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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香港目前規模最大的復康中心 (A1.0a)，毗鄰香港

仔黃竹坑邨。中心共有五幢主樓，總樓面面積逾4萬

平方米，為殘疾人士提供各類培訓、護理、復康及寄

宿服務，幫助他們發揮潛能和進一步融入社區。中心

的院友最少年滿15歲，患有不同程度的殘疾（弱智、

弱能、弱視或多重殘疾）。

A1 個案研究1
 香港仔的復康中心

A1.0 背景

在這項個案研究中，我們會探究不同能力╱殘疾的人

士，如何進出中心及使用中心內外的公用場地。 

第A1.2節會深入分析能否以不同感應元素的多感特
質，幫助院友在戶外場地獨自走動。

A1.0a 香港仔的復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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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中心半徑500米範圍內，有多處小型的綠化場

地，以及多類公共康樂設施。各項設施都有方便的交

通配套。黃竹坑邨的巴士站，以及深灣道、惠褔道和

南朗山道多個小巴站均有交通工具往返復康中心與鄰

近設施 (A1.1a至A1.1g)。

A1.1 復康中心與附近 
 設施的連繫

不過，由於上址環境所限，以及復康中心院友患有殘

疾，即使交通網絡和鄰近基建完善，他們亦無法真正

受惠。場地環境欠佳，加上地形所限，妨礙殘疾人士

往來，以致他們無法充分享用鄰近的康樂設施

(A1.1h)。

A1.1a 公共休憩用地、社區設施及交通網絡

A1.1b 鄰近設有雜貨店的住宅區

A1.1c 鄰近食肆

A1.1d 包玉剛游泳中心

A1.1e 深灣道休憩處

黃竹坑

復康中心

深灣

0 100 200米

圖例

綠化休憩用地

社區設施

巴士站

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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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項研究中，我們實地考察復康中心的連結程度

(A1.1i)。圖A1.1j顯示由復康中心正門前往鄰近設施

的概括路線。由起點前往終點所需的時間，會以一名

普通成人的步速計算。弱視、行動不便、弱聽及╱或

弱智的人士，則需要更多時間和體力以克服路途上的

困難，才能到達目的地。因此，規劃不同設施之間的

聯繫，務須注意各項暢道通行原則。

A1.1f 南朗山道休憩處

A1.1g 南朗山道熟食市場

A1.1h 影響行程時間及路線選擇的因素

天氣情況

垂直距離

行程時間

體力

橫向距離 體能

路線選擇

復康中心

A1.1i 由復康中心正門徒步前往鄰近設施的路線 A1.1j 一名普通成人徒步前往鄰近設施的概括路線及步行時間

鄰近設施

復康中心

0 100 200米

深
灣
道

深灣

惠福道

南
朗
山
道

鄰近設施

圖解

復康中心地面

距離(米)
目的地地面

需時

鄰近設有雜貨店的住宅區

2分鐘

鄰近食肆

深灣道休憩處

包玉剛游泳中心

巴士總站

毗鄰黃竹坑邨第6座的游樂場

毗鄰黃竹坑邨第10座的游樂場

南朗山道熟食中心

南朗山道休憩處

5.8分鐘

7.6分鐘

5.9分鐘

5.6分鐘

5.8分鐘

6.5分鐘

6分鐘

7.4分鐘

125米 
 

350米

515米

405米

380米

375米

420米

400米

48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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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感官體驗 礙於中心外面通達程度有限，中心內的設施及休憩場

地務須暢通易達，方可令院友感到稱心便捷。畢竟，

這是他們逗留時間最長的地方。

對殘疾使用者來說，這個中心大致上規劃完善。例

如，以升降機和斜道貫通各個樓層；把行人通道與車

輛通道分隔，預防危險 (A1.2a)。是項研究旨在探討如

何以感官元素，讓使用者在中心內有更豐富的感官

體驗。

我們利用中心內每個休憩場地本身的設計優點及特

性，研究可否運用各種具多感特質的元素，幫助院友

在戶外地方獨自走動 (A1.2b)。運用令人愉悅的觸

覺、聲效及芳香元素，激發不同的感官體驗，從而提

高使用者（尤其是殘疾人士和長者）整體的身心滿足

感及樂觀情緒。

在是項研究中，我們曾舉行座談會，並與一些使用者

個別或分組會面及訪談，以了解他們的切身需要、難

題及期望。我們亦實地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確定每

個戶外公用場地宜具備的感官特質後，再進行實地體

驗和分析 (A1.2b)。

第A1.3至A1.6節會探討以下各種官能︰

嗅覺及觸覺︰一樓庭院；

味覺︰一樓的A座後院；

聽覺及動感︰一樓環狀平台；

視覺︰ D座四樓的露天平台。

■

■

■

■

通達斜道

天台

四樓

標準樓層

一樓

地面

A1.2a 中心內的行人通道和車輛通道 A1.2b 戶外公用場地的潛在感官特質

視覺

味覺

嗅覺和

觸覺

聽覺和動感圖例

通達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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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嗅覺和觸覺 A1.3.1 一樓庭院

栽了六棵樹的一樓庭院這個休憩處，面積約有221平

方米，呈長方形，位於D座（日間展能中心及宿舍）

接待處旁邊，北邊是A座（日間展能中心及宿舍），西

邊是C座（日間護理安老院），南邊是B座（庇護工場

及宿舍）(A1.3.1a)。一樓庭院既是復康中心的前庭，

亦是舒展身心和靜思的好地方 (A1.3.1b至A1.3.1g)。

該處方便所有使用者（包括院友、訪客和員工）社交

或獨處。改善方案的意念是以多種植物和不同質感的

物料來刺激嗅覺和觸覺。

車輛通道

行人通道

A1.3.1b 一樓庭院的現況 A1.3.1c 視域1 一樓庭院現時布局

A1.3.1d 視域2 從D座接待處外望

A1.3.1e 視域3 一樓庭院入口

A1.3.1f 視域4 D座入口的斜道

A1.3.1g 視域5 一樓庭院以盆栽植物為界

有蓋行人道 往後巷

上
面
為
連
接
天
橋

視域4 視域5

視域3

視域1 C
座

D座

視域2

下
行
斜
道

下
行
斜
道

樓
梯

往地面 往地面

往地面

圖例

A.1.3.1a 一樓庭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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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1 這個場地的優勢和發展空間

位置矚目 — 這是步入建築物時首先看見的綠化

空間。

可從宿舍大樓的電梯大堂望見 — 院友若因身體

虛弱或在雨天不能外出時，都可以在戶內觀賞庭

院的景致。

庭院中種有散發香氣的灌木。

■

■

■

A1.3.1.2 刺激感官體驗的構思 (A1.3.1h)

  在主要入口的視線範圍內，以獨特、顯眼的方式

種植芳香艷麗的花卉，讓人倍感親切 (A1.3.1i)。

D座

樓梯

下
行
斜
道

A1.3.1h 布局示意圖顯示一樓庭院的潛在感官特質 A1.3.1i 多種芳香、艷麗或富質感的植物圖譜

芳香的植物 艷麗的植物

富質感的植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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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斜道寬闊，可讓輪椅通過，亦可用於練習步

行 (A1.3.1j)。

  長木椅旁的梯形花槽方便及鼓勵使用者賞花，他

們無須俯身便能觸摸花朵或細嗅花香 (A1.3.1k)。

  傾斜或升高的花壇方便坐輪椅人士觀賞花草

(A1.3.1m)。

  木質平台及長椅供人歇息之餘，還增添一份暖

意。這個休憩處亦可用作聚首聯誼的地方

(A1.3.1n)。

  發聲雕塑有時可帶來新穎的感官體驗 (A1.3.1p)。

  以清晰的導向指示界定庭院範圍；因地制宜轉換

鋪路物料，可防止行人不小心地闖越車道。

  平坦的入口通道可進一步鼓勵使用者自行走動，

多到戶外地方活動 (A1.3.1q)。

A1.3.1j 健身斜道舖以橡膠物料，可在行人跌倒
時發揮保護作用，其硬度亦可讓輪椅經過

A1.3.1k 木椅置於花槽旁邊，盡量方便接觸花草

A1.3.1m 對比鮮明的各色時花

A1.3.1n 環形木椅和平台作為方便、閒適的聚
集點

A1.3.1p 敲擊或機械鐘等發聲裝置可刺激聽覺

A1.3.1q 平坦的入口通道附設觸覺引路帶

2

3

4

5

6

7

8

2 4 6

3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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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 一樓的A座後院

這個戶外空間長22米，位於A座（展能中心及宿舍）

旁，已設定為教學、社交、治療和園藝用途 (A1.4.1a)，

也作為復康中心內的專用後院 (A1.4.1b至A1.4.1f)。

這個空間的改善方案的意念是加強味覺元素，藉栽種

多類食用蔬果及香草，鼓勵院友親身參與。復康中心

可提供新型的通達設施，方便院友多使用這個場地。

A1.4 味覺
A1.4.1.1 這個場地的優勢和改善空間

舒適怡人，多處地方均有遮蔭。

現時闢作菜園或香草園，這些設施可加以改善。

這個場地最適宜供癡呆病患院友使用，讓他們可

在受保護的安全環境散步。

■

■

■

A1.4.1a 一樓的後院位置圖

圖例
                 行人通道

A座

C座

視域1

視域2

視域3

視域4

有蓋行人道

A1.4.1b 一樓的A座後院現況

A1.4.1c 視域1 提供視覺提示，鼓勵院友進入
A座寧靜的後院

A1.4.1d 視域2 磚砌台階上的香草盆栽

A1.4.1e 視域3 院友使用的園藝工作臺，周邊
宜擴闊空間方便輪椅出入

A1.4.1f 視域4 可整理現有魚池及花槽，使之
重現生機，以便日後使用

A1.4.1g 布局示意圖顯示一樓的A座後院
的潛在感官特質

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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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2 刺激感官體驗的構思 (A1.4.1g)

  為使用者着想，設置摺椅，盡量增加座位數目。

另可考慮在座椅旁騰出空間停放輪椅，鼓勵社交

聯誼 (A1.4.1h)。

  園藝工作臺深淺高低不一，臺底設有膝位及╱或

腳位，方便輪椅使用者和長者 (A1.4.1i)。

  設有不同高度水龍頭的洗手盆迎合不同使用者的

需要 (A1.4.1j)。

  花槽有高有低，讓院友站立或坐下時都能欣賞花

草 (A1.4.1k)。

  在花架掛上花籃，讓院友無須俯身便可欣賞花草

(A1.4.1m)。

  可考慮鋪設有扶手的卵石徑，方便進行足部保健

運動 (A1.4.1n)。

  栽種一些可供嗅嚐的花卉，更顯趣味特色。而這

類花草樹木亦可喚起記憶，促進交談和活動

(A1.4.1p)。

  在寧靜角落闢設小型憩坐處，成為避靜的好去

處，應會受到院友歡迎。

A1.4.1h 狹窄的走廊宜設摺椅，確保有足夠空
間讓行人和輪椅通過

A1.4.1i 為不同使用者特設的園藝工作臺，高低
不一，並設有膝位

A1.4.1j 洗手盆的水龍頭高低不一，切合不同使
用者的需要

A1.4.1k 花槽高低有致

A1.4.1m 懸掛花籃的花架

A1.4.1n 設有扶手的卵石徑 A1.4.1p 適合嗅嚐的植物圖譜

具味覺效果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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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1a 一樓環狀平台位置圖

A1.5 聽覺與動感 A1.5.1 一樓環狀平台

這處是連接D座（展能中心及宿舍）與E座（禮堂）的

大型環狀平台 (A1.5.1a及A1.5.1b)。不論近觀地面園

境，或是遠望深灣，視野均十分開揚 (A1.5.1c至

A1.5.1f)。改善方案的意念是利用日光與陰影、軟硬

物料，以及靜態和動態用途，劃分不同區域，藉以加

強動感和提升空間感。流水景致可用以加強聽覺和幫

助定向。

A1.5.1.1 這個場地的優勢和改善空間

遠眺深灣，景色極佳。

四通八達。

這是中心內面積最大的戶外空間。

■

■

■

A1.5.1b 地面及一樓環狀平台的現況

A1.5.1c 視域1 地面的園境

A1.5.1d 視域2 遠眺深灣

A1.5.1e 視域3 露天平台的環狀設計定向不清

A1.5.1f 視域4 毗連D座的平台區

圖例
 車輛通道

 行人通道

D座

B座

E座

D座

E座

B座

地面

視域1

通往大門 惠福道

惠福道

1樓

視域3

視域4

視域2
空隙

平台

下
行
斜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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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1.2 刺激感官體驗的構思 (A1.5.1g)

  設有堅固扶手的長椅，有助輪椅使用者從輪椅移

到長椅上 (A1.5.1h)。長椅旁可加設座位，方便

家長或職員照顧使用者。

  不同的鋪路物料可成為觸覺提示 (A1.5.1i)。

  可考慮設置蔭棚，種滿攀緣植物，以遮擋猛烈的

陽光，但也要保留一些日照充足的地方，好讓喜

歡日照的人士享受陽光 (A1.5.1j)。

  可嘗試採用浮雕瓷磚引入故事主題，以刺激感官

增添趣味，同時亦可用作感應提示，協助視障使

用者定向 (A1.5.1k)。

  種滿攀緣植物的花架既賞心悅目，又可用作擋隔

外間繁囂的屏障 (A1.5.1m)。

  在花架掛上花籃，讓院友無須俯身便可欣賞花草

(A1.5.1n)。

  小型的流水景致水面如略為升高，可讓輪椅使用

者觸碰水面或嬉水。水聲亦可作為引路的提示。

  在這個寬敞的區域設置不同模式的戶外健身設

備，也許可為使用者增添樂趣。

A1.5.1h 設有扶手的長木椅 A1.5.1j 種滿攀緣植物的蔭棚可提供更多遮蔭
地方

A1.5.1m 花架種滿攀緣植物，可遮擋礙眼的
景觀

A1.5.1g 布局示意圖及橫切面圖，顯示一樓環狀
平台的潛在感官特質

A1.5.1i 觸覺提示協助視障人士定向 A1.5.1k 浮雕瓷磚的圖案 A1.5.1n 花架上的花籃高度適中，方便觀賞

剖面 A'-A

1

2

3

4

5

6

7

8

1 3 5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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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1a D座四樓露天平台位置圖

A1.6 視覺 A1.6.1 D座四樓的露天平台

位於D座（展能中心及宿舍）四樓的露天平台面向深

灣，景觀開揚，環境怡人，適合引入刺激視覺的設計

意念 (A1.6.1a至A1.6.1e)。場地分為動態區、靜態

區、綠化區三部分，迎合不同使用者的需要。這個戶

外場地的改善方案的意念是善用戶外景致，並加強室

內視覺元素，藉以提升視覺質素。

A1.6.1.1 這個場地的優勢和改善空間

舒適怡人，多處地方均有遮蔭 (A1.6.1c)。

座位和長椅充足 (A1.6.1e)。

■

■

A1.6.1b D座四樓露天平台的現況

A1.6.1c 視域1 供院友、訪客和員工閒坐共聚
的地方

A1.6.1d 視域2 遠眺深灣，視野開闊，景色怡人 A1.6.1e 視域3 人人合用的戶外健身場地

圖例
 行人通道

往B座

D座四樓
往A座

視域1

視域3

視域2

綠化區

靜態區

動態區

空隙

升
降
機
大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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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1.2 刺激感官體驗的構思 (A1.6.1f)

  可考慮設置加高的木平台，作為觀景台，宜讓輪

椅使用者可以到達，欣賞面向深灣開揚怡人的景

致 (A1.6.1g)。

  可考慮設置種有攀緣植物的花架，加強綠化效果

(A1.6.1h)。

  設有多種設備的健身站會鼓勵不同使用者多做運

動 (A1.6.1i)。

  壁畫本身可成為這個區域有趣的焦點 (A1.6.1j)。

可邀請院友們創作壁畫。

A1.6.1f 布局示意圖顯示D座四樓露天平台的潛在感官特質

A1.6.1g 木平台方便坐輪椅的院友欣賞四周景色

A1.6.1h 花架設有掛籃懸掛盆栽或展示院友的
美術創作

A1.6.1i 健身站

A1.6.1j 壁畫為場地增添色彩之餘，亦可加強
歸屬感

往B座

往A座
D座四樓

遠望深灣

綠化區

靜態區

動態區

升
降
機
大
堂

1

2

3

4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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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第A1.2至A1.6節所述，在我們探究中心內戶外
公用的潛在感官特質時。發覺可改善戶外建造環境的

方法和選擇確實不少。我們曾與個別人士面談，實地

觀察，並與使用者多次交流意見，結果發現戶外場地

的感官刺激，對行動不便及╱或最少有一種官能受損

的人士大有裨益，因為感官刺激似能加強他們其他官

能的知覺。

A1.7 總結經驗 感官元素和感應提示有助提高使用者的感官知覺，讓

他們更能欣賞周圍環境 (A1.7a)。不過，感官享受程度

卻因人而異，視乎使用者身心狀況而定。因此，設計

師宜深入了解使用者的需要和期望。悉心設計的感官

元素，可讓不同使用者受惠。

A1.7a 戶外場地的多元感官元素，有助提高使用者的感官知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