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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我國邁入高齡化社會，物理治療與復建醫學已慢慢成為國人回復生理與心理機能的重要角色。自全民健保實施後，伴

隨著經濟成長，國內民眾對於各醫療院所的求診率相對提升，並且也越來越重視醫療服務的品質。因此在醫療資源有限的

情形下，若能更好的運用排程來提升效率，使病患不必再浪費太多時間等候，且充分利用醫療資源避免閒置，可降低醫療

院所中病患在候診的情形。 本研究目的在建構復健預約排程之整數規劃模式，主要考量在復健時間、醫療資源數量、復健

項目與項目先後順序等限制的前提下，完成復建科病患的復健醫療作業，並達到總療程流程時段的最小化，並且分析病患

人數對總療程時段及醫療資源使用率的影響。 針對醫院復健科排程問題，求解排程最佳化的同時，並利用得到結果分析出

醫療系統所能承載的負荷量及使用率，且得知可能影響復健排程的可能因素，可作為未來研究發展的依據，以提升復健醫

療服務水準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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