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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了传统汽车内饰设计中对木材的运用，结合低碳环保的时代潮流以及因此而发生改变的审美观和设计

理念，对汽车内饰的设计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竹木材料在汽车面饰件的运用中，将向着形式越来越构成化、工艺越

来越高科技化、性状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发展。进一步基于现有的一些竹木材料的制备加工技术，前瞻性地提出了

一些汽车内饰面饰件的新概念和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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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ollected the usage of bamboo-wood material in traditional automobile interior decoration，combining

with the trend of low carbon and the changing designing idea，it analyzed the trend of automobile interior decoration

design. It pointed out that bamboo-wood surface decorated parts of automobile would use more and more towar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orm, high-tech and diverse characters. Further based on some usual technology about bamboo-wood

material making, it provided several new concepts of the surface parts of automobile interior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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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内饰的设计对整车开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环节，尤其在强调商品的体验价值和人本主义的

当今时代，汽车的价值除了平台的性能指标和外观的

美学指标外，更加强调综合的驾乘体验。内饰设计除

了满足人机工程的要求，越来越注重视觉、触觉、味觉

等多种体验的设计品质，这就要求对用于汽车内饰的

各种材料予以深入地研究和创新性地运用。竹木材

料做为天然材料，在加工性能和成本上并不具备优

势，但在环保性、宜人性上却有着合成材料不可比拟

的优势。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竹木材料在汽车内饰中

的新运用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在工艺和成本上找到

新的平衡点，并将竹木材料的天然优势发挥出来。

1 传统汽车面饰件中对木材的运用

按乘用汽车内饰件的结构层次与功能，可分为面

饰材料、缓冲材料和内饰件骨架材料等3类

[1]

。面饰材

料主要用于构建整个内饰的氛围、触感和人机功能界

面，其材料主要有纤维材料、皮革、木材及高分子材料

等几种类型。在传统的汽车内饰材料运用模式中，木

材主要是作为纯装饰性材料加以运用，而木材本身的

环保特性、感知物性、力学特性以及物理特性并没有得

以充分发挥。随着高分子材料及表面处理工艺的发

展，出现了用廉价且视觉上几可乱真的塑料饰板来代

替木质材料的趋势，只有少数高端豪华定位的汽车内

饰才会采用真正的木材。而木材作为装饰材料的角色

定位，也导致只有少数名贵树木被采用，而对普通木材

的其他特性的开发利用研究，都是严重滞后的。

2 设计理念及竹木材料技术的发展

产品的形式总是受到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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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气候危机的加深，

新一轮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开始加速。新的经济

发展模式将成长点放在低碳、环保产业领域，在这个

新的经济引擎带动下，以智能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生

态技术、材料技术等为核心的新技术理念及与之配套

的加工技术，将迎来空前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

下，产品的样式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体现在材料的

运用上，主要表现为选用可循环、可再生的生态环保

材料，注重提高材料的利用率，注重挖掘普通材料的

应用价值等方面。这种现实层面的变化也带来人们

审美观念的变化，从之前的以贵重稀缺材料为美到以

自然环保材料为美；从选料上乘为美到用料巧妙为

美；从单纯的质感美到以设计加工的创意、技巧和形

成的新性状为美等。

在竹木材料领域，相应的材料加工新工艺也不断

受到重视和提高，如各种竹木复合积成材

[2]

、刨削微薄

材

[3-4]

、竹木纤维材料以及竹木材的弯曲工艺、理化处

理工艺、表面处理工艺、雕刻工艺等。这些技术已经

在建筑、装饰、家具等领域有了广泛运用，并取得了很

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竹材和竹木纤维制成的各种汽车内饰配件已经

得到运用，如竹制脚垫、竹木纤维织物和竹木纤维与

塑料合成材料的内饰部件等。三菱汽车工业成功开

发了用竹纤维做强化材料的复合树脂材料，用于汽车

内装部件，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料的采用到废弃)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竹纤维PBS树脂复合材料约为原石油

类PP树脂的51%，竹纤维植物制氨基甲酸乙酯树脂复

合材约为28%，削减效果显著

[5]

。

3 新性状竹木材料在内饰中的运用

由于数码时代的来临，许多概念车的内饰设计元

素都很像一些家电产品、电脑产品和通信产品。其材

料选用更加注重多种材质的应用、搭配，以及材料的

高科技化。无论是纺织纤维材料、汽车用皮革、高分

子及高分子基复合材料还是汽车木质内饰材料的开

发应用，都可看到高科技的身影

[6]

。

同时随着家用和个性化定位的车型越来越成为

市场主流，汽车内饰家居化趋势也很明显，柔软的面

料和温馨的竹木材在营造家居舒适感上是必不可少

的，而在前述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对竹木材料的使用

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几年一些日系车型，例

如：日产、丰田等品牌的乘用车就在木质内饰件的设

计上突破了传统的模式，不再单纯把木材当作装饰性

辅助材料，而是将日式建筑和室内、家具设计的风格

移植到汽车的内室设计中，用相当大比重的木材来代

替金属和高分子材料，直接用作内饰的功能件。如

TENNA，其木质内饰件的设计大胆而具有强烈的东方

格调，很好地诠释了日产的品牌定位，增强了产品的

识别性。

特殊性状的竹木材料也将随着新工艺的发展而

涌现，例如：2010年发布的奥迪全新车型A7，见图 1，

就采用了新概念的木材内饰件设计——将木材切割

成纤薄的长条并拼贴成整体的饰面，再采用切削造

型工艺来成型。三维切削使得木材拼贴层叠的肌理

焕发出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感不是依赖名贵木材的

天然花纹，而是来自巧妙地设计和加工工艺。这种

设计也大大提高了材料的利用率和碰撞安全性能。

可以说这款内饰的设计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低

碳环保的时代背景在审美和设计上的体现，代表了

利用新工艺来形成木材（等天然材料）新性状的发展

趋势。

就目前来说，只有木材在汽车面饰件中得到较为

广泛的运用，而竹材因为稳定性、工艺性和防霉变和

变色等技术取得突破的时间较晚，尚未在此领域获得

应有的重视和利用，只是少量用在车辆的底板和门内

衬板等内饰骨架部件中。竹材的应用研究正处在一

个集中产出的时期，在各个应用领域包括汽车内饰中

的运用是指日可待的。我国的研究成果和积累的经

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人们在汽车内饰上的运用提

供了很好的后发优势。

图 1 奥迪 A7 的新概念木材内饰件

Fig.1 Bamboo-wood interior decoration with new concept of Audi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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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性状竹木材料内饰概念的提出

竹木材料的创新运用一定伴随着对其自然性状的

改良、改变甚至重构，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

材料的形式美感和各项性能。笔者基于现有的一些竹

木材料的制备加工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在诸如家具、内

装等领域的成熟运用，初步提出以下一些汽车内饰面

饰件的新概念和新形式，并对部分概念在实际应用中

的效果进行了初步的模拟表现，见图2。目前这些概念

形式在汽车内饰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是业

界对于竹木材料在汽车内饰中的角色定位还没有从传

统的“细节装饰”这一框架中走出来。因此，以下概念

对于今后的内饰设计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雕刻和表面处理工艺在面饰件上的运用。利

用雕刻工艺，可以在竹木面饰件上形成浮雕、镂刻和

同一部件的不同表面质感等新形式。这可以改变传

统木饰件的单一体块感和单一表面特征，提高竹木面

饰件的装饰效果和感知物性，并可和一些功能部件组

合，形成全新的汽车内饰结构形式。表面雕刻工艺的

效果见图 2，通过雕刻形成的图案可以大大提高竹木

板材的视觉和触觉感受，可用于中控台、排档平台、座

椅靠背等处的装饰。

2）弯曲工艺在面饰件上的应用。利用竹木材的弯

曲工艺可以形成多变的造型。比较适合方向盘、门把

手、中央扶手等部位，甚至可以在中控台、顶棚等大型

部件上采用该工艺，形成优美独特的形式。通过与金

属或者高分子材料的层压组合，可以大大提高这种整

体竹木饰件的碰撞安全性。木材弯曲工艺成型的中控

台框架结构见图3，由弯曲成型的木材拼接形成整体框

架，与传统的木材装饰着力掩饰加工痕迹不同，有意凸

显整体结构内部的拼接关系更能体现木材的感知物性

和构成美感。竹材弯曲形成的闭合框中控饰板见图4，

利用竹材纤维的分布规律，将弯曲处的内层材质切断，

利用外层强韧的纤维层弯曲形成闭合的长条状窄框，

再组合形成板材，根据所选用的竹材圆径和切割后的

竹条宽度不同，板材的肌理也有不同的特点。较大尺

度的竹条形成的板材可以用于地板、座椅靠背等处的

面饰结构，而较小尺度的则可用于中控台等处。

3）拼贴结构在面饰件中的应用。类似图1的奥迪

A7，利用竹木细条或者其他形式的单体，来拼贴形成各

种不同纹路肌理甚至图案的面饰件，可以摆脱竹木材

天然花纹的局限，创造出更多样的装饰纹样，增强竹木

材料的表达力，而且不依赖天然花纹可降低对名贵木

材的依赖度，利用普通木材就可达到精美的装饰效果。

4）编织结构在面饰件中的应用。竹木纤维可以

通过编织工艺来形成各种织物，用于汽车内饰中。而

将薄片材、细杆材进行编织则可以形成介于织物和板

材之间的空间结构，用于座椅、扶手或者中控台等处，

可形成全新的结构形式。

5 结语

材料的运用是低碳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合

（下转第69页）

图 2 竹木材雕刻工艺在面饰板上的运用

Fig.2 Application of bamboo-wood carving on surface board

图 3 木材弯曲工艺成型的内饰件单体（中控台外框）

Fig.3 Interior decoration monomer of wood bending forming

（central console frame）

图 4 竹材弯曲工艺成型的内饰件整体及细部

（闭合框式中空饰板）

Fig.4 Interior decoration overall and detail of bamboo bending

forming（closed hollow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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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ProE/Solidworks/UG等）的家具产品配置器，去准

确捕捉客户的需求信息，实现家具产品的敏捷设计。

3.5 家具模块库的维护技术

家具模块库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维护才能保持

长久的活力，才能健康可持续地科学发展（不至于因

模块的不断扩充而导致模块库的无限膨胀而影响效

率），这种维护也称为模块库的更新

[9]

。家具模块库的

维护包括调整（集成或离散）、修改、淘汰、扩充模块等

手段。在对家具模块库进行维护时，应参照一定技术

指标和经济指标，技术指标主要包括家具模块的使用

频率、模块组合难易程度以及模块化家具产品的性能

（功能性、可靠性、敏捷性、多样性等），经济指标主要

是指家具模块的成本（系统成本、物理成本与心理成

本等）与利润（纯利润、边际利润等）。

4 结语

将面向大规模定制的家具模块化设计方法改良

与优化，并攻克上述5点关键技术之后，应将优化后的

方法与关键技术进行组合与串联，实现方法与关键技

术在面向大规模定制的家具模块化设计中的贯穿与

衔接，将方法与技术进行双剑合璧，彻底扫除家具大

规模定制在设计研发阶段的障碍。当然要在家具行

业执行并推广大规模定制，在设计研发阶段，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方法与技术要去消化与吸收，

最终应构建起家具模块设计数据库（模块化产品设计

库）平台（网络），让更多的家具企业实现资源共享（有

偿使用），更大程度、更大规模地满足消费者更多的个

性化定制需求，进一步有效减少家具模块的重复研发

和设计，提升家具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设计研发水平

与生产效率。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一个平台（网络）

的构建，除了需要面向家具行业的信息化技术的支撑

以及家具企业和平台构建人员的自律与投入外，更需

要相关主管或职能部门出台倾斜政策对此进行扶持

与培育，当然也更离不开广大消费者与客户对此的支

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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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运用材料除了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创

造性的设计思路。将创造性和时代背景结合，可以预

见，竹木材料在汽车面饰件的运用中将向着形式越来

越构成化、工艺越来越高科技化、性状越来越多样化

的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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