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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寻求一种全新的重卡内饰空间布局的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通过对重卡内饰空间的分析，将

小空间设计理论引入到重卡内饰的空间布局中，鉴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前者的独特性，结合人机工

程学、设计心理学，把重卡内饰当作一个小的室内空间进行研究。结论结论 在保证空间布局设计舒适性、

安全性的前提下，提出一种更加人性化、更符合人机关系的重卡内饰空间布局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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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explores one totally new design method of space layout for heavy truck interior layout. Through analyzing

the heavy truck interior space，it introduced the design for small spaces into it.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m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former，combined with ergonomics and design psychology，it tried to research the heavy truck as a

small interior space.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comfort and security，it put forward a more humanizing，more

corresponding the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of heavy truck interior desig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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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一个汽车设计的成功与否不仅仅靠外部造型和内在

功能来决定，汽车内饰的安全性、舒适性同样也是衡

量其价值的关键。汽车造型决定第一印象的好坏，内

饰则是整车档次的最直接体现，与普通轿车相比，重

卡内饰设计更是如此，因此，寻求一种全新的重卡内

饰的空间布局方法，对当今我国汽车行业来说显得尤

为重要。

1 小空间设计

小空间设计是指在有限空间内，既解决空间上的

合理布局，又能在视觉心理上改善空间的狭小感。当

今小空间设计在室内设计领域已经相对成熟，对当代

年轻人来说，对小空间的追求不仅在于可以缓解经济

压力，同时也是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体现。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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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设计往往依托界面进行造型设计、色彩设计和材

质设计等[1]。在室内设计中，通常采用多功能、隐藏家

具、变形、可收纳、利用虚化空间等方式来进行小空间

的合理有效布局，从而实现在不足的空间环境下最大

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

2 小空间设计原则

1）巧妙利用空间。首先确定私人空间和公共空

间，利用隔断、家具或虚拟空间对其进行适当分离，墙

面可以采用竖条纹在视觉上增加室内高度。由于空

间有限，对于家具的摆设可采用隐藏、方便收纳等方

式来弥补空间上的不足，满足空间需要的同时提升人

们的生活品质。

2）突出风格。室内的装饰风格可以直观地体现

主人的心理和性格特点。即使再狭小的空间也要有

自己的风格：浪漫的法国风，清新自然的田园风，豪爽

的轻快风。室内空间突出的风格形式可以给都市奔

波中的主人以精神上的慰藉，缓解工作压力。

3）精心选择家具。家具是室内空间环境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室内空间环境形成一个有机的统

一整体[2]，空间的局限性会放大室内的陈设，良好的家

具选取至关重要，家具作为室内的细节展现，要精心

把握，使其成为画龙点睛之笔，使得整个室内空间充

满生机。

4）合理配色，高效利用视觉心理。考虑到空间和

功能需要，小空间室内颜色不超过3种，通常采用一些

冷色或淡色来增强空间的延伸感。

3 重卡内饰空间布局

3.1 重卡内饰

作为汽车的主要使用者，驾驶人员在汽车内部空

间除了有基本的驾驶活动，也有一些与操作无直接关

系的动作，同时也会产生与操作有密切关系的心理活

动[3]。目前，世界上重卡车型众多，重卡内饰空间布局

的安全性、舒适性成为了衡量重卡档次的重要指标，

也是消费者购车考虑的首要因素。在进行汽车内饰

设计时，在与整车风格保持一致的同时，将民族文化

和企业品牌文化融入其中，因此，好的重卡内饰应该

根据地域文化的差别作相应的调整，从而满足广大消

费者的需求。

3.2 重卡内饰空间分布

内饰空间简单来说由6个面和各个面所围成的空

间组成。重卡内饰空间设计所做的就是如何将内饰

件巧妙、合理地安放在6个面和各个面所围成的空间

内。重卡内饰布局简化图见图1，前面主要分为底部

的操控台和上部的储物柜，两侧的可利用空间是车

门、车门上部空间和休息区的墙壁（图 1 中绿色区

域）。进行空间布局时，各个面都要与其空间相适应，

进而完成空间的合理分布。

由于重卡的特殊性，驾驶室内有时需要满足司机

和乘员几天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狭小的空

间在保证行车的安全和舒适的同时，满足驾驶、副驾

驶休息、储物等功能需要。VILVO FH16的内饰细节

见图2，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保证整体性的同时还提

供有可以满足驾驶员工作、生活的所有必须品。

4 重卡内饰的小空间设计

重卡内饰空间与室内小空间设计的相似之处在

于：（1）以人为本；（2）空间有限，陈设较多；（3）舒适，

长时间生活不会使人感觉疲惫；（4）色彩不宜过多。两

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重卡内饰追求安全第一，体现品

图1 重卡内饰布局简化图

Fig.1 The layout diagram of heavy truck interior

图2 VILVO FH16内饰细节

Fig.2 The interior details of VILVO FH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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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特征，而室内小空间则需要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进

行重卡内饰设计时，对其舒适性、空间布局、色彩等方

面的追求，都可以借鉴室内小空间设计的一些成功案

例，保证安全性的同时让驾驶员和乘员在途中感受家

一般的舒适温馨。这里将室内小空间设计引入重卡内

饰设计中，首先解决重卡内饰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再在

视觉心理上改善空间的狭小感，使得司机和乘员不产

生紧张压抑感。一般环境下，只要几种颜色搭配合理，

在整体明度不高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被人眼很好识别

出来，不容易造成视觉疲劳[4]。司机和乘员绝大多数时

间都要在驾驶室中度过，将小空间设计运用其中，可以

赋予驾驶室家的温馨和舒适，减少路途中的疲惫感。

此外，在驾驶室内部划分中也可以尝试室内空间中的

虚化空间的元素，既有效地划分了功能区，又保证了空

间的开阔性和延展性。

4.1 重卡内饰小空间设计的必要性

驾驶室空间有限，车内要准备司机和乘员的一些

生活必须品，司机要轮流休息，良好的休息环境才能保

证工作的安全顺利进行。重卡内饰的小空间设计旨在

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途中的生活

需求，合理安排空间布局，将狭小的空间“扩大化”，不

让人感到压抑。

4.2 重卡内饰小空间设计原则

1）合理利用空间。空间利用的合理性由司机和

乘员在驾驶室内的空间活动情况来决定，空间内一切

设计都是以人为主的。驾驶区可以当作“办公区”来

设定，周围环境要保证司机的安全驾驶；驾驶区后的

休息区可以从小型的卧室设计中提取灵感，前提是不

影响司机的正常工作和整车内饰的完整性；副驾驶和

休息区相通，可当作小型的“客厅”，通过调整下铺床

折叠与否的状态来调整活动空间大小。此外，还要提

供人们在途中的生活必需品，根据生活习惯和使用频

率的顺序将储物柜、冰箱、电视等设施安放在相应的

空余位置（座椅下、驾驶室内上部空间等）。

2）安全和舒适。汽车中由安全性和安全感两方

面构成[5]，同样舒适也可分为舒适性和舒适感。重卡

内饰设计过程中，安全和舒适是相辅相成的，良好的

舒适性才能保证大环境的安全性，整体的安全性直接

提高设计本身的舒适性。空间的安全性和舒适性都

要从造型和色彩上加以表现，除了内饰部件的舒适

度、强度外，也要注意空间的颜色搭配。汽车内饰的

色彩设计必须以宜人性为主要目标，有利于驾驶和乘

用，总体要求美观、亲和、快意、友善，使人感到舒适、

无刺激，减轻烦闷和疲劳[6]。考虑到行车途中的安全

性，重卡内饰颜色不宜过多，当下重卡内饰普遍以浅

灰色为主色调，保证长时间在此狭小的空间内不产生

浮躁感，再适当地以点、线、面的形式增加少许的亮

色，使得空间不会过于沉闷，赋予层次性。

3）完整性。一般来说，在描述和构建一个造型特

征时可以用特征点、特征线和特征面作为基础[7]，在汽

车内饰中常用线特征和面特征来表现，即造型与色彩

的连续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线连续和面连续。除了

要与驾驶室造型风格一致外，内饰空间还要有其自身

的连续性。奔驰全新Actros重卡内饰见图3，可以看

出内饰前端和两侧在造型与色彩上都有良好的呼应，

内饰空间的完整性可以缓解车内人员的视觉疲劳，消

除焦虑感，从而确保行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4）地域性。设计是人类文化的载体[8]，进行产品设

计时首先要明确设计的目标人群，由于地域文化差异，

消费者的体型、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都有很大

不同。如欧洲重卡（VOLVO、SCANIA等）更加注重内

部空间的舒适性，造型上也和驾驶室流畅、明快的线条

相呼应；北美重卡（Freightliner、Kenworth）则是通过大

的体面来追求安全感；亚洲重卡（中国重汽、日本的

ISUZU、MITSUBISHI）则是将经济性放在了首位。

此外，为提高生活品质和重卡内饰的趣味性，可

以适当添加小饰品，提高生活品质。驾驶和副驾驶之

间有较大的区域，在不影响行车安全舒适的前提下，

可以在此空间做一些DIY，让原本乏味的途中生活充

满生机。

5 设计案例中的规则运用

当今中国许多设计师为了作品与“国际化”接轨，

刻意应用国际化语言，结果不仅失去设计原本的文化

含义，更脱离了本土文化[9]。本次研究根据以上阐述

的重卡内饰小空间的设计原则，结合我国重卡的市场

图3 奔驰全新Actros重卡内饰

Fig.3 The heavy truck interior of Benz′s Act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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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和重卡司机在途中遇到的常见问题，运用人机工

程学相关尺寸，设计一套拥有中国传统元素的综合安

全性、舒适性、实用性为一体的重卡内饰空间，本次课

题研究的重卡内饰空间布局设计案例见图4。红色是

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是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

皈依，也是中国的象征[10]。为保障行车的安全，缓解视

觉疲劳，在空间的大色调上与大多数重卡内饰相同以

灰色调为主，前端与两侧则用中国传统红色以带状的

形式连接，打破灰色沉闷氛围的同时提升整个内饰空

间的连续性，再在空间中增加现代化的几何形态的亮

灰面，赋予整个空间层次感。在储物功能方面，根据

卡车司机对各个用具使用频率的不同，将生活用品安

放在相应的空余区域内；驾驶与副驾驶之间安装了一

个可拆卸的储物盒，也可当作一个临时的小桌，方便

生活需要；休息区采用了折叠的方式大大增加了空间

的利用率，完成休息功能后，将其折起成桌子形成一

个空间相对较大的“客厅”，给途中辛苦工作的司机家

一般的感觉。

6 结语

汽车的内饰设计是衡量汽车实用价值的重要标

准，对重卡来说尤为重要，提高重卡内饰的舒适性、安

全性则是设计的重点。这里大胆地将重卡内饰和室

内小空间相结合，希望能够在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切

入点，将驾驶室当作一个可移动的室内空间来设计，

尝试从中寻求一种更高效的重卡内饰空间布局的设

计方法。由于重卡内饰的复杂性，本次课题还要继续

深入研究，旨在可以对重卡内饰的空间布局提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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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卡内饰空间布局设计案例

Fig.4 Design case of heavy truck interior space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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