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AI 時代，輔具如何應用高科技，幫助高齡長者維持正常的生活？物理治療暨

輔助科技學系游忠煌副教授，在「2019 科創講堂」的演講裡，舉出許多具體的實

例來說明。

AI系列報導Ⅲ：

 主講／游忠煌 教授　文、圖／《科學人雜誌》提供

科技輔具創新思維
「輔具」在學術上的定義，是讓功能受限者

正常執行日常生活活動的裝置、策略或方法，眼

鏡就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輔具。或是一個矮小的

人因身高的限制，需要利用椅子墊高才能拿取高

處的物品，椅子就是一個用來幫助因身高受限者

完成拿取高處物的輔具裝置。

游忠煌老師說明，成功的科技輔具，最重要

的就是研發者要具有同理心，從病人的角度實際

  創新科技輔具

隨著高齡社會時代來臨，長照需求是

社會重要的議題，其中「輔具」更是協助老

年人或是失能者維持正常生活的重要夥伴。

游忠煌老師是機械工程出身，但從不畫地自

限，持續汲取電機、資訊、醫學等各方面知

識，投入物理治療輔具研究已經近 30年，

所指導的研究生多為醫學背景。跨領域的團

隊整合，打破窠臼、挑戰傳統，激發多元科

技輔具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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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忠煌老師在「2019 科創講堂」演講現場

去體會，才能夠發現問題，並且利用四大創新法

則思考：「使用者是誰？」、「什麼情境？」、

「做什麼事？」、「用什麼方法？」，就可以精

準地找到關鍵痛點，並利用跨領域、跨專業的知

識進行改善，讓科技輔具更貼近使用者需求。

利用科技打破窠臼，提升輔具便利性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在有很多技術可以讓

創新想法快速實現，例如 3D列印就可以幫助快

速產出模型，讓創意具現代化並進行驗證改善，

加速科技輔具的創新研發週期。游忠煌老師團隊

勇於打破窠臼、挑戰權威，利用科技改善傳統輔

具，讓智慧輔具更具有人的溫度與特質，成功研

發「呵護型助行器」、「具視覺提示之步態訓練

裝置」、「多功能智慧機器侍從」，幫助中風、

小腦萎縮症、帕金森氏症及行動不便的老年人。

透過系統模仿人類看護和復健互動的模式，能夠

讓使用者在科技輔具的幫助之下，提升生活便利

性，靠自己的能力重新走向戶外。

簡單工程，滿滿體貼
「只要了解問題在哪裡，融合各專業，就

可以用很精簡的工程來達到目的。」游忠煌老

師說，「呵護型助行器」利用感測器讓助行器

永遠保持在使用者身邊，隨時判斷使用者狀況

以及使用者意圖和環境的危險狀況，提供使用

者協助；又或是為了帕金森氏症所研發的「具

視覺提示之步態訓練裝置」，由於帕金森氏症

病患在跨步的復健上，需要有明確跨步的目標，

像是在地上貼指引標誌，或是透過復健師給予

輔助，但是病患能夠移動的空間距離有限，因

此游忠煌老師團隊將雷射裝置於助行器上，在

地上投射雷射光線，使用者就可以自己依照雷

射光線向前邁進，提升自主行動的能力，也大

幅降低病患行走時人力輔助需求。

「多功能智慧機器侍從」是全球第一個能夠

在前方跟隨的智慧機器侍從，讓裝置能夠保持在

使用者的視線範圍內，增加安全感，不用怕裝置

跟丟，除了輔具應用，未來也有機會可以應用在

機場行李車、賣場推車、娛樂裝置等。游忠煌老

師表示，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將工程和臨床整合，

讓未來的高齡社會裡，長者和失能者能夠獨立自

主、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轉載自《科學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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