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健排程隨機規劃模型

趙祐辰、楊懿淑

E-mail: 364862@mail.dyu.edu.tw

摘 要

在醫療資源有限的前提下，醫療產業的競爭日趨白熱化，不僅醫療技術須創新提升以縮短療程，醫療服務品質更是提升競

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各項服務品質中，候診時間是影響病患最直接的因素，為減少病患等候的時間，預約制度在許多醫院

早就行之有年，期望可以充分且有效地利用醫療資源，依照適當的排程減少病患看診的等候時間。對大多數的醫療科別要

減少等待時間需要能精準預測療程時間，唯獨復健科的療程都是已知的。但是復健科仍舊大排長龍。其主因在於預約制度

只能預約病患的先後順序，卻無法事前規劃療程之順序，這對人力極為缺乏的復健科而言，徒增工作負擔。在醫護人員不

足的年代，如何提升復健醫療服務水準和改善醫療效率成為刻不容緩的工作。 本研究主要考量病患就診具有隨機特性，預

先建立復健排程之隨機規劃模式為預約復健病患進行排程，以有效地利用醫療資源與設備，為減少病患的等候時間故以總

完成時間為目標式，間接提升整體醫療服務品質。 本研究分別以觀望模式和即刻模式求解復健排程之隨機規劃模式，結果

顯示符合實務之即刻模式趨近於理想之觀望模式，故以隨機規劃考量病患隨機到達可有效解決復健排程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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