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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雪山隧道為例，探討何種車內警告資訊的呈現方式，可最快提示駕

駛者下一步該做之事項，避免災情擴大，因此，警告介面的呈現方式將是我們研

究的重點，在實驗前，本組蒐集有關視角、圖示、字型、顏色等相關文獻，在實

驗前，先設計出初步的交通號誌，再利用焦點團體法的方式，取得會議中大家的

意見及建議，當取得共識後，設計出混淆矩陣問卷，再將問卷發放給雲林科技大

學各學院學生填寫，將視認度最高的圖示，作為實驗中圖示的依據；實驗過程中，

分別就圖示、文字以及圖示+文字三種顯示方式去做測試，了解何種顯示方式能

讓駕駛者最快偵測到警告資訊，以及有最快的決策速度。 

實驗結果顯示，在偵測時間方面，文字顯著的優於圖示；而決策時間及整體

的反應時間方面，則是文字及圖示+文字顯著的優於圖示；雖然本組在實驗前，

已有進行嚴謹的焦點團體法來設計圖示，但最後圖示的整體時間績效仍較差，可

能是因隧道災害事件在日常交通中並不常見，導致大眾對隧道災害圖示的不熟悉，

再加上實驗對象都是大學生，字優效應在實驗中扮演重要因素。 

在問卷結果部份，圖示的顯示方式在偏好程度、資訊量多寡、壓力程度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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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 

理疲倦程度方面皆與文字及圖示+文字沒有顯著差異，但在整體時間績效卻是較

差的，這是日後學者進行相關研究中值得更深入探討的問題。 

期盼本組之實驗結果，能作為日後警告資訊介面設計之參考，並有效防止交

通事件發生，增進駕駛者行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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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內專注監測模擬圖 

 

 

 

 

 

 

專注監測設計流程 

 

隨機左右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