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1 off off off off D D M M off N N N N N off off off off D D D off D D M off D D N off D

**2 D * off * off * off D D * off * off D D D D D D off D D * off off * off D D off off D D D D D off D

3 off D M off off off D N N off D N M M off off off D N N N off D D D D off D D off D

**4 M off off off off M M M M M off M M M M off off off M M M M OFF M M M M off off M M

5 N M M M * off * off * off D N off off D D D N off N N N off off off off D D D D N off D D

6 D N N M off N N N M * off * off * off * off D D D D N N off off D D off off off D M off D D

7 D D D D M off * off * off * off * off D D D D N M off D N N off D M off off off D N N N N

**8 N N N N N off * off * off * off N N off N N N N N N off off N N off off N N N off off off N

9 off * off D D D *D * off * off N N off N N N M M M off off D D D N N off off off D D D D

**10 M M off M M M M M off M M off off off M M M M off M M off M M off M M off M M off 

**11 M * off off off M M off off M M M M M M off off off M M off M M off off M M M M M off M

12 D M M off D D D D D D * off * off * off * off * off N M off D D D N off off D D N off N N N

**13 off off off N N N N N off N N N N * off * off N N off off N N N N N N off off N N N off 

14 D D off off off N N off off D D D D D D off off D D M off D N N N N off off D N M

15 N N N N off off D D N off M M off off D D off off D D D off D D D N off off D D N

16 off D D D off D D D D off off off D N N * off D D D D * off N N N N N off off M M off 
17 N N N N N off D D D off off D D off D N N M M off off off off D D D off D D D off 
18 off * off D D N N N N off D N off off D D D D D D * off * off * off D M off D N M off D off 
19 D D D D D D * off * off D D D off off off D D D N off N N M M off off off N N off off off 
**20 off D D D D off D D D D D D off off off D D D off D D D D D off off D D off off off 

註：表中*為護理人員預排的班別；**為領導、包班或新進護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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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護理人員排班硬限制違反次數比較表 

五月班表 
比較項目(硬限制違反次數) 

實際班表 本研究 

H4：包班護理人員值其他班別 1次 0次 

H12：兩週休假最少四天 1次 0次 

H16：連續三天不得出現休假、工作、休假班別組合 6次 0次 

 
表 10  護理人員排班公平性結果全距比較表 

五月班表 
比較項目(全距) 

實際班表 本研究 

總休假天數 5 2 

總例假日休假天數 3 2 

白班值班數 5 2 

小夜班值班數 4 2 

大夜班值班數 5 1 

 
制條件均已列為模式的限制條件，因此在求解可行解時，並不會出現與限制不符之答案。而軟限

制則主要為模式中所構建的範圍限制式將休假與值班天數限制於一的範圍中，且利用 ILOG OPL 

Studio的動態搜尋語法，讓電腦於求解過程中，依設定的條件讓結果符合期望之要求。以白班為

例，當動態收尋設定為累積白班數最少的護理人員，其值班班別先指派白班，則模式在求解過程

中，即會針對此優先指派白班的條件進行值班班別的選擇，達到白班平均分配的目標，故能求解

公平分配的輪值班表。 

6. 2  求解效率 

本研究於Windows XP作業系統、1.8GHz處理器速度與512M記憶體的個人電腦中，以ILOG 

OPL Studio 3.0軟體求解，其變數個數、限制式數與求解時間如表11所示。由表可知第一階段排

休模式約在1分鐘內可求解出護理人員休假班表；第二階段約在2分鐘內可求出護理人員月輪值班

表。且兩階段在產生第一組護理人員休假班表與輪值班表後，均可於短時間內產生其他多組可行

解。相較於個案病房，目前個案以人工排護理人員輪值班表需花費約半天之時間。由此可知，本

模式可在短時間內求解出個案多組輪值班表，於求解效率上已大幅提升。 

而在本研究所構建的模式中，影響限制規劃模式求解的效率可從限制式構建、範圍限制式使

用數與範圍限制式範圍訂定三者來探討。於限制式構建方面，影響模式求解效率主要為加入重複

(Redundant) 限制式與範圍限制式，重複限制式請參閱李俊德 (民94) 排休模式。因護理人員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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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個案之模式變數個數、限制式數及求解時間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變數個數 3520 4660 

限制式數 5592 4939 

求解時間 1分鐘內 2分鐘內 

 

值問題為一對稱性問題，若只以排班限制構建排班模式，並無法有效應用限制規劃搜尋解的檢驗

技術。因此於模式中另須加入重覆限制式，增加變數與變數間的關聯性，提高搜尋的效率。另外，

範圍限制式於模式求解中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有範圍限制式時，於求解時的解空間搜尋即可

有效刪除解空間，故可於短時間內求解出輪值班表；若無使用範圍限制式，則需長時間才能求解

出輪值班表，且無法達到公平性之要求。 

於範圍限制式使用數方面，以第二階段的範圍限制式為例，若單使用一個範圍限制式如白班

範圍限制式，雖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求解出護理人員輪值班表，但小夜班與大夜班則無法達到公平

分配的目標。若使用白班、小夜班與大夜班三個範圍限制式，雖然求解時間較長 (2分鐘內)，但

可確保三者均達公平分配的目標。第一階段排休模式亦同，若單使用總休假天數範圍限制式，雖

求解效率較同時使用兩個休假範圍限制式好，但卻無法滿足另一個例假日休假天數平均分配的公

平性考慮因素。 

於範圍限制式範圍訂定方面，範圍的選擇亦會影響到求解的效率。範圍太小或太大均會使得

求解效率變低，如當範圍限制式上下界相差一天，雖可不用加入動態搜尋即可讓結果相差一天，

但卻可能造成可行解數不多，且搜尋回朔次數增加，降低求解效率，更甚者可能會導致無解的情

況；而若當範圍限制式上下界相差太大，反而會使解空間無法有效縮減，降低求解效率，另外亦

可能導致無公平分配的情況發生。經本研究測試後，發現範圍相差3天為最合適的範圍。 

綜合上述兩小節結果可知，於複雜的人員輪值問題中，排班者在考量複雜法律、公司規定與

人員期望中，排班者往往需耗費相當大之心力與時間手排每月護理人員輪值班表。且因限制過於

複雜，人工排班的結果並無法完全符合所有硬限制與護理人員之需求。相較於本研究的護理人員

輪值模式，除能在短時間內求解出滿足所有硬限制之班表外，對於護理人員之休假數、例假日休

假數、白班值班數、小夜值班數與大夜值班數亦可達到公平分配之目標。對需考慮複雜限制與護

理人員期望之護理人員排班問題，本研究之模式可提供一護理人員排班之參考。 

7.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不同於以往以最佳化模式求解護理人員輪值問題，為將此問題視為限制滿足問題，並

利用限制規劃法構建兩階段模式求解國內護理人員輪值問題。且於模式中探討未曾被考慮的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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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因素，並同時考慮預排、包班與多種硬、軟限制條件下，求解護理人員輪值班表，使輪值模

式更符合國內實務排班之考量。最後並以實際個案為測試對象，驗證模式的效率與效用。 

於模式設計上，本研究將護理人員輪值分成排休與派班兩個子問題，利用限制規劃法依序求

解護理人員休假日期與護理人員輪值班表。兩階段模式之優點除能容易滿足護理人員於休假與派

班公平性期望外，另外亦能有效率求解具複雜限制的休假執勤排班問題。對於目前許多不同類型

的休假執勤排班問題，兩階段模式可提供一模式設計之參考。 

於求解結果方面，相較於人工排班，限制規劃模式除可在短時間內求得個案多組護理人員輪

值班表外，在排班硬限制可達到100%之符合程度，且軟限制亦可求解出休假與值班班別差異介

於兩天內之班表。不論就效率或是限制滿足程度兩者而言，本研究所構建之模式均有良好之排班

成效，驗證限制規劃法能有效處理具複雜限制條件之輪值問題。可提供國內外學術界與實務界作

一參考。 

就實務護理人員輪值而言，由於本研究為測試單月排班，尚未考慮前後月班別連續性、補假、

離職清假與法律給予任職休假之排班因素。由於前後月班別連續性的判定需有機制紀錄上月最後

幾天的工作休假狀況與最後一天的值班班別，且補假、離職清假與任職休假亦須有紀錄每月休假

天數的機制，用以判斷積欠假數。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如何建置一決策支援系統，紀錄每

月工作與休假時數，並依各醫院之規定建立前後月班別連接與清假、補假機制的電腦化護理人員

輪值模式，減少排班者之負擔並提升護理人員的服務效率與對輪值班表的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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