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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緊急救護需求 

從99年的147,553件逐年上升至109年救護出勤量共有204,188件，10年內救護量成長達40%；平均每天出勤次數為

560次；高居全國之冠，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接受過緊急救護服務，每2.58分鐘就有1件緊急救護案件需求，緊急救護

服務需求儼然已成為民眾最需要的公共服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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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二、救護品質 

2021年人均GDP首度站上3萬美元，為了提升緊急醫療救護的品質，同時減少區域之間的差距以及提升市民緊急醫療救

護權益，緊急醫療救護的品質管理日形重要，因為緊急醫療系統銜接醫療，衛生與公共安全三大領域，位居攸關公眾健

康與醫療事故緊急應變的樞紐，且臺灣身處高度醫療糾紛環境，每年都有大約5百件上下，醫療指導醫師授權有限縮，

臺灣醫事人員挨告比例為美國的20倍左右，如何提升到院前及院後緊急醫療品質自然是個刻不容緩的議題。 

提升救護服務品質以
因應民眾醫療需求 

人口數:4,017,632 



壹、背景說明 
三、民眾期待快又好的服務 

本市緊急救護工作雖已逐漸成長，然而面臨逐年增加的救護量、品質需求以及民眾對於快又好的服務期待，如何提供

快速且優質之救護服務品質並付諸行動，將是本市的重要挑戰。 

提供質量兼

備救護服務 

品質需求 

民眾 

期待 
逐年上升 

救護量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Electronic Patient Care Record)功能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功能 
一、指揮中心端 

EPCR SERVER 

派遣端 

救護車輛即時定位 

救護病患人別辨識 

救護資訊即時傳輸 

指揮中心透過系統回傳的定位座標，即時掌控救護車所
在位置外，透過即時資訊傳輸將現場救護狀況傳輸至現
場端，並針對後送醫院滿床情形、救護車到達前對民眾
救護指導資訊的提供及救護技術品管監控。 

現場救護端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功能 
二、現場端 

全面電子化填寫救護紀錄表，節省人工上傳時間。 

救護紀錄表資訊填寫 

現場同仁利用生命徵象傳輸設備將現場量測數據上傳至
目標醫院，包含生命徵象、現場影像、12導程心電圖。 

生命徵象即時上傳 

針對4大急症(OHCA、CVA、心臟急症及重大創傷)，增設智慧
提醒，針對相關急症依據標準作業程序告知同仁應處置項目並
透過即時資訊通報院端，提早準備收治病患前置作業。 

危急個案急救準備通知 

本局全部救護車輛皆適用此系統。 

全部分隊皆適用 

透過資訊全面雲端畫，建置本局緊急救護資料庫，透過
本系統針對4大急症填寫相關回溯題目。 

緊急救護資料庫 

救護紀錄表全面電子化 

救護資訊雲端化 

醫院交接電子化 

危急個案智慧提醒 

本局所有救護車輛皆配置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功能 
二、現場端 

現場同仁利用生命徵象傳輸設備將現場量測數據上傳至目標醫院，包含生命徵象、評估資訊、12導程心電圖 

生命徵象即時上傳 

現場急救通報 

即時監測病患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功能 
二、現場端 

OHCA 

急性腦中風 
CVA 

心臟急症 
STEMI 

重大創傷 

現場危急個案通知: 
針對OHCA、CVA、心臟急症及重大創傷與各急救責任醫院合作，架設院端面板，利用資訊即時上傳將患者生理資訊同步
至醫師及醫院，期能縮短病患到達院後收治及開始治療的時間，增加時間急症的存活率及預後狀況至急救現場。 

案類 現場端 醫院端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功能 
三、醫院端 

醫院端-即時查看現場資訊 

院端資訊即時查看: 
即時收到院前通報重症病患，透過即時現場資訊上傳雲端，於病患還未到院即可掌握院前病患狀況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功能 
四、指導醫師端 

院端資訊即時查看: 
利用通訊設備，每天24小時排定醫師監控案件，藉由雲端科技即時整合院前傷病患資訊，提供高級救護技術員預授權環
境的準備，並促進預立醫療流程擴展的可能性，期能創造病患高預後、民眾高滿意度、醫院早期高參與、救護技術員高
專業等四高的新北救護新境界。 



貳、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功能 
五、分隊端 

即時通報 

病患主訴 評估通報 

處置通報 生命徵象 心電圖 

品管端: 
現場救護資訊即時上傳，使大隊、分隊端事後綜整分析及品管現場救護案件。 

病患資訊 



參、創新功能 



參、創新功能 
一、電子紀錄結合心電圖資訊 

全國首創本局100臺救護車輛皆可利用救護平板將生理監視器於現場測量之患者生理資訊(生命徵象、十二導程心電
圖、EMT評估處置) 即時同步傳輸至雲端，並結合本局電子化救護紀錄表，使病患院前資訊更加完整。 

十二導程心電圖 

生命徵象 



參、創新功能 
二、心電圖AI自動判讀應用 

ST段上升的急性心肌梗塞（STEMI） 
依實證研究顯示，若小於1小時內，最慢80-120分鐘內給予確立診斷梗塞血栓處並施以冠狀動脈再灌流手術（PPCI），
對於後續病患預後及存活狀況有很大的幫助，故本局院前利用心電圖自動上傳至雲端，結合院端系統AI判讀，使醫院端
可在到院前即時掌握病患資訊，加速到院後醫療診斷，提升心肌梗塞患者到院前急救照護品質。 

系統架構 

IoT AI 
Big 

Data 

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 
資料連結 

院端心電圖資料庫 
資料蒐集 

系統運算 
Data-Based學習 

透過雲端系統串
接各端點，將現
場心電圖資訊上
傳至伺服器。 

透過API串接院
端心電圖資料庫。 

系統自動判讀異
常心電圖，通知
院端值班醫師。 



參、創新功能 
三、資料庫回溯系統 

全國首創回溯資料庫，針對四大時間急症進行院後回溯資訊填寫，本市一年約有20萬件救護案件，透過救護資訊雲端
化，將救護案件傳輸到醫院端，使院前救護技術員可了解相關救護處置及判斷是否正確，以強化未來執行緊急救護品質
及救護政策發展，截至110年10月30日新北市相關急救責任醫院回溯率達85% 



肆、場域應用 
一、緊急救護即時守護 

新北市是人口最多的直轄市，109年到院前緊急救護服務達20萬4,188件，佔本市消防局出勤案件的92%以上的勤務，
是民眾求助消防服務中最高的服務需求，目前所有救護案件皆透過本系統即時上傳患者生理資訊至醫院端，提早啟動
救治相關準備，並提供線上指導醫師指導同仁處置救護案件，提高同仁處置正確率及傷病患安全性。 



肆、場域應用 
二、四大時間急症 

緊急救護時間急症是與時間高度相關的案件，時間上愈晚給予正確的處置，則傷病患狀況隨時間快速每況愈下，故本
專案除現場病患救護資訊即時上傳雲端外，同時建置院端通報系統，顯示即將送達病患類型及時間，經由本市救護車
後送至醫院接受靜脈血栓溶解劑時間(中位數)由75分鐘縮短至35分鐘。 

通報 

現場EMT 

醫院面板 



肆、場域應用 
三、醫療院所合作 

1. 醫療院所透過WEB登入可即時查看未送到醫院案件及病患資訊，並針對危急個案給予相對應處置準備。 
2. 全國首創運用API串接方式提供電子救護紀錄表，透過目標醫院與系統資料串接，現場人員掃取條碼，醫院端同時

可以取得該案件之救護紀錄表及相關資訊，完成院端電子交接事宜。 
 



肆、場域應用 
四、大量傷病患問題 

案例 執行困難 解決方案 

103.05.21 

捷運砍殺 

捷運多重出口，傷患後送在各出口送走，

無法統一掌握 

透過EPCR即時推撥宣告編組及集結地點供後續支援

提早應變，即使初期不集結亦可掌握資訊 

104.06.27 

八仙塵爆 

傷患眾多，指揮團隊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

傷患，送去哪裡? 

1. 行動載具記錄病患資料傳輸雲端 

2. 救災幕僚透過EPCR雲端資料庫掌握醫院收治能量

及救護能量 

3. 醫院端點透過EPCR網頁掌握到院前病患資訊 

4. 跨縣市消防局，民間機構合作 

105.07.06 

樂活長照 

傷患送走時，只知道大約年齡及性別，家

屬到場無法確認傷患送往哪間醫院，故無

法前往醫院尋人 

病患資訊可記錄病患相片及特徵，供後續家屬辨識 



肆、場域應用 
四、大量傷病患情資管理系統 



肆、場域應用 
四、內部效益 

4. 整合救護雲端資料庫 
109年本局院前救護約20萬餘件為全國之最，亦即表示存在有20萬筆之救護資料，可供各項醫療研
究之用，透過系統進行之各項救護資料記錄，對於未來救護品質管理資料分析具有高度助益。 

1. 減少紙張耗費及時間耗費 
109年本局緊急救護量共計204,188件，其中紙本救護紀錄表，一年減少紙張耗費高達80萬張；救護
資訊化，同仁返隊後不需手動登入資訊系統，一年可節省5萬小時。 

2. 減少救護處置及填寫錯誤率 
智慧雲端動態救護系統設置智慧提醒，建置相關邏輯提醒院前救護技術員應處置項目，減少同仁處
置錯誤及填寫錯誤率，過去紙本錯誤率為13.8%，但透過智慧提醒錯誤率為0.05%，下降13.75%。 

3. 建立救護品管機制 
發展本市緊急救護績效衡量指標，還原現場急救狀況，進行同步品管機制，即時針對19項關鍵指標
進行補強以及修正，以提升系統可靠度。 



肆、場域應用 
四、外部效益 

3.提升OHCA康復出院率 
經統計本市自升格以來，OHCA康復出院率自99年3.10%，大幅成長至109年10.71%，共計成長
7.61%，救活人次達2,111人。 

提供完整救護諮詢 

1.提供完整救護諮詢 
指揮中心24小時派駐專業護理師及高級救護技術員於到院前提供民眾醫療諮詢，同時加入線上指導
醫師供現場救護人員諮詢，包含13種現場用藥用藥、處置及評估判斷，提升病患照護品質。 

2.提升腦中風患者到院前急救照護品質  
提升腦中風病患到院後靜脈血栓溶解劑(IV-TPA)施打率處置，108年IV-TPA施打率為14.40%，109年
IV-TPA施打率16.02%，提升1.62%。 

4.高市民滿意度 
為了解本市市民對於本局重要政策及各項業務服務滿意度，作為未來服務參考項目及政策制定方針
與執行依據，本局政風室每年以電腦輔助電話抽樣方式針對新北市民進行訪問，自104年起已連續5
年廉政民意問卷調查救護施行滿意度均達97%以上，顯示民眾極高的肯定。 



肆、場域應用 
四、案例成果 

108年11月初，77歲王爺爺在家中突然肢體無力，疑似腦中風現象，家人緊急撥打119協助送醫。透
過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車配備之救護雲端系統，將患者的生命徵象、中風指標測試影像先傳輸至急
診檢傷電腦，使醫院端能及早啟動中風治療流程，到院後可立即注射靜脈血栓溶解劑，對病患癒後有
著重要影響。 



醫院急救

準備通知 

肆、場域應用 
四、案例成果 

案件 
派遣 

人員 
到場 

人員
離場 

患者
到院 

癒後
處置 

10：57 11：02 11：13 11：22 

腦中風
測試 

患者生命徵象雲
端更新 

指揮中心腦中風派
遣垂片資訊 

施打血栓

溶解劑 



肆、場域應用 
四、案例成果 

109年7月五股區一名男性患者於晚間騎完腳踏車後覺得胸悶不適，消防局獲報後第一時間派遣重陽分隊行
動急診室救護車前往支援，救護人員到場後立即執行12導層心電圖，發現患者疑似為下壁心肌梗塞，隨即
加做右側12導層心電圖亦為異常。救護同仁除給予抗凝血藥物阿斯匹靈(Aspirin)300mg並即時詢求線上本
局醫療指導醫師指導。由臺北市新光醫院洪世文醫師確認後，立即指示救護人員再給予抗凝血藥物
Ticagrelor 180mg。並協助通知醫院端啟動緊急處置，提前通知心臟內科醫師準備，於黃金時間內將患者
送往心導管室將血管打通，患者已於7月10日脫離險境且轉一般病房觀察。 



給予
Ticagrelor 
180mg  

肆、場域應用 
四、案例成果 

案件 
派遣 

人員 
到場 

人員
離場 

患者
到院 

癒後
處置 

20：53 21：06 21：12 21：22 

疑似MI患者， 
給予Aspirin300mg 

線上指導醫生
跟案 

患者生命徵象雲
端更新 

啟動心導

管團隊 



肆、場域應用 
四、案例成果 

110年初，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9歲王姓女童開心參加校外教學，卻因奔跑導致心臟病發，當場
無呼吸心跳。消防局119中心接獲報案後派遣慈福分隊出勤，到達現場後發現9歲王姓女童臉色
發紺並呈現OHCA，所幸現場有2名校護協助急救，救護人員接手後立即給予處置，並將病患送
往台北市新光醫院急救，住院觀察10日後順利出院，重新回到正常生活軌道。 



醫院急救

通知準備 

肆、場域應用 
四、案例成果 

案件 
派遣 

人員 
到場 

人員
離場 

患者
到院 

癒後
處置 

11：02 11：05 11：15 
11：18 

Bystander

CPR 

指揮中心OHCA
派遣垂片資訊 

患者生命徵象
雲端更新 



伍、未來計畫 
5G行動急診救護車開發 

軟
體 

硬
體 

雲
端
資
料
庫 

5G
設
備 

智能語音助理 

影像傳輸品管 

 AI智能判讀 

1. 智能語音助理，提供現場EMT語音提醒及語音輸入，

同步將EMT語音訊息傳至資料庫。 

2. 建置智能影像管理平台將現場影像回傳伺服器進行

智能品管作業。  

3. 雲端OHCA特殊案件資料庫。 

4. 心電圖資訊AI智能判讀。 

5G行動救護車 

1. 升級5G行動救護車 

2. 升級院前即時影像設備 

3. 5G串流急救責任醫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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