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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荷蘭為歐盟會員國，阿姆斯特丹市是荷蘭首都，其無障礙法規根據歐洲標準

EN 81-70，對於行動不便者使用電梯相關之法令施行。就公共建築而言，設置無

障礙電梯是重點檢核要項之一，由於初期無電梯點字系統之規範，對於電梯內、

外部之點字系統較不重視，常發現電梯點字字義有誤、點字位置不適或點字施作

錯誤等問題，視障者在垂直動線之定向行動中無法正確辨識，造成許多混亂現象。

本文針對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共計調查15部公共建物之電梯，無障礙電梯點字系

統設置現況，進行統計、分析、比較作業，並針對錯誤現象提出對策。本文研究

目的：一、瞭解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設置點字系統之現況。二、

比較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施作的個別特色。三、建立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計之基礎資料。四、提出無障

礙電梯點字系統設計、使用、施工層面之原則。  

    經調查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所得結果：一、就

【上鍵】點字：語言系統採用英文拼音lift有7%，英文拼音up有7％，荷蘭文拼音

op有20％，未設置點字有66％。二、就開關篇就【開鍵】點字：語言系統採用英

文拼音ope有7%，英文拼音opn有26％，德文拼音tür auf有7％，未設置點字有60

％。規劃二種防止錯誤產生方式：1.點字板正位辨識 2.英文加註於點字板。 

關鍵字:無障礙電梯、荷蘭點字系統、阿姆斯特丹市 

 

Netherlands Amsterdam city Elevator Braille System’s Research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Standard EN 81-70, public buildings are requires with all 
accessibility features. As a public building, the barrier free elevator is the most crucial 
of a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Braille System, the gravity of such system was not taken 
seriously. Often mistakes were found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lds, misplacement of 
the Braille System or error with installation. Therefore the people who rely on the 
Braille System are often misguided and cause confusion. This article is focusing on the 
public buildings of Netherlands Amsterdam city, using 15 elevators as reference, to 
analyze, compare, and provide solution for the errors in the Braille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a)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Braille Syste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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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elevator. b) To compare the elevators in the Amsterdam city. c)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and basic design for all the elevators in the Amsterdam city. e) To provide the 
principal method for Braille System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usage. After analyzing the 
15 elevators of public buildings in Netherlands , it shows: 1) using “Up Key” as 
example,7% uses English “lift”,7% uses English “up” ,20% uses Nederlands “op”, and 
66% is lacking the Braille System. 2) using “open key” as example,7% uses Germany 
as the language system (following regulation),7% uses English “open” ,26% uses 
English “opn”, and 60% is lacking the Braille System.. To prevent any error occurring: 
1.object oriented design 2. Mandarin character imprint. 
Keyword: Accessible Elevator, Netherlands Braille System, Amsterdam city 
 

一、 緒論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對視障者而言，所謂環境的可親近性(accessibility)是指行進過程中能夠在正

確時間獲取正確的資訊。倘若環境未能配合提供視障者可辨識性(黃耀榮，1998)、

可解讀性與正確性的訊息，則環境將反而變成視障者生活移動的主要障礙。電梯

係為視障者在變換不同樓層時需具備的主要垂直通行系統，而點字鍵(Braille)則為

協助視障者在空間移動時做定向與行動之重要無障礙輔助引導設施之一。  

    本研究主要內容包括：彙整國內外現有點字系統相關文獻資料(林敏哲， 

1995)，調查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物點字系統設置情形，並針對公共建築點

字通用化之法規層面、公共建築點字簡易化之認知層面、公共建築點字系統化之

執行層面等進行使用語言、簡易認知、通用化評估之研究。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瞭解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設置點字系統之現況。 2.比較荷蘭

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施作的個別特色。 3.建立荷蘭阿姆斯

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計之基礎資料。 4.提出無障礙電梯點字系

統設計、使用、施工層面之原則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有鑑於視障者大部份生活領域空間是以家庭為主外，『公共』建築物如車站(許

萍夙， 2011)、辦公室、商場、旅館等，更是視障者最常到達之場所空間，無論

是通勤、購物或工作等行為活動最不可忽視略之公共場所(范文良， 1994)，又無

障礙電梯點字系統更是視障者定向行動之垂直動線必要指示設備(杞昭安， 

1999)。故本文將針對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如圖1）公共建築物內無障礙電梯為主

要研究進行調查。 

     

 

 

 

圖1阿姆斯特丹市區的七個行政區域示意圖 

Fig. 1 Seven districts of  Amsterdam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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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物:調查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置情況，計有機

場1部、停車場2部、車站2部、捷運1部、店鋪6部、超市1部、電影院1部及博物館

1部，共計15部電梯為調查之主要研究對象（如表1）。       
   表1 研究對象選定 
   Table 1 object  

編號 1 2 3 4 5 

名稱 Amsterdam 機場 Amsterdam 機場 

停車場-1 

Amsterdam 機場 

停車場-2 

Amsterdam 中央

車站大廳 

Amsterdam-Zuid

火車車站 

外觀 

照片 

       

編號 6 7 8 9 10 

名稱 Amsterdam-Zuid

捷運車站 

ALLSAINTS 店鋪 DIESEL 店鋪 A&F 店鋪 H&M 店鋪 

外觀 

照片 

   
編號 11 12 13 14 15 

名稱 WE 店鋪 Bershka 店鋪 LIDL 超市 PATHE 電影院 海尼根博物館 

外觀 

照片 

 

 

1.3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1.文獻收集法：相關電梯點字研究論文 

2.相關電梯點字研究文章2.現場調查及拍攝、拍照、彚整、統計、分析、比

較等作業。(張欽堯，1999) 

(二)研究流程：(詳圖2所示) 

主題確認：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之調查。 

問題探討：設計層面、使用層面、施工層面(Tseng, et al., 2013 ; Tang, et al., 2013 )。 

對策提供：問題與對策                                                                       

二、文獻回顧 
本文旨在探討視障者從家到公共空間過程中，搭乘電梯時所遭遇到問題(劉信

雄，1981;黃耀榮，2006)，其文獻分為：無障礙相關法規發展沿革、電梯點字法

規認知及電梯點字文獻探討等。 

2.1 無障礙相關法規發展沿革 

    荷蘭為歐盟會員國，阿姆斯特丹市是荷蘭首都，其無障礙法規根據歐洲標準

EN 81-70，對於行動不便者使用電梯相關之法令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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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流程圖 Fig.2 flow chart 

  

2.2    電梯點字法規認知 

「無障礙環境」對所有人而言，是行動對環境設施的改進外，正確的觀念及

態度的建立也是不可或缺的，法令的規定必要的輔助措施，以下針對無障礙的法

令做探討。法律的規範是較消極的作法，但法律條文具有保障人權的正面意義，

以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來說，歐洲標準於 2003年訂定法規 EN 81-70，在昇降

機應裝設觸覺裝置及顯示樓層的數字、點字符號，標誌之中心點，應位於樓地板

面上方 120 公分，且標示之數字需與底板的顏色有明顯不同、按鈕：按鈕面積應

大於 490mm2 如為圓形按鈕直徑至少應為 2公分，按鈕間之距離應大於 1公分，

其標示數字需與底板顏色有明顯不同，樓層應為阿拉伯數字，警鈴應為黃色鈴噹

圖案，開門鍵：    I   ，關門鍵：  I    (如圖 3)。 

 

 

 

 圖3 無障礙電梯設計規範圖 

Fig.3 Accessible Elevator standard desig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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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梯點字關文獻探討 

      針對台灣無障礙設施設計點字標準之『論文及期刊』，主要以逢甲大學建築曾

亮副教授研究室之主題，臺灣地區(無障礙設施電梯點字系統)論文包括:(一)陳旻

琪 A Study of the Elevator Braille Signage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 Examples in 

Germany and Taiwan (2015) (二)羅杏元 A Study of the Elevator Braille Signage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 Examples in Switzerland and United Kingdom (2015) 

(三)林裕翔 A Study of the Elevator Braille Signage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 

Examples in Korea and Taiwan (2014) (四)郭永濬 A Study of the Elevator Braille 

Signage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Examples in Malaysian and Taiwan (2014) (五) 

張興中 Research Braille System of Public buildings accessible elevator -In Indonesia 

and Taiwan for example (2014) (六)張權忠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Braille 

Elevator Signage Systems in Public Buildings in Thailand and Taiwan (2013) (七)夏

志禹 A Study of the Elevator Braille Signage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Examples 

in Vietnam and Taiwan (2013) (八) 李文琪 A Study on the Elevator Braille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 Examples in Japan and Taiwan (2012) (九)張揚東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Braille Elevator Signage Systems in public Buildings in 

Macau and Taiwan (2011)及相關無障礙設施電梯點字系統) 期刊（如表 3）所示。 

表3    無障礙設施設計點字期刊表 

Table 3 Accessible Facilities braille periodical 

作者 論文/期刊名稱 內容說明 

唐真真(2014) 臺灣與美加地區無障礙電
梯點字系統之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以視障者需求品質而言，臺灣在電梯點字系統平均滿
意度得分皆低於美加。針對臺灣之點字標示表中的中、英文混搭的語
言狀況，容易造成點字字義上的混淆，建議應限制於單一語系於按鍵
内，可使點字字義趨於簡化；於規範中建置有關點字貼片尺寸、高度、
間距等細部設計規範，以提升點字資訊傳達的易讀性與便利性；另採
取以「浮凸符號＋點字＋輔助光源」呈現點字組合型態，點字貼片以
地方性語言建置為主，浮凸觸覺符號為輔，加上光源輔助及正位辨識
減少差錯的設置正確性，在視覺、觸覺摸讀皆能更趨方便，使無障礙
電梯點字系統建置趨於國際通用化。 

曾亮、余政舫、謝
統勝、唐真真、汪
郁晨（2008） 

關懷無障礙設施系列報導
(三)電梯點字標示系統使
用上之比較－以台灣與德
國為例。 

針對德國電梯點字系統在使用層面上之各項差異性，探討其文化認知
差異與降低視障者在德國按鍵功能情況。 

Georgina Kleege Visible Braille/Invisible 
Blindness 

作者以身為視障者的身分，探討在公共場所的點字使用並分析其效
用，藉以促進更具包容性的社會。將公共場所的點字利用轉變成為使
視障者從文化意識邊緣繼續發展，並使公共領域變得更加可視。 

Takashi Abe and et 
al.（2003） 

Elevator control panels for 
people with visual 
disabilities 

因為電梯使用者的生理特徵可能會導致介面使用的問題。特別是視覺
障礙帶來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藉由視障者來進行驗
證測試及評估。結論發現使用浮凸字母在電梯操作盤以及依不同操作
功能使用不同形狀按鍵，對於提高電梯的操作性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Edwards, A. D. 
N.-1998 

Making elevators truly 
accessible to blind people 

本文提出對目前電梯點字貼片的質疑：一.能夠閱讀點字的視障者比例
是非常低，且這還只對真的會使用點字的全盲者而言，尚不含其他視
障者。再者，另一法定替代辦法就是浮凸觸覺圖像，雖可被明眼人閱
讀，且視障者也能觸覺到，但浮凸形狀僅對已學會用視覺閱讀後才失
去視力的視障者是熟悉。二將浮凸觸覺圖像與布萊爾點字相較之下的
閱讀速度是非常緩慢。對此作者提出以電話式鍵盤替代現有電梯操作
按鍵的提案，同電話數字鍵上#5鍵有觸覺點以協助定位，視障者如撥
電話般的輸入要到達的樓層號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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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內容與步驟 

3.1 調查內容 

    以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物為調查對象，進行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調查

作業，內容包括: (一)上下篇(二)開關篇(三)樓層篇(四)警示篇等四主題。(曾

亮、余政舫等人，2007) 

1.上下篇: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外【上、下】按鍵點字貼片，採用點字語言系

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2.開關篇: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內【開、關】按鍵點字貼片，採用點字語言系

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3.樓層篇: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內【樓層數字】按鍵點字貼片，採用點字字義、

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4.警示篇:調查無障礙電梯內【呼叫、鈴】按鍵，點字語言系統、字義、位置、

施工正確與否? 

    上述無障礙電梯點字板之拍照、彚整、統計、分析、比較等作業（如圖4），

建立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物『電梯點字系統』基礎資料。 

 

圖4 無障礙電梯(點字板) 調查內容圖 

Fig.4 Braille of Accessible Elevator Investigation 

3.2 調查步驟 

    以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為調查對象，進行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調查，

包括: 

1.公共建築案例基本資料2.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3.結果與法規比較作業。 

(一)公共建築案例基本資料:  

(l)建物正立面(拍照)  

(2)最接近主要入口區大廳之障礙電梯正立面圖(拍照)。 

(二)公共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  

(l)無障礙電梯外部【上、下】按鍵點字貼片圖(拍照)  

(2)無障礙電梯內部a.【開、關】b.【樓層】c.【呼叫、鈴】 

d.直立式【主鍵盤】按鍵點字貼片圖(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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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結果與分析 

從視障者使用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之觸摸法則(食指由左而右移動)，本文依

據『歐洲標準EN 81-70』基礎（如圖4）所示。進行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現場調查

作業，結果分類為(一).【上】、【下】(二).【開】、【關】(三).【樓層】(四).

【呼叫】、【鈴】等作整理分析，針對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地區15部無障礙電梯調

查案例中統計分析後，發現有設置點字電梯共15部， 100%。 

4.1 設計層面: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之無障礙電梯各類按鍵1.【上】、【下】

2.【開】、【關】3.【樓層】4.【電話】、【鈴】等設置點字現

況，調查彙整比較、分析結果如下: 

(一) 【上】、【下】按鍵 

以入口等候區來說，針對升降設備上及下按鍵的點字系統設置，進行語言系

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上】、【下】按鍵為升降設備中主要的操作鍵，語言系

統有德文及英文拼音兩大類，而其中如果樓層數只有兩層樓，會以當層以上或以

下之樓層數為按鍵數字。字義內容【上】按鍵有英文文字、up及op三種，【下】

按鍵有文字、down及neer三種（如表4所示）。 

表 4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上】、【下】按鍵點字字義內容表 

Table 4 Braille of button [up]&[down] 

語言 
系統 

上鍵 下鍵 

合 
計 
(間)

英文 
拼音
(lift) 

英文  
拼音  
(up) 

荷蘭  
拼音 
(op) 

無施作
英文  
拼音
(lift) 

英文 
拼音

(down)

荷蘭 
拼音
(neer) 

無施作 

 圖示 
 
類型     

機場 0 0 0 1 0 0 0 1 1 

停車場 0 0 2 0 0 0 2 0 2 

車站 0 1 1 0 0 1 1 0 2 

捷運 1 0 0 0 1 0 0 0 1 

店鋪 0 0 0 6 0 0 0 6 6 

超市 0 0 0 1 0 0 0 1 1 

電影院 0 0 0 1 0 0 0 1 1 

博物館 0 0 0 1 0 0 0 1 1 

總和 1 1 3 10 1 1 3 10 15 

百分比 7% 7% 20% 66% 7% 7% 20% 66%  

針對【上】功能按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例進行統計及分析比較。有7％使

用英文文字，英文拼音有7％，荷蘭文拼音有20%，無施作點字系統有66％其分佈

表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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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上】按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Table 5 Statistics of  button [up] 

語言系統 比例數量 樣本數量 統計分析 
     英文拼音lift 1 15 7% 

英文拼音up 1 15 7% 
 荷蘭文拼音op 3 15 20% 

無施作 10 15 66% 

(二)【開】、【關】按鍵 

 調查建築物升降設備中控制升降設備門的開及關按鍵的點字系統設施，進行

語言系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開】、【關】按鍵為升降設備中必備主要按鍵。

語言系統有德文拼音及英文拼音兩大類，字義內容【開】按鍵為open、opn及tür auf

三種，【關】按鍵有clo、shut及tür zu三種如（表6）。 
表6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開】、【關】按鍵點字字義內容 
Table 6 Braille of buttons [open] &[ close] 

 

語言系
統 

開鍵 關鍵 

合 
計 
(間)

英文 拼
音

(open) 

英文 拼
音(opn) 

德文   
拼音   
(tür 
auf) 

無施作
英文 拼
音(clo)

英文 拼
音

(shut)

德文  
拼音  
(tür 
zu) 

無施作

圖示 

類型   

機場 1 0 0 0 1 0 0 0 1 

停車場 0 2 0 0 0 2 0 0 2 

車站 0 2 0 0 0 0 0 2 2 

捷運 0 0 1 0 0 0 1 0 1 

店鋪 0 0 0 6 0 0 0 6 6 

超市 0 0 0 1 0 0 0 1 1 

電影院 0 0 0 1 0 0 0 1 1 

博物館 0 0 0 1 0 0 0 1 1 

總和 1 4 1 9 1 2 1 11 15 

百分比 7% 26% 7% 60% 7% 13% 7% 73%  

針對【開】功能按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比例統計及分析比較。有33％使用英文

拼音，德文拼音有7％，無施作點字系統有60％其分佈表如（表7）所示。針對【關】

功能按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比例統計及分析比較。有20％使用英文拼音，德文拼音

有7％，無施作點字系統有73％其分佈表如（表8）所示。 
表7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開】按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Table 7 Statistics of  button [open] 

語言系統 比例數量 樣本數量 統計分析 
英文拼音ope 1 15  7% 
英文拼音opn 4 15 26% 

德文拼音tür auf 1 15 7% 
無施作 79 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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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關】按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Table 8 Statistics of  button [close] 

語言系統 比例數量 樣本數量 統計分析 
英文拼音clo 1 15  7% 
英文拼音shut 2 15 13% 
德文拼音tür zu 1 15 7% 

無施作 11 15 73% 

(三)【樓層】按鍵 

    調查公共建築物的升降設備，針對主要按鍵盤中控制到達各樓層的按鍵點字

系統設施，進行語言系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及分析，得知按鍵主要是以『數字點

字』系統表示『到達該樓層數』，而數字點字系統全世界統一，並無語言系統及

內容字義之差異性，經調查有設置點字電梯共15部，佔100%。 

 

(四) 【警示】按鍵 

      1.鈴鍵:調查建築物的升降設備中【鈴鍵】，針對主操控鍵盤中遇緊急狀況

發生時，對外警示按鍵的點字系統設施，進行語言系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鈴

鍵】按鍵語言為英文系統，字義內容有alarm及alarm兩種（如表9）所示。 

表9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鈴鍵】點字字義內容 
Table 9 Braille of button [alarm] 

語言系統 英文(alarm) 英文(alarm) 無施作 
合 
計 
(間) 

圖示 
類型 

 

 

機場 0 1 0 1 
停車場 0 2 0 2 
車站 1 1 0 2 
捷運 1 0 0 1 
店鋪 0 0 6 6 
超市 0 0 1 1 
電影院 0 0 1 1 
博物館 0 0 1 1 
總和 2 4 9 15 
百分比 13% 26% 61%  

     針對【鈴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例進行統計分析比較。無施作有61％，

使用英文拼音al”ar”m有26％，英文拼音alarm有13％（如表10所示）。 
  表10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鈴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Table 10 Statistics of  button [alarm] 
語言系統 比例數量 樣本數量 統計分析 

英文拼音alarm 2 15 13% 
英文拼音alarm 4 15 26% 

無施作 9 1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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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層面  

    視障者在使用電梯點字層面而言:係以食指由左而右觸摸點字貼片，確定點字

字義及內容，後再按下所需求之『按鍵』，故本文針對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

築物20部電梯中，無障礙電梯點字『設置位置』進行分析結果:(一)按鍵外左側(二)

按鍵外右側(三)按鍵外上側(四)按鍵外下側(五)按鍵內上方(六)按鍵內下方(七)

按鍵並無設置點字。整合調查結果『點字設置位置』 (詳如表11所示) 
表11  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開】按鍵點字『設置位置』表 
Table 11 Position of button [open] 

使用 
層面 

合計(間)

按鍵外左側 按鍵內下側 按鍵內上側 無設置 合 
計 

(間) 
圖示 

類型 
 

機場 1 0 0 0 1 
停車場 0 2 0 0 2 
車站 0 2 0 0 2 
捷運 0 0 1 0 1 
店鋪 0 0 0 6 6 
超市 0 0 0 1 1 

電影院 0 0 0 1 1 
博物館 0 0 0 1 1 
總和 1 4 1 9 15 

百分比 7% 25% 7% 61%  

     針對【按鍵】整合調查結果『點字設置位置』:『按鍵左側』有7%，『按鍵

下側』有25%，『按鍵上側』有7%，無設置點字有61%。 

4.3 施工層面:點字貼片施作錯誤或位置有錯誤、內容字義不正確、貼片顛倒、貼

片脫落、圖示與字義不符等現況等，造成視障者無法正確進行『定位、行動』之

行為。故本文針對義大利羅馬市公共建築物15部電梯中，無障礙電梯點字『施工

與管理』進行分析結果: 根據調查結果，就施工錯誤情形加以分析，施工正確率

高達100%，本研究認為應與按鍵多採用點字與按鍵整體設計施工有關。 

五、結 論 

本文建立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物電梯點字語言系統分類、設置位置、

評估公共建築物點字系統設計模式及使用流程，並建立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

築物點字設計檢核表。經由實例應用，茲將本研究所獲得之相關結論如下。 

(一)設計層面：在公共建築物電梯設備中點字區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上下篇」、

「開關篇」、「樓層篇」、「警示篇」。根據本研究顯示荷蘭視障者使用的語言

系統以「英文拼音」系統為主，因應世界接軌的潮流，一致性標準化之『通用化

設計』點字系統，字義部份其內容則應考慮能充分表達按鍵功能並統一化為原則，

因此本研究藉由荷蘭阿姆斯特丹市來做為設計層面分析比對。 

1.「上下篇」：針對荷蘭阿姆斯特丹市公共建築物15部電梯中，在昇降機中【上

鍵】點字：語言系統採用英文拼音lift有7%，英文拼音up有7％，荷蘭文拼音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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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未設置點字有66％。（如表4所示）。 

2. 「開關篇」：以昇降機內【開】功能操作鍵，其語言系統所佔比例進行統計及

分析比較後得知，英文拼音ope有7％，英文拼音opn有26％，德文拼音tür auf有7

％，無施作點字系統有60％（如表7所示）。 

3.「開關篇」：以昇降機內【關】功能操作鍵，其語言系統所佔比例進行統計及

分析比較後得知，英文拼音clo有8％，英文拼音shut有13％，德文拼音tür zu有7

％，無施作點字系統有73％（如表6所示）。 

4.「樓層篇」：主要按鍵盤中控制到達各樓層的按鍵的點字系統設施全世界統一，

並無語言系統及內容字義之差異性，經調查有設置點字電梯共15部，佔100%。 

5.「警示篇」：調查建築物的升降設備中【鈴鍵】按鍵語言為英文系統，字義內

容有alarm及alarm兩種（表9）。針對【鈴鍵】功能操作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

例進行統計及分析比較。無施作（含無此設置操作鍵）有61％，使用英文拼音alar 

m有26％，英文拼音alarm有13％（如表10所示）。 

(二)使用層面：依據歐洲標準EN 81-70，無障礙電梯應設置點字系統。根據調查

結果發現，因視障者均是以食指指腹由左而右移動，使視障者在使用行為上能快

速確認其字義內容，因而得知荷蘭阿姆斯特丹市中，『按鍵左側』有7%，『按鍵

下側』有25%，『按鍵上側』有7%，無設置點字有61%。（如表11所示）。 

(三)通用設計構想：美國北卡羅來納州立大學，在1995年針對通用設計的設計指

標，提出通用設計「7原則」，考量各國使用點字語系之不同，並推廣國際通用點

字之概念，提出對於設計、使用、施工三個層面之建議：在設計層面中，考量各

國既有點字語系的不同，建議在按鍵左側採用當地國家之點字語言系統，在按鍵

內下方採用通用設計之英文縮寫形式。在使用層面中，考量各國對於貼片位置規

範的不同，建議統一將通用設計(英文縮寫)之點字施作於按鍵內下方，再將當地

語系之點字貼片依當地法規施作於主鍵盤上，（如圖7）。施工層面方面，由於電

梯按鍵與按鍵內側下方之點字顆粒為一體成形，考量電產品外銷多國，建議內側

下方之點字由設備廠商統一生產，按鍵外之點字貼片再向當地國家之點字貼片製

造商進行購置，(如圖7所示)。 
 

 

 

 

 

 

 

 

 

圖 7 通用設計之點字貼片設置圖 

                    Fig.7 Univers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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