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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現今的社會中，輪椅使用者在生活上有困擾存在著，而每個人待在家裡的時間長，對於在家中的一切都必須要特別的注

意。目前法令的規定，並沒有清楚的標示屋內空間與物件的相關尺寸，本研究用運電腦模擬的技術針對輪椅使用者進行居

家生活空間人因評估，模擬探討輪椅使用者在居家生活的空間裡與空間和設施之間的合適性及優缺點，並藉此針對合適輪

椅使用者的空間提出建議，作為家具製造與建築業者在設計的參考依據。 研究發現，廚房與浴廁的活動空間皆需要增加，

而居家設施會造成輪椅使用者使用上的不方便，且經由快速上肢評估（RULA）方法檢核出姿勢方面皆須進行修正。 本研

究的貢獻為（1）活動空間可獲得改善，（2）設施尺寸可獲得改進，（3）輪椅使用者姿勢可獲得改進，進而使得輪椅使

用者在生活上更加的舒適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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