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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日期：  112  年  10  月  30   日 

1. 社群名稱  

醫學影像判讀與模型訓練平台討論群  

2. 社群簡介  

本團隊是一群主要由醫學和電資領域的學生所組成的社群，並且受益於交

大與陽明併校後，不同校區學生間更加頻繁的互動，因此成員包括交大校

區、陽明校區、清大之學生。雖然我們的成員來自不同的系所和地區，但我

們視這種多元性為一項特色，並致力於建立一個能夠分享知識和學習的社

群。 

我們的目標是將醫學影像和機器學習結合，讓社群的每位成員藉由結合彼

此所擅長的領域，在交流與討論的過程中，讓大家都能夠獲得更多的理工和

醫學知識。同時，我們希望創建一個醫學影像判讀和訓練的平台，以幫助簡

化複雜的醫學影像判讀，讓人類學習變得更加容易。我們相信這樣的平台可

以為醫學教育帶來實質的改變，並提供更多學習機會和知識分享。 

3. 社群目標  

本社群之主要目標為製作出醫學影像判讀與訓練的平台 ，讓艱澀的醫學

影像判讀能藉由機器學習降低人類學習判讀的難度。 

此教學輔助平台我們取名為「PulmoCoach」，取自 Pulmo (肺部)以及 

Coach (教練)。目標為建立整合醫學知識、影像題庫、圖片生成式 AI功能的 X

光片判讀教學系統，輔助醫學生及醫事人員進行教學指引與答題練習，同時

紀錄自身的學習狀況。 

網頁視覺呈現的部分，我們採用 Figma 預先設計前端 UI 頁面，組織網頁

視覺化呈現頁面後，我們使 Google 所開發的開源框架 Angular 與 Flutter 進行

頁面視覺實作。此平台只要透過 Google 帳號登入即可操作。再透過後台數據

分析、錯誤率分析等數據設計出可調整題目組成的「推薦輔助教學系統」。 



題庫的部分，我們使用 VinDr-CXR 的資料集，提供客製化的題型生成。其

獨特之處在於資料集包含病灶定位的座標資訊，十分適合用製作題庫，可讓

使用者知道影像是否有病灶和病灶的確切位置。此外我們更是將史丹佛大學

提供的 CheXpert 胸腔 X 光開放資料集整合 Diffusion Model 的訓練與生成，計

畫透過 Diffusion Model 的圖片生成演算法進行胸部 X 光片的病灶判讀。預計

讓 Diffusion Model 協助異常病灶的偵測，並且使有病灶的影像變正常，將正

常的影像加入病灶，與有病灶的影像比對，讓使用者能更為清楚病灶位置與

異常之分析。 

4. 社群成員 

成員 姓名 學系全名  (若非交大學生請註記) 跨域學程名稱 年級 

組長 邵筱庭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學院 大四 

成員 1 林毓雯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

程 

電機學院 碩一 

成員 2 鄭適其 智能系統研究所 產學創新研究學院 碩二 

成員 3 許博濟 多媒體工程研究所 資訊學院 碩二 

成員 4 卓采諭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院 大四 

成員 5 陳冠元 醫學系 醫學院 大六 

成員 6 黃啟賢  (清大)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博

士班 

電資學院  已畢業 

成員 7 蘇勇誠 (清大) 資訊工程學系 電資學院 大四 



成員 8 陳正霖 (清大) 資訊工程學系 電資學院 大三 

成員 9 郭哲維 (清大)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電資學院 大四 

5. 執行成果 

○ 執行方式及進度 

● 112/03/22 

○ 學習主題 

■ 參與社團 GDSC的活動，聆聽業界先進學思歷程分享、

職場畢業學長姊的生涯規劃、經驗傳承等內容 

■ 討論與調整平台(PulmoCoach)內容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首先是參與社團活動，讓大家能透過學長姐豐富精采的

經驗分享，讓大家對於未來職涯發展能更有方向。 

■ 在社團活動後，我們開始透過實體+線上討論的方式討論

我們的平台進度。本次主要是先簡介目前已完成的進度

內容，實際操作並展示給其他成員看，大家一起集思廣

益看有沒有哪邊需要修改與調整。 

■ 由於我們預計將初步結果投稿到 3/31截止的 Google 

Solution Challenge 競賽，因此開始討論投稿時所需要的

資料與介紹，以達到比賽需求。 

■ 主要目標為找出目前平台需要調整的部分，包含排版調

整、新增功能，並在給非製作網頁組的醫學系成員試用

後，聽取回饋並更改。 

■ 分工投稿比賽時需要的資料：錄製影片、撰寫表單內容

的分配、網頁前端分類。(後續有多次線上開會，但主要

為討論表單填寫與及時修改網頁呈現部分) 



■ 確認 Diffusion Model 製作進度，由於此部分實作上需要

花費較多時間，且設備上有所不足所以無法好好的執

行，因此打算做為此平台的延伸功能，在比賽繳件時不

加入此部分。 

● 112/04/19 

○ 學習主題 

■ 討論平台(PulmoCoach)需要新增的內容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各個成員回報進度，確認目前實作的進度與規劃未來目

標。 

■ Google Solution Challenge 競賽初賽結果已公布，由於競

爭激烈所以很可惜的沒有進入初賽。因此我們預計要參

與今年的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因為今年的競賽題目剛好

是 AI與教學。非常符合我們的專案內容。 

■ 確定未來規劃：參與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連結)、準備未

來投稿。 

● 112/04/30 

○ 學習主題 

■ Diffusion Model 的實作與調整方向 

■ Hahow 課程的規劃 

■ 舉辦線上機器學習讀書會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由於已開通 Hahow 課程的帳號，因此我們也開始分配與

規劃課程的觀看。 

■ 由於上個月購買了兩本人工智慧的相關書籍，因此我們

有舉辦小型的讀書會，讓現在閱讀此書的成員能分享書

中內容，再大家都傳閱完畢前，就可以先了解書中內

https://www.ctci.org.tw/8838/talent/41184/44736/44742/


容，也可以讓不是負責 Diffusion Model 的成員們至少能

了解有關人工智慧的東西。 

■ 由於已經使用經費購得硬碟，因此能開始嘗試將 

Diffusion Model 實作出來，不過因為還有一些技術上的

問題，所以目前是計畫再多多收集資訊與學習 

■ 由於我們在 GDSC 社團要在 6/3 報告專案結果，因此我

們規劃在接下來的五月要準備報告內容。 

■ 本月我們主要著重於 Diffusion Model 的部分，但由於實

作較為困難，技術含量也較高，而網站也須等此部分做

完才能加入，因此本月除了負責 Diffusion Model 的同學

需要辛苦一點，其他人主要是在學習更多的相關知識，

所以本月主要以學習為導向，讓團隊中的大家一樣能有

不少的收穫。 

● 112/05/14 

○ 學習主題 

■ 分享 AI Forum 2023 論壇之演講內容 

■ 準備 6/3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的內

容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各個成員回報進度，確認目前實作的進度與規劃未來目

標。 

■ 由黃啟賢學長整理並分享在 AI Forum 2023 論壇中所聽到

的會議內容，包含自然語言處理、自駕車、電腦視覺等

議題，讓大家即使沒有參與論壇，仍然能夠有所收穫。 

■ 由於我們的網站已完成大部分的內容，因此我們開始討

論剩餘已規劃好要做但未開放的功能。網頁組在透過與

醫學系的成員溝通的過程中，更詳細的規劃好剩餘功能



的運行與呈現方式，讓之後的實作部分能夠更好的執

行。 

■ 確定未來規劃：參與中技社 AI創意競賽(連結)，但由於

大家較忙，考慮到投稿時間，決定暑假在開始準備競賽

內容。 

■ Diffusion Model 可跑出初步結果，但由於 GPU 分配上的

問題，因此要等之後才能將所有資料結果跑出來。 

● 112/06/02 

○ 學習主題 

■ 準備 6/3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的內

容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成員們各自回報進度，確認目前實作的進度與規劃未來

目標，主要為準備 6/3 的報告，在報告後就暫時休息讓

大家能準備期末考。 

■ 為了準備 6/3 的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

表，因此較無太多進度，主要著重於統整。大家在開會

時一同討論簡報內容以及練習報告流程，讓報告當天能

順利進行。 

■ 修復網頁上一些版面問題，並擬定在成果發表時大概的 

Demo 流程。 

■ 製作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的簡

報，包含題目介紹、網頁運作以及 Diffusion model 的部

分，並預先錄製好網站的 Demo 影片。 

■ 由於 Diffusion model 為大部分成員較不熟的部分，因此

負責此部分的成員有透過簡報介紹給成員們。 

● 112/06/03 

https://www.ctci.org.tw/8838/talent/41184/44736/44742/


○ 學習主題 

■ 6/3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6/3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中我們向參與者報

告我們的專案，包含網頁前後端實作以及 Diffusion 

Model 的深入技術講解。 

■ 成果發表當天除了報告以外，成員也各自挑選自己感興

趣的議程，在聆聽後於用餐時間互相分享。在成果發表

結束後，我們進行了小慶功在外面的餐廳聚餐。 

■ 本月的主要目標都是在準備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的成果發表，由於這也是 GDSC 這個社團第一次

舉辦這樣的活動，因此並沒有辦法參考之前的議程準備

狀況。不過在大家的認真準備下當天的報告還是十分順

利，也聽到了許多教授、社團同學等等的成果與議題討

論，主題也十分多樣化，讓我們每位成員都受益良多。 

● 112/07/16 

○ 學習主題 

■ 調整網頁介面，讓整體使用感受更佳。 

■ 討論參與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的相關事項與準備。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團隊內各成員回報彼此的進度，並依此進度規劃未來的

方向，目前主要重心會放在參與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的準

備上。 

■ 準備參加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討論並填寫申請書內容，

以及開始找其他相關背景的教授擔任指導教授以符合參

賽所需。 

■ 準備 DEMO 影片與簡報用於詳細的介紹目前成果，方便



在和指導教授介紹時能讓教授可以更加快速的了解我們

的題目。 

■ 規劃與分配大家觀看 Hahow 課程的時間，讓大家不會撞

到時間而無法觀看，也能讓大家提升自己的能力，對於

專案能夠有更多的發想與創新。 

■ 持續的調整網頁前端的版面問題，讓使用介面更符合使

用者的需求。 

■ 負責 Diffusion Model 的成員們繼續研究相關論文，嘗試

產生出高品質的圖像。 

● 112/08/20 

○ 學習主題 

■ 討論並調整網頁介面。 

■ 準備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根據醫學系的同學的回饋，由網頁組持續的調整網頁前

端的版面與功能上的問題。 

■ 負責 Diffusion Model 的成員們持續的調整模型。 

■ 完成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約八成的報名資料內容。 

■ 本月我們依舊主要為要準備參加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由

於文件需要盡可能寫得詳細，因此我們也花許多時間在

研究論文，尤其是其中的演算法更是重點中的重點。在

研究論文的同時我們也學到很多，讓不同工作內容的夥

伴也能學習這些新的知識。 

■ 在這個月由於主要是大家一起集思廣益競賽繳交文件的

內容，為此要讓大家的工作成果整合起來，所以也讓大

家能更了解彼此進行的工作內容與成果。 

● 112/09/08 



○ 學習主題 

■ 討論與提交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之書面資料 

■ 探討 Diffusion Model 於此題目之延伸 

○ 學習內容與進度 

■ 本月主要是潤飾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之內容，例如在報告

中詳細敘述 Diffusion Model 之算法與模型架構，並介紹

我們如何將 AI 與教學連結起來。 

■ 團隊成員共同發想關於 Diffusion Model 於此題目的應用

是否能延伸至其他技術，例如降噪等，嘗試優化我們的 

Diffusion Model 所產出的圖像之品質。 

■ Diffusion Model 目前產出之圖像仍有些問題，因此我們

選擇開始閱讀研究相關的論文，希望能夠穩定的產出高

品質的胸腔 X 光片圖像，才能實際運用於我們的 Pulmo 

Coach 網站。 

■ 網頁組持續的優化網頁，例如測驗選擇之畫面、版面之

配置。後端部分也修復了一些 bug。 

■ 負責 Diffusion Model 的成員們持續閱讀論文研究如何調

整。 

■ 報名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目前正在等待初賽結果。 

 

○ 實施效益與具體成果 

○ Diffusion Model 成果 

■ Diffusion Model 生成之影像 (Input Image / Noise / Output Image / 

Heatmap) 



 

■ Diffusion Model 架構圖 

 

■ Diffusion Model 介紹 

1. 在醫學應用中，弱監督異常檢測方法引起許多學者極大興

趣，因為訓練時只需要圖像註釋。當前的異常檢測方法主

要依賴於生成對抗網路(GAN)或自動編碼器(auto-encoder)模

型。這些模型通常訓練起來複雜度很高，很難保留圖像中

的精細細節。我們使用了一種 denoising diffusion implicit 

models的新型弱監督異常檢測方法。將確定性迭代噪聲

(noise)和去噪(denoise)方法與分類器指引相結合，在患病受

試者和健康受試者之間進行圖像到圖像的轉換。我們使用

CheXpert數據集可以生成非常詳細的異常圖，且不需要複

雜的訓練過程，模型複雜度計算成本較低。 

2. Diffusion Model 主要對於一個原圖 x，需要 T個步驟給圖片

加少量的雜訊(noise)生成 x0, …xT, 雜訊級別 t 從 0至 T 漸漸

增加，我們模型使用 U-net架構 εθ用來從 xt中預測 x(t-

1)，在模型過程中是已知 x(t-1)的 Ground Truth，可直接使

用MSE loss來計算，推理過程從 xt ~ N(0,I)開始預測 x(t-



1)。 

○ 網站成果 

■ 投稿 2023中技社 AI創意競賽：榮獲第一名 

■ PulmoCoach 網站連結：https://is202.cs.nthu.edu.tw/welcome 

■ GitHub 連結：https://github.com/eric900115/PulmoCoach 

■  網頁架構與頁面視覺： 

1. 後端：Python Flask, Postgresql 

2. 前端：Angular, HTML, CSS, TypeScript, Bootstrap 

3. Deployment：Docker Container, let's encrypt Openssl, Nginx 

■ 網站介面介紹： 

1. 登入畫面：綁定 Google帳號 

 

2. 主頁選單 (About Us) 

○ CXR Tutorial: 胸腔 X 光判別教學 

○ Custom Quiz: 選擇題型 

○ Random Quiz: 隨機題型 

○ Analytics: 分析使用者能力 (尚未完成) 

○ History: 使用者解題紀錄 

 

3. Custom Quiz: 根據病灶客製化題目，答案有病灶定位 

https://is202.cs.nthu.edu.tw/welcome
https://github.com/eric900115/PulmoCoach
https://is202.cs.nthu.edu.tw/assets/Pulmocoach_tutorial.pdf


 

 

4. Random Test: 隨機抽考一張 X光片，每題附有提示 

 

5. History: 保留作答紀錄 

 

 

○ 成果照片 

○ 112/03/22 

■ 負責網頁前後端的成員們正在介紹目前的進度與未來規劃，並

且呈現目前平台的基本操作。 



 

○ 112/04/19 

■ 此為開會截圖，主要是在講解胸腔 X光片的一些基礎知識 

 

○ 112/04/30 

■ 實作 Diffusion Model 時主要參考的程式碼 

 

○ 112/05/14 

■ PulmoCoach功能規劃之紀錄 

 

○ 112/06/02 

■ 準備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之簡報內容 



 

○ 112/06/03 

■ 成員於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 

 

 

■ 成員的大合照 

 



■ 成員於活動結束後前往聚餐作為小慶功 

    

  

○ 112/07/16 

■ 進度回報與規劃紀錄表 

 

■ 修改後的前端介面 (Random Quiz 頁面) 

 

○ 112/08/20 

■ 中技社競賽，申請書內容 



 

○ 112/09/08 

■ 系統架構圖 

 

○ 小組成員心得(每位成員含組長皆須寫至少 300字心得) 

○ 邵筱庭： 

 身為本次 Active learning 自主學習計畫中醫學影像判讀與模型

訓練平台討論群的組長，我很開心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成員一起製

作 PulmoCoach 專案。而這次專案也是我難得的跨域合作，在討論

的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跨領域合作的難度，因為我本身並沒有醫

學相關知識，也比較不會接觸到專案的主要受眾，也就是醫學領域

的學生，因此往往會需要仰賴冠元的講解與介紹，才會讓我更清楚



使用者的痛點以及需求。 

此外在本次專案中，雖然我主要負責的是網頁開發的部分，但

也因為要結合 Diffusion Model 因此學習到許多相關知識，因為 

Diffusion Model 算是目前頗受歡迎的生成式模型，但我卻都沒有主

動去了解與研究，但在藉由製作此專案的過程中，我也因此會去研

究  Diffusion Model，增加自己的知識量，更是提升了我自身的實

力。 

○ 林毓雯： 

在這次專題中，我們在醫學教育領域探索創新方法，利用

diffusion model技術來生成正常醫學影像。我們不僅關注學術期刊，

持續關注最新技術和趨勢，並且積極分享我們的實作和驗證成果，

從而促進學術交流和推動領域的進步。 

我們鼓勵研究主題廣泛，包括胸部 X光影像教學、教育科技在

醫學教育中的應用，以及跨學科合作下的教學創新。這些主題不僅

具有實際意義，還有助於提升醫學教育的質量和效率。此外，我們

特別重視那些在教育科技和醫學教育交叉領域有研究成果的學者，

以確保研究具有學術深度和實際應用價值。 

總之，我們希望為醫學教育和技術應用之間建立了關鍵的聯

繫，為改善醫學教育提供了有價值的貢獻。我們的努力將有望提供

更好的學習體驗，期待未來能鼓勵更多學者參與這一重要領域的研

究，推動領域的不斷發展。 

○ 鄭適其： 

在 PulmoCoach專案中，我深刻體認到對於醫學教育的改進，

需要不斷地閱讀學術期刊，特別是像 ICCV、ECCV、CVPR這樣的相

關醫學分割的文章。這些期刊提供了最前沿的技術和研究成果，為

我們的專案提供了寶貴的資訊和靈感。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我們專案

中主要應用的技術——Diffusion Model，它被用來生成正常胸部 X光



影像，這是一個新穎的應用領域。我們也樂於分享這一技術的實作

和驗證，以鼓勵更多人參與這個領域的研究，進一步推動醫學教育

的進步。 

作為一名研究生，在這次專案中我主要是在閱讀相關論文，並

分享給成員們我從這些豐富的論文中得到什麼，且這些資訊對於我

們專案有所幫助的點，藉此精進我們的專案。總而言之，在製作這

個專案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收穫頗豐，也很開心能和團隊的大家一

起完成這項專案。 

○ 許博濟： 

身為交大的研究生，我覺得非常高興可以加入這個 team。 在

這個社群中，我不僅學到了豐富的知識，包括醫學知識和將 AI算

法應用於產生新的圖片，尤其是應用在醫學領域的經驗。 以上這

些經歷都為我帶來了豐富的收穫，而這種結合不同領域製作專案的

經驗對我來說非常寶貴。 

這次共同製作專案的經驗也讓我有機會閱讀更多與醫學相關的

論文，進一步提升了我的專業實力。 我深信這個醫學指引平台在

未來將能夠為更多醫學生在胸腔 X光判讀方面提供協助。 當然，

為了讓模型更具可靠性，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多的實驗和研究。 

因此，我非常期待這個平台能夠得以實施並廣泛應用於各大醫

學系，以幫助更多醫學和護理領域的專業人士。 最後，我要感謝

博雅乾媽提供的慷慨資金，讓我們能夠購置更多的硬盤來儲存更多

的資料。  

○ 卓采諭： 

在這次的專案中，雖然我在程式能力方面並無經驗，以至於無

法與其他團隊成員一同合作，但我在專案中主要於美術專業領域中

有所貢獻，PulmoCoach的 Logo便是由我設計的。我們的專案

PulmoCoach是一個針對醫學生的教育學習平台，旨在幫助醫學界的



人士能有效地學習胸部 X光影像的判讀技巧，專案融合了醫學知識

和最新的科技，致力於提供一個人性化且易於使用的學習平台。因

此本專案 Logo的設計理念主要是基於胸腔 X光片的樣子，再加上代

表觀察與學習意象的放大鏡所結合而成。 

總而言之，儘管我無法在程式實作方面有所貢獻，但這次專案

經驗對我來說仍是一個寶貴的機會，我對於能夠在 PulmoCoach計劃

中貢獻自己的美術專業知識感到自豪，也非常期待未來得以繼續參

與類似的專案，繼續學習和成長。 

● 設計理念： PulmoCoach 的 Logo 設計以清晰和專業為基調，突

顯了對於醫學教育的承諾和創新精神。Logo 結合了胸腔圖形

和文字元素，融合了現代科技與醫學領域的特色。 

● 顏色選擇： 採用專業感十足的深底白色，與醫學 X光的樣式

呈現，這些色彩能夠突出專業性和可信度。 

● 設計要點： 確保 Logo在各種尺寸下都清晰可辨識。 

○ 陳冠元： 

- 我在 PulmoCoach project的收穫 

當我首次參與 PulmoCoach計畫時，我只是懷著一個想法：如

何利用科技幫助醫學生更有效地學習胸部 X光影像判讀。在這次的

計畫中，我深刻體會到跨領域合作的魅力與挑戰。 

胸部 X光判讀在醫學領域中是非常基礎卻又至關重要的技能，

但在學習過程中確實存在許多障礙。目前的教學方式可能仍有改進

空間，而這正是 PulmoCoach希望能夠嘗試作出改變的地方。我們的

團隊結合了醫學、電機與資工的專業，試圖打造一個能夠滿足使用

者需求的平台。 

參與這樣的計畫讓我深深體會到，每個領域的專家都有其獨到

之處。從與指導老師和隊員的交流中，我學到了不少放射科知識，

也了解到 AI技術在醫學影像上的潛在應用。每次的討論都像是一堂



跨領域的工作坊，我從中獲益良多。 

PulmoCoach的開發過程中，我們遇到了許多技術和設計上的

挑戰，如何整合 Diffusion model、如何設計更人性化的界面等等。

但每一次的挑戰，也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儘管有時候會感到困難

重重，但當看到我們的成果逐漸成形，那種成就感真的難以言喻。 

我們深知 PulmoCoach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且不敢奢望

它能夠徹底改變醫學教育的模式。但如果能夠對一些學生或醫護人

員帶來一點幫助，那麼我們的努力就是值得的。此外，透過這個計

畫，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思考方向，鼓勵更多人從不同角度思

考醫學教育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參與 PulmoCoach計畫是我生命中的一段難忘經

歷。我從中學到了許多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學到了如何與不

同領域的人合作，如何面對挑戰，以及如何持續學習和進步。我衷

心感謝所有參與此計畫的成員，以及所有給予我們建議和支持的

人。我期待 PulmoCoach未來能夠持續進化，並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參

與這樣有意義的計畫。 

○ 黃啟賢： 

- 從 diffusion model 生成技術學習到如何整合教學指導平台 

首次參與 PulmoCoach計劃，抱持一個想法：如何使用 AI演算

法幫助醫學生更有效地判讀胸部 X 光影像。在這次的計劃中，我體

會到整合醫學與資訊跨領域合作的挑戰。 

胸部 X光判讀博大精深，在醫學領域中是非常基礎卻又至關重

要的技能，但在學習過程中確實會有許多窒礙難行。目前的教學方

式仍有改進空間，並沒有公開的教學指引平台與提示，PulmoCoach

的亮點就是作出改變的地方。而這次的專案團隊整合了醫學、電機

與資工的專業，試圖希望可打造一個能夠滿足使用者教學需求胸腔

指引的平台。身為一個教師指導，除了要關心每一位學員的執行狀



況，我深深體會到，每個領域的專家都有其獨到之處。與共同指導

袁醫師和隊員的交流中，學到了不少放射科的領域知識，也深知 AI

技術在醫學影像上的潛在應用。 

PulmoCoach 的開發過程中，我們遇到了許多困難，如何串接

Diffusion model ，Diffusion model 生成的結果如何，都需要給醫生看

對不對，是否生成正確，如果不正確就要做參數調整，每一次挑戰

都是學習的機會。雖然已經畢業了，在職場工作，從一開始沒方向

至現在成果逐漸成形，那種成就感真的無法用言語述之。 

PulmoCoach 平台還有要改良的地方，目前由成員陳冠元實習

醫師協助問卷調查與推廣，看有沒有機會改變醫學教育的模式，對

一些學生或醫護人員帶來一點幫助，我們的平台就有顯著的貢獻。

此外，透過這個計劃與博雅的資源，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思考

方向，鼓勵更多人從不同角度思考醫學教育的前瞻性。從

PulmoCoach 專案計劃，是我博士生涯難以忘懷的經歷，學到了許多

醫學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學到如何與不同領域的人合作，如何

面對挑戰，以及如何持續學習和進步。我由衷感謝所有參與到最後

的 GDSC 成員，期待 PulmoCoach 未來能夠持續改版，優化不足的地

方，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參與這樣有意義的計劃。 

○ 蘇勇誠： 

透過 PulmoCoach平台，我親身體驗到了 AI在醫學影像教育中

的強大潛力。以往，胸部 X光影像的解讀需要長時間的專業訓練和

經驗積累，而現在，AI diffusion model的加入，使得這一學習過程

大為簡化。這一模型不單是自動化工具，更是扮演一個教練的腳

色，它能即時分析學習者的答題情況，並給出專業的反饋。 

PulmoCoach平台的中包含了前後端以及 AI的模型，前後端可

以供使用者進行答題與學習，並輔以 difussion model讓使用者可以

更有效率地學習。PulmoCoach平台的這些特點突出了 AI如何成為



醫學教育的有力工具，並且有助於培養下一代醫學專家。隨著這種

創新工具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未來在醫學影像學習和實踐中的應

用無疑將變得更加廣泛和有效。 

○ 陳正霖： 

從參與這一個專案中，我深刻的體會到科技在醫學教育上的潛

力。從一開始和大家討論問題及可能的解方，以及到後來逐漸凝聚

成共識並開始平台的設計及程式的撰寫。每一步都遇到了不少挑

戰，但卻也都在我們團隊大家的努力下共同克服了。如今，平台已

達成初步的里程碑，我們將要思考如何進而去優化我們的平台並帶

給使用者更加舒適且便利的體驗。AI模型的帶入是我們的第一步，

往後我們將繼續思考如何使用先進的機器學習技術來增進使用者學

習的效率。此外，我們也在思考這一個專案是否能延伸應用到其他

領域，讓更多人受惠。從這次參與專案的過程中，我覺得收穫最大

的是成就感。這是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學的知識可以用來幫

助別人。我想謝謝和我一同努力的夥伴們，也希望之後我們一起繼

續努力加油。 

○ 郭哲維： 

PulmoCoach是一個旨在透過 AI科技提升醫學生胸部 X光影像

判讀能力的創新計劃。為了不斷提升計劃的品質和影響力，我們積

極進行問卷調查，收集並分析許多醫學生的回饋意見，以進一步改

進我們的教育指引平台。我們致力於確保 diffusion model在我們的

平台上能夠發揮積極的影響力，進而提高醫學生的學習效果。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不斷學習相關的醫學基礎知識和 AI技

術，以確保我們的計劃能夠充分滿足醫學生的需求。我們的未來計

畫包括將這一醫學教育平台投稿至國際期刊，以分享我們的經驗和

成果，進一步提升平台的影響力。這將使我們的平台不僅僅能夠發

表論文，還能夠在教學上為醫學判讀貢獻更多價值。 



總之，PulmoCoach計劃不斷努力提高醫學生的學習體驗，並

在醫學教育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將持續致力於結合 AI技術

和醫學知識，並積極參與學術研究，以確保我們的平台能夠為醫學

教育領域帶來實質的改變。 

6. 執行問題檢討與建議 

○ Diffusion Model 深入研究需要花費比預計更多的時間。 

○ 來不及蒐集平台使用者回饋，也因為沒有獎勵因此募集使用者試用時遇

到困難。 

7. 其他 

○ 未來展望 

■ 期望繼續深入研究 Diffusion Model，主要想加入 Deblurring 技術，讓

輸入到 Diffusion Model 的圖像品質更好，得以讓 Diffusion Model 能

更好的運作。 

■ 持續閱讀相關論文，提升 Diffusion Model 的效果。 

■ 預計在未來投稿 IEEE Transactions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教育期刊 

歷次紀錄表參考格式_總表 

次

別 
日期/時間 地點 主題/內容 

觸及

人次 

1 

112/03/22 

18:30-

23:00 

交大人社三

館 201教室 

+ Google 

meet 

業界學長姐分享與開會討論投稿比賽

的準備 
10 

2 

112/04/19 

19:00-

21:00 

科學三館 

SC160 + 

Google meet 

Flutter 初階概論(GDSC社課) + 討論網

站的 Diffusion Model實作部分 
10 

3 
112/04/30 

20:00-
Google meet 

討論網頁與 Diffusion Model進度、分

享書籍內容 
10 



23:00 

4 

112/05/14 

20:00-

23:00 

Google meet 
討論進度與準備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 
10 

5 

112/06/02 

22:00-

24:00 

Google meet 
準備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發表 
10 

6 
112/06/03 

9:30-22:00 

交大人社一

管 + 聚餐餐

廳 

Google I/O Extended 2023 Hsinchu 成果

發表、聚餐 
10 

7 

112/07/16 

20:00-

23:00 

Google meet 進度回報與規劃、準備中技社競賽 10 

8 

112/08/20 

20:00-

23:00 

Google meet 準備中技社競賽、共同撰寫計畫書 10 

9 

112/09/08 

21:00-

24:00 

Google meet 準備中技社競賽、討論相關論文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