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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产品视觉形象设计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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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市场现状和设计需求，分析了产品形象的概念及产品形象与企业品牌形象间的关系，将机床产品视觉形

象中的形态、色彩、材质、界面、表面装饰等五大关键元素，持续地应用于单一产品、系列产品和家族产品地视觉形象

设计过程中，构建出了机床产品视觉形象设计系统，建立了形态传承的定量评价方法，研究对提升我国机床企业品

牌形象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知名度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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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resent market situation and design requirement，it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product ima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image and brand image.And in the meantime，the five key elements in the visual image，
i.e.，form，color，material, interface，surface decoration, were continuously applied to the visual image design process of
single products，series products and family products.A visual image design system of machine tool products is
consequently constructed in the end, and the assessment contents of form design for industrial product was introduced，
whic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enterprises′brand image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pop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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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品牌机床企业90%归属于工业发达国

家和亚太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我国国际机床名牌少

之又少。究其原因，机床品牌的形成需要可靠的技术

和优良的性能，更注重机床企业家族产品所体现出来

的整体品牌形象，因此，企业进行机床产品形象系统

设计，对提升市场竞争力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德国的设计师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产品形象

系统设计的概念，即产品设计应有统一性和连续性，

应以简单单元为中心，建立高度系统化、简单化又具

整体感的形式[1]。我国系统设计的研究起步较晚，在

产品形象设计领域，特别是在品牌创建与塑造中作用

发挥很不够，在机床产品设计中，只是更多地考虑机

床设计的人机工程性，而鲜有将机床形态、色彩、运输

包装等诸多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系统设计，

致使产品风格混乱，系列产品缺乏视觉元素的延续

性，企业难以建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

1 机床产品形象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机床产品形象设计是对机床的设计开发观念、原

理、功能、结构、构造、技术、材料、造型、色彩、加工工

艺、生产设备、包装、装潢、运输、展示、营销手段和广

告策略等进行系统的策划和设计，形成产品统一的感

官形象和统一的社会形象[2]，见图1。凡与产品形象设

46



图1 机床产品形象的总体构成

Fig.1 Overall composition of product identity

of machine tool

计相关联的所有活动将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现出

产品的风格特征，并不断延续传承，即产品形象的系

统设计。

机床产品形象的总体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理念识

别和视觉识别，见图2，视觉识别是理念识别的外在表

现。视觉识别信息通过产品的造型、功能、色彩、材质

等多个方面反映产品的品牌理念，能为消费者在使用

过程中所感受，其产品的视觉形象将潜移默化地传达

品牌形象。因此，消费者通过产品视觉识别信息能建

立起对机床品牌最稳固的忠诚度，对塑造品牌形象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机床产品视觉形象系统的构建元素及方法

2.1 构建元素

机床产品视觉形象所表达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

形态、色彩、材质、界面、表面装饰等五大要素构成产

品形象的核心视觉形象。

1）形态。形态是视觉形象系统的核心元素，通过

基本形态要素的相似性，将具有某种性格特征的线

形、面状和体状等基本形态要素作为产品群体中的统

一符号加以运用，使整体视觉传达系统能持续一致地

传递出品牌含义，促进品牌的形成[3]。机床产品形态

设计应将企业典型形态语言，从整体形态、线条、比例

等构成要素，以及部件的局部形态来塑造系统化的产

品形象。机床产品形态的整体反映形成产品的形态

风格或形态特征。国外如美格、德马吉、哈斯等机床

品牌，见图 3，其品牌特征鲜明，产品形态要素在系列

产品中得以延续，形成了持久而鲜明的品牌形象。

2）色彩。建立企业统一的色彩形象系统，有利于

形成与产品品牌相匹配的色彩形象及更为生动的产

品品牌形象[4]。同一品牌之不同系列产品的色彩可以

形式多样，但同一系列应保持协调，以实现色彩形象

的统一性。建立一套体现家族产品特征的系统化色

彩标准，有利于产品形象的识别和延续，见图 4。GF

AgieCharmilles集团旗下拥有包括电火花加工机、线切

割机、加工中心等多种不同产品，且这些机床体型各

异。GF AgieCharmilles采用的巧妙办法是在机床部件

的结合处和拐角加上橙色垂直边条和门把，以最少的

改动和最低的设计成本，实现了该品牌产品视觉形象

的统一。

3）材质。产品的最终形态是由产品表面的质感、

材料等工艺技术来表现的，科学地选择材料与工艺对

实现产品的视觉形象十分关键，也体现了技术与艺术

的完美结合[5]。材料应具有良好的工艺性能，适合现

有加工设备与工艺技术，满足绿色设计与制造要求。

4）界面。界面作为机床产品与操作者之间产生

互动的桥梁，包括操作控制类界面（按钮、指示灯、开

关等）与指示类界面（技术参数铭牌、警示性铭牌）[6]。

界面设计应以更科学、合理和人性化的人与物间信息

图2 机床产品形象的整体构成

Fig.2 Whole composition of product identity

of machine tool

图3 形态在不同机床品牌中的应用

Fig.3 Form applied in different machine tools brands

图4 色彩在GF AgieCharmilles公司机床产品中的应用

Fig.4 Color applied in machine tool products of GF AgieCharmi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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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方式为目的，使得人与物间的信息传递更可靠，

更能减轻人的生理与心理负担 [7]。像机床按钮的大

小、形状、分布等应符合用户习惯，创造出品牌的熟悉

感和信任感，使客户更易接受新产品，缩短学习时间。

5）表面装饰。对机床产品而言，表面装饰主要包

括企业标志、标准色彩、铭牌、标识等，是消费者识别

品牌的主要依据。通过对装饰内容进行个性化组合

和表达，传达企业的各种品牌信息，是产品视觉形象

设计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8]。

2.2 构建方法

产品的视觉形象系统是层次结构和某些限制的

集合，见图5。其中视觉元素a，b，c等是五大核心元素

及相关的包装、展示、广告等方面元素，这些视觉元素

是受企业自身品牌形象所限制的集合。企业中不同

系列的产品视觉形象集合A1，A2，Am等正是由于延续

使用其中某些共同的视觉元素，从而构成了家族产品

视觉形象的集合A，使该企业产品呈现出家族感。机

床产品视觉形象系统的构建是一个既有延续性又有

创新性的过程，表现出统一性和差异性 2种特性。机

床产品视觉形象系统的构建分为3种形式。

1）单一产品的视觉形象。单一产品视觉形象的

构建强调统一性，通过整合机床的形态、色彩、材质、

界面、装饰等核心要素和其他有助于企业识别的细节

元素，直观地将信息快速而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持

续地塑造出统一且易清晰识别的企业形象。视觉形

象应与机床产品的形态语言、认知反应、色彩个性、材

料肌理感觉、产品细节特征等协调，并与企业的形象

保持一致[9]。

2）系列产品的视觉形象。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

不是在短期内或经过一两次传播就可实现的，而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一些相同或相似元素的持

续刺激，将有助于消费者形成较为固定的视觉印象。

机床的系列产品视觉形象呈现出统一性中的横向特

性，即同一系列产品具有相同的视觉元素。机床产品

视觉形象设计系统的架构，如图5，由

书书书

!

!

!

，

书书书

!

!

"

等系列产

品视觉形象，构成了系列产品视觉形象集合A1，其中

构成

书书书

!

"

"

集合的视觉元素为a，b，d，构成

书书书

!

!

"

集合的视觉

元素为 a，b，c，则 a，b为

书书书

!

!

!

，

书书书

!

!

"

共同的视觉元素，为两

者相同的视觉特征。实现系列产品视觉形象构建的

方法，主要是将特征元素不断进行重复延续。特征元

素指产品的整体轮廓形态、色彩、装饰、细节特征和材

质等，延续过程中可以应用其中一个或多个进行重复

表现。成功的机床企业都十分注重系列产品视觉形

象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以 GF AgieCharmilles公司的高

速铣加工中心HSM系列为例，见图6，该系列产品在视

觉形象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形态上沿用了半圆

大曲面造型；主体色彩采用白、深灰搭配的二色制；观

察窗两边采用橙色装饰带；统一的操作面板。

3）家族产品的视觉形象。同一企业中多系列的

产品，同系列及系列间的产品具有相同或类似外形特

征，即构成家族产品。企业通过对所有产品的有效管

理，各设计要素将起到加强其自身价值以持续传递品

牌形象的作用。家族产品视觉形象系统呈现出统一

性中的纵向特性，即不同系列的产品具有相同的视觉

形象元素。由图 5可知，家族产品视觉形象A是不同

系列产品视觉形象A1，A2，Am等的集合，自顶层视觉元

素纵向来看，如A1集合由a，b，c，d 4种视觉元素构成，

A2集合由a，b，d，e 4种视觉元素构成，则A拥有A1和A2

的共同视觉元素 a，c，d，这些元素将体现出家族产品

视觉形象的统一性。同时，家族产品视觉形象也要表

现出差异性，以对统一性进行继承与发展。对视觉形

象创新的形式有：视觉元素完全继承、视觉元素的部

分继承和视觉元素的完全创新。再以A1和A2集合为

例，a，c，d，是A2集合继承的视觉元素，e则是创新的视

图5 机床产品视觉形象设计系统的架构

Fig.5 Structure of machine tool product visual identity system

图6 系列机床产品视觉形象的统一

Fig.6 Unity of visual identity in serial machine too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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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元素，属于部分继承形式。机床家族产品视觉形象

的构建方法为[10]：（1）整体造型。从家族产品的立体视

觉特征，以及轮廓线型上进行适用于“全家族”的综合

造型处理。（2）细节造型。从产品之体或面的转角、功

能控制部件等细节上塑造产品的家族特征。（3）产品

的色彩和装饰处理。即使各产品造型不统一，通过色

彩规划和产品的表面装饰处理能创造出家族感，该方

式最适合企业系列产品距离大的状况。

对德马吉（DMG）部分家族产品的视觉形象分析，

见图7，其5个共有的视觉特征，即圆角造型的观察窗、

简洁的大把手、统一的操作面板、果绿色的装饰带和

色彩搭配，协调统一。而不同系列产品的色彩比例、

大曲线的观察窗造型和半圆的整体造型则属于创

新。对视觉元素的继承和创新，表现出DMG集团产品

视觉形象系统的不断发展。

3 机床产品形态传承的定量评价

3.1 传承度的定义

传承度指同一产品创新设计前后共有形态特征

的差异程度。若把产品形态分解为若干特征，新旧产

品对应特征之间的差异度，就是产品各形态特征的传

承度。产品总体传承度是各形态特征传承度的集成。

3.2 传承度的计算分析

产品形态的视觉元素包括点、线、面，选择机床产

品中对形态影响程度较高的视觉要素分别进行其传

承度的计算，并进行有机集成得到总体传承度。具体

计算方法详见文献[11]。这里对GF AgieCharmilles公司

的高速铣加工中心HSM系列 2个创新设计前后的机

床形态的 3个特征面进行比较，在提取形态边缘点数

据后，生成二维形状分布图，见图8。

通过形状分布图的分析计算，可得出两代机床产

品形态各特征及总体的传承度，依据感性工学的调查

方法可确定出对应的传承阈值，判断计算所得的传承

度是否在阈值范围内。这里选择的被试者为某高校

工业设计专业的100位学生，随机抽取了20个设计样

本，确定了对 100个机床形态特征的描述形容词。通

过投票形成了常规形态语意集，然后针对此次比较的

图7 DMG家族产品视觉形象设计剖析

Fig.7 Unity of series products of DMG

图8 两代机床形态特征分布对比图

Fig. 8 Comparison chart in Distribution of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generations of machine tool

高瞩等 机床产品视觉形象设计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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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形态各个关键元素进行喜好度打分，提炼出每个

形态元素的5个描述对象语意词，依据DS模糊算法选

出每个对象的最优语意词，并进行了十级打分，得到

了各视觉特征面的传承阈值，即主轴箱 0.1184，床身

0.0182，刀架 0.4473，总体传承度 0.0519，均在阈值范

围内。

4 结语

视觉形象设计中继承和创新一些视觉元素，推陈

出新单一产品和系列产品的视觉形象，可以形成家族

产品的视觉形象，建立起机床产品完整的视觉形象系

统。将机床产品视觉形象中的形态、色彩、材质、界

面、表面装饰等五大关键元素，持续地应用于单一产

品、系列产品和家族产品视觉形象设计中，可实现机

床产品视觉形象与品牌形象的统一，以及不同系列机

床产品视觉形象的差异性。对机床产品形态进行传

承度定量评价，有利于企业理性的形成产品的设计风

格，对提升我国机床企业品牌形象和增强市场竞争力

与知名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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