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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車內各種操作設施或資訊顯示通常都以某些圖像符號指示 ，種類繁多，伴隨著電子科技的發展，操作介面與顯示資訊也

越 來越複雜。這些符碼除了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 (SAE)對部分有統 一形式外，許多符碼並無統一設計，且許多國外車型之

操作採用 英文註記，國人對這些符碼或註記究竟是否能正確掌握，值得探 討。 本研究旨在透過資料蒐集與實車拍攝，整

理現有轎車與概念 車的顯示圖像，以問卷探討我國駕駛者對操作符號與螢幕顯示符 號的辨識程度，釐出辨識率未達

ISOTC 145/SCI 規範66.7%辨識 率之圖像進行分析與評估，探討其構成元素及混淆因素，加以改 善。經針對17個圖像重

新設計再調查結果，多數操作與指示符號 可符合 ISOTC 145/SCI 規範66.7%辨識率；但仍有部分警示標誌 包括剎車燈泡

故障、剎車系統故障、煞車來令片磨損過度、引擎 機油壓力不足與引擎故障警示，由於表達物件之圖像與表達功能 之圖

像仍容易讓受測者混淆，辨識率雖較舊圖像改進，但並未達 ISO7000 所建議85%之標準，有待後續研究。

關鍵詞 : 汽車，操作介面，圖像符號，辨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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