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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憂鬱症治療上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Source:醫師、臨床心理師、病患訪談



Depression Cure
All®

² 蒐集行為數值提供客
觀數據

² API程式撰寫以符合
憂鬱照護平台功能

智慧穿戴式手環蒐集客觀行為數值來解決現有問題



現有數十篇文獻已可以透過手機偵測精神疾病

 
 
 
 

手機感測器
憂鬱偵測 
準確度

 
 
 
 
論文

獨處狀況 72%-90%

睡眠狀況 78%

憂鬱行為偵測
具87%以上準確度

社交狀況 80%



無推薦照護模式

無個人化的解憂服務

精準度不足

現有數十篇文獻共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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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物聯網和手機偵測並提供解憂服務

使用者 行動/
穿戴式裝置

數值資料庫

醫生
臨床心理師

照護者

三軸加速計

陀螺儀
(Gyroscope)
重力感測器

計步器 光感測器

心跳變異率

心情上傳

Call center

病歷資料庫

共同雲端、演算法運算

數值偵測異常(緊急)

手機 sensor 
30+

精準推薦照護模式
個人化的解憂服務

北榮憂鬱相關 paper  10+



醫療級人工智慧演算法

模糊決策 a

模糊決策 b

模糊決策 c

Data 1  

Data 2  

Data 3  

Data 4  

Feature 1

Feature 2

Feature 3

RNN類神經網路 SVM向量支持機 Fuzzy模糊理論

…
.

…
.

HMM 隱藏式馬可夫模型

t-1t

腦波照護 paper		10+



從醫療專業出發，不只患者更推及至照護者及臨床諮商師、醫師

臨床諮商師、
醫師

憂鬱症患者
高壓力族群照護者

YOBER目標客群分析



憂鬱關懷的醫病管理系統—使用者介面

照護計畫提醒 近況心得日記

正向文章推薦 心情指數

全方位身心照護



憂鬱關懷的醫病管理系統—照護者介面

降低

照護壓力

照護執行
成果

即時連線
對話

患者狀況
提醒

照護文章
分享



憂鬱關懷的醫病管理系統—擬定照護計畫

共同擬定憂鬱照護計畫

訊息訊息 鬧鈴提醒

執行憂鬱照護計畫



憂鬱關懷的醫病管理系統—緊急撥打聯絡

緊急狀
況聯絡

輔導諮
詢師

朋友家人



適用者 各類型病人 臨床照護、
慢性病患者

憂鬱症患者、照護
者 憂鬱症患者

特點
名醫們電話諮詢

完整評價 生理數值完整監控
電子病歷

切中照護者長期照
路需求

憂鬱生活資訊完整
豐富諮詢平台

隱私性 低(評價後顯示) 中(有資訊保護) 高(僅有諮商照護者
可看)

高(可匿名)

使用頻率 中(無法即時) 高 高(活躍性極高) 中

收費方式 諮詢抽成 一次性購買與服務 基本費與諮詢抽成 諮詢收成

YOBER

3

競爭者分析



YOBER產品風險管理

風險等級

用於血液
管理

與藥物併用

用以控制維生系統

用以控制危險能源
之傳遞

用以提供生理監視訊號

失效會造成死亡 失效會造成嚴重
傷害

Minor

Moderate

Major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提出軟體功能測試
計畫，通過/失敗
標準、結果。



行銷模式與長期全球展望

美國

發表國際期刊
IEEE
Brain
Science

參與研討會
IEEE
EMBC
Brain	Stimulation

醫院宣導講座
美國喬治亞醫學院精神部
美國UCLA神經精神醫學中心

醫院宣導講座
台北榮總精神部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中國

參展醫學年會
美國生物精神醫學會
美國精神衛生總署

參展醫學年會
台灣認知神經科學學會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

參展醫學年會
中華醫學會
亞洲神經精神藥理學院AsCNP

醫院宣導講座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精神科
南京精神病防治院

藉由亞洲精神藥理學會以及台灣
自殺防治學會行銷YOBER平台

YOBER憂鬱關懷平台

台北榮總
李正達秘書長

台灣

醫院宣導講座
LUMIÈRE	醫院
瑞典卡洛琳斯卡醫學
部
參展醫學年會
歐洲憂鬱症協會
歐洲精神醫學會

歐洲



憂鬱症造成人類社會鉅大的損失

台灣每2.5小時就有一個人自殺，自殺死亡者生前達憂鬱症診斷者高達87%
憂鬱症在台灣所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ㄧ年已經超過350億元台幣



市場規模

憂鬱症人口約佔全世界人口的3%，也就是說約有約2億人有正承受著憂鬱症的疾苦。
預估2020 年，憂鬱症的疾病負擔排名將會上升至第二 !

Source: 2002、2015年WHO重度憂鬱症調查報告（全球會員國每10
萬位居民有憂鬱症患者的統計）



致力於更有效率的改善社會壓力的文明病

Source: WHO、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5)



策略合作夥伴

智能
設備
串接

產學
合作

臺大醫院
榮民總醫院
亞洲精神藥理學會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泰博科技

源新科技

GARMIN

諾亞克科技

偉創力科技



生理監測儀器

穿戴式裝置

11

泰博科技 源新科技

解憂潛在商品

策略夥伴

個
人
精
準
醫
療

電
子
病
歷
追
蹤

跨領域整合服務模式 14



FDA-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
Class Ⅰ 且不需實施GMP 及510K實質相等性等上市前審查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

互聯網醫療保健信息服務管理辦法-12條

精神衛生法-23、51、76條

刑法-145、286-1、287-1條

Mhealth Action Plan
醫療指令93/42/EEC及98/79/EC

ClassⅠ,由廠商自我宣告(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取得CE MARK

法規布局 15



進入PCT
國際階段

2017Q1

第三代設計
專利申請

2019Q
4

臨時案
專利申請

2016Q
4

第二代設計
專利申請

2018Q
4

方法
專利申請

2017Q
2 22

專利佈局

獨特的APP介面設計

專屬解壓的使用流程SVM演算法個人化分析 YOBERYOBER

申請設計專利保護

申請方法專利保護營業秘密保護

臨時申請案號 6226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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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產品準備期) 2017(營運擴張期) 2020(進入歐美市場)

申請移動
醫療認證

申請CE
認證

創業貸款與
天使注資

心理學會醫院合作

2022(進入日韓市場)

股權設計股權設計

法規及專利
時程

法規及專利
時程

營運模式 -時程安排

13

二輪募資 策略型投資人

完善完整生態系

申請美國
Class one

臨時專利
案申請

嘗試在地成功模式

PCT國際
階段

方法專利
案申請

第二代設
計專利

第三代設
計專利

解憂商品建置諮商平台上線 介面持續優化

17



YOBER獲利模式分析

向臨床心理師、醫師收取系統授權費

企業及社團法人之客製化服務

APP系統廣告版位及解憂商品廣告推播



未來發展方向



目前執行成果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30006
10-260107

其他報導:



YOBER跨專業團隊

董事：李正達

台北榮總醫師

CEO：洪碩宏

台灣大學電子博士

CTO：胡翔崴

台灣大學生醫碩士

COO：曹孝嚴

台灣大學電機系

CFO：許有執

台灣大學法律系

CMO:朱玉馨

台灣大學商研所

亞洲精神藥理學會秘書長
亞洲神經精神藥理學院AsCNP秘書長
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副秘書長

1.台大醫院遠距醫療
照護平台博士助理
2.諾亞克醫療資訊
公司產品經理
3.台積電主任工程師

1.生醫創新與商業化
課程助教
2.經濟部搶鮮大賽創
業組亞軍
3.台大創聯會實習生

1.第七屆領導能
力培訓團隊
2.台灣大學第六
屆領導學程

1.台灣商業個賽
(ATCC)冠軍
2.英志法律事務
所實習

1.研華科技實習
2.騰訊台灣實習





Appendix



憂鬱關懷的醫病管理系統—精準的個人化解憂服務

+照護計畫

個人化衛教推薦

醫療級演算法分析

解憂商品加值服務

電子病歷數據



現有發展之技術-憂鬱症行為感測資料處理技術

v 四項智慧型計算技術：即探勘策略、(類)神經計算、演化式計算與
自然計算。

v 利用SOM (Self-Organizing Maps) 或K-means 先將資料做分群，再
將分群後的資料找出其模糊資料規則，來進行新的預測，所得到的
正確率比沒有分群高出許多。這是因為分群後的資料同質性更高，
從而求得之模糊資料規則也更具有代表性，並用於憂鬱症病例辨識。

v 將資料以案例式推理方法分群，之後以模糊決策樹與基因演算法，
分別建立子群體之模糊規則，藉此判斷是否為憂鬱症的病例，主要
著重在行為模式的處理：先將解碼後的三項訊號源除去雜訊，並進
行波型取樣，再以隱藏式馬可夫模型訓練方式，找出患病與健康病
例之機率模型，結合高斯混合模型的訓練最後以機器學習演算法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進行病歷資料判讀與建立資料庫，來進
行憂鬱症的判讀。



教學醫院*擁有台灣教學醫院，
包含台大醫院及台
北榮總醫院的臨床
數據庫

◎多維度SVM 演算法

◎使用者歷史資料分
類分群
◎最佳化個人推播

◎持續監測

◎緊急聯絡
◎以Beck	認知理論進
行憂鬱症照護

臨床資料庫 個人雲端 APP遠距照護

三大技術核心



立足中日韓市場，推向全世界

YOBER目標市場分析

1
2 3

4

1.Taiwan
2.China
3.Japan
4.South Korea



佈局戰略規劃

三甲醫院權威醫師保證

平台串接與行銷

合作廠商推播

心理學術機構合作 諮詢師資料庫認
證
季刊成果展示

憂鬱衛教資訊

相關器材廣告

1.China
2.USA
3.Europe
4.Japan&Korea



大都市心理諮商概況(上海為例)

諮詢師人數

• 需求:130萬
• 證照人數:60萬

收入

• 平均340元
(50mins)

• 時薪9%年成長

看診率

• 每周一次
• 每周十五人次



智慧項鍊可以申請溝通與資訊輔具補助



小型診所系統建

置維護

2,500,000

大型醫療機構系

統建置維護

7,000,000

穿戴式廠商授權 1,250,000

醫療機構及公部

門廣告訊息

300,000

企業及照護機構

客製化APP

2,000,000

合計 13,050,000元

人事費用

- 工程師*2

- 社群通路行銷專員*1

405,000
-50,000/名

-35,000/名

辦公室租金 60,000

行銷支出 300,000

平台維護費用與資本支出 600,000

專利申請及維護 80,000

利息支出 15,000

雜支 150,000

合計 1,610,000元

以2017年第一季預估-營業收入 以2017年第一季預估-營業支出

經濟狀況、收益性與潛在獲利



問項 Mean Variance

(1) 透過行為數值分析（光照程度、活動情況、心跳變異等等），和親
友與醫生/諮商師共同擬訂每週照護計畫（解決傳統上靠問診或填表的
不精準性）

3.19 1.30

(2) 可以瞭解現在心情指數，並預測未來是否⼼情低落，⾃動推薦現在
是否需要運動、聆聽⾳樂或出⾨，修正每週照護計畫內容，提前預防
心情低落情況

3.39 1.32

(3) 可以設定利⽤簡訊或⼿機通知推播來執⾏周計畫 3.22 1.49

(4) 在心情低落時，根據喜好自動建議需進行的紓壓活動（如運動、聽
音樂等）

3.67 1.25

(5) 在心情非常低落時，可以透過APP自動通知親友/緊急照護中心，
並主動撥打給你了解情況

3.28 1.93

(6) 在心情非常低落時，可以自己透過APP聯絡親友/緊急照護中心 3.42 1.67

透過董氏基金會之「台灣人憂鬱症量表」篩選出罹患憂鬱症傾向之患者，總共透過問卷及訪談初步蒐集了40份有效樣本，透過李克特量
表(1:覺得非常不有效、2: 覺得不有效、3: 普通、4: 覺得有效、5: 覺得非常有效)，針對上述APP功能進行接受度調查。



動作躁動或遲緩

思考不集中 易焦慮

經常失眠或過度失眠

食慾或體重顯著改變

過度自責無價值感

重複出現自殺或死亡念頭

每天疲累 無活力

是否有出門

三軸加速計

陀螺儀(Gyroscope)

重力感測器

計步器

光感測器

食慾上傳

心跳變異率

心情上傳

每天心情憂鬱

智慧項鍊感測器之行為數值蒐集

行為數值 Sensor/APP功能



實驗設計---文獻回顧

• 成大資工教授蔣榮先與台北聯合醫院 洪敬倫醫師合作

• 目的 :
設計一款觀測負面情緒的感受量尺標記系統，且利用手機上螢幕顯示的應用程式名稱作為手機使用行為的
基本資料。

• 方式 :
透過數個不同大小的時間區間來決定使用特徵與情緒標記是否有關係。考慮了四種時間區間大小、五種特
徵擷取方式，以及四種分類器，此三者的每一種組合都可以視為一個模型。

透過14天的訓練資料收集，偵測系統可以透過過去2小時內的手機行為特徵來做負面情緒的偵測。
• 結果 :
個人化的偵測系統分別在憂鬱、焦慮、壓力三種感受量尺上分別有81.98%、84.58%、以及82.96%的平均準確
率，高於Microsoft的MoodScope系統中使用的線性回歸方式、以及預測使用者情緒為最常出現之情緒這兩
種方式。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2407201416593300



• Harnessing Context Sensing to Develop a Mobile Intervention f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 目的 :利用38個手機內建感測器（全球定位、光照、電話記錄等）來自動偵測憂鬱症患者是否需要
協助，並輔以網站互動與email、電話的coach support.

• 方式 :搜集患者self report目前所在地點、心情指數等以及手機每五分鐘自動回傳的unlabeled data
作為data training.

實驗設計---文獻回顧



實驗設計---文獻回顧



• SmartCoping A mobile solution for stress recognition and prevention 
• 目的 :利用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與context data(地點、活動等)來判斷早期憂鬱症
• 方式 :利用ECG sensor偵測心跳速率、GPS sensor偵測location、change of location，但受限於iOS
系統無法搜集電話與簡訊紀錄搜集患者的溝通模式資訊

實驗設計---文獻回顧



• 收集環境聲音來分析使用的社交情況
“The	EAR	was	programmed	to	record	30-s	snippets	 of	ambient	sounds	 approximately	every	12min	during	
participants’	waking	hours.	Students’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use	of	language	in	their	natural “

論文題目 : “ The	Sounds	 of	Social	Life:	A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Students’	Daily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Natural	Conversations “ 2003年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實驗設計---文獻回顧



• 論文題目 :A Survey of Mobile Phone Sensing
使用手機感測的應用討論

“ An off-the-self iPhone 4,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owing class of sensor enabled phones. This phone 
includes eight different sensors: accelerometer, GPS, ambient light, dual microphones, proximity 
sensor, dual cameras, compass, and gyroscope. ”

實驗設計---文獻回顧



美國 Google 旗下Alphabet已投入研究

• 能夠紀錄手機感測的使用過程，並且重新撥放的APP
>> 證實手機紀錄使用方式是沒問題的。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prohiro.macro

• 相關文章 :手機可以醫心病？美國心理權威加入Alphabet，要用數據分析看清人心
>> 證實這是未來趨勢很多人開始在做
認為手機可以通過語音的方式，收集憂鬱症或精神病的生物標記，並且幫助心理治療。

>> 第一是試圖找出一個更好的辦法，將數據分析帶到精神病學研究上。目前我們所使用的診斷系統，
完全是基於症狀和主觀判斷。第二是如何處理精神病，我們可以更早一步開發出在疾病發作前就治療的
方法。第三是針對自閉症，以及開發一種病症的生物標記，從而更好地診斷疾病。

參考來源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9/24/alphabet-psychology/



• 在 MIT技術報導中提到 :
l一直担任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NIMH）院长，但在上周，他宣布加盟Google母公司
Alphabet旗下的的Life Sciences公司。

中文網站 :http://www.leiphone.com/news/201509/jp3Zzl0VQk0aJ6HH.html
英文網站 :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541446/why-americas-top-mental-health-
researcher-joined-alphabet/

美國 Google 旗下Alphabet已投入研究，招攬心理權威



• 一項發表在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的研究表示，通過智能手機的傳感器收集的數據，
可能有一天能識別出用戶是否患有抑鬱症的症狀。

• 通過跟蹤每天使用手機的平均數和記錄GPS數據，他們能夠以較高精度的水準，識別人們是否患有
抑鬱症的症狀。

• 西北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Sohrob Saeb解釋道，越抑鬱的人“越抑鬱的人，在行為上就越不規則，這
意味著他們在離開家或返回家方麵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研究人員還發現，越抑鬱的人也會更多
地使用手機，這點符合研究預期。

• 科學家建立的模型能夠以87%的準確率識別人們的抑鬱症症狀，這一發現表明手機傳感器數據可以
被用來提供抑鬱症的客觀行為的證據。流行病學家Ethan Berke表示：“這是一個非常小規模的研究，
研究人員還沒有得到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數據，

• 參考網站 :http://tw.112seo.com/article-137426.html

中國西北大學研究



• Mobile Phone Sensor Correlates of Depressive Symptom Severity in Daily-Life Behavior: An 
Exploratory Study

• J Med Internet Res 2015;17(7):e175

其中詳細描述了如何利用手機 GPS 和用量傳感器來判斷用戶是否存在抑鬱癥狀。這份報告稱，研究人
員得以使用智能手機收集的數據來診斷被試者的抑鬱情緒，準確率達到了 86.5%。
論文作者、西北大學預防醫學-行為醫學教授大衛·莫爾（David C. Mohr）討論了這項研究對病人護理的
影響，即可以「悄悄地」檢測到可能跟抑鬱症有關的行為因素。

深入调查显示，患上抑郁症的人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至少不会少于68分钟，而没有患上抑郁症的人他们
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则只有17分钟。Mohr解释：“我们在抑郁症群体当中看到一点是，他们更倾向于避
开必须得做的任务或事情，特别是那些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使用手机，使用软件，则成了一种注意
力分散的方法。”

網路報導解釋 : http://www.hksilicon.com/articles/841032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411787.htm

論文文獻網址 : http://www.jmir.org/2015/7/e175/

中國西北大學研究



• 這項研究對 40 名被試者進行了追蹤，他們攜帶的手機上都安裝了名為 Purple Robot 的傳感器數據
採集應用，它把自己描述為「一款傳感和腳本記錄應用，可以使創設情境感知的行為干預和體驗成
為可能。」

傳感器數據採集應用 : Purple Robot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edu.northwestern.cbits.purple_r
obot_manager&hl=en

論文結果與方法



• 台大醫院廖士程醫師

• 台大心理系老師 黃從仁 心理資訊學課程老師

• 北榮醫師李正達醫師

• 台大心理系前任臨床心理理事長陳教授

醫師教授權威訪談皆說透過sensor對應憂鬱行為是可行的



• 目的 :
設計出可藉由手機搭配現有穿戴式裝置，在符合患者願意使用之下，精準計算出患者憂鬱狀況。

• 方法 :
藉由G-sensor,三軸加速器,手機照光,文字探勘…等
多項感測並且依照DSM-IV對照各項指數，進行加總計算，
判斷出客觀的憂鬱指數。

預計讓病患一整周的以手機上傳心情狀況，後一周修正手機預測心情狀況。

• 預期結果 :
期望能高達90%以上的準確率，能夠說服醫師及使用者願意使用。

預期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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