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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 113 年度「機構導入智慧科技應用於高齡照顧」成果專刊 

導入智慧科技照顧關節活動訓練器專案經驗分享 

吳琦淵 陳寶蓮 陳智偉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媒合廠商：福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人口老化是必然的過程，以高齡者而言下肢肌力退化；容易造成行走

表現下降，進而影響生活品質，容易造成跌倒骨折風險，引發一連串的退化反應。機構長者照顧中，

導入自立支援精神鼓勵自立自主活動與預防跌倒是長久以來的照顧目標。經由本計畫提供的機會，

讓本中心有機會導入智慧科技照顧訓練器，透過肌力寶－關節肌肉下肢訓練器運用在坐姿狀態下

訓練下肢肌力與關節角度，增加便利性及強化安全性。本文分析機構導入智慧科技照顧肌力寶關節

活動訓練器，經過 4個月介入於 12位長者的訓練成效，顯示經由每週至少 2次的訓練強度，在肌

力寶智慧科技照顧系統紀錄顯示，評估前後測分析在膝關節伸直力矩進步率達 30.8%、膝關節活動

度進步率達 14.4%；另針對跌倒風險指標監測，訓練前後測分析 5 次坐站秒數進步率達 28.1%、3

公尺起走測試進步率達 31.3%。結果顯示智慧科技照顧肌力寶-關節活動訓練器可提高肌力變化及

膝關節活動度，除此之外可增加長者反應力及敏捷度降低跌倒風險，個人化運動紀錄及安全性坐姿

訓練可運用在長照機構不同障礙類型長者，透過整體介入成效得知，導入智慧科技照顧可強化長者

下肢功能，提升生活自立自主照顧能力，進而降低跌倒風險。 

關鍵詞：智慧照護科技、自立支援、預防跌倒 

結案影片連結 

1. 前言 

本中心成立於 78 年 7 月 1 日，總面積約 5.9 公頃，建築總面積為 1 萬 8,795 平方公尺，主建

築物包括：行政區、醫療保健及綜合服務區、住民生活區三大主體。 

服務內容包含（一）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總床位數 360床，含長期照護 150床、養護

150 床、失智照顧 60床（失智照顧自 104年起分階段開辦，112年開辦 53床），截至 113年 10 月

底止，服務 326 人；（二）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落實政府長照政策及長照服務資源佈點，本中心

https://youtu.be/SPvOilwIeus?si=cr9Tb36Rqa6MSi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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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奉衛生福利部核定新增日照服務，同年 12 月 30 日與彰化縣衛生局完成「長

照服務特約機構」簽約，並於 109年 1月 6日揭幕開辦，可提供 24 名失能（智）者混合型日照服

務（113年 10月底止服務 24 人）。 

跌倒意外事件是老人照顧中重要的一環，輕微狀況皮肉受傷，嚴重會導致骨折、顱內出血、臥

床甚至死亡。本中心每年度針對意外事件提出統計與檢討，其中 112 年度共發生 45 件跌倒意外，

跌倒發生率為 0.04%。跌倒事件造成傷害共有 12 件。詳細分析跌倒造成的原因，其中長者的身體

因素占 51.1%，其次環境造成的因素占 43.89%。發生跌倒的時間點，多為轉位如廁或是輪椅時發

生。對於照顧者而言，讓長者自行移動會有跌倒風險，淺意識會希望長者減少移動機會，如此造成

長者減少活動，體力下降，自主活動低，退化快速，更易跌倒。本中心秉持自立支援照顧的精神，

鼓勵長者自行完成日常生活作息，故不過度限制長者的活動。為了能讓長者在移位時有能力安穩的

完成轉位的任務，下肢肌力的維持是日常重要的課題。 

本中心設有復健室與配置專職物理治療師，提供長者體能與日常生活功能訓練，而長者訓練預

防跌倒的現實層面有許多困境，包含需要高度人力陪同、長者動機低落、對於運動無目標。希望藉

由智慧科技導入能夠達到的幫助有：(1)減少陪同訓練的人力(2)標準化個人訓練方案(3)適用不同障

礙類型的長者(4)動機低落長者也能使用(5)設定明確運動目標。 

依據需求遴選，本中心選定 NimBO 肌力寶關節活動訓練機（以下簡稱肌力寶），由福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智慧科技可以偵測關節活動度，記憶長者個人化訓練參數與訓練紀錄，執行

主動/被動/主動輔助關節活動，提供多種訓練（等速肌力/等張/等長）模式，針對不同的訓練目標有

所調整。依據研究顯示，等速下肢肌力訓練能夠對於肌肉有最大的徵招效果（黃泰諭，2012），達

到最有效率的肌力訓練，並且對於功能性動作表現有所提升。此外，研究顯示阻力性運動可以對於

老年人跌倒有預防效果（王光平，2011）。藉由研究結果證實，令我們機構對於選擇肌力寶充滿期

待。另外，肌力寶的使用上提供容易上手的平板介面，觸碰平板即可操控機器與藍芽技術傳輸數據。

使用方面，受訓者接受評估後可以自動帶入訓練參數，無須額外設定。機器訓練過程中給予聽覺與

視覺上的回饋，對於動作更有目標。最重要的是使用肌力寶訓練的過程，長者採用坐姿下進行，可

以減少跌倒風險與需要陪同的人力。 

2. 導入智慧科技產品/服務應用於高齡照顧方案 

肌力寶智慧科技照顧設備導入安排於復健室內，導入對象為接受復健服務具高復健潛能長者，

參與者需有自行站立與轉位的能力，且可以配合適當的指令。訓練頻率依照治療室的原先排程，收

案訓練者每週至少兩次訓練。另針對本中心於 113 年度創新照顧服務－生活復能返家計畫，針對

急性後期具有復健潛能個案，提供每天兩次的高強度短期復能及生活訓練，銜接個案返家持續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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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模式以(1)關節動模式（主動/協助模式），執行 10-15分鐘，時間與強度依照個案耐力做增

減。再執行(2)等速肌力模式，重複執行 10-20 次。訓練前、後測成果，並進行量性與質性評估。量

性評估包含：監測肌力寶提供的關節活動度與最大膝蓋伸直力矩（唐翔威，2008）；質性評估包含：

測量 5 次坐站秒數與 3 公尺起走秒數(Roongnapa , 2020)。質性評估的 2 項監測項目為評估跌倒風

險的重要指標（蕭淑芬，2020），藉此強化機構長者下肢肌力及活動敏捷力，降低跌倒風險並強化

導入自立支援精神推動。 

本中心導入智慧科技照顧設備時間自 113 年 6 月 12 日至 10 月 20 日止，總計收案 12 人，平

均年齡 74.8歲，收案者具有站立且簡單轉位的能力，能夠穩定坐在肌力寶座椅上，完成至少 15 分

鐘左右的訓練。收案長者的類型包含：腦中風肢體偏癱、腦外傷、下肢骨折術後、衰弱老人與思覺

失調症，經過 4個月訓練成效分析，平均每週訓練時數為 255分鐘。詳細使用過程與介面如圖 1 至

圖 3介紹。 

 

圖 1. 操作介面、評估頁面 

 

圖 2. 調整訓練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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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訓練中畫面 

實際訓練過程（如圖 4）： 

 長者可透過平板數據的顯示，可及時呈現訓練的數值； 

 利用視覺刺激讓長者專注於訓練上； 

 訓練的過程都以坐姿下訓練，跌倒的風險小。但又可以利用等速肌力模式，誘發最大肌力

收縮。 

 

圖 4. 實際訓練過程照片 

系統會直接紀錄長者訓練時間與參數，無須額外花費時間統計（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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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訓練記錄 

機器會顯示每次訓練狀況的圖表，可以清楚知道長者訓練是否有進步，亦或是長者疲累不想執

行。紅圈處也會顯示每次練習時的最大角速度值，讓追蹤成效更佳簡單（如圖 6）。 

 

圖 6. 訓練成果統計 

訓練後評估報告（如圖 7）： 

 系統會自動產出訓練評估後的成果圖表分析，便於治療師分析與追蹤； 

 當長者所執行的曲線下面積越大，代表每次運動的作功越大，即是長者使用更多肌力的表

現； 

 App的設計，可以同時比較兩筆評估的成果差異，便於分析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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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訓練後評估報告 

3. 導入智慧科技產品/服務成效 

本中心導入智慧科技照顧系統時間為自 113 年 6 月 12 日至 10 月 20 日止，總計收案 12 人，

平均年齡 74.8 歲，平均每週訓練時數為 255 分鐘。經由訓練後，介入成效分析最大膝蓋伸直力矩

值從 19.5 (Nm)進步到 26.25(Nm)，進步率為 34.6%。膝蓋關節活動度從平均 78度進步到 89度，進

步率為 14.4%。跌倒風險指標：5次坐站的秒數自 25.6 秒進步到 18.7秒，進步率 26.9% （65歲以

上者，超過 9.5 秒為高跌倒風險）；3 公尺起走測試從平均 48.5 秒進步到 31.8 秒，進步率為 34.4% 

（65 歲以上者，超過 11.5秒為高跌倒風險）。 

依照執行成果顯示肌力寶關節活動機可以針對本中心不同障礙類型長者提供關節活動與肌力

的改善，並且對於 5 次坐站與 3 公尺起走能力此兩項跌倒風險監測指標皆有所改善。執行的成果

分析顯示能讓長者在平穩有信心的狀態下運動，且訓練的成果能夠轉化成日常生活功能的自立，與

本中心導入自立支援照顧理念不謀而合。未來持之以恆利用智慧科技照顧系統，慢慢增加長者的活

動能力及潛能，並且鼓勵自行平穩地移動與步行，長者自我照顧能力增強，可自行如廁、上下床，

可自由參與喜愛的活動，提高生活自主能力，進而增強自我價值認同感，長者自主能力增強後相對

降低照顧需求性，對於照服人員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幫助。圖 8為參與訓練者的體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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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參與訓練者的體能數據 

3.1 特殊案例 1：左髖關節骨折術後個案 

86歲林先生，腦外傷與左髖關節骨折術後，接受生活復能返家計畫。自 113年 6月 12日至 7

月 29 日止，於復健室內每天接受肌力寶訓練兩次，關節活動模式 10 分鐘，等速肌力重複 20 下。

因術後初期無法使用患肢承重，利用肌力寶訓練，可讓患肢無過度承重的狀態下訓練，且可盡早介

入復健，減少骨折後體力退化。訓練過程採用坐姿下訓練，讓長者不會有再跌倒的心理負擔。個案

介入成效於關節活動度明顯增加、需機器輔助等級慢慢減少，執行時間及等速肌力次數慢慢增加，

訓練過程參數變化情況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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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訓練過程參數變化 

訓練 1 個月後評估報告顯示的數據差異:於訓練初期的曲線、運動角度小、運動曲線陡峭，過

程中無法穩定出力；透過訓練 1個月的追蹤情形，在等速肌力與等張肌力表現，曲線較圓滑表示訓

練過程長者可以穩定出力，代表有較佳的關節穩定度，訓練一個月後評估報告數據差異如圖 10。 

 

圖 10. 訓練 1個月後的數據差異 

針對功能性測試成效分析:主要為跌倒風險評估監測指標，於 113 年 6 月 19 日介入前測試至

113 年 7月 29日介入後測試成效分析得知，5次坐站（秒）由介入前 22秒至介入後 14.6秒進步率

達 33.6%；3公尺起走測試（秒）由介入前 38.31秒至介入後 23秒進步率達 40%，成效分析顯示肌

力寶訓練介入可增加個案的反應力及敏捷度，降低跌倒風險，功能性測試執行成效分析如圖 11，

成果顯示出藉由肌力寶的訓練可以增進個案的反應力與敏捷度，也可以推估出來預防跌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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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功能性測試執行成效 

針對日常生活功能介入成效分析，於 113 年 6 月 22 日介入前至 113 年 7 月 18 日介入後日常

生活功能介入成效分析得知，於穿脫衣襪、大便控制、小便控制、如廁、上下樓梯等皆有明顯進步，

由介入前 65 分提高到介入後 90 分，經由 1 個月的訓練後成效表現得知，個案在日常生活功能中

多項項目皆有明顯進步，日常生活功能介入成效分析如圖 12，經由 1個月的訓練後（如圖 13），個

案在日常生活中的項目，有多項領域明顯進步。 

 

圖 12. 日常生活功能介入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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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實際訓練狀況 

3.2 特殊案例 2：右腳跛行合併思覺失調症 

69 歲梁先生，患有思覺失調症，右腳因多年前車禍，留下後遺症，目前步態呈現跛行，平時

僅可短暫步行，且須他人在旁協助，防止跌倒。個案因思覺失調症，對於活動與訓練動機低落，訓

練時需要有人員陪同，或是不斷地口頭提醒才願意參與。藉由肌力寶主動－協助模式可以協助個案

訓練，輔助動力可以帶動個案動作，減少訓練陪同人力，輔助動力也可以誘發個案正確的發力方式，

增加主動性。 

個案自 113年 6月 20日至 8月 22日止每週訓練 2次，每次 10分鐘關節活動模式，等速肌力

模式 10 下，經過 2 個月的訓練，可以自行使用助行器行走超過 30 公尺，僅需他人在旁監視。於

113 年 6月 20日介入前測試至 113年 8月 22日介入後測試成效分析得知，5次坐站（秒）由介入

前 26 秒至介入後 21.04 秒進步率達 23.6%；3 公尺起走測試（秒）由介入前 84 秒至介入後 51.25

秒進步率達 39%，在功能性測試也有明顯的進步，達到預防跌倒的目的，功能性測試執行成效分

析如圖 14，訓練成果顯示出動機不高的個案（如圖 15），利用智慧裝置肌力寶的介入對於體能提升

有幫助，進而減少跌倒的風險。 

 

圖 14. 功能性測試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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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實際訓練狀況 

本中心租用福寶科技公司肌力寶產品，租用時間 3年，共計租賃費用為新臺幣 40萬元整。自

113 年 6 月 12 日導入使用至今機器尚未有重大異常故障，尚無支出維護費用，租約期間若有毀損

故障情形皆會由福寶科技提供協助維修。該儀器為訓練器材，無須額外耗材使用。肌力寶機器含訓

練坐椅，面積約為 1.6平方公尺。於使用前廠商進行儀器操作的教育訓練，針對肌肉用力與關節活

動度有概念的醫療人員，需要約 1 小時的設定儀器學習；若是針對骨骼與肌肉沒有概念的照顧人

員，需要約 2小時的教育訓練。 

目前儀器平均每週使用時數為 255 分鐘，操作過程僅需將個案平穩地坐在訓練椅上後，就可

以跟隨機器節奏訓練，無須額外人力操作。故導入智慧科技後，每週減輕 255 分鐘的陪同訓練人

力。每週平均接受訓練為 24人次，佔復健室內有行走能力者的 44%。 

4. 永續經營模式規劃 

依據肌力寶智慧科技設備於本中心復健室的使用經驗，證實對於膝蓋關節肌力與活動度有提

升效果，並且對於長者的行動能力有改善降低跌倒風險。未來將規劃提升服務量能，受惠更多長者。 

提升服務量能 

原先收案的對象為養護區（日常生活功能需要協助）的長者，未來將規劃失智區與日間照護適

用的長者參與肌力寶的訓練，這兩區的長者有更好的活動力與配合度，期許有更良好的訓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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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條件擴大 

原計畫的收案條件為需有自行移位能力的長者，未來將嘗試用在有獨立站立能力但行走能力

差的長者身上，期待肌力寶能夠對於長者有改善效果。若是能改善長者的移動能力，將可大幅減少

照服人員的負擔。 

強化系統運用 

肌力寶的功能可以記憶個人使用與評估紀錄，搭配測試儀器的評估及分析能力，規劃可將儀器

定為定期體能檢測項目。不僅可以偵測下肢肌力與關節活動度，加上功能完善的分析頁面，可以長

期追蹤長者體能變化。這個環節也可與廠商一起討論合作，商討未來可以開發的體能檢測模式，建

立常模，用於預防退化的層面。若是應用於體能檢測需要有更多工作人員參與，屆時會安排服務人

員接受儀器的使用訓練，強化服務效能。 

5. 結論與建議 

本機構導入肌力寶關節活動訓練機後，於復健治療室內，針對部分有行走能力的長者訓練，能

夠增進膝關節活動度與膝關節伸直的力矩，並且對於 5 次坐站與 3 公尺起走的跌倒風險指標均有

明顯的改善。參與訓練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長者對於肌力寶的熱情與好奇，尤其訓練的過程中有

即時動態的角度圖示、完成訓練百分比以及每一下運動達到角度的嗶嗶聽覺提醒聲音，這些視覺及

聽覺功能都能刺激長者的運動回饋，不再是面對冷冰冰無回應的運動器材。訓練後系統的成效評估

成績，也讓長者有正向回饋，知道自己成績進步，會更持續地參與復健訓練，達成良好的運動訓練

成效。 

對於物理治療師而言，肌力寶智慧科技照護系統可減輕訓練過程中跌倒的風險，且利用科學的

方式，提供更有效率的訓練模式，減去繁雜的運動技巧。藉由介入成效分析訓練成果顯示可以改善

長者日常生活能力，降低照顧上的需求，提高長者生活自立的能力。 

然而，本次實驗內容未規劃對照組別，所以無法斷定肌力寶的成效是完全的訓練成果，亦或是

受試者已經適應評估模式，所以成績才能進步明顯。未來需要有更多的測試數據才能加強實驗的信

效度。 

最後，感謝國家衛生研究院提供本機構參與此次計畫，也感謝元智大學團隊，執行過程中不斷

地協調、溝通與輔導，讓計畫得以順利進行。福寶科技也提供先進的智慧科技，讓我方得以打開長

照領域中不同的復健視野。過程中福寶科技也配合我方的需求，不斷調整機器，提供給長者更優質

的訓練服務。感謝以上單位，為長照領域耕耘，給長者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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