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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 年 4 月 25 日臺中捷運綠線正式營運，成為國內第五條捷運交通系

統路線。由於國內交通運輸系統之無障礙、友善環境之建立為站體規劃的

重要政策之一，因此各站體完善「無障礙設施及設備」之提供也成為取得

使用執照的必要條件。然而其中與視障者密切相關之站體內坡道、階梯或

樓梯等之扶手端部之「點字貼片」內容與配置之正確性常常被忽略，因此

對於視障者所摸讀到點字貼片的內容鮮少被認真檢核。 
本文係以臺中捷運綠線「市政府站」為研究對象，採用直接觀察與實

地拍攝法，針對出入口＃1 及＃2 之坡道、階梯或樓梯等扶手之「點字貼片」

進行資料蒐集、符號認知、內容解析與成果比較等分析，並計算其所使用

貼片數、字元方數等。經研究結果有以下兩大發現：(一) 扶手點字貼片解

析：在出入口＃1 之坡道點字貼片，上行扶手貼片編號《B》之點字內容為

「前方電梯」，但其第一個字「前」的國語點字字元少了一方，設置有誤！

(二) 扶手點字 (貼片數) 及 (字元數)：在出入口＃2 處，坡道扶手點字貼片

共計 8 片，點字內容組成字元總數達 110 方；其中上行點字字元 62 方，下

行點字字元 48 方。 

關鍵詞： 臺中捷運市政府站、扶手點字，坡道或樓梯，國語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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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chung Metro's first route, the Green Line, officially began operation on 
April 25, 2021, making it the 5th rapid transit system operating in Taiwan. Sinc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are both important 
polices to design stations in the domest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complete of 
accessible facilities in each station is the requirement to obtain user license.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the correctness of Braille labels, its content, meaning, 
and layout are often ignored on handrails of the ramp, stairway, and stairs in 
the stat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s a result, the 
content of Braille labels is rarely scrutiniz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aichung City Hall Station of the green line in 
Taichung MRT.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collected from Braille labels on 
handrails of the ramp, stairway, and stairs in gateway one and two. The 
research adopts observational method and field study. In the stage of analysis, 
the content of Braille and meaning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and the number 
of Braille labels and cells are calculated. The research showed two results in the 
following. First result is the content of Braille. The Braille labels on handrails of 
the ramp in gateway one is false. The content of Braille label No. B on the 
ascending handrail is misplaced as the meaning of front elevator. The first 
character of Mandarin Braille, front, is lack of one cell. Furthermore, the 
second result is the number of labels and cells on handrails. The total number of 
Braille labels on handrail of the ramp are 8,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ells are 
110 in which the ascending Braille cells are 62 and descending Braille cells are 
48.  

Key Words： Taichung City Hall Station of Taichung MRT; Braille on 
Handrails; Ramps or Stairs; Mandarin Braille 

一、緒 論 

1.1 動機與目的 

臺中捷運綠線在 2021 年 4 月 25 日於市政府站正式營運，成為國內第五條捷運交通系

統路線。對於搭乘臺中捷運通勤、購物、旅遊等民眾而言，各站體內完善『無障礙設施及

設備』是取得使用執照之必要條件 [1,2]，對於站體內坡道、階梯或樓梯等扶手構件僅是 (高
度/直徑/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等，在扶手端部上之『點字貼片』內容、字義、配置等正確

與否 [3]？常常被忽略！對於視覺障礙者垂直『定向行動 [4,5]』時，依樓梯、電梯『點字貼

片』摸讀獲取信息，若點字字義、內容有誤，造成錯誤行動是不公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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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交通部而言，國內交通運輸系統之站體規劃友善環境是重要政策之一；例如各縣

市之低底盤車體公車對於輪椅族，以及博愛座、下車鈴 (點字) 等車內設備對於銀髮長者、

視障者 [7]，另外，臺鐵的傾斜式列車普悠瑪號，車廂內座椅在走道扶手上還有貼心的 (座
位編號) 點字，服務視障者可以輕鬆找到座位，通通都是獨步臺鐵普悠瑪號的創舉 (如圖 1
所示)，點字字義內容為『12 排 46 窗 48 道』(如圖 2 所示)。深受使用民眾 (視障者) 高度

肯定與讚許！ 

  

圖 1  臺鐵普悠瑪號走道扶手圖 圖 2  走道扶手點字字義圖 

在考量視障者人體工學及靠右側行走之定向行動學時，國內視障者使用、通行坡道、

樓梯或階梯等扶手末端部，設置點字板內容無規範可依循。因此在設計者對於扶手之點字

貼片板字義未明確的情況下，點字面板公司施作僅僅依『字義、內容』在低程處貼【點字

貼片：上】；高程處貼【點字貼片：下】，而在『施作方式』亦忽略點字面板具有方向性，

造成錯誤百出之現象 [8,9]。  

安全穩固的扶手：對於身障朋友及長者而言，是協助活動的重要設備，方便在上樓梯

時拉動身體，在下樓梯時穩定身體，及在建築物內四處定向行動。讓使用者可緊握扶手來

支撐身體的全部重量 [8,910]。考量視障者使用在每層樓梯指定位置的扶手上，設有方向箭頭

及樓層號碼『觸覺點字及觸覺資料』，協助視力受損人士獨立定向行動。 
本文依據內政部 109 年 5 月 11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90805039 號函『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以臺中捷運市政府站為主要對象，站體內坡道、階梯或樓梯等扶手上點字

貼片現場拍攝，進行點字系統符號認知，以巿政府站扶手點字貼片之『配置與認知』、『內

容與解析』、『成果與比較』等三階段，其研究目的如下： 

(一) 調查臺中捷運市政府站設置扶手上點字貼片之現場狀況。 

(二) 瞭解市政府站扶手上點字系統符號之組成、認知、系統、分類、應用。 

(三) 彙整臺中捷運市政府站點字貼片，配置、認知、內容、解析、成果。 

(四) 建立臺中捷運市政府站，扶手點字內容、字義之國語點字對照圖。 



運輸計劃季刊 第五十三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三年六月 

－128－ 

1.2 臺中捷運市政府站 

臺中捷運綠線：係指臺中捷運首條中運量路線，捷運綠線從北屯總站起往南到烏日高

鐵臺中站共有 18 座車站，臺中捷運綠線 2021 年 4 月 25 日於市政府站，正式營運。臺中

捷運綠線又稱烏日文心北屯捷運線，交通運輸方式採用高架站體，共設置 18 站如下：高

鐵臺中站 (G119)、烏日站 (G118)、九德站 (G117)、九張犁站 (G116)、大慶站 (G115)、
豐樂公園站 (G114)、南屯站 (G113)、文心森林公園站 (G112)、水安宮站 (G111)、市政

府站 (G110)、文心櫻花站 (G109)、文華高中站 (G108)、文心中清站 (G107)、文心崇德

站 (G106)、四維國小站 (G105)、松竹站 (G104)、舊社站 (G103)、北屯總站 (G103a)。 
市政府站 (G110) 為本文主要研究對象：考量該站鄰近臺中市最高行政中心「臺中市

政府」且未來又會是捷運綠線和藍線交會轉乘之車站，為民眾及身障者搭乘重要站體，該

車站位於文心路二、三段與臺灣大道二、三段路口附近；高架車站兩座側式月臺 (綠線)，
文心路二段東西兩側出入口均設於共構大樓內 [11]： 
(一) 在出入口#1 處 (G110-#1)：位於文心路與臺灣大道交叉路口西南角；具有坡道出入口

#1、階梯出入口#2 (如圖 3)、樓梯出入口#1 門廳、樓梯出入口#1 轉層共有四處扶手

設置點字貼片。 
(二) 在出入口#2 處 (G110-#2)：位於文心路與臺灣大道交叉路口東南角；具有坡道出入口

#2、階梯出入口#2 (如圖 4)、樓梯出入口#2 門廳、樓梯出入口#2 轉層共有四處扶手

設置點字貼片。 

 

圖 3  市政府站出入口#1處圖 圖 4  市政府站出入口#2處圖 

1.3 扶手無障礙規範規定 (坡道、階梯或樓梯)： 

本節主要依據內政部國管署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政部 109 年 5 月 11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90805039 號函修正部分規定，自 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 探討臺中捷運

站坡道、階梯或樓梯之扶手設置之相關規定 [1,2] (如表 1 所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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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則篇===應用內容：路緣坡道、坡度、點字等。 
(二) 無障礙通路坡道/扶手篇===應用內容：坡道/適用範圍/坡道設計/坡道坡度、扶手/端部

處理等 [12,13]。 
(三) 樓梯或階梯扶手篇===應用內容：樓梯扶手、扶手設置、水平延伸等。 

另外本規範之第四章昇降設備中之『406.6 點字標示：點字標示應設置於一般操作盤

之上、下、開、關、樓層數、緊急鈴、緊急電話等按鈕左側。點字標示詳如 (表 1) 其中

★表示避難層。』有列出電梯使用之『點字標示』[14,15,16]，因此內政部國管署尚未在規範

中建立有關在坡道、階梯或樓梯等扶手末端部使用之點字標示。 

表 1  扶手(無障礙規範)之規定表 

章/名稱 節次 規範內容 (文/圖/表) 備

註 
 

第一章 
/總則 

104 用語定義  

104.4 路緣坡道：穿過路緣石或是建在其上的短坡道。  
104.5 坡度：上下兩端之高度與水平長度之比值。  
104.7 點字：以六點為單元 (方)，運用其凸點的排列組合，構成供視覺障礙者觸讀之文

字符號。 
 

 
 

第二章 
/無障礙

通路 
 
 

206 坡道  
206.1 適用範圍：在無障礙通路上，上下平台高差超過 3 公分，或坡度超過 1/15 者，應

設置符合本節規定之坡道。 
 

206.2 坡道設計  
 206.2.3 坡道坡度：坡道之坡度不得大於 1/12。         

206.5 坡道扶手：高差超過 20 公分之坡道，兩側應設置符合本規範 207 節規定之連續性

扶手，且得免設置水平延伸。 
 

207 扶手  
  207.3.4 端部處理：扶手端部應作防勾撞處理（如圖 207.3.4），並視需要設置可供視覺障

礙者辨識之資訊或點字。 

 

 

 305 樓梯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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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樓梯 

 

305.1 扶手設置：高差超過 20 公分之樓梯兩側應設置符合本規範 207 節規定之扶手，高

度自梯級鼻端起算（如圖 305.1）。扶手應連續不得中斷，但樓梯中間平台外側扶

手得不連續。 

 

305.2 水平延伸：樓梯兩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如圖 305.2.1）延伸不得突出

於走廊上；另中間連續扶手於平台處得免設置水平延伸。 

    

 

第四章 
/昇降 
設備 

 
 
 

406 昇降機廂  
406.6 點字標示：點字標示應設置於一般操作盤之上、下、開、關、樓層數、緊急鈴、

緊急電話等按鈕左側。點字標示詳如表 406.6 ﹙其中★表示避難層﹚。 
 

二、點字系統符號認知 

以臺中捷運綠線之坡道、階梯或樓梯等扶手上貼片點字為主，探討點字符號組成、國

語點字系統、國語點字應用於扶手等，內容依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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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點字符號組成 

點字為視障者、盲人所設計的一種摸讀系統文字；點字又稱盲文、盲字、凸字，是視

障者、盲人使用的文字，亦是視障者用以吸收知識、傳達資訊、紀錄、溝通、寫作、閱讀

的最佳文字系統，對視障者 (盲人) 的教育、就業及社會生活的參與極其重要 [17,18]。在現

今的日常生活中無論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都會設置『點字貼片』以達成友善環

境之社會，如在電梯或藥品包裝、飲料甁、公車上按鈕、飮水機等 (如圖 5~圖 10 所示)，
隨處可以看到由 6 個凸點排列組合而成的小方格點字，讓世界各國的文字變得有意義。對

於視障者而言，點字符號或貼片標示是開啓進入生活知識世界的鎖鑰
 [19-21]。 

 

圖 5  電梯點字圖 圖 6  藥品包裝點字圖 圖 7  飲料瓶點字圖 圖 8  公車鈴點字圖 

  

圖 9 飲水機點字圖 圖 10  飲水機點字(放大比例)圖 

點字係由法國人路易‧布萊爾 (Louis Braille,1809-1852) 發明於 1837 年正式設計完成

的，至 1854 年為各國所正式採用。透過點字板、點字機、點字印表機等在紙張上製作出

不同組合的凸點而組成。『認識點位』是點字學習的第一步，不管學習摸讀點字或書寫點

字都先要認識點位，再來才是分辨點字記號。點字是由六個固定圓點排列組合所形成的點

字記號，點字的基本單位是長方形的盲符，每一方 (cell) 點字有六個點 (dot) 細胞 (寬為二

個點細胞，高為三個點細胞)，六個點的分布是左右兩行，上中下三列 (如圖 11 所示)，左

行自上而下稱為 1、2、3 點，右行自上而下稱為 4、5、6 點。把不同變化的點字記號賦予

不同的意義，每個點可以凸出或不凸出，形成 64 種可能，以代替明眼社會的普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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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24]。因盲用電腦普及的使用範疇內，方便電腦操作及辨識，盲人可以配合點字顯示機

將螢幕上的文字即時轉化成點字 [25,26]，例如：點字就是一個注音符號會對應一個圖形。現

行國語點字為注音符號點字系統，係採布萊爾點字，例如『ㄅ』是屬於 1、3、5 點凸起。

『ㄆ』是屬於 1、2、3、4 點凸起 (如圖 12 所示)。 

 

圖 11  點字一方六個點排列圖 圖 12  (ㄅ及ㄆ) 點字排列圖 

2.2 國語點字系統 

點字語言認知：我國的點字是以注音符號拼成組成之字義，故國語點字又稱注音點

字。又點字語言系統可依不同國家區分有：國語、羅馬 (大陸)、英語、日語、德語、韓語…

等多種點字語言系統。現行國語點字為注音符號點字系統，係採『布萊爾點字』系統之記

號，參考『標準國音點字』及『心目克明點字』之排列，以不同的點字記號代表國語注音

符號，利用排列組合所產生的六十四種變化，組合成各國的點字符號。它除了可以代表國

語注音符號外，也能表示諸如數、理、生、化、及音樂等符號 [27,28,29]。 
國語點字的 (單詞基本點字) 一個發音表示架構為『聲母 (輔音) +韻母 (元音) +結合

韻 (介音) +聲調符號』組成，即 (一)『聲母符號』 [29] 有 21 個盲元 (如圖 13 所示)，(二)
『韻母符號』[29] 有 16 個盲元 (如圖 14 所示) 和(三)『結合韻符號』[29] 共 22 個盲元 (如
圖 15 所示)，(四)『聲調符號』[29] 共 5 個盲元 (如圖 16 所示)。從國語點字系統之摸讀認

知而言：由於國字頗多同音異字，三十七個注音符號無法精確表達字義，因此需藉由上下

文以判斷單字或詞語的意思。 

2.3 國語點字應用於扶手 

依據內政部無障礙規範之『第二章 無障礙通路』扶手規定坡道、階梯/樓梯之『扶手/
端部處理』，扶手端部應作防勾撞處理，並視需要設置可供視覺障礙者辨識之資訊或點字。 

(一)點字符號組成之原則： 

就國語點字記號：先將每一個國字轉成 (注音符號+聲調)，再組合成為『二方或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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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系統，記號表達。其組成原則說明如下： 
1. (注音符號+聲調) =為 4 個音符，則『縮減』為 3 方點字 (聲母+結合韻+聲調)。 
2. (注音符號+聲調) =為 3 個音符，則『直接』為 3 方點字。 
3. (注音符號+聲調) =為 3 個音符，且有『結合韻』22 個音，從 3 個音符則縮減為 2 方點

字 (結合韻+音調)。 
4. (注音符號+聲調) =為 2 個音符；則直接為 2 方點字。 
5. (注音符號+聲調) =為 2 個音符且有『ㄓ、ㄔ、ㄕ、ㄖ為ㄗ、ㄘ、ㄙ』7 個音，則(注音

符號+聲調)從 2 個音符，增加中間『ㄦ』，即增為 3 方點字 (注音符號+ㄦ+聲調)。 

 

圖 13  國語點字聲母符號(共 21個)圖 

 

圖 14  國語點字韻母符號(共 16個)圖 

  

圖 15  國語點字結合韻符號(共 22個)圖 圖 16  國語點字聲調符號(共 5個)圖 

(二)點字符號與扶手點字 

國語點字符號，包含：(聲母+韻母+結合韻) 及 (聲調) 組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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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 (ㄐㄧㄣˋ)』為 4 個音符，畫分為聲母 (ㄐ)、結合韻 (ㄧㄣ) 及四聲 (ˋ)之點字；

即『(ㄐ+(ㄧㄣ)+ˋ)』共 3 方點字組成 (如圖 17 所示)；同理『電 (ㄉ+(ㄧㄢ)+ˋ)』亦

為 3 方點字 (如圖 21 所示)。 
2. 『站(ㄓㄢˋ)』為 3 個音符，畫分為聲母 (ㄓ)、韻母 (ㄢ)及四聲 (ˋ)；亦即『(ㄓ+ㄢ+

ˋ)』共 3 方點字組成 (如圖 18)；同理『坡 (ㄆ+ㄛ+-)』、『道 (ㄉ+ㄠ+ˋ)』(如圖 19)、
『梯 (ㄊ+ㄧ+-)』等亦為 3 方點字 (如圖 21 所示)。 

3. 『往(ㄨㄤˇ)』為 3 個音符，畫分為韻母 (ㄨㄤ) 及三聲 (ˇ)；亦即『(ㄨㄤ)+ ˇ』共 2
方點字組成 (如圖 20 所示)；同理『文 (ㄨㄣ) +ˊ』亦為 2 方點字。 

4. 『一(ㄧ-)』為 2 個音符，畫分為韻母 (ㄧ)及一聲 (-)；亦即『(ㄧ)+(-)』共 2 方點字組成；

同理『二 (ㄦ+ˋ)』亦為 2 方點字。 
5. 『師 (ㄕ-)』為 2 個音符，畫分為聲母 (ㄕ) 及一聲 (-)且有『ㄓ、ㄔ、ㄕ、ㄖ為ㄗ、ㄘ、

ㄙ』7 個音；則 (聲母+聲調) 從 2 音符，增加中間『ㄦ』，即(ㄕ+(ㄦ)+ -)增為 3 方點字

組成，同理『之ㄓ+ (ㄦ) +ˋ)』亦為 3 方點字。 
綜合彙整臺中捷運市政府站『#1 出入口』坡道扶手上點字貼片單字點字之字義為『進

站坡道往電梯』(如圖 22 所示)。 

 
圖 17 『進』點字圖 圖 18 『站』點字圖 圖 19 『坡道』點字圖 

 
圖 20『往』點字圖 圖 21  『電梯』點字圖 

三、扶手點字配置與認知 

本文在探討『臺中捷運站之扶手點字』內容，分析過程先依巿政府站體出入口，區分 



臺中捷運市政府站扶手點字解析與認知 

－135－ 

 

圖 22  國語點字『進站坡道往電梯』圖 

(一)為出入口 (#1 或#2)及 (二) 再依對應設施項目分類：坡道、階梯、門廳樓梯、轉層樓梯；

故本章節扶手點字配置共計有八區。其扶手上設置『點字貼片』編號、圖示認知如下： 

3.1 站體之出入口#1：文心路二段與臺灣大道二段，近臺中市政府 

(一)出入口#1坡道；設置點字貼片有 4片。 

出入口#1 處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口扶手 (如圖 23 所示)，坡道式扶手點字設置，內

容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1F (道路：文心路二段)至 1.5F (門廳：電扶梯) 行進其間，經過坡道式扶手

點字貼片《A》、《B》等二片(如圖 23 所示)。 
2. 下行動線：1.5F(門廳：電扶梯)至 1F (道路：文心路二段)行進其間，經過坡道式扶手點

字貼片《C》、《D》等二片 (如圖 23 所示)。 

(二)出入口#1階梯；設置點字貼片有 4片。 

出入口#1 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口扶手 (如圖 24 所示)，階梯式扶手點字設置，內容

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之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1F (道路：文心路二段) 至 1.5F (門廳：電扶梯) 行進其間，經過階梯式扶手

點字貼片《A》、《B》等二片 (如圖 24 所示)。  
2. 下行動線：1.5F (門廳:電扶梯) 至 1F (道路：文心路二段) 行進其間，經過階梯式扶手

點字貼片《C》、《D》等二片 (如圖 24 所示)。 

(三)出入口#1門廳樓梯；設置點字貼片有 4片。 

出入口#1 處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口扶手 (如圖 25 所示)，樓梯式扶手點字設置，內

容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之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1.5F (門廳樓梯) 至 2.5F (轉層平臺)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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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等二片 (如圖 25 所示)。  
2. 下行動線：2.5F (轉層平臺) 至 1.5F (門廳樓梯)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

《C》、《D》等二片 (如圖 25 所示)。  

 

圖 23  出入口#1坡道扶手點字圖 圖 24  出入口#1階梯扶手點字圖 

(四)出入口#1轉層樓梯；設置點字貼片有 4片。 

平臺處面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入口扶手 (如圖 26 所示)，樓梯式扶手點字設置，內容

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之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2.5F (轉折平臺) 至 3.0F (月臺層)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

《B》等二片 (如圖 26 所示)。  
2. 下行動線：3.0F (月臺層) 至 2.5F (轉折平臺)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

《D》等二片 (如圖 26 所示)。 

3.2 站體之出入口#2：文心路二段與大墩 20街交叉口 

(一)出入口#2坡道；設置點字貼片有 8片。 

出入口#2 處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口扶手 (如圖 27 所示)，坡道式扶手點字設置，內

容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之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1F (道路：文心路二段) 至 1.5F (門廳：電梯) 行進其間，經過坡道式扶手點

字貼片《A》、《B》、《C》、《D》等四片 (如圖 27 所示)。  
2. 下行動線：1.5F (門廳：電梯) 至 1F (道路：文心路二段) 行進其間，經過坡道式扶手點

字貼片《E》、《F》、《G》、《H》等四片 (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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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出入口#1門廳樓梯扶手點字圖 圖 26  出入口#1轉層樓梯扶手點字圖 

(二)出入口#2階梯；設置點字貼片有 4片。 

出入口#2 處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口扶手 (如圖 28 所示)，階梯式扶手點字設置，內

容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之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1F (道路：文心路二段) 至 1.5F (門廳：電扶梯) 行進其間，經過階梯式扶手

點字貼片《A》、《B》等二片 (如圖 28 所示)。  
2. 下行動線：1.5F (門廳：電扶梯) 至 1F (道路：文心路二段) 行進其間，經過階梯式扶手

點字貼片《C》、《D》等二片 (如圖 28 所示)。 

(三)出入口#2門廳樓梯；設置點字貼片有 4片。 

出入口#2 門廳處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口扶手 (如圖 29 所示)，樓梯式扶手點字設置，

內容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之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1.5F (門廳) 至 2.5F (平臺)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B》  

等二片 (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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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行動線：2.5F (平臺) 至 1.5F (門廳)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D》

等二片 (如圖 29 所示)。  

  

圖 27  出入口#2坡道扶手點字圖 圖 28  出入口#2階梯扶手點字圖 

(四)出入口#2轉層樓梯；設置點字貼片有 4片。 

出入口#2 平臺處臨 (文心路二段) 之出口扶手 (如圖 30 所示)，樓梯式扶手點字設置，

內容依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功能，分為上行動線、下行動線兩種。 
1. 上行動線：2.5F (平臺) 至 3.0F (月臺層)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

《B》等二片 (如圖 30 所示)。 
2. 下行動線：3.0F (月臺層) 至 2.5F (平臺) 行進其間，經過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

《D》等二片 (如圖 30 所示)。 

四、扶手點字內容與解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臺中捷運綠線市政府站之扶手點字，區分為 (一) 站體之出入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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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路二段與臺灣大道二段，近臺中市政府，(二) 站體之出入口 #2：文心路二段與大墩

20 街交叉口。其扶手上設置『點字貼片』字義、內容與解析如下： 

  

圖 29  出入口#2門廳樓梯扶手點字圖 圖 30  出入口#2轉層樓梯扶手點字圖 

4.1 站體之出入口 #1：文心路二段與臺灣大道二段，近臺中市政府 

(一)出入口#1坡道 

1. 上行動線：坡道式扶手點字貼片《A》、《B》等二處。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進站坡道往電梯」(如圖 31a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

排；上排 4 個(共 12 方)國語點字，下排 3 個(共 8 方)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前方電梯」(如圖 31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5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組成。但是上排第一個字

「前」之點字表達少了一方，設置錯誤！正確點字形 (如圖 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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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a  點字貼片《A》內容 解析圖 圖 31b  點字貼片《B》內容 解析圖 

2. 下行動線：坡道式扶手點字貼片《C》、《D》等二處。  
(1)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出站坡道」(如圖 31c)，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排 2  個

(共 6 方)國語點字，下排 2 個(共 6 方)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左往文心路」(如圖 31d)，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排

2 個(共 5 方)國語點字，下排 3 個(共 8 方)國語點字組成。 

  

圖 31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1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二)出入口#1階梯  

1. 上行動線：階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B》等二處。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進站方向出入口一」(如圖 32a 所示) ，扶手上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共 4 個 12 方)國語點字，下排 4 個(共 11 方)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前往月臺」(如圖 32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5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共 5 方)國語點字組成。  
2. 下行動線：階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D》等二處。 

(1)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出站方向」(如圖 32c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組成。   



臺中捷運市政府站扶手點字解析與認知 

－141－ 

  
圖 32a  點字貼片《A》內容解析圖 圖 32b  點字貼片《B》內容解析圖 

(2)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前往文心路」(如圖 32d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

上排 2 個 (共 5 方) 國語點字，下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2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2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三)出入口#1門廳樓梯  

1. 上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B》等二處。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往月臺」(如圖 33a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共 7 方)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轉折平臺左往月臺」(如圖 33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 4 個 (共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0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下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D》等二處。 

(1)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往出口」(如圖 33c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往出口出入口一」(如圖 33d 所示) ，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1 方) 國語點字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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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a  點字貼片《A》內容解析圖 圖 33b  點字貼片《B》內容解析圖 

  

圖 33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3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四)出入口#1轉層樓梯  

1. 上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B》等二處。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往月臺」(如圖 34a 所示) ，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共 7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本層穿堂前往月臺」(如圖 34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 4 個 (共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0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4a  點字貼片《A》內容解析圖 圖 34b  點字貼片《B》內容解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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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D》等二處。  
(1)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往出口」(如圖 34c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轉折平臺右往出口」(如圖 34d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 4 個 (共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0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4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4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4.2 站體之出入口 #2：文心路二段與大墩 20街交叉口 

(一)出入口 #2坡道 

1. 上行動線：坡道式扶手點字貼片《A》、《B》、《C》、《D》等四處。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進站坡道往電梯」(如圖 35a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

排；上排 4 個 (共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右往電梯」(如圖 35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4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5a  點字貼片《A》內容解析圖 圖 35b  點字貼片《B》內容解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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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進站坡道往電梯」(如圖 35c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

排；上排 4 個(共 12 方)國語點字，下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4)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左方電梯」(如圖 35d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5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5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2. 下行動線：坡道式扶手點字貼片《E》、《F》、《G》、《H》等四處。  
(1) 點字貼片《E》之內容為「出站坡道」(如圖 35e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F》之內容為「左前出站」(如圖 35f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5e  點字貼片《E》內容解析圖 圖 35f  點字貼片《F》內容解析圖 

(3) 點字貼片《G》之內容為「出站坡道」(如圖 35g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6 方) 國語點字組成。 
(4) 點字貼片《H》之內容為「右往文心路」(如圖 35h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

上排 2 個 (共 4 方) 國語點字，下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二)出入口#2階梯 

1. 上行動線：階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B》等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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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g  點字貼片《G》內容解析圖 圖 35h  點字貼片《H》內容解析圖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進站方向出入口二」(如圖 36a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 4 個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1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前往月臺」(如圖 36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 (共 5 方) 國語點字，下排 2 個 (共 5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6a  點字貼片《A》內容解析圖 圖 36b  點字貼片《B》內容解析圖 

2. 下行動線：階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D》等二處。 
(1)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出站方向」(如圖 36c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上

排 2 個(共 6 方)國語點字，下排 2 個(共 6 方)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前往文心路」(如圖 36d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排；

上排 2 個 (共 5 方) 國語點字，下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三)出入口#2門廳樓梯 

1. 上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B》等二處。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往月臺」(如圖 37a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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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轉折平臺左往月臺」(如圖 37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之上排 4 個 (共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0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6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6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圖 37a  點字貼片《A》內容解析圖 圖 37b  點字貼片《B》內容解析圖 

2. 下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D》等二處。  
(1)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往出口」(如圖 37c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往出口出入口二」(如圖 37d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兩

排；上排 3 個 (共 8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1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四)出入口#2轉層樓梯 

1. 上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A》、《B》等二處。  
(1) 點字貼片《A》之內容為「往月臺」(如圖 38a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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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本層穿堂前往月臺」(如圖 38b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 4 個 (共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0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7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7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圖 38a  點字貼片《A》內容解析圖 圖 38b  點字貼片《B》內容解析圖 

2. 下行動線：樓梯式扶手點字貼片《C》、《D》等二處。  
(1) 點字貼片《C》之內容為「往出口」(如圖 38c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僅一排 3 個

(共 7 方) 國語點字組成。    
(2) 點字貼片《D》之內容為「轉折平臺右往岀口」(如圖 38d 所示)，扶手上之點字設置

兩排；上排 4 個 (共 12 方) 國語點字，下排 4 個 (共 10 方) 國語點字組成。 

 

圖 38c  點字貼片《C》內容解析圖 圖 38d  點字貼片《D》內容解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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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扶手點字成果與比較 

本節在探討捷運市政府站之扶手點字，分為 (一) 站體出入口#1 或#2 坡道或階梯或樓

梯之扶手點字成果，(二) 站體內分區扶手點字貼片之方數，(三) 站體內分區扶手點字貼片

之內容及字義；說明如下： 

5.1站體出入口#1或#2坡道或階梯或樓梯之扶手點字成果  

(一) 出入口#1 坡道：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39 所示)。 

 

圖 39  出入口#1/坡道扶手點字成果圖 

(二) 出入口#1 階梯：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40 所示)。 

 

圖 40  出入口#1/階梯扶手點字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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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入口#1 門廳樓梯：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出入口#1/門廳樓梯扶手點字成果圖 

(四) 出入口#1 轉層樓梯：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42 所示)。 

 

圖 42  出入口#1/轉層樓梯扶手點字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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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入口#2 坡道：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43 所示)。 

 

圖 43  出入口#2坡道扶手點字成果圖 

(六) 出入口#2 階梯：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44 所示)。 

 

圖 44  出入口#2階梯扶手點字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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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出入口#2 門廳樓梯：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45 所示)。 

 

圖 45  出入口#2門廳樓梯扶手點字成果圖 

(八) 出入口#2 轉層樓梯：扶手點字貼片認知及解析之成果彙整 (如圖 46 所示)。 

 

圖 46  出入口#2轉層樓梯扶手點字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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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站體內分區扶手點字貼片之方數 

以臺中捷運市府站之扶手點字貼片為主題，針對：出口處、扶手位置、高程、點字貼

片編號、組成方數、總方數等比較 (如表 2 所示)。發現：1.在出入口#1 處，(坡道/階梯/
樓梯 A/樓梯 B) 每處設置點字貼片總方數 (56/58/56/59)；2.在出入口#2處，(坡道/階梯/樓
梯 A/樓梯 B) 每處設置點字貼片總方數 (110 (62+48) /58/56/59)，在出入口#2 處坡道扶手
點字點片：設置 8片點字貼片總數 (110方)；上行動線扶手貼片 (62方)，下行動線扶手貼
片 (48方)。 

表 2  捷運巿政府站扶手點字貼片之『組成方數』表  

出口處 
扶手 

位置 
高程 

點字貼片 
總方數 備註 

片數 (編號/每片組成方數) 

#1 

坡道 1.0F      1.5F 4 A/20 B/11 C/12 D/13 56 ★ 

階梯  1.0F      1.5F 4 A/23 B/10 C/12 D/13 58  

樓梯 A 1.5F      2.5F 4 A/7 B/22 C/8 D/19 56  

樓梯 B 2.5F      3.0F 4 A/7 B/22 C/8 D/22 59  

#2 

坡道 1.0F      1.5F 8 
A/20 B/10 C/20 D/12 62 

110 ◆ 
E/12 F/12 G/12 H/12 48 

階梯 1.0F      1.5F 4 A/23 B/10 C/12 D/13 58  

樓梯 A 1.5F      2.5F 4 A/7 B/22 C/8 D/19 56  

樓梯 B 2.5F      3.0F 4 A/7 B/22 C/8 D/22 59  

★ 點字貼片《B》內容「前方電梯」(圖 31b)，點字兩排；上排 2個 (共 5方) 點字，下排 2個 (共
6方) 點字。但是上排第一個字「前」之點字表達少了一方，設置錯誤！ ◆ 出入口#2 處坡道 (1.0F      1.5F)；上行扶手點字貼片 (A/B/C/D) 有 4 片 (62 方)，下行扶手
點字貼片 (E/F/G/H) 有 4片 (48方)，共計扶手點字貼片 8片 (110方)。 

5.3 站體內分區扶手點字貼片之內容及字義  

以臺中捷運綠線市府站之扶手點字貼片為主題，針對：出口處、扶手位置、高程、點

字貼片 (編號/內容、字義)。發現：例如在 (#1) 出入口處之坡道扶手點字：(1) 上行動線字
義《A》進站坡道往電梯，《B》前方電梯；下行動線字義《C》出站坡道，《D》左往文
心路 (如表 3所示)；解析中文內容，建議標註於扶手上，以利於民衆協助視障者摸讀之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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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中捷運綠線巿政府站扶手點字貼片之『內容及字義』表 

出口處 
扶手 

位置 
高程 

點字貼片(編號/排數) 
備註 

內容、字義 

#1 

坡道 1.0F      1.5F 

A/2 B/2 C/2 D/2 

★ 進站坡道 

往電梯 
前方電梯 出站坡道 左往文心路 

階梯 1.0F      1.5F 

A/2 B/2 C/2 D/2 

 進站方向 

出入口一 

前往 

月臺 
出站方向

前往 

文心路 

樓梯 A 1.5F      2.5F 

A/1 B/2 C/1 D/2 

 
往月臺 

轉折平臺

左往月臺
往出口

往出口 

出入口一 

樓梯 B 2.5F      3.0F 

A/1 B/2 C/1 D/2 

 
往月臺 

本層穿堂

前往月臺
往出口

轉折平臺 

右往出口 

#2 

坡道 1.0F      1.5F 

A/2 B/2 C/2 D/2 

◆ 

進站坡道 

往電梯 

右往 

電梯 

進站坡道

往電梯

左方 

電梯 

E/2 F/2 G/2 H/2 

出站坡道 左前出站
出站 

坡道 

右往 

文心路 

階梯 1.0F      1.5F 

A/2 B/2 C/2 D/2  

進站方向出入口二 前往月臺
出站 

方向 

前往 

文心路 

樓梯 A 1.5F      2.5F 

A/1 B/2 C/1 D/2  

往月臺 
轉折平臺

左往月臺
往出口

往出口 

出入口二 

樓梯 2.5F      3.0F 

A/1 B/2 C/1 D/2  

往月臺 
本層穿堂前

往月臺 
往出口 轉折平臺右往出口 

★ 點字貼片《B》內容「前方電梯」(圖 31b)，點字兩排；上排 2 個 (共 5 方) 點字，下排 2 個(共 6 方)點字。但是上

排第一個字「前」之點字表達少了一方，設置錯誤！ ◆ 出入口#2 處坡道 (1.0F       1.5F)；上行貼片(A/B/C/D)有 4 處，下行貼片(E/F/G/H)有 4 處，共計扶手點字貼片 8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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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針對臺中捷運綠線市府站，主要探討站體出入口 (#1 或#2) 扶手設置點字貼片之

字義、內容。依緒論、點字系統符號認知、扶手點字配置與認知、扶手點字內容與解析、

扶手點字成果與比較等說明，其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6.1 結論 

(一)扶手點字貼片認知： 

1. 在站體出入口#1 處，毎一處坡道、階梯、樓梯設置點字貼片；上行動線《A》、《B》
及下行動線《C》、《D》片，共設置 4 片。 

2. 在站體出入口#2 處，除出入口 (坡道) 處設置點字貼有上行動線《A》、《B》、《C》、

《D》及下行動線《E》、《F》、《G》、《H》片，共設貼片 8 片外。其餘階梯、樓

梯處，皆設置點字貼片 4 片。 

(二)扶手點字貼片解析： 

1. 點字貼片施工，係平行扶手方向設置，又每一點字貼片內每字元配置分為 (單及雙) 排
式，由左往右配置表達字義、內容，以利視障者定位行動獲得正信息。 

2. 經點字貼片解析後發現：在站體之出入口#1 坡道設置點字貼片，在上行扶手點字貼片

編號《B》內容為「前方電梯」(如圖 31b)，扶手上之點字兩排；上排第一個字「前」

之 (注音點字) 字元少了一方，設置錯誤！正確點字形 (圖 31b)。 

(三)扶手點字成果與比較： 

1. 依『臺中捷運站之扶手點字』內容及字義，彙整、分析過程依出入口 (#1 或#2) 兩類；

故扶手點字出入口#1 之坡道、階梯、門廳樓梯、轉層樓梯及出入口 #2 之坡道、階梯、

門廳樓梯、轉層樓梯共有八區。其扶手上『點字貼片與字義』以成果 (如圖 39~圖 46)。 
2. 在出入口#2 處，坡道扶手點字貼片共計 8 片，點字內容組成總數 (為 110 方)；上行點

字貼片組成 62 方)，下行點字貼片 48 方)。其他各處皆為扶手上設置 4 片之點字貼片。 
3. 在扶手『點字貼片』之點字貼片編號/內容及字義。例如在出入口 #1 處，坡道： 

(1) 上行動線點字字義《A》進站坡道往電梯，《B》前方電梯。 
(2) 下行動線點字字義《C》『出站坡道』，《D》『左往文心路』，以利協助視障者摸

讀之功能。 

6.2 建議 

(一) 在臺中捷運公司經營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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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正『巿政府站之出入口 #1』坡道，上行動線：扶手點字貼片《B》之內容為「前方

電梯」，正確點字貼片圖形 (如圖 31b 所示)。 
2. 針對『臺中捷運站綠線』其餘 17 站之全面性盤點、認知、分析扶手點字貼片，便於明

盲者共用。 
(二) 在扶手點字設計方面：貼片上有點字標示、中文，及旁邊配置 QRcode 便於明盲者共

用，採用扶手上點字貼片旁加中文內容及字義標註，以利於銀髮族之使用及民眾協助

視障者摸讀之功能。 
(三) 在科技語音應用方面：採用有聲號誌 (如布榖聲、鳥叫聲、蟋蟀聲、其他)、語音導覽

、語音報導等。 
(四) 在法規研修方面：『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增設扶手篇之『點字圖例』標示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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