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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專題：「人工智能、醫療與健康」研究 

自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以來，科學家們就開始探問也深信能夠打造出「像人一樣思

考」的機器。無論「像人一樣思考」所指為何，這無疑都為人類擘劃了一個即將到來

的、科技越加進步、機器會變得越來越聰明的未來。時至今日，隨著科技與科學的進

展，機器確實在許多面向上，似乎已經超越人類，例如在生產力、效率、精準度等。機

器也彌補了許多人類的不足之處，例如記憶、力量、生命延續等。然而，也有機器尚未

能做得比人類更好之處，例如創造力、想像力、思考，以及包括行動的許多特質等。 

隨著機器計算能力的增加，以及軟硬體技術的大幅提高，讓人們對「人工智能」有

更高的期待。以具有所謂人工智能為基礎的科技物，也早已逐漸充斥於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這些應用人工智能的領域，很大一部分也包括與身體、健康照護、醫療相關的場

域。從最早的MYCIN專家系統、DXplain診斷決策支援系統、ILIAD診斷決策系統等，

都是將人工智能應用於醫療場域中的嘗試。這些系統的失敗，除了跟當時代的軟硬體技

術有關之外，例如計算能力不足，導致MYCIN需花費超過半小時才能執行一項任務，

其也有非技術或社會因素，例如ILIAD雖收錄超過2200種疾病、10000種以上的症狀資

訊，但由於其挑戰了醫療專業的尊嚴，導致醫師多數不願意交由電腦代勞之現象。無論

如何，從過去到現在，如何將人工智能科技應用在醫療與健康照護上，也已經成為當前

與未來數十年的重要議題。尤其在全世界都開始邁入高齡化的階段，對高齡者的醫療與

健康照顧，將成為不只是在經濟上，也是在技術上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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