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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  
小客車提示音的偏好及感知評估 

本研究以車內提示音為例，針對方向燈、車門未關警示、喇叭、倒車雷達、R 檔音總共

5 種功能 35 個聲音樣本進行實驗，探討使用者對聲音信號的主觀評價，並透過訪談瞭

解，那些特性會影響使用者評估聲音的喜好度與適合度，期能設計出符合大眾偏好的聲

音。實驗結果得出受測者對各提示音的評價排序，以及受測者對每個車款與提示音的偏

好程度，作為評估並增進聲音信號對於使用者好感度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車內提示音為例，針對方向燈、車門未關警示、喇叭、倒車雷達、R檔音總共 5種功能 35

個聲音樣本進行實驗，探討使用者對聲音信號的主觀評價，並透過訪談瞭解，那些特性會影響使用

者評估聲音的喜好度與適合度，期能設計出符合大眾偏好的聲音。實驗結果得出受測者對各提示音

的評價排序，以及受測者對每個車款與提示音的偏好程度，作為評估並增進聲音信號對於使用者好

感度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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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客車提示音的圖象設計與評估 

開發汽車圖像適配度的測試軟體，並設計實驗測試 95個汽車圖像的辨識績效表現。將

汽車圖象分別七大類型， (1)Image- related:使用具有代表性的圖案來代表物件或動作。

(2)Concept- related: 與具象圖案有所區別，產生將概念加以具象化的圖示。(3)Semi- 

abstract:結合典型的圖案元素與抽象的概念圖示。(4)Arbitrary:對所要表達的功能沒有明

顯依據，只能透過學習或經驗使其具有意義。(5)Text:使用文字表示。(6)Abbreviation:

採用縮寫表示。(7)Combined:結合圖案與文字的圖像。運用上述七個原則，可為每個功

能產生視覺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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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的根本原因編碼與分析 
大多數意外事故與人為疏失有關，但人們並非有意犯錯，所以需要了解人為疏失與意外事故的因果

關係及其重要性，探究如何避免人為疏失並預防事故的發生。若是無法完全避免人為疏失，該如何

降低其發生事故的危險與損害程度。因此本實驗室應用人因工程的分析工具與程式，探討意外事故

中的人為疏失。將質化的意外事故或事件資料轉化成可以進行統計分析的編碼資料，以便透過統計

分析得出關鍵的意外事故情境，找出引發事故的根本原因(root cause)，再從這些情境與根本原因

發展預防措施，包括人員篩選及訓練，工具與環境的改善。 

OR

49

Weak 

roofing 

material

46

Unguarded 

opening

3

Weak roofing 

material

Unguarded 

opening

Fall from roof surface

 

設計預防意外事故的安全圖象 

根據重大工安事故進行根本原因分析，將個案例發生的情境與致災原因重新歸納

為:(1)不安全行為、(2)不當管理、(3)不安全環境、(4)不安全機具以及(5)不安全材

料五大類。再與 OGP Life Saving Rules(LSR) Icon 進行比對並設計圖象，作為勞安

衛訓練與防災之參考。 

 



人因工程分析工具與模式 

各式人因工程質化與量化分析工具與模式的整合應用布林失誤樹、決策樹、路徑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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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汽車圖像適配度的測試軟體。 設計實驗測試辨識 95個汽車圖像的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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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eng, C.-C., Sheng, Y.-C., Tsai, Yue-Jin , Chi, C.-F. (2014) The Influence of Cooling 

Forearm/Hand and Gender on Estimation of Hand Grip Strength, Ergonomics. 17, 1-13.(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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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身心障礙者很難自行找到適合的電腦輔具，因此參考 Anson(1997)發展的決策樹，切

割 Anson 的決策樹成為互斥獨立的子樹來配合身心障礙者的實際需求。諸如這類修整決

策樹的方法也可被應用來發展其它決策支援系統。 

9. Chia-Fen Chi, Yuan-Yuan Lin, & Mohamad Ikhwan (2012) Flow Diagram Analysis of Electrical 

Fatal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afety Science. 50, 1205-1214.(SCI) 

將感電職災依碰觸類型區分為直接與間接碰觸，以及電力來源為高壓電、電器設備或漏

電設備等來分為七種危害類型，分別繪製感電路徑圖，以呈現感電路徑與預防措施， 

10. Chia-Fen Chi, Yuh-Chuan Shih, Wen-Lin Chen (2012) Effect of Cold Immersion on Grip 

Force, EMG, and Thermal Discomf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42, 113-

121.(SCI) 

用結構方程式探討性別、手部與全身人體記測資料、對手部膚溫與最大握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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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996至 2002年 255件感電重大職災的性別、年齡、雇用人數、工作經驗、作業

別、媒介物、發生原因、危害類型，並利用統計分析來探討影響因素間的相關性，以探

討造成五大類型感電職災的各項影響因素與重要情境，進而找出預防對策與措施。 

13. Chi, C. F., Lin, C.-H., Yang, H.-S. (2008) The causal analysis of requested alterations for 

pressure garments, Journal of Burn Care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Burn Care and Research. 29, 

965-974 (SCI) 

分析 127個購置壓力衣的燒燙傷病患，將購置的壓力衣送回陽光重建中心進行修改共有

342件，找出這些壓力衣瑕疵（需要修改的原因）。從原因分析得到的資訊可以用來減少

重複修正壓力衣的次數，因而增進加壓力治療的品質與效果。 

14. 紀佳芬、楊漢聲、陳文雄、劉國青、張庭彰、丁心逸 (2008)「營造業墜落重大墜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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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fatigue measurement, Perceptual & Motor Skills, 108, 229-238.(SSCI) 

探討螢幕護目鏡對作業人員視覺疲勞與工作績效之影響，結果顯示因為霍桑效應護目鏡

在短期之內減輕了某些視覺疲勞的指標，但 CFF卻顯示護目鏡降低了亮度對比，因此反

而增加視覺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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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工作環境評估、作業流程描述、工作活動抽樣、以及問卷調查，分析 27名身心障

礙者從事電話服務業務所面臨之潛在人因工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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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bility with image descriptors. Perceptual & Motor Skills, 107, 618-628 (SSCI) 

以點字矩陣解析英文 26個大小寫字母共 52字的結構，算出各字以最常用以 Times New 

Roman (Times)及 Italic 兩種字体的 8項描述值。接著測試 20位受試者對 104個大小寫

英文字母的辨識閾值，並探討字高及字寬與斜體對辨識閾的影響。 

18. Chia-Fen Chi , Chang Tin-Chang, Jen-Chieh Song (2007) Job compensable factors and factor 

weights derived from job analysis data, Perceptual & Motor Skills, 104, 1193-1204.(SSCI) 

分析 1039個職業的職業分析與薪資評比資料，探討工作屬性和報酬的關係。將本研究

的職業分析項目與工作評價文獻比較，發現現有分析變項中沒有涵蓋心智需求(mental 

effort)及工作責任，可見交叉確認並校正工作分析因素和薪資評比資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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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台北市從事按摩視障者肌肉骨骼系統疾病的盛行率(71%)與主要原因。年資及每天

工作時數超 過 4 小時與手指及拇指的肌肉骨骼的盛行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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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臺北捷運民國 89 年旅客搭乘電扶梯意外事故資料共 194 件，將事故紀錄依照傷

者、作業、產品、環境來分析其發生原因，以歸納出主要傷害類型。 

21. Chi, Chia-Fen, Chang, Tin-Chang and Hsin-I Ting (2005) Accident Pattern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Fatal Occupational Fall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pplied Ergonomic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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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民國 83-86 年間 621 個營造業墜落重大職災，除擷取性別、年齡、公司規模、工作

經驗、災害類型、作業別以及墜落原因等因素，建立墜落職災的分類模式以進行編碼，

找出墜落事故的災害類型，並根據不同的災害類型討論適用的墜落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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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點字矩陣（pixel）解析 5401 中文字的結構，算出各字以最常用四種字體：明體、楷

體、隸書及黑體顯示時的 8 項描述值。接著測試 16 位受試者對 500 常用中文字之筆畫

數、字高、字寬對四種字體辨識閾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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