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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運用中部醫學中心「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數位多媒體典藏應用管理模式，以苗栗地區「國立聯合大學」為

據點，做醫療衛教推播的建構研究，以經濟的成本，整合「典藏」、「應用」、「管理」、「建構」的概念進行實際建構

平台，並可藉由時間排程與遠端控制的輔助，讓這些醫療衛教資訊，在學校中透過數位電視機來全自動推播，以提升學生

們在醫療衛教資訊上的認知，藉此希望研究能作為未來多媒體典藏應用管理建構的參考依據，更希望達到研究目的的成果

。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得到的結果，大致上來看，受訪的學生對於透過本系統提供之醫療衛教推播服務大致來看全都是可

接受的，我們將「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已完成的系統雛型架構，進而加以延伸推播出去，所得的結果符合預期之狀

態，絕大多數學生在對於這種服務也擁有接受的態度，故也驗證了本研究系統的延伸推播可用性。 最後，迎接全方位數位

化時代的來臨，本研究所建構之系統，將是現在行銷廣告展示與數位媒體傳播呈現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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