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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發研發評估過勞風險裝置 獲得鉑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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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電腦網路、無線感測網路、醫學工程 

現任：淡江大學資工系副教授、淡江大學遊戲開發社指導老師 

 

文、攝影／林渝萱 

研究源起 

本校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被學生稱為「全淡江最會打遊戲的老師」，目前也擔任遊戲

開發社指導老師，日前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合作，以「用來評估一勞

工之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之專利技術，獲得「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鉑金獎」

，2020年再受邀參加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之永續發展館參展，其裝置以大數據、物聯

網、及IoT技術和運用受到各界關注。 

陳瑞發說明，這項專利技術主要是以穿戴裝置來取得勞工心律和睡眠資訊後，配合大

數據演算法來即時偵測勞工過勞的風險，提供雇主和勞工可調配工作時間和內容，以

降低勞工過勞發生的機率。會有這樣的研發念頭原因在於「過勞死」議題持續受到矚

目，他提及，過去在執行勞動部相關計畫案時，觀察自2017年起，「過勞死」已成為

各界討論的焦點，尤其是公車司機過勞狀況頻傳、其所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損害勞

工身心健康與家庭等，這些均受到政府的重視，因此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合作，並運用自身專業，結合物聯網和數據資料分析，透過感測裝置取得該勞工

之心率資料以及睡眠資料，來量化屬於這位勞工的過勞風險，並強化勞工對自我健康

管理外，也幫助企業注意勞工的身心健康。 

 

研究歷程 

陳瑞發介紹「用來評估—勞工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專利技術內容，其方法為當勞工

使用一般電子裝置，除了取得該勞工之心率資料以及睡眠資料，作為評估的基礎，並

運用該裝置內的問卷搜集該勞工之身心理資訊、加班資訊後，產生屬於這位勞工的過

勞量表和加班時數表，再結合疾病風險資料庫和該勞工之相關資訊，產生該勞工之疾

病風險指標、執行該電子裝置之睡眠分析模組分析該名勞工睡眠資料產生睡眠分數後

，最後依據過勞量表、加班時數、疾病風險指標，以及該睡眠分數產生綜合分數，作



為該名勞工的自我健康管理參考依據。陳瑞發指出，以上這些數據可即時顯示在電子

裝置上，這項專利是用勞工的角度來思考和提醒，讓勞工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有過勞的

現象，幫助大家可以提早預防並提早就醫，避免造成過勞猝死。 

他提到，這項專利的特點是利用行動裝置，以非侵入性的方式來搜集該勞工的相關數

據，可將勞工的過勞風險予以量化，裝置簡便。目前來說對使用的勞工沒有副作用。

陳瑞發闡述當時研究的構想，「一般來說，要了解自身心血管疾病的病況，通常是要

到醫院抽血檢驗，假使勞工平時就穿戴這項裝置，我們就能從這些搜集到的數據去研

究過勞和心血管疾病的關聯性；因此和臺北榮民總醫院合作，希望能以這項裝置來了

解過勞和心血管疾病的關聯，現在都還在研究階段。」 

目前來說，主要是以醫護人員為主要受試者來進行研究，陳瑞發在前後期分別對受試

人員進行抽血，並利用「弗萊明罕風險分數表」（Framingham Risk Score，簡稱心

力評量表）來推估心血管疾病風險程度，接著從受試者穿戴的行動裝置中搜集到的數

據，再比對弗萊明罕風險分數，來建立以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評估的推估模型，他說明

，弗萊明罕風險分數表可依年齡、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血壓、糖尿病、吸菸等六

項指標，可估算出未來十年可能罹患缺血性心臟病的機率，以及心臟年齡的參考值

，若能藉此建置過勞死和心血管疾病的推估模型，就能降低過勞死情形，並促進勞工

健康。 

這也是目前最大的困難，即是跨領域合作，他表示，這項專利無法單純地只靠IT技術

解決，由於研究主軸是闡述過勞為產生心血管疾病，並造成猝死的主因，這關係到醫

療議題，因此須和醫學相關背景的專家共同合作，並須申請「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簡稱IRB）以公開招募合適的受試者；因此，他找尋

過去曾經合作過的醫師一起共同研究合作，希望讓研究能順利進行。陳瑞發相信，「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科技是服務人們並提供給人們便利使用，因此『跨領域』

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認識不同領域的人以及想法，也能讓自身的研究更務實、更

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研究特色 

近年來，穿戴式裝置盛行全球，陳瑞發曾以市佔率較高的「小米手環」和團隊成員共

同研發的穿戴裝置進行比較，兩者均有心率以及睡眠品質項目，只是小米手環所提供

的數據資料較為零散、檢測數據是個別顯示，民眾若沒有專業的醫學背景，看到這些

數據仍是不太了解自身的身體狀況，也無從得知心血管疾病風險的指標。他談及，用

來評估過勞的裝置主要是讓大家可以馬上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有風險並盡快就醫，但是

無法取代醫院的醫療，是用於事先防範以提早發現狀況，「過勞其實是長期累積的



，你會不知道什麼時候身體就開始有狀況，光看單項數據是沒有幫助的，透過我們所

研發的裝置是已整合過相關資訊，它會根據你自身的資料，去換算有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度有多高，幫助勞工容易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 

 

研究展望 

陳瑞發從這項研究也推展到公車業者，如「職業駕駛健康危害智慧偵測可行性評估」

計畫案中，也包含物聯網技術，這項計畫是從2017年之「職場勞工智慧型健康偵測評

估分析」的延伸，利用不同類別的群體去進行分析、評估，希望能讓過勞死的推估模

型愈來愈精準外，也能結合到各行各業的領域，從過勞死的研究中能發展出疲勞駕駛

行為偵測、駕駛輔助系統等科技應用。他指出，目前「用來評估—勞工之過勞風險的

電子裝置」的專利所有權人為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若有企業廠商想藉

此技術發展智慧手環等相關產品，可向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洽談。 

對於「用來評估一勞工之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連續2年獲得肯定，陳瑞發認為，不

同領域的專家都會有不同的看法，透過跨領域合作可以幫助自己接納別人的想法，站

在他們的角度思考、尊重他們的專業，獲得的會更多。他感謝校方尊重並支持教師的

研究外，也在會計核銷上嚴謹周全，不需擔心會產生法律問題，能夠專心著重在專業

領域以及研究上。他分享，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是一個進行智慧財產與技術的交流的

平臺，促進我國智慧財產與技術商品化及國際化，展示我國研發的創新成果，增進社

會大眾對技術創新的認知，讓全球能「認識臺灣、走進臺灣、投資臺灣」，鼓勵大家

多多參與。 

 

研究聚焦 

●近期參與研究計畫 

1.2019.6.6, 職業駕駛健康危害智慧偵測可行性評估 

2.2017.8.1, 結合無線感測技術與腿部推蹬機對適應體育課程學生之改善動作成效 

3, 2018.3.1 新北市農場監測委託專業服務案 

4. 2016.3 職場勞工智慧型健康偵測評估分析 

 

●近期期刊論文 

1.2017.10.1,結合無線感測技術與腿部推蹬機對適應體育課程學生之改善動作成效

,《雙溪教育論壇》6, p.111-125 

2. 2017.6.1, 應用無線感測技術輔助腹直肌之訓練：以適應體育班學生為例, 《臺

灣體育學術研究》62, p.139-159 



3. 2018.12.1, 如何在安全考量下增進適應體育課程學生之腹直肌訓練成效,《臺灣

體育學術研究》65, p.17-38 

4. 1998.3.1, Tool integration in a knowledge abstraction environment, 《

Information sciences》105(1-4), pp.279-298 

 

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校教師歷程 系統（http://teacher.tku.edu.tw/) 以「陳

瑞發」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