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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具象仿生、抽象仿生、功能仿生、结构仿生、材料仿生等目前工业设计领域中常用的“仿生设计”方法入手，

结合设计实践中对各种仿生设计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揭示了部分对“仿生设计”的表面认识，分析了“仿生设计”在工

业设计领域中由于多方面制约因素影响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和发展困境，指出对“仿生设计”的种种错误理解和肤浅

认识，不仅影响到“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发展，同时是对工业设计自身设计精神的极大否定，进而提出“仿生

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中的新策略和新思路，探讨“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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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form bionic，abstract bionic，function bionic，construction bionic and material bionic

methods in industrial design field，combined with design practice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various bionic

design，it revealed some surface recognition for bionic design，analyzed many obstacles and problems caused by

restriction in industrial design，and indicated some misunderstands that not on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

design，but also denied self design spirits.So the main purpose is to provide new strategy and thinking of bionic design，

and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bionic design could more smooth with industrial design in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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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设计”最早被运用在医学和工程领域，在

“仿生设计”被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以前，不少人曾做

过类似的尝试。例如，达芬奇曾经设计过一些飞行

器，其基本构思都来源于对鸟类的研究[1]。设计师对

“仿生”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不过要科学有效地将“仿

生设计”成功运用到工业设计领域并非易事。“仿什

么”，“怎么仿”，是任何一个想通过“仿生设计”取得设

计成功的人不可回避的问题。

1 工业设计领域中常用的“仿生设计”方法

1）具象仿生。即直接模仿某种生物的外形，将生

物的外形按比例缩放形成一个大小合适的形状，然后

装入电子元件等，或与一些特定功能结合起来，构成

富有趣味性的产品。

2）抽象仿生。不是简单地将生物的外形直接复

制，而是通过对生物的外部形态的反复观察，抽象提

炼出简约的形式，并将其运用到设计之中[2]。

3）功能仿生。就是模拟某些生物特有的功能，并

将其与产品设计相结合的设计方法。

4）结构仿生。是设计师常用的手段，即通过观察

某些生物特殊的内外结构，并通过优化将其运用到产

品设计中。

5）材料仿生。是“仿生设计”的一个重要渠道，即

研究特定生物的内外组织结构，发现其特有的材质特

点，并将其运用到产品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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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所面临的问题

和困境

5种“仿生设计”方法在工业设计中应用得十分广

泛，但在设计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导致仿

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2.1 把“仿生设计”简单等同于外观模仿

把“仿生设计”简单等同于外观模仿，这是对“仿

生设计”的最大误解。多数设计师擅长形象思维，在

设计过程中一旦遇上和动植物相关的设计命题，总是

习惯将动植物的形象简单缩放，或进行一些卡通式、

拟人化的改良。这种“仿生设计”层出不穷，导致人们

往往下意识地认为，所谓工业设计中的“仿生设计”，

就是对动植物外观形式的模仿[3]。

2.2 对“抽象仿生”的肤浅认识

不少设计师认为“抽象仿生设计”就是对生物外

形的提炼，用艺术的手法对被模仿目标进行“打散-重

构”，根据美学的法则抽象出更加优美、洗练的“现代

形态”，而后尝试与实际的“功能”嫁接成为“新的产

品”。毋容置疑，其设计结果显然要远优于“分裂式具

象仿生”，也可以发现不少类似成功的案例，不过实际

上他们仅仅把“抽象仿生设计”理解成为“具象仿生设

计”的升级或优化，其重点依然是外部形式，而且外形

与内在还常常按照先后顺序被隔离开来考虑。

奔驰前设计总监Bruno Sacco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奔驰 SEC COUPE这款车的大灯很像蜜蜂的眼睛，你

作何评论？”他答道：“一点也不像，我对昆虫不感兴

趣，我倒是更加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卧室的床头[4]。”

他的回答平实却有深意，与其将之理解成对“仿生设

计”的批评，还不如理解为对以表面着手肤浅的“仿生

设计”思路变革的催促。

2.3 对“功能仿生”、“结构仿生”、“材料仿生”的运用

和理解过于狭隘和孤立

功能、结构、材料等是构成产品的核心，它们构成

了产品的基本“性格”，因此在仿生学界，“功能仿生”、

“结构仿生”、“材料仿生”历来是“仿生设计”的主流。

但是在工业设计领域，人们对“功能仿生”、“结构仿

生”、“材料仿生”的认识不够充分，总习惯于用学科划

分的思维，将其排斥到工业设计范畴以外，将本身充

满交叉学科特点的工业设计，划归到一个狭隘的范畴

之中，将工业设计及与之相关的“仿生设计”限定到一

个“绝对的”、“被动的”定义中。而更加不妙的结果是

导致设计手段与结果的背离，以及设计方法与设计目

的的不一致。这不仅影响到“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

领域的发展，同时是对工业设计自身设计精神的极大

否定。如是这般将直接影响到工业设计的完整性和

深入性，也十分不利于“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

拓展。工业设计的本性中充斥着系统性和交叉性，这

种交叉不是生硬的捆绑，而是自然天成的融合。

2.4 将“营销策略”与设计混为一谈

人们对自然和生物的喜爱源于天生，因此在设计

中恰当模仿动物的外形于情于理都很自然。上文曾

提到，简单模仿生物的外形并不是好的“仿生设计”，

可是有着可爱动物外形的产品的市场销量往往并不

糟糕，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很受消费者青睐。所以不

少企业将此作为“卖点”无限放大，作为宣传策略和营

销手段，并冠以“仿生设计”之名，这很容易形成误导

而将“仿生设计”引入“歧途”。这种现象在设计发达

国家有之，在设计次发达国家则更甚。例如中国近年

推出的一款紧凑小车“吉利熊猫”，尽管在销售市场上

表现得中规中矩，不过熊猫的特征在此款车上显得过

于直白，所谓“仿生设计”仅仅是一个营销的手段而

已。所以有必要澄清：利用动植物可爱、动人的一面

作为市场营销的手段并无可厚非，可是必须要将其与

“仿生设计”进行一个明确的区分，因为两者貌似相同

实则本质各异，只有明确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不同，才

有利于促进“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发展。

3 “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中的新策略

工业设计师的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程序、方法的

发散性和非线性，任何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或研究成

果，均有可能被作为工业设计的研究基础或是设计方

法，因此充满无穷智慧的大自然成为工业设计师竞相

模仿、学习、研究的对象。“仿什么”，“怎么仿”，如何科

学有效地将“仿生设计”成功运用到工业设计领域？

归结整理后发现，“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中运用

时，应参照以下一些新策略。

3.1 自然与人文的交融

“自然”和“人文”交融是“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

域的第一特点。“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通常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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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作为手段，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因此“自

然”和“人文”的双重特征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很大程度

上是工业设计自身的边缘交叉性特点所决定的。工业

设计本身就含有“自然”和“人文”的双重特征，同时“仿

生科学”天生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不过当其在工业设

计领域运用时，会因为工业设计的影响而不可避免地被

注入人文的基因，这归结于工业设计中自然天成的艺术

细胞和人文气质，因而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优秀的“仿生设

计”，都蕴含着浓浓的人文气息[5]。因此，当“仿生设计”作

为一种方法融入其中时，就自然具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交融的特征。所以“出于自然，融于人文”，是“仿生设

计”在工业设计领域运用的第一要务。

3.2 紧密联系美学

工业设计常常是在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其

工作的基本载体就是形式。所以对形式的设计，几乎

占据了工业设计师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和内容。在设

计师进行形式设计的过程中，形式美学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时候娴熟的设计技巧和美学

意识，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基本上美学知识是每个

工业设计师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当然在设计过程

中美学的因素很难简单、直观地描述，这和现代美学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出处”且很多美学理论交叉影响，

导致对美学的认识千差万别有关。如果追本溯源，不

难发现现代美学与生物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

在美学里时常提到的对称、均匀、节奏、整体、比例等

诸多公认的美学法则，早已固化在生物的内在“品质”

之中[6]。就这一点大多数学者有着共同的看法——现

代美学的很多基本美学观点都源自生物界。在当代

的工业设计实例中，单从外观形式上看，很多工业设

计产品不仅有着“生物美学”的内涵，甚至可以发现不

少具有各种各样生物外在特征的优秀设计，因此与美

学的紧密联系是“仿生设计”的重要手法。

3.3 逻辑性、科学性、系统性、实证性

工业设计自身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典范学

科。通常认为工业设计是通过系统设计来解决产品

的形式美观、使用时的方便性、人机安全、市场化等问

题。不难发现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将会涉及到大量不

同类别、不同属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因素甚至相互

矛盾。将各种问题分门别类地整理，理顺头绪在整个

过程中并不容易，所以整个设计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

问题的过程。逻辑性和科学性在其中发挥着“穿针引

线”的重要作用，在设计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较为严

密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才能厘清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

并拧成一股绳，理顺各类关系。这点在大型的设计案

例，比如交通工具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回过头来

看“仿生设计”，其观察性和分析的特点则更加明显，

所有的“仿生设计”都是基于对生物长时间的观察和

分析，而被生物的某些特殊的功能所启发的[7]。在这

点上工业设计与“仿生设计”有同质性。再看工业设

计实质是寻求对产品在运用过程中人和机之间的问

题的解决，而对问题的解决与否是需要被实践所检验

的，其中“实证性”的特点显而易见。“仿生设计”通过

对生物的模仿，来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是其唯一的目

的。通观全局，在工业设计和“仿生设计”之中，都充

斥着逻辑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证性，二者都有着技

术性和科学理性的DNA。

3.4 多学科融合研究

“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有着很强的交叉、交

融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常常要与其他学科共同协调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设计大师 Luigi Colani有着专

业的空气动力学习的背景，他很多的交通工具设计作

品，既是仿生的结果而且也有着很好的外部气动布

局。奔驰2005年6月发布的概念仿生汽车，由机械工

程师、工业设计师、生物学家共同完成，车体模仿箱魨

鱼的外形结构，而设计具备了极好流体效率，其空气

阻尼系数是紧凑型汽车中最小的[8]。由此可以看到与

“仿生设计”相关的很多学科是紧密的联系。如鸟儿

能在空中自由的飞行，得益于它们纺锤体的结构，鱼

儿在水中轻松地游弋，取决于它们梭状的外形，而这

些生物形态本身就蕴含着流体力学等基本原理。所

以，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融合，是新时代下“仿生设

计”在工业设计领域运用的重要策略。

4 结语

“仿生设计”和“工业设计”各自作为一门系统的学

科，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他们都有着继续发展和完善

的内在要求。两者走到一起是由它们诸多相同、相似

的特质所决定的。所以，当“仿生设计”与工业设计结

合时，要强调以“仿生设计”为用，工业设计为体，要回

避形式和功能、形式与结构、形式与材料分离，而导致

（下转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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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分裂的情况。强调“形”“质”一体、“内”“外”

一体；强调外部形式是内部结构的自然延伸；强调“自

然”与“人文”的兼顾。在“仿生设计”时既要考虑被模

仿对象的自然属性，又要考虑产品的社会属性，即“出

于自然，融于人文”，强调仿内在、仿本质、仿原则，如此

才能清楚地在“仿生”的过程中“仿什么”、“怎么仿”。

只有强调交叉、交融，与其他学科结合互动、走向综合，

方能促成“仿生设计”在工业设计领域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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