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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同同工工作作地地域域消消防防人人員員  
體體適適能能之之比比較較研研究究  

黃谷臣/淡江大學 

吳台二/警察大學 

劉輝煌/警察大學 

陳義性/中興大學 

壹、問題背景 
消防人員在災害搶救現場必須面臨著不同的壓力與挑戰，在火場中衝鋒陷陣，除需具

備勇敢、冒險、犯難的精神外，每次出勤都在跟時間賽跑，每一次任務均是需全力以赴的

艱鉅任務；想要迅速且確實的完成人命搜救與災害搶救的任務，必須依靠平時的基本戰技

訓練與體能的培養（吳台二、劉輝煌、黃谷臣、蔡家隆，2004)。體能是生活力的基礎，

更是工作效率的保證，消防人員必須隨時鍛鍊並保持良好的體能，才足以應付危急的狀

況；並從容的執行任務（許樹淵，2003）。 

由於所處環境的特殊，不同地域的消防人員在工作要並有不同；都會區高樓林立，由

於建築及使用上的特性，在緊急救護與消防救災的方式皆與過去有所不同，平時訓練時，

對體能的要求較高（趙剛，1984）。而離島的工作環境，因水域活動相當頻繁；水域救生

及緊急救護列則為訓練的重點，但不論是都會區、鄉村或是離島，消防單位皆應重視專業

技能與體能的訓練工作。消防人員因職務特性之故，在體能要求上比一般民眾高，但是否

因不同工作地域的訓練要求及工作特性而呈現差異或偏重某一單項體能？是本研究探討

的主要議題。 

貳、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問題背景，本研究目的有二； 

一、檢測不同工作地域消防人員的體適能狀況，並與台閩地區男性國民體能常模做比

較分析，以瞭解消防人員體適能現況。 

二、比較不同工作地域消防人員各項體適能檢測結果之差異情形。 

參、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科技城鎮、都會區、鄉村區域、離島區域等不同地域性的縣市中的消防人員

為受試對象，於常訓期間實施體適能檢測，檢測項目包括：身高、體重、腰臀圍比、坐姿

體前彎、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立定跳遠、1600公尺跑走等。以實測成績對照體委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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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民體適能常模，並將測量結果標準化後進行不同地域消防隊員的體適能狀況之比較分

析。 

肆、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受試者共計 220名，基本資料如表一；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料統計表(N=220)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年齡 33.95 8.69 20 54 
年資 10.99 7.67 1 32 
體重 72.59 10.18 50 117 
身高 171.68 4.38 163 187 
WHR 0.88 0.06 0.73 1.07 
BMI 24.61 3.17 18.38 38.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實施檢測項目參照體委會公佈之國民體能常模並參考消防署（1996）頒佈直轄

市、縣、消防機關（構）消防救助隊體技能測驗基準，將測驗項目訂為身高、體重、腰臀

圍比、坐姿體前彎、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立定跳遠、1600公尺跑走等。 

三、研究程序 
（一）檢測時間：2001 年 7月至 2003 年 1月止。 

（二）檢測地點：於各縣市常訓基地實施。 

（三）檢測步驟：檢測流程依體委會公布之標準作業流程實施，依序為丈量身高、體重、

腰圍、臀圍、坐姿體前彎、立定跳遠、一分鐘仰臥起坐、1600公尺跑走等。 

四、資料處理 
將各項體適能檢測所獲得之數據以 SPSS 10.0統計軟體進行資料處理，以描述統計方

法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方法進行分析；本研究各項統計顯著水準訂為 α＝.05。 

伍、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一）不同地域消防人員體適能檢測結果（如表二） 

48 



第七期 93年 11月

 
 
 
 
 
 
 

 
 

淡江體育 

Tamkang University 
 

 
表二、不同地域消防人員體適能檢測結果統計表 

縣市 N BMI 仰臥起坐 
(次/分) 

坐姿體前

彎(CM) 
立定跳遠 

(CM) 
1600M(秒) 

科技城鎮 75 24.99±3.02 29.60±7.07 35.55±7.56 214.59±27.61 564.43±103.37
都會區域 54 23.04±2.54 26.81±10.39 36.09±5.79 209.70±21.23 421.69±24.46 
鄉村區域 31 25.82±2.31 32.94±8.41 36.65±7.53 204.06±19.47 571.55±95.50 
離島區域 60 24.91±3.76 34.12±5.80 32.50±8.36 226.12±21.27 572.90±88.16 
總和 220 24.61±3.17 30.62±8.36 35.01±7.52 215.05±24.46 532.70±105.54

（二）不同地域消防人員體適能檢測結果經標準化後之變異數分析 
為比較不同地域消防人員之體適能檢測結果，將原始測量成績轉化成標準分數後，再

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F檢定若達顯著則以 LSD方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如表三所示； 

表三、不同地域消防人員體適能檢測結果變異數分析統計表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POST HOC 檢定（LSD） 
組間 9.67 3 3.22 
組內 209.33 216 0.97 T體前彎 
總和 219.00 219 

3.33 0.021 
科技城鎮>離島區域 
都會區域>離島區域 
鄉村區域>離島區域 

組間 25.21 3 8.40 
組內 193.79 216 0.90 T仰臥 
總和 219.00 219 

9.37 0.000 
鄉村區域>科技城鎮>都會區域 
離島區域>科技城鎮>都會區域 

組間 21.15 3 7.05 
組內 197.85 216 0.92 T 立定 
總和 219.00 219 

7.70 0.000 
離島區域>科技城鎮>鄉村區域 
離島區域>都會區域 

組間 79.43 3 26.48 
組內 139.57 216 0.65 T心肺 
總和 219.00 219 

40.98 0.000 
都會區域>離島區域 
都會區域>科技城鎮 
都會區域>鄉村區域 

組間 19.28 3 6.43 
組內 199.72 216 0.92 TBMI 
總和 219.00 219 

6.95 0.000 
都會區域>離島區域 
都會區域>科技城鎮 
都會區域>鄉村區域 

*P＜.05 

二、討論 
（一）依據全體受試者平均年齡 33 歲對照國民體能常模發現，消防人員的 BMI

（24.61±3.17）位於「適當」等級，仰臥起坐（30.62±8.36）與坐姿體前彎（35.01±7.52）
皆屬「良好」等級，而立定跳遠（215.05±24.46）與 1600公尺跑走（532.70±105.54）
由於國民體能常模中並未建立瞬發力的測驗常模，心肺耐力的部分則實施三分鐘登

階測驗。因此並無相關常模可供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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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測量成績經標準化後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不同工作地域之消防

人員各項體適能檢測成績，達顯著性差異（P＜.05），在柔軟適能的表現上，離島

區域低於都會區域及鄉村區域，但在肌力適能上則呈現相反的狀況。在心肺適能的

表現上以都會區域表現最好，成績優於鄉村及離島區域，在身體質量指數上亦有相

同的狀況。 

陸、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論： 

一、本研究發現，不論是科技城鎮、都會、鄉村或離島區域的消防人員在各項體適能

檢測結果，雖然平均皆位於「適當」或「良好」的等級，然而就消防特性而言是

否足夠應付日常勤務？管理單位應仔細思考是否制訂更嚴格的常模以供基層參

考。 

二、消防人員因工作環境上的不同，在各項體適能的發展上有顯著差異（P＜.05），

檢測結果經標準化後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都會區的消防人員在心肺適能上

優於其他工作地域的消防人員，而離島區的消防人員在肌肉適能上優於其他地域

消防人員的表現，但在柔軟適能上則呈現相

反的現象，是否與高樓消防的要求或相關訓

練有關？值得更深入的探討。 

三、鑑於消防人員的專項技能訓練中，評估心肺

耐力與瞬發力採用立定跳遠及 1600 公尺跑

走，但在國內並無相關常模可供對照，因此

建議消防管理單位應著手建立 1600跑走與心

肺耐力指數轉換的公式，或建立 30 歲以上

1600 公尺跑走及立定跳遠的常模，以利評估

消防人員相關的體適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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