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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組-從業肥胖病人生活品質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
Quality of life of obese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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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統計，

自1975年至2016年，全世界的肥胖人數幾乎增加了兩倍，超

過6.5億人的體重符合肥胖定義。年齡在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

中有39％的人超重，肥胖的人更佔其中的13％。肥胖的影響

不僅限於與健康相關的問題，還會增加死亡的可能性並降低

生活品質，例如：降低社交互動及自尊心，增加社會隔離、

壓力、沮喪和負面情緒。且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減少肥胖

可增進健康並預防疾病的發生。然其對於憂鬱、身體心象、

社會支持等生活品質之研究仍相當缺乏。因此本研究以肥胖

病人為對象，探討身體心像、憂鬱、社會支持功能對肥胖病

人生活品質的影響。期望未來在減重病人健康評估中，進行

身、心、靈、社會多面向評估，並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進行

統合，更加了解多面向的健康訊息，進而達到全人的健康狀。

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探討肥胖病人之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有限，故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肥胖病人生活品質與身體心像及

憂鬱關係及影響肥胖病人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

文獻查證

肥胖除了增加罹病風險，更使得肥胖患者會有心理困擾

而影響身體心象，造成憂鬱及生活品質的影響（Weinberger, 

Kersting, Riedel-Heller, & Luck-Sikorski, 2016)。國內外研究均

顯示，肥胖所帶來的問題，不只是體態上的影響，更容易引

起「代謝症侯群」，研究指出肥胖本身及併發症易造成患者

生活上的影響，進而導致生活品質的降低(汪、吳、蘇、林、

李，2019)。肥胖除了增加罹病風險，更使得肥胖患者會有心

理困擾而影響身體心象，造成憂鬱及生活品質的影響

(Weinberger et al., 2016)。Liu等人（2022）的研究結果，顯示

肥胖病人生活品質與其憂鬱傾向存有顯著的相關。

研究方法

200位研究對象完成訪談生活品質量表(GIQLI) 、台灣

人憂鬱量表、身體心像量表（MBSRQ）、社會支持量表及

基本人口學資料 (包括：年齡、性別、婚姻、身體質量指數、

宗教信仰、居住狀態、教育程度、經濟狀況、慢性病)。資

料應用SPSS/windows 24.0分析，以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線性複迴歸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研究發現影響肥胖病人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為經濟狀

況、慢性疾病、身體心像改變及憂鬱程度，且可顯著預測生

活品質39%變異量。病人經濟狀況越差、慢性疾病越多、身

體心像越差及越憂鬱，其整體生活品質得分較低；反之，則

整體生活品質較高(表一)。

表一生活品質複迴歸分析結果(N=200)

項目
偏迴歸係數

(B)

標準差
(SE)

標準偏迴歸係
數(B)

t值

常數 147.13 26.69 5.51***

經濟狀況 -1.44 .64 -.109 -2.24**

慢性疾病 -1.39 .55 -.109 -2.50***

身體心像 -.31 .074 -.185 -4.21***

憂鬱 -1.13 .083 -.620 -13.63***

*p＜.05. ** p＜.01. ***p＜.001.

結論與臨床應用

本研究發現影響肥胖病人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為慢性疾病

、經濟狀況、身體心像改變及憂鬱程度。肥胖病人控制多重

慢性病非常重要。慢性病需要長期的治療和藥物控制，這也

會給肥胖病人帶來經濟負擔，可能會超出他們的經濟能力，

從而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積極治療和控制慢性疾病可以減

輕病人的身體健康問題，降低經濟負擔，提高生活品質。也

可以藉由改善飲食、適當運動等方式改善身體健康，減少慢

性疾病的發生風險。肥胖者的身體心像往往更為負面，對自

己的身體形態和體重感到不滿意，容易出現自卑、抑鬱等心

理問題，這會對生活品質產生消極的影響。抑鬱症狀使肥胖

病人情緒不穩定，可能出現情緒低落、失眠、疲勞等問題，

從而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因此，還需要關注肥胖者的心理

健康問題，提供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建立積極的身體自我

形象。應用一些介入措施，如心理治療、藥物治療、運動療

法等，幫助肥胖病人減輕抑鬱症狀，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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