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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宜家单人沙发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家具形态构成法则对沙发造型元素进行分类，通过语意差异法问卷进

行受测分析并确定意象语汇，最后根据数量化理论 I类分析，得出不同类型沙发造型元素对于消费者在视觉感知意

象上的影响，并得到意象语汇与造型元素之间的数学关系，为家具设计师提供了基于感知意象的沙发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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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study picks IKEA sofa as the research sample, it used furniture constitution rule to classify the

form elements of sofa samples, confirmed image words through questionnaire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and

finally, obta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fa form elements for consumers in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image and the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words and form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Also, it provided sofa design method based on perception image for furniture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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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工业设计学界一直致力

于应用以感性工学为基础的新设计方法，试图将产品

设计领域内，难以量化、非理性、无逻辑可言的感知意

象等内在情感，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加以量化，将人

们模糊不明的感性需求及意象转化为产品设计要素，

藉此发展新一代产品[1]。近年来，感性工学研究领域

不断扩大，国际上许多学者围绕消费者感知意象这一

核心，运用不同的数理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对机

床、自行车、手机等工业产品设计展开探讨[2-4]。在感

性工学中，研究感知意象与工业设计的产品造型要素

相互关系方法，有数量化理论 I类、BP神经网络算法、

支持向量机算法、遗传算法、粗糙集分析、Logistic回归

分析等方法，其中数量化理论 I类是应用最早、也是最

常用的方法。

本研究利用感性工学中数量化理论 I类方法，通

过分析宜家单人沙发造型元素，整理出单人沙发造

型元素组成方式及种类，并探讨不同单人沙发造型

元素与消费者在视觉感知意象之间的数量化关系，

期待本研究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加了解消费者对于单

人沙发造型视觉的意象感受，并在沙发设计过程中

有参考作用。

1 数量化理论I类

数量化理论是多元统计分析的一个分支，始于20

世纪50年代，由日本学者林知己夫提出。数量化理论

I类要求基准变量是定量变量，而说明变量可以是定

量变量，也可以是定性变量。应用该理论解决诸多说

明变量为定性变量的预测问题[5]。

在数量化理论 I类中，常把定性变量称为项目，而

把项目的不同取“值”称为类目。类目的划分标准主

要是根据因子分布区间以及各因子对因变量影响的

程度大小而定的。较理想的划分标准应能够扩大类

间差异，缩小类内差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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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造型意象分析中，采用形态分析法，该方

法将产品形态分解成为若干形态元素，称为设计项

目。独立的设计项目可以取值为不同的设计形态要

素，称为设计类目。最后将每个设计项目中的设计类

目进行重新组合产生各类新造型，让受测试者进行意

象语汇评价，找出最佳元素造型组合。

国内外学者基于数量化理论 I类的产品意象造型

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 Ishihara等人的啤酒

瓶设计 [7]，Schütte等人的摇臂开关设计 [8]，Hsiao等人

的办公椅设计[9]，李永锋的门把手设计[10]等。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以23件宜家单人沙发作为受测样本，从其

官方网站下载单人沙发的透视立体图，见图 1。为了

避免受测试者受到沙发造型以外因素干扰，对立体图

作黑白处理，将样本制作成卡片并编号，将单人沙发

按家具形态构成法则对造型元素进行分类编号，配合

语意差异法问卷形式，对受测试者进行测试，之后根

据数量化理论 I类，分析得出不同类型沙发造型元素

对于消费者在视觉感知意象上的影响及感受，得到意

象语汇与造型元素之间的数学关系，为家具设计师提

供了基于感知意象的单人沙发造型设计方法。

2.1 意象语汇研究

对单人沙发感知意象研究是通过语意差异法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简称 SD法）来实现的。

语意差异法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Osgood提出，其用“暖

的-冷的”这样语意相对的一组形容词来表示一个心理

连续量，由此来建立五点或七点心理测量量表[10]。

为了收集能反映消费者对单人沙发心理感受的

形容词，本研究参考了市面上出版的相关家具杂志

及文献书籍，并询问家具设计师、家具系学生和单人

沙发目标消费者，经过整理后得到 116对形容词，并

通过 5位专家（从事家具及室内设计相关领域教学、

管理、设计 10年资历以上者）以问卷方式，对形容词

语汇作初步筛选，选取统计得分靠前的 30对形容词，

并由语言学专家筛选剔除相似的形容词，最后选出

14对形容词设计调查问卷。

形容词设计调查问卷随后，针对具有购买沙发能

力的群体，年龄为 21~50岁的受测试者，分发 50份含

有不同类型单人沙发样本图片和初选 14对形容词的

调查问卷，以语意差异法问卷方式，进行消费者对于

单人沙发视觉意象之形容词使用适合度调查。

收集问卷数据并整理，经由 IBM数理统计软件

SPSS因子分析，可以确定14对意象语汇可归属为3类

因子，根据得分选出“朴素的-豪华的”、“保守的-前卫

的”、“难受的-舒适的”3对意向形容词。

2.2 单人沙发设计形态要素

搜集宜家网站下载的单人沙发图片，从中选出10

个具有代表性的单人沙发进行研究分析，根据形态分

析法，确定设计项目为坐垫、沙发腿、靠垫、靠背、扶

手，在此基础上确定设计类目，见表1。其中每一个设

计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再分成几个不同的设计类目，

例如坐垫分成2个设计类目，扶手分成5个设计类目。

2.3 数学模型的建立

根据数量化理论 I类要求建立数学模型，将沙发

造型设计项目作为项目，将沙发造型设计类目作为

类目。设有 n个样本中，第 1个项目 x1有 r1个类目 c11，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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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δ i（j，k）}（i=1，2，…，n；j=1，2，…，r；k=1，
2，…，rj） （2）

感知意象评价值（yi）与造型设计项目各类目之间

的反应可假定建立如下线性数学模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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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jk为仅仅依赖于第 j个造型设计项目的第 k
类常数；εi为第 i次抽样的随机误差。

图1 部分宜家单人沙发

Fig.1 Several pictures of IKEA single s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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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预测精度与各项目对预测的贡献

为了衡量模型的精度，使用复相关系数R，数值可

按以下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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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选用复相关系数 R的平方，即决定系数 R2

来表示模型精度，其值越接近 1，则表示模型预测精

度越高。

衡量各设计项目对预测值贡献量大小可用项目

范围（Range）[6]：

range（j）=max ajk-min ajk（j=1，2，…，m，1≤k≤
rj） （5）

2.5 单人沙发意象造型与数量化理论 I类

本研究选择宜家23个单人沙发为样本，选用整理

出来的3对意象形容词“朴素的-豪华的”、“保守的-前

卫的”、“难受的-舒适的”，采用七点语意差异法来设

计调查问卷。以“朴素的-豪华的”为例，语意评价得

分为-3，-2，-1，0，1，2，3共7个等级，其中-3表示最朴

素，0表示不朴素也不豪华，3表示最豪华。在设计项

目中1表示有该特征，0表示没有。对100个受测试者

进行调查，整理所得模型数据见表2。

利用计算机软件SPS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具，根

据收集的感知意象语汇数据与各样本形态分析类目

得分，对数学模型求解，经计算得设计项目与感知意

象语汇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以“朴素的-豪华的”为

例，见表3。

其中：回归常数项为0.71；复相关系数为0.989；决

定系数 R2为 0.957。根据分析结果得“朴素的-豪华

的”预测模型：

y=1.039c11-0.002c22-0.727c23+0.052c32+0.229c41-0.106c43

+0.11c44-1.039c51-0.133c53+0.294c54-3.088c55+0.71 （6）

整理出的各设计项目与感知意象词汇类目得分

范围，见表4。

2.6 结果分析

由预测模型可以预测单人沙发的感知意象评价

值，根据沙发设计项目中的类目（造型元素）的得分，

可以得出其对感知意象语汇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方向，

通过类目得分范围，可以了解设计项目对感知意象语

汇评价值的贡献大小。

表1 单人沙发设计项目与类目

Tab.1 Design items and categories of single sofa

坐垫

（X1）

沙发腿

（X2）

靠垫

（X3）

靠背

（X4）

扶手

（X5）

设计项目
1

有

c11

四矮腿

c21

有靠垫

c31

独立且带头枕

c41

竖直型

c51

2

无坐垫

c12

四高腿

c22

无靠垫

c32

独立但不带头枕

c42

圆头型

c52

3

—

二连腿

c23

—

与扶手一体且等高

c43

厚垫型

c53

4

—

无腿

c24

—

与扶手一体但不等高

c44

圈椅型

c54

5

—

—

—

—

无扶手

c55

设计类目

注：“—”表示无该设计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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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1

1

︙
1

c12

0

0

︙
0

c21

1

0

︙
1

c22

0

1

︙
0

c23

0

0

︙
0

c24

0

0

︙
0

c31

1

0

︙
1

c32

0

1

︙
0

c41

0

0

︙
0

c42

0

0

︙
1

c43

0

1

︙
0

c44

1

0

︙
0

c51

0

0

︙
0

c52

0

0

︙
1

c53

0

0

︙
0

c54

1

1

︙
0

c55

0

0

︙
0

根据表3中决定系数（0.957）可知，该预测模型有

很高的精度；有坐垫（c11，得分1.039）偏向于豪华，二连

腿造型（c23，得分-0.727）略偏向于朴素；有靠垫（c32，得

分 0.052）几乎不影响语汇评价值；独立但带头枕的靠

背（c41，得分 0.229）最偏向于豪华，而与扶手一体但等

高的靠背（c43，得分-0.106）则偏向于朴素；圈椅型扶手

（c54，得分 0.294）最具有豪华特征，无扶手的沙发造型

（c55，得分-3.088）最具有朴素的特征。

从表 4中可以得出，扶手对 3个感知语汇贡献最

大，而靠垫对 3个感知语汇贡献最小。这说明家具在

设计造型时，要注重沙发扶手的外观造型来获得消费

者的青睐。

3 结语

在家具造型感性工学研究中应用数量化理论 I类，

能量化感知意象与造型设计元素之间的关系，建立预

测数学模型，有利于家具设计师设计出符合消费者心

理需求的家具产品。此外，在此研究基础上，可以构建

基于计算机辅助系统CAD的家具造型设计系统。

参考文献：

[1] MITSUO N.Kansei Engineering: a New Ergonomic

（下转第84页）

表2 基于数量化理论 I类的单人沙发造型感知意象数据

Tab.2 Data table of perception image of single sofa based on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序号

1

2

︙
23

样本
坐垫（X1）

设计项目
感知意象语汇评价值

图示

︙

朴素的-
豪华的

2.012

1.987

︙
1.765

保守的-
前卫的

-1.087

-1.093

︙
-0.127

难受的-
舒适的

2.234

1.543

︙
1.261

椅腿（X2） 靠垫（X3） 靠背（X4） 扶手（X5）

表3 设计项目与感知意象语汇“朴素的-豪华的”

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

Tab.3 The analysis result between design item and the

perception image vocabulary "simple- luxurious"

项目

坐垫（X1）

椅腿（X2）

靠垫（X3）

靠背（X4）

扶手（X5）

类目

c11

c12

c21

c22

c23

c24

c31

c32

c41

c42

c43

c44

c51

c52

c53

c54

c55

类目得分

1.039

0

0

-0.002

-0.727

0

0

0.052

0.229

0

-0.106

0.11

-1.039

0

-0.133

0.294

-3.088

得分范围

1.039

0.725

0.052

0.335

3.382

表 4 感知意象词汇类目得分范围

Tab.4 Perception image vocabulary and the score range of

category

感知意象语汇

朴素的-豪华的

保守的-前卫的

难受的-舒适的

坐垫

（X1）

1.039

1.548

0.601

类目得分范围

椅腿

（X2）

0.725

1.437

0.311

靠垫

（X3）

0.052

1.080

0.022

靠背

（X4）

0.335

3.838

1.441

扶手

（X5）

3.382

4.810

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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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朴实、亲切、大众的气质与企业的气质相吻合，

巧妙地在设计中运用视觉构成要素，准确诠释了具

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河东文化，反映了花馍的基本属

性和品牌特征，凸显出产品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品

质，加强与深化了企业气质。

3 结语

包装设计是产品品牌形象树立的主要手段，通常

情况下包装设计是通过文字、图像、色彩、材料、结构

等内容向消费者传达信息，从而体现产品的特殊性。

从表面来看，包装设计仅仅是针对产品所进行的，但

实际上不仅仅如此，从某种程度而言，还对品牌的塑

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卫嫂花馍”在短短的几年时

间由一个家庭式的小作坊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的知名

企业，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弘扬了河东文化，树立

了自己的品牌形象，与企业注重产品包装设计和宣传

有着密切关系，其成功的经验得到了越来越多同行的

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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