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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全球各地都發生一些重大空難。例如，台灣最近一次嚴重的空難是1998年的大園空難，造成了202人死亡。但

以1994年4月26日，發生在日本名古屋的空難，死亡人數達264人，最為慘重。台灣都市地區因為是人口與經濟活動聚集之

所在，一旦發生重大災變將造成人員生命財產的損失。因此發展出一套緊急的醫療決策系統，對於航空災難的處理是必須

的。 本研究擬構建一航空緊急災難醫療決策指派模型，其中包括了傷患的指派問題，以及考量緊急事件發生時病患轉院的

問題。目的為當災害發生時，能使得病患存活時間能夠最大。模型建立後將以VBA撰寫模型求解，並且與高雄市的實際地

理資訊的數據結合。 最後，決策者能透過我們所開發的系統，給予不同的參數，並且模擬各種不同情形下所產生的結果。

例如，病患數量、轉送時間、使用病床數等，而最後可以將模擬的結果直接顯示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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