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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究基于嗅觉体验的家具产品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丰富家具产品感官设计的理论体系，更

好地指导以感知觉体验为核心的家具产品设计实践。方法方法 从感官设计概念入手，阐述了嗅觉生理特征

以及嗅觉和人的交互作用关系，分析和探讨了基于嗅觉体验的家具产品创新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并进行

了设计实证。结论结论 在家具功能中实现良好且有效的嗅觉体验，拓展家具产品设计思路与途径，增加家具的

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既可有助于家具新产品的个性化研发，又可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关键词：嗅觉体验；感官设计；家具产品；设计创新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04-0092-04

Furniture Product Innovative Design and Empirical Based on Smell
Experience

CHEN Ming1，2，LI Shang-guan1，2，LI Chun-xiao1，2，FENG Kai-qin1，2，LYU Jian-hua1，2

（1. College of Forestry，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engdu 611130，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Wood Industry
and Furniture Engineering，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It enriches sensory design theory system of furniture product based on smell experience and expands design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furniture product，which better guides furniture product design practice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center basi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se of smell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nse of smell and human are
analyzed，ideas and methods of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smell experience are studied，and projects are designed for
verifying the results finally.Integrating favorable and effective smell experience into furniture design could meet the need of
furniture products R&D and the growing spiritual need of consumers by expanding furniture design methods，increasing
added values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furnitu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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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作为使用面极广和使用量极大的一类工业

产品，为人所熟知。广义来看，家具的功能具有物质

功能和精神功能。家具的精神功能来自于人对于家

具的感觉性质，而人的感觉则包含了视觉、触觉、嗅

觉、味觉和听觉。相对而言，视觉对于家具的精神功

能影响最为直接，相关研究与实践也最多。但家具的

感觉性质不应只局限于视觉层面上，除视觉之外，人

类的其他感觉特性也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具精神功

能的实现，进而影响到人的情绪乃至情感体验[1]。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意识以及审美

观念也不断变化，对以感觉性质为基础的感官设计需

求也更加迫切。在家具产品设计领域，研究者与设计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7 卷 第4期

2016 年 2月92



第37卷 第4期

师不再仅仅关注家具产品中刺激最为强烈和直接的

视觉与触觉，也不断增大对于嗅觉体验的重视，但基

于嗅觉体验的研究探索与实践还相对滞后。

1 嗅觉体验与多感官设计概念

原研哉对于感官与形象之间的关系曾经说过：人

不仅仅是一个感官主义的接受器官组合，同时也是一

个敏感的记忆再生装置，能够根据记忆在脑海中再现

出各种形象。在人体中出现的各种形象，是同时由几

种感觉刺激和人的再生记忆相互交织而成的一幅宏

大图景[2]。感觉一般被认为有5种，即所谓“五感”或

“五觉”，是指人发挥5种感官功能而形成的视觉、触

觉、嗅觉、味觉和听觉[3]。狭义来讲，是客观刺激作用

于感觉器官所产生的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广义来

讲，是指利用这5种感官，有意识地在大脑中对周围事

物进行观察、感知、分析、处理，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

构建[4]。近年来，多感官设计理念在设计中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有着优良多感官设计的产品也能带给

消费者更好的使用体验。

1.1 嗅觉体验和多感官设计

嗅觉的本质是由物质的化学分子刺激嗅觉感受器

而引起的感觉，是进化过程中最古老的感官之一[5]。人

凭借嗅觉实现对于气味的感知，不同的气味对人体产

生差异化的作用。嗅觉体验的有效性和气味的种类、

浓度和持久性密切相关。

多感官是指突破以视觉要素整合为中心的观点，

突破单纯的视觉传播方式所带来的局限，重视人类不

同感官的自身特点，多方面、多层次地开发消费者的感

官机能，努力开发视觉以外的其他多种感官效用的观

点和理念[6]。一般而言，家具产品设计中更多关注于合

理利用色彩、形体、质感等元素，强调家具产品的视觉

体验和触觉体验，而对于其他感官效应的研究与运用

不足。从多感官设计理念和人对于家具的功能精神需

求角度来看，“五觉”中除了视觉体验和触觉体验以外，

嗅觉体验相比听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在家具产品设计中

应用的潜力更大且可行性更强。嗅觉体验的加入既可

丰富家具产品的功能精神内涵，提高家具产品的附加

值，也可满足消费者日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1.2 嗅觉与人的交互关系

交互有着互相、替换或交替等含义，而设计领域的

交互表示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7]。如果将嗅觉

感受器和感受看作对立统一体，气味看作信息载体，嗅

觉体验则看作完整的气味信息翻译过程，进而总结归

纳出如下4个嗅觉和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与表现：嗅觉与

可视性、嗅觉与情绪、嗅觉与情感记忆、嗅觉与健康。

设计心理学的可视性原则见图1。嗅觉感受器官

在大脑控制下，将引起刺激的、搭载信息的气味分子

翻译成人能感知和理解的信息语言，嗅觉体验通过这

样的运作模式理解和解释外部的世界，这样的作用有

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可视性。嗅觉作为一种重要的感

觉类型，通过嗅觉的感知和匹配将有助于可视性原则

的实现和补充。

嗅觉和情绪虽然是两个迥异的概念，但是这两者

有着紧密的联系。相较于其他感知觉，嗅觉具有情绪

性的特征，并且与情绪分类相类似，气味也会带上积

极、消极、中性等情绪标签。嗅觉刺激能够诱发不同

类型与程度的情绪状态，反之情绪状态的改变也能影

响嗅觉。实验表明，橘子气味出现在医疗环境中能使

人更加放松，而愉悦的心情也能提高嗅觉的敏感性。

心理学中通常认为情感主要与人的社会性相联

系，是人类独有的，持久且深刻。嗅觉能唤起情感共

鸣，并能强化情感的记忆力。相关研究显示，嗅觉具

有情感特性，气味会让人记忆住和回忆起闻到它的景

象，进而会产生相应具有感情性的反应[8]。情感记忆

也促使人对特殊的气味具有某种期待。

愉悦、轻松、美好的嗅觉体验，无疑有助于人产生

乐观的情绪、培养积极的情感。芳香疗法也进一步佐

证了气味通过嗅觉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反之，人的

健康状况也会影响人嗅觉对于气味的感知。

2 基于嗅觉体验的家具产品创新设计思路与

途径

通过理论基础的阐述和探讨，分析了嗅觉体验与

图1 设计心理学的可视性原则

Fig.1 The principle of visibility in design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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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交互关系，基于此，提出以嗅觉体验为核心的家

具产品创新设计思路与途径，并通过相关设计实践进

行验证。

2.1 创新设计思路

正设计，即在原有产品或环境中添加新的气味要

素。家具产品在室内空间中满足着人们各种各样的

使用需求，因此，家具产品增加嗅觉体验既是家具产

品创新设计的一大亮点，又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使

用需求，同时室内空间的有限性和封闭性为气味散发

的效率和嗅觉体验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利条件。

负设计，即去除或隔离产品或环境中不和谐、令人

不愉快的气味要素。家具产品原辅材料自身往往是带

有气味的物质，这些材料的使用必然会散发一定的气

味，往往带给人不佳的嗅觉体验，而人在室内空间的活

动也会产生新的引起嗅觉感知的气味物质。负设计的

理念不仅要求家具产品自身不带给消费者不良的嗅觉

体验，而且要求尽可能去除家具在室内环境使用过程

中引起人不愉快、影响人身心健康的气味要素。

感官互补与感官整合，即利用感官之间的互通性

和互补性，通过一种感官来实现另外一种感官的功能

作用。人体对于多感官系统接受的各类信息的刺激，

常会进行整合，并以整体方式体现，而非独立的个别

感官感受。在家具产品创新设计中，可利用人体的这

一感官特性，以嗅觉为抓手引导其他感官功能的实

现，或以其他感官为抓手引导嗅觉功能的实现。

2.2 创新设计途径

从上述基于嗅觉体验的家具产品创新设计思路

出发，提出创新设计途径，包括优良家具材料选择、气

味源装置增设、气味挥发装置增设等。

家具产品材料的合理选择是产生良好嗅觉体验

的前提，特别是很多木质材料本身能够释放出具有芳

香气味的物质。史料记载，小叶紫檀具有一种被称为

“木氧”的物质，能散发出淡香味，对人具有静心、安神

的功效。常处于小叶紫檀环境，能有效提高人体免疫

力、防止衰老、稳定心率、改善睡眠等[9]。然而，随着木

材资源的减少，消费观念的转变，板式家具和软体家

具等各类新型家具使用量越来越大。板式家具中胶

黏剂和稀释剂缓慢释放甲醛和其他挥发性物质带来

不良的嗅觉体验，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因此选用合格

的原辅材料，执行严格工艺，能减少或隔离有害挥发

物，为使用者带来良好的嗅觉体验。软体家具中各类

新型覆面材料和填充材料及工艺，也为良好嗅觉体验

带来可能，例如为提高纺织品香味的持久性，把香精

制成微胶囊，实现香味的缓慢释放，再通过适当的黏

合剂或其他整理剂，把香精微胶囊固着在织物上[10]。

气味源装置是指在家具产品中利用气味挥发特

性，设计添加具有气味挥发的物质源，因地制宜地满

足人在不同场合需要获得不同嗅觉体验的需求。人

的嗅觉敏感度以及认知度会因生理、心情、性别、年

龄、种族、职业等很多方面的因素而因人而异，因此可

以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设计成可更换的气味源，此举

同时也符合个性化定制的设计趋势。

气味挥发装置目前较为普遍的手段有借助风力、

热能和声波，除去这3种成熟技术可以利用外，还可以

使用活性炭吸附、气体交换等方式。在交互设计理念

和多感官设计理念的指导下，气体挥发装置在家具产

品中的结合，应当以不影响家具产品基本功能为前

提，以拥有良好的使用体验为目标。

3 设计实证

根据研究探讨出的创新设计思路与途径，进行设

计验证，得到2个设计方案，并已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李上官、陈铭和吕建华设计的有着香味发生功能

的多功能书桌，见图2。桌体的顶端设置有开口，开口

与桌体内部连通，开口中设置有盖板，盖板能够完全

覆盖开口，并用铰链与开口侧壁连接，盖板能够绕着

铰链转动。桌体的空腔中设置有相互连接的微型电

机和变压器，微型电机连接有转轴，转轴连接有扇叶，

桌体中设置有香料盒，香料盒设置在扇叶和盖板之

间，香料盒的底端设置有若干通孔。当盖板开启后，

盖板尾部的开关接触通电，实现扇叶的转动，在盒子

内部放置上固体香料陈放装置，使用过程中可感受到

微风与香味，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还可根据个人喜好

在香料陈放装置中更换香料物质。同时，在书房中考

虑到使用者对于传统笔墨书画的喜好，设计了隐藏式

伸缩笔架和桌面竖向扩大机构，桌体中设置有伸缩笔

架，伸缩笔架上固定有挡柱，桌体内凹形成凹槽，凹槽

中设置有活动层板，活动层板设置有铰链，铰链同时

与活动层板和凹槽连接，滑道安装在凹槽上，托架与

活动层板固定，另一端靠近滑道，销轴穿过托架后设

置在滑道内部，笔墨书香在使用过程中也给使用者带

来另外一种嗅觉体验。

冯凯勤、陈铭和吕建华设计的有着香味发生功能

的卫浴柜，见图3。在卫浴柜中设计鼓出热风的装置，

并在出风口设计固体香料陈放装置，使用者在洗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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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置于出风口处，感应开关使其通电产生热风。当

红外线感应器感应到手时，电机进行工作，通过转轴带

动扇叶的转动，扇叶将进风口进的风通过电阻丝加热，

通过铁丝网储存电阻丝的热量，使风均匀受热，再从出

风口出风，出风口出的热风可使香料盒的香体更容易

挥发扩散，极大改变使用卫浴柜时的嗅觉体验。和普

通的换气装置、烘手器装置相比，在潮湿的卫浴环境

中，此功能可以减小空间湿度，产生怡人气味。

4 结语

现在人们的生活要求已经不满足于有或者无的阶

段，而是已经发展到需要更优质的生活与产品的好或

者更好的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产品的情感

需求越来越高，要满足消费者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只

有拓展设计思路才是家具产品创新设计的必经之道。

目前，工业制造水平的提高，也为嗅觉体验在创新设计

中的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方法和实现途径。嗅觉

设计涉及到的领域很多，除了产品设计理论本身外，

还与心理学、医学、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化学化工等

领域有着极大的联系，相关研究与应用还相对滞后，

在理论基础、实现途径和技术手段上，还有极大的研

究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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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有着香味发生功能的多功能书桌

Fig.2 Multi-purpose writing desk with odor generator

图3 有着香味发生功能的卫浴柜

Fig.3 Bathroom cabinet with odor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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