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大流行病下，障礙者如何因應自處與面對？ 

—— 障礙者該如何挑戰新的環境障礙及堅持自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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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齊頭式的平等，不是真平等。曾經看過一張圖片，圍牆內站在同樣高度

的紙箱上的三人，一人輕易看見牆外風景，一人勉強構著圍牆上緣，然而最

後一人卻連圍牆一半高度都不到。造成其中差異的不只是各人身高的不同，

更是因為有先天優勢的人，是否能以同理心為有需要者設想。天有不測風雲，

此次疫情來得又猛又急，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都帶來了不小的衝擊，肢體障

礙者自然更加難以倖免。雖說「隨人顧性命」，但在疫情稍稍趨緩之際，政

府或許可以換位思考，如何才能更深入瞭解肢體障礙者面臨的困境及提出改

善的方案。 

 

 本文 

一、 面臨的困境 

1. 行動 

  口罩實名制的制度可說是確保了國人都能有口罩可以配戴，然

而購買方式對肢體障礙者卻極不便利。早期為需先到藥局排隊領號，

再等待至特定時間購買，然而藥局常常沒有無障礙設施，令肢體障

礙者「不得其門而入」；後期改為可由便利商店機台預購，但對肢

體障礙者而言，機台螢幕可說是「高不可攀」。 

  除了配戴口罩之外，量測體溫、保持社交距離也是重要的防疫

措施。雖說現在科技發達，紅外線熱影像儀可直接感測行人體溫，

但輪椅使用者卻往往無法符合該量測高度，造成需另外以人工方式

測量。為了防範非該場域的人士入內，有時會關閉非正門出入口，

卻可能導致肢體障礙者須繞道而行。 

 

2. 住宿 

  疫情來襲應盡量減少外出，然而待在家裡也未必一定安全。肢

體障礙者多與家人、照護者同住，同住者是否有足夠的危機意識、

精神體力將自身與環境徹底消毒，會間接導致肢體障礙者受到感染

的可能性提高。除此之外，居住空間狹小，倘若同住者染疫，極有

可能迅速傳染。 

  若是有需要進行隔離，防疫旅館對於許多檢疫者是不錯的選擇，

然而對於肢體障礙者卻不是如此，旅館的無障礙設施不一定完善，

如洗手間無扶手、浴室有浴缸等設計，皆可能導致障礙者無法使用。



檢疫期天數不短，相對需要較多的輔具，然而大型輔具自是不可能

隨身攜帶，這也是肢體障礙者極大的困擾。 

 

二、 改進的方案 

1. 個人 

  改變從自身做起，肢體障礙者雖行動不便，但可從「心」做起。

在面對未知的病毒時，肢體障礙者可先試著冷靜理解可能造成感染

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預防，再以嚴肅但沉穩的態度分析給周遭的

人知道，使大家能正視此種情況，並且不分你我，齊心防疫。 

  雖然肢體障礙者不一定願意麻煩他人，卻更該意識到人類社會

就是應該彼此互助，如果對方不瞭解自身需求，勇於表達才能使社

會更進步。不論是藉由申訴方式給予政府相關單位建議，或是直接

與現場管理人員進行溝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並願意伸出援手。 

 

2. 制度 

  日常生活的許多事物其實都充滿著障礙，然而現今科技已如此

發達，相信許多措施皆可以有替代方案，如改良熱影像儀架設角度，

或能使輪椅族可以直接量測到體溫；或是利用特定識別證的方式，

提供肢體障礙者通行關閉出入口的憑證，使其不用再苦苦繞路。 

  若要保障肢體障礙者在疫情下的人權，政府單位責無旁貸。一

旦政府機關落實對各相關單位（如藥局、防疫旅館）監督的責任，

相信能使環境變得更為友善。更可以邀請肢體障礙者實地體驗，親

身表達自己的需求，以免所做的淪為口號，無法帶來真實的效益。 

 

 結論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然而最可怕的不是疫情，而是疫

情帶來的冷漠和疏離。當日頭赤炎炎的時候，自顧都不暇了，肢體障礙者更

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政府難免有疏忽大意、力有未逮之時，周遭的人也未

必能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肢體障礙者著想，但當肢體障礙者願意從自身做

起，不僅是防疫意識，更是勇於發聲的態度，相信更能喚醒大家對於肢體障

礙者，該如何面對疫情挑戰的關注，並提供其更多需要的協助，以共創美好

的社會，也攜手面對未知的將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