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參加 2012 年第 59 屆美國運動醫學年

會暨運動是良藥世界大會 

59th Annual Meeting and 3rd World 

Congress on Exercise is Medicine 

 

 

 

 

 

 

就讀學校：國立體育大學  教練研究所 

姓名：王佩凡 博士生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2012/05/25 至 2012/06/04 

報告日期：2012/06/18 



2 
 

摘要 

第 59 屆美國運動醫學年會暨運動是良藥世界大會於 2012 年 5 月 29 日起至

6月 2日止，在美國舊金山市會議中心盛大舉行，共有世界各地超過 6600 名學

者專家與會，會議中進行了數千篇論文的發表，為運動醫學界的國際年度盛會。 

    作者本人全程參與，共發表 2篇論文（主要論文 1篇，共同作者 1篇），與

國外學者交流獲益良多。除了往年著重的健康促進議題外，此次會議內容呼應奧

運年，將許多競技訓練的課題加入，邀請了美國、澳洲、加拿大、以色列等許多

世界最優秀的運動科學人員到會議中，探討競技運動科學之執行面的相關討論及

高級運動選手的訓練及運動醫學、運動傷害的相關議題。 

 

  



3 
 

目次 

摘要 ………………………………………………………………………………………………… 1 

壹、目的 ………………………………………………………………………………………… 4 

貳、過程 ………………………………………………………………………………………… 4 

參、心得與建議 …………………………………………………………………………….. 7 

  



4 
 

壹、目的 

一、參加美國運動醫學會舉辦之第 59 屆美國運動醫學年會暨第 3 屆運動是良藥

世界大會。 

二、進行個人論文發表，藉由國際學術交流，提昇國際視野。 

 

貳、過程 

一、會議背景介紹 

每年輪流於美國各州舉行由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所舉辦的年會是運動科學領域的年度盛會，會議中有來自世界

各國不同運動領域之頂尖學者及研究人員，利用此會議來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

美國運動醫學會成立逾 1954 年，成立宗旨為促進全民健康為使命。2012 年第 59

屆 ACSM 年會更突破了過去歷年與會學者的人數，共有超過 6600 位來自世界各

國的學者專家受邀與會參與。 

年會於 2012 年 5 月 29 日起至 6月 2日止，在美國舊金山市會議中心盛大舉

行，共有世界各地超過 6600 名學者專家與會。會議中進行了數千篇論文的發表，

為運動醫學界的國際年度盛會。 

    作者本人全程參與，共發表 2篇論文（主要論文 1篇，共同作者 1篇），與

國外學者交流獲益良多。除了往年著重的健康促進議題外，此次會議內容呼應奧

運年，將許多競技訓練的課題加入，邀請了美國、澳洲、加拿大、以色列等許多

世界最優秀的運動科學人員到會議中，探討競技運動科學之執行面的相關討論及

高級運動選手的訓練及運動醫學、運動傷害的相關議題。 

 

二、會議活動簡介 

此非常具規模性的會議，包含了許多相關活動同時進行，每日會議時程依據

不同領域及主題，在不同的會議廳內展開。主辦單位將會議分為：大會會長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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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各領域主要專題報告、跨領域議題的受邀特別演講、主題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海報發表(posters)、主題海報發表、工作坊(work shop)等，每個時

段都有數個場次，由與會者自行選擇參與。名稱雖稱為運動醫學學會年會，就發

表的論文內容而言，也廣泛的包含各領域，包括：運動生理學、運動醫學、運動

心理學、運動訓練、運動生化血液值、運動營養、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員表現、

運動傷害防護、體適能、特殊族群體育教育、幼兒教育等等，不僅是運動科技領

域學者，臨床醫師、職能治療等相關專業人士，故此次會議除了發表之論文量相

當可觀外，論文內容也非常豐富並兼具多樣性。 

由於是歷史悠久的國際年度盛會，會議現場也有設置廠商展覽，包含各種最

新的圖書、研究設備器材、軟硬體設備、運動營養產品、運動傷害防護產品、能

量補給品等，世界各大知名廠商皆將最新穎的器材成列於場中，供大家詢問及試

用。 

 

三、發表經過 

    作者搭乘 2012 年 5 月 25 日晚間班機抵達舊金山機場，半夜抵達下塌旅館，

5 月 26 日經過一日休息調整時差後；5 月 27 日前往著名學府史丹佛大學進行文

化參觀，置身於全美排名前五大學的校園內，除了幅員廣闊的草坪外，校園地標

胡佛塔及校內一致設計風格的各棟建築，令人印象深刻；校園內運動風氣興盛，

當天便有許多學生在校園內慢跑及騎自行車，對於這樣有朝氣活力的風氣，身為

體育大學學生深受感動，期待台灣各大學的運動風氣也可如此盛行。5 月 28 日

於舊金山市市區內進行文化參訪，準備隔日研討會行程。 

會議於 2012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 日於美國加州舊金山市會議中心舉行，5

月 29 日上午前往舊金山會議中心註冊報到，領取會議資料及通行證。會議所舉

辦的各項報告發表在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進行，會議課程安排非常流暢，每位

口報告時間掌握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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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早上 9：00 至 10：30 進行與學妹進行學術海報發表（第三作

者）並於當天下午進行作者學術海報發表（主要論文），自 14：00 至 17：00 報

告並接受各國學者詢問，交換意見。6 月 1 日至 2 日作者前往各項專題發表、演

講進行聆聽，並瀏覽其他主題海報之發表。6 月 2 日結束研討會行程，稍作休息

便搭乘 6 月 3 日凌晨班機返回台灣。 

海報發表題目分別為： 

1、Changes of Incremental Exercise V
‧

O2 Kinetics between Different Fitness Levels. 

2、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Fitness between Aboriginal and non-Aboriginal College 

Baseball Players.  

上述主要論文發表內容是以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不同的體能水準對於

攝氧動力學的表現。過去針對攝氧動力學的分析較常使用連續性的運動測驗進行，

然而近年來在臨床的研究中，將漸增式運動測驗作為評估攝氧動力學的方法已慢

慢受到重視，但目前相關研究證據仍是缺乏。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心肺適

能水平者在漸增式運動測驗中，攝氧動力學變化情形。方法：本研究對象為有運

動習慣之男性大學生，分為兩組，高適能組(HF)（平均 20.22 ± 2.11 歲、177.89 

± 4.48 公分, 72.06 ± 10.88 公斤, VO2max: 58.87 ± 1.62 ml．kg-1．min-1；共 9

名)和低適能組(LF)（19.33 ± 1.12 歲, 177.78 ± 5.95 公分, 79.82 ± 13.34 公斤, 

VO2max: 44.10 ± 2.31 ml．kg-1．min-1；共 9 名）。所有受試者皆進行中強度（63% 

VO2max）及高強度（95% VO2max ）2 個 6 分鐘的漸增跑步運動測驗（中間會

各間隔 10 分鐘的休息時間）。使用氣體分析儀(SensorMedics, Vmax 29)分析耗氧

量，及運動心電圖(SensorMedics, CardioSoft V4 (37/38) ECG)進行心跳的測量。

以單因子重複量數來分析不同組別間在不同強度下每分鐘耗氧量的差異。結果：

在高強度運動中的結果為：兩組皆在第 3 分鐘達到高原期(VO2 between 3 and 4 

min, HF: p = .15, LF: p = .26)。而中強度的結果為：高適能組在第二分鐘就近入高

原期了(VO2 between 2 and 3 min, p = 1.5)，而低適能組在第三分鐘才進入高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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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2 between 3 and 4 min, p = .87)。結論：在中強度運動時，不同的心肺適能水

平的受試者到達穩定狀態的時間不同，高心肺適能水平的受試者能較低心肺適能

水平者早到達穩定狀態。 

而次要論文是比較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運動員在最大運動測驗中最大攝氧量

與乳酸分析，作者利用參加本年會的機會，與國外學者專家進行相關主題的討論

與分享。 

參、心得建議 

    2012 第 59 屆的 ACSM 年會活動，共有超過 50 個國家以上的學者與會，是

一場非常盛大的學術饗宴。會議中，除了對於各領域的學術專業增廣見聞外，也

目睹了各國對於運動科學、運動醫學類研究領域的蓬勃發展的風氣。每每在實驗

室披星帶月的進行研究，偶而會對於本身的研究方向產生迷惘，但在會場中，感

受著與會者及世界頂尖專家分享著自己研究的熱情，不禁砥礪自己更加大步向前

邁進。因此。學校可多鼓勵研究所學生多參與此類大型的研討會議，吸收各領域

的新知，累積國際交流之經驗。 

在本次會議中，學生深深感覺到外語能力的重要性，尤其是表達方面，要讓

自己能夠可以快速吸收到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成果，或是讓國內優秀的研究成果登

上國際優秀期刊，就必須要避免語言上的隔閡，多加強語言的表達，並增加應予

發表論文的機會，如此才能在學術領域上更上一層樓，並能與國際學術領域接

軌。 

    最後要感謝指導教授傅麗蘭老師及補助作者出席國際會議機票經費的教育

部和國立體育大學，使得本次會議能夠順利成行。並感謝此次一同前往的台北體

院、實踐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世新大學、元智大學等師生，特別感謝他們的協

助及照顧。除了同行的師長們，也於會議中與國內幾所名校台灣師大、慈濟大學、

文化大學、高雄師大等師生進行接觸，互相交流，聽取前輩建議；相信藉由參與

國際研討會之經驗，可以提昇國內體育界學術水準，與國際趨勢沒有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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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附錄 

ACSM 會議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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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 議程內頁（主要論文發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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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 議程內頁（第三作者論文發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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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 大會參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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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 年會成果相片 

 
作者海報發表現場                    與國外學者進行討論，於海報前合影 

 

 

        

完成會議報到   

 

                            教練所師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