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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探討運動與紅外線對良導絡之影響 

一、摘要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有腰酸背痛的症狀，為了找出腰痠背痛的原因，我們從 SDGS 中

的「良好健康和福祉」出發，以經絡為研究主題，發現膀胱經阻塞會造成肩膀僵硬、腰痛或

膝蓋疼痛等症狀。照射紅外線能提供身體部位局部加熱，促進血液循環進並緩解疼痛，而跑

步也能有效促進全身血液循環，加強心肺功能，因此，我們的實驗以紅外線照射膀胱經和運

動為變因，測膀胱經數值的差異，結果發現紅外線照射和運動確實能改善經絡阻塞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的膀胱經數值過高，經過紅外線照射後，數值反而過低，推測是因為照

射時間過長而導致數值過低。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中醫與西醫治療的基本概念大不相同，兩者診斷病症方式也不同。西醫針對生理症狀做

治療，利用醫學知識與生理理論分析病因，因此西醫多利用體溫、血壓、疾病之可觀測病徵

等做診斷。而中醫相信體內各器官的互通與陰陽調和，治療方式便是使人體系統恢復平衡，

因此中醫利用把脈、四診辯證等方式診斷，目前也發展出利用經絡儀等電子儀器提高診斷效

率及準確度。現在的人進行醫療檢測時多優先選擇西醫方式，較少會使用中醫的儀器，我們

對中醫都很有興趣，想讓中醫更廣為人知，因此想利用中醫方式使用經絡儀檢測體內良導絡

之數值，以探討不同狀況對人體之影響。根據研究指出，台灣有大約 80%的成年人有慢性

腰痛的症狀，可見其問題之嚴重，而腰酸背痛的症狀在中醫上來說與膀胱經最為相關，且為

我們組員經測量後教友健康隱憂的經絡，因此選用膀胱經作為實驗的主要對象。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一:探討壓力、疲勞指數與經絡的關係 

假設一:使用膀胱經說明壓力指數 

目的二:探討紅外線熱療對壓力與疲勞的影響(陳甦臺、黃建諭(2006)。 

目的三:探討跑步對膀胱經的影響(張瑞泰，2001)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 實驗設備與器材: 

經絡儀 鈉離子導電棉 3%生理食鹽水 紅外線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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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方法: 

1. 紅外線照射實驗方法 

(1) 使用 MEAD 經絡能量分析儀（以下簡稱經絡儀）檢測穴位值 

(2) 於下午 3～5 時(申時)進行照射 20 分鐘持續兩日 

(3) 在第三天利用經絡儀檢測數值並與原本數值進行比較 

2. 跑步實驗方法 

(1) 利用經絡儀檢測受試者穴位值 

(2) 於下午 3～5 時(申時)跑步 1 公里持續兩日 

(3) 於第三日利用經絡儀檢測數值並與原本數值進行比較 

三、 實驗原理: 

 

 

 

 

 

 

 

 

 

 

 

 

 

 

 

1. 根據沈邑穎的經絡解密卷五指出，膀胱與腎是互相配合的，腎經在身體正面連接重

要臟腑，而膀胱經則分布於背部，讓腎可以掌握身體狀況。腎主管中樞神經系統，

而膀胱負責周邊神經系統，因此我們推測膀胱經會與因壓力而導致的自律神經失調

有關。 

2. 經絡阻塞是因為氣血不通順，而紅外線治療器能以輻射能的熱效應來加溫人體局部

皮膚表面和淺層肌肉與血管，達到改善局部血液循環、舒緩肌肉疲勞及痠痛等目

的。因此我們想證實紅外線治療是否能改善經絡阻塞問題，並緩解相關疾病。 

3. 運動時，骨骼肌大量消耗氧氣，同時皮膚為了散熱，血液循環速度增加，而促進氣

血流通，或許能改善經絡阻塞問題，並且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分析，跑步是國人最常

做的運動，也是最容易做的運動之一，不需使用額外的器材，因此我們選擇跑步來

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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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下午 3～5 時(申時)是最適合運動的時間，並且也是中醫上對應到膀胱經的時間，

因此我們選這個時段跑步，推測對實驗數值的影響會最大。 

四、實驗分析 

(一) 探討壓力、疲勞指數與經絡的關係 

  皮膚電阻的量測目前被廣泛運用在各種穿戴裝置，例如智能手錶，也有運用在很多

智慧醫療上，例如經絡儀。 

1.實驗一：使用 GSR Sensor 量測皮膚的電阻，每一分鐘量測一次 

 

圖一 高壓力下進行深呼吸 GSR會下降 

討論：強烈的情感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汗腺會分泌更多汗液使電阻下降。 

2.實驗二：使用智能手錶量測壓力，連續５周。 

  

圖二 壓力指數 

       討論：後續的經絡儀研究，並不是單獨使用個人量測數據判斷，而是個人的數值與同年齡同性別的大數

據做比較得到的數值報告，故在小組中，ＢＣ兩名男性同學的生理數值有比較的意義，且兩人壓力值都過高。 

(二) 探討紅外線熱療對壓力與疲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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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三：紅外線照射前後使用經絡儀探討差異 

圖中的紅色區塊往上是數值過高，往下是數值過低，黃色區塊是需要注意，綠色是

正常。由兩圖比對可知，在照射紅外線後的各項數值均有降低，顯示其具有改善經

絡阻塞的效果，但反而會有數值過低的情況發生，我們推測或許是照射時間過長導

致。 

    2.實驗四: 紅外線照射前後使用皮膚電阻與穿戴裝置探討差異 

 
圖五 紅外線照射前後 GSR 

 
圖六 紅外線照射前後壓力指數 

討論： 

1.紅外線照射後可能因為流汗而導致電阻變化，所以並不是照射完畢馬上量測，而是與

經絡儀量測相同時間，且在量測時，有使用與經絡儀相同的方式清潔皮膚，以量測到較

準確一致的數值。 

2.壓力量測則是整天的平均值，有較佳參考意義，紅外線能夠達到放鬆、改善疲勞效

果。 

(三)、探討跑步對膀胱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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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實驗五：跑步射前後使用經絡儀探討差異 

討論：圖中的紅色區塊往上是數值過高，往下是數值過低，黃色區塊是需要注意，

綠色是正常。由兩張圖對比可知跑步可以降低數值，且數值大多為正常，顯示對改

善健康的效果更為顯著。 

    2.實驗四: 跑步前後使用皮膚電阻與穿戴裝置探討差異 

 

圖九 跑步前後 GSR 

 

圖十跑步前後壓力指數 

討論：跑步與紅外線都有顯著的差異，但是跑步的改善是更多的，而且相對貼近民

眾生活，不需要而外的經費購置，因此我們更推薦藉由運動改善人體經絡狀況。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1. 我們實驗後發現，透過紅外線照射可以使氣血活絡，改善經絡阻塞，但效果不如跑

步運動來的好，並且還有諸多因素需要改善，例如:照射時間長短、照射溫度等。 

2. 透我我們的實驗與資料對比可知，跑步同樣可以促進氣血活絡、改善經絡阻塞，並

且相對於紅外線照射來說實是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更加經濟實惠的方法。 

二、 生活應用 

，透過經絡儀的分析結果顯示，壓力會影響諸多經絡，造成不易入睡、情緒壓抑、內分泌

失調等等症狀，而現在的運動手錶多有測量壓力的功能，且測量原理與經絡儀相同，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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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皮膚電位的差異，因此我們可以參考手錶的數據，了解當前的壓力指數，對自身健康

的管理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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