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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如廁問題」。如廁乃每天必定經歷的重要小事，但卻大大關
係到個人健康，由於馬桶座蓋與皮膚直接接觸，因此其清潔程度對
於生理健康與心理舒適度均有關鍵影響性。許多家庭共用一套衛浴
設備，但女性接觸馬桶座蓋的機率高出男性數倍，此研究針對居家
馬桶座蓋易遭汙染的問題提出改善方案，藉由簡易的機構設計降低
兩性衝突，並透過實際試用調查進行設計改良。計畫執行過程中
，依據使用需求及機構學原理，陸續規劃出四種不同的機構，有高
對、低對與連桿式等架構。利用軟體SolidWorks—Motion的模擬功
能對四種機構進行分析，並且選出較符合本計畫需求的掀蓋機構進
行細節設計與雛型實作。機構製作組裝完成後，實際安裝在馬桶本
體並邀請民眾進行試用，透過22份問卷調查，作為第一代機構之結
構改良與功能升級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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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 Numerous inconveniences are encountered in daily life due
to the physi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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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nduced inconveniences.  Since the skin will contact
the stool directly, the use of stool is related to personal
health as well.  There is generally one stool or two at
most in a Taiwan family.  As a result, the healthy threat
for female due to stool cleanlines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for male.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improve the
stool cleanliness by using a simple mechanism, especially
for the tidiness of toilet lid.  Totally four kinds of
mechanisms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is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use requireme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mechanism.
Intensive analyses of these designs have been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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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nd some feedback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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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兩性生理結構的差異常常反映於日常生活細節，最容易引起注意的便是「如

廁問題」。如廁乃每天必定經歷的重要小事，但卻大大關係到個人健康，由於馬

桶座蓋與皮膚直接接觸，因此其清潔程度對於生理健康與心理舒適度均有關鍵影

響性。許多家庭共用一套衛浴設備，但女性接觸馬桶座蓋的機率高出男性數倍，

此研究針對居家馬桶座蓋易遭汙染的問題提出改善方案，藉由簡易的機構設計降

低兩性衝突，並透過實際試用調查進行設計改良。計畫執行過程中，依據使用需

求及機構學原理，陸續規劃出四種不同的機構，有高對、低對與連桿式等架構。

利用軟體 SolidWorks—Motion 的模擬功能對四種機構進行分析，並且選出較符

合本計畫需求的掀蓋機構進行細節設計與雛型實作。機構製作組裝完成後，實際

安裝在馬桶本體並邀請民眾進行試用，透過 22 份問卷調查，作為第一代機構之

結構改良與功能升級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詞：女性人口優勢、馬桶蓋、女性權益、廁所便利設計、廁所使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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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erous inconveniences are encountered in daily life due to the physi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use of toilet (stool) received most 

attention among all these induced inconveniences.  Since the skin will contact the 

stool directly, the use of stool is related to personal health as well.  There is generally 

one stool or two at most in a Taiwan family.  As a result, the healthy threat for 

female due to stool cleanlines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for male.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improve the stool cleanliness by using a simple mechanism, especially 

for the tidiness of toilet lid.  Totally four kinds of mechanisms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is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use requireme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mechanism.  

Intensive analyses of these designs have been performed with the aid of 

Solidworks-Motion.  Finally, one of the designs was selected for prototype 

production.  This engineering prototype has been practically operated by 22 people 

and some feedback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further design. 

 

Keywords：Dominant of Female Population; Toilet Lid; Women’s Rights; Friendly 

Design for Toilet; Usage Efficiency of 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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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兩性之間的衝突由居家生活開始！」，許多探討性別差異與性別衝突的研

究題目喜愛著眼於公眾場合，然而，兩性差異造成的不便與困擾，無時無刻在居

家生活中發生，因此本計畫探索再平凡不過的日常生活，由最根本之處嘗試去探

討與改善兩性之間的不便。男與女之生理結構差異常常反映於日常生活細節，最

容易為人注意的議題便是「如廁問題」，根據美國康奈爾大學統計兩性小解時在

廁所中的平均停留時間，男性為 39 秒，女性為 89 秒，即女性如廁時間是男性

的 2.3 倍[1]，台灣方面的統計資料則顯示女性小解時間為 70 到 73 秒，而男

性則約 30 到 35 秒[2]，亦達兩倍以上的時間差異。隨著台灣女性人口超越男

性(2013 年 11 月底起[3])，背後之涵義不僅是圖 1.1 中大排長龍的女性困擾，

最重要的是如何從基本的需求與心理層面去創造女性友善環境。 

 

圖 1. 1 人流高峰期女廁大排長龍狀況[4] 

1.1 如廁引起之健康危害 

過去一百年來，台灣社會始終男多過女，但是 2013 年 11 月底歷史改寫，

全台女性比男性多了 946 人，內政部於 2013 年 12 月 5 日公布戶籍人口統計

資料，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全國男性人口為 1168 萬 3187 人，女性為 1168 

萬 4133 人，女性人口首度超過男性[3]，預期兩性權益的問題會越趨重要。男

與女之生理結構差異常引起日常生活之便利性衝突與衛生健康問題疑慮，「上廁

所」這件小事便常常被關注，依據衛生福利部公開資訊，憋尿對於人體之健康危

害包括(不分男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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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尿道感染： 

長時間無尿液經過尿道，大量細菌聚集容易引起發炎。 

2. 膀胱發炎： 

膀胱長期脹大，膀胱壁血管受到壓迫使膀胱黏膜缺血，容易                     

造成「急性膀胱炎」， 嚴重的膀胱炎甚至會併發腎臟炎。 

3. 前列腺炎與副睪丸炎： 

男性憋尿時尿液可能會經由輸精管倒流至前列腺或副睪丸引起發炎，最

嚴重可導致不孕。   

4. 膀胱損傷： 

長期憋尿會使膀胱過度脹扯、壁肌肉層變薄，如果出現纖維化的情形會

影響彈性，導致膀胱收縮力因此變差，而有疼痛、頻尿或尿不乾淨等後遺症；

如果神經受損嚴重，膀胱括約肌無力，甚至會造成尿不出來的後果。 

1.2 公共如廁空間之改善方案 

除上述症狀外，尿液若回流到腎臟也可能會造成腎積水並引發尿毒症等併發

症，可見日常「如廁」問題與國民健康高度相關，並可能直接影響社會成本負擔

(如健保醫療支出)。因此許多研究嘗試去改善女性如廁空間，如：1.將部分男廁

改建為女廁；2.建置男女共廁之「無性別廁所」，如圖 1.2[6]，此類型廁所內通常

沒有設置男性小便尿斗，以強調性別平等；3.依單雙樓層設置男、女廁所；4.改

變男女廁間數量配置，如圖 1.3；5.智慧型廁間，如圖 1.4，廁所正中間的廁格

兩邊都有門，只要一邊打開或者鎖上，另一邊就會上鎖，如此可以物盡其用並節

省空間。 

 

圖 1. 2 世新大學校內之無性別廁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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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男女廁間配置比例改善示意圖 

 

 
圖 1. 4 智慧型廁間共用設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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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居家廁所之改善設計 

家家戶戶均有共用廁間的事實，也通常存在男與女共用設備引發的清潔與衛

生問題，因此本計畫鎖定居家廁間之改善設計，主要促進女性健康並提高兩性使

用馬桶之便利性。依據全民健康基金會之專題報導[8]，台灣女性罹患泌尿道發

炎的機率，高達男性的 8 倍，這是一個相當懸殊的數字，而這個差異，可從男

女的生理結構找到答案。不管男女，從腎臟、輸尿管到膀胱的泌尿道上段，結構

一樣，長度也差不多，但到了泌尿道下段，也就是所謂的尿道，男女就出現明顯

差別，男性約 10 至 12 公分，反觀女性的尿道只有 3 至 4 公分，因為女性的尿

道比男性短很多，一旦因環境不清潔或不良的排尿習慣便容易導致細菌侵入引發

泌尿道感染。此健康議題直接反映到便器共用的衛生問題，也就是馬桶座蓋的清

潔。由於男性小便之習慣常常導致馬桶及周邊環境的汙染，因此「男人坐著小便

(圖 1.5)」的議題於過去五年反覆被討論，包括前環保署長沈世宏[9]、藝人羅志

祥[10]及台灣性別人權協會[11]等均大力倡導此種觀念。但由於牽涉到個人習慣

問題、施行方便性、性別意識及現有硬體變更等眾多因素，因此不易有共識，更

遑論推廣。 

 

圖 1. 5 男性是否應該做著上廁所?[18] 

 

若排除此一改善方案，則針對現況而言(如廁習慣及硬體設計)，如何維持馬

桶座蓋的清潔便是關鍵！最簡單但卻也是最容易引起衝突的方案就是掀馬桶座

蓋，然而男女雙方為了誰該掀蓋常常意見分歧[12-13]，最終女性朋友往往還是得

要面對髒汙的馬桶座蓋。對此，許多便利的設計亦不斷推陳出新，如智慧型電腦

馬桶座(圖 1.6[14])及馬桶掀蓋器(圖 1.7[15-16])或自掀式馬桶座蓋(圖 1.8[17])。智

慧型馬桶座功能多元但價格動輒數萬元，對一般民眾而言不切實際，相反地，翻

蓋器價格低廉，但終究關係到使用習慣與便利性(仍需彎腰掀蓋及誰該掀蓋的議

題)，因此仍無助於改善現有問題，而亞洲大學於 2012 年所提出的自掀式馬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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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設計，則是為了解決男性須坐著小便的爭論，透過圓弧與不倒翁原理，使馬桶

座蓋於不使用狀況下能自動恢復直立狀態，立意雖良善(無須手動掀蓋，可減少

爭論並維持清潔)，但若以女性觀點而言，此種產品是以男性立場設計，女性每

次使用都要彎腰壓下馬桶座蓋，缺少體貼且仍舊忽視女性權益(仍由女性動手，

兩性權益沒有均等)。針對以上狀況，本計畫鎖定居家如廁問題進行探討與設計，

針對馬桶座蓋髒汙之造成原因提出簡易的工程改善方案，以「成本便宜、外掛加

裝、操作簡單」為訴求，期望能夠創造對女性友善的居家廁間，雛型作品將進行

居家實測並問卷調查，此計畫希望由細微末節之處來探討兩性之間的議題，由最

基本的需求面逐步延伸至心理感受問題。 

 

 
圖 1. 6 智慧型電腦馬桶座[14] 

 

 

 
圖 1. 7 馬桶掀蓋器[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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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8 自掀式馬桶座蓋(亞洲大學設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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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居家馬桶掀蓋機構之設計 

由馬桶掀蓋這個生活中的小動作便可了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容易衍生兩性

之間嚴重的心理與立場衝突。為了解決前一節所提及的共用衝突問題，本計畫預

計進行兩部分之研究探討，第一部分為工程設計，主要針對馬桶座蓋易遭汙染的

問題提出實質的改善方案，藉由簡易的工程設計降低生活衝突程度，第二部分為

實體驗證部分，前述之設計將進行實體雛型製作並進行試用推廣與問卷調查，藉

由親身體驗與意見回覆，可以針對設計細節進行更體貼的改良，且此問卷調查結

果亦將成為未來初步推廣的重要依據(如與縣市政府洽談推廣合作)。   

2.1 馬桶掀蓋機構之設計重點 

本計畫預計提出一款簡易的馬桶掀蓋裝置，可以兼顧對於女性的體貼，同時

也不會造成男性過度的不便。此裝置屬於純機構設計，無須用電且靠人力簡易操

作，設計細節依循下列思維進行： 

1. 機構操作必須簡易 

2. 操作機構的同時也可以調整男性站立位置(站適合的區域降低汙染機率)  

3. 不引起新問題  

4. 製作成本必須低廉 

5. 組裝必須簡單方便 

 

圖 2. 1 掀蓋機構操作流程 

座蓋掀起 

開始使用 

放開腳 

踏板 

座蓋回彈 

1踩腳踏板 



14 

2.2 馬桶掀蓋機構之基本組成元件 

圖 2.2 與圖 2.3 為機構示意圖，預期至少包含以下元件：掀蓋桿、固定桿、

腳踩踏板及阻尼器。固定桿連接馬桶座蓋基座，提供機構固定力。腳踏板的功能

有 2 個：(1)引導男性站立至適當位置以維持馬桶清潔(靠近馬桶且對準馬桶中心

線) (2)推動掀蓋桿，使馬桶座蓋向上及向後翻開。為了使馬桶座蓋於使用後能夠

自動靠重力作用回復為「蓋下」的狀態 (體貼女性需求 )，掀蓋幅度將介於 

75°~85°。最後，馬桶座蓋開閉必定會引起撞擊噪音，甚至造成馬桶本體或座蓋

之損壞，因此必須加裝緩衝阻尼器，當男性如廁完畢後馬桶座蓋將緩緩下降，抑

制噪音並減低損壞機率。 

 

圖 2. 2 馬桶掀蓋機構示意圖(靜止) 

 

圖 2. 3 馬桶掀蓋機構示意圖(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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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馬桶掀蓋機構之各部尺寸規劃與調查  

由於馬桶規格樣式不一，且人體腳掌尺寸差異極大(同一人之左右腳尺寸便

有顯著差異)，故需先行調查與統計以下事項以進行機構各部之尺寸規格設計： 

1. 常見的馬桶尺寸規格範圍 

馬桶幾何形狀與各部位尺寸影響機構桿件長度設計，透過對馬桶硬體的統計

調查可提高掀蓋機構之通用性。由於 HCG 馬桶在台灣市占率最高[19]，故以 HCG

馬桶規格為基本設計參考依據(如圖 2.4[20])，由圖 2.4 可知馬桶開口高度對掀蓋

機構尺寸設計最為重要，常見的馬桶開口高度分布於 360~400mm[21]，然而

385mm 之尺寸重複率最高，故本研究提出之機構高度將以 385mm 為基準，並提

供一定幅度之高低可調功能。 

 

 
圖 2. 4 馬桶尺寸規格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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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腳踩踏板之尺寸需求調查(人體腳掌尺寸統計) 

掀蓋機構設計目的在於使男性不需要「彎腰掀蓋」，兼顧男性如廁之便利並

維持馬桶清潔(減低女性健康風險)，為使男性操作方便，由男性國人足型資料[22]

取右腳與左腳中最大值之平均長度做為腳踏板長度的基準值(如表 1 及表 2)。 

 

表 1 男性國人右腳掌平均長度(cm)[22]

 
 

表 2 男性國人左腳掌平均長度(c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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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馬桶掀蓋機構之設計方案 

依據上述之設計需求與機構學原理，初步規畫四種馬桶掀蓋機構進行設計分

析探討： 

 

1. 機構 A 

延續圖 2.2 示意圖結構，首先將底座、腳踏板與掀蓋桿件繪製完成與組立，

如圖 2.5。再加上固定桿鎖固於馬桶座蓋後方螺絲孔，使機構操作時不會產生擺

晃的現象，如圖 2.6。最後加入回彈裝置使馬桶座蓋掀起後可以回歸至原始位置，

如圖 2.7。 

 

 

圖 2. 5 機構 A 組配示意圖(包含底座、腳踏板與掀蓋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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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機構 A 固定桿示意圖 

 

 

圖 2. 7 機構 A 回彈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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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構 B 

由於機構 A 之腳踏板與桿件接觸點屬於低對之面接觸，因此摩擦力較大且

容易導致機構動作異常(卡死)。故機構 B 將此接觸點變更為高對的線接觸，不僅

可以降低死點的產生，也可將接觸點的摩擦面積降低，使機構為順暢(如圖 2.8)。

此外，藉由增加踏板底座之重量，提高機構穩定度並去除固定桿，如此可以進一

步簡化掀蓋機構。 

 

 

 

圖 2. 8 機構 B 組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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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構 C 

除了高對與低對的連接方式外，第三種機構引用肘節機構[23](圖 2.9)進形設

計，如圖 2.10。雖然機構B與機構C均不會產生死點，但在使用 SolidWorks-Motion

進行動作模擬分析時，發現馬桶座蓋掀起的角度無法達到設計需求(75°~85°之範

圍)。 

 

圖 2. 9 肘節機構[23] 

 

 

圖 2. 10 機構 C 組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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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構 D 

第四種機構應用垃圾桶掀蓋結構[24](如圖 2.11)，首先將底座、腳踏板與掀

蓋桿件繪製完成與組裝，如圖 2.12，並於腳踏板底座內裝配緩衝元件(如圖 2.13)，

由於一般的空氣阻尼元件體積過於龐大，故本計畫選用筆型氣壓缸並設計阻尼盒

進行固定。 

 

圖 2. 11 垃圾桶機構[24] 

 

 

圖 2. 12 機構 D 組配示意圖(包含底座、腳踏板與掀蓋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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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3 腳踏板底座內裝配緩衝元件 

 

圖 2. 14 機構 D 組配示意圖(掀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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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馬桶掀蓋機構之雛型製作與實測 

四種機構之動作分析(使用軟體 SolidWorks-Motion)結果如表 3，唯有機構 D

可以將馬桶座蓋完整地掀起至 75°~85°(圖 2.14)，同時符合功能性需求與性能要

求，故優先以機構 D(圖 2.12)為雛型製作對象。 

 

表 3 機構設計比較表 

 機構動作 掀蓋幅度 (75°~85°) 

機構 A 異常(死點) 不足 

機構 B 正常 不足 

機構 C 正常 不足 

機構 D 正常 足夠 

3.1 馬桶掀蓋機構雛型之組成零件 

機構 D 之零件共計 19 件(請參閱附錄一)，主要元件包括：底座、阻尼緩衝

裝置、結構固定板、腳踩踏板及掀蓋桿件組等。以下依序進行說明： 

1. 底座 

圖 3.1 之底座具有 5 項功能： 

1. 提供基本高度，使踩踏板得以運作 

2. 提供機構本身重量，使底座機構不易滑動 

3. 固定機構避免滑動 

4. 固定阻尼緩衝裝置 

5. 固定踩踏板旋轉軸心 

 

 

圖 3. 1 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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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阻尼緩衝裝置 

本計畫採用金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製作之筆型氣壓缸[25](圖 3.2)進行機

構動作緩衝，於掀蓋及降蓋過程中使機構動作平順，緩衝幅度可以依據使用者需

求自行調整(圖中紅色框處為調整扭)。  

 

 

圖 3. 2 阻尼緩衝裝置 

 

3. 結構固定板 

此結構固定板(如圖 3.3)介於底座與腳踩踏板之間，提供活動桿件(腳踩踏板

與掀蓋桿件組)基本支撐力，並且 T 型溝槽可以固定腳踩踏板回彈後之位置。 

 

 

圖 3. 3 結構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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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腳踩踏板 

此踏板左側與掀蓋桿件組連接，右側下方梯型零件(圖 3.4 中紅色框處)則以

底座固定點為旋轉中心，藉以將掀蓋桿件向上頂起完成掀蓋動作。 

 

 

圖 3. 4 腳踩踏板 

 

5. 掀蓋桿件組 

桿件 A(如圖 3.5)下方與腳踩踏板左側相連，主要負責傳遞向上的力量使馬

桶座蓋可以做掀起的動作。桿件B(如圖3.6)則夾持於馬桶座蓋(圖 3.6中紅框處)，

夾持處具有可調整設計，方便應用於不同款式與厚度的馬桶座蓋。 

 

 
圖 3. 5 掀蓋桿件 A                     圖 3. 6 掀蓋桿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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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馬桶掀蓋機構之組裝與實測結果 

機構D雛型組裝完成如圖 3.8所示，實際裝配馬桶之狀況如圖 3.9與圖 3.10。

初步測試查覺以下狀況： 

1. 緩衝幅度不易調整 

依據馬桶座蓋使用的流程(如圖 2.1)，座蓋升起與座蓋回彈(降下)所需要的速

度不同，預期座蓋掀起的速度必須要快於座蓋回彈，但是如何將阻尼調整到最適

合狀態，必須依靠一定時間的使用經驗及使用者的感受來決定。後續將會對試用

者進行問卷調查，並且根據調查結果做進一步的改善。 

 

2. 桿件異音問題 

金屬活動桿件於機構動作過程之碰撞引發微小噪音，例如：腳踏板與固定結

構板閉合等等，此一缺點已列入未來改善項目，預計加入部分塑膠元件，或於接

合處加入橡皮墊片進行改良。 

 

3. 機構穩定性問題 

圖 3.9機構踩踏過程中，由於浴室地板磁磚表面不平整，因而引起機構晃動，

未來將於底座底部增加軟墊以補償地面干擾因素。 

 

4. 掀蓋桿件 A 長度需調整 

掀蓋桿件 A 與地板接近 90 度垂直，實測時因為公差之緣故，使馬桶座蓋有時候

難以閉合。因此必須將掀蓋桿件 A 之長度加長，使桿件與地板之角度呈現 80~85

度，便可徹底排除馬桶座蓋難閉合之問題。 

 

5. 掀蓋桿件 B 粗細問題 

由於掀蓋桿件 B 之左側必須與馬桶座蓋連結且傳遞力量將其掀起，故必須

承受一定的重量，實測發現當座蓋掀起時，掀蓋桿件 B 會產生微小的彎曲，如

圖 3.7 之懸臂梁結構。此狀況起因於掀蓋桿件 B 左側鎖固螺絲處過於單薄，預計

工程原型改良時會將直徑增加以改善桿件 B 彎曲的現象。 

 

圖 3. 7 懸臂梁示意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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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機構組裝完成圖 

 

 
     圖 3. 9 機構實際裝配狀況                  圖 3. 10 掀蓋操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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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調查與機構改良 

4.1 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如圖 4.1 所示，問卷調查之目的在於將使用者個人感受因素納入工

程設計內，預計調查人數至少 20 人。問卷項目分為試用者基本資料、滿意度調

查與其它建議三項，下列分別進行說明： 

1. 用者基本資料 

基本資料分為性別與年齡，年齡層分為四個區段：20 歲以下、21~40 歲、41~60

歲與 61 歲以上進行調查。 

 

2. 滿意度調查 

滿意度分為 5 分~1 分，很滿意(5)、滿意(4)、尚可(3)、不滿意(2)與很不滿意

(1)五項作為計分標準，共計 12 個調查項目，主要針對機構本體的應用議題進行

探討： 

1. 機構外型 

2. 機構安裝之便利性 

3. 機構安裝後之穩定度(牢固程度) 

4. 掀蓋動作的順暢度 

5. 馬桶蓋掀起的速度 

6. 馬桶蓋降下的速度 

7. 馬桶蓋掀起的幅度 

8. 腳踏板與馬桶的相對位置 

9. 腳踏板尺寸 

10. 改善馬桶座蓋清潔度 

11. 家中男性與女性人口(此項為填寫數字) 

12. 平均每天使用的次數(此項為填寫數字) 

 

3. 其它建議 

對於上述 12 項之調查項目，若有其它想法關於此裝置的使用心得，可填寫

後作為本設計未來之改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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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馬桶掀蓋機構試用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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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之統計分析  

共計完成 22 份問卷調查，以下為問卷分析結果： 

1. 性別因素 

將 22 份問卷調查之性別區分(圖 4.2)，並且將滿意度分為 1~5 分，分別是不

滿意(1 分)至很滿意(5 分)。調查項目為圖 4.1 中第二章節的滿意度調查(第 1 項至

第 10 項)，由於第 11 項與 12 項為數據之調查，故在此不多作探討。 

 

圖 4. 2 性別分布比例 

 

 

圖 4. 3 男性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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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女性問卷調查 

 

由圖 4.3 與 4.4 可知，不論男女都對於第 5 項(馬桶蓋掀起)與第 6 項(降下的

速度) 較不滿意。在男性問卷中可以發現除了座蓋翻動速度外，男性對於第 8 項

滿意度較低(腳踏板與馬桶的相對位置)，但女姓問卷並無此狀況，可能起因於機

構操作者為男性。 

 

2. 年齡因素 

年齡分布比例如圖 4.5，但此次調查對象並無 20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預期

10 歲以下的族群受限於身高與生活習慣問題，將無法順利操作此機構。 

 

 
圖 4. 5 年齡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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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年齡分布之問卷分析(21~40 歲) 

 

 

圖 4. 7 年齡分布之問卷分析(41~60 歲) 

 

由問卷分析結果可知，無論青壯年或是年長者也都對於第 5 項(馬桶蓋掀起)

與第 6 項(降下的速度) 較不滿意。對比性別因素分析結果(圖 4.4 與圖 4.5)與上

兩圖可以得知，無論男女的年齡層，皆認為需要改進馬桶蓋掀起與降下的速度，

此結果將會納入機構改良之項目。對比圖 4.6 及圖 4.7，青壯年對於機構擺放的

位置(問卷第 8 項)較不滿意，且多建議將機構更改為電動式，反之年長者並不在

意機構擺放的位置，此部分或許可以進一步探討並納入設計改良因素。 

 

3.28 3.17 
2.9 

0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滿
意
度
 

調查項目 

21~40歲 

2.75 2.75 

3.5 

0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滿
意
度

 

調查項目 

41~60歲 



33 

4.3 掀蓋機構之改良設計 

綜合第一組工程雛形的缺點(3.2 節)與問卷調查結果，第二組機構的改重點

包括： 

1. 底座輪廓與緩衝元件 

現有雛型所使用的筆型氣壓缸之內部壓力不足，導致馬桶座蓋的運行無法達

到預期的速度，因此將氣壓缸更換為彈簧缸，如圖 4.8 所示。更換彈簧缸後，因

彈簧缸之體積較大，故必須將底座此零件重新製作，如圖 4.9 所示。 

 

 
圖 4. 8 彈簧缸緩衝裝置 

 

 

圖 4. 9 改良之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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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閉合之異音 

異音主要來自於腳踏板與結構固定板之閉合動作，由於兩者皆是金屬，且中

間並無任何介質，故馬桶座蓋下降時將導致兩個元件碰撞。因此改良設計將會在

結構固定板之溝槽內放入薄橡膠墊(圖 4.10)，可以消除大部分異音，且不會影響

零件之間閉合的動作。 

 

 

圖 4. 10 結構固定板加入橡膠墊 

 

3. 底座穩定度 

工程原型產生的晃動，起因於浴室磁磚不夠平整所導致，因此改良機構之底

部將會加入橡膠墊(圖 4.11)，使機構在磁磚不平整處可以有一定幅度的被動調整

彈性，且若磁磚為平整也可使機構有止滑的功能。 

 

 
圖 4. 11 改良之底座加入橡膠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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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掀蓋桿件 A 之改良 

依據實測結果第四點(3.2 節)，將掀蓋桿件 A 長度加長 10mm，使掀蓋桿件 A

與地板之角度成現 80~85 度，便可徹底排除馬桶座蓋難閉合之問題，如圖 4.12

所示。 

 
圖 4. 12 改良之掀蓋桿件 A 

 

5. 掀蓋桿件 B 之改良 

依據實測結果第五點，由於掀蓋桿件 B 之厚度過薄，使掀蓋時掀蓋桿件 B

左側會有微小的彎曲現象，因此將掀蓋桿件 B 之左側直徑增加(圖 4.13)，使削平

後之厚度足夠承受馬桶座蓋之重量。 

 

 
圖 4. 13 改良之掀蓋桿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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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良設計之機構 E 如圖 4.14 所示。將機構 E 進行 SolidWorks--Motion 模擬

分析，可以確認機構 E 掀蓋的幅度符合需求，如圖 4.15 所示。 

 
圖 4. 14 機構 E 

 

 
圖 4. 15 機構 E 掀起動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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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機構 E 雛型實測 

機構E之零件共計 19件(請參閱附錄二)。機構本體及裝配狀況如圖 4.16~4.18

所示。機構 E 成功改善 3.2 節所提出的問題：1.緩衝幅度不易調整 2.桿件異音問

題 3.機構穩定性問題 4.掀蓋桿件 A 長度需調整 5.掀蓋桿件 B 粗細問題，改良

之整體機構不僅與地面有著更為穩固的接觸，同時也改善了上升與下降的緩衝速

度與 A、B 桿件的彎曲問題，使兩性在機構使用上更為便利與衛生。 

 

 
圖 4. 16 機構 E 組裝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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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機構 E 實際裝配狀況 

 

 
圖 4. 18 機構 E 掀蓋操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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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針對兩性如廁衝突問題提出工程上的解決方案，由需求觀點提出適合

的構想，並透過多組機構的比較分析決定可行方案，由工程雛型初步證明相關構

想可行，亦邀請民眾進行較長時間的體驗試用，藉以客觀評估此機構對於兩性的

效益，並同時蒐集機構設計缺失與改善方向，以進行機構設計的改良。期望透過

此研究可以彰顯日常生活中兩性間的小問題-大煩惱，機構設計因為納入人的需

求，將不在以性能表現作為首要考量，不同領域間的研究也因此有了整合的橋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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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機構 D 之零組件 

 

1. 阻尼盒前端 

 
 

 

2. 腳踏板連接 

 
 

 

3. 阻尼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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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阻尼盒(左) 

 

 

5. 阻尼盒(右) 

 
 

6. 阻尼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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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腳踏板 

 
 

8. 腳踏板與零件 2 之結合 

 
 

9. 固定底座(正方形)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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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固定底座(直角三角型)X2 

 
 

11. 固定結構板 

 
 

12. 掀蓋桿件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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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掀蓋桿件 B-2 

 
 

14. 掀蓋桿件 B-3 

 
 

15. 液壓缸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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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腳踏板連接液壓缸前端 

 
 

17. 掀蓋桿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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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機構 E 之零組件 

1. 阻尼盒前端(改良) 

 
 

2. 腳踏板連接(改良) 

 
 

3. 阻尼盒(前)(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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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阻尼盒(左)(改良) 

 
 

5. 阻尼盒(右)(改良) 

 
 

6. 阻尼盒(後)(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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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腳踏板(改良) 

 
 

8. 腳踏板與零件 2 之結合(改良) 

 
 

9. 固定底座(正方形)(改良)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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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固定底座(直角三角型)(改良)X2 

 
 

11. 固定結構板(改良) 

 
 

12. 掀蓋桿件 B-1(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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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掀蓋桿件 B-2(改良) 

 
 

14. 掀蓋桿件 B-3(改良) 

 
 

15. 液壓缸前端(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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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腳踏板連接液壓缸前端(改良) 

 
 

 

17. 掀蓋桿件 A(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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