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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在四種不同呈現介面分別是電子紙式顯示器(膽固醇式和電泳式電子書)與穿透式LCD(筆記型電腦)及反射

式LCD(PDA)，搭配隨機出現的八種照度，並利用藍道爾視標進行視覺績效的實驗，並於實驗後進行受試者主觀偏好之紀

錄。呈現介面與環境照度及兩者之交互作用均有顯著影響，在環境照度上以3000lx、4500lx、5000lx有最佳的受試者視覺績

效，而50lx有最差的受試者視覺績效；而呈現介面以穿透式LCD的筆記型電腦有最佳的視覺績效，最差的呈現介面為反射

式的PDA。 另外，在受試者主觀偏好上，當環境照度4500lx、5000lx有最好的受試者主觀偏好，最差的主觀偏好為環境照

度50lx時。而呈現介面以穿透式LCD的筆記型電腦有最佳的主觀偏好，最差的呈現介面為反射式的PDA。 實驗結果得知在

電泳式電子書於視覺績效及主觀偏好的表現均優於膽固醇式電子書，在視覺績效上膽固醇式電子書的偏光情形與電泳式電

子書易殘留前一畫面殘影的缺點，造成了視覺績效上的起伏，如果能克服此點，相信能得到更完善的結果。而穿透式LCD

雖然在視覺績效與主觀偏好均為最佳，但在變異數分析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及預期之環境明亮時，顯示畫質越差的狀態，

可能因為螢幕亮度對比高於外在環境照明所致並沒看出；反射式LCD則如預期的於環境明亮時，有越好的表現。

關鍵詞 : 呈現介面、環境照度、視覺績效、主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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