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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滿為患的醫院，穿梭各樓層與廊道的病⼈與醫護，候診室內醒⽬的看診序號亮著，等待護理師叫號的時間總是漫⻑⼜緊張。拉
開診間的⾨，填滿空間的不是醫⽣與病患間的問診與對話，⽽是醫⽣敲擊鍵盤的聲⾳。這樣的畫⾯，普遍出現在你我的就醫經驗中，
繁瑣複雜的看診流程，讓候診等待時間增加，醫病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減少，往往可能造成訊息傳遞不完全，影響對疾病的預防與控
制。

醫療新視⾓ 醫療產業迎接AI浪潮
透過醫⽣與病患的來回對話，「語⾔模型」整理出病⼈的病例資料與診斷建議，讓醫⽣能利⽤問診時間更充分掌握病患情況，增加與病患交流、了解的時間
與⼼⼒，藉由患者的症狀描述，線上諮詢平台為使⽤者提供健康建議、就醫科別、醫師預約選擇等醫療服務；下載醫療智慧應⽤程式，利⽤各種健康數據監
測及分析，⽣成個⼈化的健康趨勢報告與飲食、運動⽬標。

過去在就醫時曾遇到的問題：醫⽣在⼯作時忙於病例與繁瑣⼯作，減少與患者的交流與問診，讓患者覺得看診時間緊迫⼜制式化，⾝體不舒服時，不知道⾝
體的緊訊意義，猶豫要掛哪個科別或醫師；僅知道少數症狀，不知道要如何陳述給醫⽣，醫⽣在理解上與病患有出入，在當代AI醫療科技的輔助下，仿若醫
病間溝通橋樑的⾃然語⾔處理(NLP)問世，問題解決終於迎來轉機。

陽明交通⼤學電機系助理教授顏安孜介紹⾃然語⾔處理技術的發展歷程與應⽤，藉由⼤量的病例分析與第⼀⼿患者資料，⾃然語⾔處理建立⼀個語⾔模型，
「讓電腦從學習中能了解⼈的語⾔模式與規則，甚⾄是產⽣⼈的語⾔來與⼈類溝通」。⽬前已實際應⽤在各個產業內，醫療⽅⾯利⽤語⾔模型來聆聽病⼈講
話，轉換並作成紀錄，減少醫⽣看診的⼯作量，能夠有更多時間投入在與病⼈的問診與溝通，或是製作檢驗報告，讓醫⽣僅擔任檢查確認的⼯作，減輕醫護
⼈員的負擔，患者在就醫時也能獲得更多與醫⽣溝通的時間，讓彼此對病情有更全⾯的理解與應對，也能更積極地參與醫療決策，建立雙⽅的信任感。

 



▲  ⾃然語⾔處理技術在醫療上的應⽤。（圖片來源／許安廷⾃製）

語⾔模型⾰新 信息處理的新⾥程
隨著技術⾰新，⾃然語⾔處理的資料收集也愈加廣泛與完整，從⼀開始⼈⼯設定的語法規則、搜集文本，到今年ChatGPT問世，⾃然語⾔處理也歷經許多階
段上的調整與修正。在歷程上⼀共可分為四個階段，最初第⼀階段為撰寫模板，根據⼈類的語⾔模式與詞彙規則⽽制定，但即使透過⼤量統計文本與詞彙，
仍存在語句⽣硬、許多詞彙組合無法被搜集到以⾄於應⽤有限。第⼆階段則從統計改為機器學習，當時許多⼈嘗試使⽤神經網路做語⾔模型，透過輸入與輸
出的訓練，讓機器去學習其中對應的關係與表達⽅式。第三階段出現新的模型(Google BERT)，克服第⼆階段需要⼤量訓練資料的限制，透過⼩部分資料進⾏
轉移學習，讓技術開發的效率與效果更勝以往。

直到近年開始邁入第四階段，語⾔模型規模擴⼤，越來越能了解並產⽣⼈的語⾔，如ChatGPT能夠⽣成完整度⾼且流暢的語句，但⽬前仍有技術上的瓶頸需
要突破，顏安孜提到⽬前的⼤語⾔模型適⽤於各種情況的語句學習與表達，但在特殊領域上因為專業知識尚未完備，會出現應⽤上的錯誤或疏漏，如內容資
訊⽣成錯誤，影響使⽤者接收。此外，⼤語⾔模式也是從⼈類⽇常的文本中去學習，因為語⾔模型無法⾃⾏進⾏篩選，可能會學習到不正確的內容，造成⽣
成結果產⽣偏⾒、刻板印象，如接收到偏激或歧視⾔論，語⾔模型可能會⾃動學習後再⽣成給使⽤者。

 

跨領域延伸 新時代技術驅動
⾃然語⾔處理技術在醫療上最主要的⽬的就是減少醫護⼈員較基礎、重複性⾼的⼯作，讓醫⽣與患者的問診過程能夠更理想，減少繁瑣的項⽬；或是當⺠眾
對⾃⾝⾝體狀況有疑慮時，能利⽤客服機器⼈的諮詢，得到初步的醫療建議，減少⼤眾在對⾃⾝病痛所產⽣的疑惑與焦慮。

除了醫療場域外，其他領域也能看到技術應⽤的成果，主要是針對搜尋及處理⼤量的文件，完成繁瑣重複的⼯作，或是針對資料提出決策相關建議，減少⼯
作量並降低⼈為疏失，像法律產業、⾦融產業內就能看到⾃然語⾔處理技術幫助內部員⼯簡化複雜的業務流程，或是線上商店或粉絲專⾴使⽤客服機器⼈，
針對顧客提出的問題做出第⼀步的回應，讓客⼾服務能更即時，為公司減少⼈⼒⽀出。

 









▲  ⽤⼾藉由客服機器⼈查詢以即時獲得回答。（圖片來源／Pexels）

隱憂與應對 病患隱私風險的解⽅
看似未來醫療新星的技術，也存在著問題與隱憂，不同於⼀般的語⾔模型，能夠任意使⽤各種資料，仰賴資料⼤範圍流通的⽅式，提供模型搜集及查閱。考
慮到病患的隱私權與個⼈權益，患者的病歷記錄及任何就醫資料無法直接公開上傳，很容易會有資料外流與隱私暴露的疑慮，現今資訊流通廣泛，在保護個
⼈隱私的部分上必須格外注意。

顏安孜表⽰，為了降低病患隱私風險，並減少患者對資料外流的不安與擔憂，醫院會採取⼀些⽅式來維護病患權益，如開發⾃⼰的語⾔模型，⽽非與外部機
構共⽤，或是採⽤較⼩規模的語⾔模型，資料在私⼈或是規模較⼩的語⾔模型內流動可增加安全性與保護，許多醫院⽬前也會在患者就醫後給予其雲端病例
資料上傳同意書，讓病患了解⾃⼰的權益，或是與其他醫院進⾏「聯邦式學習」，共同合作以增加內部資源整合與流通。台灣⽬前已有多家醫院引進⾃然語
⾔處理技術，以更貼近病患需求及改善醫療⾯向。

 

https://www.pexels.com/zh-tw/






▲  醫院引進⾃然語⾔處理技術並關注隱私曝光問題。（圖片來源／Pexels）

未來趨勢關鍵 讓語⾔模型貼近⽣活
⾃然語⾔處理技術進展持續突破⼈類的想像，從程式⼀開始僅能接受文字輸入，到現在能夠讀取、輸出照片與語⾳輸入，甚⾄是⽣成圖片作為回答，顏安孜
認為「多模態」與「個⼈化」的發展⽅式會成為趨勢，多模態的資料處理讓技術的應⽤更加廣泛與多元，使⽤者能夠藉由更多形式與呈現⽅式來表達個⼈需
求，以獲得更理想的⽣成結果。

https://www.pexels.com/zh-tw/


考量到成本與運算量限制，現在也有趨勢往⼩語⾔模型來開發，藉由縮⼩語⾔模型範圍並提⾼精準度與專業性，讓技術能夠在特定領域的運⽤上發揮更⼤的
成果，造福不同範疇的對象，對於疾病與健康使⽤⽅⾯的⽤⼾，能利⽤醫療專業的模型得到更精準與適切的判斷與建議。

個⼈化則是讓⾃然語⾔處理技術能夠加入使⽤者偏好與習慣，讓語⾔模型在⽣成答案及結果上，能夠更符合使⽤者的喜好與想法，⽬前的模型尚未有此功
能，若能加入使⽤者喜好的搜尋與紀錄，推薦符合個⼈喜好的事物給⽤⼾，讓技術開發達到更好的效果，使⽤者能利⽤個⼈化紀錄與偏好，得到運動推薦、
飲食改善菜單與醫療建議等不同範疇的項⽬。

⾃然語⾔處理技術從1950年代發展⾄今已逾七⼗年，並在近兩年因⽣成式AI⽽迎來突破性的成⻑，未來潛⼒無可限量。在⼈機共存的時代下，技術的⾰新使
語⾔模型更貼近⼈⼼，期待技術的發展能夠對疾病有更精確的檢驗與診斷，加強醫療訊息的流通與整合，改善現今醫⽣業務與患者照護，使其得以在醫療領
域持續發光。

 







▲  加強技術發展與醫療訊息的整合，建立醫病信任關係。（圖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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