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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体工学为出发点，研究了在展示设计中人体尺寸的各方面需求，结合展示设计中的应用人体工学给观赏

者带来的视觉冲击实例，论述了展示设计在既定的时间内，利用有限的空间，围绕商品这个核心，采取艺术设计的手

法，从美学和商业价值的角度出发，以独特的视觉冲击效果创作展品的展示空间。提出了在展示设计时要满足人体

需求的各种空间尺度、视觉尺度、光照和色彩等人体工学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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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ergonomic as a starting point，it analyzed the demand for all aspects of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the

display design.Combined with the visual impa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ergonomic display design to bring the viewer

instance，discussed the exhibition design within the established time, the use of the limited space around the core of the

commodity，to take the way of art and desig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esthetic and commercial value，creative exhibits

a unique visual impact of the exhibition space.It proposed to meet the human body′s requirements of spatial scales，

visual scale，light and color etc.ergonomic application strategy in th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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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参与展示设计的时候，有2种基本的行为，

即观看和行走，所以一个成功的展示设计，在各项空

间设计和展具设计的方案确定上，应该参考展示空间

中的人体行为状态和适应程度，这个依据就是人体工

程学。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处于主导地位的

是人，而环境和机具都是为人而存在的，是可以服务

于人，并且被人改良的。当然，环境和机具的好和坏，

也会给人不一样的感受。这里将从展示设计中满足

人体需求的各种空间尺度和满足人的视觉尺度、光照

和色彩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讨论。

1 展示设计中的人体尺度要求

展示设计是为参观者服务的，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要必须从人体的舒适角度考虑。

1.1 人体尺度

人体工程学中一项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人体尺

度，而作为服务于人的环境和机具，也必须以人体尺

度为标准和依据来确定在各种空间中的尺度 [1]。人

体尺度是一个三维空间，是用来反映人体活动的，其

所占有的空间大小不仅包括人体高度、宽度和胸部

前后直径，而且还包含着人体各肢体进行活动时所

占有的空间大小。对人体尺度和设计的重视，是创

造良好的展示环境的关键环节。例如，商场中的陈

列架，根据成年人身体体尺度来设计，其高度需要满

足人方便拿取商品的需求；而儿童玩具商场中的陈

列架，其设计的标准就是儿童的身体尺度，在保证儿

童方便拿取玩具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儿童安全的人性

化设计，比如说采用倒圆角、磨边的陈列架，铺设泡

沫地垫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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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静态尺度与动态尺度

人体尺度在展示设计中分为两种，一种是静态尺

度，一种是动态尺度。静态尺度，顾名思义，指的就

是当人体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无论处于站立状态

还是静坐状态，所测量出来的各种尺度、位置等。人

在站立或者静坐时，人体的高度、宽度是静态尺度，

躯干和四肢的尺寸、位置也指的是静态尺度 [3]。而动

态尺度恰恰相反，指的是当人体脱离静止状态到达

某种运动状态时，所产生的各种尺度，因为人体处在

运动状态时，会有一定的形体特征，并且会占有一定

的空间，其在执行某种动作时所产生的特定的形态

特征和所占有的空间尺度，就是在测量动态尺度时

的重点。

展示空间和展具都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作为依据

和标准的各种人体尺度就决定着展示空间和展具的

尺度。如果在进行空间和展具的设计中忽略了人体

尺度，就会给人体造成不舒服的感觉，不仅给人们的

参观带来不便，也会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往造成

极其不利的影响，严重的可能会危害其健康和生命安

全。下面列举了几个与展示设计关系密切的人体尺

度。

第一个需要分析展厅的净高。净高对于展示设

计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要求也极其严格。因为大

型的国际博览会通常都会要求安装大型的展架和展

具，在要求其必须具有特定的造型时往往会在高度上

进行设定，这就使得展厅的净高必须符合要求，以至

于有的展厅拥有 8~10 m的高度。而一般的展厅净高

也与普通的空间不一样，最低的要求也要不低于4 m，

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感觉不到压抑和憋闷[4]。

第二个需要分析的是人流通道在展示空间中的

尺寸，这里的人流通道也不同于普通的走道，通常情

况下，普通的走道只有 1.3~1.6 m范围内的宽度。但

是，在设计初期必须考虑到展示空间中的人流量要远

远大于普通走道，而且相对集中，因此，为了保障人流

的畅通和疏导，保证在遇到特殊状况时能够达到紧急

撤离的需求，将通道的宽度必须设定在不小于 2 m的

范围。

另一个需要充分考虑和分析的问题就是陈列的密

度。陈列密度体现在几个方面，即空间的分割与组织、

展品的陈列以及人行通道和展厅总面积的比例。陈列

的密度在把握上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避免拥挤

或者空泛的现象出现。在展示空间中，当展品与展具

的面积是展厅总面积的40%时，密度最为合适，最大也

不能超过60%，这样才不会造成拥挤和堵塞。尤其是

设计陈列规格庞大的展具和展品时，就更需要较小的

陈列密度，只有这样才不会让观众产生压迫和紧张感，

即便是观众爆满或者出现突发状况，也能够及时的疏

导人流，顺利的紧急撤离，避免重大事故发生[5]。

空间的分割高度也是该考虑的范围，其参照的依

据通常是观众的标准身高尺度。高度为 2.2~2.4 m的

普通展示空间中的展板和隔断墙就符合我国的基本

情况。但是，分割高度的实际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而

定，例如像油画、雕塑等当代艺术作品以及装置作品，

这些净身高度在3 m以上的庞大的展品就需要适当的

加高隔断墙，才能达到展示的预期效果。

2 展示设计中的视觉研究

人体和外界事物的交流和沟通最直接的方式就

是用人的眼睛去看、观察和欣赏。而外界给予人体最

大的刺激，也是来自于人体众多感觉中的视觉。有数

据统计为证，人对于世界的认知过程中，有听觉、味

觉、视觉和触觉等多种途径，但是视觉获取了这众多

信息中的80%，其获取的信息量是其他途径所不能比

的。因此，视觉因素的营造显得至关重要，它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展示设计与观众的交流和沟通能否成

功，同时，也决定了展示设计向观众传达信息量的多

与寡。也就是说，如果设计师了解人的视觉特征，充

分考虑视觉因素的重要性，并且能够拿捏的恰到好

处，那么他就能够成功的完成展示设计，否则将会以

创作失败而告终。因此，研究人体视觉对于展示设计

中的人体工程学是至关重要。

2.1 分析视距

观者的眼睛与看到的物体之间的距离就是视距，

一般情况下正常且合适的标准视距是展品高度的

1.5~2倍之间，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设计和安排陈列的

展品时，重视这个距离，并且准确的把握这个距离。

如果故意的将障碍放置在展品与观众之间或者距离

过远，就会导致观众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展品；但过

于讲究视觉效果，一味的缩短展品与观众的距离，又

会对展品失去有效的保护，即便可以用玻璃罩保护一

些贵重的展品，但是也必须将展品安排在与观众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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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6]。

2.2 分析视错觉

人的眼睛在生理构造上比较特殊，所以就会出现

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人眼在看事物时所呈现的视觉感

受会与实际状况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视错觉。在展

示设计中，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守，那就是不能伪装陈

列的展品，要真实、客观的再现展品的原貌，可是人眼

在展品的长短、弯曲程度、对比、大小、远近和透视层

面都会产生视错觉。当然，在观看展品的过程中，为

了能够让人眼有舒适的感觉，以达到展示中期望的效

果，可以将人眼的视错觉考虑进来，在展示空间的设

计上下功夫，在保证视错觉能够提供较好的心理反应

的基础上，让窄空间、矮空间、小空间看上去“变”宽

了、“变”高了、“变”大了，也可以让静止的物象看上去

“动”了起来。因此，这就要求设计师对各种视觉规律

非常熟悉，而且能够精确的把握和应用，让视错觉真

正服务于展示[7]。

2.3 色彩变化与照明

无论是颜色的变化还是照明的变化，总之对于外

界的变化，人的眼睛都会有一定的适应性。如果将这

些变化视为对眼睛的刺激，面对这些刺激，眼睛就会

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可这种调整十分具有局限性。当

出现强烈的照明变化时，人的瞳孔就会经过一定的反

应时间，作出相应适量的调整，如果刺激过大，人就会

有不舒服的感觉出现，例如人从电影院这种漆黑的环

境中到了明亮的室外，眼睛就会感觉到疼痛。如果这

种刺激反复的出现，人反复的调整瞳孔，就会在感觉

不适的同时出现视觉疲劳。因此，展示空间在设计照

明时，要采用人眼感觉最舒适的柔和光线，在保证展

品的展示以及烘托出最佳的氛围的基础上最大限度

的缩小光比差异，因为光照只有在人的眼睛适应范围

之内才能消除不适和疲劳现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于展示空间中的色彩搭配，在设计上也要充分的考虑

到眼睛对色彩的适应性，在保证吸引观众眼球的基础

上对强烈色彩的面积进行严格的控制，尽量多的加入

稳定的中性的色彩，因为人的眼睛在感觉“大灰小鲜”

的色彩搭配时远比全部是大红大绿时要舒服的多。

这样可以避免不适和疲劳的感觉出现，也能够让观众

正确的判断色彩。

2.4 视觉的黄金高度

因为观众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高度和视野范围是

有限的，所以如果想要达到最好的展示效果，就必须

重视视野范围，在展示陈列中，将展示品摆放到合适、

合理的地方。通常情况下，人的眼睛到地面的垂直距

离是1.4~1.7 m之间，且只有当横向视野角度和竖向视

野角度在 30°时，观众才能够看到展品的全貌，因此

最好的展示高度范围就是距离地面0.8~2.2 m[8]。以一

个人身高为1.68 m来计算，会得出一个在1.1~1.8 m范

围内上下浮动的视高，这个范围的视高就是所说的黄

金高度，展示效果是最好的，而这样的高度通常会用

来陈列重要的展品，形状 较大的展示品则陈列在距离

地面 0.8 m的地方。另一方面，人的视线总是沿着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往后或者从中心到四周等一

定的顺序，进行有规律的移动，以此为依据，对展品的

摆放位置进行最恰当的安排，力求展示效果具有较强

的逻辑性。

3 结语

通过以上所有分析得知，在展示设计中，各项空

间设计和展具设计的依据都是出自人在展示空间中

的行为状态和适应程度。具体来说主要有人体的各

种尺度以及在视觉上，人体的各种特殊性和对环境、

机具的适应。如果展示设计师想要成功的完成一次

展示空间的设计，那么就必须对各种人体尺寸和视觉

特性做到熟悉与准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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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生产活动的生态化

转向。通过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

用性等设计方法，延长产品使用周期、提高资源利用

率。以生态会计理念为前提的产品开发设计促使物

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呈反馈式的循环流动，物质资源

的内在价值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并且把生产活动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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