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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一体化产品开发流程”的方法，针对老年产品市场寻找产品机会缺口，首先经过研究确定以老年旅行产

品作为设计方向；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法总结发现老年人旅行中遇到的问题；然后将产品缺口定为老年旅行背包设

计，进行具体产品概念定义，寻找针对问题点的解决方法，最终制作草模及产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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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method of 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want to innovate in the product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market for the old, first it determined the travel products for the old as the design direction.

Secondl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t summed up that elderly people travel problems, and then it

determined th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travel backpack, then defined the specific products, to find the problem solutions,

eventually making grass mold and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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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式进入了“老龄时代”。中国不仅是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2003年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 13亿，60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约有1.3亿，我国人口老

龄化的发展正在对全社会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人口老化的速度相比，老年产品的发展还远

远滞后在现有的老年人用品市场中，老年用品单调，

品种稀少，多以保健和医疗产品为主，专门针对老年

人设计的生活、娱乐、交通等产品少之又少。老年人

需要的独特商品短缺，老年人购买商品时得不到应

有的尊重和热情的服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老年

用品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该从老年人生

活的各个层面都加以关注，寻找老年用品设计的缺

口。

1 确定产品机会缺口阶段

INPD（Integrate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可称

为一体化新产品开发，是一种产品开发的方法，强调

开发团队以用户需要、要求和愿望，以及其他主要相

关者利益为基础的多专业结合。这种方法是由卡耐

基梅隆大学的Craig Vogel和 Jonathan Cagan通过多年

实践和研究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 4个阶段：确定产

品机会缺口、理解机会、基于产品机会形成产品概念

和实现概念。首先将老年人定为目标用户群，然后寻

找老年产品的机会缺口[1]。何为“产品机会缺口”，即

由新趋势所造就的潜在产品机会，包括创造新产品或

对现有产品进行重大改进的可能性。其中可以运用

SET（Social-Economic-Technological），通过对当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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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群相关的社会—经济—技术因素的分析，确定产

生新的趋势并创造产品机会缺口。

据2011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信息资料统计显示，轻

松休闲、经济实惠的旅游套餐深受老年人的喜爱。据

显示，由于有较多的闲暇时间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年龄在 45~64岁的中老年居民最热衷中短期旅游，比

重占总旅游人数的45.7%。促使中老年人成为旅游业

的主力军的原因，可通过 SET因素分析法（见图 1）总

结出以下几点原因：（1）老年人可支配的收入逐年提

高；（2）有较多的闲暇时间；（3）老年人需要丰富的情

感生活；（4）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子女不能陪伴在

身边，需要朋友相伴。

那么其中的机会缺口，可以定为老年旅游用品设

计。课题组对150位55~70岁的中老年人进行了问卷

调查，围绕旅游问题设计了 20道问题，从问卷统计结

果发现，老年人在旅游途中会遇到以下几方面问题：

（1）背包体积大，不易拿取东西；（2）贵重物品安全问

题；（3）可能出现意外紧急求救情况；（4）容易忘记东

西放在什么位置；（5）突然降雨或降雪，不易防范；（6）

背、腰和腿部容易累，休息不便。

2 理解机会并形成概念阶段

2.1 目前背包市场调查

通过分析以上遇到的问题，设计一个可以帮助老

年人解决旅途中问题的旅行背包。目前背包市场主

要包括两大类：专业旅行背包种类有登山背包、长途

旅行背包、自行车背包和背架包；普通旅行包种类有

拎包、挎包和双肩背包。通过对比分析市场上的背包

后发现，市场现有背包都不适合老年人，均存在一定

的缺陷。

目前背包对于老年人来说，主要存在的问题包

括：（1）专业的旅行背包价钱高，体积大，功能过于繁

琐，不适合老年人使用；（2）普通背包无分区或分区不

合理；（3）普通背包无使用人群划分，是一包“适合”所

有人，不能满足特殊人群要求；（4）背包设计只注重外

观，功能单一，拿取东西不方便。

2.2 产品概念定义

通过对老年人生活的分析、老年人旅行时可能遇

到的问题分析和市场上旅行背包的对比分析，所要设

计的老年人旅行背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概念。这是

一款便于老年人使用，简洁、具有一定功能的旅行背

包：（1）具有一些既简单又实用的附加功能；（2）符合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特点；（3）分区明确易于识别；（4）

材料柔软、结实。

老年人旅行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希望能够通过

背包得以解决，如休息不方便，经常要拿下背包来取

东西，背包在后面不安全，容易忘记东西放在什么位

置，背包重容易疲劳。

2.3 实现产品概念的解决方法

运用任务分析法，把问题的过程分解成一步接一

步的方式，将结果用流程图表示。开发任何产品的目

标都是减少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步骤，或提高每一步骤

的效率或者简化其难度，比较原有状态和现有状态的

有效程度可以检验产品的有效性[2]。

举例说明，针对老年人在旅行中需要经常坐下

来休息，对“坐”的过程进行分解，见图 2。或者直接

坐在地上，或石头上，如果天气温暖，还可以接受，但

天气条件不好时就比较麻烦。分析发现坐的过程过

于复杂，应将这一过程简化进行再设计，见图 3。解

决方法为将坐垫与背包相结合。

另外，对背卸背包拿取物品的过程进行分解，寻

找解决“背包沉重不易拿取物品”的问题。如老年人

图1 SET因素分析法

Fig.1 SET factor analysis

图2 “坐”的过程分解

Fig.2 Decomposition chart of s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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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的过程[3]，见图4。

通过分析发现，即使是很简单的事情也要将背包

取下来再背上，对于老年旅行者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复

杂的事情。还有，容易忘记东西的问题，老年人在旅行

的过程中，经常会忘记一些小东西放在什么位置，通常

是将背包的每个包都找遍才找到想要的东西，这给旅

行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解决方法为通过标志提醒，

合理划分背包的区域，如将鞋子与一般用品分开放置。

背包重容易疲劳的问题。由于人们旅游时会带

一些必需品，背包很沉重，而旅途中路途较远，沉重的

背包对肩和背的压迫使人很容易疲劳，从而影响人们

的旅行情绪。解决方法为通过材料的合理利用，以及

人机工程学应用，将包的重力进行分散或转移，从而

达到减轻肩部压力的作用。背包的人机因素分析发

现，上大下小的倒梯形包体，可以将重心向下转移，从

而减少肩部的压力 [4]。利用腰带和护腰可以保护腰

部，同时也转移肩部的压力，并且可解决臀部消瘦者

受力点与腰支点结合不牢的矛盾。

通过调查分析对方案进行了最后确定，主要有三

大功能：（1）具有缓解疲劳的坐具功能；（2）简化取物

过程，使包身可拆分；（3）易于查找物品，进行合理分

区。这三大特点可以解决一些老年人在旅途中的部

分问题。

3 实现产品概念阶段

接下来是模型的制作。首先制作CAD图纸，确定

比例尺寸，然后打板，缝制背包，模型的每个细节都要

反复推敲 [5]。经过 2次草模、2次正式模型的制作，最

终呈现出如图5的老年旅行背包设计作品。此款背包

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 4个特点。（1）背包底部空间设

计。背包底部空间设计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用来

装鞋子，三角形的空间与鞋子的形状相吻合，不仅节

省空间而且还不影响上部空间装大件的物品。（2）侧

兜空间设计。侧兜主要用来存放药品和水瓶，开合式

的侧兜更加便于老年人拿取必需品。老年人的手臂

力量和手臂灵活度都有所下降，所以应该尽量减少老

年人手臂过大幅度的摆动。（3）整体外形设计。背包

呈上大下小的倒梯形，可以将重心向下转移，从而减

少肩部的压力，腰带和护腰的设计可以保护老年人腰

部。（4）背包的多功能性设计。此款背包可以拆分出2

个包，将贵重或常用物品向前转移。背包底部有一个

折叠坐垫，里面还存放着一件雨衣，既可作为坐垫内

芯又可在雨天应急。在特定环境中，多功能产品是非

常受用户欢迎的，能解决应急问题。

4 结语

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最终的设

计成果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可以作为研究开发老

年人产品的一个开端，给予其他设计师一些借鉴。研

制和开发适合老年人特点、功能合理且品质优良的产

品，已经成为企业市场竞争中寻求发展的良机[6]。随

着老年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在消费观念上

的转变也越来越快，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为自

己的健康和娱乐支出更多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老年人口消费的购买力水平，所以老年市场应

该得到设计师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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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简化后“坐”的过程分解

Fig.3 Reduced graph of sitting

图4 吃药过程分解

Fig.4 Decomposition chart of eating medicine

图5 老年旅行背包

Fig.5 Backpack for the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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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侧面设计一个专用的盒子，来省去带钻头盒和

丢失钻头的麻烦；（3）可在电钻上设计LED灯，方便用

户照亮黑暗的角落进行工作；（4）模仿曲线锯的防护

设计，为电钻作防护设计，避免手指或其他部位接触

钻头，起保护作用；（5）还可为电钻作便于挂在腰间的

挂钩结构设计等。另外，可以为电钻作适当的改装来

增加新的用途，如在螺杆上固定一小砂轮，代替钻头，

便可以用作手提砂轮机；在钻头上安装一抛光用的布

轮，便可以进行抛光作业等。当然，在进行这些改装

时，必须十分注意人身安全和不使电钻过载。

5 结语

在电动手工电钻设计中如何在遵循人机学的情

况下实现其造型的人机设计，是设计的重点，这里只

是对一般使用人群进行了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电钻功能的发展，电动手工电钻的使用人群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从最初专业人员用品发展为家用、各类

模型爱好者甚至女性使用，在这些使用者中又分左手

和右手使用者，针对这些不同的使用人群，设计时一

定要考虑各个人群的特点，对其设计的产品人机数值

也各不相同的，这里为其提供研究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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