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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介面對運動績效之影響研究  
         主   持   人：  吳英偉   修平技術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共同主持人：  張志凌   修平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本研究以大專院校八名男選手為受試者，其中包括鈍劍（ f o i l）、銳劍
（ e p e e）和軍刀（ s a b r e）的選手，所有受試者都有三年以上的擊齡。
研究以人工作業中手工具或設備常用介面的手套，探討不同材質手套

和不同姿勢對握力之影響，以及不同材質手套在反應時間和敲刺動作

時間與刺擊準確度之差異性檢測。  
不同材質手套雖然不影響手部判斷重量差異之敏感性，但會影響手部

施力之大小，本研究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two-way ANOVA）、多變
量分析（M A N O VA）後結果發現，不同姿勢與不同材質手套的握力都
達到顯著差異。不同材質手套與準確性及動作時間的多變量分析中，

準確性的表現達到顯著水準，經過鄧肯的事後檢定分析發現，不戴手

套在準確性表現最差，平均數最低為唯一坐落最低 B 集群（ gr o u p in g）。 
結論發現，不同材質手套的選擇，對於選手的表現有會有相當程

度的影響，德國製手套在握力及準確度的檢測都有最佳的表現，結合

六分位姿勢防禦位置，對於運動績效之提昇，應有很大幫助。  
 
關鍵詞：手套材質、動作時間、防守姿勢、鈍劍、銳劍、擊劍運動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工作業中人因工具或設備的介面主要就是手套和握把，手套對

擊劍選手而言，除了有保護作用外，對於比賽時的持劍穩定性、攻擊

與防禦的位移速度都有很大的影響。 O ht s u k i（ 1 9 81）指出，姆指外四

根手指的屈指肌力都不相同，小指的肌力最小，中指的肌力最大。但

是，擊劍選手控制劍尖的方向與劍身移動，主要的是姆指與食指，另

外三根指頭只是輕輕握在握把上（ Crosn ie r,  1961）。五十年代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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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名擊劍專家 Crosn ie r（ 1961）指出，擊劍是用食指第一、二指的關

節抓住握把外側線部位，其它三根指頭用第一指節沿著握把外側輕輕

握住。控制劍尖的準確度和速度要有強而有力的手腕，但是劍的控制

主要是姆指和食指，並不是手腕。用手指來控劍（ f i n ge r- p l a y），才能

把劍感表現從劍身到劍尖（ t i p），才能隨心駕馭控制整把劍，如果是

用手腕控劍，只是劍條位移與劍身動作的感覺，用劍很難收放自如。  

這對於持劍對抗性的擊劍運動，勝負的關鍵在掌握時機，刺中與

否都取決於瞬間。擊劍選手的特殊反應時間約在 0 . 3  至 0 .7 秒，與完

成刺或甩的動作時間 0 . 2 5 至 0 . 4 7 秒，反應時間約佔總時間的 5 0 %。

而在比賽呈現複雜、快速、多變隨機的不確定環境中，選手在比賽當

中不可能在 0 . 2 5 秒（反應時間）內改變動作的方向（擊劍， 1 9 9 6）。

手腕與手指（尤其是姆指與食指）是否能承擔如此大負荷量的工作而

不受傷，用劍技巧與正確訓練是很重要因素，而手與劍的介面也就是

手套與握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將以手套介面對擊劍運動的

影響做深入的探討。  

擊劍手套材質都是以小牛皮為材料，手套除了有保護手掌被刺傷

的作用以外，止滑易於出力應該也是目的之一。一般而言，當選手不

戴手套拿劍時，就會有鬆脫、無力的感覺，戴上擊劍手套握力、捏力、

準確性及力量之大小對於擊劍比賽是否有顯著影響，以及如何找出最

適合個人在比賽或訓練最有效之手套，達到出力最小、工作（運動）

時間最長（不易疲勞）及減低運動傷害的可能性，此為本研究之主要

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以目前比賽常用手套（德國製）及選手訓練時

常用的手套（大陸製），兩種手套的選擇主要著眼點在經濟的考量（兩

者價差為 4 : 1），但是在國際比賽卻清一色獨厚德國製手套（高價位），

是否高價位手套的運動績效與價位一樣成正比，以及不同材質的手套

介面，如何在經濟與運動績效的考量下，求其平衡。本研究針對以下

重點深入探討：  

（一）以不戴手套、半截式皮質手套、德國手套、大陸手套等四種介

面以及四種不同姿勢手腕握力、捏力的差異性。  

（二）以不戴手套、半截式皮質手套、德國手套、大陸手套等四種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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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敲擊後長刺刺擊反應時間和動作時間與準確性的差異性。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係針對手套材質的四種介面，以及四種擊劍常用手部防禦

位置的工作姿勢（ d e f e n s i v e  p o s t u r e）之間關係進行探討。擊劍比賽就

是一種攻擊與防禦的比賽，防禦的動作更是隨機與瞬間的動作，在講

求速度與冷靜的擊劍運動，劍與劍的攻擊與防禦都是突發性的反應時

間。因此，如何在手套材質的研究，在不同姿勢與防守敲擊力量作最

完美的結合，除了可以減低工作（運動）的疲勞，延長工作（運動）

時間，更可以瞭解手部的運動做功，對於傷害的預防應有正面的效果。 
本研究是以手套為主要探討重點，以手套材質在不同姿勢的握

力、捏力的研究，應用在敲擊力量對動作時間與準確度的調整。但是

人工作業中工具和設備最常見的介面除了手套以外，握把也是很重要

的介面，要減少手部的傷害，尤其是長期所造成累積性的傷害

（ CTDs），握把介面的探討也不容忽視，後續握把介面的探討將是下

一個研究主要課題。  
貳、文獻探討  

石裕川（ 1995）指出，手套與握把是人工作業中手工具或設備最

常見的介面，手套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護雙手，避免在接觸過冷、過

熱或是有毒物質造成傷害，以及避免被切割、刺擊的傷害，同時也可

減低震動所傳遞能量的傷害。在運動領域的應用方面，高爾夫球的揮

桿、棒球的打球、擊劍持劍格鬥、賽車的握方向盤駕駛、足球守門員

的接球等，都針對其特殊目的有其不同材質或不同形式的手套。但是，

戴手套也有的缺點，包括降低手部整體的靈活性（ Plummer  e t  a l . ,  

1985； Bense l ,  1993）、影響手部的活動能力（ Bel l ingar  & S locum,  

1 99 3；M u r a l id h a r  &  B i sh u ,  1 9 94）、降低手部的握力大小（Wa n g  e t  a l . ,  

1 98 7；Wan g ,  1 9 91）。在捏力的研究上，出現不同的結果，戴手套會增

加手指的捏力（M u r a l i d h a r  &  M c M ul l i n ,  1 9 9 3），戴手套並不影響捏力

的大小（ H a l l b e c k  & M cM u l l i n ,  19 9 3），而捏力的持久性對於擊劍比賽

的持續作戰力扮演很重要的因素。  

Ranney e t  a l .（ 1995）研究指出，在五個高度反複性作業環境中

女性作業員的研究報告， 54%有上肢 CTDs 的徵兆出現，肌肉酸痛最

常見於頸肩部位有 31%，前臂與手部佔 23%，腕道症候群（ Carp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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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n n e l  S yn d r o m e）則是最常見於的神經炎。在手持器材運動方面，張

志凌、林房儹（ 2 0 0 1）研究調查指出，在單手持劍的擊劍運動項目中，

手部的運動傷害有 24 .5%，擊劍的運動傷害也有四分之一會導致

C T D s。不管手持器材（劍）的運動或是 R a n n e y e t  a l .（ 1 9 9 5）人工作

業的手與工具的研究上，前臂與手的傷害研究都不謀而合。手部的傷

害是最常見的工作傷害，游志明（ 1998）也指出，手部傷害也是學術

界近十年來探討的 CTDs 重點之一。  

根據 A r m s t r o n g  e t  a l .（ 1 9 8 6）研究，導致 C T D s 的主要風險因子

（ r i s k  f a c t o r s）包括工作姿勢（ P o s t u r e）、施力大小（ F o r c e）、與重複

性（ R e p e t i t i o n）。一般相信，工作姿勢（ P os t u r e）、施力大小（ F o r c e）、

與重複性等組合因素才是導致 CTDs 的主要原因。  

陳重光（ 1 9 9 8）研究指出，握把介面也就是手套的材質，對於手

指作業型態雙手操作能力的影響與握把介面 (手套材質 )有顯著差異；

對於手腕作業型態雙手操作能力的影響與握把介面 (手套材質 )也有顯

著差異。雖然都是雙手的操作，與擊劍運動的單手持劍略有不同，但

已顯示手套的材質與施力及操作有實際影響。  

手套及把手對於手部績效、施力大小、對重量的主觀感覺及對判

斷重量差異敏感性 )  的影響研究方面，石裕川（ 1 9 95）發現，手套不

影響手部判斷重量差異之敏感性，但會影響手部施力之大小。石裕川

研究是以棉線手套為握力實驗材質，戴上棉線手套後，其握力分別降

為 3 2 . 7 與 1 5 . 3 公斤，若戴兩層綿線手套則握力降為 2 9 . 6 與 1 3 . 2 公斤，

手套越厚，握力降低的幅度越大。戴手套會降低握力，而捏力則視手

套的種類而定。這對於擊劍比賽依規定都要佩戴手套，只是擊劍專用

手套為牛皮材質。是否如同扭力方面實驗，其扭力之大小取決於手套

與握把形狀及兩者之間的介面因素，本研究將以牛皮、棉線材質及半

截式、全罩式手套為來做為握力、捏力、準確性等差異性研究。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受試者  
本研究受試者以高中及大專院校院校擊劍選手，包括鈍劍、銳劍、

軍刀等選手 8 人。每名受試者都有三年以上的劍齡，而且都有參加正

式比賽的經驗，正式的比賽包括全國中上擊劍賽、全國排名賽以及國

家代表隊選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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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是以人工作業手工具介面在擊劍運動上的應用研究，針對

研究目的做如下實驗設計：  

實驗一：以不戴手套、半截式手套、大陸製和德國製手套等 4 種不同

介面， 4 種不同位置的施力姿勢手腕握力的差異性檢驗。  

4 種不同材質手套和 4 種不同姿勢的檢測防禦基本動作一般在訓

練上有 4、 6、 7、 8 分位等動作， 4 分位（半內轉， h a l f -p r o n a t i o n）、 6

分位（外轉， sup ina t ion）為護盤上方的防禦動作。 7、 8 分位為護盤

下方的左右兩側位置，都屬於尺偏（ U ln a r  D e v i a t i o n）的動作， 2 分位

是屬於大內轉（ prona t ion）動作，可涵蓋 8 分位區域。 7 分位可由 4

分位下壓加大來涵蓋，在訓練或比賽，一般都以 2、 4、 6 分位為主。

因此，本研究以 2、4、6 和手臂自然下垂約 6 0 度的姿勢等四種不同位

置的握力（如圖一）。  

 

 

 

 

 

 

 

 

 

 

 
圖 一   各 分 位 位 置 圖  

左 上 ： 四 分 位 、 左 下 ： 二 分 位 、 右 上 ： 六 分 位 、 右 下 ： 自 然 下 垂 6 0 度  

 

實驗二：以不戴手套、半截式手套、德國製和大陸製不同材質手套在

動作時間（反應時擊、敲刺時間、長刺著地以及動作時間）與準確性

的差異性檢驗。  

（一）敲劍後準確性的實驗：受試者依序戴上 4 種不同介面的手套，

敲劍做弓步刺擊動作，受試者不同介面手套各做 5 次，敲劍後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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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刺攻擊動作。敲劍時，至少要將對方劍尖敲移至受試者有效被

刺目標以外，再迅速做出長刺劍靶動作。劍靶以自製牛皮圓心靶（如

圖二），得分由圓心內圈（黑色）為 5 分，依序為 4、 3、 2、 1 分，

其它及無效刺擊得 0 分。  

（二）動作時間的取得：本研究檢測動作包括反應時間、敲刺時間、

長刺著地時、動作完成時間（ mot ion  t ime）等 4 項。  

 

                         

                      0   

                       1 2 3  

                4     

   

       

 

 

圖 二   劍 靶 精 確 性 得 分 分 配 圖  

 

實驗三： 4 種不同材質手套及 4 種不同位置捏力檢測  
受試者以不同材質手套在不同位置的最大捏力，收集拇內收肌、

拇長屈肌的均方根（ RMS）肌電訊號值，檢測不同手套材質和不同位

置的捏力差異。  

 
三、實驗設備與器材        
（一）動作時間計時器：本計時器連結 Bi o m e t r i c s  LS  8 0 0 生物訊號系

統，另加 FS 4 數位開關計測反應時間、敲刺時間、弓步長刺腳著地時

間以及動作完成時間。反應時間是以燈光訊號啟動同步計時，受試者

測敲劍後刺中劍靶所需的時間，敲劍時兩把劍的接觸為計時另一訊號

之啟動，刺中劍靶為計時關閉。為防止沒刺中劍靶，影響動作時間的

計時，靶面要大於有效的刺擊面，大小略大於一般選手的正常體型。  

（二）手套：本實驗用的手套共三種（德國製、大陸製和半截式三種）。 

（三）劍具：國際比賽合格劍包括鈍劍慣用劍受試者每人 1 把共 8 把，

實驗專用劍 8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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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方法與步驟  
受試者有 8 人，在實驗之前向受試者說明及解釋整個實驗目的、

流程、動作說明，並在實施前先給受試者練習五次，每次握力實施約

3-5 秒，每個動作做 3 次，次與次的間隔至少休息 3 分鐘，以免受試

者產生疲勞，受試者三次的握力、捏力在取其最大值為實驗數據。  

實驗一：不同材質手套 4 種，以及 4 種不同姿勢和二種握把的手腕握

力差異性檢測。  

握力的檢測方面，二個自變項分別為： 1 .不同材質手套（共四種）。 2 .

四種不同姿勢（防禦動作 2、4、6 分位的定位及手臂下垂外張 6 0 度四

種）。受試者共有 16 種實驗組合，在實驗之前先向受試者說明及解釋

整個實驗目的、流程、動作說明，並在實施前先給受試者練習五次。

每次持續三秒左右再放鬆，每人做三次，次與次的間隔至少休息 3 分

鐘，以免受試者產生疲勞。  

實驗二：不同材質手套，敲擊後反應時間、敲刺時間、弓步長刺腳著

地時間以及動作時間與準確性的差異性檢測。  

（一）受試者共有 1 6 種實驗組合，在實驗之前先向受試者說明及解釋

整個實驗目的、流程、動作說明，並在實施前先給受試者練習五次。 

（二）受試者隨機依序用四種不同介面的手套，為敲劍刺擊，每個分

位做 5 次，記錄各種分段時間和刺擊準確得分。  

（三）受試者順序是以隨機安排，敲劍刺擊的腳步動作，以弓步長刺

（ l unge），完成刺擊的動作。  

（四）敲劍後準確性實驗：以敲劍做刺擊動作，受試者不同材質手套

各做 5 次敲劍後刺擊的動作。敲劍時，至少要將對方劍尖敲移至受

試者有效被刺目標以外，再迅速做出刺擊劍靶動作。劍靶以自製牛

皮圓心靶（如圖二），得分由圓心內圈（黑色）為 5 分，依序為 4、

3、 2、 1 分，其它及無效刺擊得 0 分。  

（五）運動時間分為反應時間和敲劍刺擊的動作時間（ m o t i o n  t i m e），

本研究是以敲劍後至刺中劍靶時間謂之。記錄每一次敲劍刺擊的動

作時間，各種材質手套各做 5 次。  
實驗三：四種不同姿勢（ p o s i t i o n）及不同材質手套捏力的差異檢測。 
以不同材質手套之拇內收肌和拇長屈肌的捏力 EMG 訊號，以均方根

值做為捏力之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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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收集與處理  
以 Bi o m e t r i c s  Lt d  生產之 LS 8 0 0  La b o r a to r y  s ys t e m s，為本研究的

主要實驗設備，筆記型電腦一部  連接 LS 8 0 0  La b o r a t o r y s ys t e m s  收集
資料。資料收集以後再以 S PS S  f o r  Win d o w s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雙
因子變異數分析、多變量分析，達到顯著差異後再以 Duncan 做事後
檢定分析。  

 
肆、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手材質手套共 4 種，以及 4 種不同姿勢的手腕握力的差異性

檢驗  

本實驗有自變項二個，採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一為 4 種不同材

質的手套（不同方式的握力檢測，包括不戴手套、半截手套、大陸製

手套、德國製手套等）、二為 4 種不同位置（擊劍防禦位置的 4、 6、 7

分位和手臂自然下垂外展 60 度），依變項為握力的大小，握力敘述統

計如下：  

不戴手套時以自然下垂外展 6 0 度時握力最大，平均數為 4 5 . 4 6，

二分位握力平均數為 39 .39 最小。半截手套握力以六分位姿勢的平均

數 46 .12 最大，二分位最小。大陸手套握力還是以六分位姿勢 49 .05

平均數為最大，最小是二分位。德國製手套六分位姿勢的平均數 4 9 . 50

居 4 種不同材質手套中平均數最高者，參考表 4-1。

表 4-1  不同材質手套與不同位置握力敘述統計  
依 變 項 ： 握 力 大 小  

不 同 手 套  不 同 位 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個 數

不 戴 手 套  四 分 位 4 2 . 5 0 1 3 5 . 5 8 8 0  8
 六 分 位 4 4 . 6 4 7 5 5 . 9 3 1 6  8
 二 分 位 3 9 . 3 9 3 8 6 . 0 6 7 7  8
 下 垂 外 展 6 0度 4 5 . 4 6 1 3 4 . 5 4 3 0  8
 總 和 4 3 . 0 0 0 9 5 . 8 0 1 2  3 2

半 截 手 套  四 分 位 4 4 . 3 8 8 8 6 . 7 8 1 5  8
 六 分 位 4 6 . 1 2 3 8 6 . 8 0 5 3  8
 二 分 位 4 2 . 0 9 5 0 5 . 2 6 4 2  8
 下 垂 外 展 6 0度 4 6 . 1 1 7 5 5 . 2 1 5 8  8
 總 和 4 4 . 6 8 1 3 6 . 0 0 5 0  3 2

大 陸 手 套  四 分 位 4 6 . 0 0 7 5 6 . 3 4 0 3  8
 六 分 位 4 9 . 0 4 5 0 5 . 9 5 8 9  8
 二 分 位 4 3 . 7 8 2 5 6 . 0 4 1 0  8
 下 垂 外 展 6 0度 4 7 . 7 4 5 0 5 . 1 7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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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和 4 6 . 6 4 5 0 5 . 9 4 9 3  3 2
德 國 手 套  四 分 位 4 6 . 5 3 7 5 6 . 8 2 0 5  8

 六 分 位 4 9 . 8 9 5 0 6 . 7 7 5 8  8
 二 分 位 4 3 . 3 1 6 3 7 . 5 0 0 5  8
 下 垂 外 展 6 0度 4 7 . 6 5 1 3 6 . 3 2 5 5  8
 總 和 4 6 . 8 5 0 0 6 . 9 5 8 2  3 2

總 和  四 分 位 4 4 . 8 5 8 7 6 . 2 9 1 0  3 2
 六 分 位 4 7 . 4 2 7 8 6 . 4 3 9 5  3 2
 二 分 位 4 2 . 1 4 6 9 6 . 2 0 6 0  3 2

下 垂 外 展 6 0度 4 6 . 7 4 3 8 5 . 1 8 4 2  3 2
總 和 4 5 . 2 9 4 3 6 . 3 2 1 7  1 2 8

 
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材質手套和不同位置（姿勢）的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差異， F 值為 0 . 0 9 5（ p＝ 1）。在主要效果的比較方面，不同手

套在握力方面達到顯  

著差異， F 值為 2 . 8 16（ p＝  . 0 42），不同位置在握力的主要效果比較

方面，也達到顯著水準， F 值為 4 .774（ p＝ .  004），參考表 4-2。  
 

表 4-2  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依 變 數 ： 握 力 大 小  

來 源  型 I I I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校 正 後 的 模 式  8 8 4 . 2 6 2 1 5 5 8 . 9 5 1 1 . 5 7 5 . 0 9 2
I n t e r c e p t  2 6 2 6 0 1 . 3 8 6 1 2 6 2 6 0 1 . 3 8 6 7 0 1 7 . 5 0 6 . 0 0 0

不 同 手 套  3 1 6 . 1 5 8 3 1 0 5 . 3 8 6 2 . 8 1 6 . 0 4 2
不 同 姿 勢  5 3 5 . 9 6 1 3 1 7 8 . 6 5 4 4 . 7 7 4 . 0 0 4

A＊ B  3 2 . 1 4 4 9 3 . 5 7 2 . 0 9 5 1 . 0 0 0
誤 差  4 1 9 1 . 1 4 1 1 1 2 3 7 . 4 2 1
總 和  2 6 7 6 7 6 . 7 8 9 1 2 8

校 正 後 的 總 數  5 0 7 5 . 4 0 3 1 2 7

 

不同手套在握力方面的多重比較發現，四種不同材質的手套沒有

達到顯著差異。不同姿勢位置在握力的的多重比較方面，二分位與六

分位、二分位與手臂下垂 6 0 度姿勢的握力達到顯著差異（如表 4 - 3）。 

 
表 4-3  不同姿勢握力的多重比較  

依 變 數 ： 握 力 大 小  

 平 均 數
差 異  
( I - J )  

標 準 誤 顯 著 性 9 5 %  
信 賴 區 間  

 ( I )  不 同 姿 勢 ( J )  不 同 姿 勢

下 限  上 限  
S c h e f f e 四 分 位 六 分 位 - 2 . 5 6 9 1 1 . 5 2 9 3 . 4 2 4 - 6 . 9 1 0 0 1 . 7 7 1 9

二 分 位 2 . 7 1 1 9 1 . 5 2 9 3 . 3 7 4 - 1 . 6 2 9 0 7 . 0 5 2 8
下 垂 6 0度 - 1 . 8 8 5 0 1 . 5 2 9 3 . 6 7 9 - 6 . 2 2 5 9 2 . 4 5 5 9

六 分 位 四 分 位 2 . 5 6 9 1 1 . 5 2 9 3 . 4 2 4 - 1 . 7 7 1 9 6 . 9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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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 位
＊ 5 . 2 8 0 9 1 . 5 2 9 3 . 0 1 0 . 9 4 0 0 9 . 6 2 1 9

下 垂 6 0度 . 6 8 4 1 1 . 5 2 9 3 . 9 7 7 - 3 . 6 5 6 9 5 . 0 2 5 0
二 分 位 四 分 位 - 2 . 7 1 1 9 1 . 5 2 9 3 . 3 7 4 - 7 . 0 5 2 8 1 . 6 2 9 0

六 分 位
＊ - 5 . 2 8 0 9 1 . 5 2 9 3 . 0 1 0 - 9 . 6 2 1 9 - . 9 4 0 0

下 垂 6 0度 ＊ - 4 . 5 9 6 9 1 . 5 2 9 3 . 0 3 3 - 8 . 9 3 7 8 - . 2 5 6 0
下 垂 6 0度 四 分 位 1 . 8 8 5 0 1 . 5 2 9 3 . 6 7 9 - 2 . 4 5 5 9 6 . 2 2 5 9

六 分 位 - . 6 8 4 1 1 . 5 2 9 3 . 9 7 7 - 5 . 0 2 5 0 3 . 6 5 6 9
二 分 位

＊ 4 . 5 9 6 9 1 . 5 2 9 3 . 0 3 3 . 2 5 6 0 8 . 9 3 7 8

 

不同手套和握力的鄧肯事後檢定結果如表 4 - 4，不戴手套的平均

數最低，與半截手套屬於同一集群，半截式手套介於 A 與 B 集群之間，

大陸手套和德國手套在所有不同手套的握力表現平均數最高，同屬於

A 集群。  

 
表 4-4  不同手套和握力的鄧肯事後檢定摘要表  

子 集   
 不 同 手 套  自 由 度  1  2  

D u n c a n檢 定  不 戴 手 套 3 2 4 3 . 0 0 0 9
 半 截 式 手 套 3 2 4 4 . 6 8 1 3 4 4 . 6 8 1 3
 大 陸 手 套 3 2 4 6 . 6 4 5 0
 德 國 手 套 3 2 4 6 . 8 5 0 0
 顯 著 性 . 2 7 4 . 1 8 5

 

不同姿勢握力的鄧肯事後檢定結果如表 4 - 5，二分位握力平均數

最低 4 3 . 0，德國手套在握力的表現平均數最高，與大陸手套及半截式

手套同屬於最高 A 集群。  
 

 

表 4-5  不同姿勢握力的鄧肯事後檢定摘要表  
子 集  

 不 同 姿 勢  自 由 度  
1  2  

D u n c a n檢 定  二 分 位 3 2 4 2 . 1 4 6 9
 四 分 位 3 2 4 4 . 8 5 8 7 4 4 . 8 5 8 7
 下 垂 6 0度 3 2 4 6 . 7 4 3 8
 六 分 位 3 2 4 7 . 4 2 7 8
 顯 著 性 . 0 7 9 . 1 1 5

 

六分位為一般劍手訓練與比賽的預備姿勢（ on  gua rd），攻擊或是防禦

都是以六分位為主要準備姿勢，可能是如此才突顯握力最高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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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不戴手套、半截式手套和大陸手套及德國手套等 4 種不同材質

介面的手套，以光信號做敲擊後刺擊反應時間及動作時間與準確性的

差異性檢驗  

本研究分析以 4 種不同材質手套為自變項，準確性和動作速度（反

應時間加上敲劍長刺的時間）為依變項，做為多變量分析的變項。不

同材質手套的多變量檢定，W il k s '  λ =1 . 73 3， p＝ . 1 3 1 未達顯著水準（參

考表 4-6）。  
 

表 4-6  不同手套多變量檢定  
效 應 項  數 值 F檢 定 假 設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I n t e r c e p t  P i l l a i ' s  T r a c e  . 9 9 3 1 9 2 9 . 5 3 3 2 . 0 0 0 2 7 . 0 0 0  . 0 0 0
 W i l k s '  L a m b d a  變 數 選 擇 法 . 0 0 7 1 9 2 9 . 5 3 3 2 . 0 0 0 2 7 . 0 0 0  . 0 0 0
 多 變 量 顯 著 性 檢 定 1 4 2 . 9 2 8 1 9 2 9 . 5 3 3 2 . 0 0 0 2 7 . 0 0 0  . 0 0 0
 R o y  的 最 大 平 方 根 1 4 2 . 9 2 8 1 9 2 9 . 5 3 3 2 . 0 0 0 2 7 . 0 0 0  . 0 0 0

不 同 手 套  P i l l a i ' s  T r a c e . 3 0 4 1 . 6 7 5 6 . 0 0 0 5 6 . 0 0 0  . 1 4 4
 W i l k s '  L a m b d a變 數 選 擇 法 . 7 0 3 1 . 7 3 3 6 . 0 0 0 5 4 . 0 0 0  . 1 3 1
 多 變 量 顯 著 性 檢 定 . 4 1 2 1 . 7 8 4 6 . 0 0 0 5 2 . 0 0 0  . 1 2 1
 R o y的 最 大 平 方 根 . 3 8 4 3 . 5 8 6 3 . 0 0 0 2 8 . 0 0 0  . 0 2 6

* P <  . 0 5  

 
再從不同手套與準確度的受試者間效應的檢定（表 4-7）， F值為

3 .584， p＝ . 026達到顯著差異，動作速度在受試者間效應的檢定未達顯

著水準（ p＝ . 705）。

表 4-7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來 源  依 變 數 型 I I I的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校 正 後 的 模 式  準 確 度 2 2 3 . 3 4 4 3 7 4 . 4 4 8 3 . 5 8 4  . 0 2 6
 動 作 速 度 9 . 0 3 4 E - 0 3 3 3 . 0 1 1 E - 0 3 . 4 7 1  . 7 0 5

I n t e r c e p t  準 確 度 3 8 9 4 . 0 3 1 1 3 8 9 4 . 0 3 1 1 8 7 . 4 6 2  . 0 0 0
 動 作 速 度 2 0 . 7 2 1 1 2 0 . 7 2 1 3 2 3 8 . 2 8 8  . 0 0 0

 不 同 手 套  準 確 度 2 2 3 . 3 4 4 3 7 4 . 4 4 8 3 . 5 8 4  . 0 2 6
 動 作 速 度 9 . 0 3 4 E - 0 3 3 3 . 0 1 1 E - 0 3 . 4 7 1  . 7 0 5

誤 差  準 確 度 5 8 1 . 6 2 5 2 8 2 0 . 7 7 2  
 動 作 速 度 . 1 7 9 2 8 6 . 3 9 9 E - 0 3  

總 和  準 確 度 4 6 9 9 . 0 0 0 3 2  
 動 作 速 度 2 0 . 9 0 9 3 2  

校 正 後 的 總 數  準 確 度 8 0 4 . 9 6 9 3 1  
 動 作 速 度 . 1 8 8 3 1  

*p<  .05  

準確性的 D u n c a n 事後檢定摘要如表 4 - 8，不戴手套是所有的平均

數最低（ 7 . 5），與其它不同材質的手套達到顯著差異，這也發現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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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較佳的準確度必需要有良好的手套介面，D u n c a n 事後檢定德國製

手套是所有手套介面平均數最高（ 1 4 . 63），事後檢定是唯一屬於最高

集群（半截手套與大陸手套介於 A 與 B 集群之間）。  

 
表 4-8  不同手套準確性鄧肯事後檢定摘要表  

子 集   不 同 手 套 自 由 度  
1  2  

D u n c a n檢 定  不 戴 手 套 8 7 . 5 0
 半 截 手 套 8 9 . 8 8 9 . 8 8
 大 陸 手 套 8 1 2 . 1 3 1 2 . 1 3
 德 國 手 套 8 1 4 . 6 3
 顯 著 性 . 0 6 4 . 0 5 7

 
三、四種不同姿勢及四種不同材質手套捏力的差異檢測  

本實驗有自變項二個，一為 4 種不同材質的手套（不同方式的握

力檢測，包括不戴手套、半截手套、大陸製手套、德國製手套等）、二

為 4 種不同位置（擊劍防禦位置的 4、 6、 7 分位和手臂自然下垂外展

60 度），依變項為拇內收肌和拇長屈肌的均方根值，採用二因子多變

量分析，多變量檢定結果不同手套（W i l k s '  λ = . 58 4，  p＝ . 7 4 3），不同

姿勢（Wilks '  λ =.654，  p＝ . 834），不同手套和不同姿勢的交互作用

（W i l ks '  λ = . 4 77，  p＝ . 96 6）都未達顯著水準，參考表 4 - 9。在受試者

間效應項檢定也都未達顯著水準。  

 
表 4-9  不同手套不同姿勢捏力的多變量檢定摘要表  

效 應 項   數 值 F檢 定  假 設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I n t e r c e p t  P i l l a i ' s  T r a c e  . 9 1 2 5 7 7 . 8 5 5 2 . 0 0 0 1 1 1 . 0 0 0  . 0 0 0
 W i l k s '  L a m b d a  變 數 選 擇 法 . 0 8 8 5 7 7 . 8 5 5 2 . 0 0 0 1 1 1 . 0 0 0  . 0 0 0
 多 變 量 顯 著 性 檢 定 1 0 . 4 1 2 5 7 7 . 8 5 5 2 . 0 0 0 1 1 1 . 0 0 0  . 0 0 0
 R o y  的 最 大 平 方 根  1 0 . 4 1 2 5 7 7 . 8 5 5 2 . 0 0 0 1 1 1 . 0 0 0  . 0 0 0

不 同 手 套  P i l l a i ' s  T r a c e  . 0 3 1 . 5 8 7 6 . 0 0 0 2 2 4 . 0 0 0  . 7 4 1
 W i l k s '  L a m b d a  變 數 選 擇 法 . 9 6 9 . 5 8 4 6 . 0 0 0 2 2 2 . 0 0 0  . 7 4 3
 多 變 量 顯 著 性 檢 定 . 0 3 2 . 5 8 0 6 . 0 0 0 2 2 0 . 0 0 0  . 7 4 6
 R o y  的 最 大 平 方 根  . 0 2 6 . 9 7 7 3 . 0 0 0 1 1 2 . 0 0 0  . 4 0 7

不 同 姿 勢  P i l l a i ' s  T r a c e  . 0 2 5 . 4 6 6 6 . 0 0 0 2 2 4 . 0 0 0  . 8 3 3
 W i l k s '  L a m b d a  變 數 選 擇 法 . 9 7 5 . 4 6 5 6 . 0 0 0 2 2 2 . 0 0 0  . 8 3 4
 多 變 量 顯 著 性 檢 定 . 0 2 5 . 4 6 3 6 . 0 0 0 2 2 0 . 0 0 0  . 8 3 5
 R o y  的 最 大 平 方 根  . 0 2 4 . 9 1 2 3 . 0 0 0 1 1 2 . 0 0 0  . 4 3 8

A＊ B  P i l l a i ' s  T r a c e  . 0 7 4 . 4 7 7 1 8 . 0 0 0 2 2 4 . 0 0 0  . 9 6 6
 W i l k s '  L a m b d a  變 數 選 擇 法 . 9 2 7 . 4 7 7 1 8 . 0 0 0 2 2 2 . 0 0 0  . 9 6 6
 多 變 量 顯 著 性 檢 定 . 0 7 8 . 4 7 6 1 8 . 0 0 0 2 2 0 . 0 0 0  . 9 6 6
 R o y  的 最 大 平 方 根  . 0 6 4 . 7 9 7 9 . 0 0 0 1 1 2 . 0 0 0  . 6 1 9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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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擊劍運動手與劍的介面主要就是握把與手套，本研究主要探討不

同材質手套對握力、捏力準確性的影響。雖然手套介面和不同姿勢對

拇內收肌和拇長屈肌的捏力未達顯著水準，但是不同手套與不同姿勢

在握力上皆達顯著水準。握力對於擊劍比賽的控劍，或是敲劍攻擊、

防禦刺擊都是很重要的必備因素。握力大在攻擊或防守的速度上必然

有加乘作用。  
不同材質手套雖然不影響手手部判斷重量差異之敏感性，但會影

響手部施力之大小，結果發現，不同姿勢與不同材質手套的握力都達

到顯著差異，不同材質手套在準確性及動作時間的多變量檢定發現，

準確性的表現也達顯著水準，鄧肯的事後檢定分析發現，不戴手套在

準確性表現最差，平均數值最低。  
因此，建議選手應慎選不同材質手套，本研究結論發現，德國製

手套在握力及準確性的檢測都有最佳的表現，結合六分位姿勢的防禦

刺擊弓步長刺動作，對於選手運動績效之提昇，應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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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i nv o l v e d  p e r f o rm i n g  t e s t s  o n  e i gh t  m a l e  c o l l e ge  s t u d e n t s  

w h o  a r e  f e n c i n g  p l a ye r s  i n  f o i l ,  e p e e  a n d  s a b e r,  h a v i n g  a t  l e a s t  t h r e e  

ye a r s ’ ex p e r i en c e  o f  f e n c i n g .  Fo c u s e d  o n  g l o v e s  –  t h e  f r e q u e n t l y- u s e d  

i n t e r f a c e  o f  t o o l s  o r  e q u i pm e n t  f o r  m an u a l  o p e r a t i o n  –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i s  

i n t e n d ed  t o  s t u d y  ho w  a  f e n c i n g  p l a ye r ’s  g r i p  i s  a f f e c t e d  b y t h e  

m at e r i a l s  f r om  wh i c h  t h e  g l o v e s  a r e  m a d e  a n d  t h e  p l a ye r ’s  p os t u r e .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a l s o  i n v o l v e s  c o n d u c t i n g  a  d i f f e r e n t i a l  t e s t  t o  i n v es t i ga t e  h o w  

g l o v e s  m at e r i a l s  a f f e c t  f e n c i n g  a c c u r a c y,  r e s p o n s e  t i m e  a n d  f e n c i n g  

t ime .    
 
A l t h ou gh  g l o v e s  m a t e r i a l s  h a v e  n o  e f f e c t  o n  ho w  w e l l  t h e  h a n d  s e n s e s  
t h e  w e i gh t  o f  a  s w o r d  i t  h o l d s ,  t h e y  h a v e  a n  im p a c t  o n  g r i p  s t r e n g t h .  
Co n d u c t e d  w i t h  t w o - w a y A N O VA a n d  M A N O VA ,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s ho w s  
m a r k ed  d i f f e r e n c e s  i n  g r i p  s t r e n g t h  r e s u l t i n g  f r o m  d i f f e r e n t  po s t u r e s  
a n d  v a r i o us  g l o v e s  m a t e r i a l s .  T h e  M A N O VA c o n d u c t e d  t o  s t u d y  h o w  
g l o v e s  m a t e r i a l s  a f f e c t  f e n c i n g  a c c u r a c y  a n d  f e n c i n g  t i m e  r e v e a l s  t h a t  
t h e  a c c u r a c y- e n h a n c i n g  e f f e c t  i s  s i gn i f i c a n t .  A s  i n d i c a t e d  b y a  p r o - t e s t  
a n a l ys i s  c a r r i e d  o u t  b y  D u n c a n ,  a c c u r a c y  a m o n g  p l a ye r s  p l a y i n g  f e n c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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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t h ou t  w e a r i n g  g l o v es  i s  t h e  l e a s t ,  a s  s u bs t a n t i a t e d  i n  t h e  f a c t  t h a t  
Group  B has  the  lowes t  mean .  
 
In  c o n c l us i o n ,  g l o v e s  m a t e r i a l s  h a v e  a n  e f f e c t  on  f e n c i n g  p l a ye r s ’ 

p e r f o rm a n c e  to  a  c e r t a in  ex t e n t .  Be i n g  t h e  b es t  i n  g r i p  s t r e n g t h  a n d  

a c c u r a c y  a s  c o n f i r m ed  b y t h e  t e s t ,  G e r m a n -m a d e  g l o v e s ,  c o u p l e d  w i t h  

s ix t e  ( t h e  s ix th  o f  e i gh t  d e f e ns i v e  po s i t i o n s  i n  f e n c i n g ) ,  a r e  c o n d u c i v e  

t o  t he  enhancement  o f  a  p l aye r ’s  pe r fo rmance .   
 
Keyw o r ds :  g l o v e s  m a t e r i a l s ,  f e n c in g  t im e ,  d e f e n s i v e  p os i t i on ,  f o i l ,  

epee ,  f enc 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