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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究可用性目标在可穿戴设备设计与评估中的实现方式。方法方法 以可用性工程理论为基础，运

用案例分析法，探讨可用性目标在医疗监测类可穿戴设备、安全救助类可穿戴设备、能量转换类可穿戴设备

以及手机应用类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结论结论 得出可用性目标在可穿戴设备中的运用方式，以及不同

领域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的差异性，为今后可穿戴设备的设计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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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usability attributes in the design of wearable devi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sability engineering，it explores the wearable devices′usability in the areas of medical monitoring，safety and rescue，

energy conversion，mobile assistant by case analysis. It offers the usability attributes in the design of wearable devices，and

the differences of usability attributes in different wearable devices areas，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wearab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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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科技产品的形态和

功能不断演进，从增强现实的谷歌眼镜，到能够与手

机相连的智能手表，从健康监测的智能手环，到用于

安全防护的智能头盔，可穿戴设备开始进入生活的方

方面面，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体验。可穿

戴设备的设计和研发涉及到硬件、软件、信息处理等

诸多方面，如何结合和运用先进技术，使可穿戴设备

具备可用性，满足用户需求，并给用户带来良好的体

验，是可穿戴设备设计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1 可穿戴设备的发展现状

可穿戴设备，是指可以穿戴在用户身上或可以与

用户的衣物整合的设备[1]。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信息时

代，可穿戴设备的应用领域包括健康保健、增强现实、

医疗监测、社交娱乐、安全救助、商务媒体、能量转换

等，可穿戴设备以其便利的交互方式，将智能设备应用

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巨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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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然而，目前的可穿戴设备缺少人们愿意穿戴的舒

适性，如何让用户穿戴设备时感到自然，是可穿戴设备

设计研发的基础；可穿戴设备的功能缺少独特性，个别

智能手表只是智能手机的缩小版，不能吸引用户的购

买欲；人们还不能普遍接受可穿戴设备另类的造型，部

分可穿戴衣帽形状怪异，周围人异样的眼光给穿戴者

带来了心理压力；可穿戴设备的语音识别功能[2]准确性

还有待提升，用户信息安全[3]还有待保障，电池蓄电技

术还有待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是可穿戴设备的功能

方面、外观方面、体验方面，还是可穿戴设备的技术方

面，都对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产生了影响。

2 可用性目标[4]在可穿戴设备设计中的应用

尼尔森提出的可用性目标中的5个[5]为：（1）可学

习性，系统或产品应该易于学习，并且可以让用户很

快开始操作并达到其预期目标；（2）效率，效率性是指

当用户学会使用系统或产品后，能以较高的效率达到

期待的目标；（3）可记忆性，系统或产品的操作方式应

该容易被用户记忆，尤其对于一段时间没有使用系统

的临时用户，再次使用时也可以不用从头学起；（4）容

错，容错指的是系统或产品的错误率较低，让用户在

使用时不会犯很多错误，即使犯错也能轻易克服；（5）

满意度，系统或产品能够让用户主观上感到满意。

这5个可用性目标已经成为产品和界面设计不可

缺少的准则。可穿戴设备作为不同领域的交互式IT

产品，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可穿戴设备的特

定使用领域的特定使用人群，在特定使用情景中达到

可用性目标。可穿戴设备的主要类型[6]包括：根据可

穿戴设备的应用层面，将可穿戴设备划分为以目标实

现为向导和以日常应用为向导；根据可穿戴设备的功

能层面，将可穿戴设备划分为功能创新型和功能扩展

型；根据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层面，将可穿戴设备划分

为内部数据采集和外部数据处理。下面根据可穿戴

设备的应用层面，选取医疗监测类可穿戴设备、安全

救助类可穿戴设备、能量转换类可穿戴设备、手机应

用类可穿戴设备为例，分析在这些应用领域中可穿戴

设备的可用性目标。

2.1 医疗监测类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

医疗监测类可穿戴设备主要包括心率监控器、运

动健康追踪器、体重测量器、睡眠状态监测器等。用

户可能在有情绪压力或者身体痛苦的情况下使用医

疗穿戴设备，因此用户学习与认知可穿戴设备存在更

多障碍[7]，对可穿戴设备的舒适性也更加敏感。设计

医疗类可穿戴设备时，应充分考虑用户使用的情景，

关怀用户的身心状况。

美信公司设计的Fit衫见图1，内置传感器可测量

患者的心电图、体温及活动量等数据。患者只需穿上

Fit衫，传感器便开始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监测后显

示在应用程序上的数据信息，能够被医护人员认知；

患者出汗、撕扯衣服以及错误的穿衣方式，都不会对

监测产生影响；数据具备精准性与实时性，避免对医

护人员产生错误的引导，保证医护人员能够通过有效

的数据为患者对症下药。

2.2 安全救助类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

用于安全防护类的可穿戴设备，其危险救助功能

显然不是用户会经常使用的功能，而当用户发生危险

急需使用救助功能时，其操作步骤能否被身心都处于

压力状况下的用户想起，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可穿戴

设备的可记忆性目标，这就要求简化操作步骤，让使

用者不需要学习完全靠用户的本能反应就能操作，在

需要使用救助功能时，设备不能发生电量不足或功能

失效等无法使用的致命错误，必须真正给处于危险的

用户提供帮助或保护，才能使用户满意。

自我救助手环见图 2a（图片摘自 http：//www.

smartcities.com.cn/），当用户落水或在游泳抽筋等紧急

情况下，用户拉长手环，手环就会迅速自动充气成救

生圈，用户可通过救生圈自救或等待救援的到来。然

而，这个设计并没有考虑在用户溺水的紧急情况下，

作为该功能的临时用户，是否记得手上佩戴的救助手

环，是否记得手环充气的操作步骤，是否能够成功拉

到手环等可用性问题。

隐形头盔见图2b（图片摘自hovding），在衣领中内

置安全气囊，当传感器检测到用户的动作超出常规幅

度时，便会在极短时间内充满安全气囊，将使用者的

头部包裹起来。与图2a需要手动救助的方式相比，这

种自动监测危险并自动提供保护的方式，具有一定的

图1 美信公司设计的Fit衫

Fig.1 The Fit designed by Maxim Integrated

张元等：可用性目标在可穿戴设备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73



包 装 工 程 2015年4月

优势，它不需要用户在危险时记忆任何操作来开启其

防护功能。然而，该头盔需要电池给传感器供电，才

能时刻监测用户的动作，电量不足或没电时，该防护

功能可能会失效而引起防护失败的致命错误。

2.3 能量转换类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

利用太阳能充电的衣服、收集动能的鞋子、利用

风能的充电帽子等，这类用于能量转换的可穿戴设

备，由于设备与身体高度贴近的特殊性[8]，首先应避免

能量收集和转换的过程中，设备自身发生漏电、爆炸、

辐射等危害用户安全的致命错误；避免设备自身发

热、散热影响用户的穿戴舒适的体验；自动或一键开

启能量转换功能，用户不需要学习就可使用；对自然

环境要求小，能量转换需要有一定的效率性，转换后

的能量可以立即被利用。

充电鞋见图3（图片摘自投递资讯网），当用户开

始行走时，鞋垫里的微型液滴开始流动，动能转换为

电能，并配置无线充电装置，通过无线给手机或笔记

本充电。用户不需要学习如何使用该充电鞋，只需要

穿上鞋子开始走路，鞋子就可以自动为用户附近的设

备充电。在设计时应注意充电鞋的防水性，不会因用

户误使充电鞋浸水，而导致充电鞋的功能损坏或发生

漏电的危险。

2.4 手机应用类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

以谷歌眼镜为首的手机应用类可穿戴设备是智

能手机的另外一块屏幕[9]，必须配合智能手机或平板

电脑使用。设计这类可穿戴设备时应减少与现有智

能手机重合的功能，增强可穿戴设备的独立性，避免

其成为手机的附属品；由于这类可穿戴设备体型较

小，与智能手机连接后功能强大繁琐，设计时应考虑

这类可穿戴设备的可学习性和有效率的控制性；开启

摄像头功能应提供提示反馈，保护用户和用户周围的

人的隐私，带给用户完善独特的使用体验，提升用户

满意度。

谷歌眼镜见图4a，运用语言控制操作功能，语言

控制对环境要求以及用户发音要求很高，如果可穿戴

设备不能准确识别用户的语音，用户达到目标的效率

性就会降低。谷歌眼镜强大的拍摄功能，也导致人们

对佩戴了谷歌眼镜的用户产生恐慌，害怕他们用谷歌

眼镜偷偷拍摄，这也影响了产品的满意度。

三星智能手表见图4b，作为三星手机的延伸产

品，具有打电话、播放音乐等功能，其触摸屏幕尺寸较

小，这要求用户非常精细的操作，用户本来只需要单

手操作手机就可达到的目标，而佩戴智能手表却需要

一只手触碰另一只手腕上佩戴的手表才能完成操作，

这也导致产品的效率性和用户的满意度降低。

3 可用性目标在可穿戴设备设计中的应用启示

作为当今信息科技前沿与热点之一的可穿戴设

备，正在或已经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可穿戴设

备的可用性，是其能否成功的关键。这要求可穿戴设

备在穿戴体验的舒适性基础上，具备功能的独创性、

操作方式的简易性与可学习性、信息传递的可认知

性、长期不用后的可记忆性、减少错误选择的可能性、

交互方式的高效性、数据测量的准确性、外观形态的

时尚性、质量和隐私的安全性、硬件设备和软体的兼

容性、电池电量的蓄电性、用户的主观满意性等可用

性目标。可穿戴设备应用领域的广泛性，使可穿戴设

备设计准则更加复杂，设计师在设计可穿戴设备时，

图2 自我救助手环及Hovding隐形头盔

Fig.2 Self-rescue wristbands and Hovding stealth helmet

图3 充电鞋

Fig.3 Charging shoes

图4 谷歌眼镜及三星智能手表

Fig.4 Google glass and Samsung smart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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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从某一个具体领域寻找切入点，挖掘该领域的用

户需求，充分考虑用户特征和用户使用情景，以用户

为中心[10]，提升可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

4 结语

可穿戴设备是人类对智能设备革命性的创新，推

动人与物联网的发展，它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相融

合，为用户提供便利的服务，带给用户实时的互动体

验，满足用户的需求。设计开发可穿戴设备时，应该

以用户日常生活习惯为基础，运用可用性评估方法反

复测试并改进设计方案中存在的可用性问题，提升可

穿戴设备的可用性目标，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人机

工程学、美学等理论学科，提升可穿戴设备的整体系

统可接受程度，推动可穿戴设备的进一步发展，使其

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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