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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符合老年人情感需求的电动代步车造型设计。方法方法 以感性工学理论为指导，广泛收

集国内外现有的老年人电动代步车产品，应用文献检索、问卷调查、用户访谈和座谈会等方式，搜集老年

人对电动代步车产品的感性评价，并建立起感性词汇与车身造型的设计元素之间的关联性，指导产品造

型的设计。结果结果 得到了2款造型上符合老年人情感需求的电动代步车。结论结论 有助于改变当前市场上

的老年人电动代步车产品外形不够时尚、个性，容易给人留下“残疾车”、“电动轮椅”印象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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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modeling design of electric scooter to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elderly. Using the kansei
engineering method，it widely collected the existing electric scooters for the elderly，and using literature retrieval，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interview and forum，to collect the perceptual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for electric scooter，and
establis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design elements of body modeling，to guide the product
modeling design. Finally two electric scooters that meets the elders′emotional needs are designed. Help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urrent electric scooters are not fashion and look like "disabled vehicles"，"electric wheelch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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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

的一个历史阶段。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步入老龄化

社会。人步入老年后，生理机能进入衰退阶段，心理

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某类特

定产品的独特需求[1-2]。尤其在日常出行方面，对一些

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的老年人来说，安全、舒适的代步

工具是他们迫切需要的。欧美、日本等国家很早就为

步行能力弱的高龄者和残疾人开发了各种类型的电

动代步工具，而我国在这方面的起步较晚，现有的产

品一部分源于年轻人市场上的过时产品，一部分则与

残疾人用品混为一谈。仔细分析这些产品，似乎都围

绕老年人的“老”进行设计，忽略了他们对产品更高层

次的情感需求[3]。这里试图利用感性工学的研究方

法，对老年人电动代步车车身造型进行优化设计。

1 感性工学及其研究方法

产品的创新设计必须包含实用功能，但也不能忽

略消费者的情感诉求。如今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更加重视的是产品能带来的情感刺激，及其背后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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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意义[4]。而能与使用者产生情感交流的产品和

系统，会更容易使用，让人有更长久的情感依赖[5]。感

性工学将消费者对于产品所产生的感觉或意象转化

成设计要素[6]，探索哪些设计定案符合人们什么样的

感性[7]。其实施的关键问题在于：准确掌握消费者对

产品的“感性”，并建立“感性”与产品要素间的关联。

一般的研究流程包括：获得消费者对产品的感性诉

求；确定产品的设计要素；构建感性工学系统；定期调

整、更新感性数据库[8]。

2 老年人出行特征及老年人电动代步车产品分析

衰老不仅影响老年人的各种生理机能，也影响

其心理认知。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更喜欢鲜艳的

色彩和时髦的事物，不愿承认衰老，不愿意给人留下

“年迈”、“病态”、“行动不便”的印象。老年人的这一

身心变化，导致了其活动范围的缩小[9]。调查显示，

城市中老年人的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占日常出行

次数的75.5％；受到交通环境和自身能力的限制，老

年人的出行只能围绕社区周边或社区内的商业服务

设施展开，平均出行距离在2 km以内，远远不能满足

老年人的日常需求。安全、便捷的出行，是老年人的

基本需求之一[10]。

与欧美、日本等国已有的成熟产品相比，我国市场

上的现有产品，难以协调复杂技术与简洁造型间的关

系，部分产品造型老旧，形态上类似“残疾车”、“电动轮

椅”，老年人在使用时显得老迈、残障，不符合老年人的

情感需求。针对现存的问题，本研究重点关注较为热

销的四轮型老年电动代步车产品的造型设计。

3 应用感性工学方法于老年人电动代步车造

型设计

应用感性工学的方法对老年人电动代步车的造

型进行设计，必须在搜集到的老年用户“感性”与代

步车造型设计要素之间建立起关联性，进而构建感

性工学系统。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设计概

念、草图和方案等进行感性分析，建立一种能够预测

用户对设计草图和概念图的感性系统[11]。具体的操

作流程见图1。

3.1 收集老年人电动代步车样本

通过多种途径，包括淘宝、实体店、官方网站等，

搜集尽可能多的四轮型老年电动代步车样本。重点

关注包括美国Pride，日本HONDA、SUZUKI和我国市

场上热销的威科朗、斯雨特、同硕、菲利普、康乐等品

牌的产品，也从展会、交流会中寻找一些尚未上市销

售的新型、概念型产品。共得到74个四轮型产品样

本，通过小组讨论法和KJ图分析法，剔除了外观特别

相近的产品，以及尺寸上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排

除不同置物框和顶蓬等附加物件对同类产品外观上

的影响，最终得到24款代表性的产品样本。

3.2 老年人电动代步车造型设计要素解构

从老年人电动代步车的整车分析，该产品结构比

较复杂，且各部件色彩和材质差异较大。对于四轮

型、车轮尺寸在13~14英寸的电动代步车，其座椅、置

物框等部件是标准化的，可自行配置。为了攫取老年

人电动代步车产品最具有代表性的设计特征（组合），

本研究排除了标准化部件对整车造型的影响，并通过

头脑风暴和专家访谈的方法，对24款具有代表性的产

品样本进行了综合分析，剔除色彩和材质这两大因素

的影响，认为最能体现老年人电动代步车感性的部分

是前脸（车头）与车架前部的线条的组合，因此，本研

究最终选取车架前部（不包含座椅和车尾）与前脸（车

头）的组合特征作为研究对象。

确定设计要素后，对筛选得到的产品样本的车身

线条和前脸轮廓进行勾勒和概括，最终从24款车型中

总结出5款具有代表性的造型组合。老年人电动代步

车造型设计要素解构见表1，为了进一步细化设计，获

得更加准确的结论，本研究将车身侧面的厚度区分为

5~10 cm和10 cm以上两个尺寸维度，将前脸（车头）的

宽度区分为小于15 cm，15~20 cm，大于20 cm 3个尺寸

维度。

图1 感性工学系统操作流程

Fig.1 The kansei engineering system operating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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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老年人受试选择

鉴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基于感性工学的

产品外观设计流程，因此没有作大规模用户分析，仅

选取杭州市内某高校职工社区的26位老年人作为受

试者。受试者平均年龄72岁，均为男性，以排除性别

对本研究的影响。受访者均有高中以上学历，在退休

前从事稳定的工作，职业包括教师、医护、军人、公务

员等，思想开放，有较高的审美水平，收入稳定，有能

力购买电动代步车产品。

3.4 感性需求及其偏好分析

为分析老年人对电动代步车的感性诉求，研究团

队先采用口头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

产品需求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最关注产品的安全

和操作性能，其次是产品的功能和外观。

为提取老年人对产品外观的真实诉求，一方面，

通过阅读已有产品的宣传册、说明书，浏览相关杂志、

网站，进入商场实地调研，搜集尽可能多的描述性的

感性形容词（或名词）；另一方面，采用访谈、观察、座

谈会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了解老年人对产品的

情感需求。对搜集到的近百个感性词汇进行整理，初

步分类和筛选，剔除意义相近的或相关性不大的感性

语汇，再通过集群讨论，最终得出4对最能从各感官角

度描述老年人对该产品感性的词组，时尚的—传统

的、安全的—不安全的、大众的—个性化的、简洁的—

复杂的。

对外观而言，老年人偏好给人较强安全感的产品，

相对喜好大众化的车型，要求简洁的同时，富有时尚感。

3.5 设计评价量表

基于已筛选出的5种具有代表性的车身线条造型

和4对感性形容词，用语义差异法（Semantic Different

Method，SD）来评估造型是否符合要求。本研究应用

语义差异法建立了7级SD量表，见表2。

3.6 建立设计要素与用户感性间的关联

依据感性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分析感性诉求与

产品设计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时，常用模糊分析法或正

交试验法[12]。这两种方法在使用时要求较高的数学知

识，因而本研究采用相对简单的数据分析，辅以定性

描述，以期得到可靠性较高的结论。结果见表3。

从表3分析可知，对于“时尚的”这一感性词汇，样

本1，3，5的得分较高；对于“安全的”这一感性词汇，样

本4给人的安全感较差；对于“大众的”这一感性词汇，

样本1最大众化，而样本3过于时尚、不够大众化；对

于“简洁的”这一感性词汇，样本1，2，5最能给人简洁

的感性认识。综合分析感性词汇和样本的造型组合

特征，可以发现其中的某种联系与规律。例如，“安全

的”老年人电动代步车，车身侧面线条较厚，前脸较

宽，整体较饱满；“时尚的”老年人电动代步车，前脸不

宜过宽，侧面线条应厚实饱满。具体的感性词汇与产

品特征组合的关系见表4。

3.7 指导设计过程

从以上所得结论，进行代步车造型的设计，有助

于抓住用户的感性。一方面，根据老年人对产品的具

表1 老年人电动代步车造型设计要素解构

Tab.1 The design elements of electric scooters

表2 产品样本SD感性量表举例

Tab.2 The sample of SD questionnaire

传统的

不安全的

个性化的

复杂的

-3

-3

-3

-3

-2

-2

-2

-2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时尚的

安全的

大众的

简洁的

前脸造型 车身线条

表3 数据分析结果

Tab.3 Data analysis

时尚的

安全的

大众的

简洁的

样本 1

1

2

1.2

2

样本 2

0.5

1.2

0.6

1.2

样本 3

2

2

-0.2

0.6

样本 4

-1

-1.2

0

0.2

样本 5

1.2

2.4

1

1.6

感性形
容词

对应分值
感性形
容词

车身线条造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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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需求和偏好，可以为不同喜好的用户设计符合他们

感性的代步车产品。另一方面，对于已有的设计草

图，可以进行修改，以使其更加符合用户的情感需求。

从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和感性偏好分析，本研究最

终设计开发了两款老年人电动代步车产品，见图2。

这两款产品外观上沉稳、大气，但不缺乏动感、时尚的

气质和较强的科技感，从根本上摆脱了代步车给人的

笨重、不灵便、像“轮椅车”、像“残疾车”的负面印象，

较好地满足了老年人向往年轻、爱赶时髦的心理需

求。车身侧面线条流畅，包裹厚度在10 cm以上，视觉

上厚实、坚固，能给老年人以较强的安全感；车辆前脸

宽度适中，一款平均宽度12 cm，另一款平均宽度18 cm，

线条圆润，没有过多的装饰，符合老年人对造型时尚、

简洁的代步车的感性诉求；前脸与车身前部的组合，

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总体造型趋向大众化，能够符合

大多数老年人的审美要求。外观的设计也兼顾了老

年人对电动代步车产品功能上的需求，车身整体的设

计符合人机工学，车架前部预留了较大的空间，保证

了乘驾的舒适性。可以认为，这两款设计产品，在外

观上符合老年人对电动代步车“时尚”、“安全”、“大

众”、“简洁”的感性诉求。

3.8 评价设计产品

为验证设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杭州市的老

年人进行了满意度调查，请老年人就“时尚”、“安全”、

“大众”、“简洁”4个方面对上述设计进行评分。在杭

州市各小区、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和养老院随机

抽样，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有效

回收率92%。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绘制成

雷达图，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两款设计产品都有较高的满意

度，都能较好地符合老年人对“时尚”、“安全”、“大

众”、“简洁”的代步车的感性认识。在安全性上，产

品2比产品1获得的满意度更高，可能是因为产品2

的前脸厚度和宽度较产品1更宽厚，整体更加饱满，

给人以更高的安全感；另外，产品2宽厚饱满的前脸，

对其时尚、简洁、大众的感性认识并没有显著的影

响。由此可见，可以考虑在后续的设计实践中，适当

地增加代步车产品的前脸厚度和宽度，以带给老年

人更安全的使用体验。

4 结语

感性工学是一项新兴的、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依据人机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进行新产品开发的技

术，它符合消费者需求和设计发展潮流。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试图探索一个利用感性工学方法进行老年

人代步车情感设计的方法，因此没有进行大样本数据

采集，但最终结果显示，此方法在设计中是可行的。

在后期的设计工作中，笔者会与生产企业一同进行较

大规模的设计调研，并结合企业的用户反馈来设计最

后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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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感性词汇与代步车特征组合的对应关系

Tab.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gn elements and kansei

words

感性诉求

时尚的

安全的

大众的

简洁的

> 10 cm

●

●

●

5~10 cm

●

●

< 15 cm

●

●

15~20 cm

●

●

●

●

> 20 cm

●

车身侧面（厚度） 前脸造型（宽度）

图2 两款老年人电动代步车产品实例

Fig.2 Two electric scooters for the elderly

图3 两款设计产品的满意度雷达图

Fig.3 Two radar charts to show users′satisfaction of products

注：●表示感性词汇与产品特征组合有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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