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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索渐消面在工业产品造型上的可行性，分析渐消面的构建及其作为特征面在工业产品造

型设计中的设计法则。方法方法 以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原型论的理解，指出用户视觉感知过

程中工业产品造型特征与用户直觉活动的关系，结合汽车造型设计中渐消面应用现状的分析，对渐消面

在工业产品造型上的应用可行性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渐消面的设计法则。结论结论 基于格式塔心

理学提出了渐消面是用户所认可的一种特征面造型方法，总结了工业产品渐消面特征设计方法，得出了

渐消面造型设计的思路和方法，为工业产品的造型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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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gradual disappearance in industrial products，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gradual disappearance，and its design rules in industrial design. As 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Gestalt psychology，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same type，it points ou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product features and user′s intuitive
activity during the visual perception. It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design in automobile
styling design，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gradual disappearance in industrial product，and the design rule of gradual
disappearance. It proposes that gradual disappearance is a modeling approach which is recognized by users based on Gestalt
psychology，then summaries the methods of the characterized in industrial products′gradual disappearance，draws the ideas
and methods for gradual disappearance styling design，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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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不仅仅要关注产品的的功能性、可用性，

更要关注设计带给人自身的体验，即“反馈自我”式的

体验设计[1]。设计师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并不仅仅受制

于“形式追随功能”这样的功能准则，更多的是要考虑

产品的情感表达。汽车设计一直都是设计界的领航

者，优秀的汽车设计犹如艺术品一样被人们所追求。汽

车造型设计涵盖着造型信息、结构信息和形面信息[2]，其

中形面信息最为直接地体现在造型设计上，而且在汽

车造型上一气呵成的特征线与丰富变化的特征面一直

为人们所认可，并逐渐形成高品质的心理暗示。格式

塔心理学认为用户对产品存在着产品造型完形和意向

完形的认知，对任何形的认识都是直觉经过积极组织

或构建的结果[3]。在格式塔心理学的背景下，汽车造型

中优秀的特征线与特征面都较为成功地运用于其他产

品的造型设计，渐消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1 渐消面概述

渐消面是指产品外形上逐渐消失的面，它分为

曲线对象和曲面对象的消失。曲线渐消，本质是两

个曲面接触线的逐渐消失，即两个曲面的连续性的

改变。当两个曲面的连接是位置连续时，连接处会

出现一条棱线；当连接是曲率连接或者相切连接时，

连接处就会变得平滑，随着棱线的消失，形成曲线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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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曲面渐消，本质则是过渡面的消失，一般表现在

局部造型设计上，从突出逐渐变化到和其他面相融

合，最后逐渐消失。产品上的渐消面见图1（图片摘

自普象工业设计小站）。

渐消面在工业产品造型上的应用有两个作用[4]：

一是渐消面的应用可以丰富面的细节，制造韵动，提

升面的质感；二是渐消面应用在产品的手柄结构上时

具备防滑作用。渐消面在产品造型上形成高低曲面

的落差，或凹或凸，或渐消形成方向动势，打破呆板的

面的设计，增加产品的质感和设计感。人机工程方

面，在手柄造型设计上运用多个渐消面组合的设计能

增加手柄的摩擦力，获得良好的触感。

2 渐消面在汽车造型上的应用

渐消面最早出现在汽车造型设计上[5]。随着汽车

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汽车造型设计的重要性则日益

彰显。据研究表明，当受众观察一辆汽车时，最初的

20 s内80%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车身的造型设计上，2

min后，对造型的注意力仍然维持在60%以上，5 min

后才降到50%[6]。

汽车造型设计体现在造型特征上是指代一个造

型最独特和最显著的部分，包含着造型特征线和特征

面等[7]。渐消面作为典型的汽车特征面，是形面信息

里具有代表性的造型手法。渐消面形成高低曲面的

落差，形成起伏变化的光影，带来强烈的速度感与雕

塑感，是备受设计师与受众青睐的设计手段。

3 渐消面格式塔分析

3.1 格式塔心理学概述

格式塔心理学是指研究具有分离状态的不同部分

的有机整体特征的心理学[8]，它认为事物的“形”既不是

事物客观存在的外形，也不是艺术上所指的广义的形，

而是指人的知觉经验中形成的一种意象组织和结构。

“完形”则是指受众对事物在认知过程中视觉经验和判

断的整体感觉，是主观认识和客观对象高度结合的产

物。格式塔心理学有3个基本观点：整体大于部分之

和；变调性，即同质异构；同型论[9]。同型论最早出现在

建筑设计领域，同型的作用对于设计师的灵感是很重

要的，设计师只有在人们喜爱的那些样式中进行选择

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同型作为约束各种样式的统一

力量，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即只有遵循这个基本的要

求，任何继承或者是偏离原有结构的新的设计样式才

是为人们所喜爱的。继承或者是偏离原有结构的样

式，都是“破”与“立”的过程，而让这个过程行之有效的

前提，必须是人们对于一种同型性具有广泛的共识。

3.2 渐消面格式塔分析

3.2.1 渐消面应用分析

渐消面在汽车造型上的应用，形成了汽车的速度

感和高品质感，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喜爱。在其他例如

数码产品、家电产品等类别的产品造型上，渐消面的

运用也越来越广泛。运用格式塔同型论来分析，渐消

面作为人们喜爱的一类同型，具有拘束其他各种样式

的力量。

渐消面在各类产品上的应用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

图1 产品上的渐消面

Fig.1 Gradual disappearance in products

表1 渐消面在各类产品上的应用

Tab.1 The applications on a variety of products

特征面

反角特征、

渐消面、简

洁大面

渐消面、人

性化界面

渐消面、简

洁大面、圆

润过渡

渐消面、人

性手柄、色

彩分区

感性词

速度的、科技

的、坚硬的、安

全的、高档的、

舒适的

科技的、方正

的、时髦的

温馨的、科技

的、干净的

科技的、安全

的、人机的

设计描述

特征线与特征面

的设计深入人

心，优秀的造型

是高品质与高品

位的象征

时代弄潮儿的必

需品，人机功能

界面设计既人性

又不失美感

代表健康、舒适的

现代家居理念，优

秀的产品成为家

居品味的象征

精致的特征面设

计给使用者安全、

舒适的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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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众对产品的感受是有一定关联性的，任何一类产

品都不是被独立认识的，造型语言也不例外。由表1可

知渐消面在汽车上的成功应用可带给受众“象征高品

质和高品位”的设计描述，同时，其他几类工业产品也

引入了渐消面的设计语言，同样产生了较好的设计描

述，说明渐消面是被受众所认可的一种造型语言。

4 探索渐消面在产品造型上的成形方法

4.1 渐消面的构成

在产品的细节处理上，曲面渐消的应用较曲线渐消

更为广泛。渐消面的构成见图2（图片摘自普象工业设

计小站），曲面①是基础面，是消失面产生的根基；曲面

②是消失面，是渐消面结构的核心，决定着曲面①和曲

面③平陡缓急的程度，一般表现为连接曲面①和曲面③

的面；曲面③是与基础面具有一定高度差的面。曲面②

的中间部分存在明显的面的特征，而两侧则逐渐和曲面

①融为一体。曲面②与曲面①、曲面③分别保持者G1

（相切）连续，曲面①与曲面③则是G2（曲率）连续。

4.2 渐消面线条的分析

线条是形态的基础，是表达渐消面特征的重要媒

介，渐消面线条分析见表2.

从表中可以得出，线条作为渐消面的重要构成要

素，不同类型、不同曲率的线条给受众以不同的认知

感受。当渐消面的边界是直线时，给人一种平稳、力

量感；当边界是速度曲线时，给人强烈的方向感与雕

塑感；当边界设计成圆润的曲线时，产品具有柔和、丰

厚的造型效果，但是也带给受众一种平顺甚至平庸的

感受。在进行渐消面的造型设计时，边界线尽量选择

简洁的直线或者具有雕塑感的速度曲线。

4.3 渐消面造型方法的分析

渐消面作为受众认可的一种造型手法，蕴含着丰

富的造型语言。线条是形态的基础，是渐消面最直接

的造型语言，直观地决定着渐消面的形态感受。线条

相对于面虽然是一维的，但是却可以向两端无限延

伸，具有方向性[10]，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形体的走

势和起伏。渐消面的线条表现为直线时，由于直线是

带有棱角的转折，构成硬结合和硬转折[11]，形成直率、

方向性强的感受，因此其空间特征是平稳、力量和方

向感；渐消面的线条表现为曲线时，曲线较直线则多

了份曲率与韵律的差异，并随着曲率和韵律的差异表

现出不同的视觉感受。

现代产品造型在极简主义与智能化设计的大背

景下，表现出极强的简约感和科技感。在渐消面造型

中，以简洁直线或者速度曲线表现渐消面的产品，可

以塑造出比较强烈的平稳、力量感和雕塑感，与现代

产品简约、科技感的特点相得益彰。

5 结语

在产品设计中，造型设计语言是多种多样的，渐消

面造型设计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汽车工业发展至今，汽

车造型设计一直为人们所追捧，并一度成为高品质的象

征。在追求简洁、高科技的时代背景下，渐消面作为汽

车的特征面，其造型手法越来越受到设计师以及用户的

追捧，同时也被逐渐应用在其他类别的产品造型设计

表2 渐消面线条分析

Tab.2 The line analysis of gradual disappearance

曲线类型

直线

速度曲线

曲线

图2 渐消面的构成

Fig.2 The composition of gradual disappearance

图示 实例 特征因子

带有棱角的

转折、硬结

合、硬转折

开始时为直

线且速度很

快，接着朝

着起点转折

开始时直而

快，随着速

度减小而弯

曲

柔和的面与

面的过渡

设计描述

平稳、简洁、

力量感、雕

塑感、方向感

雕塑感、速

度感、力量

感、方向感

速度感、方

向感

柔和、丰厚、

平顺甚至平

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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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里运用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同型论，探索渐消面在

其他产品上的可行性，同时对渐消面的构成、线条和造

型方法的分析，寻找合适的、完美的渐消面设计方法，对

产品造型的渐消面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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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方面都面临着挑战，需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也为在汽车平台下社会化的信息互动与整合服务

的应用和研究提供新的创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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