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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针对高校图书馆现有书架产品进行以用户为中心的改良设计研究。方法方法 通过对高校图

书馆现有书架进行用户使用调研分析，结合UCD设计理念和人机工程学研究方法，再利用产品改良

设计原理及方法进行了图书馆书架的改良设计研究。结论结论 对高校图书馆书架进行系统的用户研究，

设计开发出一款便于读者以及图书管理员使用的图书馆书架——“I”形书架，拓展了书架的使用功

能，改变了书架的使用方式，改善了书架的使用体验，使高校图书馆书架的使用更趋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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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make the improved design of user-centered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university

library bookshelves. Methods Through surveying and analyzing the use of existing bookshelve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of "User Centered Design" and ergonomics research method，to make an improvement

design for a series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shelve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roduct improvement design principle and

method. Conclusion A study on the user of the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y shelves i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library

bookshelf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the readers and the librarian ."I" type bookshelf，to expand the bookshelf function，change

the usage mode of the bookshelf，increase a good experience for using these bookshelves，in order to make the use of the

bookshelf more humane and more plea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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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最重要的基础文化设施，是

校园的文化信息中心，是高校师生浏览、查阅图书文

献资料和进行学习、交流活动的主要场所。近年来，

高校图书馆正逐渐由传统的“以图书为中心”向着“以

用户为中心”转变，“用户”指的是图书馆最主要的使

用者——读者和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

建设迫在眉睫，首要的便是人性化借阅环境的建设。

书架作为图书馆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传统的注重书

籍收藏保护的功能也正在向着注重开架借阅的功能

转变。因此，高校图书馆书架的设计目的也从当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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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追求书架的藏书量而转为开始追求书架使用的舒

适、宜人程度[1-3]。

1 高校图书馆书架改良设计的用户需求分析

首先依据UCD设计理念对设计对象，即书架及其

使用者，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从而掌握书架设计

的用户需求，设计师在进行书架的重新设计时需考虑

所要平衡的设计因素和应要满足的用户设计诉求[3-5]。

在进行设计初期的产品及用户调研时发现，目前

各高校图书馆中普遍使用的书架多为6层双面长方体

形书架，这种书架按其所使用材料的不同可分为木质

和钢质，按其安装方式则可分为一体化与模块化。这

种书架设计安装简单，排列整齐美观，占地面积较少，

书籍存放量大，符合传统书架注重书籍收藏保护的要

求，在设计之初便受到广大高校图书馆的青睐。但这

种书架在使用时人机关系很不友好，读者在使用过程

中极不方便，图书管理员管理图书时更是叫苦不迭。

它的缺点逐渐暴露了出来，主要体现在：（1）书架最下

面2层空间的使用极不方便，利用率低；（2）架上图书

错架、乱架现象普遍，代书板形同虚设；（3）图书归架

处使用率低；（4）读者架前浏览图书困难。

高校图书馆书架的改良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设

计任务，设计师在设计之初就应该综合考虑其中的因

素，而最重要的便是对书架人机交互关系的准确把握。

2 高校图书馆书架的人机工程学分析

在图书馆书架前查阅文献资料时，人的肢体活动

范围是有限的，因此书架上每层图书位置的高低都必

须与人的肢体的活动范围相适应，以此来使书架前人

的操作尽可能的舒适、方便。为了使书架的设计满足

此要求，可以利用人体尺寸数据来对书架的设计布置

进行合理的配置，男性身高体重百分位数对照表和女

性身高体重百分位数对照表分别见表1和表2[6-7]（表1

和表2的数据分别来自于赵江红所著的《人机工程学》

以及任丹宁、马广韬所著的《高校图书馆书架的人机

工程学应用》）。

在提出书架的设计方案前必须先了解读者使用

书架的各种适应性尺寸及其对书架设计的影响，因此

必须对书架进行人机工程学方面的分析。通过观察

发现，读者大多采用站姿在书架前浏览查阅图书资

料，而在查阅底层的图书时，则多采用蹲姿，因此本项

目小组在确定设计尺寸时采用了这两种人体尺寸参

数。书架中人的活动示意见图1[7]。

2.1 书架设计与人体站姿各尺寸的关系

要想真正实现图书馆的开架借阅模式，就必须保

证读者能够轻松地将图书从书架上的任意位置取出、

放回。书架的整体设计高度可以根据人体在站姿状

态下眼高和双臂功能上举高来进行数据参照。首先，

书架的最高层位置可以根据人的眼高以及人的视野

表1 男性身高体重百分位数对照表

Tab.1 Male height and weight percentiles table

测量

项目

身高/

mm

体重/

kg

P5

1650

53

P10

1672

55

P50

1750

65

P90

1820

79.5

P95

1840

85

P5

1591

47

P10

1611

50

P50

1686

57

P90

1764

66

P95

1789

70

最新男性身高体重

百分位数

1988年男性身高体

重百分位数

表2 女性身高体重百分位数对照表

Tab.2 Female height and weight percentiles table

P5

1550

43

P10

1569

55

P50

1630

52

P90

1695

60

P95

1710

65

P5

1494

40

P10

1512

42

P50

1580

49

P90

1647

57

P95

1709

60

最新男性身高体重

百分位数

1988年男性身高体

重百分位数

图1 书架中人的活动示意

Fig.1 Schematic of human activities bookshelf

测量

项目

身高/

mm

体重/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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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来确定。在水平面的视野中，正常人双眼的视区

大约在左右60°以内的区域，而在垂直面的视野中，视

平线以上50°和视平线以下70°之间的区域为正常人

的最大视区。因此，书架单元格的长度可以根据人的

视野范围来确定。而在整个空间的书架摆放中，人体

的最大肩宽则为书架的间距提供了设计数据的参考，

为了保证书架之间允许两个人并排通过，两个书架的

间距不应小于人最大肩宽的两倍。

2.2 书架设计与人体蹲姿各尺寸的关系

为了保证书架的功能可发挥最大的效用，并使得

读者能够舒适、方便地使用书架，书架使用率较低的

最底层必须进行重新设计。读者一般都采用蹲姿来

使用最底层的书架，那么书架的最底层的高度设置就

应该依据人在采用蹲姿时的眼高和视野范围来确定，

为了保证一人以蹲姿浏览图书时另外一人能顺利通

过，书架的间距设置还应该依据人在下蹲时的足间距

来确定。

3 “I”形书架的改良设计方案

通过对高校图书馆书架改良设计的用户需求和

设计诉求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书架在用户使用过程中

两种不同使用方式的人机工程学的分析和把握，提出

了书架的改良设计方案——“I”形书架。本款“I”形书

架的设计在保留一般书架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巧妙融

合了新的创意功能，改变了书架的使用方式，使书架

的功能多样化，最终实现读者使用书架的易用性、便

捷性要求[8-9]。

本款“I”形书架的改良设计方案是针对设计前期

调研中提出的一系列原有书架的种种不便，并结合系

统的人机工程学分析而最终提出的方案，“I”形书架整

体及局部造型的设计见图2[8]。该方案能够有效地提

高读者以及图书管理员在使用书架时的便捷性、易用

性、舒适性[9-10]。

3.1 “I”形书架的使用方式、形态与功能

书架既要保留原有功能，又要满足用户的便捷、

舒适、易用等要求，传统的书架结构形态是不够的。

现有书架大多呈规则的长方体形，书架功能均以收藏

保护为主，不能够满足用户轻松查阅、浏览、整理书籍

的需求。针对这些用户需求，“I”形书架进行了从功能

形态到使用方式的一系列改良措施。

“I”形书架整体及局部造型见图2[8]，首先，“I”形书

架整体造型形态呈“I”形，见图2a，这一形态的形成并

非异想天开，而是在满足用户查阅、整理图书的需求

时应运而生的。为了使读者和管理员轻松地查找和

整理最上层以及最下层的图书，本款“I”形书架将书架

的最上面一层隔板微微向下倾斜5°（见图2b），使其

在不影响灯光照明和防止书籍滑落的前提下减小用

户的目光与书脊之间的角度，使用户轻易地浏览最上

层书架的书目；而针对最下面两层既不易浏览书目又

不方便查阅、整理的情况，本款书架将最下面两层书

架的隔板均向上倾斜15°（见图2b），使得读者不用完

全蹲下就可以浏览、查阅、整理所有书目，极大地提高

了书架的便捷性、易用性，也让用户的使用更加舒适、

便捷。经此对书架隔板角度的调整，书架的“I”形形态

便呈现出来。

其次，“I”形书架还巧妙地开辟了书架第三层为

“用户临时操作区”（见图2b），而这一区域正是人体在

站立时手部和胳膊的操作最为方便、舒适的空间区

域，这一巧妙的设计是在平衡用户与书架交互关系时

所作出的妥协。读者查阅图书资料时，经常会先对其

内容进行浏览，而“用户临时操作区”的设立可以满足

读者这一基本需求，且因为读者是以站姿浏览图书

的，所以丝毫不会影响到书架间的穿行秩序。同时在

该临时操作区的最右面，设立了两排代书板（见图

2c），共20个，将代书板放置于读者触手可及之处，这

样即使读者要同时借阅几本书，也可以利用代书板进

行出借图书的标记。这一措施减小了图书错架的几

率，同时也减轻了管理员的工作负担。该临时操作区

还可以作为管理员临时的归架处，管理员可以先将读

者临时查阅的图书以及需上架的图书放置其上，再进

行分门别类的书架整理工作。

图2 “I”形书架整体及局部造型

Fig.2 "I" Bookshelf global and local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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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书架“I”形的形态设计，还是“用户临时操

作区”的设置，其出现的目的均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用

户需求。通过对书架的使用方式和形态的改变以及

功能的延伸拓展，使得书架无论从自身的易用性，还

是用户使用的便捷、舒适性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与改

善，“I”形书架人机工程学分析见图3[7]。

3.2 “I”形书架的拓展延伸设计

“I”形书架为了实现其使用方式和形态的改变以

及使用功能的拓展延伸，从总体形态以及书架隔板的

细节方面都做了很大的改变与创新。

“I”形书架最上层以及最下面两层的隔板角度均

有一定幅度的调整，虽然最上面一层角度的调整幅度

较小，但为防止书籍滑落，在其边缘还是增加了约

1mm高的挡板，最下面两层隔板角度的调整则相对容

易实现。隔板角度的倾斜势必会增加书架的整体高

度，而高度明显较低的“用户临时操作区”的设置恰好

起到了平衡书架高度的作用。当书架隔板倾斜时，书

籍的倾斜会使得书架的宽度明显增加，而这正是书架

呈“I”形的根本原因。上下两端书架较宽，书架中间处

则维持现有书架的宽度，从而便形成这个独特的造

型。“I”形的形态语义亲切近人，兼有拟人的意味，更加

使得图书馆的借阅氛围亲切活泼起来。

4 结语

“I”形书架改良设计方案是充分应用了UCD设计

思想的产物，不论是前期调研阶段时书架使用需求的

分析、书架人机关系的分析及其书架改良设计方案的

提出，都体现着“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I”形书

架改良设计还凸出体现了产品改良设计中所关注的

产品的使用方式及其功能拓展，通过对现有产品使用

方式的不同尝试，进行产品的功能拓展，并提出合理

的结构形态以平衡产品与用户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从而实现产品使用方式的转变及其使用功能的延

续。因此，利用UCD的思想进行产品的改良设计并不

困难，拥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一个逻辑缜密、

思维开阔的脑袋，一颗坚韧、热忱的心，以用户为中

心，探讨用户与产品的人机关系时设身处地的做法，

这一切便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根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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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I”形书架人机工程学分析

Fig.3 "I" bookshelf ergonomic analysis sc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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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设计能力，更是一种心理与审美价值上的取向。

设计心理学可以帮助设计师认识消费者的潜在

心理需求，掌握需求的内在规律，提升自身的审美水

平和对美的鉴赏能力。设计心理让设计师进一步掌

握产品包装设计的思维规律，培养创造力，进而提升

产品包装设计的效率和质量。

4 结语

商品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现代产品包装设计更

加注重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与消费动机的研究，也更加

注重设计心理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指导作用。基于

设计心理的产品包装设计改变并拓展了其功能定义、

设计方法、设计内容等，设计心理重塑了产品包装设

计的观念，对产品包装设计各环节产生深远的影响，

并对后续产品包装设计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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