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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兩周年感言 

秘書長蘇瑛玟 

時光匆匆，轉眼間，我們的協會已經陪伴著大家走過了兩年。在這段

時間裡，我們深深感受到了您們的支持與鼓勵，正是有了您們的支持，我

們的協會才得以茁壯成長。 

回顧過去兩年，協會舉辦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其中包括會員大

會、年度研討會以及每月的讀書會。這些活動不僅為會員們提供了交流的

平台，更促進了彼此之間的學習和成長。我們看到了會員們的熱情參與和

積極反饋，這也激勵著我們不斷地努力舉辦更多更好的活動，以回饋大家

的支持與信任。 

除了定期的活動之外，協會還每季度出版電子報，並不定期更新協會

網頁相關資訊，將行業動態、會員活動等資訊及時分享給大家。這不僅是

對協會活動的一種延續，更是加強會員之間聯繫的重要途徑，讓大家能夠

更加全面地了解協會的運作與發展。 

在協會成立兩周年之際，我們也迎來了理監事的改選。如果您對協會

的運作有任何建議或想法，或者希望更加積極地參與協會的管理與活動

策劃，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參加本次改選，讓我們攜手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繁

榮、充滿活力的協會。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會員在過去兩年中對協會的支持與厚愛。我們期

待著在未來的日子裡，與您攜手並肩，讓我們攜手共同努力，繼續為協會

的發展添磚加瓦，共同見證協會的成長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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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集錦 

讀書會集錦 

讀書會指引 

• 每月舉辦乙次，以每月第三個星期六，下午 2:00~ 4:00 為原則。 

• 讀書會採混合形式 (實體+線上) 舉行。 

• 免費參加，實體會議限協會會員參加。 

• 讀書會內容包含:『產業知識』、『醫學新知』、『專家分享』及『個案討

論與產學對談』四部分。 

• 『個案討論與產學對談』提出臨床或產品個案供討論者，以現場參與

為原則。 

• 『個案討論與產學對談』為鼓勵相互激盪與創新，討論內容與過程不

代表協會立場。 

 

活動花絮 

 

2024 年 5 月 18 日 

• 足底壓力與地面反作用力 

Plantar Pressure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復健科  

楊恩醫師  

• 案例分享 

社團法人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  

王崇禮理事長 

2024 年 4 月 20 日 

• 應用仿生外部足底筋膜加強足部功能 
Stiffening the human foot with a biomimetic 

exotendon 

社團法人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  

蘇瑛玟秘書長 

• 案例分享 

社團法人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  

王崇禮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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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集錦 

 

舉辦日期：2024年 7月 20日(六)  
時間：下午 2:00~4:00 
講題：重新認識扁平足 

   足部輔具商品的應用 
(後續相關信息將刊登於協會網站 https://m-data.org/ 及 Line 群組) 

 

           協會網站             協會 Line 群組 

          

2024 年 6 月 20 日 

• 內側足弓的足底壓力負載 

Medial Arch Plantar Pressure Loading 

社團法人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  

胡師賢秘書 

• 案例分享 

社團法人台灣足踝穿戴裝置協會  

王崇禮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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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活動 
1.台大醫院復健部「醫學專業系列演講」 

一、 時間：2024 年 04 月 02 日  08:00～09:00 

二、 地點：台大醫院復健部 

三、 主題：足部輔具的療效與理論變革  

四、 主講者：王崇禮理事長 

一、 時間：2024 年 05 月 21 日 08:00～09:00 

二、 地點：台大醫院復健部 

三、 主題：揭開扁平足的神秘面紗系列（I）  

四、 主講者：王崇禮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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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活動 

一、 時間：2024 年 06 月 25 日 08:00～09:00 

二、 地點：台大醫院復健部 

三、 主題：揭開扁平足的神秘面紗系列（II） 

四、 主講者：王崇禮理事長  

 

2.參訪台大醫院復健部智能科技物理治療室 

一、 時間：2024 年 04 月 02 日  09:20～10:00 

二、 地點：台大醫院復健大樓三樓 

三、 主題：骨科暨復健科聯合門診與足壓量測 SOP。 

四、 與會人員: 

復健部梁蕙雯主任、骨科陳沛裕醫師、復健科楊恩醫師、研究人員范杉 

王崇禮理事長、蘇瑛玟秘書長 

 

 

 

 

 

 



 

 

協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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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scan 足壓量測報告優化座談會 

一、 時間：2024 年 05 月 28 日  17:20～19:00 

二、 地點：台大醫院復健講堂 

三、 主題：如何優化足壓量測演算與報告，以提供更精準的醫療判斷 

四、 與會人員: 

王崇禮理事長、台大醫院復健科楊恩醫師、研究人員范杉、蘇瑛玟秘書長、 

白晢仰經理、李翌睿業務工程師 

 

 
4.理事柴惠敏副教授台大醫學院榮退會 

一、 時間：2024 年 06 月 22 日  10:00～13:00 

二、 地點：台大公衛大樓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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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活動 

5.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一、 時間：2024 年 04 月 27 日  13:00～14:00 

二、 地點：台大嚴慶齡工業研究中心 R407 

三、 會議摘要： 

1.同意 113 年度會員大會規劃案。 

2.同意新進會員案。 

6.臨床足踝案例討論會 

一、 日期： 

  2024 年 04 月 9 日 、5 月 14 日、5 月 28 日、6 月 11 日、6 月 25 日 

二、 時間：17:00～19:00 

三、 地點：台大醫院復健講堂(西址大樓 4 東 1 樓復健科病房走廊盡頭) 

四、 與會人員: 

王崇禮理事長、台大醫院骨科陳沛裕醫師、台大醫院復健科楊恩醫師、 

研究人員范杉、蘇瑛玟秘書長 

五、 說明： 

迄今案例討論會已舉行五次。 

自 2024 年 7 月開始將擴大舉行，跨科部討論臨床足踝相關案例。 

7月份臨床足踝案例討論會

時間: 

1. 2024 年 7 月 9 日(二) 下午 5:00~6:00 

2. 2024 年 7 月 23 日(二) 下午 5:00~6:00 

地點: 臺大醫院復健講堂(西址舊大樓 4東 1樓復健科病房走廊盡頭) 

 

歡迎台大院內及院外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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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新知 

淺談足底壓力和地面反作用力 
Plantar Pressure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文/楊恩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足底壓力(Plantar pressure)

與地面反作用力(Ground reaction force)的測量

技術及其在醫學中的應用。通過對足底壓力與

地面反作用力的基本概念、測量技術的歷史演

進、現代技術、校正方法及臨床應用進行介紹，

探討這些測量技術在足踝生物力學研究中的

重要性。 

引言 

足部是人類運動鏈中的最終環節，因此足

底壓力與地面反作用力是研究人體運動學及

力學的重要參數。在著地和推進過程中，對地

面施加的力量會以相等的幅度但相反的方向

傳遞到身體內部。適當的相互作用力，對於維

持生物張力完整性(Biotensegrity)與人體的功

能是必需的。然而，偏離最佳負荷閾值，無論

是過低還是過高，可能導致組織損傷。因此，

準確測量並分析這些參數對於診斷和治療各

種疾病，以及優化臨床和運動表現至關重要。 

實務上，主要有兩個量測目標，分別為地

面反作用力測量(Ground reaction forces)和足

底壓力分佈測量（Plantar pressure）。「力」的本

質是三維的，有方向性；隨著步態的進行其方

向與大小會動態變化。而「壓力」多考量了接

觸面積的參數，可提供單位面積受力的參數。

然而壓力沒有方向性，只記錄垂直地板軸向的

受力，因此無法量測足部所受水平方向的剪力

(Shear force)。 

足底壓力與地面反作用力的測量技術經

歷了漫長的演進過程。從亞里斯多德時代對步

態的觀察，到 19 世紀利用石膏或黏土來記錄

足跡，進一步發展到 20 世紀利用鋼球或橡膠

金字塔留下的印記進行測量(如圖一)。這種方

法只能提供靜態的總體印記，無法反映步態週

期中每一階段的受力變化。直到 1934 年才出

現了第一個動態報告，利用透明玻璃下方放置

攝影機來捕捉每一步的動態變化，這標誌著動

態測量技術的誕生(如圖二)。這些早期的研究

方法雖然簡單，但為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現代技術更進一步採用了應變計(Strain gauge)

 
圖一：利用鋼球或橡膠金字塔留下

的印記進行測量(引用自參考資料 

2) 

 

圖二：利用透明玻璃下方放置攝影機來捕捉每一步的動態變化

(引用自參考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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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新知 

和壓電傳感器(Piezoelectric transducer)，實現了

更高的精度與更多的參數測量。  

現代測量技術 

現代測量技術主要分為三種類型：平台型

(Platform)、墊子型(Mat system)和鞋內型(In-

shoe system)。這些系統分別適用於不同的臨床

與研究需求，並具有各自的優缺點。 

1. 平台系統（Platform Systems）：剛性板，

內含傳感器陣列。平台型系統通常具有

高精度，由於其固定位置的設計，能夠

提供穩定且可靠的數據。這些系統通常

嵌入地板，並與周圍環境隔離，以避免

外界干擾對測量結果的影響。平台型系

統適合於實驗室環境中的精細測試，但

其限制在於體積較大，便攜性較差。(如

圖三) 

2. 墊子系統（Mat Systems）：攜帶較方便

的測量設備，通常由柔軟材料製成，內

含多個傳感器陣列。這種系統可以覆蓋

較大的區域，允許被試者在較自然的條

件下行走或跑步。墊子型系統的靈活性

和便攜性使其適合於臨床環境和日常

應用。然而，由於其材質的特性，墊子

型系統的測量精度可能略遜於平台型

系統。(如圖四) 

3. 鞋內系統（In-Shoe Systems）：最現代

化的測量技術之一。這種系統將傳感器

直接嵌入鞋內，能夠提供動態的步態分

析數據。鞋內型系統的優勢在於其便攜

性和實用性，透過無線記錄數據，在各

種日常活動中進行測量。(如圖四) 

校正方法 

為了保證測量結果的準確性，對傳感器進

行校正是必要的。校正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線

性度(Linearity)、遲滯現象(Hysteresis)和溫度漂

移(Temperature Drift)。 

1. 線性度（Linearity）：線性度是指輸入與

輸出之間的關係是否為理想的線性。材

料的性質可能會隨著負載水平的變化

而改變靈敏度，這可能導致非線性關

係。為了確保測量的準確性，需要在每

個量測點上進行校正，以確定實際的輸

入輸出關係。 

2. 滯後（Hysteresis）：遲滯現象是指傳感

器在受力載荷和卸載過程中輸出變化

的不同。在快速加載和卸載事件中(例如

快速跑跳時的足壓測量)，材料無法快速

恢復到未加載狀態，滯後現象更加明

顯。此外，此誤差也與材質的彈性

 

圖三：平台型足壓量測系統(引用自

參考資料 1) 

 

 

 

圖四：墊子(A)鞋內(B)足壓量測系統(引

用自參考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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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新知 

(Elasticity)及靈敏度 (Responsiveness)有

關。壓電材料(Piezoelectric materials)因

其剛性特性，遲滯現象較小，適合高精

度測量。其他材料如電導式傳感器，其

遲滯現象較明顯，需要更多的校正。 

3. 溫度漂移（Temperature drift）：溫度漂

移是指溫度變化造成傳感器材料特性

的改變，從而影響測量結果。壓電材料

在這方面的表現最差，容易受溫度影

響。因此，在測量前需要進行預熱，使

傳感器達到穩定溫度，以減少溫度漂移

的影響。 

視覺化與分析 

視覺化 

現代足底壓力與地面反作用力測量系

統通常會生成視覺化圖像，以直觀地理解

壓力分布和力學特徵。足底壓力數據通常

使用顏色標度來表示壓力分佈模式。低壓

區域顯示為“冷”色調（藍色），高壓區域顯

示為“熱”色調（紅色）。每個像素代表單個

傳感器的讀數；數據還可以另外進行內插

後製，使足壓圖更平滑，解剖結構更清晰。

(如圖五) 

分區分析(Mask) 

分區分析是一種常用的技術，將足底

劃分為不同區域，進行更詳細的比較與分

析。據研究問題的不同，可以將足部分為 2

到 12 個區域。常見的區分方法包括將足底

分為前足(Forefoot)、中足(Midfoot)和後足

(Hindfoot)，或者進一步細分為內側(Medial)

和外側(Lateral)區域。這種方法有助於識別

特定區域的壓力集中情況，為臨床診斷和

治療提供重要參考。(如圖六) 

高壓、平均壓力分析與力量時間積分 

高 壓 (Peak pressure) 和 平 均 壓 力

(Average pressure)是足底壓力測量中的兩

個傳統重要指標。高壓指的是步態過程中

某一瞬間的最大壓力，這對於識別壓力集

中區域非常有用，特別是對糖尿病患者的

足部潰瘍預防。平均壓力則考慮了時間因

素，反映了步態週期中壓力的累積效應，有

助於全面了解足底受力情況。近期研究為

了更精準地了解組織受力，開始使用力量

時間積分(Force-time-integral)。這個量測方

法同時考量受力的幅度與受力的時間，能

更有效的反應步態中組織的整體載荷。 

臨床應用 

足底壓力與地面反作用力測量在多個醫

學領域有廣泛應用，主要關注的領域包括： 

1. 糖尿病足部問題：對糖尿病患者進行足

底壓力測量有助於預防足部潰瘍的發

 
圖六：分區分析，包括前中後足及多個

趾骨分析區域(引用自參考資料 1) 

 

圖五：視覺化的足壓圖，數據內插後

製，使足壓圖更平滑，解剖結構更清

晰(引用自參考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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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糖尿病患者常因神經病變導致足部

感覺減退，無法感知過高的壓力，從而

容易出現潰瘍。通過測量足底壓力，可

以及時發現壓力集中區域，並採取措重

新分佈足底壓力，防止潰瘍形成。常用

的方法包括使用平台型設備進行裸足

步態測量和鞋內型設備進行日常活動

監測。 

2. 異常足部辨識：如兒童扁平足（pediatric 

flatfoot），兒童足部的柔軟性和快速發

育使得其研究具有挑戰性。傳統的靜態

測量方法難以反映兒童步態的動態變

化，足底壓力測量技術提供了新的研究

手段。這些技術可以幫助理解兒童足部

在成長過程中的變化，識別早期的足部

問題，並制定適當的干預措施。 

3. 運動相關主題：在運動醫學中，足底壓

力與地面反作用力測量技術被廣泛應

用於運動鞋設計和運動損傷預防。例

如，跑步鞋的設計通常著重於減少衝擊

力，通過測量跑步者的足底壓力分布，

可以優化鞋底材料和結構，以提供更好

的緩衝效果。此外，這些測量技術還可

以用來分析不同跑步姿勢(如腳跟著地

或前足著地)對足底壓力的影響，從而幫

助運動員選擇合適的跑步方式，減少運

動損傷的風險。 

4. 鞋類、鞋墊研究：評估不同足壓與足型

的病人，判定其需要的鞋墊與鞋類。治

療後進一步驗證重新分佈足底壓力的

有效性，進而了解鞋具對局部組織影響

的程度。這也是本學會努力的目標方

向；期待能根據個人足型與足壓，定制

個人化的鞋具建議。 

結語 

足底壓力與地面反作用力測量技術已

經取得了顯著進步，本文所簡介的僅是

足壓量測上的皮毛，未來仍有許多研究

方向值得探索。如王理事長常常強調

的，”You see what you know”，我們理解

的愈多，就愈知道如何準確的判讀，探

索更多的應用領域，以實現這些技術的

全面應用，為人類健康做出更大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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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日期: 113年 8月 17日(六) 

時間: PM2:30~3:00 

地點: 台北慈濟醫院協力國際會議廳 

 

 
           會費繳交              協會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