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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第 9 屆國際自然科學與工程會議(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ICNSE 2020)，為一年度性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本次會議由亞州研究組織(ARA;Asia Research Association)主辦，由許多世界一流

的學者於 1 月 20~23 日在日本名古屋會議廳（Nagoya Convention Hall），進行一

系列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及新知討論。 

本次研討會共有來自數十個國家及地區之多位學者專家及研究人員參與為

期三天之學術研討會議，發表之論文包括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主題涵蓋人工

智慧、5G 技術、物聨網、資通訊技術、工程應用、環境與建築、交通運輸及應

用科學等相關文獻，藉由參與此一研討會與各國專家學者之交換研究心得及吸

取他人寶貴之研究經驗 。 

個人將院內電子紙應用的成果投與此一重要國際會議於會場實施論文發表，

發表題目為: 應用物聯網與電子紙系統來促進住院病人用藥安全(Improvement  

inpatient medication safety using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IOT and e-paper)， 會議

期間達到與世界各國學者交流的目的，實屬獲益良多。 

 

關鍵字：研討會議、電子紙、物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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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2020 年第 9 屆國際自然科學與工程會議(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ICNSE 2020)，為年度性之國

際學術會議，由亞州研究組織(ARA;Asia Research Association)主辦，它

是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組織，自 2010 年以來已在全球 29 個國家/地區，

共計 117 以研究學者參與，其領域涵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科包括

工程學，應用科學，生命科學，商業，教育，社會科學等。其宗旨在

培養學術會議領域，進行優質的國際學術會議將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

促進知識的傳播。ICNSE 歷年所主辦之學術研究年會、研討會及專題

討論會，皆對該學術領域有深遠的影響及貢獻。 

2020 年的發表主題涵蓋人工智慧(AI)、5G 技術、物聨網(IOT)、資

通訊技術(ICT)、工程應用、環境與建築、交通運輸及應用科學等相關

議題。一同舉行。會議有數十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投稿。會議時間與

地點在 2020 年 1 月 20-23 日，日本名古屋會議廳（Nagoya Convention 

Hall），進行一系列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及新知討論。 

參加第 9 屆國際自然科學與工程研討會及進行論文發表，以充實

新知、拓展國際視野，並增加學術與臨床實務應用的交流與討論。 

 

二、 過程 

本屆研討會共有來自亞洲、美洲、澳洲及歐洲等數十個國家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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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位學者專家及研究人員參與為期三天(1 月 20 日-1 月 23 日)之學術

論文發表及討論會。會議地點在日本名古屋市舉行。 

大會主席為 Musashino Gakuin University(武藏野學院大學)副教授

Jeffrey Trambley 致歡迎詞：「我很榮幸能有機會正式歡迎所有與會者，

並期待在主題演講中與大家分享我的觀點。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讓我

們聚集在美麗的名古屋市，討論一些當前影響著我們所有人的全球挑

戰。會議會議將涵蓋廣泛的主題，並解決商業，教育和其他相關領域

的重要問題。我相信，你們每個人都將確定自己感興趣的主題，並將

從許多富有成果和豐富的討論中受益。此外，名古屋市是一個歷史的

古城，希望這幾天大家也都感受這城市美食與文化之旅，在會議期間

充分利用我們的正式學術同儕的機會環境及社交活動期間，也能利用

機會在更輕鬆的環境中學習並交流，我們一起使會議成功，並祝大家

這三天能獲得愉快的學術活動。」 

會議期間有二場大會主題演講於會議廳舉行，個人參加 Musashino 

Gakuin University 副教授 Jeffrey Trambley 介紹 The 2020 Toky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該題目介紹日本東京申辦奧運及帕運(殘障運動會)的心路歷程

及一些最新科技的應用，如 

1. 機器人大量應用 

2. 即時語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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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人的外國語言加強 

(2) 日本政府提供資金支持研發的 VoiceTra 即時語言翻譯 

3. AI 應用 

(1) 人臉識別(入出境、場館出入、恐佈攻擊/治安防範..) 

(2) 無人小型自駕車可以協助回收選手投出的球/自動計程車 

(3) 球賽分析 

4. 環保 

(1) 無人電動車接駁 

(2) 氫動力公車 

(3) 隔熱道路 

5. 通訊與轉播 

(1) 最高水準與超高密度的 Wi-Fi 通訊環境 

(2) 360 度 VR 實況轉播 

(3) 5G 運用場域、8K 電視。 

會議期間第一天下午，進行本次以「結合電子紙及物聯網資訊系統

應用單一劑量藥盒而促進用藥安全」一文投稿至該研討會的壁報發表，

本論文即是以結合電子紙及物聯網資訊系統來建構一個配藥盒顯示管

理系統，用以應用在住院病人實施單一劑量配藥時，將藥物放入或取

出藥盒，有完整的病人資訊以供藥師或護理師做為辦識核對之用，達

到自動化、即時化給藥檢核之目標，以促進病人安全的應用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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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期間並與與會學者進行意見交流，雖然大部分學者不太理解醫院

的實際運作的狀況，但對於論文解決方案多持肯定的態度，並給予我

們在理論與實務應用很大的正面的回饋。 

另外會議期間也參加一些與 IoT (Internet of Things)/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ed Sciences/Business & Management的論文發表與討論，

如 Detection of Driver Drowsiness using Multi Task Learning，由台大傅楸

善教授-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所發表的論文，其目的則利用影像

分析 AI 方法來偵測駕駛者睡意/疲勞程度的方法，該方法亦可應用於

醫院對於實習醫學生在教學上的學習精神的偵測。另一場則是

Development of IoT System Incorporating Proposal of Countermeasure of 

Improvement Design Using Motion Analysis，則由日本名古屋工業大學

Kensuke Ishida, Masahiro Arakawa 二位學者發表的利用 IOT 及 AI 來偵測

生產線工作者行為的分析，並自動提取有問題的產品並生成對策以改

善作品。這亦可應在醫院流程行為分析，以促進病人安全。 

A Lexicographic Optimization Model for Multi-Source Raw Material 

Purchasing of Steel Manufacturing with Several Objective Functions，則由泰

國的 Wuttinan Nunkaew 等三位學者所提出的鋼鐵業在物料多國來源生

產最佳化的解決方案，在鋼鐵原物料運送時間、鋼鐵原物料購置成本

及原物料的品質(如礦砂的含鐵量)等三個因素影響最多。此一案例亦

可應用在醫院的藥品、衛材有多供應商的庫存成本最小化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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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本次能順利參加此研討會要感謝院內各級長官的對於資訊發展的

支持與重視，讓我這次能代表資訊室的團隊，如期的前往參加研討會

並吸收新知。這一屆參加研討會的學者雖遍及世界各國，但由於地緣

關係，仍以地主國日本台灣、泰國及南韓佔多數。ICNSE 是一個屬於

跨領域(自然科學與工程)的研討會，雖然醫療應用的研究論文相對較

少，但有些相關技術還是可以應用在醫院場域之中。個人在參與的過

程中亦會思索醫療場域如何應用相關的技術。 

另外關於主題演講上的日本東京奧運的申辦動機來帶動整體經濟

發展，應用日本的科技優勢帶動各項產業升級(如汽車、交通、環保、

人工智慧、5G 通訊)，亦是台灣可供學習及借鏡的經驗。 

另外在停留日本期間，對於日本高齡化社會的觀察，日本而 65 歲

以上的人仍需外出求職如同一個常態。對於高齡者健康促進，高齡者

的就業意願及工作環境，感受到日本政府有一些配套措施，但也在一

些報導之中也談及日本缺乏充裕的看護人員照顧生理上的病痛而行動

不 便 的 人 ， 所 以 致 力 利 用 新 科 技 改 善 照 護 人 口 不 足 的 問 題 

(https://youtu.be/2xUkVrJUB20)。此一發展亦是台灣面對此人口結構問題，

以及後續勞動力不足等帶來的負面影響，應可借鑒日本採取的方案與

措施，找出最適合台灣的一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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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能夠在國際研討會代表資訊室團隊發表臨床應用的研究成果，

並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們互動是難能可貴的經驗，能夠藉由此研討

會進一步了解到目前最新的研究發展趨勢，同時啟發個人未來研究的

方向和靈感。 

 

四、 建議（包括改進作法） 

醫療領域應用資訊科技技術是一必然的趨勢，而資訊科技的發展更

是一日千里，雖然本次投稿到接受論文的時程有點緊湊，但在院內各

長官的支持下順利成行實屬不易，後續檢視其過程尚有幾點建議 

1. 未來還是鼓勵資訊同仁能將有成果的部份，能化做相關研討論

文發表，一方面能將成果與全世界研究團隊分享，另一方面藉

此提升資訊同仁的國際觀與增加本院在醫療資訊的知名度。 

2. 雖然醫院在醫師及醫事人員有出國進修或參加研討會的預算

編列，但資訊人員為技術人員並未有相關經費的支應，尚需另

向相關單位爭取補助，未來在制度上是否能納入資訊相關人員

參與國際研討會的經費支應，更能提升同仁參與的意願。 

3. 申請發表的流程是否能再簡化，此次個人第一次申請國外研討

會發表，除不熟悉程序外，院內申請流程涉及人事室、研部、

教學部、醫企室等各部門，花費許多時間在公文的往返，是否

能更精簡申請表單及流程，待相關單位另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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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1.研討會相關照片 

 
 

 
 

 

研討會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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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內於資訊室室務會議進行心得分享，2/17 日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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