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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在鞋子的穿著上會因場合的性質而有不同的需求，因為需求的不同導致所穿的鞋子的樣式、型態、鞋跟高度也都有所

不同，女性的鞋子大都為皮鞋，其鞋跟高度的變化很大，從平底跟到高跟，間隔的差距可到10公分之遙，因此有可能因為

穿著不適當的鞋子而造成小腿及腰部肌肉的疲勞及酸痛。 本研究主要探討女性皮鞋在不同鞋墊硬度(Hs C 30、Hs C 40

、Hs C 50)及不同鞋跟高度(2公分、4公分、6公分、8公分)的情況下，藉由EMG來量測當人體穿著皮鞋時，小腿肌肉之短

時間行走舒適度與長時間行走疲勞度，尋求出穿著皮鞋較舒適之高度值與硬度值；並配合Borg''s Scale及SD語異差異法作

主觀評量，與實驗量測值進行相關分析，從而將其最佳舒適值，帶進女鞋之設計，以做女鞋設計的原則。 經由統計結果得

知，鞋跟高度和體重的影響呈現顯著性。鞋跟高度愈高，比目魚肌的EMG值也愈高，呈現線性增加的趨勢，而對於脛骨

前肌則呈現線性遞減的趨勢。就腓腸肌外側和腓腸肌內側而言，在鞋跟高度4公分時最低，而在4-8公分則呈現線性遞增的

趨勢。就體重而言，測試者的體重愈重比目魚肌的EMG值呈現線性遞增，脛骨前肌的EMG值隨著體重的增加呈現線性遞

減，而腓腸肌外側和腓腸肌內側的EMG值則隨著體重的增加呈現線性遞增的趨勢。 就鞋墊而言，鞋墊硬度的影響並未達

顯著性，因此鞋墊硬度的改變並非造成小腿肌肉EMG值改變的主因。就比目魚肌和小腿肌肉EMG積分總和 而言，則隨著

鞋墊硬度的增加，EMG積分值呈線性減少的趨勢。而在主觀評量上，鞋墊硬度Hs C 50最舒適。 就疲勞方面，時間的影響

在比目魚肌、脛骨前肌、腓腸肌外側、腓腸肌內側和小腿肌肉EMG積分總和達顯著性關係，隨著時間的增加，比目魚肌

、脛骨前肌、腓腸肌外側、腓腸肌內側和小腿肌肉EMG積分總和皆呈線性遞增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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