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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護理人員排班問題所涉及之因素非常

複雜，若將各項影響因素納入研究中並不

易，因此一般常以院方對人力之需求與成

本為排班之依據。至於護理人員本身對排

班之需求與喜好度通常無法完全納入考

量，因此本研究將護理人員對排班之相關

因素與條件以及本身對排班之喜好度納入

模式中。 
本研究將模式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

為主要問題，主要以所花費之最小成本為

目標函數，包含人員之薪資成本等因素，

以院方人力需求為其限制式；第二階段為

輔助問題，將排班時可能之因素納入，包

括上班時數、輪班、休假、年資等因素，

並將護理人員對各項因素之喜好度納入模

式中。並以整數規劃之分枝界限法

(branch-and-bound method)、塔布搜尋法

(tabu search) 及以網路模式之最短路徑問

題(shortest path problem)求解，以使整個模

式更接近實際狀況之需求。 
 

 
 
關鍵詞 : 分枝界限法、塔布搜尋法、最短

路徑問題 
 

Abstract 
 

Nurse scheduling involves 
complicated factors, so it is not an easy task 
to meet all related factors. To simplify the 
problem,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hospital 
usually arranges the schedule based on the 
need and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As to the 
preferences of nursing staff, it is not possible 
to put into fully consideration in scheduling.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ut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staff 
into model. The model of the study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phase is to 
focus on the major issues. It aims to figure 
out the goal function of the least costs, which 
include the salary cost of nursing staff. 
However, the above will be restricted by the 
need of the hospital. The second phase is to 
focus on the related issues. It will bring in the 
possible factors in scheduling, such as 
working hours, shifts, holidays and 
experiences etc. In addition, it will also take 
preferences of nursing staff into model. 
Furthermore, this model will approach to 
actual condition by using the branch-and 
bound method of integer programming, tabu 
search as well as using the shortest path 
problem of network modeling to solve out the 

1 



answer. 
 
Keywords： Branch-and bound method，Tabu 

search，shortest path problem 
 

二、緣由與目的 

由於醫療體系與環境之變動、全民健保

之實施、醫療費用與成本之上漲、以及消

費者意識之抬頭與醫院間之競爭壓力，使

得各醫療機構需提昇自我之品質與競爭

力，因此需考慮如何降低成本及促使院內

之資源充分運用，而在醫療系統中，護理

人員所佔人數之比例較其他專業人員為

高，約佔總人員數之 30% ~ 40%，因此如合

充份分配護理人員，以獲取最高效率，為

一重要課題。 
目前我國各大小醫院之護理人員的排

班，多以人工之排班方式處理，一般多由

護士長或主任、組長等較高階人員，依照

人員之數目以及實際之需求作一排程，因

此在執行上不但較無效率，且有時較不具

公平性，更無法將護理人員個人之喜好考

量在內，因而影響工作績效。因此，如何

依護理人員個人之喜好，以及對院方獲最

佳效益條件下，尋求重要指標，並可利用

各指標之權重建構適當之護理人員排班系

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參考與使用。 
護理人員之排程問題與院方以及護理

人員本身有密切關係，如何以院方的角度

衡量成本，以及護理人員本身對工作與環

境之滿意作一調和，使獲得一最佳之平衡

點為本研究之目的。 
由於護理人員排班問題所涉及之因素

頗多，因此所建立之模式，包涵院方之人

力需求以及相關成本考量，並將護理人員

對排班因素之重要性之相關權重列入模式

中，以更符合醫院實際狀況之使用。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為二階段模式，一為主要問

題(master problem)，一為輔助問題(auxiliary 
problem)。 
 1. 主要問題 

(1) 符號與變數   
s: 排程(schedule )  
t : 班別(shift) 
n : 護理人員編號， n=1,2,.. 

班t天之第d第有分派,排程s中,1

之需求p班可含蓋時段

: 職級(skill level) 
p : 時段(period) 
d : 第 d 天 

其他,0
{:stdα

護士n職級為,1
β

 

其他,0
{:n

t第1,
{:γ

 

其他0,tp

第n位護士接受排程s,1
{:x

 

其他,0ns  

pde : 職級 之護士，被分派於第 d 天之

時段 p 之喜好度 

:qLT  第 t班於第d天之時段p職級 所

需之人員數 

:pns 護士 n 在排程 s 之罰值(penalty) 

:gns 護士 n 在排程 s 之薪資 

:fns 護士 n 分配予排程 s 之喜好度 

L : 在第 d 天 p 時段，職級之子集合 
T : 在第 d 天 p 時段，班別之子集合 
D : 在第d天p時段，(L,T)集合，即D(p,d) 

(2) 主要問題模式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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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 t

stdntppdns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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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1) N,..,1n,1x
s

ns ==∑

,qxnsstdntp ≥αβγ∑ )2((p,d)),(
s n t

DTLLT
T L

∈∑∑ ∑
∈ ∈

nsx        = 0 or 1 ; n = 1,..,N; s = 1,2,..,S 
(3) 目標函數說明  

主要問題之目標函數為一極小化之

問題，包含護士 n 分派予第 s 排程之薪

資 gns、喜好度 fns ;護士 n 分派予第 s 排
程之罰值 pns，此數值可依各院所本身之

需求所訂定之值;以及護理人員對不同

班別、不同時程等之期望數值。 
(4) 限制式說明 

限制式 (1) : 每一位護士僅會分派予一

個排程 
限制式 (2) :  第 d 天之時段 p 於第 t 班

所需之人員數 
 
2. 輔助問題 

輔助問題為主要問題成立下，增加各

項資源之限制，如每位護士所需工作之上

限與下限所需時數、每位護士之換班比例

之上限與下限之規定等資源限制，及加入

護士個人對排班因素之重要性與喜好，並

以網路模式之最短路徑法求解。將各項資

源如工作量、輪班、休假、換班等資源限

制  以 網 路 形 式 表 之 見 圖 一 ， 其 中

G=(V,A)，V 為節點(vertices)，A 為弧(arc)。
Vi 代表在第 di 天分派第 ti 班，Vi 依時間順

序排列。 
(1) 符號與變數 

ix : 各資源於節點 vi 所設定之下限值於

所 組 成 之 向 量 ;  即 

)x..,x,x(x i2i1ii ℜ=  

ix : 各資源於節點 vi 所設定之上限值所

組 成 之 向 量  ； 即 
)x..,x,x(x i2i1ii ℜ=  

ih : 各資源於節點 vi 之下限閥值

(threshold) 所 組 成 之 向 量 ； 即 

)h..,h,h(h i2i1ii ℜ=  

ih : 各資源於節點 vi 之上限閥值

(threshold) 所 組 成 之 向 量 ， 即 
)h..,h,h(h i2i1ii ℜ=  

ijw :自節點 i 至節點 j，各資源之下限值

於所組成之向量， 

即 )w..,w(w ij,1ijij ℜ=  

ijw :自節點 i 至節點 j，各資源之上限值

於所組成之向量 

即 )w..,w(w ij,1ijij ℜ=  

iju :自節點 i 至節點 j，各資源消耗量於

所組成之向量 

即 )u..,u(u ij,1ijij ℜ=  

ijc :自節點 i 至節點 j，各資源之成本，

即各弧之長度。 
xi : 資源使用向量 

即 )x,..,x,x(x i2i1ii ℜ=  

nω :給予護士 n 喜好度之權重 
λ: 主要問題之對偶變數 

其他,0
dd,t,1{

ttd
d
t =∈=δ T

T :  

 
(2)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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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解法 
主要問題以整數規劃之分枝界限法及

塔布搜尋法求解，經由塔布搜尋法求解較

有效率且較迅速；其次利用主要問題之可

行解條件下，再以最短路徑法求算在各項

資源限制及護理人員排班喜好度條件下之

最佳分派方式。 
4. 結論 

本研究針對護理人員排班之相關因素

納入模式，主要以人員相關成本以及護士

個人之各項排班因素喜好度為目標，以人

力之需求，以及排班各因素之限制，如換

班，休假，連續上班日等資源因素為限制。

充分考量到院方以及護理人員相關互之需

求，以達最佳之分派員。 

四、計畫成果自評 

1. 本研究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本研究可依各醫院之不同狀況進行調

整，模式非常具彈性。 
2. 本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  

   應用價值高，可應用於各相關醫療院

所。 
3. 本研究成果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

申請專利之說明: 
本研究成果可發表於國內外期刊，但本

研究成員非工程技術之研究，因此不適

宜申請專利。 
4. 未來展望暨後續研究: 
本研究下年度將利用實際之例，運用此模

式進行分析，屆時更可驗證其使用性。 
5. 計劃成果自評: 
研究內容與原計劃相符，本研究計劃擬撰

成論文，發表於相關之期刊，以供參考。 
cij uij 

vi 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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