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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錶監控姿勢性低血壓
穿戴裝置讓血壓測量更便利

以往，巴金森患者常見的姿勢性低血壓常因不方便時時量測動態的血壓

變化，較難診斷與監控。現在，隨著穿戴裝置的研發與普及，這個過去

難以執行的檢測變得方便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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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勢性低血壓為巴金森患者常見的現象，

病友從坐姿或躺臥的姿勢站起身時，會因為

血壓瞬間降低而出現頭暈的現象，甚至昏

倒，除了影響生活品質，更增加跌倒的風險，

是非常需要注意與處理的非動作障礙症狀。

在過去，姿勢性低血壓需要使用傳統型

袖帶式血壓計量測不同姿勢的血壓變化來

診斷與追蹤。近年來，隨著穿戴裝置科技

的進步，目前已有智慧型手錶可以在平日

生活中較輕鬆且密集的監控血壓，有利於

病友了解自身血壓變化，以調整生活作息，

並提供醫師調藥參考。

什麼是姿勢性低血壓？

姿勢性低血壓的定義為：從坐臥姿勢起

身站立後三分鐘內的血壓，較平躺休息時

的收縮壓降低 20 mmHg或是舒張壓降低

10 mmHg。

但是有些病人的血壓降低是延遲性的，

站立後一陣子才發生，或是在吃飯後發

生（稱為餐後低血壓，postprandial hypo-

tension）。當姿勢性低血壓發生時，病人

可能會頭暈、視力模糊、疲勞、嗜睡、不

平衡等現象，甚至可能昏倒或跌倒；但也

有病人並無明顯症狀而不自知。這些，更

凸顯了生活中長期監測血壓變化的必要性。

巴金森與姿勢性低血壓

成因　　　

巴金森造成姿勢性低血壓的成因很複雜。



28 ．台灣巴金森之友

巴金森本身即會造成自主神經功能退化，

導致心血管功能調節失衡；當病人姿勢變

換時，血管無法及時收縮，心臟也無法增

加輸出量，便造成血壓降低。藥物也是一

大因素，治療巴金森的多巴胺製劑皆可能

降低血壓，心血管用藥也會影響血壓與心

臟功能，其他可能使周邊血管舒張的藥物，

都有可能讓姿勢性低血壓雪上加霜。

若本身心臟功能不佳，也會因心輸出量

不足而造成低血壓。此外，血液容積不足

也可能加重姿勢性低血壓，例如水分攝取

不足、脫水或貧血。

因應之道

巴金森患者若有姿勢性低血壓，平時可

增加水分與鹽分的攝取，避免一次吃太飽

或是飲酒。姿勢變換需放慢，剛起床時先

坐床邊幾分鐘再站起來，站個幾分鐘再走

路。也可考慮使用彈性襪或束腹帶來增進

身體靜脈回流。可快速一次喝水 200~400 

ml緩解症狀。

藥物調整

藥物部分，如果有在服用會加重低血壓

的藥物，可與醫師討論可否減量或替換。

若生活與藥物調整皆無法有效改善，則可

使用下列藥物來緩解姿勢性低血壓：

• Midodrine：alpha型交感神經促效劑，

能促進血管收縮來提升血壓，但相

對的可能造成平躺時高血壓（supine 

hypertension），應避免睡前服用。

• Fludrocortisone：活化礦物性皮質醇受體，

能促進腎臟吸收水分與鈉離子，使用時

須注意水腫與電解質不平衡的副作用。

• Pyridostigmine：抑制膽素脂分解酶並激

活膽素功能，促進交感神經之活性，較

不會造成平躺時高血壓，但可能有腹瀉

的副作用。

其他藥物如 Droxidopa或 Desmopressin

也可能有效。

穿戴型裝置讓病情追蹤更確實

如前所述，傳統診斷姿勢性低血壓須於

不同姿勢下量測血壓，然而實際生活中卻

有監測上的困難。有些病人可能只有特定

情境或活動下較易發生姿勢性低血壓，但

無法隨時準備血壓計量測。

現在，可穿戴在手腕的智慧型手錶若具

有血壓感知功能，便能方便隨時監測血壓，

及時偵測姿勢性低血壓的發生。此外，過

去巴金森病友可能因手部顫抖而影響血壓

量測結果，現在則可將裝置穿戴於較無症

狀的健側，提高量測的準確性。

量測原理

此類穿戴裝置的監測原理主要是應用

光學方式來偵測皮膚下血管的體積與血

流變化，稱為「光體積變化描記圖法」

（Photoplethysmogram）；連續用遠紅光

或是綠光 LED照射皮膚，測量光吸收的變

化量來計算血流波型，再利用波型的參數

去推算病人當下的血壓、心跳數或是血氧

狀態。夾手指的脈搏血氧機也是這種原理

的類似應用方式。

效果驗證

2021年，韓國的研究團隊將此技術應用



智慧型手錶監控姿勢性低血壓

│醫學新訊│

Taiwan Parkinson  2022/07．29

在巴金森病友的血壓監測。

本研究由 56名患者參加，平均年齡 66.9

歲。測試時，受試者一隻手配具有血壓

感知功能的智慧型手錶，另一隻手臂則連

接血壓計作為參照；每位患者分別以兩種

裝置量測血壓三次。結果發現，由智慧手

錶和血壓計量測的血壓數值接近，收縮壓

差異平均值及標準差為 0.4 ±4.6 mmHg，

舒張壓差異平均值及標準差則為 1.1±4.5 

mmHg。至於量測數值的相關係數，收縮壓

與舒張壓分別為 0.967 與 0.916（相關係數越

接近 1，代表兩種裝置的量測結果越相近）。

另外，這項研究也發現：血壓與病人的

身體質量指數（BMI）有正相關的趨勢，表

示「維持正常體重、避免過瘦」也可能具

有避免姿勢性低血壓的效果。但必須說明

的是，本次受試者大多數為血壓正常（收

縮壓 100~140 mmHg）的病人，因此，在

血壓長期偏高或偏低的族群是否具有相同

的精確度，仍待更多研究來驗證。

結語

姿勢性低血壓是巴金森常見的非動作障

礙症狀之一，若有相關症狀，必須妥善評估

因應。未來，如果能量測血壓的智慧型手錶

更普及，將可讓病友經常測量血壓，來了解

一天當中的血壓波動，藉此診斷及控管姿勢

性低血壓，幫助了解什麼時間、動作或活動

特別容易發生，以避免意外或嚴重併發症。

光的吸收量會隨著血管體積而變化，
因此能偵測得出以下波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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