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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文字與背景的明度對比、字級大小、印刷加工為變數，探討高齡者對健康食品包裝盒之中文字視認

度為本研究的目的。研究針對 60 歲以上的 40 位高齡者，進行不同的明度對比、字級大小與印刷加工之中

文字視認度的實驗。選擇 9 筆劃數的黑色中文圓體字為實驗用字；其明度對比分低、中、高三水準；字級

有 9、10、11 級三種；印刷加工有霧面 PP 上光、上光油、亮面 PP 上光與 UV 上光等四種。實驗環境照度

控制在 500-1000 lx 之間。從研究結果得知，隨著文字與背景的明度或字體級數的增加，可降低高齡者閱

讀健康食品包裝盒之中文字的錯誤次數，並提升其主觀視認度。但，在高光澤感比在低光澤感的條件下，

其字級與背景明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包裝文字的視認度有較大的影響。整體而言，為滿足高齡者較容易

閱讀健康食品包裝盒文字的主觀視認度，且視認錯誤次數較低，建議低光澤的上光油印刷加工之中文圓體

字大小應至少為 10 級，若高光澤的 UV 上光印刷加工之中文圓體字應至少為 11 級，且文字與背景需為高

明度對比。 

關鍵詞：高齡者、健康食品包裝、印刷加工、視認度 

一、緒論 

人口結構高齡化已是全球性的趨勢與問題[4, 31]；所以，目前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都非常重視

人口高齡化所衍生的問題；並積極從事高齡化相關的設計與研究，提供符合高齡者身心機能的用品，以

滿足高齡者日常生活與工作上的需求，值得國人借鏡[9, 22]。2006 年 12 月，我國高齡人口已達到 10%，

高齡者的相關議題與設計也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因少子化的現象，將促使我國高齡人口的成長速度比

其他國家快，必須及早因應高齡社會所需面對的各種問題[5, 15]。另一方面，從市場經濟的觀點，高齡者

已逐漸形成具有潛力的消費族群，是值得開發的市場[22, 29]。但，從生活型態的觀點，高齡者彼此之間

的食、衣、住、行、育、樂之設計需求差異非常大 [26]。所以，為提供符合高齡者使用的產品，需從高

齡者身心機能的特性、對設計的需求、高齡者設計理念的運用、與訓練操作等相關的研究議題著手，以

探討高齡化設計之相關內容，進而提供符合高齡者使用的產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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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於人口老化的趨勢、醫療費用的增加與國人健康意識的高漲，高齡者會選購健康食品保養

身體。根據本研究的前期調查，發現大多數的高齡者會選購可改善骨質疏鬆的產品，所以骨骼關節類相

關的健康食品有非常龐大的市場。根據我國的健康食品管理法，所謂「健康食品」指具有保健功效，並

標示或廣告其具該功效的食品[16]。我國的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食品包裝必須有中文

標示說明[14]，且標示字體之高度及寬度不得小於 2 公釐，即電腦排版 8 級字體，相當於字級 5.5pt。但

根據本研究的前期調查結果，發現許多骨骼關節類的健康食品包裝之中文說明字體太小，不利於高齡者

閱讀包裝的使用說明。所以，如何確保高齡者容易閱讀健康食品包裝的中文使用說明，為本研究的動機

之一。  

過去，中文字體的研究，大多以年輕人為測試對象，其研究成果無法直接應用在高齡者的設計。因

高齡者的視覺隨著年齡的增長，產生視覺機能的視力退化、老花眼、水晶體黃變化，瞳孔變小、暗順應

時間增加，深度知覺與眩光等問題[3, 6]。尤其，高齡者的水晶體因產生黃變化，促使高齡者對短波長的

色彩區辨能力更差[25]。利用 Farnsworth-Munsell 100 Hue Test 得知，隨著年齡增加，在綠-藍範圍的錯誤

分數增加[8]，尤其低照度的錯誤分數更高[32]；在紅-黃範圍時，則錯誤次數較低[8]。又，高齡者能夠知

覺彩度的範圍比年輕人窄[28]；若色彩的明度接近，則色彩區辨能力也比較差[7]。對高齡者而言，文字與

背景的明度差異值愈大時，其文字視認錯誤次數較低[7]。整體而言，為確保高齡者的中文視認度，應掌

握高齡者的視覺特性及文字級數與背景的明度對比值。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高齡者的相關設計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其中，探討高齡者對中文（漢字）

印刷字體視認度，主要有字型、字體大小、文字與背景的色彩、照度等研究主題；在不同的研究主題下，

因研究對象的物品或實驗條件不同，其研究的成果也不同。例如，有研究指出適合高齡者閱讀的報紙內

文之文字大小為 16、17 級（字高 4.0、4.25mm）的明體字[17]。因字體大小、文字與背景的明度差（Munsell

系統的明度值，以下簡稱「明度差」）對印刷文字的視認度有交互作用[24]；有建議指出，操作家電產品

的印刷說明文字之字高需 3.3mm（約 13 級）以上、明度差 5.5（照度 80 lx） [2]，或字高需 3.75mm（15

級）以上、明度差 5 [23]；也有研究建議指出，字高需 4.0 mm（16 級）以上、明度差 5（照度 50 lx）[27]；

這三項研究成果顯示，當照度偏低時，需增加字高以滿足高齡者的閱讀需求。以健康食品的包裝而言，

包裝盒的印刷面積有限，增加字級大小會影響版面編輯的美感程度。若增加文字與背景的明度差[7]或提

高環境照度[2]，可降低字級大小的要求。但最小的字級要求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對包裝的

印刷而言，經常利用上光處理的方式，以增加印刷圖文的美觀與保護作用[11]；然而，印刷加工的表面光

澤會影響使用者對印刷文字的易讀性，其影響程度如何則需再進一步探討。所以，探究印刷表面的加工

方式，對文字易讀性的影響為本研究的另一動機。  

本研究透過前期調查，收集 20 件市售骨骼關節類健康食品的包裝盒，瞭解包裝盒的印刷文字設計；

並由 60 歲以上的高齡者 16 位，以半結構訪談的方式，調查高齡者閱讀主成分、食用方法、保存方法與

注意事項等說明文字是否有問題？從前期調查的結果得知，20 件市售的骨骼關節類健康食品包裝盒的印

刷中文字，採用黑體字有 10 件，圓體字有 8 件，明體字有 2 件；由受測者挑選容易閱讀與不容易閱讀之

包裝盒印刷文字各 5 件，其結果：最容易閱讀的 5 件包裝盒，有 4 件採用圓體字、1 件為黑體字，最不容

易閱讀的 5 件包裝盒，皆採用黑體字；整體而言，前期調查的受測者認為，圓體字比黑體字較易閱讀，

此與蔡登傳等人研究楷體、明體、黑體、圓體、隸書等五種中文字體的視認度，以圓體字的視認度為最

佳的結果相似[21]。這 20 件市售健康食品包裝盒的中文印刷，字級為 8、9、10、11、12、13 級的包裝分

別為：1、6、4、4、3、2 件，其印刷字級大小較集中在 9 至 11 級區間。文字與背景的色彩安排，也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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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高齡者的文字視認度；例如：白底黑字（明度對比強）較容易閱讀、綠底黑字（明度對比弱）則較不

易閱讀。另外，當包裝盒的印刷加工為亮面時，容易產生反光，會影響說明文字的視認度。因字級大小、

文字與背景的明度對比及印刷加工方式等因素，彼此之間可能有交互作用存在，無法從前期調查的結果，

明確說明適合高齡者閱讀的健康食品包裝盒之文字設計。又，依我國健康食品管理法規定，需以中文標

示：「品名、有效日期、食用時應注意事項 ‥‥」等多項內容[14]；如何運用健康食品包裝盒有限的印

刷面積，設計符合高齡者閱讀的說明文字，實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性。所以，以文字與背景的明度對比、

字級大小、印刷加工方式為變數，探討適合高齡者閱讀健康食品包裝盒之中文字視認度為本研究的目的。

因不同的文字會有不同的視認度，故以下的內容皆針對中文字為主。  

二、研究方法 

2-1  

為探討適合高齡者閱讀健康食品包裝盒之中文字視認度，本實驗設計有印刷加工方式、字級大小、

背景明度等三項的自變數；其中字級大小、背景明度為相依樣本，印刷加工方式為獨立樣本。依變數有

操作錯誤次數與主觀視認度等二項。有關受測者、字級、背景明度與印刷加工的說明，詳見以下章節。 

2-2  

本實驗參考 Sharit et al.[30]的研究，以方便取樣的方式，徵求 60 歲以上的 40 位高齡者為受測者，平

均年齡為 68.0 歲（標準差為 4.5 歲）。實驗開始前，先檢驗受測者的視力，其矯正後的視力需在 0.8 以上，

方符合本研究的要求。所有的受測者皆具有小學以上的教育程度；且讓受測者閱讀類似實驗的練習題，

以瞭解實驗步驟，並確認受測者能順利閱讀本研究的包裝印刷內容。本研究將受測者分成四組，每組 10

位，分別閱讀不同加工方式的包裝印刷。所有的受測者皆須閱讀不同字級（3 種）與背景明度（8 種）的

印刷物，共 24 種設計組合。為避免研究數據受實驗順序的影響，所有受測者實驗的順序皆依亂數決定。

每一實驗條件執行完成後，讓受測者回答主觀視認度，並自由控制休息時間；之後，再執行下一個實驗

條件，以避免視覺疲勞。 

2-3  

本研究的印刷文字皆為黑色，其背景依 HSB 之電腦色彩系統作為取樣的依據；為使文字與背景之間

有較高的明度對比，將 HSB 系統之色相（H）、彩度（S）值皆設定為 0，其明度（B）以 5 為一間隔，

從 55 至 90 分別選取 8 種不同的背景明度，再換算成 CMYK 色彩系統，以利印刷輸出。本研究之背景明

度 HSB 系統的設定值，與按照光譜色度計（PR-650）量測印刷加工後之背景明度的 XYZ 值，再轉換成

CIE 系統之 Lab 值，如表 1 所示，分別以其明度的數值表示之。 

2-4  

為了降低中文字筆劃數對視認度的影響[12, 20]；本研究根據前期調查的結果，選擇健康食品包裝之

平均筆劃數為 9 畫的常用字作為實驗用字。實驗用的文字說明內容，則參考市售「鈣王」之說明文字，

並作適當修正。為避免讓受測者產生記憶及學習效應，依《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選擇出現次

數 100 次以上之 9 筆劃字[19]；即：「是、為、要、音、重、風、指、飛、段、哈、則、室、軍、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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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待、頁、省、洞、哇、若、負、洗、秋、括、某、勇、述、封、既、革、洛、冠、玻、迪、秒」，

共 38 字為本實驗用字。任選 10 字作為「注意事項」的內容，經印刷加工後，製作成模擬的健康食品包

裝盒，實驗時讓受測者閱讀各條件下的「注意事項」內容文字，作為評估視認度的依據。根據我國的食

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食品包裝之中文標示字體不得小於電腦排版 8 級字體[14]；再根據

前期調查的結果，市售骨骼關節類健康食品包裝盒的說明文字大小較集中於 9 至 11 級區間。所以，本研

究選用的印刷字體大小，分別為：8、9、10、11 級數，共 4 種。然而，進行實驗前測時，發現 8 級字體

的印刷文字產生之錯誤次數最多，判定為不適合高齡者閱讀的字級；於是正式實驗時，8 級字未列入實驗

條件執行，以避免實驗條件過多，造成受測者的實驗疲勞。字體則採用經前期調查發現高齡者較易閱讀

的黑色圓體字，作為本實驗選用的字體。 

1  

低明度 中明度 高明度 原背景明度設定值 
(HSB 系統的 B 值)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霧 P 72 74 75 80 81 86 91 94 

光油 74 77 78 83 84 87 90 93 

亮 P 71 71 75 78 79 84 88 92 

加工後 
的背景
明度值 
(Lab 的

L 值) 
UV 光 69 76 77 83 85 86 89 92 

2-5  

為製作實驗用的模擬健康食品包裝盒，每包裝盒的 4 個立面（60 mm × 105 mm）分別依 8、9、10、

11 級數的字體大小編輯健康食品的標示內容；如前所述，8 級的字體只用在實驗前測，並未列入正式實

驗進行測試。依 2-3 節的說明，模擬的包裝盒分別設計：8 種不同的背景明度，交由印刷廠進行印製；印

刷完成後，再由加工廠將 32 個樣本（4 種印刷加工 × 8 種背景明度），分別以霧面 PP 上光、上光油、

亮面 PP 上光與 UV 上光等四種印刷加工方式，進行表面處理[11]。以下將此四種印刷加工方式，分別簡

稱為：霧 P、光油、亮 P 與 UV 光。 

2-6  

實驗時，模擬一般的作業環境，將照度控制在 500-1000 lx （實際量測實驗環境的照度為 600-800 lx）

之間[1]，並避免印刷表面產生反射光。如圖 1 所示，受測者手持包裝盒，閱讀包裝文字。實驗方式為每

次隨機拿取一個包裝盒，受測者需由左至右逐字唸出「注意事項」內容的文字字音。本研究採錯誤登記

制，當受測者唸錯字音時，則記錄該字為視認不佳，並累計該條件下的錯誤次數；當完成每一個別實驗

條件後，受測者需回答個人的主觀視認度，即：「該實驗條件下的文字，是否容易閱讀？」其主觀評價

尺度分為 5 階段，即分別為：「1-非常不容易」、「2-不容易」、「3-沒意見」、「4-容易」、「5-非常

容易」。 

2-7  

本研究探討健康食品包裝盒的背景明度、字級、印刷加工方式對高齡者之視認度的影響，故依視認

的錯誤次數與主觀評價，評量該包裝文字視認度的難易。因本研究採用的文字色彩皆為黑色，背景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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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者 受測者 

包裝盒 

11 級   客 頁 洞 負 洗 某 封 洛 迪 風 

10 級   括 勇 既 冠 秒 是 音 指 哈 軍 

9 級   為 要 重 飛 則 急 待 洞 若 秋 

1  

依 HSB 之電腦色彩系統，以 5 為一間隔，從 55 至 90 分別選取 8 種不同背景的明度值；如表 1 所示，實

際印刷輸出後，經光譜色度計量測與計算，其包裝盒表面的明度值（Lab 的 L 值）分布並不均等，即：

原設定的背景明度值，在印刷後，彼此間的明度差異有縮小的傾向。所以，為簡化變異數分析與較容易

解析背景明度對視認度的影響，將背景明度分為低明度、中明度與高明度等三種水準，即分別對應原設

定之 55 與 60、70 與 75、85 與 90 的背景明度，其視認錯誤次數為兩種明度條件合併計算，而主觀視認

度值則以平均計算，即為該明度條件下的數據值。 

本研究的自變數有字級大小、背景明度為相依樣本，印刷加工方式則為獨立樣本。實驗數據以

Windows 版 SPSS 統計軟體（13.0 版）分析視認錯誤次數作多重列聯表；並對視認度的主觀評價值作二個

相依樣本與一個獨立樣本的變異數分析，以 Duncan 法作事後比較，其檢定結果以 p<0.05 作為自變數對

其依變數有顯著影響的判斷基準[13, 18]。 

三、實驗結果 

本研究以健康食品包裝印刷的加工方式、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為變數，進行高齡者對包裝文字視認

度的實驗。如表 2 所示，隨著背景明度或字體級數的增加，則受測者的視認錯誤次數降低；其中，有 13

種條件之視認錯誤百分比小於 10％。除光油加工、低明度、9 級字的條件外，在相同的字級、背景明度

的條件之下，亮 P、UV 光的視認錯誤次數，皆大於霧 P 與光油的印刷加工方式。進一步以包裝印刷的加

工方式與字級大小，作控制變項進行多重列聯表分析，整理其檢驗結果，茲說明如下。 

如表 3 所示，印刷加工方式為霧P（χ2
(2)＝1.98，p=0.372）與光油（χ2

(2)＝2.48，p=0.290），就其視認

錯誤而言，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之間的關聯不顯著。雖然，當背景明度降低時，其視認錯誤次數均增加

（表 2）；但在霧P、11 字級的條件下，任何背景明度皆無視認錯誤的發生；如表 2 所示，在光油、高明

度背景的條件下，變換任何字級也沒有發生視認錯誤的情形。對印刷加工方式為亮P（χ2
(4)＝14.99，p<0.05）

與UV光（χ2
(4)＝12.38，p<0.05）的視認錯誤次數而言，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之間有顯著的關聯存在（表 3）；

當印刷加工方式為亮P、文字為 9、10 級時，則視認錯誤次數將隨著背景明度降低而逐漸增加（表 2）；

當印刷加工方式為UV光，在各種字級條件下，隨著背景明度的降低，而產生視認錯誤的次數也逐漸增加；

除亮P、高明度的條件之外，在亮P與UV光的印刷加工方式、相同背景的明度之下，視認錯誤次數皆隨著

字級增加而降低。進一步比較其關聯係數（表 3），印刷加工為亮P（列聯係數＝0.366）、UV光（列聯

係數＝0.297）的字級與背景明度的關聯強度，大於霧P（列聯係數＝0.261）與光油（列聯係數＝0.233）；

研究顯示，字級與背景明度的確會對不同印刷加工方式的包裝文字視認度造成影響。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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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背景印刷

加工 字級
低明度 中明度 高明度

印刷

加工 字級
低明度 中明度 高明度

霧P 9 15 (65.2) 4 (17.4) 4 (17.4) 亮P 9 23 (53.5) 14 (32.6) 6 (14.0)
 10 4 (100) 0 (0) 0 (0) 10 17 (40.5) 13 (31.0) 12 (28.6)
 11 0 (0) 0 (0) 0 (0) 11 12 (100) 0 (0) 0 (0)
         

光油 9 31 (91.2) 3 (8.8) 0 (0) UV光 9 58 (75.3) 10 (13.0) 9 (11.7)
 10 5 (71.4) 2 (28.6) 0 (0)  10 17 (50.0) 9 (26.5) 8 (23.5)

 11 2 (100) 0 (0) 0 (0)  11 9 (52.9) 7 (41.2) 1 (5.9)

註：畫底線者表示在該條件下的視認錯誤百分比小於 10％；粗體字者表示在該條件下對應的主觀視認度值大於 3

（如：表 4 所示）。 

3  

檢 驗 方 式   控制水準 檢驗值 自由度 顯著性

以印刷加工方式為控制變項     

Pearson卡方檢定 霧P 1.98 2 0.372

 光油 2.48 2 0.290

 亮P 14.99 4   0.005 **
 

UV光 12.38 4  0.015 *

列聯係數（對稱數量） 霧P 0.261 - 0.372

 光油 0.233 - 0.290

 亮P 0.366 - 0.005

 UV光 0.297 - 0.015
     
以字級大小為控制變項     

Pearson卡方檢定 9 級 17.06 6   0.009 **

 10 級 7.84 6 0.250

 11 級 8.88 4 0.064

列聯係數（對稱數量） 9 級 0.297 - 0.009

 10 級 0.287 - 0.250

 11 級 0.472 - 0.064

註：*: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如表 3 所示，以字級大小為控制變項，當字級為 9 級時，就視認錯誤次數而言，印刷加工與背景明

度之間確存有顯著的關聯（χ2
(6)＝17.06，p<0.01）；其錯誤次數會隨著背景明度的降低而逐漸增加。但在

霧P與光油、字級為 10 與 11 級，高明度背景條件時，其視認錯誤次數皆為零（表 2）。11 級字（列聯係

數＝0.472）的印刷加工方式與背景明度的關聯強度大於 9 級（列聯係數＝0.297）與 10 級字（列聯係數

＝0.287）；研究顯示，印刷加工方式與背景明度，對不同字級大小的包裝文字之視認度造成影響。 

表 4 為各條件下的主觀視認度值彙整表，大部分的主觀視認度值偏低；然而，有 9 種條件下的平均

主觀視認度值大於 3 以上，此即表示在這些條件下的高齡者自覺較易閱讀包裝的文字內容。本研究的主

觀視認度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印刷加工方式對主觀視認度有顯著的影響（F(3, 36)＝3.40；

p<0.05）；經 Duncan 檢定得知，印刷加工為光油的主觀視認度明顯高於亮 P 或 UV 光的主觀視認度。因

印刷加工方式、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的變數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12, 144)＝2.53；p<0.001），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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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比較，其結果彙整，如表 6 與表 7 所示。 

4 * *  ( )  

背景 背景印刷

加工
字級

低明度 中明度 高明度

印刷

加工
字級

低明度 中明度 高明度

霧P 9 1.9 (0.29) 2.4 (0.24) 2.6 (0.27) 亮P 9 1.9 (0.24) 2.1 (0.24) 2.4 (0.22)
 10 2.4 (0.31) 2.9 (0.26) 3.0 (0.27) 10 2.0 (0.24) 2.2 (0.28) 2.4 (0.20)
 11 2.7 (0.21) 2.9 (0.20) 3.4 (0.26) 11 2.4 (0.28) 2.6 (0.24) 3.2 (0.27)
         

光油 9 1.6 (0.22) 2.5 (0.34) 3.8 (0.20) UV光 9 1.5 (0.22) 1.8 (0.31) 2.5 (0.32)
 10 1.8 (0.20) 3.0 (0.25) 4.2 (0.11)  10 1.5 (0.17) 2.4 (0.25) 3.3 (0.28)

 11 2.6 (0.32) 3.6 (0.36) 4.6 (0.14)  11 1.6 (0.20) 3.3 (0.21) 4.0 (0.21)

註：粗體字者表示在該條件下的主觀視認度值大於 3；畫底線者表示在該條件下對應的視認錯誤百分比小於 10％

（如：表 2 所示）。 

5   

變 異 來 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p值 (顯著性) 

印刷加工（A；獨立樣本） 3.21 3 1.07 3.40 0.028 * 

字級大小（B；相依樣本） 41.68 2 20.84 78.46 0.000 *** 

背景明度（C；相依樣本） 101.41 2 50.70 65.24 0.000 *** 

A * B 3.48 6 0.58 2.18 0.054  
A * C 27.42 6 4.57 5.88 0.000 *** 
B * C 1.77 4 0.44 2.34 0.058 
A * B * C 5.74 12 0.48 2.53 0.000 *** 

誤差      

  受測者間（A） 11.32 36 0.31   

  受測者內（B） 19.12 72 0.27   

  受測者內（C） 55.96 36 0.78   

  受測者內（B * C） 27.21 144 0.19   

註：*: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據字級大小的主觀視認度之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結果（表 6）顯示，印刷加工方式為霧 P（F(2, 18)

＝18.1；p<0.001）、光油（F(2, 18)＝46.9；p<0.001），亮 P（F(2, 18)＝9.7；p<0.01）時，則字級大小對

主觀視認度有顯著的影響。經事後檢定，當印刷加工為霧 P 與光油，隨著字級的增加其主觀視認度也依

序增加。當印刷加工為亮 P，11 字級的主觀視認度大於 9 級字與 10 級字的主觀視認度；但亮 P 加工的整

體主觀視認度則偏低（＜3）。當印刷加工為 UV 光時，字級與背景明度之間，對主觀視認度有顯著的交

互作用（F(4, 36)＝5.6；p<0.001）；再經事後檢定得知，其在中明度背景（F(2, 18)＝16.4；p<0.001）、

高明度背景（F(2, 18)＝13.4；p<0.001）時，隨著字級的增加其主觀視認度也依序增加；但低明度背景時，

則整體的主觀視認度均偏低（＜2），其字級大小對主觀視認度沒有顯著的影響（F(2, 18)＝0.47；p＝0.63）。 

根據背景明度的主觀視認度之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結果（表 7）顯示，當印刷加工方式為霧 P（F(2, 

18)＝14.1；p<0.001）、光油（F(2, 18)＝29.6；p<0.001）、亮 P（F(2, 18)＝7.0；p<0.01）時，背景明度對

主觀視認度有顯著的影響；經事後檢定，當印刷加工為霧 P 與光油，隨著背景明度的增加其主觀視認度

也依序增加；當印刷加工為亮 P，高明度背景的主觀視認度大於低明度背景或中明度背景的主觀視認度，

但亮 P 加工條件下的整體主觀視認度則偏低（＜3）。當印刷加工為 UV 光，字級與背景明度之間對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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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認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4, 36)＝5.6；p<0.001）；再經事後檢定得知，其在 10 級字（F(2, 18)＝15.2；

p<0.001）、11 級字（F(2, 18)＝38.1；p<0.001），隨著背景明度的增加其主觀視認度也依序增加；但在 9

級字的主觀視認度則偏低（＜2），其背景明度對主觀視認度（F(2, 18)＝3.0；p＝0.074）沒有顯著的影響。 

6  ( )  

變異來源 9 級 10 級 11 級  F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霧P（所有明度） 2.3(0.25) 2.8(0.26) 3.0(0.19) 18.1 0.000 *** [9 級]<[10 級]<[11 級]

光油（所有明度） 2.6(0.15) 3.0(0.13) 3.6(0.18) 46.9 0.000 *** [9 級]<[10 級]<[11 級]

亮P（所有明度） 2.2(0.20) 2.2(0.21) 2.7(0.25) 9.7 0.001 ** [9 級],[10 級]<[11 級]

UV光（低明度） 1.5(0.22) 1.5(0.17) 1.6(0.20) 0.47 0.630 -

UV光（中明度） 1.8(0.31) 2.4(0.25) 3.3(0.21) 16.4 0.000 *** [9 級]<[10 級]<[11 級]

UV光（高明度） 2.5(0.32) 3.3(0.28) 4.0(0.21) 13.4 0.000 *** [9 級]<[10 級]<[11 級]

註：*: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7  ( )  

變異來源 低明度 中明度 高明度 F檢定 p值 事後比較

霧P（所有字級） 2.3(0.25) 2.8(0.22) 3.0(0.24) 14.1 0.000 *** [低明度]<[中明度]<[高明度]

光油（所有字級） 2.0(0.22) 3.1(0.29) 4.2(0.11) 29.6 0.000 *** [低明度]<[中明度]<[高明度]

亮P（所有字級） 2.1(0.24) 2.3(0.23) 2.7(0.21) 7.0 0.006 ** [低明度],[中明度]<[高明度]

UV光（9 級） 1.5(0.22) 1.8(0.31) 2.5(0.32) 3.0 0.074 -

UV光（10 級） 1.5(0.17) 2.4(0.25) 3.3(0.28) 15.2 0.000 *** [低明度]<[中明度]<[高明度]

UV光（11 級） 1.6(0.20) 3.3(0.21) 4.0(0.21) 38.1 0.000 *** [低明度]<[中明度]<[高明度]

註：*: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四、討論 

本研究從高齡者的觀點，探討印刷加工、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等變數，對健康食品包裝盒之中文字

視認度的影響。從研究結果得知（表 2），隨著背景明度或字級大小的增加，則受測者的視認錯誤次數會

逐漸降低。除光油加工、低明度、9 級字的條件外，在相同字級、背景明度的條件下，亮 P、UV 光的視

認錯誤次數，皆大於霧 P 與光油的視認錯誤次數。另一方面，印刷加工方式對主觀視認度也有顯著的影

響（F(3, 36)＝3.40，p<0.05；表 5）；尤其，相同字級大小、中明度或高明度時，印刷加工為光油的主觀

視認度，明顯高於亮 P 或 UV 光的平均主觀視認度（表 4），即表示亮 P 與 UV 光印刷加工的包裝文字，

高齡者自覺較不易閱讀。綜合以上的視認錯誤次數與主觀視認度的結果，本研究發現亮 P 與 UV 光的印

刷加工方式，較不利高齡者閱讀包裝的說明文字，可能與這兩種加工方式具較強的光澤感有關[11]。 

進一步探討印刷加工的光澤感對高齡者文字視認度的影響；如表 3 所示，以印刷加工方式為控制變

項的多重列聯表分析結果得知，在低光澤感的霧 P 與光油條件下，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對視認錯誤次數

的關聯不顯著；尤其在印刷加工為無光澤感的霧 P、11 級字的任何背景明度條件下，高齡者均無視認錯

誤的發生（表 2）；在印刷加工為低光澤感的光油、高明度背景之任何字級條件下，也沒有發生視認錯誤

的情形。但在高光澤感的亮 P 與 UV 光的條件下，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對視認錯誤次數有顯著的關聯存

在；且亮 P 與 UV 光的字級與背景明度的關聯強度（列聯係數）大於霧 P 與光油的關聯強度，顯示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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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澤感比在低光澤感的條件下，其字級與背景明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包裝文字的視認度有較大的影響。

如表 2 所示，高光澤感的亮 P 與 UV 光的印刷加工，相同背景明度的視認錯誤次數大部分隨著字級增加

而降低。在相同字級條件下，隨著背景明度的增加而視認錯誤次數也逐漸降低。整體而言，因印刷表面

的高光澤感，容易產生反射光[10]，而影響高齡者閱讀包裝的說明文字；但可藉由提昇文字與背景的明度

差或字級大小，以降低視認的錯誤次數。 

另一方面，以字級大小為控制變項，當字級為 9 級，則印刷加工與背景明度對視認錯誤次數有顯著

的關聯存在（表 3），在任何印刷加工條件下的視認錯誤次數，均隨著背景明度的增加而逐漸降低；尤其

霧 P 與光油、其字級為 10 或 11 級、高明度背景時，其視認錯誤次數皆為零（表 2）。11 級字的印刷加

工與背景明度的關聯強度大於 9 級與 10 級字（表 3）；顯示 11 級字的印刷加工與背景明度對包裝文字的

視認度有較大的相關。如表 2 所示，11 級字、高明度與中明度時，印刷加工為霧 P、光油、亮 P 之條件

下，其視認錯誤次數皆為零；但在 11 級字、低明度時，亮 P 與 UV 光之條件下，其視認錯誤次數皆明顯

增加。所以，從本研究的結果得知，印刷加工為低光澤感時，將背景明度提升為中明度以上、或字級為

10 級以上，即可降低高齡者的文字視認錯誤次數；但當印刷加工為高光澤感時，則必須將背景明度提升

為高明度、且字級為 11 級時，才能顯著地降低高齡者的文字視認錯誤次數。 

如表 5 所示，印刷加工、字級大小與背景明度等變數之間，對主觀視認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12, 144)

＝2.53；p<0.001）；從各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比較得知，當印刷加工為霧 P 與光油，隨著字級大小的增

加，其主觀視認度也依序增加（表 6）；當印刷加工為亮 P，11 級字的主觀視認度，大於 9 級字與 10 級

字的主觀視認度，但亮 P 加工的整體主觀視認度值則偏低。當印刷加工為 UV 光，字級與背景明度對主

觀視認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4, 36)＝5.6；p<0.001）；背景為高明度與中明度時，隨著字級的增加，其

主觀視認度會依序增加；但低明度背景時，其字級大小對主觀視認度沒有顯著的影響（表 6）。又，當印

刷加工為霧 P 與光油，隨者背景明度的增加，其主觀視認度也會依序增加（表 7）；當印刷加工為亮 P，

高明度背景的主觀視認度，大於低明度背景或中明度背景的主觀視認度，但其整體的主觀視認度則偏低

（＜3；表 7）。當印刷加工為 UV 光，字級與背景明度之間對主觀視認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4, 36)＝

5.6；p<0.001）；尤其，字級為 10、11 級時，隨著背景明度的增加其主觀視認度也會依序增加；但 9 級

字時，背景明度對主觀視認度沒有顯著的影響（表 7）。綜合以上說明，除印刷加工為 UV 光、字級為 9

級或低明度的條件外，隨著字級或背景明度的增加，各個印刷加工的主觀視認度也會隨之增加。 

本研究共執行 36 種條件組合（4 種印刷加工*3 種字級大小*3 種背景明度），大部分的主觀視認度值

均偏低（表 4），表示高齡者自覺不容易閱讀包裝的文字。對照表 2 與表 4，只有 7 種條件下的主觀視認

度值大於 3，且視認錯誤百分比小於 10％[7]，此即表示高齡者在這 7 種條件自覺較易閱讀包裝的文字；

尤其在「光油、10 級字、高明度」、「光油、11 級字、高明度」，「UV 光、11 級字、高明度」等 3 個

條件下，其主觀視認度值皆大於 4，即表示高齡者較容易閱讀包裝的文字，且符合低視認錯誤次數（視認

錯誤百分比小於 10％）。依本研究的結果，我國的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規定，食品包裝的中文標示

字體的高度及寬度不得小於 2 公釐[14]，此項規定顯然不符合高齡者的閱讀需求，建議：低光澤的上光油

印刷加工的字體之高度及寬度，應至少為 2.5 公釐（即 10 級字體），高光澤的 UV 上光印刷加工的字體

之高度及寬度，應至少為 2.75 公釐（即 11 級字體）；且其字體與背景需為高明度對比（如：白底黑字）、

環境照度為 500-1000 lx。若降低字體與背景的明度對比、或環境照度低於 500 lx 以下，則需提高前述建

議的字體大小，才能滿足高齡者的閱讀需求。 

本研究探討文字與背景的明度對比、字級大小、印刷加工，環境照度為 500-1000 lx 時，對高齡者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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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健康食品包裝盒之中文九筆劃圓體字的視認度，其研究成果也可應用於相關產品的印刷設計。未來可

再探討中文的字型、筆劃數、筆劃粗細、環境照度等變數對高齡者視認度的影響，將有助於高齡者相關

產品的研發工作。 

五、結論 

從本研究的結果得知，隨著文字與背景的明度對比或字級大小的增加，可降低高齡者閱讀健康食品

包裝盒之中文字的視認錯誤次數，並提升其主觀視認度。尤其，在高光澤感比在低光澤感的條件下，其

字級與明度對比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包裝文字的視認度有較大的影響。本研究採用黑色圓體字，若印刷

加工為低光澤的上光油印刷，將背景明度增為中明度以上、或字級為 10 級以上，即可降低高齡者對中文

字的視認錯誤次數；但印刷加工為高光澤的 UV 上光印刷，則必須將背景明度提昇為高明度、且字級為

11 級，才能顯著地降低高齡者的視認錯誤次數。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為滿足高齡者較易閱讀健康食品包

裝盒之中文字的主觀視認度，且降低視認錯誤次數，在低光澤的上光油印刷加工的字體大小，應至少為

10 級，若在高光澤的 UV 上光印刷加工的字體大小，應至少為 11 級，且其字體與背景需為高明度對比（如：

白底黑字）、環境照度為 500-1000 lx；若降低字體與背景的明度對比、或環境照度低於 500 lx 以下，則

需提高前述建議的字體大小，才能滿足高齡者的閱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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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different brightness contrasts of 

character-background, character sizes, and surface-coating types upon the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health-food packages for elderly people. Forty elderly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This study grouped the health-food packages into four surface-coating types: Matte 

PP Coating, Varnish Coating, Poly Propylene Coating, and Ultra Violet Coating. The character 

sizes vary from 9Q, 10Q, and 11Q for the package print. The brightness contrasts of 

character-background are set to low, medium, or high level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of 

the round style in black with the same stroke number of nine in this study. The experimental 

illumination was controlled at 500-1000 lx. Each subject read samples of health-food packages 

with various brightness contrasts, character sizes under a single surface-coating type. The 

number of misread characters and the subjective estimation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bigger the brightness contrast of 

character-background, and the larger the character size, the fewer the number of misread 

characters and the higher the subjective estimation. Furthermore, there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brightness contrast of character-background and the character size of 

the misreading characters for high gloss surface-coating types (such as Poly Propylene Coating 

and Ultra Violet Coating), than for low gloss surface-coating types (such as Matte PP Coating 

and Varnish Coating). Thus, for elderly people,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average number of 

misreading characters and to increase the subjective estim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haracters 

of at least size 10Q be used on Varnish Coating type surface with low gloss, and that characters 

of at least size 11Q be used on Ultra Violet Coating type surface with the high glos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round style.   

Keywords：elderly people, health-food package, surface-coating, leg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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