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食冰行為」在社群媒體上逐漸成為一種趨勢，並且在日常生活中 越來越普遍。儘管已有研究指出，食冰行為可能與營養缺乏(如缺鐵)或心理
壓力等因素有關，但目前對其致病機轉尚無明確結論。現有的研究多集中於描述個案症狀或其生理功能反應，缺乏對食冰行為背後根本病因的深入探
討。本研究旨在探討民眾之食冰行為與營養缺 乏、心理壓力及生活環境等因素間的關聯性，進一步分析此類外顯行為是否可作為功能醫學觀點中，
辨識潛在健康失衡的行為性指標。為了填補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擬設計一份問卷，探討可能影響食冰行為的生理、心理及環境等因素。

研究問題:
      1) 民眾食冰行為與營養狀況、心理壓力與生活型態之間存在哪些關聯？

      2) 這些行為如何對應功能醫學所強調的潛在健康失衡訊號?

研究動機與問題

功能醫學強調個體化、以根本原因為導向的健康評估方式，認為疾病或症狀（如食冰）並非單一器官問題，而可能源自於多重生理系統失衡，如營
養素缺乏、腸道功能障礙、慢性壓力或荷爾蒙失調等。
以下為食冰行為可能導致之健康失衡問題與其關聯：
Ａ.營養缺乏與食冰行為的關聯：
根據文獻中研究指出，缺鐵性貧血患者中，有16%出現食冰行為，在補充鐵劑後，有效改善該行為。
另一研究顯示，食冰行為可能與中樞神經系統的生物化學變化相關，個案可透過咀嚼冰塊 造成血管變化，增加大腦的血流量，提升注意力與處理速
度。
Ｂ.心理壓力與食冰行為的關聯：
文獻中研究指出，食冰行為可能與心理壓力或情緒困擾問題有關，部分患者在壓力情境下出現食冰行為。
Ｃ.功能醫學視角：
功能醫學強調從生理、心理與環境等多方因素進行整體性分析，找尋疾病的根本原因。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式:年滿18歲之成年人，採網路便利抽樣。
依功能醫學六大系統，營養、心理壓力、腸道健康、解毒功能、荷爾蒙、免疫系統切入
設計問卷，分成六大部分：
 

以食冰行為做為功能醫學潛在健康失衡行為指標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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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食冰行為不僅是一個習慣，也可能是身體發出的警訊，
這次研究透過功能醫學的角度設計問卷，希望能深入了
解此行為的根本原因，為未來食冰行為在治療與診斷提
供更完整的醫學依據。此外，問卷結果可進一步發展成
臨床可參考的評估工具，協助醫師有效辨識異食症風險
個案，及早識別潛在營養不良的族群，推行健康促進教
育的潛在貢獻。
然而本研究可能具有其限制。資料主要以網路問卷抽
樣，樣本可能存在選擇偏差，代表性不足。再者問卷屬
於自評式工具，填答者的主觀感受可能無法完全反映實
際身體健康狀況，未來可考慮結合臨床指標或是血液檢
測的數據，以驗證此自評式工具之準確性，提高研究的
準確性與實用性。

結語

文獻探討

食冰行為（PAGOPHAGIA）是異食症的一種表現，可能與營養缺乏、心理壓力或生理失衡有關，卻少有研究從整體性角度探討其潛在成因。功能醫
學強調身體系統間的互動，認為外顯行為可能反映潛在的健康失衡，而形成傳統醫學中的疾病。本研究從功能醫學為理論基礎，探討食冰行為與營養
狀況、心理壓力、腸胃功能與生活型態等因素之關聯，並評估其作為潛在健康失衡行為指標的可行性。研究採結構式問卷調查法，針對一般民眾進行
資料收集與初步分析。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功能醫學導向健康評估與預防的參考，並提升大眾對日常行為所隱含健康訊號之認識。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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