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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地區公共建築物之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為對象，探

討其電梯點字系統的設計與施作現況；研究之目的：一、了解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地區

公共建築物電梯點字的設計與施作現況。二、了解無障礙電梯點字貼片位置各按鍵功能

字義。三、比較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地區公共建築物無障礙電梯符合建築法令規範之比

例。研究項目是依據馬來西亞法令之規範,分別就無障礙電梯點字貼片之上下鍵、開關

鍵、警示鍵、樓層鍵、控制盤配置及未規範之按鍵進行實地現況調查及分析比較。 

    研究結果可得: 一﹅設計層面:馬來西亞以英文為主要官方語言，因此點字亦皆以

「英文拼音」呈現，調查結果點字字義部分大部分為英文系統，其中只有少數一兩個為

中國大陸系統；二、使用層面:位於按鍵內下側上鍵29.6%、 開鍵30.9%、警示鍵23.5%、

樓層鍵27.2%； 三、施工層面:上下鍵錯誤率3.8%、開關鍵錯誤率0%、警示鍵錯誤率0%、

樓層鍵錯誤率0%；四﹅主鍵盤配置為以AFO方式佔48.1%、AOF方式佔34.6%。將研議問題

與對策及結論以提供相關單位之無障礙電梯點字設置、施工之參考。 

關鍵詞: 視覺障礙﹅電梯點字系統﹅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主鍵盤配置 

 

The Research of Kuching Sarawak Accessible Braille 
Elevator Signage Systems in Malaysia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regional public buildings accessibility 
Braille elevator system as an object, to explore the elevator Braille syste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purposes: First, to understand areas of public 
buildings in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Braille elevator design and facilitie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Second, understand the accessibility and location of each patch Braille elevator 
buttons function literal. Third, compare Malaysia Sarawak Kuching area of public buildings 
and elevators can meet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proportion of building laws. Research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specification of Malaysia Act, respectively, and sexual elevator Braille can 
patch the up and down keys, open the key, warning keys, floor button, the control pan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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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on configuration does not regulate the conduct field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mpare.  
     The results can be obtained: one, the design level: Malaysia to English as the main 
official language, Braille Beijing and Taipei to "English First" presents the findings point for 
every word in English justice system most part, only a small number twelve is Chinese 
mainland system; Second, the use of levels: within the button located on the lower side of the 
key 29.6%, 30.9% open key, warning key 3.5%, the floor button to 27.2%; three construction 
levels: error rate of 3.8% and down keys, the key to open the error rate 0%, warning key error 
rate of 0%, 0% error rate bond floor; four main keyboard configured to AFO way accounted 
for 48.1%, AOF way accounted for 34.6%. The deliber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accessibility elevator Braille settings related units, 
construction of reference.  
Keywords: visual impairment, Braille elevator system, Malaysia Sarawak Kuching City, the  
          main keyboard layout 
 

一、前言 
(一)背景與動機:針對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地區(如圖1)無障礙電梯點字為對象，依

點字的語言系統、字義、位置、按鍵配置與樓層等現況調查與彙整；即從設計、使

用、施工及文化等四個層面作為無障礙電梯規範比較，說明如下:設計層面：(1) 統一

建築法(Uniform Building by Law)附則第34A條規定，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應規劃

便於殘疾人使用的設備或設施。針對電梯點字另在馬來西亞標準MS 1184和MS 1331 規
範中僅有文字說明並無點字符號圖例，故將調查案例彙整後，以比例最高者為馬來西

亞點字標準。(如圖3所示) 2.使用層面：研究方式採取現地隨機抽樣調查及分析確認點

字位置是否合理？馬來西亞針對視障人士所使用電梯點字規範僅有文字說明並無點字

符號規定，故本文調查電梯點字貼片做初步彙整位置，以使用比例最高者 

 

                                                             

 

 

 

圖1、馬來西亞行政分區示意圖圖2、砂拉越古晉市位置圖 圖3、馬來西亞電梯點字詳圖 

『按鍵內部下方為點字』，為馬來西亞點字設置標準。3.施工層面：馬來西亞現行建築

物電梯設備的點字系統設置是將點字位置和電梯按鍵(1)做一體之結合(2)外部貼片，

因為馬來西亞政府未規定，施工人員並無點字相關知識，發生點字按鍵位置錯誤與按

鍵顛倒之情形，故檢討點字貼內容、施作、位置等正確與否及比例。4.文化層面：古

晉（馬來語：Kuching）是馬來西亞砂拉越的首府，是東馬乃至整個婆羅洲最大的城市。

有華人的移民之特殊環境背景，將樓層之『四樓』視同『死樓』，故在電梯設備系統通

常會順應民情而有所刪除或廻避，電梯樓層按鍵變更相對點字貼片字義有誤等因應方

式加以分析探討。 

(二)研究目的:1.認知點字語言系統。2.確立各按鍵點字符號和字義。3.建立點字貼片位

置。4. 認知主鍵盤按鍵配置方式。盼以本文為國內無障礙電梯主鍵盤點字貼片系統設計

及施工參考，未來國際接軌之通用設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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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流程 
 本文以政府機關、飯店、醫院、購物商場、辦公大樓、集合住宅等建物為對象，

調查無障礙電梯點字後經比較、分析如下: 

(一)研究建築類型分為政府機關14棟、飯店31棟、醫院4棟、購物商場15、辦公大樓

14、電影院1棟、學校1棟、宿舍1棟，共計研究對象有81棟(如表1)所示。 

(二)研究分析流程 

 

 

 

 

 

 

 

 

 

 

 

 

 

 

圖 4、研究流程圖 

 表1 砂拉越古晉市調查對象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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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層面之案例分析 

經過調查統計說明如下： 

3-1設計層面分析：(表格以代號A為開頭)：係指電梯點字貼片之設計時所使用，兩種表

示代號(A1、A2)及意義。（一）點字系統(英語點字、數字)。（二）

內容字義(所使用的字義與按鍵功能是否相同)。 
A1－1：點字系統對於上、下按鍵之分析比較 

表2【上】項所使用點字系統有30.9％使用英文點字，有66.7%未設點字。【下】項所使

用點字系統有30.9％使用英文點字，有66.7%未設點字。 

            表2 砂拉越古晉市調查案例【上】、【下】點字表範例 

 
A1－2：點字系統對於開、關按鍵之分析比較 

表3【開】項，功能按鍵使用點字系統有30.9％使用英文點字，有66.7%未設點字。【關】

項，功能按鍵使用點字系統有30.9％使用英文點字，有66.7%未設點字。 

            表3 砂拉越古晉市調查案例【開】、【關】點字表範例 

 

A1－3：點字系統對於樓層按鍵之分析比較 

表4【地面層】項，電梯點字系統使用英文點字有35.8％，未設點字有61.7%。 

         表4 砂拉越古晉市調查案例【地面層】點字表範例 

 

A1－4：點字系統對於警示按鍵之分析比較 

表5【警示】功能按鍵使用點字系統有35.8％使用英文點字，有61.7%未設點字。 

          表5 砂拉越古晉市調查案例【警示】點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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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內容字義對於上、下按鍵之分析比較 

【上】項，按鍵使用點字系統有28.4％使用up，未設點字有66.7%。比較【下】項， 

功能按鍵使用點字系統有25.9％使用down，2.5%使用dn，未設點字有66.7%。    

A2－2：內容字義對於開、關按鍵之分析比較 

【開】項，功能按鍵內容字義【open】有3.7％，【opn】26.3%有未設點字有68.8%。 

【關】項，功能按鍵內容字義【sh u t】有26.3％、【s h ut】有3.7％，未設點字有 

68.8%。     

A2－3：內容字義對於警示按鍵之分析比較 

【警示】項，按鍵內容字義【alarm】有19.8％、【alm】4.9%、未設點字有61.7%。    

3-2 文化層面分析    

本次砂拉越古晉市地區電梯點字系統中僅發現在集合住宅案例中發現以3A代替，

代表樓層【4】的樓層按鍵依舊配置在各大樓內部電梯按鍵中。可見忌諱數字4的樓層絕

大部分並未影響砂拉越古晉市地區電梯點字系統中，對視障者所需要的電梯按鍵功能

並不影響。 

3-3使用層面分析    

依據統一建築法(Uniform Building by Law)附則第34A條、馬來西亞標準MS 1184

和MS 1331規範規定。"所有按鈕設計應使視障者可以通過觸摸識別它們。按鈕尚未設計

最好修改固定，不是在自己的按鈕或盲文數字或字母上壓花，是與之相鄰的。"。規定

的識別符號和凸起的點字模式，並未規範點字系統設置在按鍵內，僅說明點字不是在

按鈕或在數字字母上壓花。視障者通常是以食指由左而右移動，利用觸覺來辨形識

字。因此在點字位置上考量其使用行為，應為確認電梯按鍵功能之點字後再確認是否

為視障者所需要按鍵功能。因此將依使用行為與調查案例比較說明其適當之點字位

置。3-3-1使用層面(代號B開頭)：指視障者使用電梯點字板與電梯按鍵之位置關係。 

B1－1：貼片位置對於上、下按鍵之分析比較 

【上、下】功能按鍵與點字板之位置關係所佔比例。分析其點字字義【上】故分析其點 

字位置。在按鍵內下方為點字基準。分析其點字字義【下】故分析其點字位置。在按鍵 

內下方為點字基準。 

B1－2：貼片位置對於開、關按鍵之分析比較 

【開、關】功能按鍵與點字板之位置關係所佔比例。分析其點字位置【開】故分析其點 

字位置。在按鍵內下方為點字基準。分析其點字位置【關】故分析其點字位置。在按鍵 

內下方為點字基準。 

3-4 施工層面分析：係指電梯點字板於施工錯誤之情形。 

C1－1：施工錯誤對於上、下按鍵之分析比較 

【上、下】功能按鍵與點字板貼片之施工錯誤比例，分析點字【上、下】因點字 與按 

鈕採整體設計為主，無點字符號規定。 

C1－2：施工錯誤對於警示按鍵之分析比較 

【警示】之標示。分析點字施工錯誤【a l ar m】項功能按鍵與點字板貼片之施工錯誤 

比例，因點字與按鈕採整體設計為主，無點字符號規定。 按鍵配置(AFO)層面而言:分 

別包括三部分1.樓層鍵 FLOOR 代號以F表示。2.開關鍵OPN、 OPEN代號以O表示。3.警 

示鍵ALARM 以 A表示。就本文砂拉越古晉市所調查發現配置情形 AFO之比例達48.1%。    

                          

四、結 論 
本文以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地區之公共建築物81棟(其中27棟設有無障礙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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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梯點字系統為研究對象，比較、分析及提出對策後，所得之結論： 

(一)採用英文縮寫系統比例如下： 

 1. 『上按鍵』之點字【up】有28.4%、【未設點字】有66.7%；『下按鍵』之點字【down】、

25.9%、【dn】2.5%、【未設點字】有66.7%。 

 2. 『開按鍵』之點字【open】有3.7%、【opn】有26.3%【未設點字】有68.8%；『關

按鍵』點字【sh u t】有26.3%、【s h u t】有3.7%、【未設點字】有68.8%。  

3. 『警示按鍵』按鍵之點字【a l ar m】有19.8%、【a l m】有4.9%、【未設點字】

有75.3%。 

 (二)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地區電梯點字貼片位於電梯按鍵位置:針對調查電梯點字後 

     做初步整理貼片位置，以使用比例最高者，點字在【按鍵內下方】為標準。 

 (三)樓層點字G或L或LG代表地面層、1亦代表地面層頗混亂，法規規範的準則尚無定義。 

 (四)調查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地區電梯主鍵盤按鈕配置方式以AFO為主佔48.1% 

 (五)台灣與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市地區點字字義對照表對內容要求完整性值得馬來西 

     亞政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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