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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年SARS突然出現，造成全世界人心恐慌，醫學界面對這種新傳染病，因缺乏認識，所以無法確認引發疫情的確切病

因。當時市面上防護用品十分缺乏，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分析目前市面上有關防護產品之種類及特點、並歸納出SARS防護

用具之需求進行差異性分析，提出相關機能，找出符合大專院校使用的設計要素，進而建議應用於SARS防護產品的設計

為研究目的。 因為本研究為針對大專院校對SARS防護產品的需求做探討，故在文獻探討當中，首先進行的是SARS有關資

訊的調查，其次是危機預防的認識、相關行為決策理論、使用者需求及現有防護產品之分析。藉由這幾項理論分析，將更

能有助於對本研究主題的了解與認知。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進行研究問題資料的蒐集。在將回收的資料，經次數分配、因素

分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分析，深入探討受訪者「對SARS的基本認識」、「對SARS防護設備的防護觀念之分析」及「

對SARS防護產品之需求」，從中分析歸納出防護產品的設計因素。最後，應用於防護產品的建議設計中，使理論與實務

結合，以造福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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