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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二尖瓣脫垂(mitral valve prolapse, MVP)為心臟瓣膜疾病最常見的一種異常 現象，一般成人之盛行率約 5%至 22%。病患往往會經歷一些擾人的二尖

瓣脫垂 症候群(mitral valve prolapse syndrome, MVPS)，例如：疲倦、心悸、頭暈、胸悶、 氣促，有些病患因擔心症狀惡化不敢任意進行身體活動，

導致身體功能下降，甚 至影響日常生活，這些症狀的發生通常與病患之生理及神經精神(neuropsychiatric) 功能失調等有關。近年來，有研究結果指

出規律運動訓練可提昇個體血清大腦衍 生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濃度，藉此可改善個體 情緒症狀。因此，本計劃擬

採兩年之研究設計，主要目的是在發展適合 MVP 病 患之運動訓練計畫，並評估規律運動訓練計畫對患者 MVPS、情緒狀態、血清 BDNF 濃度及

身體功能之成效，並分析運動訓練前後病患 MVPS 及情緒的改善 是否透過血清 BDNF 濃度增加的機轉。 本研究採實驗性研究設計，以隨機方式

將個案分配至藥物治療組、運動組、 及藥物治療合併運動訓練組。所有個案由研究者安排其接受走步機運動測試，以 評估其身體功能，並開立運

動組個案之運動處方。此外，資料收集之工具包括： 病患基本資料表、靜態血壓和身體質量指標之測量，情緒狀態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es; 
POMS)，MVPS 症狀量表、及血清 BDNF 濃度之測量。運動訓練參 與者進行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之走步機運動訓練計畫共持續 12 週，非運

動訓 練個案則維持原有生活型態，本研究於計畫進行前及計畫第 12 週進行資料收集。 研究資料以變異數分析法(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進
行統計分析，比較 計劃前後三組病患症狀困擾(MVPS)、情緒狀態、血清 BDNF 濃度及身體活動功 能之變化。此外，本研究擬以 multiple regressions 
分析血清 BDNF 濃度與病患症 狀及情緒困擾之相關性，以探索藉由運動訓練提昇血清 BDNF 濃度對改善病患 症狀及情緒困擾的可能機轉。本研

究之結果將可提供健康照護人員發展 MVP 病 患運動訓練計畫之參考，進而協助病患改善症狀，並提升身體活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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