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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的外观造型设计进行研究，提高其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方方

法法 分析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外观造型现状，阐述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造型设计的设计原则，结合国内某

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外观造型进行改进设计。结论结论 设计结果表明，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整体造型协调

统一、均衡稳定、美观大方、尺度合理、外观品质以及产品识别度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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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terior modeling design of high-speed press for printing corrugated box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the additional value of product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e improvement of exterior modeling design of
high-speed press for printing corrugated box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printing machine in discussion，combined with a domestic counterpart. The modeled pres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ting in
modeling on the whole，stability in balancing，beauty in appearance，equity in dimension，appearance quality and promotion
in product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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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瓦楞纸箱印刷设备的市场竞争越发激烈，虽

然国内的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产品通过多年的研发，

在功能设计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技术水平与产品

功能已经与欧美等先进企业接近[1]，但是外观造型方

面依然落后，同时系列产品缺乏视觉元素的延伸

性，导致产品识别度低，企业难以建立自身的品牌

形象[2]。这些因素使得国内性能优良且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产品整体质量下降了几个档次，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大打折扣。这就促使企业在产品开发时，应把产品

的创新性、外观造型、人机工程等的设计，提高到一个

新的高度，力图设计出绿色节能、色彩适宜、造型精

美、品牌识别度高、符合人机工程学的产品，从而提高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

1 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的造型设计现状

国外工业设计发展较早，目前已建立了发达的设

计服务体系，并通过运用新兴科学技术与工业造型设

计理论，使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外观造型逐渐向个性

化、系列化、家族化的方向发展，外形协调、便捷、富有

科技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瑞士博斯特、法国马田等

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重视产品的外观造型，其产品设

计现代化，直面、斜面、曲面搭配灵活，颜色搭配大方美

观，产品辨识度、系列化程度高，产品外观造型符合引

领行业潮流的国际品牌形象，现代、精美的外观造型，

体现了产品的高质量、高性能[4]。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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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精工、青岛美光等公司的产品，国内的产品设计相

似度高、辨识度差、系列化程度低，以直面、单色为主，

设计较呆板，很难展现企业品牌形象。造成国内外产

品外观造型设计上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产品造型设计理念与实践。国外大公司非常

重视产品的造型设计，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内

企业起步晚，产品造型设计理念落后，没有形成自己

的理论体系，实践层次较低，更多考虑产品性能、成本

和质量，基本处于模仿、仿制阶段，具体表现在对外观

要求高的企业模仿国外产品的外观，不注重外观的企

业模仿制造成本低、外观造型简单的国内产品，这造

成国内产品外观设计雷同、呆板，没有企业自己的特

色，辨识度差。某些企业虽然想通过产品外观造型来

提高产品的档次和企业品牌形象，但是往往只针对某

一款或某一系列的产品进行设计，设计比较孤立，与

企业其他产品难以形成家族化。

2）设计服务体系。目前国内企业产品造型设计有

自主设计和委托设计两种。自主设计由企业自行承担

外观设计的全部工作，这种生产方式对企业人才和资

金要求较高，而且很多驻厂工业设计师缺少专业的、持

续的培训和知识的更替，设计观念不能及时更新，导致

了模仿品大量出现。委托设计是企业在自身条件不完

善的情况下实现产品外观造型设计的一个有效途径，

不仅可以加快企业研发速度，还可以在和被委托方合

作时逐步建立自己的工业设计团队。然而目前很多被

委托的设计师在设计中，忽视了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企

业文化，未能实现企业产品的设计传承，难以实现产品

的系列化、品牌化以及品牌附加值的积累。

随着国内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产品质量和性能

的提高，优秀产品基本具备了与国外产品同台竞争的

能力，需要现代的产品外观造型来展现产品真实的内

涵质量。一些希望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也越来越重

视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面对这种需求，要针对企业

自身的特点，吸取国外企业产品外观设计造型的经

验，通过联合建立工业设计团队，研究产品造型的发

展方向，设计企业家族化、辨识度高、符合国际潮流的

产品外观造型，引导造型设计的方向。

2 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的造型设计要求及设

计原则

根据企业产品主要面对国内外中高端市场，企业

提出了具体的设计要求：操作使用安全方便；整体造型

协调统一；视觉美观；品牌辨识度高。针对当前的外观

造型设计现状及企业的设计要求，为更好地指导后续

设计，总结了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的造型设计原则。

2.1 安全性

由于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结构复杂，运转速度

快、功率大，人们发现许多事故都来源于设计的不合

理，因此在造型设计上必须把安全性放在首位，避免

在产品运输、使用、维护过程中对操作者造成身体上

的损伤[5-6]。例如踏板的防滑性，以及如何防止高速运

转的机器吸入飞尘、杂物等，这些安全隐患在设计之

初就应全面考虑。

2.2 人机匹配

由于操作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的大多是普通工

人，因此应该使人的特征与机器特征恰当配合[7]，使

操作更加方便、省力以及便于维护，从而提高操作者

的工作质量。根据一般人的使用原则，宜选用人体

百分位 10 和 5 两种，分别满足使用人群的 90%和

95%。P5人体模型活动空间见图1。瓦楞纸板输送

台、操纵手柄、手轮应尽量根据人体模型活动空间进

行设计，保证操作区域都在操作者的可达域内，方便

操作及减少误操作。

2.3 功能与形式的统一美

针对目前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机罩为大面积的平

面，设计较为呆板的问题，新的设计应在满足功能的前

提下，考虑造型设计趋势，使整体造型简洁美观，线型

流畅，功能分配合理，符合设计潮流[8]。同时应根据设

计要求确定机器的长宽高等主要尺寸，并根据黄金分

割等原则进行适度调整，使比例尺度更符合审美要求。

2.4 色彩要素

色彩设计需要满足使用者的审美需求，与产品的

图1 P5人体模型活动空间

Fig.1 P5 human body mode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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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境、人的操作过程和心理相协调。由于瓦楞纸

箱高速印刷机是大型机器，在色彩的选取、搭配上应

该使机器看起来稳重大方，同时也要缓解操作者长时

间操作的疲劳。然而目前很多产品色彩选取雷同，搭

配也不合理，有的产品选取单一色彩，有的产品选取

上重下轻的色彩搭配，有的产品色彩过多，这不仅使

机器看起来轻浮，也容易造成操作者的视觉疲劳。同

时随着产品的改进，产品的色彩更换频繁，延续性和

连贯性低，无法体现企业的形象特征，难以让用户对

产品形成印象，忠诚度下降。

2.5 品牌识别度

国内目前大多数企业虽然意识到要通过造型设

计来建立品牌形象，但是设计缺乏创新性，相似度高，

而且往往注重单个产品的外观造型，没能将品牌下所

有的产品进行整体形象设计，造成产品形象品牌识别

度低，难以形成统一稳定的产品形象，无法实现消费

者对企业产品认知的延续性[9]。例如有的产品的

LOGO颜色、字体、大小、位置都不合适，有的甚至很难

看到。在外观造型中，影响辨识度的因素有造型识

别、色彩识别、材质识别和标识识别。

3 外观分析与改进设计

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整体造型方案效果见图2，

该产品主要组成部分是送纸单元、印刷单元、开槽单

元、模切单元。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约束，可组合

使用，一次性完成瓦楞纸板在折叠成型前的印刷、压

痕、开槽和模切等作业[10]。结合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

造型设计原则的应用，来分析该款产品的造型设计。

3.1 安全性原则的应用

通过全封闭的外罩对最危险的工作区域进行防

护，可以有效阻隔灰尘和吸入杂物，便于清洁，增加了

机器使用的安全性，也可以确保在高速运行时机身的

振动达到最小，有效降低噪音，优化操作者的工作环

境。增设了声音警报的附加功能，当机身移动时有警

报声。踏板不仅考虑了安装的稳固、安全性，还通过

表面的肌理处理，起到一定的防滑作用，防止操作者

跌倒。

3.2 人机匹配原则的应用

操纵手柄需要一边操作一边观察仪表盘，因此上

部的手柄设置在第3操作空间，高度为1260 mm，同时

手柄在右，仪表盘在左，防止操作手柄时阻挡视线，满

足操作者的操作习惯。瓦楞纸箱输送台的高度根据

效率最高、纸箱的规格长度及操作者的舒适程度决

定，经过反复实验，选取了600 mm的高度。操作者在

机器的各个操作区域都能方便地看到指示灯，颜色的

设置也符合操作者的心理习惯，绿色表示机器运转，

黄色表示油墨不足，红色表示紧急停止和过载。油料

桶支架采用不锈钢材质，安装在第1区域，方便拆卸清

洗。这些设计符合操作者的操作习惯，提高了操作准

确度和工作效率。

3.3 功能与形式的统一美原则的应用

根据产品功能，将整机分成送料单元、印刷单元、

开槽单元和模切单元，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将各单元

组合使用，每个印刷单元可印刷一种色彩，最多可达6

种。本次设计根据设计要求选用5个印刷单元，与送

料单元、开槽单元、模切单元组合实现五色印刷开槽

模切的功能。根据印刷辊、墙板等主要零部件确定各

单元宽度，最终确定机身总长为6450 mm。机器宽度

在满足瓦楞纸板尺寸要求的情况下，运用黄金分割原

则，确定机身总宽为3980 mm，机身总长与总宽比例接

近1.618∶1。因瓦楞纸板输送台高度选定为600 mm，

运用黄金分割原则，确定机器总高为1570 mm。在整

体造型中主要采用水平线、竖直线和长方形的设计元

素，传达稳重、大气、硬朗的形态特征。同时在顶柱、

踏板等处利用小圆角进行过度，使外观更流畅，形成

动中有静、刚中带柔、直中有曲的造型特点。为使形

体间衔接密切、转变自然，在各单元顶面与竖直面等

处使用斜面元素，既调和了整体形态的单调感，又使

设计带有力量感[11]。

3.4 色彩要素原则的应用

色彩设计着重考虑3个方面，即色彩与人、色彩与

图 2 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整体造型方案效果

Fig.2 Rendering of overall modeling option for printing slotting

die-c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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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色彩与环境。由于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几乎都

是在车间使用，选用素雅、高贵的乳白色为主色调，使

得机器具有明快、细润的现代感，给人温和的视觉感

受，可以有效降低视觉疲劳，但是如果完全是单调的

乳白色则给人单调、刻板的印象，因此采取乳白色和

灰色的搭配，并通过上轻下重、上明下暗的色彩对比

增强稳定感。同时乳白色、灰色与镀铬件的银白色显

得协调，提升了外观效果。

3.5 品牌识别度原则的应用

为提高产品的品牌识别度，在设计上保持一定的

延续性和连贯性。造型识别可通过整体造型的共性

特征来实现，例如整体全封闭设计、开槽模切印刷各

单元的独立可拼装设计；色彩识别通过沿用公司产品

的乳白色、灰色来实现，然而目前瓦楞纸箱高速印刷

机色彩选取雷同，搭配也不合理，延续性和连贯性低，

无法体现企业的形象特征；材质识别可通过产品各部

分独有的材质来实现，例如操纵手轮、操纵手柄、仪表

盘、颜料桶支架等都采用了拉丝钢的材质；标识识别

通过在产品多处融入企业LOGO来实现。在这些细节

设计上，总能找到与已有产品互相呼应的特征，这就

有利于使产品家族化，提高品牌的识别度。这些设计

符合企业“树形象、创品牌”的经营宗旨，彰显了企业

的品牌，提升了企业的形象，通过对产品不断进行继

承与改进，有助于实现产品的系列化、家族化，也体现

了企业“以产品为主体、持续改进创新”的企业文化。

4 结语

随着技术透明化的日趋明显，外观造型在市场竞

争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作为

高科技产品，其外观造型设计理应受到重视。这里分

析了国内的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造型设计的现状，总

结了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造型设计的原则，并结合国

内某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产品进行造型设计，结果为

国内瓦楞纸箱高速印刷机外观造型设计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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