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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體手掌投影面積(Palm Surface Area, PSA)與人體身高之估算模式，在有關工業衛生與安全、醫療與鑑識科

學等領域是重要的參考資訊。一維的手部相對尺寸對於 PSA 與身高之估計值都是為高相關性之指標。近年來，攝錄影

裝置已經在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例如手持裝置與安全監視錄影系統。其錄影數據可提供所需資訊，本研究

之目的在於利用影像量測所得之一維手部尺寸數據，分別建立 PSA 與身高之估算公式。並與以往研究文獻的手部尺寸

相關模式比較。在此研究中，以手機作為攝影設備，拍攝受測者手掌圖像，進行影像處理與尺寸擷取，由此取得量測

所需之數據資料。與前人研究手部尺寸量測方法之不同在於此研究之數據以 Image-J 軟體進行分析。樣本係依三種身

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數值進行分層抽樣，取樣共有 26 位男性樣本，年齡為 20-22 歲。量測所得數據

使用線性與非線性迴歸模式建模。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量測的手部尺寸統計數據，可為 PSA 與身高提供數種線性與非

線性之估算模式。此資料擷取方法經驗證其數據量測準確度(Accuracy)，其誤差值低於 1.41%。預測公式之準確度 PSA

為 4.516 cm2，身高為 3.992 cm。 

關鍵詞：迴歸分析、手掌投影面積、身高、人體計測、鑑識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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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model between the Palm surface area (PSA) and the stature is always very 

important in industrial hygiene and safety, medical, and forensic science. Higher correlation between one-

dimensional hand size and PSA or stature have reported in literature. Recently, video recording devices have 

been largely utilized in our modern lives, such as handheld cellphone devices and security surveillance video 

systems. In this study, we tend to establish the PSA and stature estimation formula by using one-dimensional 

hand size from the image measurement of the mobile phone. Unlike most of previous hand size measurement 

methods, thes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oftware Image-J method. The palm images of the subject that taken 

by the mobile phone is used for size capture and image processing. Sampling is execu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 with three body mass index (BMI) values. The age of the 26 male objects was ranged 20 to 

22 years.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se dat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several linear and nonlinear estimation equations of PSA and stature were establish with their hand size data. 

The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as tested. The experimental error was less than 1.41%.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on equations for PSA and stature was 4.516 cm2 and 3.922 cm,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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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體手部表面積之估算技術經常應用於工業衛生與

安全、醫療等領域。依其用途可區分為手部表面積 (Hand 

Surface Area, HSA) 估計與手掌投影面積  (Palm 

Surface Area, PSA)估計。本研究之對象以 PSA 為主。

PSA 為手掌之垂直投影面積，在醫療領域，常用以估算

軀幹表面積與全身體表面積 (Body Surface Area, BSA)。

例如在處理燒燙傷時，PSA 常被做為一種單位面積，用

來估算燒燙傷面積所占 BSA 的比例。以此比例可以判斷

輸液治療量 (Volume of Fluid Resuscitation)與營養補

充量等數據，對於燒燙傷之醫療處理為相當的重要。 

已有的相關研究，最廣泛使用的 PSA 估算公式為

Amirsheybani et al. (2001)所提出。以手掌長與寬建立

的 PSA 估算公式 (式 1) 。其所使用的手部一維尺寸定義

如圖 1。 

  PSA = K*Length*Width  (1)  

K：常數，Length 為手掌長，Width 為手掌寬 

近來攝錄影裝置已融入現代人的日常生活，自手持

裝置 (例如手機、平板與相機等) 到安裝於各場所的監視

設備 (例如:便利商店與住宅的監視錄影系統) ，可說是無

處不有。這些攝錄影裝置不只為日常生活帶來便利，也可

以為案件發生後的鑑識工作提供偵查線索。在鑑識科學

領域，不論是案發現場的監視錄影畫面，或是鑑識人員到

達現場的勘查照片與錄影畫面，都已成為釐清現場環境

與案發過程之重要依據。例如利用刑事案件犯案現場的

監視錄資料可用以估算嫌犯身高。然而嫌犯若有變裝，或

是刻意遮蔽身材特徵，所能取得的錄影畫面可能只有局

部資訊。例如影像只能擷取出手掌長或手掌寬。在此情形

下，利用不完全或殘缺的影像資料得到嫌犯的生理特徵，

在法醫學界 (鑑識科學)是一個需要探討研究的問題。 

有關使用手部尺寸建立身高估算公式之研究，

Charmode et al. (2019) 觀察到人體身高與手掌長和手

掌寬之間的高相關性。Arun et al. (2000)提出線性身高估

算公式，也建立了非線性身高估算公式，並認為指數模式

為比較適切之曲線迴歸模式。Nur-Intaniah et al. (2012) 

以西澳大利亞民眾為受測對象，分別建立手掌尺寸與手

印尺寸之身高估算公式。Petra et al. (2015) 則探討手掌

與腳掌尺寸對身高估算公式之影響，並認為足部尺寸較

手部尺寸更能預測身高。 

本研究以手機作為攝影設備。利用手機拍攝之受測

者手掌圖像，進行影像處理與尺寸擷取。以取得量測項目

之數據資料進行建模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使用手部

一維尺寸建立 PSA 與身高估算公式，並與文獻之模式進

行比較。 

資料來源：Amirsheybani et al. (2001) 

圖 1、 Amirsheybani et al. (2001) 的手掌尺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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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樣本 

 本研究共抽取 26 位男性樣本，年齡為 20-22 歲。

根 據 許  (2008) 的 抽 樣 方 法 ， 分 層 比 例 抽 樣 

(Proportionate Stratified Sampling)。將母體依排序分

層，分別於各層進行獨立抽樣。依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102-105 年)」的調查結

果 (表 1)，此研究選用年齡層在 19 歲以上之 BMI 分布

作為分層依據 (表 1)。依 BMI 值將體型分成三組，BMI

值小於 18.5 為過輕體型，BMI 值介於 18.5~24 為正常

體型，BMI 值大於 24 則為過重或肥胖體型。而此研究的

分層抽樣與比例分配如表 2 所示。 

 (二) 量測方法 

 為測得手部一維尺寸與 PSA 值，利用手機為攝影設

備。所使用之手機型號為 HTC U11+，相機規格為 1200

萬畫素。搭配透明壓克力板與腳架固定待測手掌位置。取

得之圖像資料則經由軟體 ImageJ (v1.52a)擷取所需的尺

寸與投影面積數值。ImageJ 操作流程如圖 2 所示。 

ImageJ 屬於基於 java 的公共圖像處理軟體，由美

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ayne Rasban 博士所開發。具有編輯、分析與處理圖

片且支援 TIFF, PNG, GIF, JPEG 等多種格式的功能。本研

究使用之圖檔為 JPEG 格式。 

 試驗進行時，選擇光線明亮的地方，在透明壓克力

板上放置一支直尺作為圖像資料所需背景的比例。搭配

四個腳架架高透明壓克力板。壓克力板上放置一張白紙，

手機放置腳架的中間。待測手掌以自然姿勢置放在白紙

上方，調整至適當位置後開始進行攝影。作業如圖 3 所

示。 

 

表 1、台灣 19歲以上之 BMI分布率 (n=4003)  

 BMI＜18.5 18.5≦BMI＜24 BMI≧24 

分布率 5.4% 50% 44.7% 

              資料來源: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表 2.本研究的分層抽樣與比例分配表 (n=26)  

 過輕 正常 過重 

BMI  BMI＜18.5 18.5≦BMI＜24 BMI≧24 

樣本數 1 14 11 

分布率 3.8% 53.8% 42.3% 
 

 

 

  

圖 2、本研究之 ImageJ 操作流程圖 圖 3、ImageJ 擷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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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Webb Associates (1978)提及之手部一

維尺寸定義，本研究所使用之手部一維尺寸包含手

掌長與手掌寬。示意圖如圖 4 與表 3 。 

(三) 資料擷取方法之精確度檢驗 

 針對採用的量測方法與軟體 Image J 的面積

擷取部分，進行準確度檢驗。人體手掌兼具直線與

曲線，因此將待檢測面積區分為矩形與圓形兩部分

進行檢驗。使用長寬分別為 15 與 1.3 公分之矩形

校規檢驗由直線構成之面積。以直徑為 9 公分之圓

形校規檢驗由曲線構成之面積。並直接將此矩形、

圓形校規之實際尺寸與面積的數值設定為標準值。 

 依上述之量測方法，使用手機攝影，取得之

矩形、圓形校規之圖像資料，經由軟體 ImageJ 

(v1.52a) 擷取尺寸與投影面積數值。並將此擷取

尺寸與投影面積數值設定為量測值。以標準值與量

測值計算誤差百分率，以檢驗本量測方法之準確度，

結果如表 4 所示。可知數據量測準確性為 1.41%。 

 

 
資料來源：Webb Associates (1978)  

圖 4、手部一維尺寸的定義與相關標記點 

 

表 3、手部一維尺寸定義之對照表 

尺寸 定義 

手掌長 由手腕的標記點至中指指尖的距離 

手掌寬 食指與小指間的掌骨—指骨交接處之寬度 

資料來源:Webb Associates (1978) 

 

表 4、資料擷取方法之精確度檢驗結果 

投影面積 (cm2) 

 實際值 量測值 誤差% 

矩形 19.500 19.774 1.41% 

圓形 63.617 63.898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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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料分析 

  本研究研究項目共有四項： 

1.手部尺寸之數據收集與處理 

2. PSA 估算公式之建立 

3.身高估算公式之建立 

4.與文獻結果比較 

 量測所得的原始數據輸入統計軟體 SPSS (IBM 

SPSS Statistics 20.0)。身高、左、右掌 PSA 值為他變

數(dependent variable)與左、右掌手部一維尺寸取其

平均值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根據分層抽

樣所設定的三組，個別進行統計分析。求得各組的平均

值、最大/最小值、標準差等敘述資料。 

迴歸分析則分別使用線性與非線性迴歸模式來建立

PSA 估算公式與身高估算公式。並且檢驗其估算公式的

決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估計標準

差 (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 s) 、殘差圖

(Residual plot)與顯著性等。R2的定義為迴歸模式之變異

值與所有預測值變異量之比值。R2 愈大，代表此迴歸模

式能夠解釋全體預測值變異量的比例愈大。因此 R2愈接

近 1.0，表示此迴歸模式愈有解釋能力。s 值用以描述迴

歸分析其預測的變異性，代表迴歸模式預測的分散程度。

s 愈大，代表數據對迴歸線的分散程度愈大。s 愈小，代

表數據集中於迴歸線之周圍。殘差圖以標準化預測值為

橫坐標，標準化殘差值為縱坐標。如果殘差圖上描繪的點

於殘差為 0 之直線上下隨機分布，表明此迴歸模式良好。 

利用量測所得數據之手掌長 (Palm length, L) 與手

掌寬 (Palm width, W)對 PSA 與身高進行迴歸分析，分

別建立 PSA 與身高估算公式。所使用之迴歸模式包含線

性與非線性模式。在非線性模式部分選用冪次與二次多

項式模式。迴歸方程式如表 5 所示： 

 

表 5、所使用之迴歸模式與方程式對照表 

Model Equation 

 

Linear 

Y= a0+a1L 

Y = a0+a1W 

Y = a0+a1 (L×W)  

 

Power 

Y =b0L b1 

Y =b0W b1 

Y =b0 (L×W) b1 

 

Polynomial 

Y = c0+c1L+c2L2 

Y = c0+c1W+c2W2 

Y = c0+c1 (L×W) +c2 (L×W) 2 

L: palm length; W:palm width; Y :PSA or St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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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 手部尺寸與身高之量測結果 

在此研究，每位待測者 (樣本) 身高與左、右掌的量測數

據取平均值，對此平均值再進行統計分析，依三種體型列

表於表 6。 

 

 

表 6、測項目敘述統計表 

 measurement mean min max sd 

 

過輕 

 (n=1)  

L (cm)  

W (cm)  

PSA (cm2)  

L×W (cm2)  

S (cm)  

19.61 

8.45 

148.27 

165.75 

174.00 

19.61 

8.45 

148.27 

165.75 

174.00 

19.61 

8.45 

148.27 

165.75 

174.00 

- 

- 

- 

- 

- 

 

正常 

 (n=14)  

L (cm)  

W (cm)  

PSA (cm2)  

L×W (cm2)  

S (cm)  

18.79 

8.58 

141.17 

161.34 

171.82 

16.99 

 7.65 

117.84 

137.00 

155.00 

20.53 

9.47 

158.85 

180.80 

184.50 

0.82 

0.54 

10.44 

13.48 

6.95 

 

過重 

 (n=11)  

L (cm)  

W (cm)  

PSA (cm2)  

L×W (cm2)  

S (cm)  

18.83 

9.03 

149.62 

170.72 

171.55 

15.82 

7.61 

117.00 

137.24 

162.00 

21.00 

11.03 

182.26 

221.38 

178.50 

1.38 

0.85 

20.56 

25.81 

4.17 

 

Total 

 (n=26)  

L (cm)  

W (cm)  

PSA (cm2)  

L×W (cm2)  

S (cm)  

18.84 

8.76 

145.02 

165.48 

171.79 

15.82 

7.61 

117.00 

137.00 

155.00 

21.00 

11.03 

182.26 

221.38 

184.50 

1.08 

0.71 

15.80 

19.79 

5.85 

L:palm length; W:palm width; S:st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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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SA 與身高估算公式之建立 

量測所得之資料輸入 SPSS 軟體進行以迴歸分析。手

部尺寸 (手掌長、手掌寬與手掌長寬乘積) 作為自變數，

將 PSA 與身高設為他變數，利用手部尺寸分別建立 PSA

與身高之估算公式。迴歸結果如表 7、表 8 所示。 

分別繪製利用不同手部的一維尺寸建立之 PSA 與身

高估算公式圖。對相同手部一維尺寸建立之 PSA 或身高

的不同估算公式進行比較。以此利判斷各種估算公式最

適當的迴歸模式，分別為線性、冪次或二次多項式。圖中

以實線表示最適切之迴歸模式，其餘公式以虛線表示。 

由 PSA 估算公式的結果顯示，利用手掌長建立之

PSA 估算公式，以冪次迴歸模式之 R2 值最高 

(R2=0.768) ，並且殘差圖為均勻分布。因此以故手掌長

為自變數建立之 PSA 估算公式，其迴歸模式為冪次模式

最適切，在圖 5 中以紅色實線表示。 

    以手掌寬為自變數建立之 PSA估算公式(圖 6)，

並無任何一種迴歸模式具有均勻分布殘差圖。因此無法

建立適切迴歸模式。

 

表 7、SA 估算公式之迴歸結果 

  L W L×W 

 

 

Linear 

a0 -89.894 -16.533 18.288 

a1 12.467 18.433 0.766 

R2 0.745 0.639 0.910 

s 7.827 9.317 4.650 

Residual plot Pattern Pattern Uniform 

 

 

Power 

b0 1.286 13.646 1.544 

b1 1.608 1.088 0.889 

R2 0.768 0.590 0.906 

s 7.768 9.308 4.629 

Residual plot Uniform Pattern Uniform 

 

 

Polynomial 

c0 284.857 297.182 -50.771 

c1 -28.448 -52.429 1.590 

c2 1.112 3.979 -0.002 

R2 0.758 0.664 0.915 

s 7.626 8.995 4.516 

Residual plot Uniform Pattern Uniform 

R2:co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s: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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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身高 (Stature) 估算公式之迴歸結果 

  L W L×W 

 

 

Linear 

a0 93.955 157.111 147.461 

a1 4.131 1.675 0.147 

R2 0.553 0.036 0.227 

s 3.992 5.861 5.249 

Residual plot Uniform Uniform Uniform 

 

 

Power 

b0 46.310 141.514 78.074 

b1 0.447 0.089 0.154 

R2 0.552 0.037 0.255 

s 3.991 5.863 5.177 

Residual plot Uniform Pattern Uniform 

 

 

Polynomial 

c0 68.267 166.073 4.880 

c1 6.935 -0.350 1.848 

c2 -0.076 0.114 -0.005 

R2 0.553 0.036 0.374 

s 3.990 5.861 4.724 

Residual plot Uniform Uniform Uniform 

 R2: co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s: 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 

 
 

圖 5、利用手掌長建立之 PSA 估算公式比較 圖 6、利用手掌寬建立之 PSA 估算公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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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掌長與寬乘積建立之 PSA 估算公式，以二次

多項式迴歸模式之 R2 值最高 (R2=0.915) ，並且其殘差

圖為均勻分布。因此以手掌長寬乘積建立之 PSA 估算公

式，其最佳迴歸模式為二次多項式。在圖 7 中以黃色實

線表示。為本研究所建立之 PSA 估計公式，此公式 R2 值

最高而且 s 值最小，殘差圖為均勻分布。因此此研究所得

PSA 最佳公式為： 

 PSA=-50.771+1.59×(L×W)-0.002×(L×W)2 (2) 

以手掌長為自變數所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如圖 8

所示。此三種迴歸模式其預測曲線幾乎重合。並且三者的

R2 值與 s 值差異並不顯著，殘差圖也皆為均勻分布。因

此此三種迴歸模式皆可做為適合公式。相較於冪次與二

次多項式模式，線性模式於實際應用之計算最為簡易。因

此選用線性模式為最適用迴歸模式。 

以手掌寬為自變數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圖 9)，由於

三種迴歸模式之 R2 值皆太小(R2 值<0.037)。手掌寬與

身高相關性不高。因此無法建立任何適切之迴歸模式。 

利用手掌長寬乘積為自變數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

以二次多項式之R2值最高 (R2=0.374) 。由圖10顯示，

其曲線並不適用於 176 公分以上之樣本，而且身高在大

約 175 公分處具有尖峰值並不合理。因此以 R2 值次高 

(R2=0.255) 且殘差圖為均勻分布之冪次迴歸模式為最

適切。模式於圖 10 中以紅色實線表示。 

 

  
圖 7、利用手掌長寬積建立之 PSA 估算公式比較 圖 8、利用手掌長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比較 

 

  
圖 9、利用手掌寬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比較 圖 10、利用手掌長寬積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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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另外兩組手部一維尺寸，使用手掌長建立之身高估

算公式之 R2 值最高且 s 最小。由此可知，本研究之之身

高最佳估算公式為: 

        S = 93.955+4.131×L  (3) 

(三) 與以往研究之比較 

 許(2008)使用工研院所研發的 3-D 體型掃描儀

(Gemini 3-D Hand Scanner)量測 3-D 尺寸，其驗證精

準度為 0.67%。再利用尺寸擷取軟體 Anthro 3-D 擷取手

部一維尺寸與 PSA 值。選定手掌長乘寬的組合為最適當

的估算指標，其推導出 PSA 估算公式： 

        PSA=0.97×L×W   (4) 

 Charmode et al. (2019)以游標卡尺量測手部一維

尺寸。將左、右手掌尺寸分別進行迴歸分析，推導身高估

算公式。其結果觀察到人體身高與手掌長和手掌寬之間

的高相關性。以右手掌長為自變數，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 

        S=75.31+4.782×L   (5) 

Nur-Intaniah et.al (2012)使用平板掃描儀測得受測者之

手掌圖像，將其圖像轉為手印，個別對於手掌圖像與手印

圖像擷取尺寸資訊。分別建立手掌尺寸與手印尺寸之身

高估算公式。以右手掌長度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為： 

        S=69.723+5.567×L  (6) 

 本研究結果與 Amirsheybani et al. (2001)之經驗

公式並不相同，與許(2008)所採用的線性 PSA 估算公式

相似。本研究提出二次多項式迴歸模式最適合以手掌長

寬乘積為自變數所建立之 PSA 估算公式。本研究與文獻

中之 PSA 估算公式比較結果如圖 11 所示。此研究之結

果與其他研究有所差異。此原因推測是由於此研究樣本

對象皆為大學部三年級男性學生，並未包括所有年齡與

不同性別。 

相較 Charmode et al. (2019) (R2=0.243)與 Nur-

Intaniah et al. (2012) (R2=0.533)公式，本研究利用手掌

長建立之身高估算公式(式(3))，其 R2 值較高(R2=0.552)。

本研究使用左、右手掌尺寸的平均值，Charmode et al. 

(2019)與 Nur-Intaniah et al. (2012)均分別採用左、右手

掌尺寸以進行迴歸分析。以右手掌長度推導之身高估算

公式分別如公式(5)與公式(6)所示。本研究與文獻之身高

估算公式比較結果如圖 12 所示。此差異性之原因可能來

自樣本。在此研究樣本為 20-22 歲之男性。由於樣本不

同，其最佳之估算公式也可能相異。另一個原因來自迴歸

分析使用的判別標準。 

本研究與以往研究之估算公式比較如表 9 所示。因

為回歸公式之標準差可用以評估模式的預測準確性。由

表 8與表 9可知，預測公式之準確度 PSA為 4.516 cm2，

和身高為 3.992 cm。未來之研究可沿用此研究所使用之

統計技術，針對不同年齡與性別相異之樣本進行建模研

究。因而史的預測性能更加精準，預測公式之適用範圍更

為廣泛。

 

 

 

 
圖 11、本研究與以往研究之 PSA 估算公式比較 圖 12、本研究與以往研究之身高估算公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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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身高 (Stature) 估算公式之迴歸結果 

  L W L×W 

 

 

Linear 

a0 93.955 157.111 147.461 

a1 4.131 1.675 0.147 

R2 0.553 0.036 0.227 

s 3.992 5.861 5.249 

Residual plot Uniform Uniform Uniform 

 

 

Power 

b0 46.310 141.514 78.074 

b1 0.447 0.089 0.154 

R2 0.552 0.037 0.255 

s 3.991 5.863 5.177 

Residual plot Uniform Pattern Uniform 

 

 

Polynomial 

c0 68.267 166.073 4.880 

c1 6.935 -0.350 1.848 

c2 -0.076 0.114 -0.005 

R2 0.553 0.036 0.374 

s 3.990 5.861 4.724 

Residual plot Uniform Uniform Uniform 

 R2: co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s: 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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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研究與以往研究之估算公式比較 

PSA 迴歸模式 R2 s 

 

本研究 

PSA= 

-50.771+1.59×(L×W) 

-0.002×(L×W)2     (2) 

 

0.915 

 

4.516 

Amirsheybani et al.[7] PSA=1×L×W      (1) - - 

許 [4] PSA=0.97×L×W   (4) 0.978 - 

Stature 迴歸模式 R2 s 

本研究 S=93.955+4.131×L  (3) 0.552 3.992 

Charmode et al.[9] S=75.31+4.782×L   (5) 0.243 - 

Nur-Intaniah et al.[12] S=69.723+5.567×L  (6) 0.533 4.83 

四、結論與建議 

 現今攝錄影裝置如此普及，使用攝錄影畫面擷取手

部尺寸，藉以估算 PSA 與身高，可作為醫療決策、工業

安全與案件偵查之有用資料。對於實際應用是相當理想

而且便利。在此研究，利用手機拍攝之圖像以擷取手部尺

寸資料。透過單一手部的一維尺寸與手部尺寸數據的組

合進行迴歸分析，建立 PSA 與身高估算公式。並且進而

探討非線性 PSA 與身高估算公式的適用性。 

 與傳統研究所採用之統計方法不同之處在於，本研

究對於估算公式的建立，不僅考慮 R2 與 s 兩個判別標

準，更藉由檢視殘差圖探討迴歸模式之適用性。並且討論

三種迴歸模式(線性、冪次與二次多項式)的適稱能力。此

研究方法可沿用於後續相關研究。由於本研究皆採樣 20-

22 歲男性樣本，且樣本數僅 26 位。後續研究建議擴展

抽樣範圍，增加樣本數目、擴大樣本年齡層，並且加入女

性、兒童與老人之樣本。可使得所建立的估算公式更能廣

泛使用。 

 此研究之資料擷取方式，手掌尺寸資料是擷取自手

機拍攝圖像。然而身高之資料則是來自身高體重機的直

接測量。建議後續研究項目量測身高之資料，可以參考利

用攝影圖像之手掌資料其擷取方式。以符合各式資料擷

取方式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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