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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大數據的概念風行

全球，但是何謂大數據？大數

據是指無法使用傳統數據處理

方法來輕鬆管理、處理或分析

的”極其龐大且複雜”的數據

資料。這中間涉及收集和分析

來自各種來源的大量結構化和

非結構化數據，例如社交媒

體、偵測器、網路交易、網絡

瀏覽等。  
 
    大數據的特點有四個

“V”： 

1. 數據量(Volume)：大數據是

指從各種來源生成和收集

的”大量”數據。 
 
2. 速度(Velocity)：大數據的資

料是快速生成，通常需要實

時或近實時處理。數據能快

速流動，快速分析和反應。 
 
3. 多樣性(Variety)：大數據包

含多種類型的數據，包括結

構化數據（例如：數據庫、

電子表格）、半結構化數據

（例如： XML、JSON）

和非結構化數據（例如：文

本、圖像、影片）。 這種

多樣性也帶來了存儲、處理

和分析的困難和挑戰。 
 
4. 準確性(Veracity)：大數據

容易出現數據品質和可靠

性問題。 它可能包含影響

分析和決策的雜訊、錯誤或

不一致性。 

 
    大數據在醫療中的應用非

常廣泛。例如，電子病歷是大

數據在醫學中最廣泛的應用。

另外，醫療數據以及不同階段

的醫療照護協助，例如：抽血

報告、檢查資料、影像資料、

藥物、病人的血壓心跳、每一

位病人的醫療開銷….都是形

成大數據資料庫的元素，這些

資料如果善加利用可以為醫學

帶來更多影響。然而這些資料

通常都是沒有

系統性且雜亂

無章地儲存在

醫院的雲端系

統，有一些資

料是結構化(例

如抽血報告)，

有一些資料是

非結構化(例如

胸部 X光)。通

常非結構化的

資料必須轉換

為結構化的資

料，才能以傳

統的統計方式

運算；或者使

用 AI人工智慧

的方式將非結

構化資料解讀

成結構化的資

料。 
 
    中國附醫

臺中總院自 2008年起，心臟超

音波的報告內容與格式全院統

一，每一次的檢查盡可能收集

詳細的資料 (包含身高、體

重、血壓、心律、各個瓣膜、

收縮舒張功能、右心…)，而且

每一筆檢查以結構化的方式進

入資料庫，儲存於院內的雲端

系統，至今有超過 20萬筆資

料。本院的大數據中心成立之

後，心臟超音波的資料與其他

 

圖、梁馨月醫師出席 2023 美國心臟超音波年

會，National harbor, MD, USA 



結構化資料串聯，並且與健保

資料庫的死亡檔連結，形成院

內院外結合的龐大大數據資料

庫，再經由統計師的的努力，

剔除污染或不合理的數字，最

後篩選出 57630病患，並分析

發表學術論文[1,2]1.) 2016年美

國心臟超音波醫學會(ASE)提

出的舒張功能評估指引優於之

前 2003年的指引，以 2016年

指引評估的舒張功能異常與病

人的心因性死亡有等級性的相

關；2.) 2016年指引分析的舒

張功能異常和腎臟功能不全也

有等級性的相關，並且影響腎

臟功能不全病患的心因性死亡

率。 
 
    大數據分析也可以使用先

進的技術和工具(例如: 數據挖

掘、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 從

龐大而複雜的數據中，發現有

意義的信息來提取有價值的見

解、模式和趨勢，其中人工智

慧的無人監督(unsupervised)

模式更有機會突破現有的知識

框架。然而萬丈高樓平地起，

大數據的時代來臨雖然讓各行

各業，包括生技醫療，在研究

開發更加流暢有效率，但是大

數據仍是由各個小數據匯集而

成。 因此各家醫院如何形成有

價值的資料庫，無論是結構化

或非結構化格式、如何串聯、

如何維護….是建置大數據資

料的重要步驟，這當中資訊工

程師的介入與協助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 
 
    應用大數據，並從中獲得

可以廣泛應用的見解，必須醫

療端的醫療專業人員與資訊端

的工程師密切溝通配合，方能

改進醫療策略、優化流程、增

強病患體驗和支持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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