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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分析产品设计流程，设计师在进行产品设计时正确选择设计软件，提高工作效率。

方法方法 通过实例分析三维软件与平面软件的区别，并通过介绍产品设计流程的分类，论述设计软件在

产品设计流程中的具体应用。结论结论 设计软件在产品设计流程中的应用主要根据正向设计流程与逆

向设计流程的具体特征不同而有所区别。结构相对简单的产品在正向设计流程中选用三维软件进行

产品设计，结构相对比较复杂烦琐的产品在逆向设计流程中选用平面软件进行产品设计。

关键词：设计软件；产品设计；设计流程；正向设计；逆向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5）14-0137-04

Application of Design Software in Product Design Process

LI Lan
（Chongqi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the designer of proper selection of the design software in

product design，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aising the work efficiency. Through the example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3D software and graphic software，and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to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discuss the specific applica⁃

tion of design software in the design process. Application of design software in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spe⁃

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forward design process and reverse design process of difference. The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simple product selection of 3D software in the forward design process for product design，structu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product selection of graphic software in reverse design process i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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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软件的应用是产品设计流程中的重要环节，

它不仅能将设计创意具象化，还是设计师与结构师、

模型师、客户等相关人员相互沟通的重要方式。设计

软件的使用是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功能和高效的

图形处理能力，对产品进行辅助设计、分析、修改和优

化[1]。在产品设计中目前常用的设计软件主要分为三

维软件与平面软件两大类。常用的产品设计三维软

件主要是 Rhino，Alias，3Ds MAX，UG，ProE，Suface，

CATIA，SoidWorks等，常用的平面软件主要是PS，CD，

AI等。在产品设计流程中正确选用设计软件可以准

确表达产品的形态、功能、色彩、结构等产品要素，能

够填补设计师与工程师之间的沟壑，并可以帮助客户

更快、更清晰地了解产品，还可以清晰直观地与同行

或客户之间交流修改方案，是目前提高设计效率的有

效手段。同时正确选用设计软件还可指导模型制作

与产品生产，在模型制作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设计软

件制作设计图纸与形态模板来辅助模型的制作，因为

应用软件制作产品形态模板可以增加模型制作的准

确程度，并节约模型制作的时间；在生产的过程中，设

计软件主要应用在效果图与模型制作完成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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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与构建，根据模型构建产品数据可以指导生产。

在产品设计流程中正确选用设计软件不仅有效地节

约了开发时间与成本，还使设计师与院校师生在具体

应用时提高了学习与工作效率。

但目前设计师与院校师生对于设计软件在产品

设计流程中的应用认识比较片面，特别是院校师生过

分地追求三维软件表达的绚丽效果，而没有理性针对

实际流程选择正确的软件。殊不知设计软件效果图

上的一道阴影就代表着一道加工工艺，一条缝就代表

着一条分模线……，等到开展实际项目时，这些不太

实际的效果常被称为“纸上谈兵”，无法实际用于生

产。目前，能帮助人们高效地了解设计软件在产品设

计流程中应用的系统研究很少，而正确、科学地选择

设计软件也成了困扰设计师与院校师生的一个重要

问题。

1 产品设计中三维软件与平面软件的区别

在产品的设计程序中，一般先用手绘草图表达

创意，再通过设计软件把手绘草图转换成图形与数

据，通过设计软件制作出的图形让设计师及时对设

计作出判断和修改，并通过软件制作出的数据引导

生产。但不同的产品在具体的设计流程是有所区别

的，因为产品设计是一个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反复迭

代的设计求解过程[2]，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设计流

程，而目前众多的设计软件对于产品设计流程并没

有具体的针对性。

在设计一组调味瓶时，既可以选择平面软件也可

以选择三维软件，那在设计流程中哪种软件才是更科

学、更高效的选择？如果使用平面软件来进行设计制

作，需要绘制产品的多个侧面才能表达清楚产品的全

貌。但如果使用三维软件来制作，由于调味瓶本身结

构简单，形态并不复杂，可以迅速确定产品的各个细

节尺寸以及结构方式，这样的话使用三维软件就能快

速地制作出各个面以及透视的效果，同时修改某个部

分也能直接看到修改后的整体效果，这时三维软件的

优势就相对明显。黄诗鸿设计的调味瓶见图1。

在设计一款小型发电机时三维软件却并非最佳

选择。

1）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对美学要素的取舍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直观判断和专业猜测[3]，那么，小型发

电机的倒角度数以及曲面效果的曲率等复杂造型是

并不准确的，它们是在设计师头脑中形成并经过设计

软件反复调整得到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时的数据是

无效的，仅仅是效果而已。

2）事实上，很多厂家在进行产品设计时，通常并

不是完全重新设计一个产品，对已有产品的改良才是

主要的设计目的。常常在市场上看到许多型号雷同，

设计却不同的产品，说明这类别的产品可能拥有同一

种基本框架。就小型发电机来说，可能是同一个结构

尺寸或者同一个钣金件等，在设计中很可能多个设计

角度或者尺寸是不需要改动的，那么用三维软件制作

一些不需要设计修改的基准面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实

际用途的。

3）表面上使用三维软件在修改某个设计部分时，

能得到修改后的整体效果，但正如前面所讲，有些基

准面的建立并不是必要的，而使用三维软件修改数据

远没有平面软件来得快捷。比如面板表面造型的位

置、形状、高度、色彩在平面软件中有可能仅仅是拖动

一个图层，调整色彩和阴影的位置而已，使用三维软

件进行修改就慢得多。在实际的小型发电机设计项

目中，通常的做法是先用平面软件来快速地制作需要

设计改良的面形方案，小型发电机设计方案见图2，该

设计就是用平面软件PS绘制的小型发电机设计方案

比较图，再以此为基准进行三维数据修改，制作出多

个样本模型进行参照对比，确定一些复杂形状及结构

关系后，选出最合适的方案进行制作最终的开模数据

从而完成设计。

不难看出，不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而片面选择某

种软件，这在设计上不仅浪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还

图1 调味瓶设计

Fig.1 The seasoning bottle design

图2 小型发电机设计方案

Fig.2 The design scheme of small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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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针对这个问题，这里从产品

的设计制作流程分类来具体阐述设计软件在不同类

别产品中的应用问题。一般产品设计制作流程主要

分为两大类：（1）正向设计流程；（2）逆向设计流程。

2 设计流程中设计软件的具体应用

2.1 正向设计流程中设计软件的应用

2.1.1 正向设计的概念与适用的产品类别

正向设计开发流程是遵从一种预定的顺序模式，

即从市场需求抽象出产品的功能描述，然后进行概念

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及详细的零部件设计，并

制定工艺流程，完成加工及装配[4]。正向设计流程一

般是先手绘创意草图，再用设计软件把手绘草图转换

成图形，即电脑三维模型与效果图，然后根据效果图

制作手板模型，最后生产产品。正向设计程序适用于

结构相对简单的产品，如IT、家电、家居等产品，或者

是形态结构易改变的产品。

2.1.2 正向设计流程中选用三维软件

由于结构简单的产品采用正向设计程序，因此在

正向设计程序中的设计软件一般选用三维软件。一

是因为结构简单的产品直接用三维软件能准确地表

示其大小、尺寸，这种简单、准确的产品模型数据也可

以直接引导生产。二是由于结构简单，使用三维软件

耗时不长，并且三维软件建立的模型能清晰观察结构

简单的产品的每个面，进行方案修改时也比较方便。

正向设计流程中应用的三维软件主要有Rhino，Alias，

3Ds MAX等能表达结构简单产品外部形态功能各要

素的软件。在具体的运用中，常常会将这些软件组合

使用，以发挥每个软件的优势[5]，黄诗鸿设计的家具见

图3，用Rhino进行建模，3Ds MAX进行渲染，然后根据

效果图指导手板模型与生产。

2.2 逆向设计流程中设计软件的应用

2.2.1 逆向设计的概念与适用的产品类别

逆向工程技术又称反求工程技术[6]，在国外已经

有着较悠久的发展历史，它将已有的产品模型或实物

通过测量转化为工程设计数字模型和概念模型，在这

个基础上进行修改、深化和再创造。逆向设计就是基

于逆向工程技术的一种产品创新设计程序[7]，其流程

一般为先手绘创意草图，再用设计软件把手绘草图转

换成图形，即电脑效果图，并根据效果图制作模型，模

型是评判设计的重要标准，修改确认后进行数据采

集，通过这种逆向工程的方式使用三维扫描仪进行模

型扫描得到数据，用电脑工程软件构建数据，最后用

精确数据生产产品。

逆向设计适用于内部结构相对比较复杂烦琐的

产品，主要有交通工具和一些小产品，如空调、微波

炉、机箱面板等造型比较平面但其内部结构又相对比

较复杂烦琐的产品，或者像一些玩具、手表等需要实

物验证的产品，这类产品采用逆向设计对企业或设计

公司有更多好处。

2.2.2 逆向设计流程中的造型和结构

由于适用于逆向设计流程的是内部结构相对比较

复杂烦琐的产品，因此在逆向设计流程中使用三维软

件进行造型设计会体现出不足：（1）由于结构复杂繁琐

的产品用三维建模渲染所花费的时间过长，加长了制

作周期与成本；（2）结构复杂的产品无论效果图多么精

确，都必须用模型验证，因此3D软件的效果图也完全

没有加工的可能，只能用于评审。根据效果图所得数

据不够精确，不能用于加工，因此使用3D软件在时间、

精力上都是很不划算的，而用平面软件制作产品效果

图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逆向设计流程中主要应用平面

软件PS、CD、AI等绘制出产品形态效果图，并用于指导

下一步的模型制作。如龙圣杰利用平面软件PS进行的

摩托车设计方案的绘制过程，见图4。

在逆向设计程序中应用平面软件进行造型设计

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平面软件利用模型验证结构，有

图3 家具设计

Fig.3 Furniture design

图4 摩托车设计方案的绘制过程

Fig.4 Motorcycle design drawing proces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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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节约了时间与成本。并且通过三维扫描仪进行

模型扫描得到数据，在结构构建时采用三维工程软

件，最终得到的数据是非常准确的，可以直接用于加

工，修改也十分方便。当然这个环节也是逆向工程最

重要的环节，该环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8]。这一步

骤主要是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因为设计师主要是采用

图形化意象表达创意思考[9]，而工程师偏向用数据进

行描述。工程师主要使用UG，ProE，Suface，CATIA，

SoidWorks等软件制作产品内部结构与外部数据。

3 结语

设计软件在产品设计流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它能有效地辅助设计师完成造型方案设计任务，并使

设计方案符合设计预期[10]。通过对正向与逆向设计流

程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产品在设计时需要应

用不同的设计软件。结构相对简单的产品在正向设

计流程中更适合使用三维软件进行产品设计，内部结

构相对比较复杂烦琐的产品在逆向设计流程中更适

合使用平面软件进行产品设计。了解设计软件在设

计流程中的应用可以使设计师与师生院校在针对具

体产品时，能更加高效地完成设计任务，提高学习与

工作效率。在产品设计流程中正确选用设计软件可

有效节约开发时间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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