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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權利公約》是聯合國第八份也是二十一世紀首份與人權有關的國

際公約，它自 2008 年 8 月 31 日起適用於中國，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 

 

這份國際公約的宗旨是促進、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士能充份和平等地享

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並促進對殘疾人士固有尊嚴的尊重。在《公約》於澳門

特區生效這九年間，社會工作局先後出版了多種宣傳品、小冊子及漫畫，讓廣大

市民對《公約》內容加深理解，並將之實踐於生活當中。 

 

《公約》第九條「無障礙」中提到，「獲提供無障礙環境，包括無障礙的建

築物、道路、交通工具和其他室內設施。獲提供無障礙信息、通信和其他服務，

包括電子服務和應急服務。」因此，社會工作局期望透過這份小冊子的內容，為

大家介紹我們較常見到的無障礙設備與輔具用品，藉此讓市民認識這些設備與用

品，同時了解其對殘疾人士提高生活質素與社會參與的重要作用，以達至締造一

個以平等權利、共融為本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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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相關類別殘疾人士所用之輔具： 

˙ 視障人士： 

� 白杖：白杖主要用於協助視障人士探索路面、了解自己身處的環

境、探測障礙物或路面的凹凸情況，以避免碰撞。因此，白杖對

視障人士有著「定向」與「行動」的功用，使用白杖亦可以表示

視障人士的身份。 

� 放大鏡：放大鏡是弱視者最常使用的輔具，主要因為它的價格便

宜且攜帶方便，尤其在閱讀書本時，它更是不可缺少的利器。放

大鏡的種類，有手持式，桌立式、鏡框式，可依個人需要選擇適

合的類型。 

� 點字：點字是一套以 6 個點為單位來記錄文字的系統，透過 6 個

點組成不同的組合，代表不同的拉丁字母和符號。這系統得到世

界各地的視障人士接納使用，並發展成為不同的語言，例如以中

文而言，一般會使用「拼音」的方法來表示，港澳地區主流是以

「粵語拼音」為主。點字在教育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作為視

障人士學習知識的主要媒介，閱讀書本、記錄筆記、寫作文章等，

都能透過點字進行，除了點字書籍外，視障人士亦可透過點字顯

示器，配合讀屏軟件，閱讀及操作電腦，瀏覽互聯網資訊，甚至

進行文書處理，大大地擴展了獲取知識的領域。 

� 點字顯示器：它可以將電腦內的中英文文字顯示在該儀器的點字

格上，其搭配的驅動程式更可讓使用者以點字輸入中英文字。有

了這種裝置，不熟悉標準鍵盤的視障者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樣操作

電腦，上網瀏覽及收發電子郵件，不同品牌的點字顯示器還具備

自身廠牌的一些附帶功能，例如筆記本、計時器等。 

� 讀屏軟件：可把電腦或智能電話屏幕所顯示的文字報讀或利用點

字顯示器顯示出來，讓視障人士能夠知道畫面所顯示的內容。 

� 點讀筆：透過輕巧儀器，掃瞄專用的條碼，從而讀出有關的文字， 
讓視障人士知悉標籤預錄的內容。 

� 簽名格：可讓視障人士知悉須簽名的位置。 

� 電子助視器：是視障人士輔具的一種，主要的組成為攝影機、操

作介面、圖形處理裝置和螢幕，攝影機抓取影像後，圖形處理裝

置會依照操作介面的設定處理影像，並把處理過後的影像放在螢

幕上顯示。現今有掌上型電子助視器、臺式電子助視器、遠近兩

用電子助視器、頭戴式電子助視器及滑鼠式電子助視器等。 

� 語音/點字手錶：可以將手錶或時鐘上的訊息以語音/點字方式告

知使用者。 

� 智能電話/平板電腦：現時市面上的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均具備屏

幕閱讀的條件，有些是內置的，有些是需安裝第三方軟件的，可

讓視障人士聽電話、瀏覽互聯網、使用社交媒體及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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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障/語障人士： 

� 溝通板/書/卡片：以文字及圖片作溝通。 

� 助聽器：是一個小型電子儀器產品，主要功能為放大聲音，幫助

聽障人士聆聽聲音。 

� 骨導助聽器：骨導助聽器把聲音轉為振動，透過振動頭骨將聲音

直接傳至內耳。 

� 人工耳蝸：可以完全替代內耳的毛細胞，把外界的聲音轉為電訊

號，直接刺激聽覺神經，幫助聽障人士接收聲音。 

� 聽覺腦幹植入：是一種植入式的電子裝置，主要替代耳蝸把外界

的聲音轉換為電訊號，刺激腦幹的聽覺神經，以幫助聽障人士接

收聲音。 

˙ 肢障人士： 

� 輪椅：基本由三個或四個輪子組成，後輪較大，設有手推輪，剎

車也加在後輪，前輪較小，用來轉向，而輪椅後面裝有防傾輪。

一般輪椅比較輕便，可以摺疊收起。而在輪椅上安裝電動馬達的，

就是電動輪椅，依操縱方式多為搖桿式的控制系統。電動輪椅還

有剎車制動及喇叭，用以通知行人讓路及避免交通意外。 

� 義肢：指人造肢體，用來取代肢體的功能障礙，或用來掩飾肢體

傷殘，且單指上下肢。 

� 助行器：是行動輔具中最穩固的，適合於下肢肌力及平衡能力差

的人使用，能夠和正常人一樣外出散步。分固定式及前輪式助行

器。 

� 拐杖：利用拐杖可協助站立及前進，適用於上肢肌力佳、但下肢

骨折或下肢肌力不足的人使用，主要分為腋拐杖/肘拐杖。 

� 可調節站立支撐架：通常用於頭、手與軀幹控制較好，但下肢肌

力仍無法獨立站立的人士。 

˙ 智障人士： 

� 防走失手環：手環上的二維碼印有機構的聯絡資料，以協助警方

的辦識及通知相關人員，有利家長尋回孩子。    

� 溝通板/書/卡片：以簡單易明的文字及圖片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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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障礙設備及應用： 

˙ 觸覺警示帶：是一種為視障人士進行道路指引的公共設施，主要鋪設於公共

場所及交通樞紐內的出入口位置，分為方向指示磚、危險警示磚及位置磚三

種。 

˙ 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置：該裝置為一個行人過路燈聲音提示，其作用是給視

障人士提示行人燈號狀態。 

˙ 感應線圈系統：在公眾場所如設有線圈系統，會有特定的標誌表示。這時，

只要把助聽器調成 T模式（表示線圈，Telecoil），便可以更清晰地收取通過

線圈系統的聲音，減少受到場所中雜音的干擾及距離的影響。依使用範圍可

分為諮詢台式(櫃台接待用)、頸圈式及區域式等。 

˙ 聲場系統：可應用在教室、演講等場合。講者使用麥克風說話，聲音經過放

大器，再從揚聲器放出，可讓場內的聽障及非聽障人士都能聽到更清晰的聲

音。 

˙ 無線調頻系統：適合在會場、講座、教室等大型場合使用。可以將說話者的

聲音直接傳到已安裝接收器的聽覺輔具上，讓聽障人士可聆聽得更清楚。 

˙ 閃燈門鈴：當門鈴響起時閃燈會隨之亮起，方便聽障人士知道有人按門鈴。 

˙ 帶有閃燈、擴音或震動的警報器：當有突發情況發生時，相關警報器將會透

過閃燈、擴音或震動，讓聽障人士知悉有突發情況，並能及時反應和應對。 

˙ 口袋式傳話器：使聲音整體放大，部份傳話器可微調音頻的高低。 

˙ 擴音電話：透過閃燈方式讓聽障人士知悉來電，並會將聲音音量擴大，以協

助聽障人士接收聲音。 

˙ 電子顯示器：可以透過電子顯示的方式把主題或重要訊息顯示出來，使聽障

人士能便捷地了解資訊。 

˙ 手語翻譯：提供手語翻譯，幫助聽障人士接收資訊，以及與其他人士溝通。 

˙ 文字速錄：實時將口語轉錄成文字，並於屏幕上顯示，利用文字訊息讓聾人

及聽障人士便捷地接收到更全面的資訊。 

˙ 斜坡：適合坡度(1:20與 1:15之間)的斜坡能讓輪椅使用者能獨立及暢順通

行。 

˙ 扶手杆：是一種幫助長者和殘疾人士行走和上下的設施。 

˙ 無障礙洗手間：專為了殘疾人士而設，因為內裡除了空間較大外，在馬桶的

旁設有扶手，讓輪椅使用者可以方便使用，同時低矮的洗手盤可讓殘疾人士

方便洗手，而在裡面還裝有閃燈裝置，讓聽障人士能知悉危險災害的發生，

還會裝置緊急按鈴，讓有需要人士能即時尋求協助。 

˙ 殘疾人士專用停車位：因應殘疾人士對泊車位之需要，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

盡量為殘疾人士劃設專用泊車位。 

˙ 無障礙升降機：設有較大的空間以及低位置的按扭讓輪椅使用者使用，而按

扭上的凸字以及發聲提示系統是讓視障人士使用的；而升降機除了讓殘疾人

士使用外，亦方便其他有需要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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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大眾對無障礙設施應存的態度： 

聯合國已經指出殘疾是人類的一種生存狀態，幾乎每個人在生命的階段中

都會經歷暫時或永久性的障礙，因此完善好相關無障礙配套，不應視為照顧少數

一群，而是為全社會的每一個人作好準備。 

所謂的「無障礙環境」就是讓殘疾人士能排除存在於生活環境中的各種有

形和無形的障礙，使他們能夠像一般人一樣享用各種資源。 

隨著社會發展，亦逐漸重視無障礙的建設，但除了硬件配套之外，更需要

是軟件上人與人之間的接納與關懷態度。對於殘疾人士，不應著眼於他們的障礙

部份，因刻板的固有印象往往是阻礙殘疾人士參與社會的最大限制，而實際上，

要讓殘疾人士平等參與社會，充份發揮自身的角色，應聚焦於他們的能力，而不

是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