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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黃斑部病變成人患者之生活品質調查 

壹、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臺灣黃斑部病變成人患者的生活品質，研究針對確

診為黃斑部病變的成人患者約 50 位，在眼科醫師的轉診下，以臺灣視覺障礙者生

活品質量表(2015)為評估工具，進行一對一的訪談，並請患者以主觀認知感受填寫

此問卷，並將量表結果加以統計分析。問卷生活品質的內容則包含患者的主訴問

題、背景變項、身體健康狀況、與一般生活品質等。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統計，全球視力受損人數

約有 2.85 億，其中 3900 萬人為全盲，2.46 億人為低視力患者 1；在臺灣，領有身

心障礙證明或手冊的視覺障礙者約有 5.6 萬人，且隨著年齡的增加，視覺障礙的人

口比例亦逐年上升 3。視覺障礙者因整體的視覺功能受損，日常生活上可能造成閱

讀、開車、視覺輔助工具的使用 21-22、行動 23、家事活動、照明、炫光、面部辨識

與社交活動等方面的困難 2, 21-23；上述各項困難將對病患的日常生活造成重要的影

響，進而影響其生活品質，因此視障者的生活品質應該獲得更多方面與更深入的

關注。 

本研究主要以黃斑部病變(macular degeneration, MD)之成人為研究對象，黃斑

部病變是已開發國家老年失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4，同時也是臺灣成年人口在眼科常

見的疾病 5。造成 MD 主因有很多，例如：與年齡相關的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RMD)及高度近視造成的黃斑部病變等。有研究

指出近視度數愈高，導致黃斑部萎縮愈嚴重 37。而 ARMD 是一種因老化、疾病或

遺傳所產生中心視網膜退化的疾病，分為乾性與濕性兩種；目前造成此疾病的原

因尚不明確，但已知幾項因素可能與 MD 的發生有密切關聯，如：年齡和抽煙 6-7,10、

家族病史與遺傳基因 7-8、白內障手術 7、心血管疾病 9-10、高血壓及久坐不動 10等；

MD 的產生會造成中心視力的減損 11、對比敏感度下降 12、視野改變 13、色覺異常

13-14以及面部辨識困難 15；整體而言，黃斑部病變患者的主訴通常是中心視野的精

細敏銳度下降 17。患有 MD 的老年人因中心視力受損，造成行動不便，跌倒、骨折

等風險增加，成人 MD 病患則有工作及維持家事活動的困難，如做飯或打掃，病

患獨立性明顯受到威脅 17。此外，對比敏感度降低以及視野缺損，都對生活有明顯

的影響 16,20，例如造成在夜間駕駛的困難性 19，近距離的視野盲點、模糊範圍增加，

對低照度及顏色強度敏感性下降 18，都會影響近距離閱讀等工作。這些功能上的障



礙將使黃斑部病變之病患面臨日常生活上的種種不便。 

在臨床醫療或實證研究中，常使用「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簡稱QOL)」來作

為評量病患的健康情況及治療成效的指標，QOL已成為現今研究及專業人員越來越

重視的項目之一25-26。世界衛生組織將生活品質定義為「個人在所生活文化價值體

系中的感受程度，這種感受與個人的目標、期望、標準、關心等方面有關。包括

一個人在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關係、個人信念以及環境六大方

面」，也稱之為生活素質24。一般來說，「生活品質」可分為一般生活品質(global 

QOL)以及與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health-related QOL)兩大類。一般生活品質重視一

般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滿意度，經常是由個人主觀的感受來評斷；健康相關生活品

質則是強調因為疾病、意外或治療，所導致個人身體功能改變，進而影響個體在

心理、社會層面，而這一類的生活品質是可藉由主觀判斷及客觀測量來評量27；臨

床上，生活品質比健康狀況的描述更能反應病人對整體健康狀態的認知。生活品

質的呈現一般可採用客觀量測或主觀感受的評量，本研究採用的方式是以病患本

身的主觀評量來評估黃斑部病變患者的生活品質。 

視覺障礙者因各種疾病所導致的視力、視野不良，使得跌倒、碰撞與車禍的

危險性增加、平日生活及工作的能力下降、對他人的依賴性增加等，都會降低視

障病患的生活品質30。因此在討論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的概念時，有研究認為生活

品質是受試者想要達到的條件，其中與家庭或社區生活、學校、工作、及健康有

絕對的相關28；也有研究指出障礙程度是影響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的一項重要因素

29。而在2004年針對大學視障病患生活品質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視障病患認為障

礙程度愈嚴重或未使用任何輔具的視障者，其生活品質愈低31。因此協助身心障礙

者功能復建、建立獨立生活的能力、與創造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可改善其生活

品質32。針對各類視覺障礙病患所開發出來的生活品質測量工具有(一)每日視覺活

動量表 ADVS33、(二)視覺功能問卷(VF-14)34、(三)美國國家眼科研究院視覺功能問

卷量表 NEIVFQ35、 (四)視覺障礙衝擊問卷量表 The Impact of Vision Impairment 

Instrument36、以及（五）WHO/PBD VFQ-20 38等；而較近期修訂的則歐洲發展的生

活品質量表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39則較偏向非特定視障者。本研究綜合各家工

具，採用採用連政炘與鄭靜瑩（2015）所編製之臺灣視障者生活品質量表，該量

表乃根據上述六項國外量表，結合臺灣現況與視障者主訴編製。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一對一的訪談方式，針對診所與醫院眼科門診

確診為黃斑部病變的成人病患，以臺灣視覺障礙者生活品質量表(2015)來評估臺灣

黃斑部病變患者的生活品質，藉由患者主觀的認知感受來填寫此問卷，並將量表

結果加以統計分析。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研究欲討論的問題有： 



一、臺灣黃斑部病變患者主訴問題為何？ 

二、臺灣黃斑部病變患者之生活品質為何？ 

三、影響臺灣黃斑部病變患者生活品質之因素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一對一訪談的方法，使用臺灣視覺障礙者生活品質量表(2015)進行調

查研究，取樣上以眼科醫師轉介的滾雪球方式進行；在訪談過程中如遇患者提出

的意見在問卷中未提及且訪談者自主認定是相當重要的資訊，需立即與指導教授

討論是否予以修正，除協助修正量表內容，亦藉此提昇問卷的信效度。在量表的

內容方面，主要分為患者的（一）背景變項；（二）身體健康狀況；與（三）生

活品質三大向度。未來統計分析將以患者背景變項及身體健康狀況為自變項，而

以生活品質為依變項進行分析。整體的研究設計如下圖 1 所示： 

 

圖 1：研究設計圖 



二、研究對象招募： 

年滿 18 歲以上，經眼科醫生確診雙眼均為黃斑部病變之患者，且雙眼最佳矯

正視力未達一般人正常之標準 0.8(20/25)，預估研究人數為 50 人。 

三、研究場所： 

研究預期採樣地點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眼科、台中澄清醫院(中港院區)眼

科，以及彰化秀傳醫院眼科，經眼科主管同意後簽署研究場所同意書並在醫師及

病患的同意下進行訪談及問卷調查。本研究已送交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

驗委員會審查（CS2-15011, 如附件）。 

四、研究工具： 

  連政炘與鄭靜瑩(2015)所編製之臺灣視覺障礙者生活品質量表，該量表之編製

遵守測驗編製之信效度原則編製，包括內容信效度、專家效度、效標關聯效度、

內部一致性 Crobach α 信度考驗。問卷內容分為三個向度：（一）背景變項，包括

年齡、性別、疾病、經濟狀況、輔具的使用、工作與否、與外出的需求等；（二）

身體健康狀況，如其他眼科疾病、用藥狀況、視覺品質穩定狀態與心理調適狀況

等；（三）生活品質，如閱讀、行動、情緒與角色、工作、家事、社交等十大類。 

五、研究步驟：研究步驟及研究進度甘特圖如圖 2 

（一）計畫送交科技部及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審查：其

內容除計畫書之外，尚包含受試者同意書、研究場所同意書簽署、問卷初

稿的內容、以及計畫申請人及指導教授之研習證書等。 

（二）向患者說明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並取得同意書簽署 

（三）問卷訪談與問卷調查進行 

（四）問卷修正暨資料整理與分析 

六、資料整理及統計方法 

本研究所有資料均以電腦處理，預期分析資料的統計方法有：Crobach α、

chi-square 卡方考驗或 chi-square Pearson 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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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進度甘特圖 

 

肆、研究結果 

一、臺灣黃班部病變病患之生活品質 

本節將各題項以次數和百分比列表，呈現整體受試者的反應情形，並加予以

說明，用以探討臺灣黃班部病變病患之生活品質。 

（一）單一向度內各題項的生活品質整體反應情形 

    由於本問卷將臺灣黃班部病變病患之生活品質分為「家庭與社區」、「學校」、

及「就業」三個向度。故本段將以向度為區分，採次數百分比列表，以呈現臺灣

黃班部病變病患在單一向度內各題項之生活品質情形。 

一、 家庭與社區 

  黃班部病變病患之生活品質，在家庭與社區中由表 4-1-1 可看出，19 題中有 2

題在無法回答這個選項有較高的比例，依序為第 16 題「您在照顧嬰幼兒時是否有

困難｣(35.8%)及第 18 題｢您在盡到身為家長的責任如:檢查作業、簽名或接送子女是

否有困難｣(45.0%)。可理解為受試者在開始有視覺功能的問題時，子女已為成年人

或尚無子女，故在此題項中表示無法回答的比例偏高。其他黃班部病變病患在本

向度各題項的回應如下： 

    第 1 題｢您在閱讀水電帳單、報章雜誌或包裝上標籤是否有困難｣，除了有一

位(0.7%)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外，五成受試者(51.0%)表示雖然有困難但可以透過輔



具或其他方式處理、有一成(9.3%)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而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

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15.2%、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13.2%、然仍

有約一成(10.6%)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2 題｢您在進行廚房工作，如:洗碗、切菜或使用瓦斯爐是否有困難｣，除了

其中 10 位受試者(6.6%)表示未曾執行此題項工作所以無法回答，接近四成 37.7%

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有困難但可以透過輔具或其他方式處理則佔 17.9%、有

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者佔 15.9%、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者佔

9.9%，而有 11.9%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者。 

    第 3 題｢您在分辨瓶罐容器時是否有困難｣，除了有一位(0.7%)受試者表示無

法回答外，四成以上(43.7%)的受試者表示雖然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例如有受

試者回應可自行使用放大鏡或是老花眼鏡來分辨，約有兩成(17.2%)的受試者表示

沒有困難或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16.6%)，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

人解決則佔了 13.9%，仍然有 7.9%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4 題｢您在個人梳洗整齊清潔方面如:刮鬍子、化妝…等是否有困難｣，除了

有一位(0.7%)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外，五成以上(53.0%)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

約有三成(32.5%)的受試者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有困難有時自

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7.9%，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4.6%，

仍然有 1.3%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5 題｢您在衣物縫補或家庭用品維修更換如:換燈泡、電池是否有困難｣，除

了有四位(2.6%)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外，約有兩成多至三成(27.2%)的受試者表示有

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或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24.5%)，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佔了13.9%，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14.6%，

且有 17.2%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6 題｢您晾洗衣服或掃地、拖地等清潔工作是否有困難｣，除了有七位(4.6%)

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外，四成多(42.4%)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表示有困難但可

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的受試者佔了 25.2%，約一成(9.9%)的受試者有困難有時

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或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然有 7.9%的受試者表示有

困難所以放棄。 



  第 7 題｢您在外出購物等離開家中的社區活動是否有困難｣，除了有一位(0.7%)

表示無法回答外，約二至三成的受試者(30.5%)表示沒有困難或有困難但可以自行

處理者(如使用輔具)(27.8%)，一至兩成的受試者(18.5%)表示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

時依靠他人解決或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14.6%)，然有(7.9%)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

所以放棄。 

  第 8 題｢您在到特定的地點，如:教堂、廟宇、活動中心是否有困難｣，除了有

兩位(1.3%)表示無法回答外，約二至三成的受試者(31.1%)表示沒有困難或有困難

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 (26.5%)，約兩成(19.2%)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有時

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約一成(11.9%)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或有困難所以放棄(9.9%)。 

  第 9 題｢您在算錢或數鈔票是否有困難｣，除了有兩位(1.3%)表示無法回答外，

約四成(41.1%)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約有三成(32.5%)的受試者有困難但可以自

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13.9%，表示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6.0%，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的受試者則佔了 6.6%。 

  第 10 題｢您在與鄰居互動，如:聊天、泡茶、下棋是否有困難｣，除了有四位

(2.6%)表示無法回答外，約四成(39.7%)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一至二成(25.2%)

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或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

依靠他人解決(15.9%)，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2.0%，然有 22 位(14.6%)

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11 題｢您在自行到醫院就醫是否有困難｣，除了有兩位(1.3%)表示無法回答

外，一成多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15.2%)或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

具)(13.9%)，有三成多(35.1%)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

決或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33.1%)，有困難所以放棄的受試者則佔了 1.3%。 

  第 12 題｢您覺得能否自行駕駛交通工具對生活是否有很大的影響｣，有八位

(5.3%)表示無法回答，約四成多(46.4%)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沒有困難

(14.6%)、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11.3%)、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

時依靠他人解決(11.3%)或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11.3%)則都約佔所有受試者中

的一成多。 



  第 13 題｢您在休閒娛樂如:看電視、打電腦和玩手機或參觀展覽是否有困難｣

有九位(6.0%)表示無法回答外，約四成(39.1%)的受試者表示雖然有困難但可以自

行處理，可自行使用放大鏡或是老花眼鏡來分辨，一至二成(27.2%)的受試表示沒

有困難或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12.6%)，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佔了 3.3%，且有約一成(11.9%)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14 題｢您在對居家生活安全的警戒方面是否有困難｣有七位(4.6%)表示無法

回答外，約二至三成(30.5%)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或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

使用輔具)(23.8%)，另有約一至二成(14.6%)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

依靠他人解決或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18.5%)，有困難所以放棄的受試者則佔了

全部受試者中的 1.3%。 

  第 15 題｢您在尋找伴侶或結婚對象是否有困難｣，有十五位 (9.9%)受試者表示

無法回答，約七成(72.8%)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

用輔具)的受試者佔了 4.6%，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0.7%，有

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3.3%，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的受試者則佔了 8.6%。 

  第 16 題｢您在照顧嬰幼兒時是否有困難｣，有五十四位約三成多的受試者

(35.8%)表示無法回答外，約四成(42.4%)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有困難但可以自

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或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各佔了 4.0%，有

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2.6%)，有約一成(11.3%)的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

棄。 

  第 17 題｢您在生小孩是否有所顧慮｣，約六成(45.0%)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

表示因遺傳因素有疑慮的受試者約佔了兩成(21.9%)，因遺傳因素不考慮的受試者

則佔了 18.5%。 

  第 18 題｢您在盡到身為家長的責任如:檢查作業、簽名或接送子女是否有困難｣，

有六十八位(45.0%)表示無法回答，約四成多(43.0%)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困難，表示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的受試者佔 2.6%，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

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6.6%，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1.3%，有困難所以放棄的

受試者 1.3%。 

  第19題｢二19您對家庭整體收入｣，約四成多(43.0%)的受試者表示沒有影響，



表示對家庭整體收入有一點點影響的受試者約占三成多(37.7%)，表示對家庭整體

收入有嚴重影響的受試者則佔了快兩成(19.2%)。 

表 4-1-1 家庭與社區向度內各題項的生活品質整體反應情形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二 1 

您在閱讀水電帳

單、報章雜誌或包裝

上標籤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 

16 

20 

23 

77 

14 

0.7 

10.6 

13.2 

15.2 

51.0 

9.3 

二 2 

您在進行廚房工

作，如:洗碗、切菜

或使用瓦斯爐是否

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0 

18 

15 

27 

24 

57 

6.6 

11.9 

9.9 

17.9 

15.9 

37.7 

二 3 

您在分辨瓶罐容器

時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 

12 

21 

25 

66 

26 

0.7 

7.9 

13.9 

16.6 

43.7 

17.2 

二 4 

您在個人梳洗整齊

清潔方面如:刮鬍

子、化妝…等是否有

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 

2 

7 

12 

49 

80 

0.7 

1.3 

4.6 

7.9 

32.5 

53.0 

二 5 

您在衣物縫補或家

庭用品維修更換如:

換燈泡、電池是否有

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4 

26 

22 

37 

41 

21 

2.6 

17.2 

14.6 

24.5 

27.2 

13.9 

二 6 

您晾洗衣服或掃

地、拖地等清潔工作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 

12 

15 

15 

38 

64 

4.6 

7.9 

9.9 

9.9 

25.2 

42.4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二 7 

您在外出購物等離

開家中的社區活動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 

12 

22 

28 

42 

46 

0.7 

7.9 

14.6 

18.5 

27.8 

30.5 

二 8 

您在到特定的地

點，如:教堂、廟宇、

活動中心是否有困

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2 

15 

18 

29 

40 

47 

1.3 

9.9 

11.9 

19.2 

26.5 

31.1 

二 9 

您在算錢或數鈔票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0 

10 

9 

21 

49 

62 

0 

6.6 

6.0 

13.9 

32.5 

41.1 

二 10 

您在與鄰居互動，

如:聊天、泡茶、下

棋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4 

22 

3 

24 

38 

60 

2.6 

14.6 

2.0 

15.9 

25.2 

39.7 

二 11 

您在自行到醫院就

醫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2 

2 

50 

53 

21 

23 

1.3 

1.3 

33.1 

35.1 

13.9 

15.2 

二 12 

您覺得能否自行駕

駛交通工具對生活

是否有很大的影響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8 

70 

17 

17 

17 

22 

5.3 

46.4 

11.3 

11.3 

11.3 

14.6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二 13 

您在休閒娛樂如:看

電視、打電腦和玩手

機或參觀展覽是否

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9 

18 

5 

19 

59 

41 

6.0 

11.9 

3.3 

12.6 

39.1 

27.2 

二 14 

您在對居家生活安

全的警戒方面是否

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 

12 

28 

22 

36 

46 

4.6 

7.9 

18.5 

14.6 

23.8 

30.5 

二 15 

您在尋找伴侶或結

婚對象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5 

13 

5 

1 

7 

110 

9.9 

8.6 

3.3 

0.7 

4.6 

72.8 

二 16 

您在照顧嬰幼兒時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54 

17 

4 

6 

6 

64 

35.8 

11.3 

2.6 

4.0 

4.0 

42.4 

二 17 

您在生小孩是否有

所顧慮 

(1) 因遺傳因素不考慮 

(2) 因遺傳因素有疑慮 

(3)沒有困難 

28 

33 

90 

18.5 

21.9 

59.6 

二 18 

您在盡到身為家長

的責任如:檢查作

業、簽名或接送子女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68 

2 

2 

10 

4 

65 

45.0 

1.3 

1.3 

6.6 

2.6 

43.0 

二 19 

您對家庭整體收入 

(1) 嚴重影響 

(2) 一點點影響 

(3) 沒有影響 

29 

57 

65 

19.2 

37.7 

43.0 

整體而言，在家庭與社區向度中受試者對於獨立行動中自主交通工具的使用

或移動至較遠的或陌生的地點，有較高的比率因有困難而放棄或需完全依靠他人



幫助，因需定期自行至醫院就醫受試者中雖有約三成仍需完全依靠他人協助，但

有也有約三成的受試者表示因家人需工作所以自己會想辦法搭乘公車或是計程車

至醫院，在行動到特定場所如教堂、廟宇、活動中心等多數受試者能在沒有他人

協助的情況下到達一些較熟悉或是路線固定的地區，多數受試者在居家生活及休

閒娛樂中多沒問題或能自行使用輔具像是放大鏡、老花眼鏡等解決，在社交方面

與鄰居互動雖大多數受試者沒有很大的困難，但有 22 位受試者約一成表示因視覺

狀況影響所以放棄，在尋找伴侶或結婚對象的題向中也有 13 位受試者因困難而選

擇放棄，最末在家庭整體收入的影響中有三成多的受試者表示因自身狀況對家庭

有一點點影響，且約有兩成的受試者表示自己對家庭整體收入有嚴重的影響，因

黃班部病變無論在心理壓力或實質身體的狀況可能對受試者本身及家庭都造成一

定的影響。 

 

二、 學校 

  黃班部病變病患之生活品質，在學校向度方面，由表 4-1-2 可看出有八成以上

的受試者（83.4%）表示無法回答，主要原因乃是因為本研究收案地點在眼科門診、

輔具中心與重建中心居多，受試者的黃班部病變狀況多在就學階段之後才發生，

故此項度題項中無法回答的比例偏高。 

  第 1 題｢您在閱讀教科書包含一般課本、大字體課本與點字課本是否有困難｣

題項中，除無法回答的受試者外，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有 3.3%，表示有困難但

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的受試者有 8.6%，認為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

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2.6%，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1.3%，然有(0.7%)的

受試者表示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2 題｢您在完成作業這項工作是否有困難｣題項中，除無法回答的受試者外，

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有 3.3%，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的受

試者有 8.6%，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2.0%，有困難需依靠

他人解決則佔了 2.6%，沒有受試者因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3 題｢您在參與考試，如:閱讀試卷、填答案卡是否有困難｣題項中，除無法

回答的受試者外，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有3.3%，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



用輔具)的受試者佔了 7.9%，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2.6%，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2.6%，沒有受試者因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4 題｢您在抄寫或閱讀版書是否有困難｣題項中，除無法回答的受試者外，

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 3.3%，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的受試者

佔了 6.0%，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4.6%，表示有困難需依靠

他人解決則佔了 2.6%，沒有受試者因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5 題｢您在參與社團或學校活動是否有困難是否有困難｣題項中，除無法回

答的受試者外，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佔 6.0%，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

輔具)的受試者佔 2.0%，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3.3%，表示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2.6%，因有困難所以放棄者者則佔了 2.6%。 

  第 6 題｢您在與同學互動或遊戲是否有困難｣除無法回答的受試者外，沒有困

難佔 8.6%，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佔 3.3%，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

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2.6%，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2.0%，沒有受試

者因有困難所以放棄。 

  第 7 題｢參與勞作與體能相關課程是否有困難｣除無法回答的受試者外，沒有

困難佔 4.6%，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與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

靠他人解決各佔了 1.3%，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4.6%，因有困難所以

放棄 4.6%。 

  第 8題｢您在學校通勤(以最近就學階段為主)是否有困難｣除無法回答的受試者

外，沒有困難與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各佔了 4.0%，有困難有時自

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2.6%，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5.3%，因

有困難所以放棄 0.7%。 

  整體而言，除了無法回答的受試者之外，在就學期間就有視覺功能衰退的現

象的受試者除了參與勞作與體能相關課程有較高比例因為困難而放棄或需依靠他

人協助，學校的向度下大多數受試者表示沒有問題或能自行使用輔具來解決遇到

的狀況。 

 

 



表 4-1-2 學校向度內各題項的生活品質整體反應情形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三 1 

您在閱讀教科書

包含一般課本、

大字體課本與點

字課本是否有困

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1 

2 

4 

13 

5 

83.4 

0.7 

1.3 

2.6 

8.6 

3.3 

三 2 

您在完成作業這

項工作是否有困

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0 

4 

3 

13 

5 

83.4 

0 

2.6 

2.0 

8.6 

3.3 

三 3 

您在參與考試，

如:閱讀試卷、填

答案卡是否有困

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0 

4 

4 

12 

5 

83.4 

0 

2.6 

2.6 

7.9 

3.3 

三 4 

您在抄寫或閱讀

版書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0 

4 

7 

9 

5 

83.4 

0 

2.6 

4.6 

6.0 

3.3 

三 5 

您在參與社團或

學校活動是否有

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4 

4 

5 

3 

9 

83.4 

2.6 

2.6 

3.3 

2.0 

6.0 

三 6 

您在與同學互動

或遊戲是否有困

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0 

3 

4 

5 

13 

83.4 

0 

2.0 

2.6 

3.3 

8.6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三 7 

參與勞作與體能

相關課程是否有

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7 

7 

2 

2 

7 

83.4 

4.6 

4.6 

1.3 

1.3 

4.6 

三 8 

您在學校通勤

(以最近就學階

段為主)是否有

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126 

1 

8 

4 

6 

6 

83.4 

0.7 

5.3 

2.6 

4.0 

4.0 

 

三、 就業 

    因本研究收案受試者開始有黃班部病變狀況年齡分布 60 歲左右，且約有五成

(48.4%)的工作狀態為退休或工作性質不適用於本題項，故此向度各題項中無法回

答比例偏高。黃班部病變病患之生活品質，在就業向度由表 4-1-3 可看出： 

  第１題｢您在求職，如:面試、尋找就業資訊是否有困難｣，有接近一半(48.3%)

的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而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較多的受試者(16.6%)選擇有困

難所以放棄、其次是選擇沒有困難的受試者佔 13.2%，而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

處理者的受試者佔約一成(9.9%)，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6.6%、認為有

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5.3%。 

  第 2 題｢您在參與職業訓練，如:職前訓練班是否有困難｣，有五成多(51.7%)的

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較多的受試者(15.9%)因有困難

所以放棄、其次是選擇沒有困難的受試者佔 12.6%、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

者(如使用輔具)佔了 7.9%、表示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4.6%、認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7.3%。 

  第 3 題｢您在工作的選擇性上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接近一半(49.0%)的受試

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較多的受試者(19.2%)因有困難所以

放棄、其次則是選擇沒有困難的受試者佔 9.3%，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

使用輔具)與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的受試者各佔了 8.6%，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



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5.3%。 

  第 4 題｢您與同事討論工作內容或參與小組會議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五成

多(55.0%)的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較多的受試者因有

困難所以放棄(14.6%)其次則是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11.9%)、有

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與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各佔了 7.9%，表

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則佔了 7.3%。 

  第 5 題｢您製作會議報告或紀錄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五成多(56.3%)的受試

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較多的受試者因有困難所以放棄

(14.6)，其次則是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 (12.6%)、有困難有時

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6.6%、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佔了 4.6%、表示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5.3%。 

  第 6 題｢您是否在讓工作夥伴了解自己的困難有困難｣題項中，有五成多

(52.3%)的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

者佔 15.2%，其次則是因有困難所以放棄的受試者佔了 13.9%、表示有困難但可以

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則佔了 9.9%、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

了 6.0%，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2.6%。 

  第 7 題｢您是否在工作升遷方面遭遇困難｣題項中，有五成多(57.6%)的受試者

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大多數表示因有困難所以放棄佔了

15.9%，其次則是沒有困難與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的受試者各約

佔一成(9.3%)，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5.3%)，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

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2.6%。 

  第 8 題｢您在上下班通勤是否有困難｣題項中，約有五成(48.3%)的受試者表示

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大多數受試者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

者(如使用輔具)(18.5%)，其次則是因有困難所以放棄(11.9%)、表示沒有困難的受

試者佔 9.3%、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7.9%、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

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4.0%。 

  第 9 題｢您在符合主管要求的工作進度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約五成多

(53.0%)的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大多數的受試者因有



困難所以放棄(13.2%)，其次則是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約佔一成(11.3%)與有困難

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 (10.6%)、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佔了 8.6%、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3.3%。 

  第 10題｢您在在工作場所內的移動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約半數(49.0%)的受

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大多數表示沒有困難(20.5%)，其

次則是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或有困難所以放棄的受試者各占

13.2%、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 2.6%，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

解決則佔了 1.3%。 

  第 11 題｢您在參與出差或休息時間的聚餐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約半數

(49.7%)的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大多數受試者因有困

難所以放棄(14.6%)、表示沒有困難的受試者佔 13.2%、表示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

理者(如使用輔具)的受試者佔了 12.6%、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

佔了 6.0%、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4.0%。 

  第 12 題｢您在工作遇到挫折時的心理調適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約半數

(49.7%)的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其他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大多數的受試者因有

困難所以放棄有(14.6%)，其次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佔 12.6%、沒

有困難的受試者佔 10.6%、表示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7.9%、

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4.6%。 

  第 13題｢您在薪資管理與應用是否有困難｣題項中，有約半數(49.0%)的受試者

表示無法回答，其餘受試者中多數表示沒有困難(16.6%)，其次則是表示有困難但

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或因有困難所以放棄(14.6%)、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

有時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3.3%、表示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2.0%。 

  第 14 題｢您覺得能否自行駕駛交通工具對找工作是否有影響｣題項中，有四成

多(47.0%)的受試者表示無法回答，在可以回答的受試者中大多數因有困難所以放

棄(23.2%)，其次則是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者(如使用輔具)約一成(10.6%)、表示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佔了 7.3%、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則佔了

6.6%、沒有困難則佔 5.6%。 

 



表 4-1-3 就業向度內各題項的生活品質整體反應情形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四 1 

您在求職，如:

面試、尋找就業

資訊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3 

25 

10 

8 

15 

20 

48.3 

16.6 

6.6 

5.3 

9.9 

13.2 

四 2 

您在參與職業訓

練，如:職前訓練

班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8 

24 

11 

7 

12 

19 

51.7 

15.9 

7.3 

4.6 

7.9 

12.6 

四 3 

您在工作的選擇

性上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4 

29 

13 

8 

13 

14 

49.0 

19.2 

8.6 

5.3 

8.6 

9.3 

四 4 

您與同事討論工

作內容或參與小

組會議是否有困

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83 

22 

5 

12 

18 

11 

55.0 

14.6 

3.3 

7.9 

11.9 

7.3 

四 5 

您製作會議報告

或紀錄是否有困

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85 

22 

8 

10 

19 

7 

56.3 

14.6 

5.3 

6.6 

12.6 

4.6 

四 6 

您是否在讓工作

夥伴了解自己的

困難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9 

21 

4 

9 

15 

23 

52.3 

13.9 

2.6 

6.0 

9.9 

15.2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四 7 

您是否在工作升

遷方面遭遇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87 

24 

4 

8 

14 

14 

57.6 

15.9 

2.6 

5.3 

9.3 

9.3 

四 8 

您在上下班通勤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3 

18 

12 

6 

28 

14 

48.3 

11.9 

7.9 

4.0 

18.5 

9.3 

四 9 

您在符合主管要

求的工作進度是

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80 

20 

5 

13 

16 

17 

53.0 

13.2 

3.3 

8.6 

10.6 

11.3 

四 10 

您在在工作場所

內的移動是否有

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4 

20 

2 

4 

20 

31 

49.0 

13.2 

1.3 

2.6 

13.2 

20.5 

四 11 

您在參與出差或

休息時間的聚餐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5 

22 

6 

9 

19 

20 

49.7 

14.6 

4.0 

6.0 

12.6 

13.2 

四 12 

您在工作遇到挫

折時的心理調適

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5 

22 

7 

12 

19 

16 

49.7 

14.6 

4.6 

7.9 

12.6 

10.6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四 13 

您在薪資管理與

應用是否有困難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4 

22 

3 

5 

22 

25 

49.0 

14.6 

2.0 

3.3 

14.6 

16.6 

四 14 

您覺得能否自行

駕駛交通工具對

找工作是否有影

響 

(1) 無法回答 

(2) 有困難所以放棄 

(3) 有困難需依靠他人解決 

(4) 有困難有時自行解決有時依靠他人解決 

(5) 有困難但可以自行處理(如使用輔具) 

(6) 沒有困難 

71 

35 

11 

10 

16 

8 

47.0 

23.2 

7.3 

6.6 

10.6 

5.3 

   

  整體而言，除了無法回答的受試者以外，在就業的向度上除了沒有困難或是

能自行使用輔具解決問題的受試者之外，有一到兩成甚至超過兩成的受試者因困

難所以放棄，此一狀況可能可以呼應家庭向度中對家庭的經濟狀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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