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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求解理论的短距离搬运工具设计研究

张宗登，张红颖

（湖南工业大学，株洲 412008）

摘要：以“问题求解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商业区短距离搬运工具为设计对象，针对短距离搬运工具的现状、存在的

问题以及短距离搬运工具对时空、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色彩、材料、结构和功能等方面，提出了短距离搬运工具设计

的改良思路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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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problem-solving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short-distance handling tools in the

business district as design objects. Being aimed 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hort-distance handling tool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its influence on time and space,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proved design idea from colors,

material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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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问题求解理论，是指从智力难题、棋类游戏、

简单数学定理证明等问题的研究中，开始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一大类解题技术的理论体系，简称解题[1]。美

国著名学者D·Jonassen认为，问题求解的效果取决于

以下4个方面：一是认识和把握问题的本质；二是问题

解决者对问题的表征；三是问题求解活动中介的不同

个体差异；四是把握不同的问题类型[2]。

设计作为一种有着明显目的性的人类活动，设计

过程也是问题求解的过程，只有对设计问题进行“求

解”，才可以实现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转化为解决问

题。设计源于生活，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类生

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改善人类生活方式，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需要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存

在的问题（差异性），并消除这种差异。在设计领域，

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问题求解的认知活

动和问题求解能力的发展却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3]。

究其原因，一是目前人们对问题求解的过程研究尚不

成熟，二是虽然当代学习理论把问题求解当作理论与

实践探究的核心，但现有的研究尚未透彻分析所要解

决问题的本质特性。在设计学习、设计教育和设计工

作中，应该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

来进行解答设计问题，消除设计过程中的差异性[4]。

1 短距离搬运工具问题的提出

所谓搬运，指承受负载通过一段较长距离，将（如

货物）从一地运送到另一地。搬运工具是指进行搬运

工作时所需要的工具。搬运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

构成部分，生活中常见短距离搬运方式有很多。在人

类的实践中，使用工具总能减轻肢体的疲劳，于是象

征着人类肢体延伸的工具也就应运而生，工具的总类

也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丰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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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搬运工具的使用区间

据调查发现，城市商业区的主要商家是各类产品

代理商和个体经销商，产品销售以批发为主，另加少

量零售。销售产品主要为轻工产品，主要包括服装、

鞋帽、皮具、布匹、家电、小商品等，单件商品质量一般

在50 kg以下。搬运工具的使用主要在2条主要线路：

一条是由企业和厂家通过集装运输（通过火车或者大

型货车）至物流中心，搬运工具的作用就是将商品由

物流中心运送至代理商的店面或仓库；另一条线路是

城市周边的零售商来商业区批发货物，搬运工具的作

用就是把货物从代理商的店面或者仓库搬运至车站

或者物流中心。一般而言，搬运工具的使用区间为物

流的终端环节。

1.2 短距离搬运工具存在的问题

货物搬运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程序：装载货

物、捆绑货物、运送货物、解开捆绑和卸载货物，其存

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2.1 工具对使用人群引起的问题

搬运工具对使用人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搬运工

的使用操作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装卸货

物不方便；车把手太低，不利于抓握；中途休息不方

便；速度不易控制，当遇到下坡时，人如果推着很重的

货物，则会很难行走；捆绑和解开货物时不方便，捆绑

方式主要是采用单绳捆绑；清洗不方便；搬运过程中

货物的安全没有保障；车把手太低，不利于抓握；上下

楼梯时，增加货物搬运的难度等。

1.2.2 搬运工具本身的问题

搬运工具本身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一工具的内

部结构上，属于产品的内因[6]。具体包括：大部分搬运

工具体积大，质量重；造型不美观，色彩单一，没有统

一的形象；速度慢，使用缺乏灵活性；无刹车装置，上

下坡不易操作，安全系数不高；握把处设计不够人性

化；棱角太生硬，易伤人；没有自动装卸货物装置；货

物运送完毕后，停放时所占位置太大，不能缩小空间

摆放；车身在搬运过程中没有警示提醒装置（部件或

者色彩）；车身大部分构建是光秃秃的钢铁焊接，基本

上没刷漆，容易生锈；货物装卸时，没有防止碰撞、变

形、减震，防滑装置；技术材料与水平低端，使用过程

缺乏机动性等。

1.2.3 搬运工具对环境的影响

搬运工具作为商业环境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其本

身存在问题的同时，对外部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其给环境带来的问题主要有：搬运工具大多没有

经过统一规划，样式都非常的老旧、不美观，极大地影

响了城市的容貌；很多搬运车体积大，摆放不便，人行

道、道路旁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占据了大量的公共

空间；搬运工具行动缓慢，使用不灵活，以致经常造成

交通堵塞（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株洲芦淞商业区，

每天至少有4次以上的交通堵塞），增加了城市的交通

压力。

1.2.4 不同时间搬运工具存在的问题

在不同时间阶段，使用搬运工具时存在一系列

相关的问题，具体如下：夜间行车，缺乏必要的照明

和警示装置，给行人和车辆造成安全隐患；阴雨天没

有必备的遮雨设施，对人和货物会产生影响；休息

时，没有必要的饮水设施，不能有效缓解搬运工的疲

劳状况[7]。

2 短距离搬运工具的问题分析及改良思路

根据问题求解理论的一般方法，分析问题阶段是

认识问题本质特性，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产品设计

研究的是人，创造的是物，设计的本质是把物质产品

根据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改善，其研究是对人的研究和

对物的研究的结合[8]。

2.1 设计对象之搬运工具的分析及改良思路

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设计的对象即为产品，搬

运工具作为一种产品，它与其他产品一样，具有影响

其设计的各种内部因素，这些内部因素包括产品的功

能、结构、材料、动力、色彩、人机等几个方面，见表1。

以上从搬运工具的功能、结构、材料、动力、色彩、

人机等方面，分析了搬运工具的内部问题，即针对这

些问题提出的改进思路与方法，笔者设计了如图 1的

图1 从色彩、形态、人机方面进行改良的搬运工具

Fig.1 Improved handling tools design for color, shape,

man-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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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工具，这一设计主要从搬运工具的色彩、形态和

人机要素几方面进行了思考。

2.2 不同时间与环境中搬运工具的分析及改良思路

在前面提到不同时间和环境下，搬运工具存在相

关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的特征，笔者提出以下改进思

路，见表2。

搬运工具对环境的影响和不同时间背景下对搬

运工具的改进思路，笔者设计了可伸缩和直立摆放的

搬运工具，见图2。

3 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从产品（搬运工具）、使用者（搬运

工）和使用环境等方面得出，本次设计主要改良有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搬运工具的大小、体积、尺寸和质

量方面出发，改善其对环境（阻塞交通、占用人行道和

表1 搬运工具设计要素存在的问题与改良思路分析

Tab.1 Problems with handling tools design and analysis on improvement of design ideas

搬运工具设计要素

功能要素

结构要素

材料要素

色彩要素

存在的问题

①没有带可卸载和刹车等功能；②速度慢，不易

控制，使用缺乏灵活性；③没有防止碰撞、变形、

减震、防滑装置；④动力以人力为主（能否考虑

电、新能源等）；⑤没有防盗功能

①握把处设计不够人性化，抓握不便，车把手太

低，不利于抓握，推拉不方便；②车轮震荡幅度大

对货物有影响，受力不均，易导致翻车；③捆绑时

没有必要的装置；④清洗不方便；⑤没有上楼装

置，没有放置水壶的构件；⑥停放时所占位置太

大，不能缩小空间摆放，摆放面积不能调整

①棱角太生硬，易伤人，钢铁焊接，基本上没刷

漆，容易生锈；②搬运工具体积大，质量重；③技

术材料与水平低端，不环保；④把手处材料选择

①造型不美观，色彩单一，没有统一的形象；②搬

运过程没有色彩警示装置

改良思路

①可折叠、伸缩、角度变换等，设置紧急刹车系统；②采

用框架式，可折叠拆卸（便于货物装卸），设置受控调速

装置；③增加防止碰撞、变形、减震、防滑功能；④增加其

他动力，减少人力；⑤增加防盗报警装置

①设置防滑结构（车身 把手）设置推与拉的把手设计；

②车轮改进（嵌入式）避免车轮对大型货物的摩擦与牵

绊，增加承重部位面积，让车体整体受力，减少翻车；③

车的边缘加挂钩（便于绳子的固定）；④可拆卸清洗；⑤

增加上楼阻滑装置，边上增加放置水壶的结构；⑥采用

可折叠、可拆卸、可组合的设计，可设置互相组合装置

（摆放位置不同，功能不同）

①可采用合金代替普遍的铁材质，从而减轻车身重量，

且不易生锈；②采用可折叠、轻质材料，绿色可回收，更

轻，承重更强；③采用新型、环保材料；④把手处采用吸

汗、防滑材料

①色彩亮丽，纯色系列，进行统一的形象识别；②车身加

亮黄警示线

表2 不同时间和环境中搬运工具的问题和改良思路

Tab.1 The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ideas of handling tool in different time and environment

影响搬运工具的外在因素

时间因素

环境因素

存在的问题

①夜间行车，缺乏必要的照明装置，行车不便；②

阴雨天没有必要的遮雨设备，对人和货物会造成

影响；③行车时，没有警示和提醒装置，给行人和

车辆造成安全隐患；④休息时，没有必要的休息

喝水装置，不能有效缓解搬运工的疲劳状况

①很多搬运车体积大，摆放不便占据了大量的公

共空间；②搬运工具行动缓慢，使用不灵活，以致

经常造成交通堵塞，增加了城市的交通压力；③

搬运车大多没有经过统一规划，样式都非常的老

旧，不美观极大的影响了市容

改良的思路

①使用荧光（晚间易于识别，避免与机动车辆之间不

必要的碰撞）或者夜间照明装置；②可设计遮挡部件，

晴天可当遮阳板，雨天可当伞；③设计声音或者色彩

的警示，提醒周围行人避让，避免事故；④可设计一块

供休息的地方，一定的置物空间，储存水物等

①采用可折叠、可吊挂、可拆卸、可组合、可伸缩等

方式，减少空间的占用；②设计特定减速和加速装

置，使其更便于掌控；③色彩统一并与环境相和谐，

具有统一的视觉形象，体积、大小、尺寸上进行协调

（下转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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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等）的影响，如采用可折叠、可吊挂、可拆卸、

可组合、可伸缩等思路；二是从搬运工具使用上思考，

增加其使用的方便性，更轻质、更环保、更美观、更人

性化、装卸更方便等；三是强调形式服从功能，去除不

必要的装饰和造型构件，减少浪费，减少事故，降低成

本等。搬运工是搬运工具的使用者，他们属于城市的

低收入者，设计师应当在降低设计成本的基础上，改

良产品使用中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减轻搬运工的经济

负担，又能解决搬运工具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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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可伸缩直立的搬运工具

Fig.2 Telescopic upright handl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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