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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訪談與調查研究

法進行門牌號碼文字與色彩視認性之研

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門牌號碼設計中，視

認性最佳的字體、字間及色彩的組合，並

同時比較設計背景與非設計背景者對字體

選擇是否有差異、不同年齡層對中文字體

及阿拉伯數字的視認性是否有差異、不同

性別與不同年齡層對色彩的視認性是否有

差異。研究結果可提供戶政事務所等相關

單位較客觀的參考數據，以及視覺傳達設

計實務和教學上之參考。 

  本研究實驗設計的視認性調查與測試

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文字體視認

性調查，由具設計背景與非設計背景各 30

人進行調查。第二階段為中文字體及阿拉

伯數字視認性測試，受測對象為年齡 17∼

60歲160人。第三階段門牌之文數字與色

彩視認性測試，受試對象年齡為 17至 60

歲，共計117人。 

  所得主要結論如下： 

1. 較適合應用於門牌號碼的字體依序為特
粗楷體、特粗明體、粗圓體、特粗黑體。 

2. 視認距離為 20m、字高 5cm的阿拉伯數
字與視認距離為 10.5m、字高 3cm的中
文字體，以特粗黑體視認性較佳。視認
距離為12.5m、字高3.5cm的中文字體，
在黑底白字的情況下，以粗圓體視認性
較佳。 

3. 文字間距對門牌號碼視認性的影響並無
顯著差異。 

4. 視認性最佳的門牌號碼色彩組合依序為
「藍底白字」、「紅底白字」、「黑底白
字」、「綠底白字」。視認性最差的色彩組
合為「紫底黃字」與「白底褐字」。 

5. 不同年齡層對色彩視認性之影響，
P=.000（P<.05）其差異達顯著水準。 
 

關鍵詞：環境視覺設計、視認性、 
門牌號碼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legibility of the different viewing 
distances, sizes, typefaces, leadings and colors 
on the doorplate design. Th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 legi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ges and sextures are also made. 
The literature review, deep interviewing, and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are utilized.  

    There are three steps in this study. The first 

step i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ive legibility 

of Chinese typeface proceeded with 30 design 

background and 30 non-design background 

subjects. The second step is a test for the 

effective legibility of the Chinese typefaces and 

Arabic numerals. A total of 160 subjects vary in 

different ages are tested. The third step is a test 

for the effective legibility of text and colors on 

doorplate. There are total 117 subjects tested.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1) the 
most appropriate typefaces on doorplate are 
Bold Kai, Bold Ming, Bold Round, Bold 
Helvetica; (2) the most effective legibility of the 
typeface is Bold Helvetica when the Ara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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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al are 5cm height in 20m legible distance 
and 3cm height in 10.5m legible distance; (3)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found between the 
leading of the tex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egibility; 
(4) the most legible colors collocation are white 
type in blue, red, black and green background, 
and the poorest legible color are yellow type in 
purple background and brown type in white 
background; (5)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found 
between among different-age test in the effective 
legibility of the color collo-ca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Visual Design, 

Legibility, Doorplate 
 
二、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由於台灣在經濟上的高度成

長，不論國民所得或外匯存底均已大幅增
加，使得民眾在物質生活上享有相當高的
水準。因此，居家環境品質也逐漸提昇，
不論是建築外觀或室內設計，都不難發現
國人對居住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相較之
下，建築物以外的環境則遜色許多，主要
是因整個都市計畫缺乏一致性的規劃，導
致我們的市容顯得雜亂無章。 
龍冬陽（1997）指出環境視覺設計的

觀念與技術，直至最近二年才在商業司委
託外貿協會有計畫的推動之下，逐漸引起
人們的重視。對於現代化國際都會而言，
一個易於視認的指示標誌識別系統，不僅
為當地居民帶來便利性，更令訪客印象深
刻，它不但向每個人傳達這個城市有效
率、有組織的一面，同時也展現一個地方
政府的施政品質，以及為提昇都市形象所
作的努力。李新富（1997）認為公共環境
的指示標誌系統設計，其意義不僅是處理
環境訊息傳達的重要設施，更可以視為一
種環境訊息的發射站；其價值不僅在於促
使人們與環境交流更加順暢，更可以視為
一項有效調節環境訊息的管理工具。 
有鑑於此，針對環境視覺的部分，包

括廣告看板、路燈、垃圾桶、公共電話亭、
路標設計、住戶的門牌、信箱等，如能作
一整體的規劃，必能塑造一個符合空間美
學的城市。其中門牌號碼的功能除了提供

郵差傳遞信件之依據外，主要在於區別出
住戶所住地，以供訪客辨識。而門牌號碼
中傳遞訊息的主要媒介即為文字與數字。
魏朝宏（1973）曾指出，在現代人類生活
中，文字乃是一種最直接、最正確的視覺
傳達（Visual Communication）媒體。早
在人類文明初期，先民即將記號（Sign）
作為文字的基礎，來表達並溝通思想情
感。後經遞嬗演進，這種傳知達意表情抒
感的語文符號（Verbal Symbol）－文字，
自然而然地在人類的文化上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 
就國內目前所使用之門牌格式而言，

已由內政部授權各縣市政府自行核定辦
理，致使各縣市現有門牌尺寸大小不一，
文字編排形式、色彩也不盡相同。而在鄉
鎮地區的門牌多半早已銷聲匿跡，每每造
成辨識上的困擾，也益發顯示國內戶政事
務單位對門牌設計的忽視。而有關門牌號
碼的設計，承辦單位多數委託設計業者執
行，但設計者通常僅由個人主觀認知與經
驗著手，缺乏較客觀的調查與測試作為依
據。綜上所述，本研究即針對門牌號碼設
計文字與色彩視認性進行調查研究，以累
積相關的研究成果，提供視覺傳達設計工
作者與戶政事務單位規劃門牌時之參考，
並喚起相關單位對環境視覺指標設計的重
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究門牌號碼設計

中，文字與色彩的最佳視認字體、字間、
色彩組合等，以供設計教學和設計實務之
參考，並可提供設計界、戶政事務所等相
關單位較客觀的參考數據。茲將具體目的
分述如下： 
1. 探討不同的中文字體，應用在門牌號碼
設計中，視認性最理想的字體。 

2. 探討不同的中文字體及阿拉伯數字，應
用在門牌號碼設計中之視認性。 

3. 探討不同文字間距對文字與數字視認性
的影響。 

4. 探討不同圖地色彩關係與中文字體、阿
拉伯數字之視認性。 

5. 探討不同專業背景對中文字體視認性的
選擇是否有顯著差異。 

6. 探討不同年齡層對字體型式、文字間距
之視認性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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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探討受試者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的配色組
合與男女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8. 探討不同性別對中文字體、阿拉伯數字
與色彩配色組合之視認性是否有顯著差
異。 

9. 綜合上列結果，尋求較合理、容易瞬間
辨識的字體、字間與色彩配色，以供戶
政事務所等相關單位、視覺傳達設計實
務及教學上的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一)中文字體視認性調查之主要結果 
1. 受訪者認為較適合應用於門牌號碼的
字體依序包括特粗楷體、特粗明體、
粗圓體、特粗黑體。 
2. 在進行門牌字體選擇與其視認性順位
調查時，對受訪者而言，筆劃粗細變
化是關鍵因素，亦即過粗（如儷金黑
體、新綜藝體）或過細（如仿宋體）
的字體在辨識上易產生困難，自然也
影響其視認性。 

(二)中文字體及阿拉伯數字視認性實驗測
試之主要結果 
1. 視認距離為 20m、字高 5cm的阿拉伯
數字，與視認距離為 10.5m、字高
3cm、筆劃數分別為12劃與 6劃的中
文字體，照明水準為 700∼1000Lx的
情況下，以特粗黑體、字間為
1/2h&1/4h者視認性較佳。視認距離
為12.5m、字高3.5cm、筆劃數分別為
12劃與6劃的中文字體，在黑底白字
的情況下，以粗圓體、字間為
1/2h&1/4h者視認性較佳。 
2. 由測試結果顯示，字間距離對門牌號
碼視認性的影響並無顯著差異。而在
字組測試結果排序中，字間為 1/2h
者，其視認性仍優於字間為1/4h者。 
3. 全體受試者對實驗用之22組樣本，以
阿拉伯數字、特粗黑體、字間為1/2h
與1/4h此二組，在所有測試樣本中，
為視認性最佳的字組。而視認性最差
者為特粗楷體、字間為1/4h、直排、
白底黑字；特粗楷體、字間為1/4h、
橫排、黑底白字；特粗明體、字間為
1/4h與1/2h、直排、白底黑字。 

4. 在白底黑字、編排方式為直式的情況
下，字體視認性的順序為－特粗黑體
＞粗圓體＞特粗楷體＞特粗明體。 

(三)門牌號碼之文數字與色彩視認性實驗
測試主要結果 
1. 視認性最佳的色彩組合為「藍底白
字」、「紅底白字」、「黑底白字」、「綠
底白字」。其中「藍底白字」與「綠底
白字」這二組為目前台灣省各縣市門
牌所使用的色彩組合。全體受試者對
色彩組合之嗜好色依序為「紅底白
字」、「綠底白字」、「藍底白字」、「黑
底白字」，此部分之結果與色彩組合視
認性測試結果相吻合，由此可知，受
試者在勾選最喜歡的色彩組合時，可
能仍受視認性之影響。 
2. 視認性最差的色彩組合為「紫底黃字」
與「白底褐字」。全體受試者對色彩組
合之厭惡色為「白底褐字」，其次為「白
底紫字」、「紫底黃字」、「白底紅字」、
「黃底綠字」、「褐底白字」、「白底綠
字」、「白底黑字」。 
3. 門牌之文數字與色彩視認性調查結
果，其文字圖地色彩最佳的配色組合
前十名由高至低的順序為：¬藍底白字
紅底白字®黑底白字¯綠底白字°黑底
黃字±黃底黑字²紫底白字³黃底藍字´
藍底黃字µ綠底黃字。而由文獻得知，
色彩組合視認性較佳者為黃底黑字、
黑底黃字。 

(四)討論 
1. 本研究礙於時間及物力的限制，對門
牌視認性的探討僅限於靜止間的視認
性，關於行車間的視認性可再深入探
討，將可獲得完整之研究結果。 
2. 關於色彩配色，本研究僅從相關
文獻整理視認性較高的色彩組合，而
針對色彩對比值對視認性的影響，有
待後續研究再更進一步進行探討。 
 

四、計畫成果自評 
 
1. 本研究礙於時間、人力及財力的限
制，受訪及受試對象均以居住在雲林
縣者為主，且母群體與原計畫之預定
人數略有出入。對於居住在不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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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試者其間是否有差異，應擴大母
群體居住範圍，所得結果即能更加完
備。 
2. 本研究僅就門牌號碼之文字與色彩視
認性進行研究，期能發揮拋磚引玉之
效，提醒有關單位正視門牌設計的重
要性，以及提供從事設計工作者對字
體與色彩在環境指標設計應用上的參
考依據。研究結果皆達預期目標，所
得結果亦將可供戶政事務所相關單位
及視覺傳達設計實務與教學上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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