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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儀表板是駕駛者與車輛溝通的重要媒介，近年來由於液晶面板科技迅速發展，成本降低，液晶螢幕開始被運用在儀表板上

，雖然目前僅部份使用，但在未來，有可能全面取代機械式。由於液晶螢幕具有動態顯示的特性，新式儀表的顯示方式，

值得探討。本研究針對此方向，以轎車儀表三種主要元件-水溫表、燃油表、時速表為對象，進行新式設計提案及評價，

其中水溫表及燃油表針對不同樣式、顏色、資訊量的多寡進行喜好度評價，時速表則針對不同特殊顯示功能的喜好度。整

體而言，針對液晶螢幕而設計的提案較優於傳統式儀表，形狀變化與顏色變化之資訊量增加會愈受到喜好；針對顏色，低

溫及燃油量狀況較受喜好的顏色為藍色系，警示則搭配紅色；時速表形式以搭配數字於指針速限附近之特殊顯示最受到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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