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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提升身心障礙人士的生活品質，已成為現今社會發展

的一項重要指標。近幾年來，國內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視障者人數逐年增加，這

不僅顯示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必需面對生活上諸多的困難，也意味著積極發展視障

輔具已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且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必要性。視覺在人類諸多感

官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根據研究指出，人一天的生活中約有 80%的工作必須

仰賴視覺來完成，然而，因視覺上的缺損，視障者無法分辨物品的顏色，例如想

穿白色的襯衫卻誤拿成其他顏色的衣服，諸如此類無法分辨色彩的問題，小則拿

錯東西、穿錯衣服，對視障人士的生活、安全甚至生命或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脅。

雖然對於色彩資訊獲取的問題，可藉由旁人的協助得以解決，然而，透過旁人協

助這種看似簡單的解決方法，無形中為其家庭與社會帶來極為龐大的人力負擔與

視協成本。在本計畫執行中，我們針對視障人士的需求，開發一套符合無障礙需

求的盲用行動色彩辨識系統，用以協助視障人士辨識物品之顏色。為達實用與可

攜特性，本系統以廣泛被使用的智慧型手持設備為建置平台，並設計專為視障者

設計的無障礙操控介面，搭配工研院中文文字轉語音技術之使用，使此輔具系統

具備貼近國人語音的中文語音訊息輸出的能力，讓視障人士能方便的操作系統、

獲取所需資訊。最後，我們邀請 11位受測者參與系統實測並分析實驗結果，評

估系統效能，並以此做為未來改良的重要依據。透過本系統，視障人士將可隨時

隨地的正確分辨物品的顏色，解決無法辨識色彩的限制，且能獨力完成辨識色彩

工作無需旁人的協助，降低所需視協人力。 

 

關鍵字：無障礙、視障輔具、色彩辨識、文字轉語音 

一、前言 

眼睛是靈魂之窗，生理上，視覺對人類而言是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感官，用

以接收外在環境的訊息，根據研究指出，在一天的生活中，約有 80%[1]的事情

都需倚賴視覺來完成，然而，對於視障人士而言，導因於視力上的缺損，日常生

活上將面臨較一般視力正常的人多的限制與不方便。針對視障人士的需求來設計

輔具，解決其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且無障礙設施與輔具，

不論在公眾設施或許多生活上的需求，都已是評量的項目之一，顯而易見的，這

已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 

於先前計畫中，我們對於視障輔具有過相當的探討，國外針對視障輔具系統

的研究與開發已行之有年，而國內在此方面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無論在輔具

的種類、數量、價格以及功能等方面皆無法滿足視障人士的需求。根據內政部統

計，至民國 100 年 6 月底為止，我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障人士已逾 55700

人[2]，且人數仍逐年增加，有鑑於此，以滿足國內視障人士生活需求為目標，

發展視障輔具，解決其生活中所遭遇的困難，實為時下刻不容緩的議題。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面臨許多抉擇，如需要從許多物品中挑選出一樣合

適的來使用，視障者亦然，對於特定型體的物品，視障者當然可以藉由觸摸物體

外型來判斷，然而，對於色彩這種仰賴視覺的屬性，判斷上就會有一定程度的難

度。一位視障者可能想要知道眼前的是紅蘋果還是青蘋果；藥物的包裝盒是紅還

是藍(對應症狀的不同)。這些事對於擁有正常視覺功能的人而言，可輕而易舉的

完成，然而，對於全盲視障者來說，這近乎一項不可能的任務，選錯物品事小，

若因顏色而危及生命安全，付出的代價是無法衡量的。或許在旁人的協助下，視

障者可以透過詢問的方式，知悉物品的顏色，但如此作法，需要有人時常陪伴於

視障者身旁、提供必要的協助，勢必大幅增加家庭成員的負擔，甚至需要國家編

列預算，提供視協經費補助，對於家庭及社會都將造成沈重的人力或經費負擔。 

色彩辨識技術[3,4,5,6,7]已被廣泛使用於許多應用中，但運用於手持設備

上之行動視障輔具卻非常稀少。色彩辨識器(Color Recognizer)是以色彩辨識技

術為基礎的一項輔具應用，透過手持設備上的相機裝置擷取物品圖像，以色彩辨

識技術對擷取之圖像加以解析後，自動將分析所得的色彩資訊回饋給使用者，有

效協助視障人士正確的分辨物品顏色。目前國外已有具備色彩辨識功能的輔具系

統，此產品具有分辨多達 11種常見顏色，並支援簡單的環境亮度判斷以及語音

訊息輸出等功能。然而，此產品僅能在特定的作業系統下使用，令使用者對於手

持設備廠牌、款式的選擇有所限制，此外，此類產品的價格對於國人而言仍偏高，

不易為國內視障人士接受，語言輸出方面，也僅支援歐美語系之語音訊息輸出，

對於慣用中文語音的國內視障人士而言，在使用上將造成一定程度的困難與困

擾。 

本計畫之執行，我們開發一套適用於國內視障人士使用的行動色彩辨識輔具

系統(Mobile Color Recognizer, MCR)，協助視障人士方便、正確地辨識物品顏

色。MCR 系統具有便攜性、便利性以及實用性。為了讓視障者能很方便的攜帶，

無需增加額外的設備，我們將以廣為視障者使用的智慧型手機為開發平台，目前

市面上之智慧型手機，都已具有相機功能，因此亦不需額外加裝其它設備，提高

了此系統的便利性。另外，在系統開發的自由性與無障礙需求考量(Symbian 系

統僅提供一般開發者 18 級認證，在無障礙操作介面開發上會有相當程度困難，

且需要花費昂貴費用購買 20級認證解決)、可選擇之手機款式多寡以及價位範圍

等因素之綜合考量下，我們選用 Android version 2.1 up [8]做為智慧型手機

的作業系統，由於 Android 系統上之程式開發是以 Java 語言做為主要的開發工

具，故同時具備了跨平台之特性，為視障者帶來最高的方便性與實用性。由於

MCR 系統採用 Java 語言來開發，其跨平台的特性，使得本系統具有相當高的手

機相容性與移植性，以目前手機多支援 Java虛擬機器(JVM)來說，可在大多數的

智慧型手機上執行並可輕易的移植到其他作業系統上。 

在色彩辨識方面，我們設計正確率高且運算快速的辨識演算法，使 MCR系統

兼具了系統可靠度與即時的回應速度。且目前手持設備多以全觸控、輕薄為主要

設計，為使視障者能在全觸控手持設備上達成高實用性的目標，我們開發了一無



障礙模組，並利用直覺的手勢觸控，設計專屬於視障人士的全觸控操控介面，並

應用文字轉語音技術，將文字型態的訊息轉換為語音形式，以接近國人口音之中

文語音做為主要的訊息輸出方式，符合國內視障者之需求。使用本計畫所開發的

MCR系統，視障人士僅需要啟動並將手機之相機鏡頭對正欲辨識顏色的物品，系

統將會自動地截取物品圖像並以語音回饋，不需任何複雜的操作，視障者能輕易

地得到該物品的顏色資訊。本計畫執行所開發之 MCR 系統全面採用中文訊息語使

用者互動，具輕巧可攜、操作簡單便利之特性，使視障人士不再因語言、時間或

空間而受到限制，有效的提升獲取資訊的平等程度，協助視障人士自主管理生

活，大幅降低所需之視協人力。 

 

二、文獻探討 

2.1 Android 開發套件 

2.1.1 Android SDK 

Android Standard Development Kit(Android SDK)[9]為 Android 官方

釋出之標準程式開發套件，為一開放原碼(Open Source)之開發套件，提供

開發者自由地開發可在 Android 系統上運行的應用程式。 

程式開發人員可透過 Eclipse 整合開發環境結合 SDK 與 ADT 套件，在

Windows 與 Linux Ubuntu 作業系統中進行程式開發，SDK 中定義了大部分

Java SE 1.6[10]版本與 Android自行開發之標準 API可供使用，與標準 Java

程式開發並無太大差異。 

 

2.1.2  ADT 

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ADT) [11]套件則實作了圖型開發介面，

精簡了程式碼的編寫，使開發人員能夠快速的開發應用程式。此外，ADT亦

以 SDK為基礎，實作了類似 Microsoft 所開發的 Visual Studio 的功能，提

供了圖型化的除錯器、監控及管理工具，開發者不再需要透過繁瑣的指令進

入 Shell模式與模擬器或實體裝置溝通，投入大量的時間解析除錯器釋出的

訊息。整體而言，ADT套件可提升應用程式整體開發之速度。 

 

2.2 文字轉語音技術 

文字轉語音系統(Text-To-Speech, TTS)[12]，或稱文字轉語音技術，是一

常見、被廣泛運用的語音技術，可將文字訊息轉換成語音型態，用以幫助人聽取

文字訊息，取代了以往使用眼睛閱讀的方式。TTS系統主要功能，是將文字型態

(Text-based)訊息透過演算法進行語音的分析，檢查語句拼寫、讀音之決定與一

些特殊用字以及判斷句子中標點位置，並以韻律控制決定輸入語句的發音聲調，

最後將語音合成，轉換為語音型態(Audio-based)輸出。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智慧型手機大多配備有用於手持設備之 TTS系統，此外，



許多公司開發符合特定作業系統的 TTS，如 Acapela 公司針對 IOS、Android、

Windows Mobile、Symbian 不同作業系統開發的 TTS；Future Apps 開發在 IOS

運行的 I speak it[13]，Nuance 開發用於 Symbian 系統的 Talks&Zooms[14]，

以及 Windows Mobile 的 TextSpeech[15]，而 Android 系統則是除了內建由 SVOX

公司協助開發的 pico TTS[16,17]外，更有許多以 pico TTS 為基礎，開發的 TTS

引擎，如 SVOX 公司以 pico 為基礎的多國語言版本、Voice Ware 以及我國工研

院自行研發的 uTTS for Android 版本。 

為使輔具系統便於國內之視障者使用，手持設備搭載的 TTS系統是否支援中

文語音輸出是開發系統相當重要的條件之一，在中文支援方面，IOS、Symbian、

Windows Mobile 上的 TTS 支援中文語音輸出；而 Google 的 pico TTS 系統本身

雖然僅內建英、法、義、德、西班牙的語音資料庫，但安裝中文語料庫卻相較於

其他作業系統來的簡單、廉價，且已有標準 API提供呼叫，可輕易的利用與開發。 

 

2.3 工研院 TTS 

 mTTS[18]為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前瞻科技研究所研發之新一代語音合成技

術，mTTS 屬於一般電腦使用之版本，而本系統採用的為手持設備版本─uTTS，

具有同步處理中英語句的能力，以往處理中英夾雜的句子，實務上必須先自行將

語句做中英語句的解析與分離後，分別輸入中文與英文的語音引擎中進行處理，

過程繁瑣且會有約 1~1.5 秒的延遲，無法在語音流暢度上達到相當的水準。 

 在軟體所需空間上，與 SVOX相比，SVOX的中文、英語料庫約需 20.7MB的

手機容量；Voice Ware 約需 37.3MB；SVOX與 Voice Ware 中英語料皆需分別安

裝，不支援同步處理中英語句的功能，而 uTTS中英語料庫不需分開安裝，所需

容量僅需約 10-11MB，就中英支援度與所需容量上，相較於其他 TTS 皆具有相當

大優勢。表一為 SVOX、Voice Ware與 uTTS之比較： 

 

表一、SVOX、Voice Ware、uTTS 性能比較 

語音引擎 
中英語句支援能

力 
所需容量大小 技術成熟度 

SVOX 無 20.7MB 高 

Voice Ware 無 37.3MB 低 

工研院 uTTS 有 10-11MB 高 

 

 

 

 



2.4 色彩辨識技術 

 色彩辨識乃是對所截取圖像中之像素值(pixel value)進行分析，將色彩三

原色 R(紅色)、G(綠色)、B(藍色)，以及 A(透明度)抽取出來，透過程式計算每

一項在像素中所佔的比例，再對應至所定義之色彩空間，找出對應的色彩。 

由於依照不同的需求與用途，所定義之色彩空間的模型有所不同，所具備的

長處亦有所差異。常見的色彩空間有 aRGB[19]、HSV[20]以及 YUV[21]等。其中，

aRGB色彩空間利用 4 個 bytes來定義透明值與紅色、藍色、綠色值，每個值的

區間從 0~255，所定義之色彩範圍為[255,255,255,255]有 255的四次方種可能；

而 HSV(或稱 HSB)色彩空間則是定義了色相 H(hue)、飽和度 S(saturation)、色

調 V(value) 值，HSV 與 aRGB相較之下，所表達的顏色較貼近人類視覺的感覺，

具有較強烈的感知度，符合我們常說得：「一個顏色的亮度如何?是深是淺?亮還

是暗」的感覺，且在色彩運算的轉換上較 aRGB簡單；YUV色彩空間則是針對顏

色進行編碼的一種方法，常見的還有 Y'UV、 YUV、YCbCr、YPbPr等都可以稱為

YUV，其中 Y表示明亮度，U和 V則是色度、濃度。YUV 和 Y'UV 通常用來描述

類比的影像訊號，而 YCbCr 與 YPbPr 則是用來描述數位的影像訊號，應用在常

見的一些影像格式中，如 MPEG、JPEG。RGB與 YUV主要是用於顯示器的顯示語

電腦系統上的顏色表示法，而 HSV則較貼近人類直覺對色彩的感知，為繪圖上常

用得其中一種色彩表示法。 

其它種類的色彩空間依照需求用途不同，種類相當的多樣，於此部分就不詳

加贅述。 

 

三、系統實作 

 本計畫之執行，我們為國內視障人士開發一套行動色彩辨識系統(Mobile 

Color Recognizer, MCR)，MCR系統可執行於廣為使用的智慧型手機上，協助視

障人士正確的分辨物品顏色。本系統架構在 Android 2.3.5 作業系統之上，開發

所需設備如圖 1圖 2所示，採用 HTC Desire HD 設備來搭載，全系統可畫分為無

障礙操作介面、相機驅動、色彩辨識器與語音引擎四個主要模組。其完整系統架

構如圖 3所示。以下將分別詳細介紹本系統之實作方法： 

 

 

 



   

            圖 1 開發所需設備                      圖 2 開發所需設備(手持設備) 

 

 

 

圖 3 系統架構圖 

 

3.1系統描述 

 MCR 系統係透過手機上的相機裝置擷取物體圖像，經過圖像色彩演算分析

後，將辨識之結果以中文語音的形式回饋給視障使用者，其系統運作流程如圖 4

所示。在資訊存取無障礙程度、設備取得容易度以及軟、硬體價格等因素的綜合

考量下，我們將以搭載 Android作業系統的智慧型手機為開發平台，開發語言由

於 Android 上之系統開發係以 Java語言為基礎，與當初計畫所提使用 Java 語言

並無太大出入，僅有 API 支援度上的差異，故仍使用跨平台性的 Java 程式語言，

且 Android 所使用的 Java SE 所提供的 API 相較於 Java ME 為多，並可使用

Android 官方所釋出之標準 API進行相機裝置的驅動與操控。 

 



 
圖 4 系統流程圖 

 

3.2無障礙操作介面 

 現今市面上的智慧型手機，其設計多已捨棄舊有的實體鍵盤，而以全觸控螢

幕的型態取代，全觸控的操作介面較適用於視力正常的人，提供了直覺化的操

作，然而，此種操作模式對於視障人士而言近乎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因視力的缺

損，導致無法精準的觸碰到畫面上的圖像按鈕，如此的操作模式對於視障者而言

為一相當大的阻力。 

 有鑑於此，為使 MCR 系統能夠搭載在觸控式智慧型手機，同時具備無障礙的

條件以增加實用性，我們自行開發了無障礙的操作環境，首先在開機時，以廣播

(Broadcast Receiver)的方式啟動 Service，並呼叫無障礙事件監聽 Activity

程式，不斷監聽使用者在觸控螢幕上，以手勢所下達的控制命令，由於其敏感度

相當高，必須給予一範圍值才不至於誤觸或造成系統運行異常，目前定義之控制

命令為起始點-終點之滑動距離差 120pixel 為準，可分為 X1-X2 > 120(由右至

左滑動)、X1-X2 < -120(由左至右滑動)、Y1-Y2 > 120(由下至上滑動)、Y1-Y2 < 

-120(由上至下滑動)四種，當監聽到符合上列之控制命令，則依規則喚起 MCR

系統，此時，結合文字轉語音系統複誦 MCR系統開啟，使視障者能夠準確且即時

的獲取系統開啟之訊息。 

 

3.3 內建相機驅動 

 此部分不同於計畫案提出時所採用之 J2ME對於相機驅動的方式，在 Android

開發環境中已不再需要像 J2ME 從眾多標準 API 中，挑選編號 JSR135 之 Mobile 

Media API(MMAPI)[22]去對相機裝置進行一步一步的程式撰寫，而是直接使用

Android 提供的 hardware.Camera 類別[23]直接驅動相機裝置，並透過提供的

Method，進行相機裝置的多項功能操控，此部分中我們將相機定位在錄影的模

式，經由定時的呼叫來擷取圖像；而 Camera 類別中，我們可再實作

PictureCallback 介面來進行圖像截取、壓縮，將擷取到的 Bitmap 格式圖像壓

縮成 JPEG 格式，降低運算所需的時空間。整體而言，程式碼較 J2ME 來的精簡許

多，且整合了相機的多種功能，相對而言較舊有開發方式強大許多，符合所需之

多媒體應用需求。 



3.4 色彩辨識器 

3.4.1 色彩辨識演算 

此部份為 MCR 系統之核心，在驅動手持設備內嵌之攝影裝置(照相機)

後，拍攝欲辨識顏色之物品影像，接著將圖像以資料串流的形式傳送，儲存

在暫存記憶體中，並透過色彩辨識演算核心程式以串流讀出影像資料，進行

分析。 

首先將影像資料進行切割，取出影像中央 240*240 pixels 的大小，此

大小已涵蓋欲辨識物品在影像中所佔的範圍；其次，將 240*240 pixels 大

小的圖像續切分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 4區塊，並在每一區塊中隨機抽

樣，截取 120 個像素值進行 R、G、B 素值進行分析，並以 aRGB 色彩空間模

型為基礎，自行定義之色彩(目前僅定義紅色、藍色、綠色、粉紅色、黑色、

白色、黃色、灰色等色彩)進行出現次數的統計；最後，將 4 個區域共 480

個取樣點所統計的值，進行由大至小排序；由於物品僅有單一顏色並不常

見，且隨機取樣有其一定的誤差，故排序後，取出出現次數第一與第二之顏

色，以代表欲辨識物品之顏色，並以文字型態輸出至 TTS引擎，再將語音引

擎轉換之語音型態訊息即時回饋給視障者，達到即時、高準確度的色彩辨識

結果。 

 

3.4.2 色彩校準 

在不同環境或使用設備影響下，如光線明暗、相機本身的色彩偏差等，

皆可能導致辨識結果的誤差，大幅的影響色彩辨識的準確度，因此在開始辨

識前，可經由手勢操作跳轉至色彩校正的 Activity，以進行辨識前的校準，

首先可將相機對準一張白紙，截取圖像後自動與純白[255,255,255]進行比

對，並計算其差值，此數值會被紀錄在 SD card 底下的 MCR資料夾中檔名為

R.G.B.txt 的檔案中，色彩辨識演算時將會以此為基準，載入該演算法中以

達校正之效果。 

 

3.5 語音引擎 

 視障輔具開發中，語音的回饋是相當重要的一環，MCR系統亦然，在本系統

之開發中，考量國內視障者使用之需求，手持設備搭載的 TTS系統是否支援中文

語音輸出是開發系統相當重要的條件。在語音引擎的選用上，我們採用我國工業

技術研究院自行研製 uTTS for Android版本的語音引擎，不同於系統開發初期，

採用的 SVOX，uTTS 具有更好中文語句處理能力，且相較於市面上許多中文語料

庫所使用的普通話或各地方言，其人聲更接近國人說話語音；更甚者，uTTS 同

時兼具中英文同步處理的能力，處理到中英文語句交雜的文字幾乎沒有延遲，因

此此部分在程式開發時不需再考量中英文語句的分割，並丟入不同的語音引擎處

理的問題，此部分 uTTS 已相當完善。 

 



四、實驗成果與評估 

4.1系統實測概況 

MCR 系統執行於搭載 Android作業系統的智慧型手機上，協助視障人士正確

的分辨物品顏色。MCR 系統透過手機上的相機裝置擷取物體圖像，如圖 5、圖 6、

圖 7、圖 8為系統實測概況。經過圖像色彩分析後，將辨識之結果以中文語音的

形式回饋給視障使用者。 

  

圖 5系統實測概況(一) 圖 6系統實測概況(二) 

  

圖 7系統實測概況(三) 圖 8系統實測概況(四) 

 

4.2評估方法設計 

此部分乃在系統開發完成後，對於其是否達到預期成效進行評估。因此我們

設計了一套評估方法，並尋找受測者進行系統的操作與測試，最後記錄其測試結

果進行分析。 

 評估方法架構如圖 9所示： 

 



 
圖 9評估方法架構 

 

步驟一：首先向受測者告知並解釋本系統開發之目的，說明本系統全程以手勢操

作。 

步驟二：受測者第一次操作本系統，進行色彩辨識。 

步驟三：紀錄辨識準確度以及受測者多久能夠找到欲辨識之目標物。 

步驟四：給予受測者系統操作之教育訓練，告知其正確使用方式。 

步驟五：給予受測者短暫的練習時間。 

步驟六：受測者第二次操作本系統，進行色彩辨識。 

步驟七：再次紀錄辨識準確度以及受測者多久能夠找到欲辨識之目標物。 

 

4.3成效評估 

由於視障者的視力缺損程度不同且樣本較少，因此本系統評估採用戴眼罩的

方式來模擬全盲的環境，使得即使受測者視力正常，眼前仍一片漆黑無法判別物

品顏色，測試結果將不受視力是否正常影響。 

參與成效評估之受測者為 11 人，其中年齡層介於 11~20 歲共 4 人、21~30

歲 5 人；31~40 歲 2 人，對於智慧型 3C 產品的使用皆有 2 年以上使用經驗，由

於為初步之系統評估，11 人皆為視力正常人士，採用戴眼罩的方式，在模擬全

盲環境下進行系統測試，其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二： 

 

 

 

 

 

 

 



表二、受測者基本資料 

年齡層 受測人數 
使用智慧型 3C產

品經驗 
視力狀況 

11~20 歲 4人 2年以上 正常 

21~30 歲 5人 2年以上 正常 

31~40 歲 2人 2年以上 正常 

 

第一次的操作中，11 位受測者共進行了 287 次的色彩辨識，其中辨識正確

次數 201 次，正確性平均約在 70%上下，受測者約需要 4-5次的辨識後才能準確

對準欲辨識的物品。 

接著對受測者進行系統操作說明後，受測者短暫練習使用本系統 5分鐘，接

著進行第二次的系統操作，再次對物品進行色彩辨識，第二次測試中，11 位受

測者共進行 315次色彩辨識，辨識正確次數 296次，正確率約 94%，受測者約可

在 1-2 次的辨識中就對準欲辨識的物品。此數據說明先前辨識正確性只有 70%可

能導因於受測者對於系統的不熟悉，造成其無法快速且準確的找到欲辨識之目標

物，因而無法獲得所期望的辨識成果，人為因素影響辨識結果較環境因素為大。

其受測結果整理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測試成效統計 

            測試項目 

測試成果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辨識次數 287 315 

辨識正確次數 201 296 

辨識正確率 70% 94% 

尋標時間 4-5次辨識時間 1-2次辨識時間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MCR 系統之建置，重點在於完成下列幾項實際的效益： 

● 載具輕巧、方便攜帶。 

● 無需額外附加設備，透過內嵌之相機設備即可擷取圖像，減少視障人士需攜

帶之輔助設備數量。 

● 擁有特別為視障者設計的操控介面，簡單易操作，視障人士無需旁人協助即

能獨立操作。 



● 以 Java語言開發，可在大多數的智慧型手機上使用，可快速移植至其他平台。 

● 自行開發，價格低廉，視障人士經濟負擔輕。 

● 採用簡單、快速的色彩辨識演算法，系統反應速度快。 

● 全中文語音訊息輸出，符合國內視障人士使用習慣。 

 

由於MCR系統是專為視障族群所設計，針對系統開發的成果與評估成效，除了

上述之效益外，未來仍會持續進行其無障礙介面的強化，強調以人性化操作為訴

求，並持續尋找視障者使用本系統，聽取意見回饋做為未來改善依據，讓視障者

不僅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獲得色彩資訊，更能夠滿足其操作上的需求。此外，將會

進行更多有關於色彩演算的資料搜尋，改良目前的色彩辨識演算法，以期更加準

確的色彩辨識結果，不僅僅是提供視障者色彩的資訊，更重視資訊回饋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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