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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研究為探討體位及體型對血壓的相關性研究。

實 驗 設 計 與 方 法
一、研究樣本
研究於民國97年台北市信義區居民進行調查。逐里進行受
試者收案，年齡在30-65歲；排除懷孕者及資料遺漏或錯
誤者等。共收案232位受試者（男性77位，女性155位）。
二、體位測量項目
身高、體重、體脂肪、腰圍、臀圍、血壓、脈搏，並計算
身體質量指數、腰臀比。
三、樣本人群分組
(一)血壓分組：血壓＜ 130/85 mmHg為血壓正常組，血壓
≧ 130/85mmHg為高血壓組。其中血壓正常組共有139人，
高血壓組共93人。
(二)BMI分組：18.5 ＜ BMI及18.5 ≦ BMI ＜24分為BMI
過輕和正常組，BMI ≧ 24另分為BMI過重和肥胖組。其中
BMI過輕和正常組共106人，BMI過重和肥胖組共126人。
(三)體型分組：先刪除男性體脂肪＜ 25%，女性＜ 30%的
非肥胖受試者。再依「腰臀比」將男性腰臀比＞0.95，女
性＞ 0.85，分為蘋果型身材組；若≦此標準，為梨型身
材組。共留有179位受試者，其中梨型身材有102人，蘋果
形身材有77人。

結 果
一、受試者體位測量
體重、BMI、體脂肪比率、腰圍、臀圍、腰臀比，男女皆
有超出正常標準的情形。而體重過重部份主要為男性，女
性則體脂肪比率明顯超出正常標準(25%)許多。而血壓＞
130/85 mmHg有93位（40.1% ）。
二、各體位測量之間的相關性
(一)BMI與體重、體脂肪比率及重量、腰圍、臀圍、腰臀
比、收縮壓、舒張壓、年齡和性別存在顯著相關。
(二)血壓部份，舒張壓與收縮壓、體重、BMI、體脂肪
重、腰圍、臀圍、性別有顯著相關；而收縮壓則與舒張
壓、體重、BMI、腰臀比、性別、體脂肪重、腰圍有顯著
相關。其中腰臀比僅與收縮壓存有顯著相關；而臀圍僅在
舒張壓存有顯著相關。且收縮壓與體位間的相關性又較舒
張壓更為顯著。
三、依血壓和BMI分組，其各組間的體位測量平均值
(一)高血壓組之體重、BMI、體脂肪重、腰圍、腰臀比有
顯著較高的情形。
(二)BMI過重和肥胖組之體重、體脂肪比率及重量、腰
圍、臀圍、腰臀比有顯著較高的情形，且舒張壓與收縮壓
也有較高的情形。
(三)依血壓和BMI分組，其中BMI分組之兩組差異較高血壓
分組更大。
四、梨形與蘋果形身材兩組之體位測量
(一) 此樣本人群分組中，梨型身材佔57% (男性29位，女
性73位) ，蘋果形身材則為43% (男性19位，女性58
位) 。顯示該樣本人群，為主要下半身肥胖型，體內脂肪
在臀部和大腿堆積。而樣本女性多屬下半身肥胖型，佔
55.7%。
(二)在體位測量部份，BMI、體脂肪比例及體脂肪重、腰
圍及收縮壓，與梨型和蘋果形身材有顯著相關，其中蘋果
形身材組之體位測量平均值皆較梨型身材組較為肥胖，且
血壓較高；僅臀圍部份，梨型身材者較大。

結 論
高血壓一直為我國重視的公共衛生議題，而盛行率仍逐年
增加，且高血壓為心血管疾病發生的重要危因，故國人在
高血
壓的控制及與之相關的健康問題須密切注意。雖然此次大
部分樣本人群之血壓值在正常標準範圍內，但有40%之樣
本人群患有高血壓，與第三次國民調查相較，同年齡層高
血壓盛行率仍高出許多，值得重視。且可看出台北市信義
區41里30-65歲樣本人群之健康狀況，與第三次國民營養
健康調查結果19-64歲年齡層比較，此次研究之樣本人群
之影響肥胖因子的體位測量平均值(體重、BMI、腰圍、臀
圍、腰臀比及體脂肪比率)有偏高形。而男性主要有體重
過重的情形，女性則體脂肪比率明顯超出正常標準(25%)
許多。顯示肥胖的問題在此次研究之人群中值得注意。
BMI過重和肥胖之體重、體脂肪比率及重量、腰圍、臀
圍、腰臀比有顯著較高的情形，且舒張壓與收縮壓也有較
高的情形，故BMI可視為國人判定肥胖之重要標準，也可
用來預測血壓上升的情形。肥胖是高血壓的重要危險因子
之一，而肥胖會反應體位的變化。其中，血壓值與體重、
BMI、體脂肪重、腰圍、臀圍、腰臀比、臀圍具相關性，
其中收縮壓與體位間的相關性又較舒張壓更為顯著。高血
壓組之體重、BMI、體脂肪重、腰圍、腰臀比有顯著較高
的情形。故可藉由體位的異常來預測發生高血壓的風險，
且高血壓病人可由減重和改善身體型態來降低血壓值。依
據體型來看，在肥胖的樣本人群中，梨型身材佔57%，蘋
果形身材則為43%。顯示台北市信義區30-65歲肥胖人群，
為主要下半身肥胖型，其體內脂肪在臀部和大腿堆積。而
女性也多屬下半身肥胖型佔55.7%。

結 論
蘋果形身材較梨型身材肥胖的關係較顯著，且血壓也較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