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行器選擇與使用 

珍妮一早來說：我奶奶昨天扭到腳，只能扶著牆壁一拐一拐的走，她一個人住，為了預防跌倒，

我想去醫療器材店買助行器給她用，可是不知道如何選擇與使用？聽說有些老人，因選擇不適

當或不正確使用助行器，反而造成傷害。到底助行器的選擇與使用應注意甚麼？ 

 助行器常用於因年老、中風、下肢受傷或是手術後不良於行時，為了提升病人的自我照顧能力

及避免受傷肢體（患肢）負荷身體重量，建議使用助行器讓病人患肢不負重，以幫助病人下床

活動及患肢復健。以下介紹助行器的選擇、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使用前的注意事項 

使用助行器前，可讓病人加強手臂力量的訓練，如舉重運動（可拿裝水寶特瓶、沙袋、捏皮球）、

練習正確平衡站立（抬頭、挺胸、背挺直並正視前方）及增強腿部肌力運動如直抬腿運動、股

四頭肌等長收縮運動等。 

助行器的選擇 

助行器外型呈ㄇ字型，底面積寬大穩定，可支撐使用者體重，大多使用於下肢較無力或平衡能

力不佳者，但注意助行器無法使用在樓梯或不平地面上。而在選用助行器前應先評估使用者的

手臂肌力及平衡能力，以選擇合適的助行器。市面上助行器的種類有許多，較常用的類型有三

種：固定式助行器、左右交叉型助行器、滾輪式助行器。 

（一） 固定式助行器，有標準型（圖一）及階梯型（圖二）兩種，標準型助行器適用於手臂力

量足夠及平衡感較好的病人。階梯型助行器適用於病人下肢力量較差，但手臂力量足夠的病人。 

（二） 左右交叉型助行器，構造與標準型助行器相似，可左右交替前進，使用者不需將助行器

抬起，此種助行器適用於手臂較無力及平衡感較差的病人。 

（三） 滾輪助行器（圖三），包括前滾輪式及四輪式，前滾輪式之設計可讓使用者直接推行，



 

後側膠墊可增加穩定性，因此適用於手臂無力平衡感較差者。四輪式因容易滑動，適合身體活

動功能較佳者，不建議平衡感差者使用。 

以珍妮奶奶目前的狀況，平時體力不錯，若只是為了自我照顧方便、行動支持，建議一般標準

型助行器即可。 

   

圖一 固定式助行器 圖二 階梯式助行器 圖三 前滾輪助行器 

助行器正確使用的方法 

（一） 調整個人合適之助行器高度 

當使用者直站立時，雙手自然垂於兩側，而手腕處與助行器握把齊高時，為助行器正確的高度。

此時，使用者握住助行器握把，雙手肘會自然彎曲成 15-30 度角。因此買回助行器後應協助使用

者調整助行器的高度，助行器高度的調整處在助行器四支腳處（圖四）。 



 

  

圖四 助行器高度調整處 圖五 助行器收開按鈕處 

（二） 步行的方法 

1.固定型助行器（或前滾輪式）：可使用三點步態或四點步態行走。 

（1）三點步態：適用於使用者某下肢完全無法負重之狀態（如骨折、疼痛、外科術後需求）。

步驟為病人站於助行器內，將身體重量放於健肢及助行器上（患肢不著地）→助行器向前移動

約一手臂長→重心向前，雙手用力支撐身體重量，健肢向前移動約 20 公分，站穩後再繼續前面

步驟。 

（2）四點步態：適用於使用者患肢可負重的狀態。步驟為病人站於助行器內，仍將身體重量放

於健肢及助行器上→助行器向前移動約一手臂長→患肢向前移動 20 公分→重心向前，雙手及患

肢支撐身體重量→健肢向前移動約 20 公分，站穩後再繼續前面步驟。（圖六） 



 

 

圖六 四點步態行走步驟 

2.左右交叉型助行器：可使用二點步態或四點步態行走。 

（1）二點步態：適用於使用者四肢肌力及平衡感較差之狀態。步驟為病人站於助行器內，身體

重量放於雙手及雙腳上→移動右手同時左腳往前移動→移動左手同時右腳往前移動。 

（2）四點步態：適用於使用者患肢可負重及中度以上平衡感差的狀態。步驟為病人站於助行器

內，身體重量放於雙手及雙腳上→移動左手→右腳（患肢）往前移動→移動右手→左腳往前移

動。（圖七） 

 

圖七 左右交叉型助行器四點步態（左手→右腳（患肢）→右手→左腳（健肢）） 

 



 

提醒事項 

由於珍妮奶奶已經 70 歲又獨居，為了預防她跌倒，最好採用的方法就是四點步態，動作不宜太

快。另外居家中走道一般會較為狹窄，因此要先清除走道的障礙物，鞋子應穿著平底有止滑功

能的包鞋。還有當要使用助行器時，打開助行器一定要聽到「卡」一聲，確認助行器確實已固

定卡好，並注意勿壓到圖五的按鈕造成活動時助行器不穩現象，而助行器使用久後，底部橡膠

容易磨損、破裂、脫落，若有發現也請盡快維修更換，以避免意外發生，若仍有不明瞭處可以

詢問醫護專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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