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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年是美國運動醫學會第 60 屆的年會，同時也是運動是良藥的第 4屆世界研討會，在研討會

之前先行至姊妹校印地安那大學布魯明頓校區參訪，並透過與該校教師的對談中更進一步了

解公共衛生學院整併的過程與運作情形。研討會的部份則是延續之前對身體活動測量方法的

興趣，目前相關領域的研發重點是在多元領域與科技的整合，以及讓電子裝置可以成為協助

維持良好身體活動習慣的工貝，另外在臨床運動生理學的專題中則是提到專業人員如何協助

有特殊需求的人達到人生最後的目標。此外也順利的完成海報論文發表，並參與了文化健走、

高齡者興趣小組集會、以及國際接待晚會等週邊活動。今年研討會的電子化是感受最深的改

變，可做為國內相關集會辦理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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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此次出國主要是參加在印地安那波里市舉辦之 2013 年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年會暨運動是良藥 (Exercise is medicine)之研討會；

並以海報方式發表論文。 

 

二、過程 

(一)出國期間行程 

日期 星期 地    點 行 程 內 容 

5/23 四 臺灣桃園－美國 起程赴美，先行抵達加州之舊金山市 

5/24 五 舊金山市 私人行程：當地參觀 

5/25 六 舊金山市 私人行程：當地參觀 

5/26 日 印地安那波里市 從舊金山經芝加哥轉機至印地安那波里市 

5/27 一 布魯明頓 至姊妹校印地安那大學布魯明頓校區參訪 

5/28 二 印地安那波里市 參加研討會 

5/29 三 印地安那波里市 
參加研討會 

參加文化之旅健走活動 

5/30 四 印地安那波里市 

參加研討會 

海報發表論文 

參加高齡者興趣小組集會 

參加國際接待晚會 

5/31 五 印地安那波里市 參加研討會 

6/1 六 印地安那波里市 
上午參加研討會 

下午起程返台，於芝加哥轉機至舊金山市 

6/2 日 舊金山市 從舊金山市搭機回台 

6/3 一 臺灣桃園 回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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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地安那大學布魯明頓校區參訪 

  在抵達印地安那波里市 (Indianapolis) 隔天，因研討會尚未開始，先行搭乘當地的巴

士到本校姊妹校印地安那大學布魯明頓校區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Bloomington) 參

訪，雖然是週一，但因為是連續假日沒人上班，因此僅在校區與公共衛生學院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參觀，公共衛生學院係於近幾年

因配合學校政策方才整併改制，結合了健康科

學、環境、流行病學、運動、以及休閒觀光等不

同的系所、也呼應了目前健康相關領域的整體走

向。此行並拜訪 Noy S. Kay 副教授，也從和她的

對談中對公共衛生學院整併的過程與運作情形有

更進一步的了解。後來在研討會會場中也再次遇

到了 Dr. Kay，開心的在大會門牌前合照 (如右)。 

 

(三)參加研討會情形 

今年是 ACSM 第 60 屆的年會，但是大會似乎並未因此而有特殊的紀念活動，還是以研討

會相關活動為主。此次參加 ACSM 的研討會感到最大的改變是 ACSM 變得更環保了，過去的手

冊都是厚厚的一本，大約有 8 百多頁，每天背著走也挺累人的，今年的手冊則是僅有大會議

程等相關資訊，不再包含發表論文摘要，因此手冊只剩下不到 300 頁，拿起來輕鬆多了，至

於摘要的部份則是提供電子檔供下載查閱，議程的部份也可自行下載，如此可省下許多印刷

的成本。此外也提供了 App 的應用軟體，下載後即可透過行動裝置隨時查詢議程與最新訊息。

此行同時也發現了名牌中的玄機，在名牌上都有 QR 碼，掃描之後即可自動連結個人聯絡資

訊，相當方便。 

此次參與的研討會場次中，延續之前對身體活動測量方法的興趣，同樣選擇了相關主題

的發表，探討如何客觀的測量身體活動量以及相關應用，講者介紹了測量裝置的沿革與發展，

並介紹新近研究中較常用的方法，目前的裝置研發重點是在多元領域與科技的整合，結合運

動、數學、統計、電腦科學、工程、以及行為科學的專業，設計出更便利與準確的測量工具，

研發方向包括結合感應器收集其他生理訊號 (如體表溫度)，或者內建在手機功能中，以及透

過易於使用的機械學習裝置，讓每一個工具都能夠具有隨使用者調整的客製化功能。此外也

可以做為活動的提醒工具，當配戴者長時間坐著不動時，會適時發出警示音提醒，讓測量裝

置也能成為增加身體活動量的有效工具，此概念在會中與香港中文大學許教授討論之後有了

更進一步的發展，許教授提及已研發出網頁虛擬教練的功能，除了可以選擇指導者、紀錄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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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程之外，同時也會在預計運動的時間發簡訊提醒，讓電子裝置不再只是低頭族的工具而

已，而是可以更積極的參與使用者的生活，協助維持良好的身體活動習慣。 

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場次主題是臨床運動生理學，提到專業人員的責任是要能符合所有

族群的需求，因此以電影「一路玩到掛」為例，說明臨床運動生理學家可以如何協助有特殊

需求的人達到人生最後的目標 (bucket list)，例如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想要完成一趟馬拉松

路跑比賽；高齡者想要完成登上高山的夢想；或者想要嘗試水肺潛水，因為這些慢病患者或

高齡者都有一些潛在的健康隱憂，專業人員必須詳細評估身體狀況，協助其控制病況，給予

適當的訓練與先前適應，並做好萬全的準備，才能讓他們有機會完成夢想。 

 

（四）海報發表論文 

  ACSM 研討會中海報發表的場次與數量非常

多，每一個場次的張貼時間約為 4-5 小時，海報

發表者必須駐留在海報前的時間是 1.5 小時。此

次的海報發表被安排在第 3 天 (5/30) 的下午，

發表主題是有關社區團體運動的自覺強度與助力

阻力之調查，在發表期間有興趣前來詢問的人不

多，大部份的時間是觀賞其他的研究海報並與作

者交流，右圖為筆者與海報的合影。 

 

（五）研討會週邊活動 

每一次 ACSM 研討會中都有許多的相關活動，此次筆者參加了 5/29 下午的文化之旅健走

(culture walk)，當天的活動是在 5 點半開始，為時大約 1 小時，參與者可選擇走路或騎腳

踏車，我們是採用走路的方式，工作人員帶著大家一起繞行市區中的健走步道，並在特殊景

點停留說明，讓參與者有機會更認識印地安那波里市，同時也增加了身體活動量。除此之外，

在 5/30 參加了老化興趣小組的集會，會中主要是在討論是否有合適的主題可以提出在下一年

的研討會中進行專題發表。當天晚上則是國際接待晚會，有準備輕食招待海外與會人員，與

會者可以在較輕鬆的氛圍下彼此交談，同時也是與國際學者認識的最佳機會。 

每一年的展覽會場也是不可錯過的據點，今年較大的發現是腳踏車測力器廠商 Monark 開

發了幾款新的機型，提供更多的應用性，可做為未來研究設備採購的參考項目，另外也看到

書商在許多專業書籍皆有提供電子書的版本，售價則約為精裝書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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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在此次的研討會中對身體活動量測裝置的研發現況有了更進一步的了解，同時也體會到

研究與科技都是不斷日新月異的進展中，專業人員的責任除了在致力研發之外，也要能將研

究的成果應用在一般大眾身上，例如設計出更人性化的便利工具，積極參與生活型態的改變，

協助使用者提昇身體活動程度，或者運用自己的專業，協助有特殊需求的民眾可以追尋夢想，

這些都是研究實務應用的最佳範例。今年是運動是良藥第 4屆的世界研討會，ACSM 在推動方

式上已著手從醫學教育上深耕，讓更多的健康照護從業人員能夠學習身體活動與運動在健康

促進上所扮演的多重角色，進而提供更全面的健康促進服務，此外，運動與健康科學專業人

員的積極參與也是不可或缺的，目前國內在運動與健康醫學上的結合上還沒有推展得很成

功，除了增加相關領域間的連結之外，運動保健相關從業人員應有更多人提昇自我在健康照

護上的知能，加強健康醫學相關專業，才能在指導一般健康大眾之外，也能結合醫學專業人

員，協助慢病患者或高齡者透過運動改善病況，促進健康，並進而可以追尋人生夢想。今年

的研討會在環保與電子化上的努力相當具有成效，與會者可以多方運用自己的行動裝置，除

了透過 App 查詢會議訊息與查閱論文摘要之外，也可以利用 QR 碼提昇與其他學者間的連繫，

而不再需要交換名片，未來國內如果有類似的大型研討會或展覽時，也可以參考類似的方式，

讓研討會可以更節能減碳，不過在 ACSM 的會場因只有部份區域提供免費的無線網路，多少增

加了使用上之不便，如果國內欲採取電子化的作法時，相關設備的配套也應一併列入籌劃之

考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