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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推论式感性工学研究法在电子产品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以空气净化器为实际案例进行

了思路的展开和设计，通过收集感性词汇和产品样本、建立语义轴、分解产品设计要素等手段，配对了

感性诉求与设计要素，并结合了理论与实际。结论结论 感性工学在设计实践中应结合其他方法，并充分

考虑市场和客户需求，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作为一种新兴的设计研究方法，在工业设计领域中

的应用将越来越广。

关键词：工业设计；感性工学；推论式；电子产品；空气净化器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5）04-0128-05

Application of the Inference Kansei Engineering in Electronic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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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erence Kansei Engineering method in electronic product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design case，it made the design for air purifier to show the train of thought. Though collecting Kansei words and
catalogs，it established semantic axis，decomposed design elements，and matched the emotional appeal and design elements，
combined theory with reality. The Kansei Engineering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other methods in design practice，and fully
consider the market and customer demand，in order to play a due role in the product design.But as a new research method of
design，the Kansei Engineering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industry desig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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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产品设计的研究方法大多停留在感性

的层面上，即设计师在做造型设计时，往往依赖个人

的美学观点和造型能力进行创作，这应该与产品设计

专业脱胎于传统的手工艺生产有着直接关系。传统

的工学类专业，如机械工程设计等，其研究方法多基

于定量研究和实验的数理统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

性的设计。工业设计专业因其边缘性和特殊性，无法

与传统工学专业的研究方法进行并轨，但与艺术创作

的方法也不能等同。因此，如何在尊重工业设计固有

属性的前提下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和科学性规

范，是该专业发展之路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个人审

美观受社会文化变迁和时尚风潮的影响极大，美学观

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就迫切要求工业设计专业

在设计方法上能够规范化，以不变应万变，可随时应

对流行时尚元素对设计造型风格的冲击。

1 感性工学概述

自人机工程学引入工业设计以来，人们已经逐渐

意识到以具体的数据作为参考进行产品设计是行之有

效的，在设计的某些方面，如产品人性化设计的尺度把

握上，设计师也更加自信。正是受此启发，感性工学应

运而生，这是一种将消费者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情感

诉求和认知作为研究内容，并用工学研究手段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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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处理的研究方法[1]。简言之，就是将人类情感进行技

术性处理，对那些正面、积极的情感进行总结，并将其

与具体的产品造型细节要素进行匹配，以此来确定设

计与情感的关系，从而建立产品设计模型。这是一个

理想的研究状态，事实上，感性工学的研究结果要受到

诸如实验样本选择等多个条件的影响，其结果未必十

分准确。因此，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还要综合运用其

他设计手段对设计结果进行修正。

感性工学的分析方法可分为前向式感性工学方

法和逆向式感性工学方法[2]。前者不需要借助电脑进

行数据的分析，而是以不断进行需求层次划分的方

法，逐次缩小研究的范围，并最终将被试对象的需求

转化为具体的设计要素；而后者需借助计算机辅助设

计系统，将设计方案的具体要素进行分解，随之转化

为感性评估量，通过对这些评估量进行分析，确定是

否符合设计师的意图。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方法往

往交叉使用，共同构成了基于感性工学的设计分析与

评价系统[3]。

感性工学为工业设计方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

途径，就目前来看，在特定产品的造型设计过程中确

实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2 设计过程

2.1 收集感性词汇

1）从市场、杂志、网络等媒介中收集能够描绘顾

客对车载净化器类产品感受的代表性词汇100~200

个。这些词汇具有随机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如漂亮、

繁杂、秀美、轻薄、圆滑、有趣、大众等等。

2）将收集到的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去掉意义相

近的词汇，并将生僻的词汇也去掉，最后将剩下的词

汇进行分类。如将简洁、简单、简约合并为简洁，将复

杂、繁杂、反复合并为复杂，将挺拔、高大、高挑合并为

挺拔等。

3）通过分析、讨论，从每一组中挑选出最具代表

性的词汇，并找出其反义词进行配对。具体的配对结

果如下：“简洁”对应“复杂”、“挺拔”对应“柔和”、“素

雅”对应“华丽”、“个性”对应“大众”、“动感”对应“稳

定”、“易用”对应“晦涩”等。

2.2 收集样本图片

在网络和市场中，运用下载和拍照的手段，收集

大量几乎囊括了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样本产品的图片，

见图1。

可以看到，现有产品的造型风格有着很大的不

同，为了进行不同风格的比对和量化分析，下面根据

所有产品按照造型风格的不同，将其分为3组，见图2。

2.3 建立语义轴

1）运用SD法，结合李克特五点量表[4]，建立数轴，

见图3。数轴两端分别是两个意义相反的词语，数值

越小，越接近左侧的词语，反之则越接近右侧的词

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被试对象对3个样本产品进行

打分，打分的时候完全凭借被试对象的第一感觉[5]。

2）将被试对象打分的结果进行求取平均值，打分

后平均结果见表1。

3）制作语义轴[6]，见图4，将样本产品传达出的语

义进行图表化处理，可以更直观反映出样本造型给用

户的视觉印象。

图1 样本图片

Fig.1 The sample images

图2 对不同风格的样本图片进行分类

Fig.2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style pictures

图3 数轴

Fig.3 The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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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语义轴的分析可以直观看到影响每个样

本产品的关键语汇，总结如下：影响柱状体风格的关

键语汇为简洁、素雅和易用；影响球状体风格的关键

语汇为简洁、挺拔、个性和易用；影响块状体风格的关

键语汇为复杂、柔和以及个性。

2.4 分解设计要素

经过以上的分析，每一个样本产品所呈现出来的

语义都已用感性的语汇进行了描述，再从产品的构成

入手分析为什么这些产品会给人这种感觉。一件完

整的产品可以分解为造型、材质、结构、色彩等诸多方

面，每方面都可以成为影响产品观感的要素，而每方

面都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细分[7]。这里主要从产品造

型的角度来分析设计要素对使用者感性认识的影

响。决定了产品造型的元素都有哪些？简单来说，就

是点、线、面。对设计类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

——平面构成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详细剖析点、

线、面在设计中所代表的含义和具体应用的问题。

经过讨论分析，将产品样本的造型进行解构，挑

选出最核心的设计元素，见图5，可见产品的侧面轮廓

线、截面形状以及细节元素的排列方式是造成产品不

同感性认识的决定性因素。但这些分析结果主要还

是基于纯粹感性的认识，属于定性分析，尚未上升到

定量分析的阶段。为了让分析结果更理性和更具备

科学参考价值，下面将采用单一变量法对设计要素与

感性认识的对应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8]。对于设计

的样本产品来说，根据前面的分析，涉及到的变量分

别为侧面轮廓线、截面形状、细节元素的排列方式。

将每一变量的可能变化方式进行图形描述，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见表2。

2.5 产品设计

如果是委托设计，则在设计之初，要跟客户进行

充分沟通[9]。根据客户要求，本次设计定位于20至30

岁之间的年轻群体，要求设计的桌面空气净化器简

洁、柔和、动感、素雅，并体现出现代感。

根据前面的分析，将产品设计元素与感性诉求进

行结合，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这些感性诉求之间是

有一定矛盾的，比如柔和与动感就有冲突，这就要求设

计师采取折衷的态度。如对侧面轮廓线的设计上，可

以从曲率大小和曲率方向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表1 打分后平均结果

Fig.1 The average results after scoring

样品

简洁——复杂

挺拔——柔和

素雅——华丽

个性——大众

动感——稳定

易用——晦涩

柱状体风格

2

3

1

3

3

2

块状体风格

2

2

3

2

3

2

块状体风格

2

2

3

2

3

2

图4 语义轴

Fig.4 The semantic axes

图5 对样本产品的造型进行解构

Fig.5 Deconstruct the modeling of the product samples

表2 造型变量的图形描述和结果分析

Tab.2 The graphic description and result analysis of mode-

ling variable

130



第36卷 第4期

感性诉求与设计元素的配对见表3。

为了达到客户需求，对侧面轮廓线的设计应选择

较小的曲率和内凹的方向以体现动感诉求，对截面形

状的设计应选择圆形以体现简洁和柔和的诉求，对细

节元素的排列应选择非对称位置和较小的占有面积

以体现动感和素雅的诉求。

根据以上的分析设计了3款不同造型的方案，见

图6。需要说明的是，设计里的细节元素主要体现在

按键、logo和进风口等部分，而且3个方案均采用标准

回转体造型，细节元素的非对称性均体现在了竖直方

向上。

经过比较，客户挑选了第一款方案作为最终方

案，并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3 结语

感性工学为设计师们提供了研究产品造型设计

的一个途径和方法，但设计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

程，只用一种方法是行不通的。感性工学和其他设计

方法一样，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有其自身的方法论特

点，同时又和其他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在设

计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让设计

作品趋于合理，从而经得起市场的检验。这里只对可

能影响产品感性诉求的造型元素进行了分析，但在设

计过程中，产品的其他表现要素诸如材质、色彩等也

对产品的最终呈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便增加了

产品设计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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