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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高信度、效度、時效性和易應用性之醫療可及性指標，不但有助於了解一個

地區醫療資源的供需，協助政府有效地配置資源，更重要是能夠保護個人隱私，例如：患者

的居住地址。因此，我們利用官方數據，包含疾病盛行率與人口數，開發距離成本估算方法。 

【材料與方法】：本研究不但考慮了患者個人隱私，並解決使用健康保險資料庫之限制。本橫

斷面研究使用 SPSS 和 QGIS 進行二次數據分析，分為驗證組和指標發展組，各別計算就醫距

離。驗證組數據來源於某醫療中心 2017 至 2019 年玉里鎮糖尿病（n=108~164）和高血壓

（n=243~348）個案，指標發展組數據來自官方統計(糖尿病盛行率及高血壓盛行率)及人口數

加以估算區域患者分佈，比較兩組平均就醫距離的一致性，以驗證估算方法的準確性。 

【結果與結論】：指標開發組的估算距離顯示高度一致性（ICC > 0.9），進一步調整年齡 (98.1%) 

和性別 (92.7%) R-square 均呈現高度相關。因此，所提出依疾病盛行率和區域人口之醫療保

健距離成本估算方法，不但能保護患者隱私，並可供地方政府運用且有效配置資源。 

 

【未來影響與應用】：研究

結果證實，以盛行率推估

患者分佈與實際個案之就

醫距離具高度一致性；因

此，在保護個人隱私之未

取得實際個案居住地前

提，可運用距離成本估算

方法推估疾病區域分佈、

就醫距離差異，供地方政

府運用且有效配置資源。 

 

Fig 3.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patial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