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1157 期

【新任一級主管介紹】蘭陽行政處蘭陽行政長鄧有光 AI結合醫療為社區服

務  
111學年度新任主管專訪

 

【記者彭云佳專訪】「高教要轉型，不能只悶在學校裡說要轉型，而是直接面對

地方政府和醫療機構，幫他們解決難題。」30年前，淡江校園中坐在黑板前的男孩

，從資工系學士一路唸到博士，時光兜兜轉轉又回到母校任教服務，這是專任副教授

兼精準健康學院籌備處暨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鄧有光，於2月1日起再兼

蘭陽行政處蘭陽行政長，他將為蘭陽校園未來30年擘畫發展宏圖。

 

少子化衝擊  長照機構應對

 

　鄧有光說明，臺灣每年出生人口數，從最高45萬逐步下降，至今跌到13萬人左右

，少子化已是既定事實，未來大學招生勢必遇到瓶頸，蘭陽校園除成立精準健康學院

及2個碩士班招生外，也追求轉型，選定正邁入高齡的中老年人口，規劃常青教育

，如安排日常活動與課程陪伴，提供長照、安養、喘息服務的綜合型機構。

 

　社會福利政策「長照2.0」中，費用由84%政府補助和16%民眾自行負擔組成，吸引

許多民眾申請，鄧有光說道，目前宜蘭縣醫療長照床位數仍供不應求，估計還需

1,000床數，「本校蘭陽校園時機、地點皆萬事俱備，只欠醫療護理背景，就能重新

打造。」如此一來，同時能緩解政府施政困難。

 

了解在地需求 尋找合作夥伴

 

　鄧有光指出，從市中心到偏鄉，在宜蘭已與羅東博愛醫院、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

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和蘇澳分院簽約，其餘還有小型長照機構，以社團法人方

式開設，平均規模約35人，多達100多間，散布廣、密度高，與臺北地區以百床起跳

之經營規模相當不同，為宜蘭在地特色。

 

　本校112學年度在蘭陽校園開辦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訊息也大受當

地各機構人員好評，未來也將申請開辦第２個碩士班，吸引長照及醫療機構之中高階

管理人員報考。因長照看護之外籍移工減少4成，小型長照機構面臨人力不足困境

，此時需要依靠AI智慧來協助精準健康管理，利用科技系統監測減少人力照護負擔。

 

AI結合醫療服務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受Covid-19影響，許多患者肺部不舒服、長期咳嗽，現今各醫院肺部Ｘ光片拍攝量

相當大，為解決醫生判讀壓力，鄧有光分享，以AI偵測肺部疾病，透過掃描Ｘ光片

，以大數據判別肺部受病毒干擾程度是否嚴重。另一項AI計畫為原住民語與常見病症

的語音翻譯對照，宜蘭原住民前往就醫，因護理人員無法理解其族語，雙方交流困難

。他與學生研究，計劃協助醫院設常見病症用語列表，使護理人員可依據患者的描述

，引導前往就診，未來將擴大請教原住民耆老，蒐集原住民語形容病痛的語詞，再訓

練AI在病症上的兩種語言的語詞對應、歸納和轉譯，以AI統計分析來判別。

 

　鄧有光感到最特別的是，協助架設宜蘭最大的居家照護協會系統，該長照機構提供

居家老年人計次長照服務項目，如陪伴購物買菜、監督服藥、家事清潔等，長者或其

家屬依據所需服務提出申請，系統則整理訂單，派遣護理人員或是照撫人員到府服務

。尤其宜蘭地區為全臺民宿業聚集地，許多民宿擁有者為老年人，可能無力自行清潔

，即能透過居家照護提供專人打掃整理服務。鄧有光點出，根據調查，居家照護協會

的服務已逾八成民眾之需求，未來市場發展潛力無窮。

 

蘭陽校園大改造 景觀兼具商業化

 

　鄧有光說明，蘭陽校園佔地40公頃，維護建築物相當重要，更需要花費不少心力思

考轉型，不管是作為長照機構還是觀光旅遊用途，皆是「校園活化」，除了學生宿舍

未來可能轉變為長照機構，教師宿舍也可以整修為親屬陪伴旅館，並採收費制，原有

的店鋪以前只服務師生，現在則重新思考招商對象。

 

　「蘭陽校園很漂亮，選擇不同的道路適合當地產業需求，很適合優閒地生活其中。

」鄧有光笑道，將繼續與地方政府、醫院、社區發展協會溝通協調，促進產官學合作

，讓優美的蘭陽校園繼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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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行政處蘭陽行政長鄧有光2月1日上任。（圖／鄧有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