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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現有緊急醫療救護系統多半於緊急醫療後端作業，對於緊急醫療品質無法有效提升。緊急醫療救護法頒布後消防員是

法定的到院前救護人員，人員素質水準不一，且目前救護車藉由無線電對講機或是手機與醫院聯繫，可能導致消防人員口

條不順、敘述口誤無法與醫院有效溝通，病患病情資訊無法正確的傳遞出去，最後可能造成病患傷勢加重或死亡。研究開

發系統為外傷登錄系統，利用智慧型手機結合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使用資料庫及

資料傳輸協定〈File Transfer Protocol，FTP〉來開發緊急醫療系統的前半端作業，可以使消防局、醫院、救護人員資料可

以同步，使資料電子化讓後續救護人員可以輕易找到病患資料，來改善緊急醫療系統的前半端作業不足的地方。

關鍵詞 : 無線射頻，智慧型手機，緊急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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