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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大數據以往常用於商業資料及統計的分析，而疾病型
態也較以往變化許多。近年來，由於資料量迅速增長及各項技術成熟，且可能持
續發展下去，巨量分析的效益使得透過資料分析可以從過去進化至預測未來，開
創出各類商業模式，其中亦包含健康資訊部分，民眾健康的思維模式已從過去單
純醫療照護，提前至個人健康資訊管理，因此就必須結合到資訊端的計算，方能
有效將數據整合。然而想要運用大數據創造出更多價值，必須確認數據可用性及
瞭解其運用方式，本文嘗試在現今大數據建構下，發展純粹限於健康資訊運用層
面，其目的期望藉由大數據科技結合在健康資訊，讓每個人瞭解其功能與價值。
目前國內人口逐步轉變，邁入高齡化社會後健康問題更顯得日益重要，如能從上
述將大數據科技妥善運用發揮關鍵作用，在健康資訊方面必能獲得更多效益，讓
健康達到智慧型預防。

以上藉由概略介紹大數據基本概念，瞭解到大數據在我們生活上已息息相關，
雖有其正面及反面的影響，但未來可以鏈結的部分只會增多不會減少，可見其
重要性，在健康管理方面運用不管穿戴或手機App的單一或結合使用，大家重點
瞭解到大數據不僅是在企業上可以使用，在其某專業領域或生活上我們都可以
妥善運用，讓一般民眾知道大數據的益處及瞭解如何使用，使其發揮最大效益，
未來有關醫療或健康管理運用上仍需透過智慧科技來優化，不僅是分析個人健
康生活型態，亦可以進化到預測健康風險，改善自我身體健康狀況，這是個全
新世代的發展，且主體可以規劃回歸全民的健康，相信未來這些穿戴裝置結合
手機或電腦將更融入我們生活，協助大家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及擁有健康人生。

3.結果與討論

4.結論

主題：健康促進

本文研究主要以個人收集資料文獻及舉例實施分析，大數據的時代來臨，讓改變
我們以往傳統分析的看法，亦可以說大數據就是力量，現今有許多商業模式皆使
用大數據，簡單來說即用宏觀角度來審視數據，數據經過整理，方能見其紋理，
當作判別之基準，它的分析提供了真正有潛在利益的方向。在健康方面，由於現
各類電子設施與穿戴裝置，都會產製各項數據和資訊，並藉由物聯網串聯，透過
網路連線，個人健康資料可在雲端進行彙整並儲存管理。主要以個人健康管理運
用上為主，探討結合現今大數據建構下其所產生的功用與效能，藉此提出個人研
究發現與建議，提供參考(研究架構圖如圖1)。

隨著全民健康意識抬高，不僅變得越來越注意自身的飲食、運動，也開始懂得運
用智慧型穿戴裝置和手機App來幫助自己做健康管理，而從研究中可發現目前手
機使用為普遍人擁有，要運用大數據還是需有網路，而智慧型手環及手錶所得數
據，透過手機或電腦等設備將其數據同步進行儲存，才能創造出最大效益及發揮
數據功能(分析如表1)

大數據技術開源共享的技術是資料共享的啟動機制，使得企業加入大數據時代
領域的實力門檻降低，亦影響數據的安全性。在開放的環境下每一個人均可以
利用便捷的管道取得大數據資料，甚至竊個人隱私進而危害社會、國家安定。
建議使用上除非必要，否則盡量勿在網路上留下紀錄，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
是從根源上來避免的方法，有關個人隱私部分，或許在未來政府有更嚴謹的保
護措施，讓企業有所遵循，如儲存上進行加密作業、設定不同等級的安全係數
及各式的安全防護措施，但最重要的還是個人問題。
另大數據資料真真假假一體兩面，就像如果要讓人相信較誇張的話，也許只要
加上數字，你可能就受騙，甚至恐怖組織也運用社群媒體平台實施宣傳，大數
據反向操作就是資料夠多，想要有甚麼結果，大數據就創造給你，因此就算數
據上覺得科學與客觀，但卻無法預防不肖人士運用數據來欺騙或誤導大眾，建
議在現今資料龐大中，用戶需求不斷做改變，前一週的大數據分析結果或許就
不適用於下週，其中還包含數據被忽略及沒辦法使用，暗數據可能就在任何細
節中，使結果與現實有段差距。因此我們需要學會分辨資料的正確，例如從較
多方面去搜尋比對、時間上的檢視或者透過不同角度去思考解讀，避免過度於
大數據中迷失自我，而由資料來控管我們。

3.1穿戴及手機運用各有利弊，結合創造大效益

3.2大數據運用安全化，數據資料提供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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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研究架構圖

促進健康管理及研發

2.研究方法

表1：健康管理方式運用分析表

建議個人在使用上述健康管理方式前，建議應先至醫院完成自我健康檢查，接續
按照體檢表上所呈現數值，如有異常項目向醫生尋求解決辦法或自我健康管理，
按照自我健康狀況，選擇屬於自己健康管理方式(如圖2)，表1所說明的僅適用一
般人員，如高齡或有慢性病人，可能需要增加其它智慧感測裝置或其它輔助，透
過這些先進的工具，對身體數據實施蒐集，並將資料回傳至資料庫，同時運用遠
端視訊及監測介面來觀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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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自主健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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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數據真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