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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多功能产品设计中功能与功能间的关系，分析了产品整合设计的合理性因素，利用生物学中“共生”

的概念启示，把“共生”理念融入产品整合设计中，将形式上整体化、功能间有机整合，进而使得产品的功能与形式间

相互关联、相互统一，打破只是一味追求多功能的繁复叠加，强化主体功能的同时又能够发挥围绕主体的辅助功能，

提出了使整合产品更具有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并能够充分利用资源，促进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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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 in multifunctional product design, it analyzed the

rational factors in product integration design. It used the concept of symbiotic in biology, made the symbiotic into product

integration design, to unite the function and the form, break previous functional accumulation, make integration products

provided with integrity, to make full use of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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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生物圈中，动植物相互之间基本上都存

在着一定的共生关系，相互借用、互相利用，呈现出相

互依靠共同存在与发展的状态。这些自然规律总能

为设计带来无限的启示，因此，产品整合设计中也融

入“共生”的理念，来指导产品整合设计的发展。

随着国家与社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的发展，产

品设计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产品的多功能化设

计长久以来一直是产品设计的主要方向之一，表现形

式大都是把 2种或多种产品简单而直接的整合，产品

功能一味地叠加，而很少考虑到整合的两者间是否能

够互为前提而存在。共生式设计能够构成一个完整

合理的产品，甚至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最优整合

效果。

1 共生与共生设计

在生物学中，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

者之间都本能的存在“共生”，几乎没有独立存在不参

与共生的生物

[1]

。共生指的是2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

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

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这也是与

偏利共生和寄生的区别。通过这种互利的关系，生物

可以将资源和能量最大化利用，这样才能在这个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中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

根据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启示，于是产生了共生设

计，共生设计所追求的也是统筹产品与产品及其功能

之间的相互和谐关系。共生设计不是将一些不相干

的功能结合而产生出新的产品，而是将其进行有理整

合，使得双方都能够充分利用，并形成一种良性的循

环。不仅不能损失独立时的产品功能，而且能互相促

进功能，甚至能够促进功能的充分发挥，由此起到充

分利用物质资源，节约环境空间，缩减繁复的操作过

程，去除掉一些麻烦的工序，充分发挥产品的人性化

设计，丰富产品的内涵，提升利用率，真正体现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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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优越性。

2 共生整合设计的表现

产品是形式与功能的结合体，产品设计通常表现

为对形式与功能的设计。共生式产品整合设计的表

现上需要协调整合对象的形式结构关系如何体现，功

能与功能之间如何穿插互补，如何使得共生产品本身

可持续利用，并且能发挥出更多的作用，衍生出更多

的功能

[2]

。

2.1 形式表现

共生式产品整合设计的形式上表现为整体化特

征，亦或是将2个或多个产品的形态结合起来，这些产

品本身既可以单独成立、使用，又可以整合成为完整

的一个产品，而不至于很明显的表现出是由几个产品

结合而成的。这要求产品与产品之间具备一些共性

与联系：形态上相互呼应，完整契合，并且存在部分相

互借用关系；材质上相同或相近，一定程度上形成对

比。整合后的产品形式需具有辨识性，要在整体化的

基础上引导使用者操作，要能够简化操作，互相弥补

由于整合带来的部分功能缺失，为使用者带来便利，

能起到节约空间、节省资源的环保作用，体现出整合

后的优越性。

共生设计的形式表现如鱼缸花盆设计，见图1，整

体造型采用阴阳分割的形态，也预示着动物与植物共

生，花盆由 2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鱼缸，另一部分是

盛放着绿色植物的盆栽，植物残余的养分转化为饵料

供给鱼，植物也可以吸收干净的水保持土壤湿润，两

者和谐共存，可以使植物在很长时间不用浇水，也省

去了给鱼喂食的过程。这种形式的共生设计，从造型

上就表现出和谐共生的理念，动植物整合原生态感强

烈，而且节省出单独放置鱼缸或盆栽的空间，表现出

浓厚的共生设计意味。

2.2 功能表现

功能性是产品设计的本质属性，功能性的缺失会

使得产品变得毫无意义。在产品整合设计中，功能性

表现为如何处理功能间的衔接关系，使得产品功能一

体化。一直以来，根据消费者需求，多功能产品泛滥，

各种不相干的功能整合在同一个产品上，以此来显示

功能的新颖与高性价比。尤其是在数码类产品上，功

能的堆积使得产品定位不明确，大部分功能形同虚

设，而共生式的功能整合就是解决产品多功能间的协

调而出现。共生整合设计要求各个功能间存在着一

定的关联，并且能够互相影响和相互依赖，把产品的

功能利用率最大化，而不是一味的寻求多功能。功能

的搭配上需要适应人的使用方式，不造成一些不必要

的功能浪费，将功能的使用融入造型语言中，使功能

与形式良好结合，让产品的整合更为合理。

以功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共生式产品整合设计如

洗手液水龙头的设计，见图2，根据人们使用水龙头的

习惯动作来设计，将洗手液罐和水龙头把手整合：当人

们打湿手去取洗手液时常常忘记关水龙头，这个设计

就是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操作，这样将2个功能相结合不

仅使产品多功能化还可以使人们养成节水意识，从共

生功能中衍生出附加值，让设计作品更具内涵。

3 共生整合设计的类型

共生式的产品整合类型具有多样性

[3]

，根据整合

特征可将共生整合类型分为：相近类型产品整合和不

相近类型产品整合，这 2种类别从产品属性上解释了

共生式整合的不同方式。

3.1 相近类型产品整合

相近类型的产品就是指2个产品的造型、功能、使

图 1 鱼缸花盆

Fig.1 Fish tank design

图 2 洗手液水龙头

Fig.2 Anti-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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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材质机理、使用环境等因素相类似，有相关联

系的产品甚至是相同的产品，因此，相近类型产品又

可分为相同产品整合和相关产品整合。

3.1.1 相同产品整合

相同产品整合就是将同一种产品，以一定的方式

整合，这种整合方式以拆分组合方式呈现，既可将结

合的双方独立使用，又可结合起来使用，2种方式都不

影响其功能性的发挥，可以实现一物多用。日本设计

师 Sakura Adachi设计的水果碗，见图 3，可以将 1个碗

分解成 2个，而这 2个碗在造型上呈现出互补的正负

形共生关系，当需要盛放较小型的水果时，就将2个水

果碗合二为一使用，当盛放较大型水果时，就可以拆

分开来，方便盛放更多水果，或是分类盛放，这种相同

产品直接整合一体化体现的就是共生关系。

3.1.2 相关产品整合

相关产品是指产品与产品间的使用有联系，或者

是使用情景与使用环境相似，亦或是完成一系列操作

工序的几个阶段所需物品，将其整合能够降低工序的

繁琐度，能够方便人们的生活，能够在产品间产生互

利共生的关系，达到节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例如节

水小便池的设计，见图4，它将洗手池与男性小便池结

合起来，两者之间既是独立作用，又相互影响、利用。

上面的水池增强了小便池的隐私性，而在方便之后，

利用上部的洗手池洗手时，水顺着小便池流下，起到

冲水作用，这些水既用于洗手，又把小便池清理了，充

分利用了水资源，大大增加了水的使用价值，这种共

生式设计为人们提供方便同时也促进了人们不经意

间的环保意识。

3.2 不相近类型产品整合

不相近类型的产品指的是产品之间本身并没有

实质性的联系，产品的属性与使用功能或使用方式也

大相径庭。当产品处于各自独立状态时不容易发觉

其之间的联系，而这类型的整合设计就是要从这种不

相近类型的产品中找到一些规律和联系，加以整合后

使得两者间相互关联，互为依赖，使两者功能与形式

发生共生关系，优化单个产品本身的单一功能，将产

品利用率和适用性升华。蜡烛烟灰缸见图 5，将蜡制

作成烟灰缸可以照明和点烟，更有特色的是燃蜡烛

流下的蜡液，以及熄灭烟头时融掉的蜡能够辅助熄

灭带有余烬的烟头，并与烟灰融为一体，不至于打翻

烟灰缸的时候烟灰洒落，并且烛火有一定的驱烟作

用。这 2种本身并不相近的产品进行整合后能够使

新产品本身功能多样化，更能缩减成本，两者相互借

用，和谐共生。

4 共生式产品整合设计展望分析

根据实例分析可以发现产品通过共生式整合设

计能激活产品间的联系，发挥产品的最大作用，综合

设计前景来看可分为：产品功能多样化、产品的空间

集约化以及产品可持续发展化作用。

4.1 产品功能多样化

产品整合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丰富产品

本身的功能，让产品实现多功能化，但是仅仅为了多

功能化而整合产品则会使得结合不自然，功能之间没

有联系显得唐突不自然，而共生式的产品整合设计所

图 3 水果碗设计

Fig.3 Fruit bowl design

图 4 节水小便池

Fig.4 Eco urinal

图 5 蜡烛烟灰缸

Fig.5 A ashtra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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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的不仅是使得产品多功能化，还要统筹整合后

产品多功能间的联系。根据使用方式和使用状态的

研究，使功能间的关系协调，能够顺应使用操作步骤，

让每个功能都能相互呼应的存在，这种功能整合的形

式是和谐并且完整的，而不是生硬的组成形式

[4]

。

4.2 产品空间集约化

在产品功能细分的时代，同种类的产品以不同的

形式、不同的目标推陈出新，导致消费者出现选择性

障碍，并堆积在有限的使用空间中。产品整合设计将

同种类的产品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产品整合，将一个或

者多个产品整合，使得一物多用后，就大大节省了空

间，并且把原来要在 2个不同的地方实现的整个使用

过程，在一个产品上就能够全部完成，方便人们的生

活，使空间集约化，达到空间的更多扩展利用。

4.3 产品可持续发展化

在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能源的匮乏，

资源的紧张所需要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感念，这也正

是产品设计的使命。共生即是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

状态，通过共生设计能够实现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

不仅在整合的过程中节省了材料的利用，避免了不必

要的多余产品产生，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能实现内部循

环再利用，降低了资源消耗，节约成本，充分发挥资源

的利用率，还可以通过引导人们的行为动作使得人们

自然而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5]

。

5 结语

共生的概念来源于自然界，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

究的也是和谐共生的思想，产品的共生式整合也是顺

应时代的发展，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与人之间和谐

发展，促进产品多功能创新发展的同时，通过整合产

品，能够合理利用资源，激发产品的潜在功能，方便人

们的使用，把握产品—人—环境间的关系，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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