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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急診壅塞問題日益嚴重，由於急診壅塞，耽誤到病患急救黃金時間。衛生署也因此訂定的分類檢傷機制，希望

可藉由此政策改善急診壅塞之情形，讓最危急的病人可以有最優先的照顧。此研究方法主要藉由資料探勘來預測急診部門

是否會發放壅塞警報，並訂出規則作為急診警報的發放標準。本研究藉由緣集合理論、時間序列、類神經網路、羅吉斯迴

歸及粗略集合等資料探勘方法，依資料不同分配分析，最後由ROC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找最佳模型。研

究結果顯示，緣集合之預測能力最佳，平均命中率都在80%左右，整理出急診壅塞發放之規則，減少急診壅塞的情形，改

善急診部醫療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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