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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色彩會影響人的生理及心理反應，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事物之體驗都會有份主觀感受，透過經驗累積，人們對

於各種色彩亦有其聯想，再由此聯想到情感的層面。 輪椅被定義為適用於運動功能不全者移動時主要的民生必需品，對於

脊髓損傷患者而言，這是他們受傷後的雙腳，但是現有輪椅大多以黑、藍、橙、紅為主，缺乏配色的感情考量。因此本研

究希望知道一般人和脊髓損傷患者喜歡什麼樣的輪椅色彩？兩者喜歡的輪椅色彩有何不同？打破以往輪椅帶給使用者冰冷

的意象。 研究針對15名腰髓損傷患者和15名一般人，各組男8人女7人，年齡15歲以上，以Rhinoceros 4 3D繪圖軟體建

出1:1輪椅模型，再以V-ray for Rhino 4.0的繪圖軟體為已建出的輪椅模型上色建出54張不同顏色的圖片，來進行問卷調查讓

他們勾選。結果顯示兩者喜歡或不喜歡的輪椅色彩並不相同，設計輪椅色彩不宜以正常人的眼光決定之。

關鍵詞 : 輪椅色彩脊髓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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