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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射擊服裝能幫助步槍射擊選手提升穩定性，在服裝的硬挺材質布料與版型合身

性上取得平衡點，創造出對選手穩定性最佳的效果是本研究創作之目的。並透過射擊

服裝版型變化對選手穩定能力與射擊成績影響進行探討。方法：透過材質實驗、版型

解構與問題分析進行服裝創作，並招募穿著過兩家以上不同射擊服裝品牌與競賽成績

達 614.8 分以上、在全國競賽中拿下前三名之空氣步槍選手 5 名，經由射擊服裝版型

的變化前後進行穩定性與射擊成績測驗，使用電子靶機 (SIUS, Swiss) 紀錄射擊成績與

射擊模擬器 (SCATT MX-02, Russia) 紀錄瞄準穩定性。資料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和皮爾森

積差相關分析進行分析。此外，經由受試者問卷訪談瞭解實穿感受。結果：經成對樣

本 t 檢定受試者穿著原有射擊服裝前的射擊成績 (10.21 ± 0.12 分 ) 與穿著本研究創作

之射擊服裝後的射擊成績 (10.38 ± 0.10 分 ) 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p = .002)；擊發

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0 的穩定性前測 (93.16 ± 4.69%) 與穿著本研究創

作之射擊服裝後測 (96.73 ± 2.11%) 無達到統計學上之顯著差異 (p = .097)；在擊發前一

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5 的穩定性前測 (55.80 ± 12.99%) 與穿著本研究創作

之射擊服裝後測 (66.40 ± 11.16%) 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p = .033)。受試者實穿感

受本次創作之射擊服裝為合身之服裝版型，對於射擊時穩定性有幫助，並解決原有射

擊服裝穿著上之問題。結論：經穿著本研究創作版型合身性高之射擊服裝後，射擊選

手身體穩定性與運動表現皆有顯著提升，期望為國內射擊選手提供一個具備支撐性且

符合身型的射擊服裝，作為步槍射擊與服裝未來發展之依據。

關鍵詞：服裝版型設計、瞄準穩定性、空氣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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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射擊運動是以準確性和穩定性著稱的

比賽項目，對運動員的注意力、穩定性、

協調性及平衡能力有較高的要求 ( 王勇、

楊勇濤，2010)。是屬於靜力、耐力性個

人對抗項目，要求運動員在高度緊張、高

度壓力下完成一系列精確的射擊動作 ( 張
濤，2018)。射擊過程中穩固的據槍、正

確一致的瞄準、均勻正直的扣扳機，三者

有機的結合，是精確射擊的基本技術要求 
( 侯順偉、康凱，2018)。射擊運動員每次

發射時都必須在據槍、瞄準、擊發的過程

中保持身體相對的穩定 ( 金學范、張付，

2008)。是一項動作和感知系統緊密相連的

運動，射擊時通過視覺與動作精細的配合

達到在瞄準階段的穩定控制 (Goodman et 
al., 2009)。對於射擊選手而言，具有較佳

的靜態平衡能力，以維持瞄射期間的身體

處於高度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 張文育，

2006)。優秀的射擊選手晃動程度小於一般

射擊選手，尤其是在擊發前，優秀選手更

能控制瞄準的穩定性，一般選手則缺乏此

項能力 ( 馮文瑜，2006)。利用射擊訓練儀

的記錄能精確地反映運動員一組射擊中瞄

準的精度和擊發的穩定性 ( 朱曉波、陳謙，

2010)。

穩定是射擊運動的首要條件，在空氣

槍項目中，步槍射擊的標靶十分環僅有 0.5
公釐，相較手槍十分環 11.5 公釐要小許多，

因此對於步槍選手有更高的穩定性要求。

步槍在 50 公尺三姿項目分為跪姿、臥姿、

立姿，而在 10 公尺空氣槍項目則採用立姿

射擊。在步槍立姿射擊中，身體重心高、

支撐點少，人槍結合不如臥姿、跪姿，因

而槍的穩定性差，是射擊難度最大的一種  
( 王小明，1995)。立姿是步槍三種姿勢中

難度最大，且難以掌握的項目，其動作特徵

決定了人與槍結合的動作不易保持，穩定 
性較差，不易打出高成績 ( 李和，2001)。
蔡文興 (2013，頁 206–207) 指出步槍項目

在 SCATT 系統紀錄的槍枝瞄準到擊發的晃

動軌跡主要有四個因素介入，包括垂直擺

動、側邊擺動、心跳以及肌肉生理機能，

而平衡練習可降低側邊晃動、仔細建立動

作支撐柱可將垂直晃動減至最小、耐力訓

練減少脈搏次數、暖身與伸展可減少肌肉

緊繃所造成的震動。由此可知平衡能力、

動作一致性 (consistency)、心跳、肌肉生

理機能是影響步槍射擊時槍枝穩定性的主

要因素。其中關於動作一致性，豐東洋與

季力康 (2009) 指出「穩定」這項特質在動

作執行的過程中是以一致性來表示。動作

的一致性是基本技術的主要條件，無論是

初級射手還是已達到專業技術水準的優秀

運動員，動作的一致性是關鍵 ( 林美麗，

2010)。在射擊過程中對於動作的要求目標

為保持動作的一致性，相較於其他運動項

目身體有高度的活動性，步槍射擊運動項

目的特徵為利用保持放鬆與一致的動作創

造出高度的穩定性來提升射擊成績表現，

在身體保持放鬆的狀態下，射擊服裝硬挺

的布料材質為選手的動作一致性維持與穩

定提供了高度的幫助。射擊服和其他衣服

不同的是，射擊服具有一定的硬度和力量，

有助於步槍運動員控制和放鬆肌肉，同時

幫助運動員長時間支撐身體並固定動作，

使他們能夠穩定地做出精確的動作 ( 吳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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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2021)。Mon-López et al. (2019) 針 對

男性與女性在射擊運動成績表現差異中指

出，步槍特製的射擊服裝降低肌肉力量的

負荷，是男性與女性在步槍射擊項目運動

表現水平相當的影響因素之一。蔡文興 

(2013，頁 219) 也指出射擊服裝是立姿射

擊中影響穩定度的因素之一，棉製帆布的

夾克與射擊褲提供身體一個較硬挺的外層

包覆，而堅硬挺直的白帆布材質會給予最

佳的輔助支撐，同時也會分擔骨骼所承受

的壓力。

由上述研究可知步槍射擊服裝可以幫助

選手的動作一致性維持與提升穩定性，本次

研究從國際射擊運動聯盟 (International Sport 

Shooting Federation, ISSF) 官方YouTube網站 

上之決賽影片中，統整了 2017–2019 年由

ISSF 主辦的射擊世界盃、世錦賽、年終賽

共 18 場賽事進入決賽的 8 名選手穿著的射

擊服裝品牌分布比例。韓國的 Marksman 

House 品牌有超過四成的穿著比率，排在

所有射擊服裝品牌第一位；而芬蘭的 Kurt 

Thune 品 牌 與 德 國 的 Sauer 品 牌 則 分 別

有 16% 的穿著比率排在第二位，印度的

Capapie 則有 10% 的比例排在第四位。而到

了 2021 年由 ISSF 所舉辦的三場國際賽事

中，進入決賽的 8 名選手則有超過七成的比

例穿著印度的 Capapie 射擊服裝，此現象是

由於印度國家射擊成績在國際賽場上的優異

表現，以及該品牌使用了硬挺度較高的材質

吸引了選手的關注，服裝對成績所能帶來的

效益是選手選擇服裝品牌的重要因素。而

射擊規則中亦對步槍射擊服裝訂定相關規

則，其中服裝的柔軟度規定為以測量垂下

壓，至少壓下 3 公釐 ( 巫光宇，2021)。由

此可以瞭解到步槍射擊服裝確實能帶來成

績上的影響。且現今步槍射擊運動已發展

到要求高、精度高，比賽中勝負差別微小

的高水平階段 ( 魏輝，2018)。因此選手除

了加強自身的訓練外，器材與裝備所帶來

的幫助亦是決定勝負的影響要素。

在射擊服裝品牌中，歐、美與亞洲射

擊服裝品牌在版型上有著不同的特點，不

同地區的人種亦有其體型特徵，選手在穿

著上會出現不同的問題，因此本次研究針

對國內 15 位空氣步槍項目教練與選手對

於射擊服裝品牌穿著問題進行問卷調查，

根據問卷的結果顯示，版型的合身性、材

質軟硬度、布料摩擦力與違反規則四個方

向為多數教練與選手遇到的問題，此次研

究將以此為版型修正方向進行版型設計。

由於射擊服裝材質硬挺的特點，使服裝版

型不符合射擊動作時會與身體產生過多的

空隙，對於服裝所提供的穩定性幫助即會

降低，而過緊的服裝對於選手的動作會造

成限制，並產生不舒適的穿著感受。服裝

所包覆的人體外部形狀來自對於人體基本

結構的瞭解，其殼體大小與人體尺度比例

總在相對應的關係中，隨著任何一處尺寸

的改變，帶來殼體外觀和著裝式樣的變化 

( 江冠勳、李佳玲，2009)。在服裝的生產

工作過程中，知覺服裝與人體之間的相關

性，意即「合身性」是客戶核可的重要指

標，具備合身與舒適的機能性穿著，是服

裝生產中最重要的考慮要素 ( 陳省三等，

2011)。服裝所強調的合身性是由人體的外

型，以及服裝不同的穿著目的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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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服裝的合身性在步槍射擊服裝中所要求

的是須符合射擊動作與射擊時所需的活

動機能性來進行版型設計，並且符合射擊

服裝規則，是以達成最佳輔助成績表現為

目標進行設計。射擊服裝的版型設計要考

量到射擊動作、射擊時所需要的活動量以

及材質的硬挺特性與布料厚度多面向的因

素，版型是在規則的限制下，滿足射擊時

所需活動機能性，在能保持放鬆的呼吸調

整之下儘可能地貼合選手的身體，在每一

處部位為選手的射擊動作給予一個外層的

包覆支撐為版型合身性要求。

由上述研究可以瞭解到穩定能力是決

定射擊成績的關鍵因素，而步槍射擊服裝

能提供選手更佳的穩定性以及動作一致性

維持，且服裝版型不同的設計會影響合身

性的表現，影響著服裝所帶來的幫助。如

何在硬挺材質布料與合身性上取得平衡點，

創造出對選手最佳的效果，設計出符合國

內射擊選手身型之射擊服裝，是本研究創

作之目的。此外，透過射擊服裝版型的改

變，針對受試者槍枝穩定性與射擊成績的

影響進行探討，將有助於瞭解服裝對於射

擊運動的影響，以提供未來發展射擊服裝

領域之依據。本次研究問題有以下兩點：

一、提高步槍射擊服裝版型合身性是否提

升射擊成績？

二、提高步槍射擊服裝版型合身性是否提

升射擊穩定性？

基於上述研究問題，擬出以下兩點研

究假設：

一、提高步槍射擊服裝版型合身性對於射

擊成績表現有顯著提升。

二、提高步槍射擊服裝版型合身性對於射

擊穩定性表現有顯著提升。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招募 5 名 10 米空氣步槍選手 (1

男 4 女；年齡 26 ± 6.08 歲；射齡 11.2 ± 5.85

年；身高 160.4 ± 2.88公分；體重 56.8 ± 3.11

公斤；受試者自身射擊服裝皆為量身定做，

分別有以下品牌：印度品牌 Capapie、芬

蘭品牌 Kurt Thune、韓國品牌 Marksman 

House、兩位選手穿著德國品牌 Sauer)，

受試者必須穿著過兩家以上不同射擊服裝

品牌量身定製之射擊服裝，目的為受試者

在穿著感受上能給予更多品牌間之比較，

為了降低技術上的不穩定造成的影響，受

試者競賽成績必須曾達 614.8 分以上，以

及曾在全國競賽中拿下前三名。分數限制

標準為本研究自行統計 2019–2021 年由中

華民國射擊協會主辦的 12 場全國射擊競賽 

( 一年四場，分別為：青年盃、梅花盃、

協會盃、中正盃 )，男子、女子 10 米空氣

步槍項目社會組資格賽第八名 ( 決賽為前

八名 ) 成績平均分數為 614.8 分。並在半

年內無骨骼與肌肉重大傷害病史以致於無

法完成本實驗者，方可成為正式實驗對象。

在每位受試者參與實驗前說明本研究的實

驗流程與目的，並簽署實驗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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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實驗設計分為兩階段，第一階

段：射擊服裝製作；第二階段：受試者測試。

實驗步驟分別如下。

( 一 ) 射擊服裝製作
參考不同射擊服裝品牌版型特點進行

版型設計，以及依照 ISSF 所訂定之規則進

行材質實驗與檢測。將設計完成之版型套

入受試者身材尺寸，量身定製射擊服裝，

並在換穿本研究創作之射擊服裝進行研究

數據收集結束後，針對受試者穿著感受進

行問卷調查與訪談。

( 二 ) 受試者測試
本實驗使用電子靶機 (SIUS, Swiss) 紀

錄射擊成績，與射擊模擬器 (SCATT MX-

02, Russia) 記錄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

平均瞄準點在 10.0、10.5 範圍穩定性。實

驗前先安裝射擊模擬器並連接電腦進行校

正，將射擊模擬器感應鏡頭校正至接近靶

面中心始得進行測驗。受試者報到後進行

射擊專項訓練前的暖身活動，接著開始數

據收集，受試者穿著自身專屬射擊服裝進

行 60 發射擊測驗，以及使用自身專屬 10

米空氣步槍，在 ISSF 規定之 10 米空氣槍

標準場地進行測驗，所有規則與器材皆符

合 ISSF 官方規定。結束後受試者更換本次

設計製作之射擊服裝進行兩週服裝適應階

段，此階段不介入受試者訓練課表，受試

者可以根據適應狀況調整服裝的穿著，以

受試者狀況自行調整訓練內容。兩週的服

裝適應期結束後進行測驗，此次測驗穿著

本次研究製作之射擊服裝進行測驗，測驗

內容與前次測驗內容相同，最後將所收集

到之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三、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測驗所得之各項數據以統計軟

體 SPSS 27 Windows 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 samples t-test) 考驗

更換射擊服裝前後各項射擊參數之差異，並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Pearson correlation)  
考驗各項射擊參數間的相關性，本研究顯

著水準為 α = .05。

四、材質檢測與分配

在服裝材質的部分射擊服裝主要的布

料為帆布，根據 ISSF 規則，射擊服裝各部

位布料柔軟度在測量儀器量測下，需達到

下陷 3 釐米、厚度需在 2.5 釐米以下，而

射擊服裝在穿著一段時間之後會變得較為

柔軟，因此，在初次測試柔軟度時大多會

違反規則，故本研究設定初次測試的柔軟

度在 2.5–3.0 釐米之間，皆為在符合規則

下並具備良好支撐性之服裝。本次研究共

使用四種組合布料，測試的結果顯示四種

組合的布料柔軟度在 2.7–3.0 公釐、厚度在

2.2–2.3 公釐，在初次測試的數據皆符合研

究設定。

本次創作服裝外層布料以帆布為主體

搭配皮革、絨布、彈性布料、麂皮絨、橡

膠布料；內層由帆布與棉質裏布組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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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在腰、腹部動作結構受力大部位使用帆

布輔助動作維持與穩定；袖子上方、胸部

與後肩區域動作較多移動的部分以皮革為

主搭配彈性布料來增加合身性與活動性；

褲襠處內層使用絨布以及外層帆布未做上

漿處理，以增加穿著舒適性；褲管底端前

側使用皮革，讓褲子與射擊鞋之間的接觸

更契合；並使用耐磨之麂皮絨布料作包邊

處理，減緩鞋子與帆布之間因磨擦而導致

的耗損。

五、版型設計

本次創作解構亞洲選手穿著比例較多

之射擊服裝品牌 Marksman House ( 韓國 ) 
與較多歐、美選手穿著且合身性高之射擊

服裝品牌 Kurt Thune ( 芬蘭 ) 版型進行比

對，並以 Kurt Thune ( 芬蘭 ) 為原型進行

版型設計 ( 版型設計圖見圖 1)。

本次創作版型設計整體降低胸部立體

度，使胸型更符合亞洲人胸型，以及降低

腰、臀比以符合亞洲人臀部較扁平的體型

特徵，並使服裝更能包覆住推骻的動作。

上衣前片在材質分配上增加帆布比例以加

強支撐性，並將右胸肩窩處的防滑材質補

片，往袖襱方向移以增加槍枝與布料的接

觸面積；上衣後片領圍的部分增加頸部的

活動度，使衣服不會勒住頸部，並將原為

帆布材質之左脇片改為皮革材質，增加此

部位在動作過程中的活動度與舒適性；袖

子將前臂部分縮減袖口尺寸以減少前臂與

服裝間的空隙，袖長的部分設計到手腕長

度，使袖子的長度不會影響到手腕的活動

性，在左袖部分設計後轉角度較小，使袖

子活動角度加大以符合不同選手的動作差

異性；褲長部分設計到腳踝下 1 公分，使

褲子能與射擊鞋接觸並固定，在褲腰高度

設計到腰線下 1.5 公分，增加腰部下塌時

肋骨與褲子之間的距離，減少做動作時不

舒適的感受，在褲管材質部分增加帆布比

例、減少皮革分量，以加強支撐性，在褲

管前片部分使用皮革布料與弧形設計，使

褲腳能符合射擊鞋彎曲形狀。

參、結果

本研究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考驗更換

射擊服裝前後射擊成績與平均瞄準點槍枝

圖 1
本次創作步槍射擊服裝版型設計圖

註：由左至右依序為：上衣右、左前片／上衣後片／右袖／左袖／褲子右、左前片／褲子後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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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之差異，並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考驗各項射擊參數間的相關性。

一、射擊成績與槍枝穩定性

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考驗更換射擊服裝

前後射擊成績，與平均瞄準點槍枝穩定性之

差異，分析發現，受試者穿著原有射擊服裝

的射擊成績 (10.21 ± 0.12 分 ) 與穿著本研究

創作之射擊服裝後的射擊成績 (10.38 ± 0.10
分 )，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p = .002)，
表示穿著本研究創作之射擊服裝對於射擊分

數有提升的效果。

穩定性測驗數據收集使用 SCATT 軟

體紀錄之數據，採用擊發前平均瞄準點晃

動範圍穩定性數據，平均瞄準點 10.0 穩

定性為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移動範

圍之平均點大小在 0.5 公釐 (10.0 分環大

小 ) 之百分比，而根據晃動範圍大小又分

為 10.0、10.5 範圍穩定性，此次採用擊發

前平均瞄準點在 10.0、10.5 範圍穩定性數

據。表 1 中受試者穿著原有射擊服裝在擊

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0
的穩定性 (93.16 ± 4.69%) 與穿著本研究

創作之射擊服裝後在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

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0 的穩定性 (96.73 ± 
2.11%) 百分比有提升，但並未達到統計學

上的顯著差異 (p = .097)，可能是因為 10.0
大小的穩定範圍能判斷之彈著精準度有其

限制，更加精準的彈著需要由更小的晃動

範圍來完成，因此 10.0 的範圍大小對於

更精準的射擊結果無法觀察出明顯差異。

而受試者穿著原有射擊服裝在擊發前一秒

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5 的穩定性 
(55.80 ± 12.99%) 與穿著本研究創作之射

擊服裝後在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

瞄準點在 10.5 的穩定性 (66.40 ± 11.16%) 
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p = .033)，顯示

穿著本研究創作之射擊服裝對於射擊前一

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5 的穩定

性有提升，由此可推斷穿著本研究創作之

射擊服裝對於槍枝穩定性有幫助。

表 1
射擊成績與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穩定性前後測分析

項目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 值 p 值

射擊成績 ( 分 )
前測 5 10.21   0.12 -7.01 .002
後測 5 10.38   0.10

平均瞄準點 10.0 穩定性 (%)
前測 5 93.16   4.69 -2.16 .097
後測 5 96.73   2.11

平均瞄準點 10.5 穩定性 (%)
前測 5 55.80 12.99 -3.20 .033
後測 5 66.40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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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射擊成績與穩定性之相關

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考驗射擊成

績與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穩定性的相

關性。

由表 2 可得知射擊成績與在擊發前一

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0 的穩定

性、在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

點在 10.5 的穩定性皆達到極顯著 (p < .01) 
相關，表示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平

均瞄準點的範圍大小與成績有直接的相關

性。另外，穩定性在擊發前一秒槍枝晃動

軌跡平均瞄準點 10.0 與 10.5 範圍大小的

關係亦呈現極顯著 (p < .001) 的相關。因

此可以推斷穩定的優、劣對於射擊成績有

直接的影響。

三、受試者試穿問卷與訪談

本研究針對五位受試者進行問卷調查

與訪談，分為材質、版型、實際應用、特

點與設計、修正問題五個面向，在與其他

射擊服裝品牌的感受比較中，以受試者穿

著過之服裝品牌進行比較，五位受試者皆

穿著過 Marksman House ( 韓國 ) 品牌、四

位受試者穿著過 Capapie ( 印度 ) 品牌、三

位受試者穿著過Kurt Thune ( 芬蘭 ) 品牌，

以及兩位受試者穿著過 Sauer ( 德國 ) 品
牌，而穿著感受結果整理如下。

( 一 ) 材質
受試者穿著感受本次創作之射擊服裝

硬挺度介在品牌 Capapie ( 印度 ) 之下、

Marksman House ( 韓國 )、Kurt Thune ( 芬 
蘭 ) 之上，服裝能賦予足夠的支撐性、耐

久力佳、麂皮防滑材質摩擦力佳。由受試

者的感受可以瞭解到此次創作帆布材質能

提供良好的支撐性，以及材質的變換解決

了原有摩擦力不足的問題。

( 二 ) 版型
受試者穿著感受本次創作之射擊服裝

版型合身性符合射擊動作結構，特點為包

覆性好、合身性高，並修正了原有左胸突

起違規之問題。而本次問卷與訪談亦針對

各部位之合身性感受評分，分為非常不合

身、不合身、有些不合身、合身、非常合

身五個等級，將級距換算為分數 ( 非常不

合身 1 分、不合身 2 分、有些不合身 3 分、

合身 4 分、非常合身 5 分 )，統計平均分

數如表 3。

針對合身性感受量表共 21 題進行信

度 (reliability) 分析，結果顯示 Cronbach’s 
α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61，為相當好之信

表 2
射擊成績與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穩定性之相關性

項目 射擊成績 平均瞄準點 10.0 穩定性 平均瞄準點 10.5 穩定性

平均瞄準點 10.0 穩定性 .89** ─

平均瞄準點 10.5 穩定性 .85** .95*** ─

註：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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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表 4)。由表 3 可以發現在領圍、肩部

區域，以及左臂、小腿部位是有些不合身

的部位；而在上衣胸部到下襬、右臂區域，

以及褲子腰部到大腿部位是合身性感受佳

的部位。整體合身性感受在上衣與褲子胸

下到大腿部位合身性高，在上背區域、左

臂與小腿是可以再更合身的部位。

( 三 ) 實際應用
射擊服裝的實際訓練穿著感受穩定度

感受高，對於增加穩定性有幫助，以及動

作在軀幹處會受到限制。整體服裝適應期

優於 Capapie ( 印度 )、Marksman House  
( 韓國 ) 品牌，與其他品牌則無明顯差異。

而穿著舒適度則介在 Kurt Thune( 芬蘭 )、
Sauer( 德國 ) 品牌之下，優於 Marksman 
House ( 韓國 )、Capapie ( 印度 )。

( 四 ) 特點與設計
本次創作之射擊服裝在版型合身性與

材質軟硬度綜合起來的感受良好，以及在

色彩、線條整體感受得到受試者的正面回

饋，並在配色、設計上能與其他廠牌做出

區別。

( 五 ) 修正問題
受試者感受較明顯問題在褲子開口處

過小，不易穿脫，在此部分受限於規則限

制，開口長度不允許超過褲襠高度，而本

次設計為由褲子中心往左大腿中心方向斜

向開口，後續可將設計改為開口直向連接

到褲襠處增加穿脫方便性。此外，在版型

上褲頭、肩膀處、褲管是可以再更合身的

部位。

由受試者穿著感受可以瞭解到本次創

作之射擊服裝在材質方面能提供良好的支

撐性、對增加穩定性有幫助，在版型方面

表 3
合身性感受量表

項目 個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整體

整體感受度 5 3.80 0.84
上衣感受度 5 3.40 1.14
褲子感受度 5 4.40 0.55

上衣

領圍區域 5 3.20 1.30
肩部區域 5 3.20 1.30
上背區域 5 3.40 1.52
胸部區域 5 3.80 1.10
腰部區域 5 4.40 0.55
下襬區域 5 4.40 0.55
衣長 5 3.40 1.14

袖子

左上臂區域 5 3.00 0.71
左前臂區域 5 3.60 0.89
右上臂區域 5 3.80 0.84
右前臂區域 5 3.40 0.55
袖長 5 3.20 0.84

褲子

腰部區域 5 4.20 0.84
臀部區域 5 4.60 0.89
大腿區域 5 4.40 0.89
小腿區域 5 3.20 1.64
褲腰高度 5 4.00 1.41
褲長 5 4.40 0.89

表 4
合身性感受量表：可靠性統計資料

Cronbach’s α 值 項目的個數

.86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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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射擊動作結構、合身性高，並解決原

有射擊服裝品牌穿著上的問題，在射擊服

裝對於選手穩定性的幫助與版型合身性上

皆有正面的穿著感受反饋。

四、作品呈現

本次設計男、女兩款版型，以白色帆

布搭配咖啡色皮革為主色系，加上黑、灰

色線條劃分出版型的切割線。在英文名字

部分設計在肩部區域以及後片中心線下方

兩種款式，不同於其他廠牌設計在側邊直

向排列，橫向排列在觀看上更加清楚；而

在後片肩部下方夾選手號碼布的夾子，使

用更加容易開合之款式；以及在釦洞部分

使用絨布較柔軟布料，使穿著時更加容易、

快速；拉鍊頭的設計為長條繩狀，給予選

手較長的長度，讓選手在服裝穿脫上更加

方便與快速。圖 2 為本次創作服裝實際射

擊照片。

肆、討論

步槍射擊服裝可以幫助選手維持動作

一致性、增加穩定性，經由動作一致性、

穩定性的增加來提升射擊時的精準度。步

槍特製服裝有一定的硬度和強度，不僅有

利運動員放鬆肌肉，還能夠支撐運動員的

身體、固定動作，不讓姿勢來回變化，以

達到保護運動員的肩部、腰部和腿部的效

果 ( 徐富盈、周甬，2012)。而不同體型與

身體尺寸的差異會影響射擊服裝合身性的

表現，降低射擊服裝給予的幫助。薛秀珍 

(2004) 指出在平面製圖法中由於體型及原

型的差異，而有許多不同量身法與版型製

作法的適用，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

因為身體的個別差異性，導致部分版型不

適合的現象。因此本次服裝版型綜合歐洲

國家與亞洲國家射擊服裝的特性，以及

解決選手在穿著現有射擊服裝所遇到的問

題，並加入射擊姿勢的人體動作特點進行

設計。

由受試者穿著感受結果顯示受試者對

於版型合身性感受皆為合身性高且對於穩

定性能提供幫助，而本次版型在胸、腰、

臀曲線上特別加強合身性，射擊動作結構

中腰部為主要受力點，亦是動作最容易改

變之處。由於步槍射擊的專項姿勢特點，

圖 2
本次創作步槍射擊服裝實際射擊正面／背面／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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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脊柱長時間處於側彎下塌狀態，致使腰

部肌肉和韌帶長期處於緊張和牽拉狀態，

造成脊柱的生理彎曲改變或破壞，以致引

起腰肌勞損 ( 李齊茹，2001)。林金英 (2012) 

針對國內手、步槍射擊選手進行運動傷害

調查，其中空氣步槍選手傷害部位以腰部

最多，占 34.9% (22 人 )。因此，在軀幹部

位上提高合身性並給予適當的包覆感，是

射擊服裝版型合身性、輔助選手支撐的重

要之處，在受試者的反饋中亦在此部位感

到良好的合身性感受。不同的射擊服裝品

牌在材質的硬挺度與版型合身性各有其優、

缺點，而本次創作之服裝在兩者綜合之穿

著感受上，是兼具支撐性且合身之射擊服

裝，符合本次創作所期望之成效。王思豪 

(2016) 指出風格版型之應用除了考量款式

樣式作為變化，更需因應製作材料之特性

而有所調整。表示材質與版型兩個層面是

相互影響，且在射擊服裝中具有更好的加

乘效果。根據本次受試者穿著感受可以得

到以下結論：射擊服裝在胸、腰、臀曲線

為版型合身性重要部位，以及硬挺度與合

身性兩者綜合帶來的效果更加重要。

本次研究觀察到射擊成績與擊發前一

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分別在 10.0、

10.5 穩定性之間的相關性分析達到極顯著

差異的相關性。而 Ball et al. (2003) 也指出

身體平衡能力與槍枝瞄準點晃動大小是影

響射擊成績的重要因素。進一步透過成績

與穩定參數的比較，經由受試者穿著自身

專屬射擊服裝與本次創作之射擊服裝前、

後測驗成績發現，在射擊成績與擊發前一

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分別在 10.0、

10.5 穩定性皆有提升，而在射擊成績與擊

發前一秒槍枝晃動軌跡平均瞄準點在 10.5

穩定性的提升皆達到顯著差異，由此推斷

射擊服裝版型的合身性提高能提升選手槍

枝穩定性，而穩定性越高射擊成績亦會隨

之提高。

關於服裝與步槍射擊的研究由於服裝

特質與項目特性上的限制相關研究文獻較

少，且射擊服裝為量身定製之服裝，不同

品牌量身定製的射擊服裝價格約在四萬元

到七萬元左右，要針對步槍射擊與服裝進

行研究，服裝的價格、定製、修改以及選

手適應的時間因素皆是研究上困難之處，

不易進行大量定製服裝的製作以及各品牌

間的量化比較，再加上選手穿著的服裝特

性亦增加各方面研究器材架設上的困難，

因此本次研究僅採用射擊成績與槍枝晃動

軌跡穩定性作為數據收集項目，並以選手

的穿著感受作為品牌間的比較資料，未來

針對肌力的影響、動作維持以及人體的穩

定狀態相關數據可以有更多的觀察。而國

內步槍選手人數相較手槍選手要少許多，

且選手在具備一定成績水平時才會穿著定

製的射擊服裝，因此在研究人數上有其限

制，無法將不同年齡層與不同級別的選手

進行比較為研究上的限制因素。射擊與服

裝是兩個不同的領域，要將兩個領域的專

業知識相結合進行研究為更加不易之處。

本次的研究結合了射擊與服裝兩個領域，

為國內射擊選手提供一個具備支撐性且符

合身型的射擊服裝，作為步槍射擊與服裝

未來發展之依據。而本次研究僅探討版型

的變化對射擊成績與穩定性的影響，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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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亦包含內部穿著之機能服裝，且內部

機能服裝受規則限制較少，未來可針對內

部穿著服裝進行研究。而服裝影響的範圍

以及影響射擊成績的因素有許多面向，建

議未來可以朝向服裝與氣溫調節、肌力疲

勞傷害等多面向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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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Rifle shooters can benefit from shooting apparel to increase their steadines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over a balance between the stiffness of the apparel material 
and the fit of the clothes to improve the players’ stability. This research looks into how 
changing shooting gear patterns affects the players’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Method: 
Through material experiments, pattern deconstruction and problem analysis,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o wear two or more different shooting apparel brands and five air rifle athletes 
who had scored 614.8 or higher in the competition and won the top three in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Stability and shooting performance tests were condu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shooting apparel pattern to obser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pparel pattern on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The electronic target (SIUS, Swiss) was used to measure shooting 
scores and firing simulator (SCATT MX-02, Russia) was used to measure aiming stability.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Paired sample t-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Moreover,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so interview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wearing experience. Result: The shooting scores obtained while wearing the original shooting 
apparel (10.21 ± 0.12 points) reach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2) from the 
shooting scores obtained after wearing the shooting apparel created for this study (10.38 ± 
0.10 points). The mean aiming point of the gun sway trajectory one second before firing at 
10.0 did not reac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97) between the stability pre-test 
(93.16 ± 4.69%) and the post-test when wearing the shooting apparel created in this study 
(96.73 ± 2.11%). The mean aiming point of the gun sway trajectory one second prior to firing 
at 10.5 reach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33) between the stability pr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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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0 ± 12.99%) and the post-test when wearing the shooting apparel created in this study 
(66.40 ± 11.16%). The participants wearing experience showed that the shooting apparel is a 
well-fitting apparel pattern,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players’ stability and solves the problem 
of wearing the original shooting apparel. Conclusion: After wearing well-fitted shooting 
apparel, the player’s physical stability and sports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domestic rifle shooters with a shooting apparel that is both supportive 
and fit of the clothes, as the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ifle shooting and apparel.

Keywords: apparel pattern design, aiming stability, air rif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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