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整体性认知的汽车造型特征研究

王 贞 1，谭征宇 2

（1. 湖南大学 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2；2. 湖南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长沙 410082）

摘要：从视知觉整体性认知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构成汽车整体性认知的造型特征，提出了由比例、空间和姿态共同

构成的汽车整体造型特征框架。在对汽车比例、空间和姿态定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各要素与人们整体性认知最直接

的车型、风格的关联，并以SUV为案例，对汽车整体造型特征进行了参数化表达，从而有利于设计师从整体性认知的

角度，理解和完成汽车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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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visual perception of holistic cognition，it discussed the modeling features of vehicle holistic

cognition，and proposes a holistic styling feature frame，consisting of three key factors：proportion，room and posture.It furth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body type and style.Finally，taking SUV as an example，these holistic

styling features are parameterized，aiming to assist the design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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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造型设计是典型的“高技术、高情感”的产品

设计。汽车造型设计主要是通过造型特征进行表

达。现有关于汽车造型特征的研究，更多着眼于研究

汽车前脸等具有明显识别性的局部造型特征，或者具

体特征线的定义 [1-3]。汽车造型的整体性认知虽然不

如格栅、前灯、腰线等局部特征明显易读，但却能更牢

固建立人们对于汽车美感、品质与动态个性的深刻印

象。这里对汽车造型设计的整体性认知进行研究，挖

掘汽车美学属性要素，以期构建汽车整体造型特征框

架，从而指导设计实践，属于汽车设计领域美学认知

基础性研究范畴。

1 汽车造型的整体性认知

视觉是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通道，人们

对于汽车造型的直观感受和评价主要来源于视觉信

息。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认为，一个事物的完形不仅

仅包括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物质表象，还具有人类由感

而知的性质属性。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是先整体再

局部，整体大于局部，整体性认知是人们视觉认知的

基本原则[4]。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所谓“整体性”是

指人的眼睛倾向于把任何一个刺激样式看成现有条

件下最简单的形状[5]，这种最简单的形式被格式塔心

理学家们称为“简约和宜”的形式。

汽车是由多种部件组合而成的复杂产品，当把汽

车造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时，每个部件都是一个

具有局部造型特征的形态实体。汽车造型特征是对

汽车造型概念的直接反映，是汽车造型的载体，综合

体现了汽车的品牌属性、风格属性及其他相关美学属

性。宾尼法利纳公司首席设计师路易·法莫什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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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汽车整体造型特征框架

Fig.1 The frame of holistic styling feature

说：“汽车设计不仅仅强调车灯、前脸、尾部等局部的

设计，更重要的是讲究整体美感。”相关研究也表明，

人们认知一辆汽车时，不同的特征引起的注意程度和

视觉反应是不同的。以典型的五门三厢轿车为例，汽

车整体造型特征和汽车前端造型特征的受关注频次

最多，其次是车尾灯形式、侧门形式及侧面轮廓线走

势。这些特征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也是造型信息最集

中、信息量最大最重要的部分，是汽车造型设计时的

重点。该研究结论中，汽车整体造型特征是最受关注

的方面，也进一步证实了人们对于汽车造型的认知是

从整体到局部的理论[6]。

2 汽车整体造型特征

汽车造型的“整体特征”是指多个部件组合构成

的整体形式关系，形成一种特有的汽车识别模式，是

汽车美学属性的表达载体。不同于局部造型特征能

够比较明晰的以线（如腰线）、面（如引擎盖）或体（如

前大灯）的方式得以呈现，整体造型特征是由多种局

部造型特征的形式关系所综合表现的，其表达的意义

高于各局部的单一表意。因此，整体造型特征的表征

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的整体造型特征形成了

人们对车型、风格、品牌的首要印象。以 SUV和轿车

的区别为例，两者整体造型所带来的类型属性和风格

属性，偏向更加整体性的造型意义。

汽车整体造型特征可分解为 3个主要特征要素：

比例、空间、姿态。比例是指车身各主要参数的相关

比例和尺度；空间是指车身内部空间、乘坐人数和动

力位置等；姿态是指汽车的通过性、造型所体现的“态

势”和车身的视觉重心。特征信息层的参数、相互关

系和重要性都取决于不同的车型和风格，特征信息层

的参数组合和搭配，形成汽车整体造型的初步美学特

征，也构成了汽车整体造型特征框架，见图1。

2.1 比例

汽车造型的比例关系是在造型设计中，直接与总

布置结构尺寸相关联的造型特征。车身比例是指汽

车的主要尺寸间比例，如车长与轴距、车长与车高的

比例等。不同车型的造型比例关系的差异，形成了不

同车型的整体造型感，是人们对于汽车整体性认知的

第一印象。比例关系的表征和描述是研究比例关系

的途径，以车轮作为度量汽车整体造型比例关系的重

要方法。

比例关系是整车车身中各部分比例关系的集合，

作为车身整体造型特征的基础，比例也是造型中几何

美学和形式美学的体现。而人们对几何美学与形式

美学的认知，显然除了车型这一基本信息外，更多的

还是形成了人们对造型风格的初始理解和认知。不

同比例的车，在整体风格的认知上，会有较明显的差

异，例如两厢A级车，整体风格紧凑、短小，具有可爱、

灵动的意象；三厢轿车，整体风格大气、修长，具有豪

华、力度的意象。同时，作为造型设计的初始条件，比

例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汽车的整体造型空间和姿

态的设计，说明了比例对人们的整体性认知的影响。

2.2 空间

汽车造型的空间关系是在造型设计中，直接与总

布置结构空间尺寸相关联的造型特征，涉及到司乘空

间、头部空间、内部布置、储物等空间的处理。汽车造

型的空间关系与比例关系密切相关，是具有较强约束

的设计。空间关系的表征和描述是研究空间关系的

途径。空间关系的表征与度量见图 2，以箱体作为度

量汽车整体造型空间关系的方法。空间关系对于汽

车造型整体性认知的影响，包括了对车型认知和风格

认知2个部分。

首先，不同车型在空间的设计上具有较大差异[7]。

以SUV与三厢轿车的对比为例，正是空间设计上的差

异，形成了人们对于不同车型的识别。同时，这种空

间设计上的差异也形成了人们对于整车风格认知的

图2 空间关系的表征与度量

Fig.2 Spac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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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如SUV空间关系产生运动、休闲的意象；而三厢

轿车的空间关系则产生商务、舒适的意象。

其次，同一类车型，当空间设计上有所不同时，也

会形成人们对于汽车整体性认知的差异。以一款典

型的 SUV车型CRV为例，见图 3，2010款CRV在造型

设计上保持了睿力的设计风格，见图6a，总体而言，其

空间在同类型车中相对紧凑。而 2012款CRV以“大

尾部”为设计亮点之一，设计增大了后备箱空间，调整

了整车尾部线型，见图 6b，使整车看起来比 2010款更

饱满、大气。因此，空间关系对汽车整体造型风格的

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2.3 姿态

汽车的姿态主要是指汽车造型所综合体现出的

整体“动势”，是一种静止状态下就具有的运动趋势

感，涉及态势、通过性和车身的视觉重心。姿态这种

整体造型风格，主要是由整车造型特征线的走势及其

形成的夹角关系所带给人们的整体感受而形成的。

汽车的姿态有效诠释了汽车整体造型的“动作表

情”。具有“攻势”和“御势”态势的汽车造型，见图 4，

由于前脸侧轮廓线条的前倾和后倾走势所形成的态

势不同，以及车身腰线等主要造型线条的走势差异，

使得两辆车呈现出2种完全不同的态势。攻势态势的

车头顶点往前突，形成类似于“矛”的进攻之势，具有

攻击性的意象。御势态势的车头顶点往后移，形成类

似于“盾”的防御之势，具有防御性的意象。

汽车的通过性主要由离地间、接近角、离去角共

同构成，通过性的参数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汽车所

表现出来的姿态，进而影响其整体造型特征的识别。

不同通过性的风格比较，见图5，SUV类车型往往会配

置较大的离地间隙、离去角、接近角、纵向通过角等，

保证良好的通过性，从而形成矫健粗狂、高大威猛的

意象；而轿车则会减小这些参数以保证驾驶的稳定性

和舒适性，从而形成温文尔雅、商务舒适的意象。造

型特征的视觉重心也能体现出车型的类别，如SUV的

视觉重心偏后偏高，轿车则视觉偏低偏中间。姿态的

设计决定了汽车整体造型特征的神态，塑造了整体造

型特征的“性格”，是人们形成对汽车整体性认知的重

要途径。

3 汽车整体造型特征的参数化

在对汽车整体造型特征框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多款SUV的案例研究，对SUV的整体造型特征进行参

数化表征。

整车比例关系方面，这里一方面根据轮数定义了

SUV的长、宽、高范围，另一方面，对影响造型整体性

认知的轮轴、窗线车高、前后悬的尺度范围进行了定

义，见图6。

整车空间关系上，空间的设计很大程度上能决定

乘坐的舒适性和适用性，这里重点从厢型、司乘空间

对造型的影响进行了定义，见图7。

整车姿态的造型特征参数化主要从态势、通过性

2个方面进行定义，见图8。态势的参数化定义着重于

对“攻势”和“御势”在A柱倾角、车头夹角、三线关系

上的差异化定义；通过性的参数化则主要由离地间、

图3 两款CRV风格比较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CRV style

图4 “攻势”与“御势”

Fig.4 Offensive posture and defensive posture

图5 不同通过性的风格比较

Fig.5 Style comparison based on different traff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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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SUV整车比例的参数化（mm）

Fig.6 Parameterization of SUV proportion

接近角、离去角来表征。

4 结语

汽车造型的整体性认知是人们对汽车造型审美

的起点，比例、空间、姿态所构成的汽车整体造型特

征，则构成了人们对于汽车造型的整体性认知，属于

汽车设计美学认知基础性研究范畴。这种整体性的

认知共同形成了人们对于车型及风格的第一印象，因

此，比例、空间和姿态，也构成了汽车造型设计中初始

考虑的主要美学要素。对于这3个要素构成的整体造

型特征的探讨及参数化的表达，有利于设计师从整体

性认知的角度理解汽车造型设计，形成符合设计预期

定位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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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SUV整车空间的参数化

Fig.7 Parameterization of SUV room

图8 SUV整车姿态的参数化

Fig.8 Parameterization of SUV po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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