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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色盲為生理上色彩感測或色差處理機制發生病變，而導致色覺異於常人的現象。依據不同文獻的資料顯示8%的男性

與0.5%~1%的女性生下來就有色盲的情形。雖有如此多人身受困擾，但此疾病大多數只能使用眼鏡鏡片矯正，無法治癒。

本研究目的是了解色盲檢測的研究概況，主要運用多媒體設計和建立一套色覺異常的檢測系統，適用對象為色盲檢測受測

者，本系統採用個人化檢測作為系統設計的基礎，內容中設計較易回答的雙圓比色圖，利用隨選方式顯示圖片，且建構色

盲檢測系統之雛型與流程，提供學校護理師與監理站日後之參考，協助檢驗辨色力異常。本研究採用文獻調查、系統分析

法進行研究，自行開發和設計色覺異常檢測系統。

本研究實作結果顯示本系統的檢測圖片較多，但檢測時間較短。藉由的科學檢測方法減少因施測者、受測者及環境的因素

而產生不同的誤差，其正確性可以維持水準，甚至比現今的檢測法更好。雙圓比色圖簡單易懂，避免孩童因不瞭解而產生

檢測上的錯誤，其雛形架構提供學校護理師參考。

關鍵詞 : 色盲檢測系統、色覺異常、D-15色盤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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