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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足踝護具　防腳踝慢性病

2016-12-10  記者 張芳語 報導

近年政府提倡全民運動，帶動台灣國民的運動風氣，越來越多民眾會在繁忙生活中養成規律運動

的習慣。但運動過量或姿勢不良卻會造成嚴重的運動傷害。其中，以外側腳踝關節的扭傷最為常

見；不論是打球、走路都有可能造成「急性足踝扭傷」，俗稱「翻腳刀」，若沒有在第一時間妥

善處理或謹慎治療，皆可能導致後遺症。中山醫學大學副教授暨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張

曉昀發明兩款足踝護具，可以搭配治療使用，有助於改善腳踝扭傷的後遺症，傷者可以在赤腳的

狀態下進行受傷部位的矯正。

新式足踝護具。（圖片來源／張曉昀提供）

 

運動傷害迷思　受傷應謹慎運動傷害迷思　受傷應謹慎

任何運動傷害都可能因為沒有適當處理而變成舊傷，如果舊傷再沒有加倍的防護及治療，將導致

患部重複衝擊，惡性循環的結果會影響日後行動的姿勢和健康。許多人常以為只要受傷部位不痛

就代表傷好了，因此不只延誤治療時機，後續復原也需花上更長的時間與額外費用進行復健。原

先「多運動就可以健身」的想法，卻因姿勢錯誤，而適得其反。

許多人對運動傷害的處理方式是自行在患部貼痠痛貼布。雖然貼布藥效對輕微傷害可以達到舒緩

功效，但根據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研究指出，貼布與消炎藥皆含有消炎藥物的成分，若長期使用

貼布加上服用消炎止痛等食用藥品，兩者藥效混雜，一旦過量會導致藥物侵入內臟，造成肝腎負

擔，出現「急性肝功能衰竭」或引發其他器官衰竭等反應。

根據張曉昀新式腳踝護具專利簡介指出，腳踝受傷機率比其他身體部位的運動傷害要高，美國每

天至少兩萬多人發生腳踝關節的問題，當中約55％的傷患並未找尋專業醫療診治，以至於傷患人

數不斷增加；腳踝扭傷也是運動員常發生的傷害之一，一旦扭傷，踝關節及肌肉神經必受到衝

擊，必須有正確的治療方法才能確保踝關節完全治癒。重複傷害會演變成慢性腳踝不穩定，並引

發疼痛、腫脹等情形，嚴重者行走時腳踝會產生無力感、身體協調平衡感降低、重心外移等問

題。

雖然坊間診所有提供物理治療服務，但日常行動姿勢的調整跟治療還是須藉由護具輔助，才能用

最短時間達到最佳效果，花費也比每天復健低，因此張曉昀推薦如果受傷後仍須活動，比起傷口

貼紮、服用藥物，穿戴護具是比較建議的方式。

近90％的傳統護具使用的綁帶和塑膠條功能都偏向單純固定腳踝，雖然某些護具會依需求增加軟

鐵條，針對不同的活動性質做穿戴或舒適度的調整，但大多只能防止二次扭傷，並未針對併發症

做處理，更無法對當前受傷的情形做完善的治療。新式踝關節護具可以進行傷後平日的復健治

療，降低反覆受傷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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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昀與新式足踝護具。（圖片來源／張芳語攝）

 

新式護具　搭配治療效果新式護具　搭配治療效果

「新式踝關節護具」分為「L型內墊」與「結合後足鞋墊」，是可搭配物理治療及運動專項的訓

練工具。最初，張曉昀幫不同項目的運動員進行復健時，因傳統腳踝護無法對患部達到最佳復健

效果而自行研發護具，提供給需要的運動員在訓練上做輔助。如今研發成功並申請專利，待上市

後可用於一般傷患，作為治療及復健的利器。

L型內墊護具。（圖片來源／張芳語攝）

「L型內墊護具」主要作用於降低活動時腳踝的疼痛和增加平衡感，並預防運動時重複扭傷。腳

踝扭傷時，腳踝後跟腓韌帶鬆掉，造成遠端腓骨向前側位移，導致踝關節背屈（向上勾起）不

易，進而影響其他關節活動的順暢，受傷部位也會有疼痛感。新式護具外側增加倒Ｌ型泡棉墊片

可保持踝關節的穩定以及限制腳踝遠端腓骨前移，維持原來骨頭正確的位置，以彈性鬆緊帶取代

傳統護具外部的固定帶，讓腳大小不同的傷者也可以穿戴調整，不需要進行手術也可以達到治療

方式。目前張曉昀已經完成臨床實驗，對12位腳踝不穩定的選手做研究，針對走路、跳躍、上下

樓梯等動作做平衡能力的比較，明顯發現穿上新式護具的選手在「動態平衡感」的實驗中，「行

動穩定性」的不穩定數值比沒穿護具相對少，疼痛感也大幅降低。

腳踝扭傷會導致韌帶鬆弛，造成遠端腓骨位移。（圖片來源／痞客邦）

「結合後足鞋墊之足踝護具」則可以調整傷患重心不穩及走路角度不良的狀況。傷者因腳踝受傷

而走路重心偏向外側，與「內八」的膝蓋內翻不同。如排球、籃球、網球等需跳躍伸展的運動，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ksgood.pixnet.net/blog/post/152933559-%E8%85%B3%E8%B8%9D%E6%89%AD%E5%82%B7%3F-%E7%BF%BB%E8%85%B3%E5%88%80%EF%BC%9F%E8%85%B3%E8%B8%9D%E7%BF%BB%E8%88%B9%EF%BC%9F(%E5%9C%96%E6%96%87)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6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單單

以單身心境為主題的古詩創作。
雲端商機　谷歌雲端商機　谷歌App Maker

谷歌宣布推出應用程式開發工具App
Maker，此軟體將整合G Suite各式雲端服
務，客製化打造符合企業需求的內部軟體。

當進行「繃腳尖」（point toes）的動作時，腳踝韌帶處於最鬆的時候，容易發生外側腳踝扭

傷，更甚，這些運動項目在運動過程中會有下肢重心快速轉移的動作，造成扭轉力道著重於踝關

節，容易增加受傷機率導致受傷。若傷後仍須不斷運動，為了不使傷口疼痛而以錯誤的姿勢活

動，最終將演變成慢性腳踝不穩定的傷害。若要復健，治療師會針對強化腳踝力量訓練，但是治

療時程至少需6至8週，沒有定時復健則會有肌力減退、本體感覺功能下降等問題。相較於其他護

具，此發明在後足底部分增加開口袋，根據傷者的狀況放置不同大小的楔形墊片，使鞋墊與護具

結合，行走時將腳部的重心向內，如同穿上矯正鞋，讓一般傷者在赤腳的情況下也可以維持正確

的走路姿勢，不需要天天跑復健，跆拳道或其他不穿鞋運動也可以安心活動。

結合後足鞋墊之足踝護具。（圖片來源／張曉昀提供）　

根據臨床實驗研究結果指出，因為屬於輔助及治療的工具，生理方面並不會造成身體負擔，只有

對某些布料過敏的傷者才會有使用問題。-7心理方面，護具會使傷者產生依賴心理，長期使用會

形成傷者自我能力的恐懼感。張曉昀表示，最好的復健效果來自傷者的自我要求及自制力，護具

只是輔助工具，復健後雖然踝關節恢復原來的強韌，心理也需適應如何靠自身來修正姿勢。

 

醫療器材弊病　商人與醫師的衝突醫療器材弊病　商人與醫師的衝突

兩款護具對受傷後的復健或矯正有明顯效果，復健師也認為效果很好，但行銷市場較傳統護具卻

相對單一。醫學界注重物理治療設備中包含的解剖學、生物力學、肌動學等知識，物理治療師針

對復健設備對病人的使用效果與可以提供的治療療程及效果做研究，也希望醫療用品以最好的材

質製成；廠商則著重商品布料、材質與後續發展。兩款護具主要針對踝關節扭傷的傷患而發明，

市場比其他多功能護具小，金錢獲利降低，因此合作與通路上發展受阻。

「新式踝關節護具」獲得2014年全球最大且唯一的國際婦女發明展「國際婦女發明展暨發明競

賽」冠軍，目前兩項發明皆已取得專利，但因未與廠商達成共識，至今仍未上市，除了物理治療

界，知者甚少。相信如果成功開發上市，對體育界和民間都會帶來更多醫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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