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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 年美國運動醫學會第 60 屆年會暨第 4 屆「運動是良藥(Exercise is 

Medicine)」世界大會於 5 月 28 日起至 6 月 1 日止在印第安那州印地安納波里斯

舉行，共有來自超過世界 50 個以上的國家，數千篇的論文摘要，超過 400 個場

次的論文發表。本次會議筆者全程參與，與同仁發表了 2 篇的論文，會議當中，

增廣學術專業的見聞，也促成了國際學術的交流。本次參加國際會議，特別感受

美國運動醫學會過去幾年所推動的｢運動是良藥｣倡議已逐漸受到醫學界的重視，

甚至透過國際學者的協助與交流，許多開發中的國家目前也緊起直追的跟上這項

國際潮流。國內體育界與醫學界的整合性的活動較闕如，有待跨領域學門整合及

政府的決策行動，而若能利用國際交流，吸取他國推動運動健康促進的經驗，應

可使我國運動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工作更有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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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參加 2013 年美國運動醫學會第 60 屆年會暨第 4 屆「運動是良藥」世界大會

(4th World Congress on Exercise is Medicine, EIM)，以吸收國際有關運動醫學相

關新知。 

二、 進行論文發表，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提升國際視野。 

三、 參訪姊妹校印第安納大學 Bloomington 校區。 

貳、 過程 

一、 會議背景概述 

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成立於 1954 年，其成

立宗旨為促進全民健康，專業使命則為「促

進與整合運動醫學與運動科學研究、教育與

實務工作，並維持及增進人類的身體表現、

體適能、健康與生活品質」，截至 2013 年，

ACSM 已進入第 60 個年頭，慶祝第 60 年的年

會選擇回到 ACSM 總部的印第安納州舉行，

大會特別強調：走了 60 年，ACSM 共涵蓋有

70 個不同領域學門，並且遍及全球 90 個國家 (如上圖) ；而「運動是良藥世界

大會」則是於 2007 年成立，幾年來有全世界許多國家共同參與。據統計，2013

年第 60 屆 ACSM 年會及第 4 屆｢運動是良藥 (Exercise is Medicine®, EIM) ｣世界大

會共有來自世界 50 個以上的國家，數千篇的論文摘要投稿，超過 400 個場次的

論文發表。本屆年會手冊中開宗明義說明大會的主要教育目標如下：  

1. 評估在正常或疾病狀態下，伴隨著運動所產生的生物性、生物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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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及行為的改變。 

2. 分析在運動，體適能，健康，身體表現之最先進且創新的基礎科學、應用

科學及臨床醫學知識。 

3. 透過與相關領域科學家、臨床醫學家進行互動交談，比較健身運動科學與

運動醫學之創新方法。 

4. 瞭解因身體活動不足所產生疾病與相關狀態之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5. 評估身體活動研究與實務對公共衛生的貢獻。 

二、 會議活動簡介 

    今年的會議除了延續過去傳統整合了有關運動醫學、生理、心理等內容外，

大會管理運作包括：大會報到、講員服務、同儕交流、興趣小組、海報展示、會

員服務／事求人、學生服務台、ACSM 紀念品販售、錄音／錄影服務、演講 DVD

等等，會議進行的方式則與過去類似，包括：臨床個案報告、座談會、演講、對

話式討論會、當前議題、主題演講、自由討論、海報發表、主題海報發表、小型

會談、大會會長主題演講、特殊演講、歷史回顧演講及指導式的演講活動等。其

中最值得提起的活動包括： 

1. 晚會：歡迎晚會、榮譽頭

銜頒獎會、學生團體、分

區團體及國際與會人士

招待晚會等，有適合不同

團體的學術、專業及社交

性活動聚會，目的除了在

專業上的分享外，也鼓勵

建立相同專業人士與學

生團體的國際交誼。(圖

一)                      圖一  歡迎晚會中與知名運動生理學者 Dr. Katch 

                               及國內謝伸裕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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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校校友會活動：這項活動並非大會所安排規劃，而是於大會期間美國各校

相關學院都趁機會辦理校友連結的活動。筆者藉此次機會亦與歷屆校友、師

長及院長見面，增加與校友及與母校師長間的情誼，特別是母校印第安納大

學體育學院 (School of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因學校行政管

理運作的緣故，已經改名為公共衛生學院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許久未見

面的校友相聚，更因彼此連結而有歸屬感。 

3. 廠商展覽：各種運動器材、實驗室設備器材及設施軟硬體、運動營養產品、

飲料、能量補充包及書籍等各大知名廠商的展示。(圖二) 

 

圖二  廠商展覽會場實況一景 

4. 海報發表：包括一般的海報發表及主題問答性的海報發表，此段落發表也是

一般與會者參與最多參與發表的形式。(圖三) 

 

圖三  海報會場發表者與學員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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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興趣小組集會：跟過去相同，興趣小組的分組乃採自由參加的方式分兩天不

同時段進行。興趣小組根據每個小組的特性及所設計的議題，由來自世界各

國不同的學者專家針對該議題提出相關意見。興趣小組的另一項重點工作為

建立人際網絡(networking)，利用這個機會將有興趣該主題之相關人士進行串聯，

俾利該項主題研究工作的分享與討論。今年興趣小組共分為下列 19 項主題，

包括：老化、生物力學、生物統計、環境與職業生理學、對抗性運動（Combative 

Sports）、兒童運動生理學、營養、非侵入性的神經肌肉系統、少數人種健康與

研究、團體運動醫學及科學、對抗禁藥、骨骼及骨質疏鬆、癌症、耐力運動

醫學與科學、運動科學教育、分子細胞調節機轉、心理生物學及行為、冬季

運動科學及特殊肌力與體能訓練。筆者參加｢老化興趣小組（Ageing Interest 

Group, AIG）｣並參與相關議題的討論。 

6. 其他活動：大會另辦理「歡迎晚會」、「學生與專家見面」、「ACSM 分區會議」、

晨間健走與晨間路跑活動等等，都是每一年的重頭戲，其中路跑路線的設計

是經過精心策劃，而本次還特別設計了「啟動美國城市更健康的動起來 

(Actively Moving US Cities to Be Healthy)」，有在宣示及落實參與會議學員積極

的動態生活參與，筆者也藉此機會認識當地的風土民情。(圖四) 

 

      圖四  大會結合｢運動是良藥｣主題與社區文化健走/腳踏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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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文發表經過 

    本次筆者除了參與參加第60屆美國運動醫學會會議的各項活動之外，同時也

與校內同事進行了下列2項海報發表： 

1.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Relation to Meeting Physical Activity Recommendation 

among Dog Owners. (第一作者) 

2. Self-rated Exercise Intensity and Perceived Benefits and Barriers Among Group-based 

Exercise Participants. (第二作者) 

上述的 2 項發表，其中筆者為第一作者的論文中，在台灣越來越普遍的寵物

犬飼養現象，探討新手寵物犬飼主認養寵物全前後的身體活動量改變情形；第二

篇論文則為筆者與同事共同執行的一項委託計畫的結果，探討目前一般團體運動

參與者自覺的運動強度情形，並且分析自覺利益及自覺阻礙的情形。由於身體活

動對健康的影響甚鉅，動態生活的養成應推廣及不同年齡族群及場域，或者台灣

社區民眾較常參與的｢晨練｣團體運動的情形確實如何，國內相關的研究較少，這

次利用參加本屆年會的機會，將國內的研究與國外學者專家進行這相關主題的分

享，也引起國際專家學者的興趣，並熱烈的參與討論。(圖五) 

 

    圖五  筆者海報發表與與會學員說明及討論情形 

四、 參訪姊妹校印第安納大學 Bloomington 校區概述 

    由於地緣的關係，本次特別前往本校姊妹校印第安納大學 Bloomington 校區

參訪，由於時間安排並不順暢，抵達時間適逢美國國軍紀念日 (Memoria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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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行政單位皆處休假狀態，不過睽違多年，能重新返回自己母校，心情很是愉

快。從過去的體育學院 (School of HPER) 到現在的公共衛生學院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除了原有的體育系 (Kinesiology)、應用健康系 (Applied Health Science)及

休閒系 (Recreation, Parks, and Tourism Studies) 外，另外增加了兩個科系，分別為：

環境衛生  (Environmental Health) 及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 。學院名稱的改變，除了突顯了運動與健康結合的必然重要性外，

更可以較容易取得相關國家政府資源與經費，為爭取知名度與資源的策略性作法。

(圖六) 

 

圖六  筆者參訪姐妹校印第安納大學 Bloomington 校區公共衛生學院 

參、 心得與建議 

    ｢健康｣為現在一般民眾關注、政府資源投入及相關研究議題聚焦的顯學，這

個趨勢可從越來越多的民間或學術單位，包括筆者母校印第安納大學，進行校名

變更，甚至更多相關資源整合融入與健康領域有關的趨勢一致。2013 年的 ACSM

第 60 屆年會有超過 400 場次活動的進行及數千篇論文的發表，真可謂一場豐盛

的學術專業饗宴，會議當中，增廣學術專業的見聞，也促成了國際學術的交流。

筆者所參與的興趣主題中，可以發現｢坐式生活型態｣及｢老人｣相關主題方面的探

討仍是目前｢運動健康促進｣的主流之一，｢女性｣與｢兒童｣等族群相關的主題也似

乎有增多，其中特別是｢活躍兒童｣的推動，更有大型運動產業的全球性行動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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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環境變遷｣對於目前推動上列族群的特殊需求上，似乎有蓄勢待發的趨勢。 

從 2007 年開始美國運動醫學會開始推動與醫界合作，強調「運動是良藥 

(Exercise is Medicine)」的倡議，並廣為推行與實踐，在幾年堅定且誠懇地努力經

營後，如今開始有些許的成果。全球各國醫界在疾病處置上都會偏向嚴謹、保守

的態度，然而近年來各項研究的結果多指出運動對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及功能部

分恢復的效果，美國運動醫學會一向以在該領域的領導者自居，透過協助「跨界

整合」、「異業聯盟」的作法，有越來越多的醫師呼應了｢運動是良藥｣的行動，並

且有多國的準醫師 (醫學生) 參與了 ACSM 的｢運動是良藥｣培訓班。不管國內醫

界是否認同或準備好了這項國際性的倡議，國內體育界與醫學界的整合性的行動

較闕如，實有待跨領域學門整合及政府的決策行動。 

另外，今年特別在一場由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主持，以金磚五國 (BRICS：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 為

主角的論文｢全球行動：金磚五國的身體活動推動｣報告中，將過去透過國際學者

合作的模式與成效加以呈現，在不同的單位在專業人士協助建議下，進行國民生

活型態的修正與建議，且頗具成效。這些國民人口眾多、深具經濟潛力的國家，

雖部分多數｢待開發｣國家的狀態，然文明病的盛行率仍值得擔憂，因此身體活動

的推動亦應是減少疾病、降低醫療開銷很重要的公共衛生手段。建議我國體育運

動界在針對國人提供動態生活建議的典範上，亦可多利用國際上他國推動運動健

康促進的經驗，期使我國運動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工作更有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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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3 年 ACSM 年會大會手冊發表文章標示（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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