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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机械美学在高档香水容器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从认知学的角度探寻高档香水品牌

的容器设计，通过分析机械美学在高档香水容器中的个性化设计，探求高端客户对于奢侈品的审美趋向

和美学诉求。结论结论 把机械美学运用到高档香水容器的外观设计中，能构建差异化特征，从而提升产品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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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mechanical aesthetics in upscale perfume vessel design.Methods
From the vessel design cognitive perspective，it analyzed the personalized design of mechanical aesthetics in upscale

perfume container，explored the high-end customers for luxury aesthetic tendency and aesthetic appeal. Conclusion The

mechanical application of aesthetics to design upscale perfume container can build the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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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已呈现出多

样性的需求。香水可以通过其容器造型设计满足消

费者物质、文化的心理需要。机械美学是指，机械本

身蕴涵着美感，不仅具有带来实利的功能美，还具有

一种独特而前卫的形态美。现代香水的容器设计越

来越趋向于抽象化的几何形态，一种以机械形态设计

的香水容器孕育而生，引领时尚。

物体位置发生变化的运动叫做机械运动。平动、转

动和振动是机械运动的3种基本形式。满足一定运动目

的的机械部件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机械运动的美，机械美

学追求外在机械金属部件的材质和内在空间结构的几

何秩序所构成的韵律美等美学价值和视觉享受[1]。

1 仿机械空间的香水容器设计

1.1 叠加空间

叠加组合是机械运动中平动、转动美学范畴的一

部分。机械部件一般都是由几何形体构成，形成内部

空间的机械运动和美的空间结构。根据这个造型原

理设计香水容器，把握删繁就简、推陈出新的设计手

法。例如，瓶身设计运用几何造型中叠加空间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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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资生堂ZEN香水容器设计

Fig.1 Shiseido ZEN perfume container design

感、韵律感、秩序感，采取有组织地重复相同或相近元

素的方法，使理性的机械美学在香水容器的设计中起

到增强视觉冲击力的艺术效果，实现包装造型的差异

化，满足消费者独特性的心理需求。资生堂ZEN香水

容器设计见图1。

空间组合是指创造多种空间形态，利用拼接、穿插

等方法，使空间更加丰富化，更具机械的形式美[2]，在视

觉上给人一种冲击力和通透感。如宝格丽天之骄女香

水容器设计，见图2，设计师将两个相交接的圆环设计

成瓶身，圆形象征着永恒不变、循环往复的秩序，将品

牌独特的元素发挥到极致，犹如一件经典雅致的珠宝。

1.2 扭曲空间

扭曲运动是一种变速和变向运动，其形态在结构

上具有空间旋转的运动快感[3]。扭曲是一种具有韵律

节奏的螺旋运动，在香水容器的设计中运用这种造型

更能融合光线折射的原理，产生迷幻的感觉。如兰蔻

夜寐催眠香水容器设计，见图3，设计师运用扭曲空间

的原理，突显了香水特质，体现了一种灵动、简约、现

代、尊贵的气质，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能吸引高端消费

者。

1.3 流线空间

流线造型是依据空气动力学原理对机械动力产品

进行外观设计的一种方法，使机械运动的效率最大

化。流线的机械外观造型象征速度和时代精神，并发

展成为一种时尚的机械美学形态，在高档汽车、飞机的

外观设计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扩展到其他产品的外

观设计中[4]。流线型香水容器设计的曲线美和动感形

态所具有的那种高贵优雅、柔和甜美的特质受到了广

大女性消费者的青睐。如TOUS香水容器设计，见图4，

设计师将容器外观设计成水滴造型，并以菱形装饰瓶

面，将流线型的机械美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

2 仿机械造型的香水容器设计

2.1 仿机械部件

从设计心理学的角度看，仿机械零部件的设计更

图2 宝格丽天之骄女香水容器设计

Fig.2 Bvlgari Omnia perfume container design

图3 兰蔻夜寐催眠香水容器设计

Fig.3 Lancome perfume container design

图4 TOUS香水容器设计

Fig.4 TOUS perfume contain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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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男士的目光，对机械产品的痴迷，是现代大多

数男士的嗜好，钢铁齿轮与螺丝散发出的震撼力、诱

惑力是与生俱来的[5]。如宇宙之轮男性香水容器设

计，见图5，设计师以消费者的心理为切入点，规律的

齿轮象征着男子勇于冒险、沉稳霸气的潜质，将瓶身

设计成螺旋状，以机械的形式作为旋开瓶盖的方法，

其设计抓住了连续机械运动的精髓。

2.2 仿机械色彩

机械色彩包括机械部件金属材质色彩和机械产品

外饰色彩两部分，机械部件的金属材质色彩显现金属

的材质美，机械产品外饰色彩表现机械产品的外形

美。香水容器的色彩设计与造型设计的关系是相辅相

成的[6]。为了突出香水的可视性效果，香水容器通常采

用透明的玻璃瓶，而那些无色系列的黑、白、灰、金、银

等金属色却能给人一种机械化、标准化、理性化的心理

暗示，这种色彩在男性香水容器的设计中较为常见，香

水的低纯度柔性色彩与单纯的金属色彩结合，给人以

强烈的色彩印象。香水容器概念设计见图6，富有机械

美学造型的香水容器在机械色彩的装饰下，营造出一

种阳刚之美。

3 仿机械加工手段的香水容器设计

机械部件的形式美包含金属材料的材质美、色彩

的肌理效果以及金属构件的加工形式。金属的加工形

式有锻造、切割、打磨、抛光、镀膜等，它们呈现着不同

的材质美感，根据这些材质美感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

香水容器设计。如施华洛世奇香水容器设计，见图7，

设计师将施华洛世奇水晶放进香水容器里，让水晶与

香氛慢慢契合，水晶的切面对光线有极好的折射能力，

使整个水晶制品看起来耀眼夺目，剖面的组合透露着

机械美感，水晶与容器诠释着一种动静结合的愉悦感，

给人沉稳、时尚、高贵的气息，体现了高档香水的独特

魅力。

4 结语

机械美学在香水容器设计中的应用无疑会给人

们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学震撼与释放，更增加了人

们对高档品牌的认知度。如何把复杂的机械形态转

化为简洁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香水容器是设计的难

点，而将某些富有特质的形态进行抽象化和整合，是

香水容器设计的一般原则。机械动力的发展所带来

的新型金属材料和新加工手段，将会对香水容器设计

的推陈出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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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宇宙之轮男性香水容器设计

Fig.5 Men perfume container design

图6 香水容器概念设计

Fig.6 Perfume container concept design

图7 施华洛世奇香水容器设计

Fig.7 SWAROVSKI perfume contain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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