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器學習對醫學的影響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 孫國瑞醫師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工智慧已經無所不在：大名鼎鼎的 ChatGPT、智

慧型手機語音助理、照片優化、社群軟體演算法，我們的生活正在被改

變。你可能沒想到的是，人工智慧也正在改變醫學領域。從疾病診斷到治

療選擇，人工智慧都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現在帶領大家一窺究竟。 

 

人工智慧是什麼 

 

其實『人工智慧』四字涵蓋範圍非常廣，大家可能聽過『回歸分析』、

『神經網路』、『大語言模型』、『挪威森...』不是，『隨機森林』，

這些關鍵字甚至只是涵蓋了其中概念的一部份而已。根據 Google（也算是

網路巨頭了）的定義 1，人工智慧是利用機器進行『學習』、『推論』、

甚至『採取行動』。 

為了幫助大家理解，這裡筆者用一個非常不嚴謹的例子說明： 

講到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家可能看過這個圖片吧？(圖一)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tYOGPC


 

 

今天讓我們省略中間的兩層（hidden layers），只看最前面（input layer）

跟最後面（output layer）兩層。假設我想訓練一台電腦區分魚跟鳥：(圖

二) 

 



左邊是輸入層神經元，看看樣本符合哪些特徵，那些特徵等一下就會亮起

來。右邊是輸出層神經元，電腦覺得樣本是魚的話，魚的圈圈就會亮起

來。輸入層與輸出層之間用線連起來，代表訊號的流向。線的粗細代表權

重，這是訓練人工智慧時會變化的地方。訊號從愈粗的線（權重愈高的

線）過來，代表這個訊號愈重要。 

 

這是個未經訓練的模型，直接用會怎樣？(圖三) 

 

 

這個生物『有翅膀』、『會飛』，相應的特徵亮了起來，將訊號（1 or 0）

經由連線（乘以權重 4）傳給輸出層，這裡可見『魚』、『鳥』都得 8

分，根本區分不了。 

 

那我們來訓練一下這個模型(圖四) 

 



我們把考題跟答案同時給這個模型，並把正確的輸入層神經元跟輸出層神

經元連線給加粗，也就是增加權重，同時也把連向錯誤神經元的連線減

細，也就是減少權重。 

用另一筆資料再訓練一次(圖五) 

 

 

 

最後我們會得到這樣的模型(圖六) 

 

 

 

 



終於可以來使用看看了，假設現在細線權重為 1，粗線權重為 8(圖七) 

 

 

 

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模型能夠辨別出一隻鳥了。 

簡言之，幾乎所有人工智慧都是再用大量的訓練資料還反覆修正模型中的

參數（例如這個例子的權重），以便能準確辨識輸入資料，再執行相應的

任務，例如分類、預測、回應。 

以上，大家對於人工智慧的原理有了基本的認識，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這

個技術如何用在醫學方面。 

 

人工智慧的應用 

人工智慧在醫學領域的應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 

 

疾病診斷 

人工智慧可以輔助診斷疾病，提高診斷的準確性。目前發展最快的，應該

是輔助電腦斷層、核磁共振影像的診斷了。 

肺栓塞是一個可怕的疾病，症狀並不專一，若延遲治療則死亡率可能高達

30%，所以快速的診斷病對症下藥非常重要。2020年歐洲回溯性研究 3 利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HMxRpd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R8wMvV


用電腦斷層影像訓練 AI，讓 AI 診斷肺栓塞的敏感度達 92.7%，特異度達

95.5%。 

 

我國也承認 AI影像診斷的重要性。早在民國 108年，行政院科技部推動

「醫療影像專案計畫」4，以發展臺灣特色的醫療 AI為目的，補助臺灣大

學醫學院、臺北醫學大學、臺北榮民總醫院組成研究團隊，建置 AI訓練

用醫療影像標註資料庫，涵蓋心血管疾病、腫瘤等重大疾病，建立電腦斷

層、血管攝影、核磁共振、X光等 15項影像共 5.9萬個案例的醫療影像。 

人工智慧當然也不只在影像辨識上發威而已。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可說是

血癌的前兆，但根據最新的 2022年 WHO黃金診斷標準，所需要的檢驗項

目繁雜，可能須花費一個月。2023年這篇研究 5嘗試用骨髓流式細胞儀檢

驗資料訓練 AI，陽性預測值達 93.75%，陰性預測值達 90%，其重要性在

於流式細胞儀檢驗資料可能只需要 1~2工作天就可測得，能夠大幅加快檢

測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 

 

治療選擇 

現在得利於診斷、治療的進步，個人化醫療已成顯學。人工智慧可以幫助

醫生選擇對每個病人最佳的治療方案。2021年這個研究 6發現 AI能高效地

分析眾多思覺失調症患者資料並從中篩選出 paliperidone這個藥物會有效

的人。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uJkdj2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uxqeQF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vtalH5


患者互動 

人工智慧可以提高患者參與度。例如虛擬互動助手 7，使用者根據應用程

式的提示輸入症狀，幫助使用者了解自己現在可能有什麼疾病，並尋求醫

療幫助。 

現在智慧型手錶幾乎內建很夯的心率監測功能，但如果穿戴式裝置結合了

AI，那功能就不只如此，例如 Biofourmis 這一家公司 8，提供了一種名為

Biovitals 的產品，該產品能監測心率、血壓、血氧等等生理參數，利用生

成性 AI進行評估，而能及早察覺穿戴者的異常生理狀況。 

 

人工智慧面臨的挑戰 

電腦的算力似乎無所不能，但其實仍然面臨許多阻礙，例如： 

 數據隱私：隨著資安意識抬頭，<個資法>的建立，個人資料的蒐集

必須監管，而醫療數據更是涉及到個人隱私，所以蒐集資料訓練 AI

前，如何平衡資料的健全性與大眾的隱私是個棘手的問題。 

 

 偏見：AI模型的準確性來自優良的訓練數據，就像學生的教育來自

優良的教材一樣。如果訓練資料存在偏見（例如用西方人數據訓練

出來的 AI，能夠直接用在東方人身上嗎？），可能會導致模型的輸

出結果也存在偏見。 

 

 需要人類專業知識：儘管 AI可以提供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但是醫

生在診斷病情、決定治療方法、評估療效之中的各種邏輯推演，AI

目前無法完全掌握，所以 AI的結論，仍然需要由人類來最後定奪。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3bbgJf
https://www.zotero.org/google-docs/?26w1oh


另外一點，若 AI 是使用監督式演算法來接受訓練，則訓練資料必須

包含由傳統方法（例如專業人士判斷）建立的『正確答案』給機器

學習，而這也是勞心勞力的一環。 

 

 透明度（Transparency）：AI 為人所詬病的一點是它無法解釋輸入資

料與輸出結果之間的邏輯，也就是說 AI 無法跟你說明『它為何做出

這個決定』。如果使用者不知道 AI結論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也就無

法簡單判斷 AI是否出錯了，則可能會降低對 AI的信任。 

 

結論 

新的技術，就像當年的工業革命一樣，可能帶來新的產業突破，但也帶來

新的疑問與挑戰，我們目前所能做的，大概就是謹慎擁抱新技術，同時觀

察利弊得失，然後反覆修正改進這些新技術，邁向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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