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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除了特殊地圖以外，所有對地圖符號的認知均始自於視覺，建構自符號形狀、色

彩等特性。近卅年來，地圖學與生理學、心理學、傳播學等各領域間之結合發展已漸

臻成熟，因此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唯有在舊理論與新技術之間作調整才能有所突破。 

地圖符號之設計，無非就是要讓設計者的認知和讀者的認知誤差達到最小，而完

成最好的傳播效果。本研究特以近年崛起的遙測影像作為研究對象，從單一符號的語

意測試開始，繼而以時間為界檻值，雙重篩選樣本符號，進而探討符號形狀量化上之

語法特性。同時也以時間來釐出多重符號抽離的速度，歸納出設計的法則，並將形狀

與色彩對比的設計概念應用至遙測影像上，完成遙測影像地圖上之符號語意、形狀及

色彩的設計原則。 

一、遙測影像地圖之符號設計原則 

（一）、符號語意設計結論 

符號語意受制於個人環境背景，但在一個已提供解釋及符號的模式下，符號易讀

性與易聯想性會是最重要且密切相關的兩個設計因子。常見同樣會左右符號語意，且

常見符號最容易受到偏好，但常見背後隱藏的因子極為複雜，不易歸納出設計準則。

不過經由常見語意卻可透露出經驗對地圖符號設計者的重要性，不論就旅遊經驗或性

別差異，都會造成對符號不同觀感，只是程度均不若實作經驗之有無來得顯著，由實

驗也證明出往往具有豐富實作經驗的設計者，才能培養出專業而獨到的素養，因而呼

應出本研究提供專業設計之符號給非專業者使用的重要課題。 

美觀在很多時候是無法以科學方法量測的，儘管與易讀、易聯想與常見關係較不

密切，但毫無疑問四者均是經由視覺接收後，經由大腦的短期與長期記憶之交互作用

而作的決定。也因此視覺是知識形成的一個系統，是認知產生的第一關，而在無色彩

的符號上，形狀就成為重要的線索。也因此將符號語意引申至實際的設計，也就是要

線條清楚且抓住指涉物特徵。 

（二）、符號形狀研究結論 

 在經由 0.4 秒界檻時間的測試後，43 個符號中有 19 個曾發生錯誤，其中又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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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符號原在符號語意總得分中即得負分，可見得即使在迅即的時間內，視覺感知與大

腦認知即已開始互相運作，所以符號設計時，不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不能偏廢。在形

狀特性上，符號筆畫的連續性，以及外形的對稱性，均有利於視覺短時間的辨識，得

證格式塔學派所謂好符號的定義；而符號內部結構的方向，更明白指出斜線與曲線較

不利於視覺短時間辨識的劣勢。 

從實驗結論上也發現，從規則、簡單、順眼動方向、空心及角度少的符號中去尋

找與之條件相反的符號時，往往費時較少，對應到遙測影像上之符號設計，可說具有

實心設計的符號，是最容易吸引視覺的；否則採用外形規則或是角度不多的符號，也

有利於自遙測影像上迅速抽離；而細微繁複的設計就盡可能避免出現在遙測影像上，

方向最需要底圖的搭配才能解釋清楚，但盡量順著眼動方向則是基本原則。從歸納出

的條件，說明了人類生理上自有一定的操作法則，並會因之影響到心理之認知，因此

要有效達到傳播效果，符號設計時就不得不先對生理與心理有粗淺的認識。 

（三）、符號色彩對比研究結論 

 應用形狀抽離上所得出的從簡單中尋求複雜是比較容易的概念到遙測影像上，則

色彩的單一化將是最有用的設計法則。由於遙測影像不只形狀複雜，往往色彩包括亮

度也處處不同，因此符號的設色也就難下定論，但符號亮度勢必要高於影像亮度則是

萬萬不可疏忽的原則。也因此，由於黃色本身亮度極高，即使在 CIELab 色彩體系下

僅為 80 之亮度，亦可成為一般遙測影像上清楚而合宜的符號色彩。 

 此外，司職色彩的錐狀細胞集中在視網膜中央窩，致使形狀加上色彩後，可加強

符號重要性，但色彩加上形狀後，影響卻極其微小，也就是色彩主導了大部分的符號

重要性。但是根據電腦程式上形底 RGB 值的計測，並不是形底色彩對比值愈大就表

示愈利於視覺之辨識，一則 RGB 三原光之間並不存在線性關係，再則色彩極易受到

環境的影響，三則受測者心理是否嚴守測試主題不得而知。儘管如此，仍求出介於

300-400 之間的對比值是最適人眼的。 

二、遙測影像地圖與傳統地圖之符號設計差異 

 遙測影像地圖與傳統地圖最大差別在一為數值化地圖，一為類比式地圖。因此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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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影像地圖大部分在電腦上處理，機動性與活潑性也隨之提高，符號設計也就得以在

螢幕上不斷的調整，相當迅速而方便。設計工具的翻新，是遙測影像地圖與傳統地圖

的差別之一。 

 而傳統地圖上最常使用的黑色符號用色，在遙測影像地圖上則因常為水體或地物

的波段反射，因此在本研究採用的 SPOT 影像中就為各種對比色所取代。而傳統印刷

中對明度的考究，在遙測影像中則被亮度所主宰。 

 過去圖例是地圖不可或缺的設計元素，但在遙測影像地圖上，居於圖案較易辨的

具體性，圖例並不必然非存在不可。也就是說在認知程度上，不再是與圖例比對即可

完成，而是一定要達到鑑別的程度，更突顯出符號語意的重要性。 

三、後續研發之展望 

因應 90 年代以來之地圖設計研究風潮，本研究深入到生理及心理層次來探討遙

測影像上之符號設計問題。這種經由內涵與外延來詮釋符號的研究，在台灣一直是較

少被從事的，但本研究已完成初步之探討。不只在樣本符號的語意上已找出規則，也

在螢幕測試上，歸納出形狀與色彩在遙測影像中之使用法則與界檻值，這也是本研究

最新的嘗試，因而建立出具有本土性指標的影像符號資料庫，則是最大的收穫。  

然而，原預定找出種種形狀最優的量化值，提供自動化使用，卻因所求之值分布

不甚規則，只能作為趨勢參考，無法歸納成為絕對值，此一結果，除表示設計之多樣

化外，也表示符號標準化之困難。同時，針對本地大學生對地圖符號的意見，雖建立

了影像上符號資料庫，可提供最頻繁使用電腦的年輕人使用，但畢竟對象較為狹隘，

影像也僅只鎖定在 SPOT 影像，因此日後可將兩對象均再加以擴展；而遙測影像上諸

如線符號與面符號的設計、註記之取捨與密度、符號之立體化等等可待探討之議題仍

多，尤其符號大小與比例尺的關係甚為複雜，都待日後繼續研究。此外，形狀與色彩

之自動判識是絕對可行的，也待後續之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