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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開發  

聽力輔助警示的外出背包之研發 

*黃義良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語言治療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研發一款具有聽力輔助和警示功能的外出背包，能將聲源轉換為震動及閃光提醒，

輔助聽障者以及聽力退化之高齡族外出時更安全。背包後側安裝左右各一個麥克風組，將訊號傳導

到晶片控制盒，再傳送至胸前肩帶上的夾具，夾具上設有震動器與 LED 可以對使用者進行警示。

測試 7種角度的聲響發報，距離 90分貝聲源 30公分時，同一邊正確啟動率為 90.0%，任一邊啟動

率為 97.1%；距離聲源 7公尺時，同一邊正確啟動率為 72.9%，任一邊啟動率為 74.3%。調查 40位

目標對象，試用後達到 77.5%的整體滿意度，具有不錯的實用價值。 

關鍵字：背包、訊息接收、輔具、警示、聽力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 研究動機 

聽力缺陷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研究發現世界上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口患有某種程度的聽力

損失(Nleesh et l.., 2017)。生活中許多訊息是依靠聲音來傳遞的，包含生活日常中的話語、溝通、

提醒與環境變化等，由於聲音傳遞的快速與直接，在危機與警戒提示上更是重要(Crnhln & Crnhln, 

2016)。聽障者除了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許多不便之外，欠缺聽覺線索，更可能面臨無法察覺危險的

處境(Mie.ke & Bnrehk, 2015)。此際，使用各種輔助設備和技術可以作為應對或補償因聽力損失而

導致生活困難的一種策略(Jiménez-Anbenls & Díez, 2021)。 

聽障者由於聽力缺陷，不能準確感知從遠處駛來汽機車的方位和距離，在外出與交通情境中的

危險更大，因此，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發起「橙色書包」公益項目，若遇到背橙色書包的小朋

友，代表他們是聽力障礙的族群，需要放慢車速和留意（壹讀，2017）。而台灣為了避免身心障礙

者被貼上標籤，所以並無類似的設計（戴永華，2017）。研究者的長輩即有幾位是聽力退化者，常

無法接收來自後方的訊息（如喇叭聲），而導致外出置身險處而不自覺。為此，如何提升台灣聽障

者以及聽力退化人士的外出便利及安全，相關輔具有待思考與持續改善。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0N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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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hk等人(2012)指出輔助設備是聽力障礙者的助手和必需品，聽力障礙兒童比其他障礙別兒

童更傾向於使用輔助科技。研究者蒐集文獻、專利公報與市售產品，發現聽障輔具的發展均以助聽

器為首的聽力輔具為大宗(Kohhkin, 2010)，聽力輔助警示系統受到的關注相對偏低許多，市面上也

鮮少藉由其他技術以協助聽障者判別外來的環境訊號的產品設計，導致不足以解決聽障者日常生

活中的不便處(Flnooq et l.., 2015; Kohhkin, 2005)。為減少生活情境產生的危險，有必要針對聽障者

或聽力退化族群生活輔具加強研發（林永禎等人，2017；柯皓瀚，2016）。 

周哲宇(2009)提出聽障者外出時，若是欠缺顯目的警示裝置，容易導致意外或危險發生。查閱

輔具資源入口網(2021)發現：目前少數相關產品以室內居家生活為主，如電話提醒器、門鈴閃光器

與火警閃光警示器等，外出與交通應用的生活輔助產品闕如，Mie.ke 與 Bnrehk (2015)彙整文獻後

也發現類似的情況。先前的研究中曾預估未來身心障礙者將會使用更多的高科技設備，且在所有障

礙類型中，聽力障礙者使用輔助科技的比例最高(Kl.e et l.., 2008)。基於既有輔具的罅漏以及生活

上的實務需求，而引發研究的動機。期盼研發一款可以提供雙向警示的聽力輔助工具，主要針對外

出或行走時的聲源進行接收與轉換，讓使用者能收到震動與閃光等訊息提醒而注意，讓聽障者或聽

力退化群族在外出時更加安全。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當硬體研發完成後，再測試不同距離與各角度的發報情形；若達實用程度，則進行目標

對象的滿意調查，以瞭解目標客群對產品的接受情形。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具體目的有： 

(1) 依據使用對象的實際需求，研發一款具有聽力輔助與雙向警示功能的外出背包，能將聲源

轉換訊號，傳送至胸前肩帶夾具以震動和閃光進行提醒警示，讓使用者外出時，輔助其快

速判斷聲音方向，提升安全性。 

(2) 了解本研究研發的輔具，提醒發報的正確性。 

(3) 了解本輔具的目標客群對此產品的滿意度。 

2. 相關資料彙整與分析 

研究者查詢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索引系統與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並搜尋外文文獻，再利用輔

具資源入口網搜尋相關輔具資料，並蒐羅中華民國專利公報系統取得近似的專利資訊，藉以釐清研

究的方向與修正產品設計。 

2.1 聽力輔具實證研究 

整體而言，聽力障礙的研究發現：輔助器具的使用具有積極的社會心理影響(Jiménez-Anbenls 

& Díez, 2021)。為改善不便，聽障輔具的發展迄今已區分為聽力輔具和生活輔具兩大類（伍祚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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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目前國內有關聽覺障礙輔具開發的探討，主要都聚集於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林永禎

等人，2017；柯皓瀚，2016），亦即以聽力輔具為主流，相較下，生活輔助裝置的探究就顯得少數。

儘管科技進步快速發展，但助聽器和人工電子耳仍非完美，不僅滿意度也待提升且助聽器配戴率未

臻理想（Jiménez-Anbenls & Díez, 2021; Oshiml et l.., 2010; Tomitl et l.., 2001)，因此，加強生活輔

具的探究有其重要性，以下蒐集生活輔具相關文獻，以觀察其發展趨勢。 

聽力生活輔具很早之前即開始發展，如警報裝置即是使用震動觸覺和信號裝置為提醒工具

(Hensh & Johnson, 2003)。新近，Flnooq等人(2015)將聽力輔助設備分為三大類：聽力輔助技術、警

報設備和通信支援技術。聽力輔助技術即以助聽器為主；警報設備則運用於生活居家當中。Soneini

等人(2018)在 Sho:rs、PrbMed 和 Gooe.e Shho.ln 數據庫中進行文獻檢索，分析 1960 年代至 2018

年的研究，發現感官輔具能夠部分減輕聽障者和聽視障者在語言學習與溝通的缺陷，觸覺可以作為

溝通方式，未來研究將朝向小型化、客製化和低成本的觸覺界面以及個別化設備來發展。至於提供

觸覺顯示的設計，如 Shr.. 與 Dlmiln 於 2015 年研發一種非侵入式可穿戴設備，類似助聽器的小型

設備連接到耳垂下方的骨管上，當音頻被接收，相對應的電子信號會對骨骼產生微小且特定的震

動，藉以提醒使用者。 

先前的實證探討中，顏培煒(1999)曾發展聽障者的聲音警示輔具系統，以某些特定的聲音來提

醒聽障者留意訊息，但對於全聾或是沒有佩帶助聽器的聽障人士則無法有效提供協助。畢宗瑋(2013)

提出穿戴式聽覺輔助裝置，包括以智慧型手錶(smlnt/lthh)、眼鏡及棒球帽，用視覺方式呈現八個

方位來幫助聽障者辨識聲源的方向。張子文(2013)設計了四種穿戴式輔具（帽子、腰帶、腕帶與手

環），將聲音的來源方向以震動的方式回饋給使用者。 

新近，開始運用智慧型手機作為聽障者隨身提醒的方式，如 Glner..等人(2018)運用智能手機

的全時性 APP，提出一種使用兩個麥克風進行方向(DOA)估計的語音源定位方法，以幫助提高聽力

受損用戶的空間感。隨之，嘗試透過人工智能物聯網(IoT)，幫助聽力受損或聽力障礙的人在對話中

與他人交流（如Mlntokordis et l.., 2017; Yorne et l.., 2020）。然而，文獻也指出聽障者很少使用數

位傳訊與電通設備(Mlionlnl-Blsls & Ple.ilno, 2014)。高齡者對新科技接受度比較低，學習新科技

較緩慢（徐業良，2008），因此，本研究輔具開發沒有使用物聯網等技術，而採用主機線控設計。 

歸納文獻，發現目前探討開發聽障輔具的論文為數不多，可見本研究有其開創性與重要性。這

些文獻也帶給研究者不少設計上的啟發，如周哲宇(2009)歸納市面上的訊息接收器，發現主要有震

動與閃光模示，人機介面設計原則須注意介面簡潔、容易學習與反應速度快等要素。這些警示方式

和王艷霄與梁爽(2014)彙整中國稱為輔助聽力的裝置的結論大致相同，主要採震動或輔以閃光的方

式來進行提醒。而穿戴式的載體也是可行的設計。且目前趨勢，輔具必須考量避免標籤化與通用性

設計，以吸引使用對象的認同。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E6%9E%97%E6%B0%B8%E7%A6%8E%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E6%9E%97%E6%B0%B8%E7%A6%8E%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http://designer.mech.yzu.edu.tw/YehLiangHsuCV/徐業良.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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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售聽覺輔具的類型 

依據 CNS15390 輔助科技分類技術手冊，與本研究探討聽覺輔具類較為相關者，屬於第 22 大

類的溝通與資訊輔具當中的 22-27 警示、指示與訊號輔具（李淑貞、余雨軒，2011）。此項目與聽

力輔助相關者包含：震動鬧鐘、門鈴閃光器、無線震動警示器與火警閃光警示器等。輔具資源入口

網(2021)可查詢的溝通與資訊輔具產品有 107筆，大多數以耳內或是耳掛型助聽器為主，包含了新

穎的藍芽助聽器與物聯網助聽器，少數是助聽器的配件，如磁吸式耳機與多彩矽膠耳模，而輔聽器

有 3 項次。其餘項次中，與聽覺輔助較有關連的是「電話來電響鈴擴大器」，它可增大電話鈴聲，

來電時，增加閃光提醒。 

彙整相關產品，本研究產出的輔具，針對外出時的車輛聲源接收，如步行或騎乘機車時給予行

進中的警示，與目前市售的聽覺輔具款式和功能皆無雷同之處。 

2.3 國內相關專利彙整 

查閱至 2021年 6月的中華民國專利公報線上系統，以「聽力」、「警示」與「背包」等為關鍵

字，初步獲得 210項有關資料，排除無直接相關以及助聽器的專利，彙整已登錄且直接關聯的專利

案如下，以觀察其著重之處： 

(1) 專利證號：229376，具有閃爍燈光裝置及有聲樂振醒之安全背包追加(一)。將發光裝置組固

於背包正面，按觸開關形成通電迴路，書包能震動，且控制各燈泡在反光罩中閃爍、發光，

提高交通安全性之功效。 

(2) 專利證號：M473737，多功能安全書包，包括發光模組、語音警報模組、電池與開關模組，

使用者於晚上或視線不佳的場合中，打開開關就能讓書包周邊發光模組產生警示，遇到緊

急狀況時，則可開啟語音警報，達到警示與安全求救的功能。 

(3) 專利證號：M551021，具夜間安全輔助結構的背包，外部發光元件能發出閃爍亮光作為警

示。而專利證號：M440024，具安全警示燈之背包，設計與案號 3 類似，但是電力來源採

壓電裝置供給。 

(4) 專利證號：I618418，聽力輔助系統及電子裝置，用於佩戴於使用者耳部，麥克風模組及震

動模組分別對應設置於用戶耳部的多個位置，根據麥克風模組偵測的聲音訊號分析聲音源

的位置，觸發對應位置的震動模組震動。 

相關的專利案中，提出了閃爍燈光裝置或是震動器來提醒使用者的概念，認為可藉由視覺與觸

覺方式提示聽力障礙者的聲音源位置及強度，且本身背包的燈號也能提升外出時的雙向安全。分析

專利證號 I618418 聽力輔助系統及電子裝置，以及畢宗瑋(2013)和張子文(2013)設計的穿戴式聽覺

輔助裝置，都是採麥克風模組接收與電子控制盒發報訊號，且均以音量判讀為啟動依據。 

依據專利查詢系統的相關資料和學術文獻的導引，以及考量使用者需求，免除高齡族對於智慧

型手機或網路的複雜設定之畏懼，本研究研發具有聽力輔助及警示功能的外出背包，外觀與一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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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相似。然本產品與先前聽力輔助設備或專利相較，具有幾項特點：(1)本輔具屬於生活輔具，以外

出與交通中使用為主；(2)本背包具有雙重警示作用，以燈號告知使用者身後的來車注意，以及接

收聲源訊號後提醒使用者；(3)產品無須與電腦或網路連結，免除複雜設定，開啟電源即可運作，對

於使用者友善易上手；(4)透過燈號以及震動之雙重提醒功能，且雙邊麥克風接收組，透過接收與

辨識，啟動左右邊的警示夾具組，藉以讓使用者直覺且快速地分辨聲源方向。 

依據相關文獻與專利的啟發，產品的整體規劃為：背包後側內嵌可手動啟閉的 LED，且安裝

左右各一的麥克風晶片組；麥克風晶片組接收訊號若達到設定聲響值後，將訊號傳導到控制主機

盒，再將訊號傳送至胸前肩帶的警示夾具組，夾具上的震動器與 LED 閃光可對使用者進行警示。

依據上述，音感轉換系統的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音感轉換系統圖示 

至於音量啟動標準，參考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的分級與基準，障礙程度一級為一耳聽力閾

值超過 90 分貝（含）以上，且另一耳聽力閾值超過 48 分貝（含）以上者（衛生福利部，2020）；

加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交通部，2017），汽車車身前 7米之喇叭音量須為 93至 112 分貝，機車車

身前 7 米之喇叭音量須為 80 至 112 分貝，二者的測量高度皆距地面 0.5 至 1.5 公尺範圍內。根據

上述，本輔具設定 90分貝為達標啟動的閾限。 

3. 產品設計 

3.1 硬體設計 

產品整體包含麥克風感測器模組、控制主機盒與警示夾具組三部份。運用 3D列印技術製作以

上各部件之外盒，加強防水設計，提升耐用度，且三者連接的線材採排線插槽設計，可以簡易拆卸

更換。 

麥克風感測器模組，除了微型麥克風與晶片外，還有一顆外露的 LED，LED開啟閃爍功能時，

能對後方人車進行提醒功能，麥克風感測器模組內晶片接收聲源，若達設定聲響後即傳送訊號給控

制主機盒，並內建開關可以微調對聲音的靈敏度。警示夾具組，夾具上有震動器與 LED，利用震

動和閃光對使用者進行提醒告示。產品實體如圖 2、圖 3所示。 

http://www.laws.gov.taipei/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A040110051012900-201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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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警示夾具組（左）與麥克風感測器模組（右） 

 

圖 3. 完整產品構造圖示 

控制主機盒採用 Andrino nlno 基板，可以接收左右麥克風感測器模組的音感訊號，再啟動警

示夾具組，透過震動與黃白色閃光協助使用者快速判斷聲音方向。所需電力採用可充電式設計，常

見之 USB線材即可充電，環保又方便，並有省電設計，長時間不用時可自動關閉以節省電力。 

3.2 產品功能 

將麥克風感測器模組鑲嵌於背包的後側，左右邊各一組，僅麥克風接收器和 LED燈外露，兩

顆麥克風孔距離約 18.5hm。控制主機盒置於背包底部，連接線路也是隱密於背包布料之內，警示

夾具扣於肩帶，兼具美觀功能，不至於有突兀感，免除標籤之疑慮（如圖 4、圖 5）。 

運作的功能為：麥克風接收組接收到訊號後，若達到設定之聲響值時（預設為 90分貝），即啟

動訊號，傳送傳導到控制主機盒，再提供警示夾具組發出震動與閃爍，提醒使用者快速判斷聲音方

向。 

背包重量輕巧，可以裝入外出的相關物品。外觀與一般背包無異，橘色顏色顯目又具有提醒功

能，加入防水設計，更能增添耐用性（如圖 6、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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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聽力輔助智能背包背面圖 圖 5. 聽力輔助智能背包正面圖 

  

圖 6. 背包款背面實際拍攝圖 圖 7. 背包款正面實際使用圖 

本輔具使用簡單，只要開啟控制主機盒的電源開關，系統即開始進行偵測，使用者如同一般後

背包雙肩背負即可，簡單便利；可以視外部環境明暗狀況，啟動後側 LED電源開關，立即具有對

後方警示的防護效果。聽力退化之高齡族實際試用情形，如圖 8與圖 9所示。 

麥克風收音孔與LED 

夾具震動器與LED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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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聽力退化高齡族實際使用（背面） 圖 9. 聽力退化高齡族實際使用（正面） 

4. 產品測試與滿意度調查 

4.1 距離和角度啟動準確性試驗 

聽力輔助警示背包製作完成後，進行短距離不同角度啟動的測試。以按壓手持喇叭模擬車用喇

叭聲源，距離背包麥克風約 30 公分處，以數位式分貝計測試得約 90 加減 3 分貝，若某次發報聲

響超出此閾限值，則不採計。 

背包後側與喇叭角度從正面 0度到左(L)右(R)各垂直 90度角，角度以 30度角為一個單位，進

行夾具震動器與 LED 啟動的正確性試驗，每個角度進行 20 次的測試，總計 7 種角度共 140 次測

試。角度測試熱區規劃如圖 10、圖 11所示。 

  

圖 10. 角度熱區測試規劃 圖 11. 分貝計與喇叭量測示意 

每一角度進行 20次的試驗結果發現，角度正面 0度時，左、右側警示夾具組各啟動 19 次，單

邊各亮起者各有 1 次，任一邊（左邊或右邊）啟動計 20次，任一邊有啟動警示率總和為 100.0%，

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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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 30 度時，同一邊（右邊）啟動 19 次，正確率為 95.0%，任一邊有啟動次數為 20 次，比

例為 100.0%，僅反邊啟動有 1次，比例為 5.0%，其餘角度的計算方式相同。由表 1可以得知，由

左邊 90 度角到右邊 90 度角，同一邊啟動正確率為 75.0-100.0%，左右 60 度角以內正確啟動率介

於 90.0-100.0%，7 個角度同一邊正確啟動率總平均為 90.0%。而任一邊警示夾具啟動的比例，為

90.0-100.0%，右邊 90 度角啟動率為 90.0%略低之外，其餘 6種角度啟動比例均為 95.0-100.0%，7

個角度任一邊啟動率總平均為 97.1%。 

綜合上述，此一輔具大致上測試的啟動率屬於良好。不過少數出現同一邊警示夾具未啟動，另

一邊啟動的狀況（僅反邊啟動）介於 0-3 次，總平均為 7.1%。此一狀況發生於與背包兩邊平行的

90 度角較多，探討可能原因，目前為了靈敏度採用無方向性麥克風感測器模組，麥克風鑲嵌於背

包後側，二者距離近，且因為布料關係，導致內嵌的麥克風未能完全平整，可能會影響其收音角度

等，未來可從硬體來加以調整與改善。 

表 1. 7種角度與啟動次數比例統計（距離 30公分） 

角度/啟動 左 90 度 左 60度 左 30 度 0度 右 30度 右 60 度 右 90 度 總平均 

左邊啟動(%) 17(85.0) 20(100.0) 18(90.0) 19 16 11 11 80.0% 

右邊啟動(%) 13 17 20 19 19(95.0) 18(90.0) 15(75.0) 91.5% 

任一邊啟動(%) 19(95.0) 20(100.0) 20(100.0) 20(100.0) 20(100.0) 19(95.0) 18(90.0) 97.1% 

僅反邊啟動 2 0 2 - 1 1 3 9(7.1%) 

近距離測試後，為避免偏離現實狀況，並考量馬路上的噪音等干擾，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交通部，2017），以測試者背負背包，高度約離地 1.3 公尺，汽車車身前 7 米進行喇叭發報的實

際測試，以數位式分貝計測得背包旁約 90加減 3分貝，若某次發報聲響超過此閾限值，則不採計，

為避免過度製造噪音，故於上午 10點至 11 點，在鄉村的 12米寬馬路旁空地，每個角度進行 10次

的測試，總計 7種角度共 70次測試。 

較長距離（7公尺）的測試，與短距離測試相較，發現任一邊啟動的比例下降(97.1%→74.3%)，

同邊啟動的比例也下降(90.0%→72.9%)，而僅反邊啟動的比例也下降(7.1%→1.7%)。由此可知，較

長距離的測試，摻雜情境噪音和雜訊後，導致啟動的比例下降。另外，左右邊裝置較多同時啟動的

情形，可能是因為拉離拉長之後，聲源和兩個麥克風接受器之間的角度變化不大，導致兩邊的警示

夾具組同時啟動。不過需要留意的是：此測試場地與背景噪音值並無標準化，雜訊干擾的狀況無法

排除，再測信度可能會有所波動（如表 2）。 

  

http://www.laws.gov.taipei/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A040110051012900-20170626
http://www.laws.gov.taipei/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A040110051012900-201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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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種角度與啟動次數比例統計（距離 7公尺） 

角度/啟動 左 90度 左 60度 左 30度 0度 右 30度 右 60度 右 90度 總平均 

左邊啟動(%) 6(60.0) 7(70.0) 8(80.0) 8 7 7 5 68.6% 

右邊啟動(%) 4 6 6 8 8(80.0) 7(70.0) 6(60.0) 64.3% 

任一邊啟動(%) 6(60.0) 7(60.0) 8(80.0) 9(90.0) 8(80.0) 8(80.0) 6(60.0) 74.3% 

僅反邊啟動 0 0 0 - 0 1 0 1.7% 

4.2 滿意度調查 

產品製作完成後，再進行主觀的顧客滿意度調查，採立意取樣，從台南市與高雄市地區，周遭

親友家中有聽力障礙者或聽力退化的高齡族（取具有聽力障礙手冊，或與家人日常交談表達出現聽

覺模糊的高齡者）中徵詢試用者，再配合滾雪球取樣，一共徵得 40位有意願的試用者。先提供產

品讓填答對象現場試用，再請其填寫問卷，若有受試者不方便填寫問卷的狀況，則由研究者或由其

照護者協助代為填入。 

問卷採毛慧芬(2018)授權台灣版魁北克輔具使用者滿意度評量表(QUEST-T)，該量表乃以使用

者為中心發展而成，包含輔具特性和輔具服務評量兩大項。本研究以輔具研發為主軸，故擷取「輔

具特性」的尺寸大小、重量、容易調整、安全性、耐用度、容易使用、舒適性與使用效果等八項。

加入「負擔花費」，最後一題為對產品之相關建議，為質性意見輸入。並告知受試者本輔具量產後

的預計定價為 1200 元。內容以李克特式五點量表，分別從極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與極不滿

意，予以 5、4、3、2、1 計分。此處統計結果乃以平均數換算成百分比來呈現滿意情形。 

由調查結果可知，發現本輔具在「容易使用」方面得到高度滿意，有 90.0%的受試者認為此項

創新輔具容易上手，「容易調整」、「安全性」與「舒適性」也獲得不錯的滿意程度，達到 8 成以上

評價，「尺寸大小」、「耐用度」與「使用效果」得到 7成以上的評價，只有「重量」和「花費負擔」

低於 7成，但也有 6成以上。整體性而論，9個題項總平均達到 77.5%的滿意程度，亦即試用者反

應不錯，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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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試用者回饋問卷結果(n=40)  

搭配試用者的質性意見分析，受試者整體多給予正向的回應，如其中一位對象所言：「用背包

看起來機器比較不明顯，不會像殘障的機器……出門比較實用……」；另一位試用者反應：「……這

種背包的設計，外出還可以裝東西比較實用……」。代為填答的照護者則表達此產品具有創新性，

帶來更多的安全感；如一位照護者的反應：「……背包後面有閃燈，傍晚或早晨外出感覺比較安

全……」；另一位家屬照護者則說：「……這產品使用比較簡單，如果用電腦或手機的機器，設定很

麻煩，我爸就不會用了……」。 

滿意度較低的是「重量」項目，與之連動關係的項目是「尺寸」，二者都還有改進空間，控制

盒的縮減體積與重量是未來需要加強的方向。再者，因為本研究受試者為聽力退化高齡族，年齡平

均 70歲以上，幾無賺取報酬能力，因此，對於本輔具的「花費負擔」滿意度略低。這與徐業良(2008)

提出高齡者常無固定薪資收入，導致輔具成本和有無財務資源，是影響高齡者對科技輔具接受度的

關鍵因素。此一狀況能互相對應。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 本輔具研發產出聽力輔助警示背包，具有聽力輔助與雙向警示功能的裝置，能將身後的聲

響轉換為震動及 LED 閃光，讓聽障者或聽力退化之高齡族外出行動時更安全。 

(2) 依據產品功能測試，發現 90分貝以上時的 7種角度聲響發報，距離聲源 30公分時，同一

邊與任一邊啟動比例均達 9 成以上，距離聲源 7 公尺時，同一邊與任一邊啟動比例則達 7

成以上，意謂此產品效益驗證尚屬良好。 

(3) 目標對象試用者的滿意問卷調查，發現達到 77.5%的整體滿意度，「容易使用」方面得到 9

成以上滿意，滿意度較低的「重量」和「花費負擔」仍有 6成以上，試用者整體反應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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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輔具乃依據聽力障礙與聽力退化族群的實際需求，研發有效的聽力警示生活輔具。使用

對象認為具有實用性，且降低標籤效應，應可提升使用機率。 

5.2 未來研發建議 

(1) 機板部分：目前採用 Andrino 單版微控制器，加上採 18650 型號充電電池，導致料件體積

較大也稍重，未來若正式量產，採用 PCB微型印刷電路板以及更小型電池，將能大幅縮小

體積，降低重量。 

(2) 附加功能：本產品的主機盒內可以加入 GPS 晶片，具備迷途時的協尋定位功能，對於表達

能力相對較弱的聽障者及高齡族，具有更佳的生活輔助效果。 

(3) 未來設計方向：可研發藍芽無線款，未來設計成耳掛式的警示組，外觀類似藍芽耳機的接

收裝置，當系統啟動時可以更準確傳達至耳朵附近皮膚，內置多區位的震動器，便利使用

者快速知曉音源方位，更加時尚的設計，應能提升使用意願。 

(4) 功能測試：由於測試情境尚未有類似的標準，本研究採用交通部的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進

行 7米距離遠的發報啟動測試。測試結果或施測馬路上的背景噪音是否完全符合現實之交

通情況，仍有待進一步控制情境與重複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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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ducing a backpack with an assistive sound warning 

function 

*Huang, Y. –L. 

Llnerlee Thenl:. De:lntment, Chrne H/l Medihl. Univensit. 

Abstract 

Peo:.e /ith helnine dislbi.ities hor.d benefit fnom devihes thlt hln :enheive sornds lnd :novide l 

/lnnine of l nelnb. sornd sornhe srhh ls ln l::nolhhine vehih.e. This neselnhh limed to deve.o: l 

blhk:lhk /ith helnine lssistive lnd /lnnine frnhtions. The blhk:lhk hln honvent l sornd sornhe into 

vibnltions lnd visib.e f.lshine nemindens, mlkine /l.kine ortdoons slfen fon l helnine im:lined on e.den.. 

:enson /ith l helnine .oss. Mihno:hone enor:s /ene instl..ed on both sides on the neln of the blhk:lhk, so 

thlt sienl.s hor.d be tnlnsmitted to l hhi: hontno. box; then, sienl.s hln be tnlnsmitted to /lnnine devihes 

on the hhest, so thlt the rsen hln be /lnned thnoreh vibnltions lnd LED .iehts. Sornd tnlnsmission /ls 

tested lt seven lne.es. When the distlnhe fnom the 90 dehibe. sornd sornhe /ls 30 hm, the honneht 

notifihltion nlte on the slme side /ls 90.0%, /hi.e the honneht notifihltion nlte on eithen side /ls 97.1%. 

When the distlnhe fnom the sornd sornhe inhnelsed to 7 m, the honneht notifihltion nlte on the slme side 

/ls 72.9%, /hi.e the honneht notifihltion nlte on eithen side /ls 74.3%. We srnve.ed 40 tlneet srboehts 

lnd lhhieved 77.5% ovenl.. sltisflhtion lften the tnil.. The blhk:lhk :novides l :nlhtihl. method fon 

detehtine sornds fon helnine im:lined rsens. 

Ke./onds: blhk:lhk, messlee neheivine, lssistive devihes, /lnnine, heln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