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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呼吸功能障礙病人容易因為呼吸肌疲乏、無力，

造成吸氣肌肉張力及耐力下降，增加呼吸困難感。肺

部復健是常見的非藥物治療方法，而吸氣肌訓練則是

其中一項，吸氣肌可經由運動訓練增加肌力與耐力，

對象包含有呼吸系統疾病（如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神經系統疾病（如脊髓損傷）、心臟衰竭和呼吸器使用

的病人等。 
二、 吸氣肌訓練器使用目的 
 
 
 
 
 
 
 
 
 
 
 
 
 

 

吸氣訓練建議 16歲以上成人使用，適用於呼吸肌

力量和耐力較弱者，可以提高肋間肌和橫膈膜肌肉力



量及耐力，縮短病人因呼吸肌疲乏或無力而造成依賴

呼吸器的時間；其中吸氣肌及吐氣肌所需訓練的力量

可以藉由彈簧的張力來調節，而轉動刻度盤會改變彈

簧的張力，以此作為吸／吐氣施力的阻抗，來訓練與

強化呼吸肌。 

三、 使用方法與步驟 

 
	 	 使用前詳閱說明書，經由物理治療師教導及評估

後設定起始阻力強度，正確使用腹式呼吸法及控制吸

吐時間，配合訓練器進行訓練，另可搭配鼻夾，以避

免訓練時漏氣。每週建議至少訓練 3-5天，每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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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每回 30口氣。 

(一)吸氣肌訓練方法及步驟： 

1. 將咬嘴置於訓練器吸氣端。 

2. 快速吸氣 1秒→憋氣 2-3秒。 

3. 放開咬嘴慢慢吐氣 2-4秒。 

 

(二)吐氣肌訓練方法及步驟： 

1. 將咬嘴置於吐氣端。 

2. 鼻子吸氣→憋氣 2-3秒→嘴巴快速吐氣。 

 
四、 訓練時注意事項 
(一)醫生或復健師的指導下才能更改設置。 

(二)訓練前清除氣道痰液及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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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腹部不適時依情況調整訓練強度。 

(四)避開餐前及餐後一小時。 

(五)床頭搖高採坐姿。 

(六)訓練過程若有呼吸不適，應暫停訓練，先行休

息。 
五、 清潔及消毒 
步驟：  

(一)將咬嘴拆下，並旋開上蓋。 

(二)以清水沖洗各個零組件。 

(三)各零組件以乾淨的布擦拭並置於陰涼處風乾。 

(四)建議每週使用中性清潔劑混合溫水浸泡或洗淨

（可用 75％酒精浸泡消毒 30分鐘）。 

	 	  
 

六、 結語 
	 	 病人因長期臥床，常導致呼吸肌無力，可經由使



用腹式呼吸法及控制吸吐氣時間訓練，增加呼吸肌肌

力與耐力，給予支持及鼓勵提高復健的意願，縮短因

呼吸肌疲乏或無力而造成依賴的呼吸不適，進而增加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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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進行測驗，已確認您已充分了解	

1.	 吸氣肌可經由運動訓練增加肌力與耐力。	

○是	 	○否	 	○不知道	

2.	 吸氣訓練可以提高肋間肌和橫膈膜肌肉力量及耐力，縮短病人因

呼吸肌疲乏或無力而造成依賴呼吸器的時間。	

○是	 	○否	 	○不知道	

3.	 吸氣訓練建議 10 歲以上就可以使用。	

	 	 	○是	 	○否	 	○不知道	

4.	 醫生或復健師的指導下才能更改吸氣肌訓練器設置。	

	 	 	○是	 	○否	 	○不知道	

5.	 使用腹式呼吸法及控制吸氣肌訓練器吸吐時間，另可搭配鼻夾，

以避免訓練時漏氣。	

	 	 	○是	 	○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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